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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世班禪繼承九世班禪遺志，欲借中央力量回歸日喀則故土，免受達賴喇嘛

迫害。因此在國共鬥爭期間，選擇中共，留在大陸，未隨中華民國政府轉移至台

灣。 
 
十世班禪全心全意依附中共，中共亦培養其為民族領袖，牽制十四世達賴，

然而，十世班禪竟於一九六二年開始受到中共批鬥，甚至遭到關押達九年八個

月，於一九七七年十月始獲釋。 
 
  揆其原因，十世班禪對於中共入藏之初的作為，對西藏造成的傷害，作成了

報告，上呈中共中央，是為「七萬言書」，觸怒了毛澤東所致。 
 
  「七萬言書」一直為中共所封鎖，世人無法目睹，但該報告成為中共治藏初

期最珍貴的文獻資料。本文即針對十世班禪與中共中央之間的關係，與七萬言書

的內容，如何觸動雙方關係的變化等，作了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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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世班禪(西元 1938 -- 1989)，俗名官保慈丹(mGon po tshe brtan)，民國廿七
年正月三日，生於青海省循化縣文都鄉瑪日村。生父古公才旦(Gu mgon tshe brtan) 
為家道中落之藏族世襲土官 -- 文都千戶，屬薩迦昆氏(mKhon)後裔，1

母索朗卓

瑪(bSod nams sgrol ma)。卒於民國七十八年一月廿八日，享年五十二歲。2 
 
十世班禪一生歷經前後藏恩怨、國共爭鬥、漢藏糾葛、毛澤東反目及文革

迫害等。從「並沒有任何奇異情形」的靈童，及有違舊例(即未經金瓶掣簽)，前
藏阻擾，致國民政府「未予承認」為班佛正身，

3
到「青康藏各大活佛之卜卦降

神以及讖語之顯示，與本人靈異之特著」，
4
及前藏有意不請中央派員主持掣簽，



迫使國民政府援照十四世達賴例，未按舊制，由李宗仁代總統直接明令公布為十

世班禪。
5
從獲國民政府支持認定靈童正身及正式坐床，到選擇依附中共，由中

共護送返回後藏札什倫布寺，完成前世班禪遺願。從中共刻意培植為民族領袖，

以牽制十四世達賴，到因對中共中央上《七萬言書》，而被打成「反黨、反人民、

反社會主義」的「最大反動農奴主之一」
6
及西藏各族人民「最危險的敵人」，

7

慘遭批鬥。甚至身繫囹圄九年八個月。從必須嚴守戒律的格魯派最高佛位之一的

活佛，到破戒娶妻生女。
8
從被打成「班禪叛亂集團」到平反復出，被中共譽為

「我國偉大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中國藏

傳佛教的傑出領袖」。
9
從上述曲折多變的遭遇，諴如十世班禪自言其一生「曲曲

折折，坎坎坷坷」。
10 

 
本文擬透過十世班禪如何在國共之間作選擇？如何在中共協助下回歸故

土？在中共初入藏時如何自處？至發現中共對藏政策執行誤失時，其所提之《七

萬言書》，反映了藏區那些狀況等方面作一分析，希冀從中瞭解十世班禪在中共

統治下所扮演的角色，及中共入藏初期其治藏之成敗。 
 

一、國共之間的抉擇 

 
官保慈丹正式成為十世班禪當年(民國卅八年)，正值多事之秋。一為中共人

民解放軍正於該年四月間渡過長江，攻下南京，而且勢如破竹，浸然已有取代中

華民國政府，一統中國之勢。一為該年七月，西藏利用內地國共混戰之際，藉口

在藏漢人可能充當解放軍內應，有引解放軍入藏之虞，將在藏漢人全數逐出西

藏。
11
此二事件，對在西寧的十世班禪及其部眾，有極為重大的意涵：其一，自

九世班禪亡入內地以來，所秉持者就是依附中央，希冀有朝一日靠中央的力量重

回故土，免受前藏達賴系統的迫害。中央雖為顧及全局不得不考慮前藏達賴系統

的感受，遇事多所顧慮與遷衍，致中央威信大打折扣。但對九世班禪一行仍照護

禮遇有加。然而中央有可能易幟，情勢上，原有的怙主中華民國政府節節敗退，

已有轉往台灣之議，主持坐床大典的關吉玉曾與班禪行轅堪廳的主要官員：羅桑

堅贊、詹東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十世班禪生父古公才旦等會商，為十世班禪

安全起見，中華民國政府可派專機送班禪及堪廳主要官員前往台灣。
12 

 
其二，藏方的驅逐漢人，正意味著西藏利用內地混戰機會，無暇顧及西藏

之當口，斷絕與內地一切的聯繫，亦藉此阻絕彼所不接納的十世班禪回藏的機

會。在慮及完成前世班禪的遺願，以及需完全仰賴中央的力量，方能回歸故土的

考慮下，十世班禪及詹東計晉美、經師嘉雅活佛、生父古父才旦等共同商議，不

隨國民政府前往台灣，先轉往青海海西香日德，避開戰禍，並派人與中共解放軍

聯繫，
13
待塵埃落定，視中央由誰勝出，再作決定。 



 
民國卅八年九月五日，中共西北野戰軍攻陷西寧市，馬步芳搭機飛往台灣。

年僅十二歲的十世班禪作下重大決定。於民國卅八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權成立之

日，致電毛澤東及朱德謂： 
 
班禪世受國恩，備荷優崇。廿餘年來，為了西藏領土主權之完整，呼籲奔

走，未嘗稍懈，第以未獲結果，良用疚心，刻下羈留青海，待命返藏。茲幸在鈞

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氣，同聲鼓舞。今後人

民之康樂可期，國家之復興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謹代表全藏人民，

向鈞座致崇高無上之敬意，並矢擁護愛戴之忱。
14 

 
上引電文中之「班禪世受國恩……廿餘年來」，應指九世班禪亡入內地及至

當今十世班禪，且「待命返藏……西藏解放，指日可待」，也明白顯示欲藉中共

之力回藏的訴求。 
 

另十世班禪亦致電中共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稱： 
 
西北正獲解放，邊民同聲歡樂……即久被忽視的西藏人民，亦莫不引領而

望，卜慶來蘇，乃你領導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叛國份子，拯救西藏人民。
15 

 
毛澤東、朱德於同年十一月廿三日，復電十世班禪謂： 

 
接讀十月一日來電，甚為欣慰。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

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而願意成為統一的富強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

國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

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愛國人士一致努力，為西藏的解放和漢藏人民的團結而奮

鬥。
16 
 

彭德懷亦於十月廿六日回電云： 
 
來電敬悉。查西藏乃中國領土……今我人民解放軍在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領導，即將解放全國，摧毀國民黨殘餘，驅逐英美帝國主義者一切侵略勢力，求

中國領土之全部獨立與解放，西藏解放，已可預期。尚望先生號召藏族人民，加

緊準備，為解放自己而奮鬥。
17 

 
對於中共的回電，十世班禪事後回憶以為：「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給我的覆

電，則不只是禮節性的，而是包含著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承認我是合法的第十世

班禪這樣一層重大的政治意義。」
18 



 
按中共在成立政權之際，西藏尚未打下，而且對於西藏非常陌生。正好班

禪行轅堪廳一干藏人，就是最好的西藏通，最好的諮詢對象，也可以作為解放西

藏的一股號召力量。因此，毛澤東指示青海副主席廖漢生負責協助解決班禪一行

的生活與聯繫。
19 

 
在獲得中共政權的承認與接納後，十世班禪一行由香日德回到西寧。民國

卅九年一月卅一日，十世班禪聞藏方派出「親善使團」，前往美英等國宣傳「西

藏獨立」。十世班禪再度向中共中央表態，致電稱： 
 
……西藏係中國領土，為全世界所公認，全藏人民亦自認為中華民族之一。

今拉薩當局此種舉動，實為破壞國家領土主權完整，違背西藏人民意志。謹代表

西藏人民，恭請速發義師，解放西藏，肅清反動分子，驅逐在藏帝國主義勢力，

鞏固西南國防，解放西藏人民……
20 

 
民國卅九年二月七日，中共《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上述電報。同年六月十

三日，十世班禪遣計晉美等人往見彭德懷，轉交班禪歡迎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的

信函。 
同年八月三日，中共通知班禪派代表到北京，聽取班禪代表對解放西藏的

意見，班禪於九月中旬遣計晉美等人面見毛澤東。
21
毛澤東於事後，下達「關於

班禪致敬團提出的問題和要求的指示」，針對十世班禪一行人的要求作具體的答

覆，重點就在於協助十世班禪重回札什倫布。 
 
民國卅九年十月，中共解放軍渡過金沙江，攻克昌都，西藏門戶大開，從

此漢藏關係進入另一階段。 
 

二、十世班禪回歸故土 

 
西藏為因應中共強大壓力，於民國四十年攝政達札活佛被迫下台，由十四

世達賴親政。十四世達賴迫於形勢，於該年一月廿七日，致函中共中央表達謀求

和平的願望。雙方達成於北京舉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談判，中共亦邀請十世班禪到

北京共同協商。此時，班禪行轅提出晉京接待的規格，應不低於北洋政府和國民

政府接待九世班禪的規格。
22
中共接受，而於同年四月廿七日，十世班禪率堪廳

一行官員四十五人抵北京。藏方亦派出全權代表阿沛阿旺晉美及另四位代表於四

月廿六日抵北京。 
 
當十世班禪抵北京時，中共曾提議邀西藏全權代表往迎，並拜見十世班禪。



但為藏方以未正式承認為由拒絕，僅派一位代表參加歡迎，獻哈達而未按宗教慣

例，行參拜大禮。 
 
民國四十年四月廿九日，中共以李維漢為代表，西藏以阿沛阿旺晉美為代

表，就有關和平解放西藏事宜進行談判。在談判中，中共乘機向藏方提出解決班

禪回藏，與班禪、達賴團結的問題。藏方以此和談係針對中共與西藏之間的問題， 
並非談西藏內部的問題，要求暫擱有關班禪問題。李維漢正告藏方代表謂： 
 
班禪問題不能從協議中去掉，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時，班禪即通電擁護，他

們三十年來沒有勾結帝國主義，沒有出國，這是一個界限。
23 

 
藏方仍不鬆口，雙方談判幾近破裂，幾經反覆磋商，最後於五月廿三日達

成協議，正式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

議》，共十七條，其中涉及班禪有第五條：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

予維持；第六條：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和職權，係指十三世達賴

與九世班禪顏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與職權。
24
根據上述協議，十世班禪

在中共的力挺下，終於正式獲得藏方的承認，取回前世班禪未出藏以前的所有權

益。雖然協議中未明文寫出十世班禪回藏的字樣，但協議的文字，確認班禪的職

權與地位，意味著班禪已取得回藏的認可。 
 
同年五月廿七日，協議正式公布。廿八日，十世班禪及堪廳全體人員發表

聲明擁護協議，並表示：「我們今後堅決擁護毛主席的領導，擁護中央人民政府

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25
卅日，十世班禪主動致電十四世達賴，稱「班禪

願竭綿薄，精誠團結，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協助您和西藏地

方政府，徹底實行協議，為和平解放西藏而奮鬥……」。
26
達賴旋即於藏曆七月

十九日覆電十世班禪謂： 
 
五月卅日來電，此間於藏曆六月四日接悉。……至於此間我卜卦所得良好

徵兆，您確是前輩班禪化身。決定後已經公布札什倫布訖。……現在希望您即速

啟程回寺，所經道路決定後，希先來電為荷……。
27 

 
在獲得藏方的首肯後，十世班禪一行著手準備回到睽違多年的故土。 
 
此時中共所指派的駐班禪行轅代表范明和助理代表牙含意等，受命負責護

送十世班禪返藏的工作。民國四十年十二月，達賴遣歡迎代表到達塔爾寺，通知

班禪行轅堪廳，西藏已令沿途百姓支應烏拉(即負責藏境內的交通食宿問題)。28

此時正值隆冬，西藏有俗諺云：「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頭，七八九，

正好走，十冬腊，學狗爬。」按理不應於此時啟程，但為搶時間，以免貽誤政治



時機，遂於民國四十年十二月十九日，由西寧出發。先於香日德停留近一個月，

再多作準備，以半天行軍，半天放牧的方式，在青康藏高原的寒風積雪之中，於

民國四十一年三月中旬，抵達藏北重鎮黑河(那曲)。由於拉薩正發生「民眾大會」
千餘人包圍中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張經武的駐地，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退出西

藏。
29
十世班禪一行在黑河停留月餘，待危機過後，於四月廿八日進抵拉薩。 

 
班禪進入拉薩，首先要會見達賴。在會見的儀式上，雙方有所論爭。藏方

要求班禪應給達賴磕頭，班禪座位應低於達賴兩格；班禪給達賴朝貢，班禪不可

駐錫大昭寺。
30
班禪堪廳則以為十世班禪與十四世達賴非師徒關係，不可行磕頭

禮，應行碰頭禮。雙方僵持不下。中共中央批示：「一方面說服班禪作一些讓步，

另一方面要維護班禪的固有地位」。
31
經反覆談判決定，班禪給達賴磕頭，達賴

站立在寶座前；班禪與達賴互換哈達，二人互相碰頭，二人寶座一般高。
32 

 
民國四十一年四月廿八日下午，班禪往布達拉宮晉見達賴，結果班禪向達

賴磕頭時，達賴仍高座在位；原為互贈哈達，卻變成班禪獻哈達，將班禪座位不

僅壓得很低很小，且擺在旁邊。
33
這正反映出藏方仍刻意壓低班禪的地位。反觀

十四世達賴在他的回憶錄云： 
 
由於班禪不僅年紀比我小，地位也比我低，因此我以傳統的儀式，正式接

見他。但是我看得出來，中國人及班禪的一些隨從，對初次會面的古禮，顯得非

常不高興，因為他們想看到的是班禪與我有同等的地位，所以初次會面令人很不

舒服，且不成功。同日接下來的午宴，我們二人卻能融洽和睦交談，班禪對我表

現出真誠的尊敬。……在他訪問拉薩的尾聲，他的漢人護衛迴避正式的告別禮，

但他私底下來羅布林卡宮向我道別，我注意到他在態度上有所轉變，好像曾被警

告，該擺出一付尊貴的儀態。
34 

 
十世班禪事後回憶此次會面云，對於臨時變更會見禮節，違背事先協商，

按照我的個性和脾氣，是不能容忍這種侮辱，我可以立即退出來。但是當時我想

到毛主席、周總理和習仲勛等領導人，再三叮囑我要主動同達賴喇嘛搞好團結的

教誨，從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特別是西藏內部團結的大局出發，壓住了心

頭的怒火。這倒使我取得了主動，暴露了他們的用心。
35 

 
十世班禪在拉薩期間，班禪堪廳與藏方在中共主導下會談解決雙方歧見。

其一，由於十三世達賴廿一歲，九世班禪十四歲時，拉薩有駐藏大臣，達賴、班

禪都臣屬清朝皇帝，達、班彼此間平等，並無從屬關係。噶廈與札什倫布的日常

政教事務，均受駐藏大臣監督。因此，達賴派駐札什倫布的札薩喇嘛，噶廈派駐

札什倫布所屬各宗，各谿卡(莊園)的官員，一律撤回，其職權交還班禪及堪布會
議廳。其二，有關西藏地方鞏固國防的任務，由駐藏中國人民解放軍負責，常年



軍費糧餉，悉數免除，因此，班禪所欠達賴的稅款及負擔的四分之一軍糧，均得

以免除。
36 

 
解決了上述兩大問題後，十世班禪一行於民國四十一年六月九日，啟程返

回札什倫布寺，於六月廿三日抵達。至此，十世班禪總算達成了前世班禪的遺願，

完成其所肩負帶著全體班禪堪廳部眾，回歸故土的任務。 
 

三、中共初入藏時之十世班禪 

 
十世班禪及其從屬一干人等，深知彼等之得以解決與達賴系統廿餘年來累

積的矛盾，返抵札什倫布寺，係中共力挺之下所達成者，為能繼續在藏生存，免

除前藏達賴系統的壓迫，唯有密切與中共配合。因此，當駐藏人民解放軍物質供

應有困難時，十世班禪動員屬下籌購糧食油肉，並組織札什倫布僧眾、堪廳官員

等學習和平協議，派出宣傳隊深入農村牧區宣傳和平協議。將堪廳改組為班禪堪

布會議廳委員會，凡任命官員，主動報請中共人民政府駐藏代表批准備案。每年

向中共代表報告一次有關執行和平協議的情況等。此與前藏達賴系統的抵制抗

拒，形成強烈對比。
37 

 
中共為能穩固控制西藏，稀釋達賴的影響力，仍沿用歷代對付達賴之策略，

即拉拔扶植班禪，使之相互牽制。因此，凡是有關西藏事宜者，一定將達賴、班

禪並列，例如民國四十三年九月中共首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共指定達賴

及班禪為全國人大代表，同時邀進北京，達賴獲選為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班禪獲選為常務委員。同年十二月，達、班二位活佛同時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班禪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達賴當選為政

協常委。民國四十四年三月九日，中共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國務院

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決定」，任命達賴為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委

員，班禪為第一副主任委員，張國華為第二副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為秘書長。 
 
達賴、班禪二人在北京期間，毛澤東曾多次同時接見。民國四十四年三月

九日，毛澤東曾往班禪駐錫處看望班禪，二人有一段對話。毛澤東云：「每個民

族都應有自己的民族領袖，西藏有達賴和班禪這樣的領袖是很好的……」。班禪

回曰：「我不是領袖，只有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回云：「您就

是領袖嘛！我看在西藏，不能只喊毛主席萬歲！朱總司令萬歲！還要喊達賴喇嘛

萬歲，班禪喇嘛萬歲」。
38
由毛澤東的講話，可以充分了解當時中共刻意提拔班

禪成為與達賴齊名的藏族領袖。 
 
又如民國四十五年是釋迦牟尼佛涅盤二千五百週年，達賴、班禪應邀前往



參加印度所舉辦的國際性佛教大法會。為此，中共曾訓令駐印度使館注意印度接

待的禮遇，對達賴、班禪不應有高低的區別，
39
在印度期間，班禪與達賴顯然持

不同的態度，班禪自始與中共配合，不願附和達賴及藏獨活動，很明顯在思想上

及作法上，與達賴完全背道而馳。 
 
由於中共在青海、西康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致使大批反共的青、康地

區藏人，組織「衛教軍」及「四水六嶺」
40
反抗，遭到中共圍剿。在民國四十五

年至四十七年中，至少有五、六萬人逃到西藏。前藏達賴系統就利用這股力量，

試圖製造紛亂，驅逐中共駐藏人員。青、康區藏人部分亦流至後藏地區，然而十

世班禪以堅定態度，耐心勸導，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武裝叛亂，不但將彼等繳械，

且讓彼等無法在後藏地區，引起任何的迴響。 
 
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日，前藏達賴系統在拉薩發動全面反抗中共的統治。

三月十七日，十四世達賴秘密出亡印度，當時約有十萬藏人，相繼逃至印度、尼

泊爾、錫金、不丹等地。此期間，十世班禪不但立即表態站在中共一方，通電西

藏工作委員會及西藏軍區，表示要確保日喀則安全，堅決支持及配合人民解放軍

平息叛亂。並通電毛澤東及周恩來表示： 
 
我將竭誠努力，團結西藏僧俗人民及一切愛國人士，滿懷信心積極協助人

民解放軍平息叛亂，徹底粉碎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支持

下，所搞的一切無恥的叛國勾當。
41 

 
在動亂中，十世班禪所領導和影響控制下的地區和寺廟，絕大部分未起騷

動。 
 
同年三月廿八日，周恩來下令西藏軍區徹底平息叛亂，解散西藏地方政府，

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由十世班禪代理主任委員職

務。
42
四月五日，班禪從日喀則往拉薩，主持自治區籌委會的工作，從此班禪取

代達賴，躍居西藏首號領袖。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十世班禪前往北京參加

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獲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會議結束後，班禪返回西藏，在中共駐藏工作委員會領導下，全面展開改造

西藏的所謂「民主改革運動」。 
 

四、中共統治下的班禪 

 
中共駐藏的工作委員會在西藏所展開的第一步工作為在農區進行「三反雙

減」運動(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減租、減息)，然後再轉入第二步，進行土



地改革。牧區則進行「三反兩利」運動(反叛亂、反烏拉、反奴役、實行牧工牧
主兩利)。寺廟則要開展「三反三算」運動(反叛亂、反封建特權、反封建剝削和
算政治迫害帳、算階級壓迫帳、算經濟剝削帳)。43 

 
在運動過程當中，由於大陸解放以後，所有中共中央文件和材料裡，都有

一則引人注目的括號文字：「西藏和台灣除外」。中共駐藏人員視此為莫大恥辱，

不願承認西藏條件差、情況特殊、經濟文化落後，矢志讓西藏「飛躍」、「超越」，

創造奇蹟。
44
因此在推動運動時，求功心切，有許多過火的措施，諸如擴大平叛，

嚴重影響到藏民生活生產，寺院遭大量破壞，僧尼被迫還俗；未能尊重藏人的宗

教信仰；對未參加叛亂者，不但未執行贖買，還抄家及進行面對面的鬥爭等等。

甚至趁班禪往北京參加十年大慶並到南方各省視察之際，抄了班禪父母的家，把

班禪的父母作為「最大的農奴主」，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另外，計晉美、拉敏的

家亦被抄，被鬥爭，阿沛阿旺的夫人被勞改等。
45
加上，班禪於民國四十九年至

五十年，曾往青、甘、川、滇等省藏族地區視察，發現由於執行民族政策、宗教

政策及統戰政策，出現嚴重錯誤，藏民的生產受到了摧殘，例如青海一些地方，

公共食堂解散後，有的老百姓連吃飯的碗也沒有，班禪自掏腰包買碗，送給群眾，

並嚴厲批評地方幹部，甚至拍桌子，大發雷霆說： 
 
過去只有俗人向僧人布施，群眾向活佛奉獻，沒聽說活佛買碗給群眾。舊

社會要飯的手裡還有個破碗，蔣介石、馬步芳統治青海幾十年，藏族老百姓也沒

有窮到連個碗也買不起的地步。
46 

 
原本十世班禪寄望中共改革，曾於民國四十五年四月「籌委會」開幕時說： 
 
我們完全相信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對少數民族上層人士(包括宗教界上層份

子)，一貫堅持團結教育的政策……應該相信確實「只會改好，不會改壞」的原
則。

47 
 
然而，自民國四十八年平叛以後，十世班禪觸目所及，中共的作為，只有

越改越壞，沒有越好的情況，而且變本加厲。十世班禪以為其中一大因素為「上

情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達」，
48
地方在執行中央的命令時，偏差得很厲害，並

沒有獲得糾正。 
 
另外，十世班禪在「人大」、「政協」和「民族工作會議」期間，會見了各

個藏區的代表和委員，深入交談，也廣泛接觸全國各地的少數民族代表和朋友，

證實了他的觀察，對民族工作存在有大量的錯誤，而且很多人把錯誤當作正確加

以貫徹執行，有識之士不敢公開站出來講話，甚至違心地講相反的話，反為錯誤

辯護，因此十世班禪決定向中共中央反映真實情況。 



 
民國五十年底，十世班禪開始將其觀察所得撰寫，＜通過敬愛的周總理向

中央匯報關於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區群眾的疾苦和對今後工作的建議＞一文，
49

先以藏文寫出，送交阿沛阿旺晉美及喜饒嘉措等人徵求意見，復與經師恩久活佛

逐字逐句在文字上潤色，再由藏文翻譯成漢文。為求準確，又把漢文譯成藏文，

看是否有所失去原意。如是譯成漢文共七萬多字，於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完

成，是為《七萬言書》。 
 

五、《七萬言書》所反映藏區之狀況 

 
由於《七萬言書》透露了中共入藏初期，藏族地區的悲慘情況，與中共自

吹自擂的情況，完全相反。因此《七萬言書》一直被視為「反動文件」，不准公

開。曾擔任十世班禪翻譯的降邊嘉措，將所蒐獲的《七萬言書》收入其所著《班

禪大師》的附錄，打算出版，為中共所阻。遂由香港開放雜誌社，收入《悲劇英

雄班禪喇嘛》(係《班禪大師》同書異名)，予以摘錄出版。本文係根據該摘錄，
重點整理出下列所反映當時藏區之狀況： 

 
(一) 不執行平叛政策使叛亂擴大時間增長：幹部對放下武器、歧途知悔而投誠
的人，沒有完全按「四不」政策辦事，對許多人進行激烈的鬥爭，逮捕、

關押等；在處理被俘的叛伍時，幹部採取仇恨、歧視和簡單草率的做法；

揭露內外反動份子陰謀詭計和宣布叛亂罪惡方面，並未作好，反致成為敵

快親愁的根源，使得叛亂規模大、人數多、時間長、立場頑固、叛亂到底

等。 
 

(二) 在民主改革中錯誤沒收農奴主的土地資產：如有些人在叛亂時住在叛亂地
方或者去過叛區，或者只因路過叛區住了一下，就被戴上了叛亂份子的帽

子。關於同叛亂份子的聯繫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

同康人和安多人有過新舊往來關係，甚至給路過的康人安多人借過宿的也

都算作與叛亂份子有勾結的人；對於出於害怕而給過叛亂份子財務的，和

被股匪搶劫過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亂領主之

命，不得已而支援過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願支援叛亂者相同的帽子。更

嚴重的是對一些人毫無原因的也被幹部或積極份子隨意加上叛亂份子和

反革命份子的罪名。關於土地分配，由於調查不深入，不符實情地戴了很

多黑帽子，致使不少不應被沒收的家戶遭到沒收；中、富農奴若在行動和

言論上稍有不慎，就會立即遭到打擊，致使彼等感到恐懼憂慮。在牧區亦

展開激烈尖銳的鬥爭，使許多牧主和富裕牧民，只考慮如何保命，無暇顧

及牲畜的管理和繁殖。 



 
(三) 劃分階級時追求轟轟烈烈與數量，政策五大偏向：關於劃分階級，幹部一
味地追求轟轟烈烈和恐怖尖銳，不看打擊是否準確，把規模和數量作為主

要目標，把凡是擔任過更保(類村長)、措本(類鄉長)、寺廟執事等大多數
人劃為領主或領主代理人，而實際上，有些是輪流任職，或由群眾請求和

推選出任，既無利益還要吃虧，是被官僚毒打等痛苦的承受者，將其列入

了領主代理人，混了階級的劃分。關於發動群眾和鬥爭的五大偏向：了 
 

1. 只看能否出現一批各式各樣的積極份子，就以為群眾已發動徹底； 
2. 不看積極份子的質量而看數量；了 
3. 對思想進行強迫命令；了 
4. 把一部份積極份子的思想和行動看成是全體人民群眾的思想和行動； 
5. 對意見不審其真偽，草率魯莽地進行各種處理，還有六愛即：愛熱鬧、
愛草率從事、愛奉承、愛找岔子、愛製造麻煩、愛亂打擊等。 

 
(四) 在民改中颳起兩股狂風冤枉許多好人，班禪父親遭毒打：例如生我者古公
才旦，曾在封建農奴主階級中待過一時期，而自動從拉薩到日喀則群眾前

認錯道歉，竟被進行了毒打的面對面鬥爭，類似他這樣不少相信黨、同情

人民、擁護民主、願意改造的朋友，在民改鬥爭中遭到了打擊。民改中的

兩股狂風：了 
1. 捏造許多嚴重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不僅毫無根據，
且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恣意進行誣陷，以致冤

枉了許多好人；了 
2. 鬥爭一開始，怒吼幾下，同時撥髮揪鬚，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掀
去，有些人還用武器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鬥者七竅流血、昏倒、四

肢斷折等，有的當場喪命。上述造成中立的中上層人士，和中、富農奴

的畏懼，而逃亡甚至自殺者，所在多有。 
 

(五) 幹部颳五風造成史無先例的餓死人現象：由於幹部於工作中的作風與錯
誤，造成缺糧，致在西藏的一些地方發生個別人餓死的情況，過去西藏從

未有餓死人的情況。在西藏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兩年中，農牧業產品

的自由交換差不多中斷了，造成農牧區生活困難。為解決生活問題，只得

吃掉許多牲畜，對發展生產造成不利條件。民改時，禁止來往運送物資糧

食等，並對人們在各地往來也嚴加限制，使得城市需要從農村運來的物

資，差不多都中斷了。有一時期由於全區的家庭紡織停頓，群眾在穿著方

面也受到了影響。 
 

(六) 對上層的統戰工作違背承諾進行面對面鬥爭。 



 
(七) 實行專政的關押犯人數過多，大量死亡，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
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大部份監獄對關押犯的生活和健

康等，漠不關心，加之看守員和幹部殘酷無情地惡言恫嚇、恣意毒打；故

意將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

帳蓬、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又將最重最苦的勞動交那些人去幹，

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八) 原西藏政府官吏不應籠統算作叛亂份子而關押。 
 

(九) 寺廟改革中沒有分清壞人和善僧：如果有人對寺廟和活佛僧眾不管有無根
據就危言聳聽地加以指責和批評，表現出一付大力反對的姿態，那麼就會

顯著地得到幹部的表揚、歡迎和照顧。所以僧俗積極份子攻擊說：純潔的

宗教本身也要否定。以致在西藏的各寺廟內發動「三反三算」運動時，在

實際工作中增加了反對宗教本身，並將其放在了主要地位。 
 

(十) 「三反」變成殺無罪的羊，比殺有罪的狼更威風：貧苦喇嘛中行為放蕩的
人，只善於投機取巧、甜言奉承和偽裝積極，他們顛倒真假，擾亂人心，

製造滿屋子麻煩。於具體執行「三反三算」時，在所謂「破除迷信」下，

反對宗教；消滅佛像、佛經和佛塔；千方百計地使僧尼還俗。 
(十一) 強迫喇嘛與尼姑互選成親，瘋狂毀滅佛像佛經：在有些寺廟，竟讓喇嘛
站一邊，尼姑和俗女站一邊，強迫互相挑選成親。部分漢族幹部出主意，

藏族幹部動員，盜用群眾名義，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

扔在地上、拆毀和熔化。恣意破壞、盜走大量佛像飾品和佛像神塔內的寶

貴物品，致使那些寺廟村莊的景像，有如戰爭剛結束的樣子，慘不忍睹。

而且公然無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畫

的佛像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因而使各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

極，極度灰心喪氣，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意即無宗教之地)而
哀號。 

 
(十二) 毀棄寺廟數達九成七，僧尼人數減少九成三。 

 
(十三) 號召破除迷信，積善之地變成造孽之所：民改後，一味鼓勵僧尼違背教
律，並強迫而為，逼使參拋善作孽的壞事，參加者可以得到進步份子或積

極份子的光榮名位。而且民主管理委員會的正副主任和委員們姘嫖酗酒等

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並公然無忌地在寺內結戀婦女，宿髮改裝

等等，極為不軌行為，並動員僧眾們也要那樣作。在寺廟將「政治學習」

列為一切事情的首位，老少僧眾和「善僧」都被支配勞動過度。 



 
(十四) 無法容忍佛教遭到巨大衰敗而瀕臨滅亡：民改後有喇嘛的寺廟，大部份
的例會、時會和時祭中斷，集會和辯經沒有了，正常的宗教活動沒有了。

而有宗教學問的人即將逐漸死去，教事陷於停頓，學問失傳，使西藏土地

上昌隆的傳授醒悟的佛教眼看被消滅，這是我和藏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都無法容忍的。民改後，要把房頂的經旗拔掉；身上不便佩戴護身符和「金

剛結」；家裡供奉的佛像、佛經、佛塔也要藏起來；不敢公開唸經積善；

不敢燒柏香敬菩薩；對聖地有名的佛像、佛塔等的朝拜供養，轉經和供養

「善僧」，布施窮人等都不便或無法進行，形成病不唸經，亡不超渡等。 
 

(十五) 民改後有充份不信教的自由、沒有信教的自由：民改後，所有藏人各階
層人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非常詫異，以至失神，現在只要向藏人一提

到佛教，就不由自主的傷心落淚，口中道出痛苦之言等情況非常嚴重。 
 

(十六) 惡意地稱藏族是一個自我陶醉頑固民族：有些幹部及官員由於反動份子
及叛亂頭子的罪行，導致強烈仇恨，竟以為「藏族是一個被宗教信仰和民

族自尊心陶醉的頑固民族」，不喜歡藏族，惡意地歧視藏族，侵犯民族特

點。 
 

(十七) 忽視藏文嘲笑藏裝，各類文件很少使用藏文：幹部嘲笑藏裝，說：「浪
費了材料，穿起來不方便」，對藏婦女的首飾、男人的辮子表現出不喜歡

的態度，致使無法繼續穿戴和留下去。幹部中有大民族主義思想的人，自

以為了不起，忽視藏族特點，侵犯藏族權利，甚至給提到藏族權利和利益

的人強行扣上地方民族主義者的帽子。又西藏一切公文，只用漢文不用藏

文，藏文逐漸成了民間的文字，在各級政府中工作的藏族幹部，如果不穿

漢裝，就難入人之列，看不順眼，都予嘲弄歧視。 
 

(十八) 各地人口減少，民族特色消失，民族也因此而消失：幾年來，比較嚴重
的地區一看居民就能清楚理解到只剩下許多婦女和老幼，青壯年和知事通

理之人減少了。又以藏文新詞匯不夠為借口，歪曲地說藏文低級，傳意表

達能力差，對藏文的榮譽進行侮辱。 
 

(十九) 青海、甘肅、四川與雲南藏族之悲慘比西藏更嚴重：兄弟省的藏族地區
工作中發生的缺點錯誤，雖然各地嚴重程度有所不同，但從根本上來講，

除去在我們西藏發生的缺點錯誤中西藏本身的特殊的幾點外，其餘不僅全

部都有，而且比西藏的時間更長、更嚴重、更左傾。從現象上來推測關押

犯人的數字，每個地區都達到萬把人或萬人以上。對被關押都的看管，比

我們西藏還差。特別是有意把那些犯人弄到水土不服的地方，千萬人遭到



非正常死亡，造成犯人的屍體理葬不完的現象。而且由於公共食堂建立

後，口糧分配極少，人們的飢餓痛苦，在藏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群眾

的體質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小傳染病就達到百分之數的人輕易

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斷糧而直接餓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

些全家人死光的現象。死亡率很嚴重。又如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上半

年，循化地區的每個村子都有達到百分之數的人悲慘地餓死。有來朝拜班

禪的藏人，流淚哀呼：「勿使眾生飢餓！勿使佛教滅亡！勿使我雪域之人

滅絕！為祝為禱！」
50 

 
此一充分反映中共治藏偏差的事實，上報中共中央後，獲得周恩來的重視，

責成李維漢、習仲勛研究討論，提出改進西藏工作的四個文件，並於民國五十一

年八月十三日至九月二日，轉達西藏工作委員會討論如何貫徹上述四個文件的問

題。 
 
十世班禪曾於民國七十一年坦承，他是「從幼年起一直在共產黨和老一輩

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教育、培養和關懷下，長大成人的」。
51
甚至自稱是「在黨的

懷抱裡成長，在中央領導的掌心上長大的」。
52
但萬萬沒想到，他的《七萬言書》

觸怒了毛澤東，轉眼成了毛澤東批判整肅的對象。 
 

六、十世班禪慘遭整肅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十世班禪將《七萬言書》上交中共中央後，同年九月

毛澤東就批判處理此事的李維漢搞「投降主義」，
53
更有人批判說：「李維漢把這

些人寵壞了，班禪翹尾巴翹到天上去了，比 U二飛機翹得還高」。54
毛澤東對張

經武說：「你們想把班禪培養成民族領袖，我看他當不了領袖」。
55
同年九月底，

張經武飛返拉薩，指示停止傳達與貫徹四個文件。接著十月初就開始批鬥班禪，

不讓班禪參與籌委會工作，從民國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初，班禪就很少參加政務

活動。 
 
至民國五十三年，中共展開全國「四清運動」。在西藏則增加了「三大教育」，

即：階級鬥爭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前途教育。班禪首當其衝，在九月

十八日到十一月四日，西藏自治區籌委會召開第七次擴大會議，會議主要任務就

是批判班禪。班禪在會中針鋒相對，據理力爭，有時大吵大鬧，拍桌子，摔茶杯，

撕毀判村料等。
56
使得批鬥愈形激烈。 

 
為使班禪屈服，西藏工委會擴大批鬥規模，深入挖掘班禪的黑資料，誣指

班禪陰謀背叛祖國，把班禪及計晉美、拉敏益西楚臣、恩久活佛等打成「班禪叛



國集團」，抄班禪的家，查出大批卦辭，誣其利用占卜「向黨猖狂進攻」，「咀咒

偉大的共產黨」，「咀咒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甚至在鬥爭會場上，對班禪

吐口水、謾罵並動手毆打。
57 

 
西藏自治區籌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於十一月四日結束，給班禪扣上「反黨、

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罪名，
58
並撤銷班禪籌委會代理主任委員之職。民國五十

三年十二月下旬，周恩來宣布撤銷班禪籌委會委員及代理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副

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全國政協常委一職。並於同年年底，將班

禪調離西藏，常住北京。
59
班禪於北京期間過著平民的生活，直到民國五十五年

夏天，中共掀起「文化大革命」，班禪再度受到波及。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下旬的一個晚上，西藏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及首都

高校的紅衛兵，劫走班禪，關押於中央民族學院，遭到殘酷的批鬥，並遭遊街示

眾，被按上「叛國頭子」、「最大的反動農奴主」、「最大的反動活佛」、「西藏最大

的寄生蟲、吸血鬼」等罪名。
60
後為周恩來所營救，轉移至解放軍的一個營房，

加以保護兩個多月後，再被送回寓所。至民國五十七年夏天，在未被告知原因之

下，被關入秦城監獄，行「隔離監護」。在關監期間，據十四世達賴稱，班禪曾

受到密集的刑罰及政治再教育，身體留下了很多不可磨滅的傷痕。
61
班禪共被關

押了九年八個月，於民國六十六年十月獲釋。
62 

 

結論 

 
十世班禪生於各方勢力激烈衝突之時，一生大起大落。但其秉持與中央結

合，方有出路的信念，走出一條與十四世達賴截然不同的路子，但同樣都在為藏

族的福祉奮鬥。外界每譏其為中共政權的「傀儡」。
63
但觀其向中共中央上《七

萬言書》，因而遭受迫害。於復出後，仍然一本「剛直、豪爽、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本色，
64
屢次向中共中央進言，得罪一些人。但十世班禪云：「有人肯定

不高興。不高興就不高興，我也不怕」。
65
這種敢向中共講真話的人，不畏中共

殘酷整肅手段，仍勇敢建言，應該不是一個「軟骨頭的媚共政治喇嘛」。 
 
吾人觀其所提之《七萬言書》，把中共初入藏區種種執行政策的誤失，很忠

實地全盤托出，提供了當時藏族地區珍貴的史料，也證明了中共初期治藏政策與

執；兩者都失敗的事實，否則對中共寄有厚望，且一直感戴中共的十世班禪，不

會一字一淚，甘冒大不韙地提出針砭。《七萬言書》所反映真實情況，不但證實

當年我中華民國政府將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抗中共統治的舉動，定位為「反共抗

暴」，確實具有真知灼見。而且也戮破了中共自我定位為解放西藏的「菩薩兵」

的說法。誠如十世班禪在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合葬靈塔祀殿上所云：西藏解



放後所付出的代價比實際獲得的利益要大得多，極左派錯誤造成的禍害，比右派

造成的損害還要嚴重得多。
66
只是西藏流亡組織往後的發展，竟提出「反漢不反

共」的訴求，模糊了焦點，令人扼腕。 
 
事實上，馬列主義的民族理論最終就在於消滅少數民族的特徵，以及在無

神論的意識型態下，消滅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因此，中共對藏族的作為，係完

全按照其既定政策。而十世班禪在此大環境下，仍逆勢操作，勇於承擔逆境，不

願潛逃出境，也不願勾結外國勢力，為藏族的福祉盡力，堪稱是一位勇者，也道

盡身為少數民族身分的悲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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