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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8年夏
,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联合在西藏自治区开展了社会调

查
,

一个重要的专题是研究拉萨市汉藏民族之间关系的现状和影响民族关系的因素
,

而社会

交往条件是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方面
。

西藏自治区 1 98 6年人 口总数为 2 0 2
。

5万人
,

其中城镇人 口 为20
.

6万
,

居 住 在 拉 萨 的 有

10
.

8万人
,

占西藏城镇人口 总数的 5 2
.

3%
,

西藏第二大城市 日喀则只有城 镇 人 口 2
.

5万人
,

远比拉萨少得多
。

许多世纪以来
,

拉萨一直是西藏的政治
、

宗教
、

文化和经济中心
,

在西藏

自治区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
。

拉萨在研究西藏自治区民族关系方面同样极为重要
。 1 9 8 7年在西藏 自治区的 7

.

2万 汉 族

中
, 5 2

.

5纬居住在拉萨市区
,

表 1可以说明在西藏自治区的绝大多数县中
,

汉族在当地居民中

所占的比例不超过 5 %
,

甚至在 56 % 的县中
,

这一比例不超过 1 %
。 1 9 8 8年夏我们在拉萨

、

日喀则
、

山南三个地区访问了几个县城
,

据介绍各县的汉族只有几十人或一百多人
。

这些汉族

大多是县里的干部和县医院
、

邮局
、

银行
、

兽医院等单位的技术人员
。

在西藏
,

汉藏民族真

正可能有大规模接触交流的地点是拉萨
,

关系融洽时彼此的交流
、

沟通主要发生在拉萨
,

关

系不融洽时发生矛盾
、

冲突的地点也是拉萨
。

藏族中关于汉族的看法
、

对汉族的意见和情绪
,

也主要是在拉萨形成
,

然后逐渐传播到各县城
、

传播到农村和牧区的群众中去
。

正是由于以

上几个方面的原因
,

我们把研究民族关系的地点选在拉萨
。

一
、

社会交往的条件和影响因素

在具体分析拉萨的汉藏关系现状之前
,

有必要对社会学民族交往研究的理论框架
,

简要

地介绍一下
。

在研究民族关系时
,

各民族集团成员之间社会交往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

面
。

当两个民族具有完全不 同的语言
、

宗教
、

文化传统时
,

广泛的社会交往可以增强相互之

间的理解
,

消除误会 (文化方面的误解常常是造成民族隔阂的重要原因 )
,

在交流和互助的

过程之中逐步建立融洽的关系
。

为了实现这种交往
,

某些客观条件是必须具备的
,

首先
,

这

两个民族的相当数量的成员要能有比较经常的相互接触机会
。

社会学家们一般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考察民族之间交往接触的情况
。

1
.

居住情况
,

即两民族互为邻居的情况
。

看看两个民族是普遍地混杂居住还是相互隔绝

形成各自的居住区
。

这个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所有成员 (不分性别
、

年龄
、

职业等个人特征 )

在居住地点与另一个民族相互接触的机会
。

2
.

民族分校情况
,

即两民族的青少年互为同学的

情况
。

看看两 民族的学生是否普遍同校和同班
。

教员的民族构成在研究学校里民族交往时也

应当予 以注意
。

3
.

工作单位的民族构成
。

看看两民族的成员们是否混杂在同一系统
、

同一单位

工作
。

这个方面反映了已就业的青年和成年人在其工作场所与另一个民族相互接触的机会
。



表 1 汉族在各县总人口 中的百分比 (1 9 8 2年)

汉族在总人 口中的百分比 %县 (城市的城关区 ) 数目

<1
。
O

,

1~ 弓
。
0

叻

2 1

共 61 个县
,

占西藏自泊区县数的 93%

S
。
1~ 1 0

.

0

1 0
。

1~ 2D
.

0

2 0
。
i ~ 3 0

。
0

> 30
。
O

(昌都
、

波密 )

( 日喀则
、

林芝 )

(拉萨)

资料来源
:
第三次全国人 口普查统计资料

。

以上是考察民族交往的三个最重要的方面
,

代表了人们 日常生活中花费时间最多的三个

场所
: 住处

、

学习场所和工作场所的客观接触条件
。

其它如娱乐场所 (是否参加同一个俱乐

部
、

去 同一个公园
、

酒吧等 )
、

宗教场所 (是否属于同一个教派
、

教会
,

是否去同一个教堂

或寺庙参加宗教活动 )
,

在某些情况下
,

对于民族交往情况的研究
,

也是很重要的方面 (参

看表 2 )
。

表 2 研究民族交往情况的几个方面

考 察 方 面 交 往 地 点 涉 及 成 员 研究的主要方面…一
层

{ 1

居 住
」

居住场所
住居区的

民族构成

同街区

(同居委会 )
同楼或同院

学 校 { 学习场所
在校学生

(教员 )

工作单位 工作场所 就业人员

学校的

民族构成

工作单位的

民族构成

同 校 同 班

同 单 位

(同 厂 )

同 科 室

(同班组 )

娱乐活动 娱乐场所 全 体

(特别是待业人员 )

娱乐场所主顾

的民族构成
同一俱乐部

宗教活动 宗教场所 信教人员
各宗教团体的

民族构成
同 教 派

同组 (打牌
、

喝茶
、

酒
、

下棋
、

打球等 )

同教堂或

寺庙进行礼拜

一个地区内两个民族的成员们在以上诸场所相互接触的条件和程度
,

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响和制约
,

其中最主要的有
:

1
.

历史因素
。 即历史上两民族之间的关系和交往情况

。

现时是历史的延续
,

历史上两

民族之间或是长期和睦或是长期敌对
,

都会在各自成员的心理和感情上留下痕迹
,

直接影响

现时各民族对待对方的态度
。

2
.

语言因素
。

如两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完全不懂彼此的语言
,

他们之间就无法进行交

流
。

所 以人们在搬家时
,

一定会考虑到新居所邻居的民族成份和他们的语言情况
。

所以语言

的互通程度往往会影响居住格局
。

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
,

语言就更为重要了
,

有的地区把汉

族中小学与少数民族中小学分开
,

或者是同一学校中分汉文班和藏文班
、

蒙文班等
,

其主要

原因就是各民族语言不 同
,

在教学中需要采取各 自本族的语言
。

3
.

宗教因素
。

宗教与价值观
、

生活习俗有密切的关系
,

在许多地区对民族关系有重要



的影响
。

如伊斯兰教规定不吃猪肉
,

这样
,

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
、

维吾尔族群众就无法在汉

族食堂或饭馆进食
。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和生活习俗如得不到充分的尊重
,

就会直接伤害他

们的感情
,

恶化民族关系
。

_

4
.

传统生产活动类型
。

许多民族的传统生产活动是不同的
,

如蒙古族传统上经营畜牧

业
,

鄂伦春族从事狩猎
,

汉族则长期务农
。

这种行业和传统生产活动格局的差别往往也限制

了各民族在工作场所的接触程度
。

5
.

政策因素
。

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对民族关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

如

南非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无疑是使白人与黑人之间处于对立状况的重要因素
。

与之相

反
,

民族平等和诚心扶助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则有助于使民族关系日趋融洽
。

6
.

个别事件的突发影响
。

在某种情况下
,

一件牵涉到民族利益或民族成员之间冲突或

亲善的个别事件也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对民族关系的整体造成影响
,

使得在 同一场所居住
、

学

习
、

工作的不同民族的人员之间的实际接触
,

比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可能大大减少或增加
。

本文将主要从拉萨市区汉藏民族的居住形式
、

学校和单位的民族构成这三个方面来介绍

一下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
。

由于在分析居住形式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单位集体户
,

所以我

们把居住地域和工作
一

单位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
。

最后
,

对造成 目前民族关系现状

和各单位民族构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初步的讨论
。

二
、

拉萨市的基本居住格局

拉萨市区的所有常住居民按户籍管理体制划归 9 个街道办事处
。

这些办事处大致可分为

两类
,

第一类是市中心围绕着大昭寺的八廓
、

吉日
、

吉崩岗
、

冲赛康 4 个办事处
,

下属各有
4 个居民委员会和儿十个单位集体户

,

所属常住居民都为城镇户 口
。

第 2 类是其余的 5 个办

事处
,

所辖地域一部分在市区
,

这部分市区居民都为城镇户 口
,

但都属于各单位集体户 (在

拉萨的每个行政
、

企事业单位的户籍管理都登记为一个集体户 口 ) 所以没有设居民委员会
。

所属地域的另一部分在郊 区
,

居民为农村户口
,

在行政上属于相应的乡 (如 纳金 乡
、

娘 热

乡 )
。

所形成的空间格局为
:

大昭寺周围是居委会所属的居 民户
,

市区道路两侧有许多单位

集体户
,
集体户的外侧邻近郊区的部分则是由乡管辖的农民户

。

据我们在拉萨调查了解的情况
,

市中心区居委会所属的居民绝大多数是拉萨居住时间较

久的藏族
,

几乎没有汉族
。

①这个区域是拉萨的老城区
,

最晚 1 7世纪即已初步形成
,

一直延

续到解放初期
。 ② 单位集体户的居民则为自治区

、

市
、

城关区等各级政府机关和所属企事业

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
,

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内地的汉族和从拉萨城区以外西藏地区和自治区外

其它藏区来的藏族职工 (这些藏族职工通过了一定收学习培养之后分配或调动来拉萨工作 )
,

只有一小部分是从老城区居民中招收的
。

近郊区由乡管辖的农民则基本上是本地土生土长的

农户
,

其中没有汉族
。

这样
,

在市区就存在着 3 种户籍管理体制并由两类办事处管理
,

表 3 可

① 拉萨市居民中还有少量的回族 (1 986 年为 138 6人 ) 和其他民族 ( 73 人 )
。

回族多为本地出生
,

穿藏服
,

讲藏话
,

但保持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
。

回族仅占全市人口的D
.

4%
。

② 参见赤烈曲扎
: 《西藏风土志 》 第阳页

,

西藏人民出版让
,

1始引伪 《西藏自治区概况》 第招页
,

西藏人民出版

社
,

1 98 4年 ; 以及土登晋关诺布和柯林
·

特尼布尔合著
: 《西杰 历史

·

宗教
·

人民 》 第叨页
,

1 9韶年中译本
。

.

铃 刃



裹 a拉萨市城关区居民构成及其组织形式

基 层 组 织 {户 口 种 类 居民民族构成 迁 移 情 况

市中心

4 办事处

居委会 城镇 藏族

一一族一
·

藏
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一

集体户 城镇

}一吧一
}

藏族大多来自外地

近郊区

5办事处

汉族

藏族

汉族都来自外地

农村 本地

以更清楚地反映这三部分居民的基本特点和管理体制
。

拉萨的单位集体户都各自用围墙圈一个大院子
,

办公楼及职工宿舍都建在院内
,

所属的

职工及其家属都居住和工作在这个大院里
,

特别是其中的汉族
,

除了去集市之外
,

很少有机

会与老城区的藏族居民相接触
。

拉萨市区的汉族与本地藏族居民在这种体制下
,

在居住方面

基本上处于某种程度的相互隔离的状态
。

三
、

拉萨市区单位集体户的民族构成与
“

分离指数
”

从表 3 可以看出
,

各居委会中汉族居民为数极少
,

据了解老城区 4个办事处所属居委会

的全体居民中 ( 1 9 8 7年底为 8 3 9 6户 )
,

汉族居民只有十儿户
。

汉族主要居住在单位集体户
,

所

以拉萨市区汉族与藏族较深入的接触实际上主要发生在单位集体户中
。

集体户的藏族中有一

小部分来自拉萨老城区各居委会
,

其他人虽然来自外地
,

但其中有些与老城区的居民有亲戚

关系或其它往来
。

所以集体户中的汉族通过这些藏族同事有可能与老城区的藏族居民有些个

人间的接触
。

这些汉族与郊区各乡的藏族农民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
。

所以
,

对单位集体户汉

藏民族构成的分析
,

实质上是研究拉萨市区汉藏居民在居住场所和工作场所相互 接 触 的关

键
。

我们在分析中用八廓派出所所属的 39 个集体户和娘热路派出所所属的 52 个集体户来分别

代表市中心老城区和近郊区这两类办事处的情况
。

西方社会学家在分析民族居住形式时常用的一个衡量指数是
“
分离 指 数

”
( Idn

e x of

D挑 im il 二 it y )
,

表现的是一个居住区域内各计算单元民族比例与总体 比例的偏差量
。

在
“
分离指数

”
的计算中

,

人们常常以城市街区和农村的自然村为计算单元
,

在拉萨市

的调查中
,

我们以集体户为计算单元
。 “

分离指数
”
表示在一个居住地域 (一个城市

、

一个

县
,

在本研究中是派出所所属地域 ) 里为使所属各计算单位的民族比例与整个居住地域的民

族忱例一样 (如一个城市总的来说两民族大 口的比例是 6 0
二
4 0 , 为使下属各街区所 属 人 日的

民族比例都达到 60
: 4 0)

,

至少有百分之多少的或者是 A 民族或者是 B 民族的人 口需 要 在 计

算单位之间进行迁移调整
。

① 八廓和娘热路两办事处所属单位集体户
“
分离指数

” 的计算结

果见表 4 。

① 参考 F
·

D
·

w 三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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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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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s 五d e n t i a一 a n d cS h o o l 女 g r e g a t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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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 t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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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拉萨市两办事处所属集体户的
“
分离指数”

…
所“
竺

.

…
}

集体户个州

汉族与藏族

人口比例

( 汉族为 1 )

汉族居民

`

分离指数
”

{骚蔡履恳皇 {藏族居民为汉 {
其中全部

’

{
汉藏职工比例 !汉藏职工的

}袋筑洽侣蓄 }族两倍或两倍 }居民为藏 }
`

_
_

}

{矍竺兰 {些竺竺竺 !
一
竺丝竺 )里整竺 {塑矍, 、廊 】

, 。

1
, . , 。 。

, 左生 心 J盆
,

、 1 J 7 1 1
. 上 . , U

竺竺}

—
{

—娘热路 1
。 ,

1
, .

, , ,

, 2侧出 八
J山弘 、 . 口自 I 占

.
上 . 白自

、 矛 `尖 , l } …誉…斗
-

表 4 中的数值可以说明以下几点
:

( 1 ) 在这些单位集体户中
,

干部职工 (或包括家属

在内的全部人 口 ) 中的汉藏比例并不悬殊
,

大致在 1 , 1
.

2一 2
.

3之间
,

其中寺庙中则全部是藏

族
。

( 2 ) 集体户中汉藏居 民的
“
分离指数

”
在 3 2

.

8至 4 5
.

1之间
,

也即是说要有33 %至 45 %

的居 民 (或者是藏族
,

或者是汉族 ) 在集体户之问迁移调整
,

才能使每个集体户都能达到与

该派出所集体户整体相同的汉藏比例
。

大致可以说
,

拉萨市区集体户的汉藏混居情况处于中

等水平
,

我们 1 98 5年在内蒙古翁牛特旗 26 个自然村的调查中发现那里的蒙汉居民的
“
分离指

数
” 为 54

.

8 (以自然村为单位 )
,

民族分离程度高于拉萨市区
。

表 4 还列举出分离程度较高的单位数
,

两办事处所属的 91 个单位集体户 中
,

藏族或汉族

占大多数的 (即超过另一 民族一倍以上 ) 共有 59 个
,

其余 32 个单位汉藏比例不很悬殊
。

寺庙

及基层行政单位 (如派出所 ) 主要是藏族
,

汉族极少有人进寺庙当喇嘛
,

由于老城区居民都

是藏族
,

经常需要与他们打交道的派出所
、

小学
、

商业服务部门的职工也以藏族为宜
。

可以

看出拉萨大多数企业职工也以藏族为主
,

反映了藏族工人队伍 30 多年来的发展壮大
。

在政府

部门和事业单位中
,

有的汉族比例大一些
,

有的藏族比例大一些
,

不存在整体的倾斜
。

在各

运输车队中
,

汉族职工占据明显的多数
。

综合以上情况
,

拉萨市集体户在汉藏人 口比例上各单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
,

这一

点明显地反映在
“
分离指数

”
的计算结果中

,

但进一步的分析说明这种不平衡基本上与各单

位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有关
,

与权力分配没有明显的关系
,

没有哪个民族在政府各机构中

受到明显的排斥
。 ①

总的来说
,

在西藏的各级党政机关中
、

,

藏族的比例普遍很高
,

而且越到基层组织
,

藏族

的比例越大
。

举拉萨市城关区所属 5洲名干部的情况为例
,

可以说明这一点
。

在这 59 4名国家

干部中
,

属于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共有 2 31 人
,

其 中藏 族 184 人 (占80 % )
,

汉 族 40 人

(占 1 7% )
,

另外 7 人属其他民族 , 属于党组织系统单位的共有 92 人
,

其中藏族 7 9人 (占8 6% )
,

汉族 10 人 (占n % ) ; 属于教育系统单位的共有 2 71 人
,

其中藏族 2 04 人 (占75 % )
,

汉族 5了

人 (占21 % )
。

这种情况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 (如内蒙古 ) 很相近
。

即干部的主体为当

地民族
,

在党政系统 (特别是在基层 ) 中少数民族干部的比例高于其它具有专业性质的部门

(如教育
、

科技
、

邮电
、

卫生
、

工业运输部门 )
。

在西藏自治区
,

如同在其他少数民族自治

区一样
,

党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

由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策建国 40 年来取得了 很 大 的成

绩
。

但是
,

仍有必要注意加强对少数民族科学技术人员
、

管理经营人员的培养
。

以改变依专

口 在马来西亚
,

政府明确规定华人不得参军
,

华人到玫仔邵门匡职主效氢泪识立方面雏息许多苛刻沟限制
。

悠 6工悠



mó多不

业性质区分的工作单位民族构成的不均衡状态
,

为民族向的交往沟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

上面谈到的都是常住人 口 的情况
。

据估计目前在拉萨市区的流动人 口和暂住人 口在 5万

以上
,

约为常住人口的 38 %
,

这些人的居住形式和他们对拉萨汉藏关系的影响
,

是不能忽视

的
。

这些人依其来拉萨的目的可分为几大类
。

第一类为藏族朝佛者
。

人数约 有 几 千 人
,

一

部分住在老城区的亲属家
,

一部分住在旅店
,

还有一部分住在城北的专设营地
,

与拉萨的汉

族完全不接触
。

第二类是藏族生意人
,

来 自青海甘南
、

昌都和川西
,

他们大多数在老城区居

民中租了房子
,

少数寄宿在城里亲戚家
,

他们主要从当地藏族群众和朝佛者手里收买畜产品

和药材再贩到原籍
,

与拉萨的汉族居民没有接触
,

有一小部分人也把内地的日用百货运来拉

萨出售
,

但他们往往竞争不过做同样生意的汉族
,

同时在拉萨接触的顾客也主要是藏族
。

第

三类是汉族生意人
,

他们来自四川
、

青海
,

有一部分来自浙江
、

江苏
。

一般说来
,

他们从事

的生意有几种
: 开饭馆

、

开商店
,

摆地摊卖百货
、

饮食摊卖面条汤元
,

做裁缝木匠在街上卖

成品
,

在街头修鞋
,

在 自由市场卖蔬菜瓜果
。

这些人 (特别是其中租下铺面的 ) 多数在拉萨

市单位集体户的居 民中有亲戚
。

晚上借宿在亲戚家
,

也有少数人在老城区藏族居民中租了房

子
。

这些人的顾客中虽然有不少是藏族
,

但他们与藏族顾客的个人间的接触并不多
,

甚至租

民房住的人与藏族房东的 日常接触也很少
` ①第四类是汉族建筑队

,

多数来 自四川
,

他们承

包各单位集体户的宿舍楼
、

办公楼的修建
,

住在施工地点
,

与市中心老城区有一定距离
,

与

本地藏族居 民几乎完全没有接触
。

⑦ 其他如来自内地或国外的短期旅游者
,

因其数量小停留时

间短
,

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

从以上情况来看
,

拉萨市的暂住人 口也可按民族进行分组
,

他们的大多数人与本民族的

当地居民居住在一起
,

在工作 (包括从事个体经济活动 ) 特别是 日常生活中主要与本族人打

交道
。

所 以我们可以说
,

拉萨市暂住人口和流动人 口中的汉族和藏族大致保持着相互分离的

格局
。

这同常住人口 的情况很相似
,

而且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

可 以说是常住人 口的民

族格局影响了暂住人 口和流动人 口的民族格局
。

四
、

拉萨市中小学校中的汉藏交往条件

在研究民族关系的各方面
,

与
“
居住分离

”
( R se id e n t全al S o g r e g at io n ) 紧密相关的是

“
学校分离

”
( S

o h o
ol S e g er g at io n )

,

反映了在学习 场所 的交往机会
。

如两个民族各有各

的居住区域
,

便会很自然地在各自的街区中形成各自的学校
,

学生们在学校里只接触到本民族

的孩子
。

与前面分析的居住形式相似
,

我们可以用学校作为计算单元来算出中小学中汉藏学

生的
“
分离指数

” (见表 5 )
。

从表 5 可以概括出几点
: 1

.

拉萨市的教育体制 (指汉藏学生入学的区域格局 ) 在某种程

度上与居住格局是重合的
,

也可大致分为三部分
。

第一部分是郊区县和乡
,

这里只有很少的

汉族居 民
,

因而 7 县的中学中仅有 14 名汉族学生
,

汉藏比例十分悬殊 ` 第二部分是单位集体

户 (包括企事业和部队 )
,

这部分居 民的汉族比例比其他部分要高 (汉藏比例约为 1 :
2 )

,

所改市区中学的学生中
,

藏族为汉族的 1倍半
。

由于企事亚和部队职工中汉族比例大
,

所属

① 我们在调查中接触到一对在吉崩岗闹市区租民房的汉族夫妇
,

他们来自浙江
,

摆摊卖录音带
,

每月房租 Zlot 元 9

据他们讲平时与房东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
。

② 老城区民房的拆修改建仍是由当地藏族施工队来进行
,

因为这些民房主要是藏式建筑
。

巴



表5 拉萨市中小学汉藏学生的
“
分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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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缺乏各校的具体数字
, `

分离指数
,

无法计算
。

小学学生中
,

汉族稍多于藏族
。

与此相适应
,

市属中小学教职工中
,

汉族亦稍多于藏族
。

造成企事业和部 队小学学生 中汉族超过藏族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那些藏族职工比例大的单

位中相当一部分单位职工总数比较小
。

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两派出所所属集体户
,

藏族人口

为汉族的两倍或两倍以上的 49 个单位的平均人数为 1 26 人
,

而汉族人 口为藏族的两倍或 两 倍

以上的 10 个单位平均人数为 4 21 人
。

单位总人口数量小
,

学龄青少年人数相应也比较 小
,

这

样往往无力独自开办小学而将职工的孩子送到所在街区由城关区开办的学校就学
。

单位规模

与其民族构成之间的这种关系和集体户开办小学中的民族比例
,

进一步反映出在单位集体户

这个范畴内
,

汉族职工子弟在入学方面存在着第二个层次的集中倾向
。

第三部分即是老城区
,

这里藏族居民占绝大多数
。

城关区开办的中学和小学里的学生主

要来自老城区的居民户
,

所以藏族学生明显多于汉族
。

1 9 8 4年城关区公办民办的 18 所小学的

学生中
,

藏族占 90 %
,

同时这些学校 3 70 名教职工当中
,

7 5
.

7%是藏族
。

郊区
、

单位集体户
、

老城区
,

这三个部分在学生入学的民族格局方面和居住形式一样
,

各自有着明显的特点
。

2
.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
, “

分离指数
”
的计算结果进一步反映出各类学校在民族构成方

面的特征
。

郊区县汉藏学生比例最悬殊
, “

分离指数
”
接近 60

,

反映出郊区县汉族学生的相

对集中
。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企事业和部队办的小学的情况
。

在这些小学里汉藏学生总数差别

并不大 ( 1 : 0
.

88 )
,

但
“
分离指数

”
高达 52

。

这表示若想使各校学生的民族 比例与总 比 例

一样
,

至少有52 %的汉族或藏族学生要调整学校
。

当
“

分离指数
”

为零时
,

说明一个学生也不

需要调整学校 , 如果
“
分离指数

”
是一百

,

那即是说两个民族的学生完全隔离
,

汉族学校中

没有一个藏族学生
,

藏族学校里也没有一个汉族学生
。

所以
“
分离指数

”
为 52 说明在这些集

体单位开办的小学中的民族隔离程度高于市
、

区开办的学校
。

相比之下
,

中学里情况要好一

些
, “

分离指数
”
为 31

。

市属中小学校职工的汉藏比例为 1
:
0

.

9 , “
分离指数

”
为 20

.

9 ,

相比起来是分布最 均 匀

的
。

这很可能与各校统一安排的课程设置和教师分配方法有关
。

市区各校特别是中学一般都

设有汉文和藏文两种班
,

分别以汉
、

藏语设课
,

同时藏文班也学习汉文
,

所 以各校既需要汉

族教员也需要藏族教员
,

语言的差异在这里是最重要的因素
。

另外
,

每年分配到教育单位的

大学和大中专毕业生中
,

也是既有汉族也有藏族
,

如果注意到各校教职工的民族构成并有意

进行调剂
,

就可以导致比较均匀的分布和较低的
“
分离指数

” 。



一

F面对拉萨城关区所属小学的情况再作一些具体的分析
。

城关区教育局下属小学17 所
,

其中 13 所在郊区
,

4所在老城区
。

在老城区的 4 所小学中
,

两所只招收藏族学生
,

另两所兼

招汉藏两族学生
。

我们来看看在汉藏同校的条件下汉藏同班的情况
。

在中小学中
,

学生们平

时接触最多的还是同班的同学
。

所以考察中小学汉藏学生相互的接触条件
,

在了解汉藏同校

(以学校为单元 ) 的情况同时也有必要注意一下汉藏同班的情况 (以班为单元 )
。

拉萨城关区所属的两所汉藏同校的小学 (实验小学和市第二小学 ) 里汉藏分班情况和各

班 民族构成见表 6 。

可以看出
,

由于近两年强调要加强藏文授课
,

藏文班的数量在这两所学

校有明显的增长
,

这是积极的一面
。

但与此同时
,

汉藏同班的程度明显降低
,

授课语言不同

是分班的主要原因
,

这是十分 自然的结果
。

但这种结果在客观上减少了汉藏学生 之 间 的 接

触
,

对汉藏民族之间的交流隐含着消极的影响
。

如果学校领导能有意识地组织汉藏文班之间

的交流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这个消极方面
。

裹 6 城关区两所汉藏同校小学的分班情况 ( 1 9 8 8 )

创西每球蔺矗雄忿拉亚

一
井

五
、

影响拉萨藏汉居民社会交往条件的因素

目前拉萨市区藏汉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
,

可以从儿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

最主要的是历史

因素
,

目前的格局是在解放时拉萨市居民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今天的老城市居 民区基本

上就是当年的城市居 民区
。

与这些老城市居民区相邻的当年一些小规模的寺庙
,

如米如寺
、

功德林
、

谢德林等
,

后来被一些单位 占用
,

成为单位集体户的地域
,

另一些后建的单位集体

户
,

则是在这些旧有建筑区的外围逐渐建设起来的
。

这种格局的形成有它一定的道理和历史

条件
。

可以说
,

新城区 (单位集体户所占地域 ) 基本上是由外来人 口 (他们自1 9 5 2年后分几

个时期迁移到拉萨 )在短时期内在老城区外围建立的
,

而不是城内居民的对流迁移造成的
。

新

城区居民的大多数仍然是藏族 (如八廓派出所下属 39 个集体户居民的 藏 汉比例为 1
.

7 :

l)
,

也没有迹象表示有任何一个单位排斥藏族
,

与此相反
,

差不多所有的单位都由藏族担任领导

职务
。

当拉萨地区开始设立 自治区
、

市
、

城关区各级政府和所属职能机构时
,

出于工作的需

要从区内外调来了大批藏汉干部
。

当时老城区的居住情况十分拥挤
,

在老城区四周的空地上

建房
,

要比在老城区拆迁征地建房要简单易行得多
,

既可节省拆迁费用
,

也不会引起政府机

关与老城区住户之间因拆迁所带来的矛盾
。

同时
,

新城区都由政府投资修建的单位集体户组

64 `



成
,

在整顿街容和安装公共设施 (上
、

下水道和输电
、

电讯等 ) 确有其方便之处
。

新城区和

这些单位集体户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

但这种居住格局一旦形成
,

客观上使得集体户中的汉族与老城区的藏族居 民之间相互接

触的机会大大减少了
,

从长远看不利于他们的社会交往
。

目前的这种居住格局在今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 由于目前老城区房屋破 旧
、

人 口拥挤
,

4 个办事处 8 3 9 6 户居民中无房缺房户近 3 0 0 0 家
,

汉族居民迁进老城区的可能性 是 微 乎 其

微的
。

但人口不断增长的老城区居 民或早或迟会有一部分迁出老城区
。

迁到新城 区 的 外 围

(远郊区 )
,

日常购物和参加宗教活动都很不方便
。

如有可能在单位集体户所占空地中划出

一部分让老城区的缺房无房户来建房
,

对今后增加藏汉居民之间的接触和社会交往将会有积

极的影响
,

同时也会受到缺房无房藏族居民的欢迎
。

特别值得研究的是拉萨市户籍管理的集体户制度
。

在其它城市也存在集体户
,

但在户里

的是各单位刚分配工作的未婚的青年人
,

只要结婚分到房子就可得到独立的户 口
。

在拉萨则

不管人们的婚姻状况和家庭规模
,

一个单位哪怕上千人仍然按一
“
户

”
统计

。

各派出所只掌

握各集体户的总人数
、

职工人数和家属子女人数
,

并不知道各集体户内有多少个我们平常所

说的一起居住消费
、

主要 由亲属关系联系起来的户
。

这种户籍管理体制有两个弊病
,

一是无

法进行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
tt
户

” 的各项统计与调查工作
,

二是使集体户所属居民在城区内

的迁移变得十分困难
,

实在有必要及早改变
。

一旦汉藏居民 (特别是汉族与老城区藏族居民 ) 住在一个地域
、

属于同一个居委会管辖

时
,

居委会便有可能组织各种形式的活动来促进他们之间的接触和交往
。

造成城关区所属 17 所小学中只有两所汉藏同校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汉藏分离的居住格局
。

小学生需要就近入学
,

八廓办事处下属居民中没有汉族
,

八廓小学自然也就没有汉族学生
。

汉

藏同校的学校里形成汉藏分班的主要原因是授课语言不 同
,

在加强藏语文教学这 个 大 方 南

下
,

汉藏分班是个大趋势
,

为了减弱汉藏分班对两民族学生交往方面产生的影响
,

一是可以

依照家长的愿望允许学生上用其他民族语言授课的班级
,

二是可 以积极组织全校全年级的活

动
,

促进课余时间汉藏学生之间的接触和交往
。

综前所述
,

。

目前拉萨市区汉族与本地藏族居 民之间的社会交往很少
,

其中的关键是现时

的居住格局使得他们缺乏相互接触的基本条件
。

这种因居住格局造成的成年人之间的相互分

离又进一步影响到孩子们在学校里的相互接触
。

我们在拉萨的户访调查中感到老城区的藏族

居 民对同在一个城市居住的汉族陌生
,

他们很少有汉族邻居和汉族朋友
,

在 日常生活中与汉

族很少接触
。

我们同时也感到在汉族居民当中不少人对藏族的了解是很表面的
,

个别人对藏

族的文化习俗持有误解和偏见
,

而且相互影响
。

这种局面对拉萨乃至全西藏的民族团结是很

不利的
,

需要认真加以研究
,

在现实条件下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来增加藏族与汉族居民

的相互接触和了解
,

这对西藏的政治稳定
、

民族团结
、

发展经济都会有积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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