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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刘原!阿旺单增合著"中国西藏邮政邮票史#等学术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多方面的史料$对近代

中国藏族聚居地区邮电事业的起源!出现及初步发展$以及 其 对 近 代 中 国 藏 区 现 代 化 起 源 的 影 响 进 行 了 论 述%
同时指出$从晚清开始$近代邮电事业就逐渐在中 国 藏 区 萌 芽!出 现$并 在!’(%年 西 藏 昌 都 解 放 前 得 到 了 初 步

的发展&文中还纠正了法国人董尼德’)*+#,-../0("西藏生与死)雪域的民族主义#等相关说法的不确切之处&
关键词#近代中国藏区%邮电事业%现代化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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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 国 藏 区 近 代 邮 电 事 业 的 发 展!就 笔 者

所见!目前相 关 的 论 著 尚 不 多!专 著 仅 有 刘 原"阿

旺单增合著#中 国 西 藏 邮 政 邮 票 史$%西 藏 人 民 出

版社!!’’(年版&一本!论文则仅 有 房 建 昌’#西 藏

邮政 史 述 要$%#西 北 史 地$!’4’年 第2期&"刘 武

坤’#清末西藏邮政开办始末$%#西藏研究$"%%%年

第&期&等数篇(因此!存在某些对中国藏区近代

邮电事业 的 错 误 观 点!如 法 国 人 董 尼 德 在%)*+#
,-../0&中#西 藏 生 与 死’雪 域 的 民 族 主 义$说!
!’&’年的)拉 萨 没 有 电 话!也 没 有 无 线 电 广 播 电

台*+!,(事实上!从 晚 清 开 始!近 代 邮 电 事 业 就 逐

渐在中 国 藏 区 萌 芽"出 现!并 在!’(%年 昌 都 解 放

前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一$晚清官员在藏的%新政&及近代邮电

事业在中国藏区的萌芽

!!"%世纪之前的中国藏区是一个传 统"封 闭 的

农奴社会()中 世 纪 的*")古 老 的*")具 有 浪 漫 色

彩的*是!’%&年入侵西藏的英国侵略军描述当时

西藏 社 会 的 常 见 形 容 词+",!这 是 当 时 中 国 藏 区 的

实际情况(光绪十四年%!444年&英国殖民主义者

发动了侵藏 战 争!藏 族 人 民 在 隆 吐 山 等 地 进 行 了

英勇的反击-光绪三十年%!’%&年&!英国侵略军在

残暴地屠杀了江孜等地的爱国军民后!闯入拉萨(
这两次武装侵略!均以英国殖民者的得逞而告终!
其实质不过 是 由 于)中 世 纪 的 军 队 在 二 十 世 纪 残

酷的兵器火 力 面 前 溃 败 了(*+2,当 这 些)卜 林*%洋

鬼子&在以精良的枪炮"先进的军事技术犯下滔天

罪行的同时!也 向 西 藏 僧 俗 各 界 展 示 了 西 方 物 质

文明的优越 性!这 必 然 会 激 发 清 廷 及 藏 族 社 会 有

识之士的思 考!也 迫 使 晚 清 政 府 采 取 措 施 调 整 治

藏政策!因而出现了晚清这一时段张荫棠"赵尔丰

等官员在西藏"川边等地的改革(
光绪三十二年%!’%$年&!!月!新任驻藏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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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棠进入 拉 萨 后!即 参 奏)藏 中 吏 冶 积 弊!请 旨

革除惩办*!得 到 了 清 廷 的 批 准!张 荫 棠 提 出 了 治

藏大纲%即 西 藏 地 方 的)治 藏 刍 议 十 九 条*及 稍 后

传谕藏中各地的)善后问题二十四条*+&,&!有加速

架设拉萨通 向 巴 塘 的 电 话 线!以 改 良 西 藏 的 交 通

与通讯条件等内容(在张荫棠的大力倡导及联豫

的主持下!新政逐步得以推行(张荫棠离藏后!驻

藏大臣联豫%!’%$年!"月到任&继续推 行 他 的 措

施!联豫与帮办大臣温宗尧有着驻欧"美的外交经

验!具有维新思想(二人在宣统 元 年%!’%’年&上

奏#会 奏 筹 备 西 藏 一 切 事 宜 折$!提 出 了)新 政 纲

领*+(,(关于张荫棠"联豫推行新政过程中所设的

邮电机构及职官!可参考表!!(
表!!关于张萌$联豫推行新政过程中

所设邮政机构及职官情况

机构及

事件
设置年代 设置者 !!!!!备注

工商局
!’%3年

"月
张荫棠 每局均制定有章程

架设电

话线

!’!%年

!"月
联豫

建成驻 藏 大 臣 衙 门 至 西 大 关

的电话线!长约2%里

邮政管

理局
!’!%年 联豫

准备在江孜"日 喀 则"亚 东"帕

里"江达等地成立二等邮局

!!!’!%年$月!$日!清政府在拉萨正式成立了

西藏邮政管 理 局!亚 东 关 署 理 税 司 张 玉 堂 兼 署 拉

萨邮界的邮 政 司!实 际 邮 政 事 务 及 拉 萨 总 局 由 邓

维屏负责(同年!邓维屏在亚东"江孜及日喀则设

立了二等邮 局!邮 路 仅 有 拉 萨 经 江 孜 至 日 喀 则 和

亚东(由于 清 政 府 在 西 藏 建 有 系 统 的 塘 汛%驿

站&!以传递奏折"公文(因此!驻藏办事大臣联豫

决定!拉萨邮界的邮袋暂由藏内的塘站代为传递!
邮政无需另设驿站和雇佣邮差(邮件系用马差带

寄!此项马差邮班与塘兵相辅而行(拉萨至亚东!
每日一班!准 时 封 发!马 差%或 驿 差&平 均 日 行 约

"%%里!晴天途中顺利!一般$天就可到达!如遇雪

天!则要延时-江 孜 至 日 喀 则 则 只 需 要 一 天 时 间(
邮局使用邮票为)大清邮政*发行的无水印蟠龙邮

票!主要有!(种!即半分"壹分"叁分"肆分"伍分"
柒分"壹角"贰角及伍角(后来!由于币制不同!又

在邮票上加盖 汉"英"藏 三 种 文 字 的 数 字!便 于 藏

区人民认识 和 使 用!并 限 在 西 藏 流 通(西 藏 通 邮

后!英军在西藏强行设立的邮局仍然并存!形成了

两国邮局同时存在的局面(

!’!!年!经过邓 维 屏 努 力!在 察 木 多%西 藏 昌

都&成立了邮局!经过成都邮界和西藏邮界共同努

力!察木多至巴塘的!"%%余里的邮路开通!西藏

邮界开始与 成 都 邮 界 通 邮(随 后!邓 维 屏 加 紧 建

设从拉萨至 察 木 多 的 邮 路!并 很 快 在 硕 板 多 建 立

了邮局(!’!!年!辛亥革命爆发!驻拉萨地区清军

首先起事!囚 禁 了 驻 藏 帮 办 大 臣 联 豫(拉 萨 邮 政

局及其他邮 局 纷 纷 脱 离 险 地 自 保 其 生!邮 路 筹 建

工作被迫停 止!并 停 止 了 邮 递(邓 维 屏 等 人 也 协

带款项"邮票"单 册 等 逃 离 拉 萨!)大 清 邮 政*在 西

藏建立的 邮 政 系 统 顷 刻 瓦 解+$,(至 辛 亥 革 命 前!
清政府共在西藏建邮局3处!另设汇兑乙局一个!
办理汇兑业 务(从!’!!年 爆 发 辛 亥 革 命 至!’"$
年北伐战争!政 局 不 稳 定 的 中 央 政 府 无 暇 顾 及 西

藏的邮政(
在晚清的川边地区%今 四 川 藏 区&!!’%"年 相

继发生了泰 宁 事 件 和 凤 全 事 件!使 晚 清 统 治 阶 级

上层有识之 士 感 到 了 川 边 潜 在 的 危 机!迫 使 清 廷

两次颁 旨!布 置 经 营 川 边"屯 垦 开 矿 之 策(!’%(
年!赵尔丰率军进入川边!相继平定了巴塘"里塘"
得荣"乡 城"盐 井"德 格!收 回 了 瞻 对!并 进 军 察 木

多及西藏(!’%$年出任 督 办 川 滇 边 务 大 臣!开 始

着手进 行 改 土 归 流(赵 先 后 提 出)平 康 三 策*和

)经边六事*(从!’%4年起!赵尔丰先后在川边各

地改土归流!并实行各方面的改革!包括了架设打

箭炉%康 定&至 巴 塘"察 木 多%昌 都&的 川 藏 电 报

线+3,!设邮政局!兴办邮政等措施(赵尔丰的川边

经营!)其所 以 经 营 西 康 者!实 为 进 一 步 维 护 西 藏

之主权!其后虽因阻止革命而被戕于四川司署!而

其有便于西康之措施!亦未可任其湮没(*+4,

可见!清 末 西 藏 的 新 政"川 边 地 方 的 改 土 归

流!大多 在 公 元!’%35!’!!年 之 间 实 施!且 主 要

集中于后半 段!丁 实 存#驻 藏 大 臣$比 较 客 观 地 评

价说’)%联豫&收 回 中 央 在 藏 之 主 权!举 办 各 种 新

政!颇有改革之意(但其人实无开济之才!其所办

理事项!如练兵"通商"兴学"设警"设办电线诸项!
多为张荫 棠"赵 尔 丰 之 主 张 而 创 设!联 豫 踵 成 其

事!而其才力又不足以干济之!故多无成就(*+’,所

以!晚清时期!近 代 邮 电 事 业 就 在 西 藏"川 边 逐 渐

萌芽"出现(张 荫 棠"联 豫"赵 尔 丰 的 改 革 藏 政 与

经营川边!如 开 辟 商 埠"开 发 矿 产"引 入 新 式 农 业

与现代工业!有积极性 的 意 义+!%,’他 们 改 革 藏 政!
依托祖国内地的)维新*运动!通过输入钢索吊桥"
兴建大马路"兴建实业等现代化事物!对后来十三

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43$5!’22&及其后继者的

新政提供了模式!积累了成败的经验与教训!甚至

.".
! 本表参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年$第!2"5!22页(有增删而成&



树立了可资借 鉴 的 先 例!如!’!"年 噶 厦 设 立)欧

康*%银行&就是张荫棠治藏大纲的付诸实施-联豫

在晚清邮务 总 局 的 筹 划 下 于!’!!年 设 立 的 邮 政

管理局与次 年 噶 厦 宣 布 成 立)扎 康*有 密 切 关 系(
从现代化的 角 度 看 来!他 们 的 改 革 藏 政 与 经 营 川

边就是促使中国藏区现代化的尝试(

!!二$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藏区邮电事业发

展的推动

!!十三世 达 赖 喇 嘛 是 一 位 重 要 的 历 史 人 物!由

于曾有过流亡的刺激"外来势力的侵逼等经历"现

代化事物的 强 大 魅 力 促 使 十 三 世 达 赖 认 识 到!不

进行多个 层 面 的 改 革!藏 区 是 没 有 前 途 的(!’!2
年初!结束流 亡 由 印 度 返 回 拉 萨 的 十 三 世 达 赖 喇

嘛!颁布了名为)关于西藏全体僧俗民众今后取舍

条例*的布告%即#水牛年公告$&!一般认为这件文

书是十三世达赖)新政*的标志(新政涉及的面较

广!除了 政 治"军 队 与 警 察"文 化"经 济 外!还 有 金

融"邮电业等领域(

!’"(年!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指示下!噶厦宣

布成立)扎 康*%又 作)砟 康*!即 邮 政 局!此 外 又 有

!’!"年说"!’!4年说&!委派仔仲.巴曲和雪仲.
贝喜娃%一僧一俗&二人为)扎吉*%邮政总管&(

根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存的水鼠年噶厦宣

布成立扎 康 布 告 的 底 稿+!!,!可 知 扎 康 成 立 之 初!
)参照外国的作法*!发行)一种叫做邮票的印纸*!
该布告还对平信与挂号信的邮寄"包裹的寄取"汇

兑及相关收费作了规定(西藏历史上的首种邮票

系在拉萨扎 西 造 币 厂 印 制!据 当 时 旅 藏 日 本 人 的

记载!这种邮 票 是 用)铁 片 极 幼 稚 地 雕 刻 的!用 西

藏的自制墨及纸印刷!邮票仅一种版式!有颜色不

同的五 种 面 值!即 西 藏 货 币 单 位 的 一"二"三"四"
六章噶五种 面 值(仅 形 式 上 仿 外 国!材 料 全 部 用

西藏珍品(*+!",!!&当时旅藏日本人还记载了当时西

藏的邮政状况!)邮路已西至日喀则!南至春丕!东

抵当时与汉 军 交 战 的 硕 板 多 藏 军 根 据 地!并 计 划

北达那曲!仅处理信件"小包及汇票三种邮务(以

拉萨为中心!每日有一次邮班!速度比一般旅行加

倍(还计划在拉萨与江孜间架设电信电话线路*-
并记载了当时从江孜至印度边境的印度政府敷设

的邮寄"电信及电话线路情况!即)邮路约二百里!
一日发一 次 邮 班!从 噶 伦 堡 到 江 孜 要 四 昼 夜!邮

差"脚夫举着系铃的矛枪响着前进!路旁有表示里

数的标石!西 藏 地 方 政 府 的 邮 政 制 度 乃 全 为 英 国

式!同 时 也 存 在 着 民 间 的 临 时 信 差 的 联 络 方

式(*+!",!!(

)扎康*即邮局每六个月向噶厦报告一次营业

情况!并向 欧 康 上 缴 收 入(扎 康 设 于 拉 萨 丹 吉 林

%今丹吉林巷$号&!遗址尚存(!’"$年!西藏地方

政府买了三 辆 汽 车 运 至 帕 里!这 三 辆 车 也 被 用 来

运输邮件!但 是 因 为 成 本 太 高!不 如 牲 畜 省 钱!不

久就废止了(同 时!因 为 西 藏 不 是 万 国 邮 政 联 盟

的成员!因此 从 西 藏 发 出 至 其 他 国 家 的 信 件 必 须

从西藏地方政府控制的邮路送至江孜英国开办的

邮局!并加贴印度邮票!然后再转发出去(从设立

至!’(’年 结 束!扎 康 陆 续 发 行 过(套 共"$枚 邮

票(
在电报方 面!藏 历 铁 鸡 年%!’"!年&!!月!噶

厦派遣雪仲 巴 前 往 印 度 大 吉 岭!学 习 电 报 线 架 设

技术(之后!十 三 世 达 赖 喇 嘛 聘 请 英 国 人 罗 塞 耶

尔%6#)#7-8/9/:/;&为 技 术 指 导!架 设 从 拉 萨 到

江孜的电报 线!到 江 孜 后 与 英 国 人 非 法 开 设 的 电

报局接线(这 条 线 路 很 快 完 成!但 是 主 要 是 供 西

藏地方政府使用(
随着条件的成熟!!’"(年!)达尔康*%电报局&

在拉萨宣告成 立!十 三 世 达 赖 任 命 雪 仲.吉 普 巴

和留学印 度 噶 伦 堡 的 孜 仲.曲 丹 丹 达 二 人 为 局

长!开办有线 电 报"无 线 电 报 两 种!同 样 规 定 每 六

个月向噶厦 报 告 一 次 营 业 情 况!并 向 欧 康 上 缴 收

入(其中!有线电报只能在拉萨与江孜之间开通!
并在曲水"白 地"浪 卡 子"江 孜 等 地 设 有 线 路 维 修

点(邮政局"电报局的设立!表明西藏地方邮电业

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三$昌都解放前外来邮电设备的输入

’一(帝国主义在侵藏活 动 中 将 邮 电 设

备输入西藏地区

帝国主义 在 侵 藏 活 动 中!不 自 觉 地 也 向 西 藏

等藏区输入了一些现代化事物(

!4’2年!清 政 府 与 英 国 签 定 了#中 英 续 藏 条

约$!就 西 藏 与 印 度 之 间 传 递 文 件 的 制 度 作 了 规

定!)印度文 件 递 送 西 藏 办 事 大 臣 处!应 由 印 度 驻

扎哲孟雄 之 员!交 付 中 国 边 防 委 员!由 驿 火 速 呈

递!西藏文件递送印度!亦由中国边务委员交付印

度驻扎哲孟雄之员!照章火速呈递(*!’%2年!英人

入侵藏南康马宗!为了方便侵略西藏!英国强迫西

藏地方政府 准 许 他 们 在 西 藏 设 立 电 报 站 和 邮 局!
于是在康马 宗 建 立 了 第 一 所 战 地 邮 局!这 是 英 国

侵略军在中 国 西 藏 领 土 非 法 开 设 的 第 一 家 邮 局(

!’%$年!英国又在西藏亚东开设了邮局(后来!为
.2.



了解决补给 与 运 输 问 题!英 军 竟 然 在 亚 东 至 江 孜

沿途的春丕塘"下司马"噶拉"江 孜 等 地 修 建 了!"
个兵站!并将兵站改为由英国人管理的驿站!在沿

线安设电线杆!于驿站中安装了电话!可予通邮及

通电报%在 中 止 使 用 之 前 这 三 百 多 英 里 的 非 法 电

话线共递了2%%23$封 电 报+!2,&!成 为 所 谓 的)客

邮*!实为英军侵藏的产物(这样!从印度"锡金可

以直接与 亚 东"江 孜 及 沿 途 各 驿 站 通 电 话"通 信

函"通电报!而噶厦发行的邮票过了江孜则失效(

!’23年!英国 人"无 线 电 发 报 员 福 克 斯%7.

1-<&来 到 拉 萨!继 续 从 事 无 线 电 发 报 的 本 行(

!’&2年噶厦要求美国军官伊利亚.托尔斯泰%=.

>-?80-:&"多兰%@.,-?A.&率 领 的 美 国 使 团 提 供

三台设备齐 全 的 远 程 无 线 电 发 报 机)用 于 西 藏 境

内的广播*时!得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BCC!系中

情局的前身&局长道诺温%6.D.,E.-FA.&的坚

决支持!他 明 白 地 说 这 三 台 电 台)将 使 由 东 到 西

!"%%英里的整个西藏地区对盟国的影响开放!并

使这个地方 更 进 一 步 现 代 化!这 对 将 来 是 具 有 战

略价值的(*+!&,后来!美国向 噶 厦 提 供 了 三 部 无 线

电台和五部无线电接受台(
为了削弱 美 国 的 影 响!英 国 旋 即 也 向 噶 厦 也

提供了两部 无 线 电 台(英 国 提 供 的 无 线 电 台!初

由福克 斯 操 作!几 个 月 后 改 为 另 一 英 国 人 福 特

%7.1-;G&接替(!’&4年 夏!福 特 在 拉 萨 办 起 了

第一座无线电台!之后在福特的帮助下!噶厦开始

了昌都"那曲"阿里"亚东等无线电台的建设!并在

!’&’年3月配合噶厦)驱汉事件*用无线电台广播

)西藏独 立 宣 言*!宣 布)西 藏 独 立*+!(,!"$(噶 厦 在

昌都开办的)电报局*!主要是使用电码收发!以及

通过无线收 音 机 进 行 对 话!电 码 收 发 由 锡 金 籍 藏

族青年顿月"旺 扎"索 朗 多 吉"索 朗 觉 丹 在 福 特 的

指导下进行!因此这 四 人 是 福 特 的 助 手(!’(%年

福特及其电台和助手在昌都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

获(英国的无线电台!由于使用柴油机发电!功率

小!而且接受听众有限%须具备昂贵的收音机&!因

而主要是对外广播和部分商用!影响极为有限+!$,(

’二(国民政府公职人员 将 邮 电 设 备 输

入西藏地区

从民国建立 至!’(%年!%月 昌 都 解 放 以 前!

西藏地方政 府 与 中 央 国 民 政 府 的 关 系 时 好 时 坏!
这不正常的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并未完全阻断现

代化的邮电设备由内地输往藏区(从民国初年以

来就不 断 有 中 央 要 员 入 藏!联 系 与 噶 厦 改 善 关

系!(

!’"3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开始重

新重视西藏的邮政(!’"’年"月!蒙 藏 委 员 会 成

立!蒙藏委员 会 处 理 的 第 一 件 大 事 就 是 试 图 恢 复

交通(蒙藏委员会请求交通部邮政总局在蒙藏设

立邮局"代办所!但是!由于康藏纠纷不止!西藏与

内地战事不断!通 过 西 康"进 入 西 藏 难 以 实 现!建

邮只有等待时机(
由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

的不正常!造 成 某 些 正 常 的 联 系 亦 不 得 不 秘 密 进

行-如当时与 西 藏 的 通 邮!就 不 得 不 秘 密 进 行!当

时公文称为)秘密邮路*(!’2(年(月!南 京 国 民

政府为开发 西 藏 拟 订#西 藏 建 设 初 步 计 划$!计 划

中特别制 订 了 建 设 西 藏 邮 政 的 办 法(在 川 边 邮

政"电信方面!国 民 政 府 交 通 部 制 定 了#康 藏 邮 务

计划$!计划自!’2(年起!(年内 在 西 康 实 现 县 县

通邮"通电报-!’2(/!’2$年!西昌"康定"雅安"会
理"雷波"马边"屏山已通电话!甘孜"瞻对"理化实

现直接通邮"(

!’2(年(月!国 民 政 府 抓 住 班 禅 大 师 回 藏 的

时机!派遣西 川 邮 区 一 等 邮 务 员 葛 耕 南 随 大 师 恢

复西藏邮政(由 于 政 治 原 因!班 禅 大 师 及 随 员 长

时间滞留在 青 海 玉 树 不 能 进 藏!因 此 国 民 政 府 准

备在西藏 恢 复 邮 政 一 事 只 好 停 顿 下 来(!’&"年

!!月!西川邮政派驻康藏专员兼西康段 邮 务 观 察

员严昌熙赴昌都办理西藏邮政!!"月到达德格后!
立即将德格 代 办 所 改 升 为 三 等 代 办 邮 局!便 于 德

格与昌都通 邮!但 严 昌 熙 最 终 因 藏 兵 的 阻 止 没 能

达到昌都(!’&2年!在无奈之下!经严昌熙与蒙藏

委员会驻德格的组长邓宪武商量决定秘密与昌都

通邮(!’&2年!"月!日!德格通昌都的邮路正式

开班!专差往返一次工资暂定!(%%元法币!因昌

都藏人经常 有 驱 逐 汉 人 之 事!开 班 后 每 班 都 难 按

规定日期到达!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记载!
至!’&&年!%月!共秘密通邮!!次(!’&&年!抗

战胜利在望!国民政府根据西藏实际情况制定#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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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西藏政务计划$!不过在藏建邮之事仍无任何结

果!(
因此!虽然国民政府对西藏邮政颇为重视!并

做了许多努力!但是收效甚微!西藏地方政府实际

控制了西藏内部的邮政(

!’2&年!中央政 府 派 遣 参 谋 部 次 长 黄 慕 松 率

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抵达拉萨!致祭十三世达赖(
黄慕松认识到了民国政府在西藏电信方面的被动

局面!认为)电报"电话!可谓英人为便利其商业及

易通藏情而设(江孜以北至拉萨!属藏人范围-江

孜"帕里至亚东关!归英人经营(如将来中央有款

赎回此项权 利!于 国 防 上 利 益 甚 大(否 则 长 此 以

往!一旦边区 有 警!我 则 非 三 月 准 备 不 能 到 藏!而

英人恃此邮电利器!二周内即可长驱入拉萨!斯真

堪注 意 者 也(*"!’2&年!黄 慕 松 在 拉 萨 建 立 了 无

线电台(!’2’年!赴藏主 持 十 四 世 达 赖 喇 嘛 转 世

事宜的蒙藏 委 员 会 委 员 长 吴 忠 信!在 拉 萨 会 见 了

无线电台 的 电 务 主 任 谭 兴 沛"机 工 严 静 两 人+!3,(
之后在拉 萨 设 立 办 事 处"无 线 电 台"气 象 测 候 所

等(这些机构向拉萨社会展示了一些现代化的事

物!如无线电台"小型电影放映机等(但在当时的

特殊情况下!和 与 西 藏 的 通 邮 采 取)秘 密 邮 路*相

对应的是!当 时 入 藏 国 民 政 府 公 职 人 员 将 邮 电 设

备输入西藏 地 区!大 多 采 取 了)秘 密 电 台*(入 藏

国民政府公 职 人 员!某 些 兼 有 中 央 军 事 委 员 会 调

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国防部军事统计局%简称中

统&的职务!这些)中央机关和人员在西藏*也就是

在西藏工作 的)中 央 人 员*!他 们 的 身 份 当 时 大 多

是公开的!少 数 兼 有)军 统"国 防 部 二 厅 和 中 央 党

部*双重身 份 的 人 员 在 当 时 西 藏 也 大 多 处 于 半 公

开的状态!这 在 当 事 者 的 回 忆 或 相 关 记 载 如 汉 僧

邢肃芝%藏 名 洛 桑 珍 珠!法 号 碧 松&的#雪 域 求 法

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等 书 中 均 有 记 述+!4,(
从!’&%年起!国民政府及国防部二所也分别派遣

人员入藏(上 述 人 员 往 往 兼 有 特 别 使 命!携 带 电

台入藏+!’,(
如系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下设三科!第一

科科长陈锡璋兼任!职掌总务-第二科科长为李有

义!职掌文教!之前曾为燕京大学"云南大学教授!
后来曾兼任国立拉萨小学的教 员+"%,-第 三 科 科 长

为左仁极!负 责 有 关 情 报 的 收 集 与 调 查!驻 于 昌

都!未回拉萨(当时左仁极的同僚陈锡璋%主任秘

书兼任第一科科长&回忆说)第三科长’左仁极!职

掌’调查情报%驻在昌都!未到拉萨&(*+"!,见英人入

侵日极!西康南部与英属印度的情势日渐紧张!故

有以左仁极驻于昌都!就近探勘军情(因此!!’&&
年秋!左仁极的电台秘密运至昌都!报务员刘某亦

来到昌都!电台置于铁宝兴住宅的楼上暗房!工作

几个月后为昌都噶厦官员发觉!左仁极迫不得已!
于次年将电台运往金沙江东岸的德格(为了在德

格发报!左仁极奔波于昌都"德格之间(抗战胜利

后!军 统 改 组 为 保 密 局!隶 属 于 国 防 部(当 年

%!’&(年&底!戴笠死!毛人凤继任局长(就目前材

料看来!左仁 极 在 昌 都 所 建 立 的 电 台 是 保 密 局 拉

萨支台%台 长 为 罗 坚&之 下 的 昌 都 分 台%又 称 德 格

分台!另外两个为日喀则"山南分台&+"",(

!’&"年$月!毕 业 于 兰 州 警 官 学 校 第 三 期 的

青海人李梦明!以 报 务 员 身 份 携 带 功 率 为"瓦 特

的电台随从 台 长 汪 藻%国 民 政 府 驻 藏 办 事 处 工 作

人员"军统拉 萨 支 电 台 书 记 常 希 武 的 化 名&"组 长

胡明春入藏(!%月!至拉萨后!与驻藏办事处处长

孔庆宗"交通部拉萨无线电台台长张威白等相晤(

!’&2年!受国防部二所 派 遣!姬 俊 贤 化 装 为 驮 夫!
暗携电台!随 察 瓦 龙 的 扎 西 世 家 经 商 而 至 昌 都(
姬俊在昌都前后有六年时间!!’&’年后!离开昌都

前往德格!并在那里逗留至!’(!年初(姬俊贤到

达昌都后不 久!青 海 人 李 之 华 亦 受 遣 携 电 台 一 部

至昌都!工作仅数日后电台发生故障!不能使用(

!’&(年!李梦明曾从拉萨至昌都!但因未带电

台!不久返回拉萨(!’&3年!他从拉萨携电台至昌

都!正式成 立 了 昌 都 分 台 并 任 台 长(昌 都 分 台 在

业务上受保 密 局 拉 萨 情 报 站 支 台 的 指 导!器 材 上

也由支台负 责(该 支 台 除 联 络 昌 都 分 台 以 外!还

与重庆总台"兰 州 支 台"山 南 分 台"日 喀 则 分 台 等

保持联系#(李梦明携电台抵昌都不久!电台就被

昌都总管下 令 收 缴(同 时!拉 鲁.次 旺 多 吉 下 令

建立属于噶厦的电台%即拉鲁回忆录所称)昌都电

报局*&!通过 收 音 机 进 行 的 拉 萨"昌 都 之 间 的)无

线电话*等!在此事上!英国人福克斯%7.1-<&出

力甚多$(!’&’年3月 昌 都 噶 厦 当 局)驱 汉*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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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明离开昌都前往青海(
此外!!’&!年!军统重庆总台计划派遣电台工

作人员张志 清 赴 藏 建 立 电 台!)该 员 畏 难 拒 命!现

令兰州支台选派*!于是兰州支台改派领班兼代书

记常 希 武 赴 藏 工 作!(!’&(年!张 志 清 受 遣 再 次

赴藏!他从西 康 省 康 定"甘 孜 前 往 昌 都!行 至 德 格

岗托 时 被 昌 都 噶 厦 官 员 阻 止!未 能 到 达 昌 都(
!’(%年!在康北竹庆地方%今属德格&被 解 放 军 俘

获+"2,(
所以!通过 上 述 可 见!从 晚 清 开 始!邮 电 事 业

就逐渐 在 近 代 中 国 藏 区 萌 芽"出 现!并 在!’(%年

昌都解放 前 得 到 了 初 步 发 展(那 种 认 为!’&’年

的)拉萨没 有 电 话!也 没 有 无 线 电 广 播 电 台*的 说

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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