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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研究》

内容概要

《藏学研究10》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一五”期间“211工程”建设项目，也是我校藏学研究院部分
教师及硕士、博士生最新学术成就，涉及面较广，举凡藏族历史、藏传佛教、教育、建筑、婚姻、服
饰、旅游等藏学研究各领域均有涉及，基本体现了藏学院师生所从事的专业学习成果和科研水准。当
然，见仁见智，本文集内还会有不足甚至是错谬之处，还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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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特征，能为西藏教育的发展提供系统构建的指导思想，有利于促进西藏教育系统的不断优化和持
续发展。可以说，西藏的教育只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西藏教育的不断向前发展，
提高西藏的教育水平，并最终赶上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为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由此可见
，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积极利用内外部有利因素，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西藏发展教育的必由
途径。　　（2）西藏教育可持续发展是西藏脱离贫困及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之所以贫穷落后，究其原因就在于教育的不发达。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就是教育的不幸，这一点已越
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认识。西藏作为我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地大物博，这里有广袤的土地，辽阔的
草原，雄伟的圣湖，更有勤劳勇敢的人民，西藏是美丽而又圣洁的，同时西藏又是贫穷落后的。西藏
人口稀少而分散，交通不便，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落后，适龄儿童年入学率、毕业合格率低，文盲半文
盲在广大牧区和农村比比皆是，他们大多过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沿袭着原始而简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方式。西藏地区生产结构单一，资源浪费严重，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经济严重滞后。彻底改变西藏
面貌的突破口，就在于要大力发展西藏的经济，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人口、资源、环境相互
协调、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西藏地区反
贫困、消除贫困的唯一途径。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建设，人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首
要因素，这也就决定了培育经济建设人才的西藏教育要在西藏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西藏要发
展，只有通过教育可持续发展提高整个藏族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培养藏族及区内其他少数民族自己
的各种人才，去投身建设西藏各项事业，加快西藏的可持续经济的建设步伐，世界屋脊才有希望。从
某种意义上讲，可持续教育就是可持续经济，抓可持续教育就是抓可持续经济。因此，在西藏这个比
较特殊的地区，最应该优先发展的就是可持续的教育。教育发展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环境就会相
应地提高，社会人口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贫困问题也就好解决了。在西藏发展经济和反贫困的过程
中，教育先行，集中力量办好可持续教育可以说具有长远的、战略性的意义。　　（3）西藏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是提高西藏人民素质、弘扬藏族文化、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西藏全民素质的提
高离不开教育事业的支持，而人民素质的提高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素质教育，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
程，这就使得素质教育理想状态的教育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了西藏教育发展的第一选择。通过对全西
藏人民的可持续教育，使得西藏人民的素质得到提高。培养有素质、有文化的藏族知识分子和文化接
班人，才能促进西藏与国际国内的文化交流，才能将源远流长的藏族文化发扬光大。　　同时西藏的
可持续教育也是促进西藏社会稳定发展，反对分裂，维护社会稳定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只
有切实提高藏族同胞的文化素质和修养，才能发展西藏的经济建设，提高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
凝聚藏族同胞的人心，使他们忠心地拥戴社会主义。西藏可持续教育也能够使西藏人民认识历史事实
，从根本上体会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对国际阴谋分裂的反动分子是个沉重的打
击，让他们分裂的理论在西藏人民中没有市场，这对西藏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将具有重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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