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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藏近代社会背景概述

西藏近代社会是指从清朝末年一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这

段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平解放

时期。

清朝末期（1840 年—1910 年）。清朝自身陷入艰难处境，

清政府主权沦丧，西藏与清政府的政治隶属关系很大程度上是西

藏在政治军事上对清政府的依赖。清朝的衰落使得清政府对于西

藏的统治权日渐衰落，清朝自动放弃了过去对西藏的财务监督权

和部分的兵权。清政府通过出卖主权来维护其统治，当西藏面

临西方殖民势力入侵时清政府不但不帮西藏御敌反而将其业已实

行的以妥协退让为基调的投降主义政策移植和强加于西藏人民头

上。并签订了一系列破坏西藏权益的条约。

民国时期（1911 年—1949 年）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

了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孙中山为中

华民国的领导者。他提出五族共和，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西藏

地区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袁世凯时期重新强调五族共和，

他恢复达赖喇嘛的名号，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九.一八”

事变以后西藏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帮助祖国共同抗日，

解决了西藏各种内部的纷争，促进民族团结。

和平解放后（1949年—1959年）经过了许多斗争和工作，西

藏地方代表团与中央在1951年5月23日这一天签订了西藏和平解

放《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进行民族改革

废除了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从此开始了从黑暗走向

光明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光辉历程。

2　西藏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

清末驻藏大臣张荫棠、联豫的职业教育思想使得西藏近代职

业教育产生了萌芽，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积极办教育推动了西藏

的职业教育发展，创建了当时唯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医算学

校。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也很重视藏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了各类

管辖机构，但是西藏是所有藏区中职业教育最落后的地区，这与

西藏特殊的社会政治有关 。而且在这个时期职业教育的教育方式

也有很大的转变，从传统传承的教育模式转变成为有了专门的教

育机构。总的来说西藏近代共有三所职业教育学校，以下进行具

体研究。

2.1张荫棠在西藏的职业教育发展措施

在清代西藏仍旧以寺院教育为主，各类教育都成为了宗教的

附属品，宗教几乎垄断了所有的教育，当时西藏一些大的寺院都

设有各种学院札仓，除了宣扬宗教宗旨，教理，教义完成传承任

务以外，还积极传播医药、天文、历算、地理、逻辑等方面的知

识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但是宗教教育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他

们拒绝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致使西藏社会和西藏的教育停滞不

前。直至晚清时期，清政府派遣驻藏大臣奠定了西藏近代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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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二年（1904）年四月，朝廷派张荫棠入藏，他入藏

之后号召西藏政治改革，重视教育开发经济。他认为：语言文字

为祖国与属地联络枢纽，语言不通相视如秦越。他提出兴办学堂，

广泛开展汉藏语文教育只有打破了语言沟通的难题才能齐心协力

共同抵御外敌，他将兴办学堂传授文化知识当成一种解决外国侵

略的手段。他还提出，西藏的经济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广泛的开

设各种学堂，要使人民增长知识学习手工艺。他还提到像天文地

理还有林业，矿业，声学，电化学等各种实业技术只要是能够创

造价值有益于人民的都应该学习，在学堂里进行讲授。张荫棠还

提出了要在西藏设立武备学堂、西学堂、工艺学堂等专科学校来

培养社会所需求的实用型人才。他还勒令西藏当局政府筹建工商、

路况、茶务等局。1904年他在西藏设立了学务局，学务局统一管

理西藏的教育工作。向西藏当地民众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

识。张荫棠首次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创办实业教育的思想带入

西藏。

但是他在推行新政和兴办教育时提倡学习汉语而忽略了藏语

的学习遭到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抵制，他的许多思想都没有得到实

现，他离藏之后学务局得以保留，学务局和他先进的思想为西藏

近代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

2.2联豫在西藏的职业教育发展举措

1905年3月清政府派遣驻藏大臣联豫入藏。联豫入藏后感叹

到：西藏没有学堂，万事就好像没有根基一样，即使有足够的条

件可以保卫自己，但是终究不是长远之计。1908年联豫在札什城

创办了陆军小学1所，从四川武备学堂调来14名学生当教习。联

豫在西藏的职业教育思想还表现在：（1）选一些西藏地区的年轻

学子区内地学习农业、林业等实业技术。（2）开设汉文学习所用

来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3）陆军小学用来培养军事人才，抵御

西藏列强的侵入。联豫继续发扬了张荫棠的教育思想，到了1909

年在西藏共设学堂16所。但是当时西藏政治特殊，联豫的职业教

育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2.3民国时期的西藏职业教育发展状况

1911 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成立了中华民

国，民国时期西藏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

了适应社会结构和经济的需要，传统的职业教育已经无法满足当

时的社会需要，因此出现了规范的职业教育学校。民国时期西藏

存在着三所职业学校：孜康拉扎、则拉扎、和门孜康拉扎。

2.3.1“孜康拉扎”

被称为俗官学校的“孜康拉扎”它是西藏地方政府审计财政

收支和俗关人事管理的机关孜康附设的学校，办理的目的是给贵

族子弟传授必须掌握的语文、数学、财务知识等，用来培养专门

的财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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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康”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就已经存在，但是到了七世

达赖喇嘛才发展起来。孜康设 4 个“孜本”作为负责人，下

设4 人为会计员，一人为档案员，他们既是地方财政审核员又

是“孜康拉扎”的教育。“孜康拉扎”的学生叫做“孜楚巴”

一般在 2 0 人左右，来源都有明确的规定，学生必须是世家子

弟。学生入学前大都上过私塾有一定的识字计算能力还要有一定

的背诵能力，并且要掌握语法的基本知识。入学要考试科目是

语文和算术。“孜康拉扎”的课程和教学都有特殊的规定。

《语灯论》是这所学校的正课。另外还要求学习五世达赖喇嘛

编写的《教言珍珠藤》教学目的要达到能背诵能理解。另外还

要学习《法典明镜》要求达到理解和讲解水平。运算方面的课

程有九九乘法表，还有运算教程。

“孜康拉扎”的教学法有专门的规定，每日课程先安排运

算，运算学完了之后会进行习字的学习。学生如果想要学新的

运算内容通常会让学生自己去找老师进行学习。学习成绩优异的

会提前到政府或者别的部门进行实习。

“孜康拉扎”的学习年限并不同意，一年到五年不等。学

业结束后只有每年达赖喇嘛或者摄政举行庆典授予一定名额的

“夏堆巴”职业后才算卒业。

“孜康拉扎”是贵族子弟学校，它的职能是为统治阶级输

送新的贵族血液，以保证其政权掌握者的血统纯洁性。

2.3.2 西藏僧官学校—“则拉扎”

“则拉扎”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代，由他的“诗镜”老

师创立并任校长，建立的目的是培养僧官。它是政教合一的产

物，是僧侣参加政治的需要。

“则拉扎”有一个职能是达赖喇嘛的秘书，另外的一个智

能是管理西藏的宗教事务。“则拉扎”的学生来源有两个：一

个是从寺庙中选拔，另一个是从世家子弟中选拔，另外还可以

从与之有特殊关系的几个寺庙中选取。比较常见的是某僧官

“夏仓”为了接续此家不至于断代将自己亲属子弟或亲信用人送

寺入僧。在一般情况下“则拉扎”的学生有40-50 人不等，学

校招生年限不定，不是每年都招收学生。

“则拉扎”的课程大部分和俗官学校“孜康拉扎”要学正

字法、文法和运算。它还开设诗镜论、声明等课。除了以上

这些课程各种的宗教礼仪也是这所学校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

“则拉扎”的学制没有专门的规定，一般在 8 - 9 年以上。

“则拉扎”的学生除了担任僧官以外，还可以学习一段时间以

后转入囊吉扎仓专门学习宗教经典，礼仪最后成为宗教典礼的专

职人员。此种人不再出任僧官。

2.3.3 医算学校—“门孜康拉扎”

“门孜康拉扎”最早由第司.桑杰加措于1695年创办的，当

时叫药王山藏医学院。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他非常重视西

藏地区的教育尤其是藏医及天文历算，希望能将药王山藏医院由

于种种原因失散在民间的药方重新搜集起来。著名的藏医学家钦

绕罗布完成了这项工作。19 1 6 年钦绕罗布创办了“门孜康拉

扎”（医算局），它是地方政府的医算机构，也是西藏唯一的

一所高等专科学校。创立初期，学校从社会上邀请了30 多位有

名的藏医和天文历算方面的学者来学校任教，有学生70 多人，

以后随着学校的发展，学生已有超过百人。

“门孜康拉扎”的学生来自西藏的寺院和军队各代本。主

要学习藏医和天文历算。学院分三个系科，既藏医科、天文历

算科和藏医天文历算科，在发展藏医和天文历算的前提下，为

西藏各地培养藏医及天文历算方面的人。

“门孜拉康”的组织和纪律都比较严。学生除了在学校接

受严格的理论教育外，每年还要到拉萨附近的乡村进行实习，

实习地点是经过选择的，主要进行采药活动，通过实习要求学

生巩固理论知识。学业结束后，由噶厦政府颁发毕业证书。

藏医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得益于藏民族普遍实行的天

葬习俗，天葬是藏族地区一种独特的葬俗，它究竟产生于什么

是无从考究的。藏医教学中必不可少的医学巨著《俱西》（四

部医典）中有些内容就是在天葬是观察人体解刨总结出来的。

此外，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政期间，于1916 年在拉萨创办了

“医算”专科学校（曼孜康洛扎），集医学与天文历算于一

炉，学生基本全是劳动人民的子女，故不被西藏政府所重视，

它沿用藏族传统的教学方法，也为藏族培养出了一些医疗、天

文历算人才，为西藏近代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

2.3.4 民主改革时期（1951 — 1959 年）的职业教育

1952 年—1957 年，中共西藏工委和自治区筹委会，在拉

萨及有关城镇，先后举办了多期团干部培训班，中上层人士教

育班、农业技术培训班、财会培训班、电影放映技术训练班、

小学师资培训班等。这些培训班的形式就是当时社会主要的职业

教育形式。

3　总结与反思

西藏近代职业教育沦为宗教和政治的附庸，主要的任务是为

宗教和政治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职业教育被寺院和地方垄断只面

向贵族招生。总体呈现出发展缓慢落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

带有保守性和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三个显著的特点。

虽然，近代西藏职业教育为推动西藏教育发展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但是，我们要看到近代西藏职业教育发展的弊端和

局限性。西藏在今后的职业教育发展中应该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着眼于西藏社会未来的发展需要，提高整个民

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知识。尽管西藏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十分曲折但是未来一定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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