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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

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

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

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

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
1 多民族国家定型于清代，清朝虽然功不可没，但这一结果却是在历朝各代和边疆地区存在的众

多王朝和政权更替努力的基础上实现的，而在“大一统”王朝疆域形成、巩固与维护过程中，清

朝对传统“大一统”观念的继承与发展也起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论  文】 

“直接的军事援助”： 

1946 年英军筹划占领中国西藏的一份机密文件
2
 

 

张  皓3 

 

摘要：1946 年 4 月，英军拟定一份出兵占领中国西藏的机密军事文件——《参谋长委员会主席

1946 年第 726 号文件：对西藏的援助（最后文件）》。为了制造西藏“缓冲区”，文件打着“援

助”旗号，宣称对西藏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亦即直接出兵。文件声称，俄国和中国是英军

“可能的敌人”，要针对俄军和国民党军的进军规模和路线，派遣军队部署西藏战略要地。文件

划定作战区域，拟定英军进军时间和兵力部署，测算飞机运输量，安排适合不同任务的作战飞机，

修建机场，确定和修筑进军交通干线。文件宣称，在俄中两国的意图变得清晰时，英军就要抢先

进占西藏。事实上，英军无力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因此，英军联合计划委员会、英印政府

和驻印军队总司令部以英军并无适合西藏作战的飞机，印度亦未受到“威胁”为由，反对出兵占

领西藏。这份机密军事计划只能搁置。 

关键词：“直接的军事援助”；西藏；“缓冲区”；英军联合计划委员会 

 

众所周知，居世界屋脊的西藏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成为西方列强觊

觎的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格局逐渐形成，国民党军又即将发动全面内战。在此背

景下，英国军方曾有用兵侵占西藏的计划。有学者指出：“二战结束后，前苏联成为世界强国，

对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英美颇为担忧。于是英国军方准备对西藏进行积极有效的军事援

助，以遏制苏联从新疆南下。英军参谋部也因此向内阁提交了《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文件。

英军总参谋部司令部对此文件进行了讨论，并且进行了周详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然而，由于英国

议院出于财政等因素的反对，该计划被迫取消。”从中可以看出，《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

仅仅是份军事援助噶厦的文件，其他学者提到这份文件亦如是说。 

笔者查阅英国外交部档案，看到一份由总司令部秘书处（C in C’s SECRETARIAT）的麦克

唐纳德（A. Macdonald）上校于 1946 年 4 月 27 日向参谋长委员会（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

提出的名为《参谋长委员会主席 1946 年第 726 号文件：对西藏的援助（最后文件）》［COS（46）

                                                        
1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地理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891 页。 
2 原文载于《民国档案》2021 年第 2 期。 
3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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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AID TO TIBET-（FINAL PAPER）］文件的副本。其中，COS 指参谋长会议主席，即 Chairman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虽然还不能断定《最后文件》是否就是《对西藏的军事援助计划书》，

但是：第一，《最后文件》并非援助计划书，而是英国军方内部讨论如何用兵西藏的计划；第二，

《最后文件》是总司令部向参谋长委员会提交的，同时向各军事机构散发。参谋长委员会由英国

高级军官组成，主席由国防参谋长担任，成员包括第一海务大臣、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参谋长。 

综合来看，《最后文件》所说“直接的军事援助”，“直接的”之含义，就是直接出兵占领

西藏。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唯一一份英军秘密用兵西藏的机密军事计划文件，值得注意。

因此，本文加以分析探讨。文中引文，除了注明出处之外，皆引自 1946 年 7月 19日英印政府外

交部秘书致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次秘书之函所附录的《最后文件》。  

 

一、“直接的军事援助”之目的：制造并占领西藏“缓冲区” 

      

《最后文件》分导言、目的、详细的研究、总结 4 大部分 26 段。作为军方出台的军事文件，

却一开始就重申了英印政府维护印度的“安全”、分裂中国西藏的战略企图，宣称：“潜在的敌

对大国如果控制了西藏，就会对印度的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因此，印度政府极其关注维持与西

藏的友好关系，至少维持西藏如今享有的自治程度。” 

为此，文件重复了英印政府所说的首先采取的手段是外交上的“支持”，反复强调要反对俄

国、中国对西藏的“和平渗透”以及“颠覆手段”，否则印度的“安全”就会遭到“威胁”：“西

藏自治的基础必须在于大不列颠岛联合王国和印度的强有力的外交支持。在这支持之下，藏人不

能屈服于任何潜在敌国的压力之下。特别是，必须支持西藏反对‘和平渗透’和颠覆手段。俄国

成功运用这一手段于北蒙古，中国也很有可能利用这一手段于西藏。”“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

都不能让其采取‘和平渗透’和颠覆的手段威胁西藏自治，因为一旦如此，它们就有可能在西藏

修筑道路和机场，给它们带来优势，从而对印度的战略地位构成实质上的危害。” 

如果外交手段不能奏效，文件直截了当地声称就要采取“直接的军事援助”的手段。文件承

认，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就“会牵涉到战争”，因此需要“研究在执行政治目的时所能给予

西藏直接的军事援助的程度和方法”。即是说，要研究出兵的规模与措施。 

基于此目的，文件对“西藏的地理和人种”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从中得出几个“影响直

接的军事援助问题主要地理因素”。 

其一，西藏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英军需要抓住几个重要战略目标。“西藏东南部相对富裕，

拉萨具有独立的历史和宗教重要地位”，因而“容易成为任何入侵者的目标”。“比较而言，西

藏东南部附近地区是印度的重要目标，因此最容易成为俄国进攻的战略目标”。此外，“那曲和

昌都在军事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其二，西藏不适合大兵团作战。在粮食供应上，“西藏人口、庄稼和牲畜总体来说稀少”，

“除了在西藏东南部每套房屋拥有足够的粮食储存外，一支任何规模的入侵军队都不能靠西藏地

区供养，即使是一支小军队亦只能靠压榨和不断行进到人口较多的地区才能供养。”在交通路线

上，“西藏没有适合于汽车的道路，而且远离于任何可能敌人的基地：从俄国或中国任何陆路进

入西藏，虽然偶尔遇到车轮工具自由行进的平原地带，但是只能走高海拔高原地带上之平均 100

英里的驮路，路面糟糕，不时翻越高高的山口。所有这样的道路在那曲或昌都会合，敌对势力要

维持这些路线极为困难，从而限制了其所能使用于西藏的军队规模。” 

其三，西藏的地形决定了只能小规模地投入空军作战。“环绕西藏的山脉之高度和宽度，以

及西藏地区的高度和特点：空降极为危险而且相当困难；现有飞机机型在西藏机场只有具备充分

经验的驾驶员才能操作，即使如此也是相当的危险；滑翔机不能使用。就现有装备来说，难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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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高原地带使用伞兵部队。不过要考虑到如果决定必须准备在西藏投入伞兵部队，那么有可

能解决技术上的困难。干枯的湖泊河床，常常是机场的良好选址。” 

其四，要武装藏军，使其现代化而成为分裂的武装力量。“西藏人民本质上虽然是宗教和平

主义者和非军事主义者，但是勇敢，坚韧。他们完全未受过军事训练，缺乏装备，抵抗不了即使

是最小规模的现代军队，从未见过现代武器和装备，虽然这一切可以通过军事训练和激发对现代

军事的兴趣而加以解决。西藏没有制造业资源，不能为自己的军队提供装备。鉴于可能的敌人所

能投入到西藏的最小规模的军队，鉴于中国人的无效率，训练和装备一支小规模的现代化西藏军

队，就能够抵抗任何相同规模军队的进攻。” 

其五，西藏适合于开展游击战争。“西藏拥有游击队活动的广阔空间，游击队最好由受训过

的英国军官或印度军官的领导，在西藏人口稀少的地方比如北部和西部活动。” 

根据上述“综合对地理因素的研究”，文件提出“军事援助的目的，是防止一个敌对国家在

西藏地区确立起其地位，从西藏能够威胁印度”，这就是“直接的军事援助”的总原则。实施这

一原则，“实际上意味着要防止敌人占领西藏一些地方，从这些地方发动对印度空中攻击或发射

火箭”。为此，文件一是划了一条阻挡中国统一的线。要“防止敌人在昌都—那曲—噶大克—列

城这条总线之南确立其地位”，并特别注解其中的噶大克（GARTOKS）“也称为噶尔雅沙

（GARYARSA），本文件将使用这一名字”。依此，英军要占领自西藏东面的昌都经西藏北部

的那曲、西藏西部的噶大克（今噶尔）到克什米尔地区的列城一线以南地区。二是提出制造噶厦

傀儡政权。“军事援助必须取决于西藏的亲善，取决于我们现在和到时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时对

他们的信任。因此，保护西藏地区的首府（capital）和富庶省区（provinces）是绝对需要的。”

于此，文件提出了要使噶厦成为英印政府的傀儡政权。 

综上所言，《最后文件》提出了要竭力制造西藏“缓冲区”以维护印度的“安全”，为此要

在外交上竭力支持维护西藏的“自治”，否则就进行“直接的军事援助”。文件明确提出了出兵

的时机，那就是“只有在大战即将临近或酝酿之时，西藏才会迫切要求进行直接的军事援助”。

为了准备出兵，《最后文件》“详细的研究”了西藏的地理与人口，得出了不能大兵团作战、投

入小规模的空军、武装藏军、开展游击战争等一系列结论。 

 

二、“可能的敌人”：对俄国、中国进军西藏能力的分析 

      

《最后文件》将俄国和中国视为英印出兵占领西藏遇到的“可能的敌人”。英印政府如何出

兵，首先要评估两国进军西藏的能力与策略手段。就俄国来说，文件抓住以下几点： 

其一，俄国进军西藏的时机与目标。文件认为“只有在战争立即发生之前或期间，大量俄国

军队才有可能部署在西藏”，并再次强调“西藏东南部是俄国进攻的主要目标”。由此看来，英

印军方并未说明战争是否俄军发起，到底何时发起，亦不认为地理上与俄国接近的西藏西部是俄

军的主要目标，却关注俄军的目的是从西藏东南部包抄印度。 

其二，俄国进军西藏的路线。文件认为，“如果不先进入中国领土，俄国就不能进攻西藏”，

为此“俄国必须首先要在中国省份甘肃、青海修建前进基地”。按此，英印认为俄国趁在西藏发

生大战之机而向中国要求进入新疆、青海和甘肃地区，趁机在这些省区修建基地、机场和公路。

在陆路进军路线上，文件根据“现有还过得去的道路”，测算西藏“远离俄国在塞米巴拉金斯克

（SEMIPALATINSK）、塞里吉波尔（SERIGIOPOL）、阿拉木图（ALMA ATA）、伏龙芝（FRUNZE）、

安集延（ANDIJAN）和欧什（OSH）的铁路终点有 1000 英里”，从这些铁路终点“到拉萨要走

平均 1100 英里的驮路”，“所有可以行走之路，入藏后要在那曲汇合”。按照这个路线，俄军

主力不是从新疆进入西藏西部，而是取道新疆、甘肃、青海入藏北，这为 1000 英里；那曲是俄

军进入拉萨的必经之战略要地，从那曲到拉萨为 100 英里。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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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俄军入藏军队的规模。文件认为，“虽然还不清楚俄国能够在西藏运用什么规模的军

队，但是可以想到它会使用所能维持的最大规模军队”。单纯就拉萨来说，“根据英国经验，俄

国在拉萨地区所能维持的军队规模为一个旅；即使是这个规模，也需要 50000 多匹驮力。由于俄

国可能使用蒙古部队，比起英国来说更需要当地供应。不过，维持一旅军队需要许多驮力。”这

一个旅的兵力，是按照驮力输送物资来计算的。如果“修建后方补给机场后，除了必要的战斗机

和一些用于进攻的轰炸机外，俄国可以通过空中供应在拉萨地区维持一师军队。估计这需要投入

33 个飞机编队，在西藏地区修建 12 个飞机场，青海 11 个，甘肃 3 个，共 26 个”。总之，文件

认为俄军依据运输能力而决定派遣军队的规模，但是无论如何“俄国对付西藏的兵力不会超过一

个师或一个旅，如果为一个师，就不得不靠空中供应”。无论是一个旅还是一个师，“整支军队

加上进攻性空中支持，足够”完成俄国对西藏的战略任务。 

其四，俄军进军所需时间和如何进军。文件宣称，俄军“通过陆路和空中同时展开”，“从

最初进入新疆时起，可以按照下列时间在拉萨地区派驻军队”：（1）“由陆路部署一个旅，2.5

个月”；或（2）“如果停止下来修建补给机场，12 个月”；（3）“通过空中供应部署一个师，

18 个月”。“此外，从新疆派遣骑兵小分队进驻噶尔雅沙（西藏西部），2 个月。”不知依何根

据，文件认为“进入新疆的俄国军队不能在 18 个月里部署到西藏”，“在少于 18 个月的时期内，

俄国不可能在西藏东南部集结针对印度的空军”。在修建后方基地和飞机场的同时，俄军“虽然

有极大困难”，但是可“由陆路向拉萨进军一个旅”，所需时间为 2.5 个月。拉萨机场修建好后，

“空运一师军队到拉萨和西藏东南部地区”，所需时间不少于 18 个月。同时，“由装备马匹的

步兵组成的小分队，可能从新疆西部直接进入噶尔雅沙”，这路进军“本质上属于牵制性”，配

合经那曲一路的主力进军，并“派遣伞兵小分队进入那曲”。 

综上所见，英印军方认为俄国进兵西藏的前提是进入新疆、甘肃、青海，在这些省区修建补

给基地和机场，同时由陆路经那曲向拉萨进军一个旅，并派遣骑兵小分队从新疆进入西藏西部。

在拉萨机场建好后，向西藏和西藏东南部进军一个师，军队规模视运力和维持能力情况而定。这

就是俄国进军的能力，文件认为，“即使俄国同中国合作采取行动，无论是所能部署军队的规模

还是对西藏东南部威胁的速度，能力和速度都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提高”。当然，文件的研究有

些矛盾：第一，说俄军进军规模为一个旅或一个师，又说是一个旅又加上一个师，一个旅是部署

在拉萨，一个师是部署在西藏东南部；第二，说在 18 个月里空运一个师到拉萨和西藏东南部，

又说是在这个时间里在西藏东南部集结空军。 

在对俄军进军西藏的能力作出上述研究之后，文件接着分析了中国的能力。由于当时执政的

是国民党，所谓中国的能力实际上是指国民党军队的能力，文件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其一，国民党军入藏进军路线。文件测算了国民党军进军的交通路线，分析“从在四川和云

南的中国铁路终点到拉萨的路线，长度从 1000 到 1860 英里不等；最短的一段为驮路，有 850 英

里。所有路线在那曲或昌都会合，从两地到拉萨的驮路分别为 150 英里和 450 英里”。这里所说

那曲到拉萨的距离同上述相比有矛盾，上述说为 100 英里，不过英印军方认为国民党军同俄军相

比在进军路线上并不占优，国民党军所用铁路运输有限。文件认为国民党军分三路进军西藏：“可

以从新疆、青海和西康几省进攻西藏”，即“利用从那曲和昌都到拉萨汇合的路线，指向拉萨”，

另外“由骑兵组成的小分队从新疆到噶尔雅沙；这路进军如果进行，本质上属于牵制性的”。与

上述俄军两路进军相比略有差别，英印军方认为俄军不会从西康进军。 

其二，国民党军入藏军队规模。一方面，文件认为国民党军“虽然没有装甲战车，有少量或

没有空中支持，但是可以使用数师军队”，因为“可以想到，中国基于其所处位置可以尽可能在

西藏维持大量的军队”。但是另一方面它认为：国民党军不可能进军数师军队，因为一则“内部

政治因素会使军队大幅度减少”，二则“根据英国维持军队的水平，中国所能维持的军队，在那

曲到拉萨一线和昌都至拉萨一线每条线驻扎一个旅”。“内部政治因素”，指国民党军即将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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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内战。总之，文件认为“由于中国对需求非常节制和充分利用强征的运输和劳役，中国事

实上能维持在拉萨地区的较大规模的驻军能达两个旅多”，总规模不会超过 3个旅。 

其三，国民党军进军西藏所需时间。文件声称：国民党军从西藏东、北、西三路进军，“从

越过西藏边界时起”能够按照下列时间安排在西藏地区部署军队：（1）“经由昌都部署一个旅，

1 个月”；（2）“经由那曲部署一个旅，1.5 个月”；（3）“从新疆派遣骑兵小分队进驻噶尔雅

沙，2 个月”。由此看来，英印军方认为国民党军进军速度比俄军快，“能够在 6 周内抵达拉萨”。 

其四，国民党军空中支援和维持的能力。文件认为，如果“中国空军采取进攻行动支持其陆

军部队，会对纯朴藏人的士气产生极大的影响”。尽管国民党军进军速度比俄军快，但是在西藏

“不太可能呆得太长”。因此，国民党军“尽可能采取空中供应，尽管这对西藏的士气产生严重

的影响”。文件分析说：“中国在昆明和成都地区已有合适的后方补给机场，是由美国空军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而来。在往拉萨的路线上，找一个合适的前进机场场所是可能的。”但是，

文件认为：“中国在未来 15 年里无论是从美国还是英国都不可能得到运输飞机，因此不能通过

空中维持在西藏一支较大的军队。有可能，中国在最大限度一个旅的范围内派一支小规模的伞兵

部队。伞兵部队和空中维持需要技术和经验，中国不太可能维持这样的伞兵部队。” 

综上来看，英印军方认为国民党军在进军西藏的交通路线上只能利用驮路，分三路进军，从

新疆入西藏西部为配合，昌都、那曲两路为主力，自进入西藏后可在 6 周之内抵达拉萨。不过，

由于供应问题，国民党军“在没有装甲战车但是拥有一点空中支持的情况下，所能维持的军队不

超过 3 个旅”，“因此不会对印度构成严重的威胁”。 

除了对俄中两国的进军能力分别作了分析外，文件还分析了“俄国和中国的联合行动”： 

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既然它们所有能利用的交通路线汇合于那曲和昌都，它们的共同行动

并不比俄国的单独行动有多大的力量。俄国根本上不太可能派遣陆军到拉萨，但是会以空中、军

事建议、军事装备支持中国的陆军，派遣工程师在西藏东南部地区修建俄国要求的机场，为一师

俄军和俄国空军的到来做准备。并不认为，俄国和中国的联合行动能够实质上加快已拟计划的实

施，因为俄国必须仍然要在甘肃和青海修建前进基地。 

这样，英印军方得出几点结论：第一，在交通路线上，两国的共同行动仍然只能利用那曲、

昌都两线，联合行动并不会加快进军西藏的速度；第二，进军时，俄军不会出动；第三，俄军的

战略目标仍然是西藏东南部，因此要修建机场，派遣陆空军队，陆军达一个师；第三，即使两国

联合行动，俄军仍然要在甘肃、青海修建基地，另有所图。 

 

三、战争计划：“英国有能力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援助” 

      

除了研究“可能的敌人”的情况之外，文件还“一个一个地研究”了英军本身的情况，得出

“英国有能力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援助”的结论，从而拟定了用兵西藏的军事计划。 

（一） 陆军投入与部署计划及时间安排  

文件分析了英军可用于西藏的军队的规模，提出“所能维持的最大规模军队为一个师，因此

可以投入一个师”，其部署可按照下列情况进行：（1）“如果中国侵略，英国就派一个旅（可

能包括伞兵）部署昌都，以一个营（可能包括伞兵）部署那曲。”（2）如果俄国进军西藏，“英

国就派一个旅（可能包括伞兵）部署那曲，以一个营（可能包括伞兵）部署昌都”。（3）“如

果中国、俄国联合侵略，英国就派一个师（空降部队不少于一个旅和一个营）部署拉萨”，并“派

遣一支印度远程飞行投放分队，采取飞机投放或陆上行军模式”，部署噶尔雅沙。如此看来，那

曲、昌都和噶尔雅沙是英军部署的重要战略地点，英军根据俄军、国民党军进军不同方向而重点

部署，向昌都、那曲部署一个旅又一个营；如果阻挡中俄两国联合进军，则在拉萨部署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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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噶尔雅沙部署一个分队。整个部署时间，是在俄军或国民党军或两军联合进军之前；也就是说，

英军事先部署在西藏。 

文件进一步提出英军事先部署的三个条件：“如果我们在印度的基地已经完成了准备，如果

在俄国或中国针对西藏之目的已经清晰，如果我们的军队和飞机已经集中在印度的基地。”这就

是说，英军要准备好进占西藏，然后以俄军或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清晰”为借口出兵。英军要

在下列时间段完成推进：（1）“向土那、拉萨、那曲，可能还有昌都，派遣伞兵工程人员，3

至 7 天。”（2）“向那曲派驻一个旅，1 至 2 周；或者向那曲派驻一个营，1 至 1.5 周。”（3）

“向昌都派驻一个旅，1—2 周；或者向昌都派驻一个营，1 至 1.5 周。”（4）“另派一个旅到拉

萨，2—4 周。”（5）“向噶尔雅沙派驻一个分队（10 月至 4 月这段时间除外），1 个月。”按

此，首先部署伞兵工程人员，然后是陆军，总兵力为两个旅又一个营、一个分队。对比文件上述

俄军、国民党军进军时间，英军的推进速度快得多。文件特别强调，“如果伞兵工程师能够准备

好降落地带，那么我们的军队无论是对俄国还是对中国都有可能抢先部署在拉萨和那曲的重要地

点，但是中国军队有可能率先抵达昌都”，因此英军要“迅速占领昌都和那曲”。 

（二） 空军运输和作战计划  

其一，所需物资和 Dakota 型运输机的投入。“为了维持这支军队，需要投入运输机”。（1）

所需物资，“一个步兵师的维持每天通常需要 150 吨”，但是由于在西藏“无运输工具可用”，

“战斗的规模不会太大”，因此“每天维持物资可按 125 吨计算”。（2）投入 Dakota 型运输机。

文件“根据英军在印度提斯浦尔（Tezpur）机场和汀江（Dinjan）机场的运行情况”，认为“Dakota

型飞机可以将 3000 磅物资以损耗 1 磅的代价运到拉萨，飞行距离为 300 英里”。（3）飞行架次

和运力。文件测算：“假定军队所要求的飞机中队最少为 7 个，可以计算出中队维持的运输物资

平均为 70%，亦就是一个英军空军中队 20 架飞机中的 14 架，每个中队的空运约为 20 吨，每架

次的总空运为 140 吨，每飞行日飞行两架次就为 280 吨。”“在阿萨姆东北部的气象条件下，空

中运输每月可达下列最大值的百分之：1 月，95；2 月，85；3 月，85；4 月，85；5 月，70；6 月，

50；7 月，50；8 月，50；9 月，60；10 月，80；11 月，95；12 月，95。”这说明“军队集结的

速度和安全的程度随着每个季节里物资运输的情况而变化”。总之，英军拥有“空中维持的能力”。

军队开始集结和部署“最初两个月为 7 架次”，之后维持军队补给的飞行“减少到 3 或 4 架次”。

其二，投入战斗机、轰炸机和侦察机，确定战略打击任务和轰炸目标。文件提出，虽然“不可能

估计可以什么型的飞机用于进攻”，但是可以断定：“由于西藏地区开阔，人口和驮力稀少，可

以使用战术性侦察机，以西藏为基地，覆盖整个师的全线。在需要时，从阿萨姆使用战斗机；如

果敌军开始建造其空军基地，那么就要准备将战斗机基地往前推进。以蚊子型轻轰炸机承担轰炸

或侦察敌军补给地区的任务”，以轻飞机根据“能用于所要求的海拔高度”撤走伤亡人员，从昌

都机场和那曲机场派出侦察机、巡逻机，沿着俄军、国民党军“可能进军的西藏东部、东北的路

线侦察、巡逻”。总之，要“根据敌军空中和陆上的情况使用战斗机、战斗轰炸机、轻轰炸机”，

要进行“战术性空军战略预备编队”，要确定“空中行动”和“空中轰炸机打击目标”。文件强

调：“直接的军事援助”之最大幅度，就“是在空中进攻的支持下，空中供应和空中运输一个师。

还需要进行大范围的战略层次的轰炸，这会产生一些效果”。 

（三） 维持和修建机场，对交通路线建设的规划  

其一，机场，分阿萨姆机场和西藏机场两部分。就阿萨姆机场来说，文件提出只要“在阿萨

姆东北部维持至少 5 个机场”，就“能够为所需要的所有飞机提供基地服务”，而且“在军队开

始集结期间，每天可为特别工程仓库和空军军需提供大约 155 吨物资”。这 5 个机场容易维持，

一则“基地管理设施要么已经建立起来了，要么能够迅速临时建立”，二则“为基地和机场服务

的铁路设施充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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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藏机场来说，文件提出：“可在土那、拉萨、那曲选择机场场址，也有可能在昌都修建

一个机场。到底是否合适，现在可以用侦察机侦察。这些地点都很重要，可以在开始的飞行中使

用。因此，为了加快军队集中，为了避免投入伞兵耗费过大，如果机场的使用证明可行，可以采

取措施加以提高，并对上述地点的机场场址维持合理的修缮”，“同西藏政府安排保持机场合理

的良好状况”。文件提出了要在西藏各战略地点修建三个或四个机场，强调要在战争发动之前就

要立即派侦察机确定场址而加以修建，在使用中加以维修。总之，以大约一周时间改进西藏机场，

以 2 至 4 周时间“在拉萨修建补给站、大本营和支持作战机场”。文件强调了机场修建对于伞兵

投放的重要性，宣称“如果因高度问题而不能对西藏高原投放伞兵，时间安排就可能推迟一个月，

等待在需要进驻的地方为运输机修建好降落地带”。 

由于从阿萨姆机场起飞要经过西藏东南部，文件强调“如果要拟定详细的计划，就首先要认

识整个地区的气候情况”。它提出：由于“尚未拥有足够的资料说明西藏东南部的飞行条件同阿

萨姆东北部相比有多大的不同，必须取得更多有关西藏东南部的气候材料”。当然，文件提出的

不仅是拥有西藏东南部地区的气象资料，还“必须及早具备对西藏整个地区完全而详细的气象资

料”。 

其二，修筑、改造噶伦堡经江孜到拉萨的公路。文件提出，“虽然可能有几条驮路从英属印

度进入西藏东南部，但是只有一条驮路能为人数规模比商队更大的军队所用，这就是噶伦堡—江

孜—拉萨之商路”。从噶伦堡到西里古里（Siliguri）这段铁路的“基础设施很快就能准备好，足

以服务于一个旅”。但是，“从在噶伦堡路（Kalimpong Road）铁路终点到拉萨”，摩托路只有

12 英里，驮路则大约为 250 英里。如果通过这一线“维持在拉萨的一旅军队，需要大约 17000

匹驮力。即使是藏人通力合作，这一驮力能否得到令人怀疑”。因此，将噶伦堡经江孜到拉萨的

商路修筑为公路极为重要，文件提出可以采取下列方法加以改造：（1）“在翻越喜马拉雅山的

地段加宽道路”；（2）“在拉萨以南的雅鲁藏布江上安装摆渡设施”；（3）“对其他路段微修

和改造”。这样，可以适合吉普车通行。同上述修建西藏机场相比，文件未提出何时修筑、改造

这条商路。基于这些情况，文件强调英军拥有“维持道路的能力”，可以支撑侵占西藏的战争。 

（四） 武装并控制藏军，控制噶厦  

其一，武装藏军，使其能够承担英军赋予的战略任务。文件提出：一个“配备马匹的步兵旅

或约 3000 人的兵力”，如果得到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受到现代化的训练，足以“能够阻止俄国

进军一段时间，或许能够完全阻止中国军队从昌都和那曲两线的进军”，或者“能够在相当程度

上迟滞一个旅的兵力从两个方向中任何一个向拉萨的进军”。另外，英军在“行动之前，要充分

发挥西藏军队作为掩护的作用”；即使藏军“未必能在侧翼起掩护的作用，但是有可能接近敌军”，

这有利于英军的行动。 

其二，控制藏军。这支藏军的现代化装备和替换物资由英印政府“免费或象征性付费提供”。

“西藏政府应努力安排核心军官和无委任状军官（NCOs）到印度受训”，英军要对这些军官“给

予大量指导，提供必要的训练”。要“在拉萨地区设置行政机构”，要“在西藏派驻两三名顾问

官员，组成军事代表处（military mission resident）”，“其任务是帮助西藏解决其与军队有关的

现代化事务，为西藏需要英军的接待做好准备”。 

其三，开展西藏的游击战争。文件提出：“对藏人要强调在西藏北部和西部组织游击队的重

要性。在战争中，游击队可作为英国军官和西藏政府之间的连接纽带”；也就是说，在英军军官

的指导下开展游击战争。文件将这些规定称之为“提高西藏自助的能力”，一方面将之与制造噶

厦“自治”结合起来，声称“藏人的自助取决于印度政府的力量和给予西藏的外交支持”；一方

面将之纳入英军军事计划的一部分，反复强调“西藏虽然不能阻止俄国的陆路进军，面对俄国的

空中行动也无能为力，但是能够严重拖延中国的进军，在空中支持和现代化装备和训练之下能够

阻止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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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份军事文件提出了英军具有发动侵藏战争的“能力”，声称“我们能够迅速地在西

藏东南部部署军队以应对俄国”，强调“由于拥有较好的和较短的空中供应线，我们能够以相等

的军队甚至规模少一些的军队打败俄国的任何进攻”，认为“即使藏人不能延搁中国的进军，我

们也不太可能预料中国进攻拉萨东部哪个确切之点，但是在藏人的帮助下能够毫无困难摧毁任何

中国侵略者”。基于这些“能力”，文件拟定了进军时间、兵力部署和空中进攻等计划。在英军

看来，这些计划只是初步的，一旦“在俄国对新疆、青海或甘肃的企图明显时，或者中国针对西

藏的企图明显具有敌意时，英国要草拟应对的详细计划”。 

 

四、无力实施：出兵占领西藏军事计划的搁置 

      

文件宣称，上述“直接的军事援助”“只是印度和大英帝国将自己资源中的一小部分援助给

西藏”。英国有关中枢军事机关对此计划进行了讨论，结果认为没有必要加以实施。事实则是英

军并无力实施。 

1946 年 5 月 23 日，由英军中枢各部门组成的联合计划委员会（the JPC，即 Joint Planning 

Council）讨论是否进行“直接的军事援助”，特别是空中打击问题。会议召开的缘由以及讨论主

题，在 5 月 24 日总司令部秘书处官员麦克唐纳德致参谋长委员会的信函中体现出来： 

根据总参谋长（CGS，即 Chief of the General Staff）发布的指示，联合计划委员会在 1946 年

5 月 23 日的会议上重新讨论了《关于对西藏援助的文件：参谋长会议主席 1946 年第 736 号文件

和联合计划委员会修定版 1946 年第 4 号文件》（the paper on Aid to Tibet， COS（46）736（revised 

JPC（46）4）。 

这份给参谋长委员会的信函随即说明联合计划委员会讨论结果的坚决态度： 

随函附上联合计划委员会的建议，建议做了注解备忘录。这一备忘录现在附在你手中拥有的

参谋长会议主席 1946 年第 736 号文件的副本封面上，是为了确保在研究第 736 号文件正本之前

能够首先看到注解备忘录。 

注解备忘录指总司令部秘书处给参谋长委员会的注解备忘录（Explanatory Note from C in C’

s SECRETARIAT to 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关于联合计划委员会 1946 年第 7 次会议记录的

摘要》。 

它提出下列注解： 

（1）联合计划委员会重新审视了现有的关于援助西藏的文件《联合计划委员会 1946 年第 4

号文件—参谋长委员会主席 1946 年第 736 号文件》（JPC（46）4-COS（46）736），认为：根据

现有机型，对西藏这样的高原地带飞机飞进飞出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拥有合适西藏高原的机型

之前，《联合计划委员会 1946 年第 4 号文件—参谋长委员会主席 1946 年第 736 号文件》包含的

整个计划是不可行的。俄国人或中国人在拥有合适机型或火箭用于西藏之前，要利用西藏作为基

地针对印度是极为困难的。 

（2）就短时期的角度来说，联合计划委员会认为，并无任何实际可行的援助西藏反对主要

敌人的方法，或者说并不存在从西藏那个方向针对印度的任何威胁。 

（3）联合计划委员会认为，只有在飞机进出西藏的时机与条件成熟之时，正在考虑的援助

西藏飞机的计划才是给予西藏援助的唯一方式。 

可见，联合计划委员会认为不宜对西藏进行“直接的军事援助”，因为没有合适的飞机，印

度亦未受到来自西藏的“威胁”，俄国、中国一时无力以西藏为基地针对印度。尽管如此，联合

计划委员会提出可以向噶厦供应军火、武器。 

除了联合计划委员会反对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外，英印政府和驻印军队司令部也反对。

7 月 19 日，英印政府外交部秘书克莱顿（G.C.L.Crichton）致电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次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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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奉令提出英印政府外交部 1945 年 9 月 18 日 No.F.183-CA/45 信函中第 5 段，以及你 1946

年 1 月 16 日 No.1181 电报中第 4 段，随信转交陛下驻印总司令部和空军大本营（the Secretariat of 

His Excellency the Commander-in-Chief and Air Headquarters （India））准备好的关于对西藏军事援

助问题的文件。我们知道，驻印总司令已将这些文件半官方地转交给了印度事务部战时参谋部

（the War Staff at the India Office）。 

驻印军队总参谋部认为，从目前情况来说不用采取实际方法援助西藏反对主要敌人，西藏那

个方面并不存在对印度的实际威胁。因此，印度政府并不考虑在现下对西藏进行军事援助。不过，

如果西藏政府提出合理的援助武器和军火的要求，印度政府要尽可能继续提供。 

显然，除了未提空军机型问题外，英印政府和英印军方也反对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只

同意提供武器军火援助。8 月 14 日，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致函外交部官员基特森（Kitson），进

一步阐述英印政府的看法： 

请参考 1 月 8 日印度政府关于对西藏军事援助的第 227 号电报，和我们 2 月 16 日第 1181 号

电报。 

印度政府在 7 月 19 日 No.D93-NEF/46 中指出，总参谋部不主张在短时期内实际援助西藏反

对主要敌人，认为从西藏那个方向并不存在对印度的实际威胁，因此目前不考虑对西藏的军事援

助。不过，如果西藏政府提出合理的要求援助武器和军火，印度政府要尽可能的继续提供。的确，

不能不从相当不同的角度考虑，如果藏人自发地提出援助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认为，按照提供参

考的我们电报第 5 段的建议，操纵西藏政府提出要求没有问题。 

这个电文赞同总参谋部的意见，反对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赞同提供军火武器给噶厦，

其前提是噶厦自动地要求军火援助。 

在有关各方的反对下，英军中枢无力实施对西藏“直接的军事援助”。出兵占领西藏的计划，

只有一点得到实施，那就是向噶厦中的分裂分子提供武器军火，英印政府赞同说：如果噶厦“实

现军队现代化，就能够在相当程度上迟滞一个旅的兵力从那曲、昌都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

向拉萨进军”。这个政策实施的情况，如英国驻印度代理高级专员罗伯茨（Roberts）1950 年 3

月上旬对美国驻印大使韩德逊（Henderson）通报，已向噶厦中分裂分子提供了下列武器与军火：

“38 门 2 英寸迫击炮，63 门 2 英寸迫击炮，150 挺布伦式轻机枪，142000 发 2 英寸迫击炮炮弹，

14000 发 3 英寸迫击炮炮弹，1000000 发 303 炮弹。” 

总之，英军在冷战格局下出台了占领西藏的机密军事文件。文件声称以武力制造西藏“缓冲

区”，维持噶厦“自治”。文件研究了西藏地形和人口，认为不宜大兵团作战，只能投入小规模

空军，开展游击战。文件分析了“可能的敌人”俄国和中国，认为两国都会利用那曲、昌都两线

进军，俄军的战略目标是西藏东南部；预估了俄军、国民党军队进军所需时间和兵力规模。文件

认为，英军具有发动侵藏战争的“能力”，因为拥有较好和较短的空中供应线，可以打败俄军的

任何进攻，毫无困难摧毁国民党军的进军。文件拟定了英军进军时间、兵力部署和空中进攻等初

步计划，宣称在俄中两国的意图变得明显时就要拟定详细的计划，抢先进军侵占西藏。这份文件

在有关机构讨论时，英军联合计划委员会、英印政府和驻印军队总司令部等，只是赞同向噶厦中

分裂分子供应军火、武器，反对实施对西藏“直接的军事援助”，因为英军并无合适西藏作战的

飞机，印度亦未受到来自西藏的“威胁”。事实上，英军无力实施“直接的军事援助”，时机亦

不成熟。因此，这份出兵占领西藏的军事计划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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