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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生动展现党带领人民的奋斗历程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战役的胜利结束，蒋介石集团赖
以维护其统治的主要精锐部队
在战略决战中已被基本消灭，国
民党政府濒临土崩瓦解，中国革
命闪烁出胜利的曙光。在毛泽东
的提议下，1948年4月30日，中
共中央在西柏坡发布纪念“五
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
南京去”，并号召“各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
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
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
府”。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
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的热
烈响应。从当年的8月起，各方
面的代表陆续到达解放区，与中
共代表共同进行政协的筹备工
作。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发
布，标志着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
时不远了。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
届全体会议在北京（新中国成立
之前叫北平）召开，天宝作为藏
族唯一的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从
一个小“扎巴”，成为唯一代表藏
族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而且是第
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与各民主党
派领导人、社会名流、海外归侨
代表共聚一堂，以国家主人的身
份共商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事项，
这是何等的光荣！当然，天宝并
不知道，这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的北京之行，将会决定他参加和
平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之夜，新中国
的第一次盛大国宴在北京饭店
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及各界知名人士共 600 多人出
席宴会庆祝新中国成立。作为全
国政协委员，天宝应邀出席了这
次盛大的“开国第一宴”。宴会之
后，天宝在休息大厅遇见了第二
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
小平。刘伯承握着天宝的手说：

“桑吉悦希，我们就要进军大西
南了，你就不要再回西北去了，
跟我们一起回老家去吧！”就这
样，天宝从第一野战军转到了第
二野战军，并参加了解放大西南
的进军。

时间回溯到1949年7月。那
时，政协会议正在紧张的筹备之
中……然而，正当天宝和全国人
民一样满怀兴奋地期待人民政
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遥远的青藏
高原上却乌云翻滚，卷起阵阵寒
流。7月8日，西藏地方当局以防
共为借口，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
员会驻藏办事处。这一企图将西
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严重事件，
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的电波，迅
速传遍整个世界。一时之间，鼓
吹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言论
甚嚣尘上，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
活动也更加紧锣密鼓。9 月 17
日，西藏地方当局在拉萨召开官
员会议，作出从军事、政治等各

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
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之
后，西藏地方当局迅速将“文武
对策”付诸实施，竟然以“外交
局”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狂妄
宣称：西藏是“一直享有独立自
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军队
越境进入西藏领土”。俨然以主
权国家自居。与此同时，西藏地
方政府还极力扩充军队、组织民
兵，大肆准备武力对抗人民解放
军进入西藏。

西藏地方政府当局倒行逆
施分裂祖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
人民的极大愤慨，特别是藏民族
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广大藏族人
民群众更感切肤之痛，无不义愤
填膺，迫切希望早日解放西藏。

进军西藏事关重大。毛泽东
从一开始就亲自指挥，并在重大
问题上亲自决断。对于向西藏进
军的主要方向，毛泽东曾权衡再
三，颇费思量，最后批准西南局
刘伯承、邓小平“拟定以二野之
18军担任入藏任务。”的电告。

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
任务，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处理好
复杂而敏感的民族宗教问题以
及组织好修路和后勤保障等。解
决这一系列的复杂问题，极其需
要像天宝这样经历过长期革命
锻炼和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
1950年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参
谋长李达约见天宝并下达命令
说：“天宝同志，西南局和刘邓首

长决定你参加进军西藏。”参加
进军西藏，天宝并不感到意外。
多年来党的培养，不就是为了让
自己在解放西藏的工作中发挥
作用吗？

受命进军西藏以来，18军面
临诸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军
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既能打仗
又会做政治工作，但却很少有过
搞上层统战工作的经验，要说做
民族、宗教工作，几乎是一张白
纸。而现在需要重点做工作的对
象，不仅是上层人物，而且是藏
族上层人物，是藏族的土司、头
人、活佛。要和他们打交道，做他
们的工作，心中就更加没底了。

就在这时，天宝来到了 18
军。天宝是藏族人，当过喇嘛，熟
悉藏民族的宗教、文化和习俗，
与藏族同胞打交道有着天然的
优势。他又是参加过长征的藏族
老红军，受过党多年的培养，曾
在中央党校学习，又曾在延安民
族学院深造，系统学习过马克思
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参与
过《共同纲领》关于民族问题的
起草工作，并且是藏族中唯一的
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以天宝的经
历和身份，去做藏族地区上层统
战工作，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天宝虽然在18军不担任正
式职务，但他很快就融入到了18
军这个战斗集体之中，18军的干
部战士也都把他当作自己队伍
中的一员，称他为“天政委”。

参加解放西藏的伟大进军

（上接第五版）

1950 年 8 月 22 日，为解放
西藏和平谈判而奔走呼吁的格
达活佛，在前往拉萨途经昌都
时，被分裂主义分子谋害身亡。
格达活佛的遇害，标志着西藏地
方当局事实上已经关闭了和平
谈判的大门。

西藏地方当局对全国人民
要求和平解放西藏的呼声置之
不理，赴藏劝和人员和劝和团不
是被拒之境外就是遭到拘押甚
至杀害。更有甚者，西藏地方当
局把武装主力和民兵8000余人
部署到昌都和金沙江一线，决心
要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军事对抗。

形势清楚表明，若不给予西
藏地方当局顽固势力沉重打击，
和平之门断难开启，和平解放西
藏的善良愿望断难实现。1950
年8月23日，毛泽东批复了西南
局的“昌都战役”计划。

1950年10月初，发动“昌都
战役”进入倒计时阶段。各路参
战部队已经进入指定位置，各项
准备工作都在紧张有序的进行
之中。张国华、王其梅、李觉、天

宝、刘振国等西藏工委领导成
员，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昌
都战役的实施作最后的准备。就
在这个时候，中共西南局作出一
项决定，调天宝到康定，筹备成
立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为了“昌都战役”的顺利实
施，天宝已经做了大量工作，除
了向西康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党
的政策、动员他们提供牦牛支
援运输，还参与西藏工委对“昌
都战役”的研究。在这个时候接
到调令，对天宝来说太突然了。
不过，无论是天宝还是张国华
等18军领导都看得非常清楚，
尽管从组织关系上天宝离开了
18军，但是天宝在新的岗位上
仍然与18军、与解放西藏有着
非常密切的联系。

1950年11月24日，这是一
个喜庆的节日！

这一天，西康省藏族自治区
第一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
经过充分协商，选举产生了自治
区政府组成人员，天宝被选为第
一届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夏克

刀登、苗逢澍、阿旺嘉措、洛桑倾
巴当选为副主席。这一天，沿折
多河两岸的东西两条大街上人
群如潮，秧歌队、腰鼓队、弦子
队，将古城康定挥舞成了一条人
群欢乐的哈达，鞭炮声、口号声
和欢呼声响彻跑马山麓。当晚，
康定四十八家锅庄燃起一堆堆
篝火，载歌载舞，通宵达旦，喜庆
人民当家作主。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
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
州长，在自治州成立的当天晚
上，天宝与自治州的人民一道，
围着篝火跳了一个晚上的弦子
锅庄，喝了一个通宵的青稞美酒
……

中央为何选定康区建立新
中国第一个专区级民族区域自
治州？有什么特殊的重大意义？
对此，天宝生前在接受《甘孜日
报》记者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其一，康区在中国革命
历史上占有重要而光辉的一页。
1935年，“博巴政府”就是在康
区的甘孜建立的，康巴儿女为中

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
了巨大牺牲。这是一块红色的土
地。其二，康区是连接西藏与祖
国各地的重要关口和纽带，是解
放西藏的后方重地。康区自治政
权的建立必定为解放西藏并在
西藏建立自治政权做出榜样。其
三，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通
电起义，西康和平解放，为1950
年3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62
军186师胜利进驻康定铺平了
道路。从此，康区揭开了历史新
篇章。以上无不为中央所重视，
并最终确定为我国第一个专区
级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建立的首
选之地。

天宝就任西康省藏族自治
区主席后，把协调甘孜地方支
持、帮助修建进藏公路和机场以
及组织动员群众支援18军进藏
作为第一要务。一年后，18军先
遣部队胜利进入拉萨，随后张国
华率领18军军部抵达拉萨，各
路进藏部队也全部进入了西藏
各要地，完成了把五星红旗插上
喜马拉雅山的神圣使命。

当选自治州首任州长

厚重的文化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
生是“民族走廊”学说的奠基
人。他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认别
问题》一文中，把康定作为我国
走廊地带的一个中心地带来认
识，并指出：“我们以康定为中
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一
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
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
题，一但串联起来，有点象下围
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
走廊正处在藏彝之间，沉积着
许多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
是历史和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
园地。”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精辟
论断，应当说康定远古文化的
遗存就是“民族走廊”文化遗
存。现在表现得较为清晰的主
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
石棺葬文化；二是高碉文化；三
是语言现象，比如古老的木雅
和鱼通语等；四是服饰文化，其
中以木雅和鱼通服饰为典型代
表；五是古老的民风民俗……
应当说，这些都是由于远古部
落、部族，乃至民族南来北往，
东来西去，相互碰撞，相互交融
并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

康定地处汉藏民族过渡和
交汇地带，加之源远流长的川
藏“茶马互市”的经济交往，作
为汉藏经济贸易的重要集市口
岸，川藏交通的枢纽，必然带
来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
相互吸纳。因此，多元文化并
存的现象十分突出。就宗教文
化而言，在历史上，炉城一地
就存在藏传佛教、汉传佛教、
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并
存的局面。再如锅庄文化和老
陕街等的出现，也是多元文化
交融并存的结果。《康定情歌》
是一首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
民所熟悉和热爱的歌曲，这道
歌的雏形来自康定三道桥民
间，属于流行于康定的许多民
歌曲调中的一首曲调。在这首
曲调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藏
文化的韵味，又能体察到到汉
文化的影子。可以说，这首歌
就是多元文化交融升华的典型
代表和境界。据史载，早在元
代，被尊为帝师的萨迦第五祖
八思巴，就曾取道康定，并在
塔公寺留下弥勒佛像，然后回
到西藏。萨加班智达贡嘎坚赞
也曾途经康定去祖国各地朝
贡。著名藏医大师宇妥·云丹
贡布也曾到康定等地。据传藏
戏始祖、建桥大师也曾在今呷
巴留下建桥杰作。清雍正年
间，皇亲果亲王曾到今道孚县
惠远寺看望七纪达赖并送其入
藏，在康定时下榻明正土司衙
门。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大师张
大千先生、吴作人先生也曾到
康定采风，著名民族学家、历
史地理学家、藏学家任乃强曾
在康定居住多年，此外还有川
剧表演艺术家陈书舫、艺术家
戴爱莲等也曾在康定进行艺术
表演……康定厚重的文化基
垫，不仅在历史上为康定增辉
添彩，必将对未来的发展同样
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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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湖南省委宣传部指
导创作的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8日播出完
毕。该剧自播出以来受到好评。专家指出，该剧创
新了电视剧的结构方式，以非线性叙事呈现了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为民族复兴而进
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系列短剧《理想照耀中国》撷取建党百年以
来不同时期的40个故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团
结和带领中国人民，高擎理想信仰的旗帜，谋求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不懈奋斗的历程。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说，该剧

各集之间在人物、事件、时间、空间上基本独立，
没有因果联系，却由一条精神红线贯穿，通过歌
颂党、歌颂人民、歌颂祖国、歌颂英雄，表达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主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理想照耀

中国》是一部具有强烈风格化特征和独特魅力
的电视剧，通过40个历史故事，把现代以来中
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为民族复兴而进行
艰苦卓绝的努力呈现在观众面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喻国明说，《理想照耀中
国》打破传统的单一线性结构，有助于传递更多
内容和信息，表达多重情绪和思想；各个故事分
则独立、合则一体，风格和手法各异，又统一于影
片的总主题，化整为零，形散神聚。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