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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图登克珠：

第十、十一、十三届全国政协委
员。西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
博导、教授。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理
事，西藏自治区政府参事。第七、八、
十届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第十一届
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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黝黑的皮肤，是常年生活在高原的一
种见证。

瘦削的身材，同样瘦削的脸庞，经常穿
着深色外套，更衬托出了肤色的黑和躯体
的瘦。微眯的眼睛时常透过镜片向外投射
出探询的好奇目光。一开口讲话，急切、热
烈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打破了对高原人
说话做事慢的刻板印象。他的思辨之敏捷，
并不亚于内地的学者。

这是来自西藏大学的全国政协委员图
登克珠，给人的第一印象。

■人权——

“你说，是我父母的人权多还是
我的人权多？”

“我父亲是西藏昌都江达县岗托镇人，
我母亲是四川甘孜德格人……”坐在西藏
大学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图登克珠开始
了对自己父辈人生经历的讲述。

昌都，素有西藏门户之称。打开了昌
都，就等于打开了西藏的大门。

1950年 10月 6日，昌都战役打响。6
月19日，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昌都江达
县升起。

解放军进藏的时候，很多西藏人没见
过解放军，甚至连汉族人都没有见过。一时
间谣言四起，甚至有的说解放军会吃人。

“当时，大家根本搞不清楚真实状况，
我父母就一路赶着牦牛从昌都到了拉萨。”
昌都距离拉萨有1000多公里，一家人一路
逃到拉萨。

进了城，却发现解放军已经在拉萨了，
而且跟谣言说的完全不一样。

后来，父母跟图登克珠说起这段经历，
他们说了一句：“解放军也是人啊。”这让图
登克珠记忆至今。

在拉萨，图登克珠的父母随部队参加
了工作。“当时西藏边境地区所有营房建设
和后期服务，我父母都参与了。”

在部队里，他的父亲开始自学汉语。
“我老爸没什么文化，那时候他只会藏文。”

这个今天看来没有什么文化的父亲，
多次在部队荣获嘉奖和三等功，不仅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还曾任西藏军区党代会的
代表。

在图登克珠的眼里，父母那一代人，对
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深刻影响着整个家庭。

“70年前，多亏了中国共产党，西藏的百万
农奴才能获得解放，作为康区牧民的后代，
我非常感激中国共产党的恩情。”

摆脱了祖祖辈辈放牧的命运，走进大
学接受教育，成长为新一代西藏知识分子，
这是发生在图登克珠身上、发生在无数个
新西藏人身上的真实变迁。

今天，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和旅游文化
的专家学者，图登克珠常常需要到国内外
各地访问交流和调研学习。

2010年在关于中国西藏文化对外交
流的一次会议上，法国人权组织的一位官
员对西藏的人权大加斥责。面对质疑，当时
也在场的图登克珠，一直沉住气等对方说完：

“我也来说两句。我是一名老师，老师一般都
要听学生说完，再来解释。”他顿了顿——

“人权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我自己
的经历举个例子吧：我的父母是经历过旧
西藏的人，在旧社会他们没有上过学，也不
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参加工作后，他们
领工资全凭按手印，给多少就拿多少工资。
我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今天我作为大学
教授能够到这儿来，你说，是我父母的人权
多还是我的人权多？”对方哑口无言。

图登克珠看到，70年来发生在西藏的
历史巨变，带来的不仅是人的解放，更是整
个社会的进步。他尤为珍视这一局面。

■人才——

“一定要超越我，一定要为国家
多做事！”

亲身经历过旧西藏、新西藏冰火两重天
的父辈，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特别地浓。

图登克珠永远忘不了躺在病榻上的父
亲，临终前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包，交给
他：“我什么都不给你留了，这是我的党费，
我走以后，你不要忘了给我交啊。”

这个仿佛电影镜头一样的画面，一直

深深地印刻在图登克珠的心中，铭记心底
的还有父亲的叮嘱：“一定要超越我，一定
要为国家多做事！”

其实在西藏，像图登克珠这样的家庭
还有很多。他的岳父就曾参加过“两次战
役”（1959年西藏平叛和1962年中印边境
自卫反击战）。在今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前夕，老人家还获得了“光荣在党
50年”的纪念章。

受家庭环境的熏陶，图登克珠尽管没
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尽心尽力地为
党和国家的事业做事。

1988年从西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图登
克珠原本被分配到内地高校工作，但他主
动申请回西藏，进入西藏大学任教。他说：

“西藏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教育、尊重老
师，老师是智慧的象征。”

图登克珠的妻子央金卓嘎，也是一名
教师，她在部队中学里从事物理教学。两人
育有一女。

在旧西藏，绝大多数的孩子刚出生时
都会被抱到寺里，请活佛喇嘛取名。女儿刚
出生，就有人建议图登克珠请一位高僧大
德为孩子起名，但他始终不同意：“过去的
父母是因为没有文化，只能请活佛喇嘛取
名。今天，我们这一代人都接受过高等教
育，都有能力给自己的孩子取名。”

“我女儿叫康珠维丹，这名字是我为她
起的。”在图登克珠眼里，康珠维丹不仅是
个名字，更是西藏人从蒙昧无知到有知识
有思想的见证。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致力于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图登克珠主动自学市场
经济理论，并把这一学科带进了课堂。

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地
遇到了各种现实问题，图登克珠带领学生
和研究团队对此进行研究，并将成果编写
成书，供各级政府部门参考。

这一干，就是30多年。
直至今天，图登克珠走过了西藏所有

的地方。这期间他也发现了教育领域需要
补齐短板的任务还很多。为此，他跬步不休
地提交着一件件政协提案：从怎么吸引和
留住人才，到推动西藏高校设立博士点；从
农牧区基础教育水平提高，到争取一个西
藏高校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刊号……一个个
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怪得很，我在任何一个地方学习，总
是要回家的。”难离故土的图登克珠，却从
不强求别人也在西藏待一辈子。

“我希望我的学生毕了业，无论走到哪
儿，都能讲好西藏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

今天西藏的发展与进步。”
这是因为，近年来图登克珠在对外交流

中发现，“外面的人对西藏还是存在偏见，他
们总觉得，西藏人就是穿个藏袍，放着牦牛，
没啥知识，只知道信仰宗教。”

就算西藏当地科学家中有研究现代科学
的学者，也总被认为是引进的而非本地培养
的。其实，藏族科学家这些年越来越多。跟图登
克珠交集较多的西藏农牧专家、全国政协委员
尼玛扎西，在2020年9月不幸因车祸辞世，这
让图登克珠痛惜自己失去了一个“好哥们”。

30多年的交集中，他们这些好哥们没有
在一起吃喝玩过，“除了日常学术观点的碰
撞、成果的交流，我这里每完成一部专著都会
送给他，他那边参加国际会议获得了什么新
理念，也会分享给我。”

但如今，能这样分享理念、交流思想的学
者，却少了一个。

■团结——

“不会想到区分谁是汉族、谁是藏
族时，最亲密无间”

1998年图登克珠成为西藏自治区政协
委员，随后他连续作为第十、十一、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进行履职。有媒体给图登克珠统
计过：从地方政协到全国政协，政协履职20
余年间，他提交了200多件提案。

我国边疆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
源，同时也拥有大量独具地域特色和丰富历
史内涵的红色旅游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红色
旅游景点中，内蒙古206个、新疆91个、西藏
202个、广西300个。

“《关于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我国边疆民族
地区红色旅游资源提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的旅游业发展提案》是我今年重点撰写
的提案，也是我持续关注和准备了将近两年
的提案……”最近两年，图登克珠尤其关注西
藏的红色旅游资源挖掘和西藏大学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平台建设。

在位于拉萨市南的拉萨河畔，矗立着一
座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碑文内容，让人心怀
感动回到了76年前：

“世界屋脊，地域辽阔，高寒缺氧，雪山阻
隔。川藏、青藏两路，跨怒江攀横断，渡通天越
昆仑，江河湍急，峰岳险峻。十一万藏汉军民
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
服重重天险，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
百余座。五易寒暑，坚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

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
史料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修筑青藏公

路时，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
曾在铁锹把上刻下了“慕生忠之墓”。他说，如
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
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这支筑路大军仅用7个月零4天时间，
在“生命禁区”打通了格尔木至拉萨的公路运
输线，让青藏公路穿越了25座高原雪山，在
当时创造了用最快速度、最低成本修建世界
上海拔最高公路的奇迹。青藏公路修通那天，
待喜悦散去，人们才发现；当初进藏的修路人
剩下的已不足2/3。因为条件有限，所有倒下
的修路人都就近埋在了青藏公路边。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
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川藏、青藏的“两
路”精神，是一代又一代进藏干部官兵为西藏
发展贡献青春贡献生命的写照。

在林芝市察隅县的一处烈士陵园，图登
克珠看到不少墓碑的主人，是牺牲在当地的
年轻士兵。他们是为和平解放西藏、守边护国
从全国各地到西藏服役的士兵，为守护祖国
西南边疆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忠骨永远留在
了青藏高原上。

西藏这么多象征民族团结的资源没有挖
掘出来作为红色文化教育的基地，令图登克
珠深感惋惜：

“我们这么多的烈士埋在西藏，要让他们
的后代和西藏的后代到现场去，感受这样的
爱国情怀。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本身就能把人
心凝聚成一股力量，更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

2021年春节，西藏大学的不少区外师生
选择就地过年，当地师生纷纷邀请他们到自家
过年，带他们感受在西藏过年的习俗。这让图
登克珠更加感受到了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

从教30多年，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学习
和生活中不要刻意表明自己的民族。做课题
研究、到少数民族地区调研时，有汉族同学参
与的，他要求少数民族同学为汉族同学上藏
文课、教口语、做翻译，让大家在团队融合中
深化民族团结教育。

图登克珠自己的好友同事许多都是汉
族，当大家在一个团队中不会想到区分谁是
汉族、谁是藏族时，最亲密无间。这种理念，是
图登克珠从父辈那里得来的……

三个小时里，图登克珠一直在讲述西藏
的人和事，他的语气时而热烈、时而温情，不
见疲态，言辞中满是深情和热爱。

窗外，白雪覆顶的雪山静静地矗立在滔
滔讲述的图登克珠身后，看过去，他就像一个
被雪山母亲拥抱着的孩子。

图登克珠：我是西藏的孩子
本报记者 韩雪

在跟图登克珠的接触中，看不出
他曾经历过一场要命的车祸。

2002 年，在纳木措附近的调研路
上，一场洪水引发的交通意外，让图登
克珠的头部严重受伤，陷入了昏迷。医
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图登克珠的母亲
和妻子不忍在手术知情书上签字，带
他回家，并请来藏医。吃了5年藏药，图
登克珠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但车祸
的后遗症还是给他留下了痕迹，“我这
里面有 13颗假牙。”他张开嘴展示，一
同展示的，还有藏医药的神奇。

图登克珠热爱西藏，每年有大量
的时间都在西藏到处走。行走，也是图
登克珠工作的一种方式，他研究区域
经济，研究西藏旅游文化，需要深入西
藏读懂西藏。“这不光是参观几个寺
院，认识几个建筑，要真正了解西藏的
人文地理。”

到了图登克珠这一代，他们渐渐
成为传承藏文化的核心力量。

“我和我母亲一块吃饭，一起吃饭
的还有一拨老太太。”其中有一位老太
太引起了图登克珠的注意，桌上摆放
着碗筷，这位老太太却把夹来的菜放
在自己的手里吃。

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她谦逊地说：
“我把菜放在手里吃，不会弄脏这个
碗，人家就不用洗了。而且，我得病的
话，也是自己病，不会给人家添麻烦。”

这位藏族老太太，就以一种并不
卫生的就餐方式，体现出了西藏文化
当中的文明性。

作为藏文化母体的中华文化，其
实也无不体现着这种为人着想的风俗
习惯。过去都是自己动手缝衣服，孩子
从小就被教育：给人递剪刀，要手握剪
刀的前端，把手柄部分让给接剪刀的
人。这样的生活习惯，也是贯穿了以人
为先等中华文化的浓缩体现。

认识西藏，要将其放置到其特殊
的生态地理环境中去认识。高寒低氧
自然条件的本身恶劣之下，千百年来
西藏人的生产生活方式，都尽可能地
减少对自然的影响和破坏，但这种减
少影响，往往以另外的面貌进行。

青藏高原湖泊的自净能力比较
弱，一应的生态系统也相对脆弱。在西
藏，山基本都是圣山，湖也都被看作神
湖，藏族人的信仰当中，有不少是对于
山川湖泊等自然力的膜拜和敬畏。

可以说，这些充满了宗教色彩的
习俗中，有不少是以宗教的方式节制
着人类的行为，以一种不那么科学的
简单办法，达到一种科学的目的，这其
中，也蕴含了朴素的生态文明观。

领悟文化的另一面
本报记者 韩雪

■编者按：

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日益发展成为一块蓬勃发展进步、不懈追求文明的热土。活跃在这片热土上
的，是包括图登克珠在内的西藏70年巨变的建设者和受益者，他们自由地生活，勤奋地工作，将个人理想
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他们是成长在新西藏的幸福一代，他们是有影响力的新西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