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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西康格桑泽仁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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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

年
)

月"西康地区爆发了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提缴当地驻军枪械"建立西康建省委员
会的事件!这一事件是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与川康滇地方当局等政治势力在该地区相互博弈的产物"也和晚
清以来的西康建省筹议以及

A+!*

年爆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密切相关"对第三次康藏纠纷&诺那事件&西康正式建
省和甘孜事件等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演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民国西康史#格桑泽仁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刘文辉#西康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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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重点社科研究课题,国家整合与边疆政治.以西康建省为考察中心!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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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天华!

A+GG

%"#男#四川盐亭人#历史学博士#讲师&

!!

A+!*

年
"

月#西康甘孜县发生了(大金白利事
件)#随即演变成第三次康藏纠纷$此次纠纷贯穿了
整个

!*

年代#直到
A+C*

年才完全解决#对康藏局势
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

&就在第三次康藏纠纷演
化的关键时候#

A+!)

年
)

月#受到蒋介石'戴季陶'

龙云等人支持的国民党西康省党务特派员格桑泽
仁#在巴塘提缴当地驻军枪械#成立西康建省委员会
和西康省防军司令部#随后和藏军发生武装冲突#这
一事件被称为(格桑泽仁事件)&它深刻反映了南京
国民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川康滇地方当局等政治势
力在西康地区的竞逐情况#而且对第三次康藏纠纷'

诺那事件'西康正式建省和甘孜事件等一系列事件
的发展演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认真探讨#

&

一
!

格桑泽仁多次呼吁西康建省
A+)B

年
G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

+

月#流亡内地的九世班禅主动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

A)

月#东北易帜#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

A+)+

年
A

月#班禅驻京办事处成立#和国民政府建立了直
接的政治联系&

+

月#十三世达赖决定主动与国民

政府接触#并在他的指示下#时任北京雍和宫住持的
贡觉仲尼先后在北京和南京谒见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阎锡山和蒋介石$国民政府文官处女书记官刘曼卿
与贡觉仲尼先后代表国民政府奉使入藏#并获得十
三世达赖的隆重欢迎与热情接待&随后#西藏地方
政府在南京与北京等地设立办事处#与国民政府建
立起进一步的政治联系&南京中央政府(恢复与西
藏固有的紧密政治关系)的努力初获成果&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蒙藏事务的处
理#(对蒙藏各同胞#殊礼待遇#对有为青年#不惟特
设学校教育#并力予扶持#高其位置)

*

A

+

AG

&因此#包
括格桑泽仁在内的旅京康人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格桑泽仁!

A+*#

%

A+C"

"#汉名王天杰!一说王天
化"#巴塘人&

A+)C

年#加入国民党&在云南读完中
学后#进入西康陆军军官学校#由步兵科毕业&随
后#担任西康屯垦使署康区宣慰员#又在地方办民
团'任队长#后又任

)C

军边务处参事&

A+)"

年#随
班禅代表宫敦札西赴南京#是年冬到东北拜访九世
班禅&

A+)B

年夏#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

GAA



长#后又被任命为蒙藏周报社副社长$

&

A+)B

年
B

月
A

日#格桑泽仁'宫敦札西向国民
政府请愿#(请改康藏为三个行省#以西康原有

CG

州
县为西康省#前藏原有范围为前藏省#后藏原有范围
为后藏省)

*

)

+

!B#

&

A+)B

年
+

月
G

日#南京国民政府发
布西康等区改省并组织省政府令.(统一告成#训政
开始&边远地方行政区域#亦应分别厘定#肇起建设
宏规&所有热河'察哈尔'绥远'青海'西康各区#均
改为省#依照法令组织省政府&所有热河'青海'西
康三省区域#均所其旧&)

*

!

+

CAC

大约一年后#国民政府致电川康边防总指挥刘
文辉询问(西康近况及组织省府意见)#刘文辉在给
蒙藏委员会的,西康建省办法建议书-中却指出筹建
西康省的时机还不成熟#需要先行解决(增益辖境)

等问题&不久#因(报载英国嗾使藏兵侵犯康境)#格
桑泽仁又向蒙藏委员会提议尽速组织西康省政府#

蒙藏委员会(转送中央政治会议核复)后#国民政府
文官处随即致电刘文辉询问意见#刘文辉复电称.

(至西康省政府在理本当及时组织#以昭划一&惟是
为治之道不尚虚名#立政之经尤宜端始&康区为外
交问题所系#世界具瞻#倘徒有恢弘之表#而力不足
以举之#则诚不若首治川而次及康#为得先后之序&

33欲西康省府能副其名#非四川省府已臻健全不
可&)

*

C

+显然#刘文辉对西康建省一事并不热心&

同年#国民政府特派吴醒汉'魏崇邦为视察西康
专员#并会同四川省政府筹备西康设省事宜&阎锡
山专门致电刘文辉指出.(统一告成#国基宁奠#筹边
固防#允称急务&西康地大物博#经清末赵尔丰经
营#行省已粗具规模&今欲谋巩固西陲#收回西藏#

其关键惟在西康省府之组织#康民之内向&兹国府
派员视查一切#关于康省财政及解拨防军各项#尚请
审情度势#一致鼎力赞助#务底康省府于成#俾康民
得安#边圉日固#实党国之福也&)刘文辉复电(极表
赞同)并表示当早日促成西康建省&田颂尧'刘湘'

邓锡侯等四川军阀也电复南京#谓西康设省(现已规
划就绪#一俟吴醒汉'魏崇邦两专员抵省垣#即可组
织省政府)

*

)

+

!++

&

西康省未能在当时正式建置#原因甚多&首先#

刘文辉当时(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
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等要职#拥兵

A*

多
万#占地

G*

余县#踌躇满志#正做其/统一四川#控制
西南#问鼎中原0幻梦#无意建省)

*

#

+

)#

&其次#南京

国民政府仍未能有效管控川康#对于西康等处的实
际情形非常隔膜&

A+!*

年春夏间#另一出身西康的
蒙藏委员会委员诺那呼图克图呈请回康(宣慰)#但
国民政府文官处却责令其事(暂缓)#并致函蒙藏委
员会表示.(康藏现状究竟如何#正式报告甚少&此
后似应令饬蒙藏委员会咨商西康地方行政长官就近
随时查报#以免隔阂而期翔实)

*

"

+

)C+G

&

再次#此时康藏局势非常复杂#也严重影响了西
康建省事宜&西藏地方政府仍然坚持晚清以来的态
度#反对西康建省&况且#此事又牵涉到达赖与班禅
之间的纷争&

A+)B

年夏#与班禅关系密切的诺那呼
图克图和格桑泽仁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时#达
赖方面就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予以撤职#或调任其
他职位&

A+)B

年
B

月#格桑泽仁'宫敦札西向国民
政府提出改康藏地区为西康省'前藏省和后藏省&

A+)+

年#西康旅京同乡向国民政府提出委任班禅为
西康省政府主席&

A+!*

年#班禅更主动向国民政府
表达诉求.(西康民众近年来备受达赖征敛徭役之
苦#倾向敝佛$青海亦久陷于无政府状态中#并可由
敝佛加以领导#以促成该两地健全之省治&)

*

G

+

A"

A+!A

年#旅京西康人士再次呈请国民政府速建西康
省#并委任九世班禅出任西康省主席&他们说.(西
康民众素遭当地汉藏长官之蹂躏#以致民不聊生)#

为了拯救康民#(务须于最短期间力促西康省府之实
现#至于主席一职#西康旅京同人意见#即请委信仰
素著'爱戴无二之班禅佛爷充任#俾康民早登衽
席)

*

B

+

&这些举动无疑会引起达赖方面的强烈反对&

二
!

第三次康藏纠纷与格桑泽仁回康办党
A+!*

年
"

月爆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引发了
各方势力的新一轮博弈&纠纷爆发之初#南京中央
一度积极介入#以维护汉藏关系改善的良好势头&

A+!*

年
A)

月#蒙藏委员会在给行政院的呈报中说.

(当此藏事进行幸具端倪#此项纠纷如不及早解决#

深恐牵动全局无法收拾&33故拟于西藏问题未解
决以前#先调查西康现状#以为解决藏事之预备&

33拟请由钧院呈明国府#遴派熟悉藏康情形人员
赴康调查#或由属会加派人员随同前往#妥慎处理#

以期早日解决&)同月#国民政府决定派员前往康区
调解纠纷&

值得注意的是#格桑泽仁也积极介入康藏纠纷
的处理&当时#因为康定当局将(大金寺驻康之会首
七人#管押于旅部)#拉萨随即将白利乡(甲本部'阿

B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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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部二家价值数十万元之货物#全行扣押以为报
复)

*

+

+

C!"

&

A+!A

年
!

月#格桑泽仁专门请求蒙藏委
员会#(由本会委员长名义电请达赖发还!甲本从商
号伙友财产"#或令知达赖驻京办事处转达)#或者呈
请国民政府(以主席名义电饬达赖发还)&蒙藏委员
会随即训令西藏驻京办事处#(迅电达赖喇嘛#将所
扣甲本从商号伙友财产分别释放发还#以衅商艰)&

同月#格桑泽仁和马泽昭'丁伯衡'刘家驹等西康旅
京人士一起#再次建议国民政府实行(从速组织西康
省政府)等四项办法#以解决康藏纠纷*

+

+

")I"G

#

+AI+C

&

A+!A

年
C

月
A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西
康设行省#省会定巴塘*

A*

+

!"*

&两日后#解决康藏纠
纷特派专员唐柯三从南京起程前往西康&月底#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三八次常务会议议决#派
格桑泽仁为西康省党务特派员%

&时任陆海空军总
司令的蒋介石#(亦以康藏国防#关系重要#对该处情
形#感觉隔膜)#乃委任格桑泽仁为陆海空军总司令
部参议#发给无线电机一架#(嘱将康藏方面#关于国
防上各项情形#随时调查报告)&同时#(素极关怀边
疆)之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也
各赞助经费数百元&

#

月
)"

日#格桑泽仁带领中央
政治学校附设之西康特别训练班学生分别起程#其
中汪席丰等六人途经成都赴康定#格桑泽仁等人则
取道云南前往巴塘*

AA

+

A!IAC

&

同年
B

月#格桑泽仁在戴季陶支持的,新亚细
亚-第

)

卷第
#

期上发表,解决藏事之意见-一文#指
出解决西藏问题有和平解决办法和武力解决办法两
种#其中武力解决办法为.(以西康省为解决藏案之
主体机关&征集全康民兵#参加川军#组织护法军#

命班禅进驻西康#担任护法军总司令名义以资号召#

则名正言顺#事无不成&)

*

A)

+同期#他又发表,西康改
省之计划-一文#较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对西康建省
的看法&他说.(民国以来#川边镇守使坐守康定#无
意治理全康#且常施压迫手段#虐我康民#处处表现
民族间之不平等#故康人迭次反对&33今改西康
为行省#首宜确定康人之参政权#省府委员中至少亦
须加入过半数康人#用符本党民族自决之宣言与三
民主义之原则&如此则藏方观之#亦相信中央诚以
平等待我#更加一番觉悟#所占康地亦自能交还康
人$亦符其昔日之宣言#决不致有若何之争执&至于
西康方面向苦于康政之不能独立#康人之不能参政#

川局影响所及#几陷于无政府状态&且康地向分部

落而治#无整个之组织#今既改省#组织健全政府#直
接中央#并与康人以参政权#则康人莫不欢心踊跃#

西北已失各部#亦必自能团结$如是则汉康文化不难
沟通#三民主义亦渐次实现于三藏土地#彼帝国主义
者#则无从施其技俩矣&故西康改省#实与西藏有重
大关系&苟西康事处理完善#藏事亦迎刃而解&)他
主张西康建省应归并四川之建南

G

县#云南之中甸'

维西'阿敦子
!

县#及青海界谷县#共
CC

县&他主张
康定不宜作为省治#因为(康定为四川西康之交界
地#乃西康极东之一县#虽商业辐辏#然位置偏于一
方#向来川边镇守使驻此者#系图进窥四川退守康
东#直接炉关收入&坐守一隅#不求治理全康#是以
西部数千里地竟陷于无政府状态)&为(谋全康政治
之发展)#应该以(适中之巴塘)为省会#而且将巴塘
改名为西平#寓意国民政府(扫旧布新#使三民主义
渐次实现于三藏土地#西陲国防永久平静而民族平
等)&他主张成立省防军#训练本地军队#因为(川军
戍守康地水土不服#给养艰难#加以语言文字之不
同#与人民时起冲突)#而(康藏人尚武成性#家家自
备枪马#骁勇善战#若加以有系统之组织#则可节省
经费#事半功倍&)

*

A!

+

三
!

格桑泽仁事件之经过
格桑泽仁在赴康途中#又被云南省主席龙云委

任为滇康边区宣慰使&

A+!A

年
B

月底#格桑泽仁一
行到达滇康交界之中甸#格氏在此(召集滇康边境双
方土司大喇嘛头人各关系人员#居间调停历年之纠
纷)#并(宣传党义#中央威德#及国内外情形)

*

AA

+

A#

&

他又函告藏方#宣称(负责解决边区各县纠纷事件)&

解决第三次康藏纠纷的藏方代表琼让#随即致函唐
柯三#对此(诘责)#且(语多不逊)#(谓大白案须再延
日期)&同时#昌都噶伦阿丕也致函唐柯三#对此表
示(殊为诧异)#(中央既派特派员到康解决纠纷#何
以又有一宣慰使#实不可解#请明白答复)&信中#阿
丕(措词谬妄#对中央颇多指摘)&为了避免激起藏
人(恶感)#误及调解大金白利事件#唐柯三特致电蒙
藏委员会要求制止*

+

+

C"B

#

))G

&南京(中央据电后#即电
饬滇龙#取消宣慰使名义&格见头衔既去#未便久留
中甸#乃离甸赴巴)

*

AC

+

&

格氏派党部秘书黄子冀先赴巴塘#(先行成立党
部图书馆)#自己则赴早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乡
城'得荣等县#(宣布中央德意#及三民主义)

*

AA

+

A#

&

A+!)

年
A

月初#格桑泽仁到达巴塘#随即在巴塘大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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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宣扬(党化西行)#并且将此语译成藏文#像标语似
的贴在巴安各处的街头巷尾*

A#

+

!+)IC**

&格桑泽仁等
人此后又多次到义敦'稻城'理化各县宣传#(各送总
理遗像一张#及藏文油印之许多党义宣传品)#并开
设简易训练班#征集党员等&

其时#唐柯三和藏方代表几经商议#仍未能达成
各方都满意的协议&

A+!)

年
)

月#国民政府暂时停
止公开介入康藏纠纷#将其交由刘文辉负责办理#康
藏两军再一次剑拔弩张&恰在此时#

)

月
A#

日#川
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马骕在康定被刺#马部士兵约
!**

人全体哗变&康定兵变的消息传至巴塘#引起
了连锁反应&格桑泽仁记载说.(二月二十六日#康
定来信马旅长因克扣军饷#士兵哗变#被驻军枪杀#

市镇抢劫一空&33人民惶恐#街巷之间#莫不窃窃
私议&驻军遂诬!宣传干事"戴哴唏泄露军情#当被
扭出大街枪毙&)因此激起民怒#(入夜四处民兵大
集#将驻军包围#巷战数小时#遂悉数缴械)

&

*

A"

+

&其
后#(各县僧民代表一百四十八人#齐集巴塘)#组织
西康省人民自治委员会$格桑泽仁被推为西康建省
委员会委员长及省防军司令#并提出了(康人治康)

的口号#随即任命党部秘书黄子冀为巴安县长#并
(派兵向盐井压迫#盐井贡噶喇嘛#遂将驻军王营枪
支提缴#县长戴安琴被迫去职#又撤换巴安'得荣两
县长#进逼理化)

*

A

+

AG

&

!

月
A

日#格桑泽仁致电国民党中央汇报此事#

并请示处理办法&同日#包昂武'各苏'彭错'打吉'

萨加登巴等西康人民自治委员会代表呈报国民政府
称.(康民受川藏夹压#无可伸诉#幸蒙中央委格桑泽
仁回康办党#唤醒康人&乃驻康旅长马骕不协力御
藏#反压迫西康#并迭令僧等严防格桑#不准入康&

僧等为拥护中央命令#自卫自决#因将驻巴军队缴
械#成立西康省防军#公推格桑泽仁暂充司令#静候
中央办理&)国民政府随即回复人民自治委员会#说
正(交行政院核办)

*

AA

+

)AI))

&

!

月
AA

日#蒙藏委员会
委员长石青阳复电格桑泽仁称.(边事不堪糜烂#军
民纠纷#望和平解决#万勿扩大#已分电自乾!即刘文
辉%引者注"令驻康军阻止矣&)

*

AA

+

)!

!

月
A"

日#行
政院第十六次会议议决.(一'由中央党部将格桑泽
仁撤职查办#二'格桑泽仁擅称西康省防军司令#殊
属不法#着刘总指挥勒令取消#并解散所部#缴存枪
械&)

*

AG

+

!

月
)B

日#石青阳致电格桑泽仁称.(党军冲
突案#今日院议决请兄取消委员长'司令名义#回京

报告#一面派人查办驻军杀害戴日良晞事件&33务
望遵照中央命令#静候公平解决#勿使事情扩大#贻
误边防#不胜企盼&)

*

AA

+

)!I)C

C

月
A)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格桑泽
仁称.(此次西康事变#传说纷纭#呈电互祗*抵+#中
央在未明瞭真象*前+#未便处理&惟该员自称西康
省防军司令#及西康省建省委员长名义#速即取消#

克日回京报告&)

'

C

月
)#

日#格桑泽仁复电石青阳
说.(康民革命#实系自求解放&)

*

AA

+

)C

#

月
!

日#格桑
泽仁又致电石青阳说.奉电示后#(遵即将省防军'建
委会事送交各县僧民代表#待命回京&讵人民以西
陲国防地方秩序为词#严辞峻责#痛哭疏解#不允卸
肩)&

#

月
)#

日#西康人民自治委员会又致电国民
政府称.(溯至四川军阀盘踞西康#蹂躏人民#政治则
包而不办#建设则言而不行#甘瞻之役#丧师失地#贻
误边防#其无统治西康之力#至为明显&33康民激
于义愤#乃将驻军解决#组织人民自治委员会#成立
省防军及建省委员会#群戴格桑泽仁特派员兼摄司
令及委员长等职&方庆领导有人#民困得苏#忽闻院
议调特派员返京#取消司令及委员长名义#全康僧民
惶惧欲绝&窃川军压迫人民已达极点#若再容其统
治#则中央建省之令难期实行#民族平等之义徒成虚
语#西陲国防恐无宁日&军民宁抗拒以死#不苟且以
生#千请收回院令#无任企祷&)

*

AA

+

)"I)G

根据上述各方来往电文可以看出#格桑泽仁此
次起事#正是利用康区人民对西康当局(仇视的心
理)#打着(革命)的旗号#力图促成自己呼吁多年的
西康建省事宜#其中成立省防军等事正是前述格桑
泽仁所主张的具体建省措施之一&同时#格桑泽仁
的行动也得到了当地一些土司'头人和喇嘛的支持&

国民政府为了不影响康藏纠纷的解决#虽然没有取
消格桑泽仁西康党务特派员的名义#但多次要求格
桑泽仁取消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康省防军司
令称号#(克日回京报告)&然而#格桑泽仁却借口当
地人民(强留维持)以及五月间开始的对藏作战#自
己继续留在巴塘#只派了黄子冀'杨润滋等人前往成
都'南京#向刘文辉和国民政府(商洽)与汇报&同年
"

月
C

日#行政院令派石青阳和诺那呼图克图赴西
康(查办事件)$除调查康藏纠纷外#石青阳也有意将
格桑泽仁事件一并调查处理#然此事终不果行&

另一方面#事件发生后#刘文辉除积极向南京中
央请示外#也积极进行军事布置#增派部队到康听候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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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遣&然而#刘文辉仅仅借(格桑泽仁事件)增兵入
康#并未直接向巴塘进军#而是先将这些兵力用于反
攻藏军&

A+!)

年
!

月底#川康边防军和藏军之间的
战事再次展开&据西藏方面记载#康藏纠纷交由刘
文辉办理后#(刘文辉仅派康定茶商姜兴元以书面及
口头来向代本琼让声明#谓此次系驱逐格桑泽仁出
境#对藏方并无军事行动#不必疑虑&等语&此外#

并无一言提及川藏之事&岂知其纯属欺诈行为&彼
一面忽将康定噶拉仲以内牛马夺取殆尽#由瞻河派
发汉军三千名#由打乌仗古各处派军三千五百名'大
炮四尊'机关炮十六尊'格轮炮十二尊#又由瞻河打
乌仗古等地运送枪弹'粮饷无数&33遂乃首先发
难#将志乌噶仔等地先后夺去#进而围攻瞻对#夺其
属地#于是藏方亦不得不还击以自卫)

*

+

+

)GB

&

就在刘文辉攻击藏军之前#格桑泽仁已开始与
藏军作战&至于双方作战的起因#通常的说法是格
桑泽仁与盐井贡噶喇嘛发生争执#贡噶喇嘛投靠藏
方#因而引发战事&格桑泽仁却说是因为当时藏军
与川青军队处于对峙状态#(藏方数次派代表到巴
安#以同族同教#一致联合相鼓励#威胁利诱#无所不
用&我始终明白告曰./我是中央派来西康办党务工
作的#33在宗教上我个人对达赖大师也同样信仰#

但在政治上我们彼此的立场不同&拉萨政府#无理
进兵侵犯康境#我不能与其合作&033不久藏方公
然派步炮兵各一团#另附民军二千余人#大举进攻康
南#我乃兼任康南民军总指挥#扩大组织各地民军及
各寺喇嘛军#加以抵抗&)

*

AB

+

"贡噶喇嘛则因(有多数
财产及其兄弟在藏任职)#迫于藏方警告#(率其所属
民军中一小部分#向藏投诚)

(

*

AA

+

!*

&

其实#藏军围攻巴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对
格桑泽仁的敌视&一方面#拉萨认为格桑泽仁在巴
塘等地鼓吹(危险思想)#达赖喇嘛就向各贵族官员
训话说.(西藏今日之地位及汝等之处境#非常险恶&

远看外蒙赤色恐怖情形#教王与一般贵族多被打倒
惨杀#近看西康一带也有人鼓吹一种危险思想#煽动
所谓革命#竟驱使西康僧民疯狂的与藏军作对
33)

*

AB

+

G另一方面#

A+!)

年
C

月#国民政府正式特
派班禅为(西陲宣化使)#驻锡青海&对此#西藏当局
反应强烈#(藏人对此尤认为中央援助班禅夺取西藏
政教之权)

*

+

+

)B+

#指出#如果和班禅关系密切的(格桑
泽仁树一部分势力于西康#班禅树一部分势力于青
海#西陲将更形破裂)

*

G

+

)"!"I)"!+

&

对于格桑泽仁与藏军作战之事#国民政府高层
还是持肯定态度的&

G

月
A+

日#军事委员会参谋部
复电格桑泽仁称.(以地方之力捍卫孤城#抗敌抚民#

绥靖边疆#借纾中央西顾之忧#殊深嘉慰)$中央(正
规划底定全局方案)#要求格氏(以本党立场国家观
念#在刘总指挥指导之下努力奋斗#为西康改革之先
驱)$蒋介石和石青阳等人也应格桑泽仁的要求#责
令刘文辉与之(合作御敌)&不过#蒋介石也要求格
桑泽仁#(凡关于军事政治#至望商承刘总指挥办理#

以一事权)$至于格桑泽仁提出的(明令讨伐藏番一
节)#蒋氏明确指出#(在此国家多事之秋#似可不
必)

*

AA

+

!CI!+

&由于刘文辉和格桑泽仁都对藏军作战#

因此双方确有合作#(始则函电交驰#继则互派代
表)#刘文辉还曾派员慰劳奖励格桑泽仁方面#并接
济了一部分子弹'手榴弹&

A+!)

年
G

月底#藏军全面溃退#川康边防军随
即占据金沙江以东德格'邓柯'石渠'白玉等县#双方
决定议和&同时#南路藏军亦多次致函格桑泽仁(请
停战)#随即双方停止战事&川康边防军也于此时派
队到巴塘(接防)#并邀请格桑泽仁参加与藏方的和
议&格氏以通电的形式提出了自己对康藏和议的主
张.(所有数十年一切连带纠纷问题#均应乘此求整
个解决#以期一劳永逸&如西康建省'康藏界线问
题#达赖班禅合作'班禅回藏问题#两藏治权及统属
问题#西南西北各省与西藏通商问题等项#悉应妥为
规定#切实办理&)他派格桑月喜等人前往参加和议#

自己则将(党部职务#派段绶滋秘书代理外#所有省
防军司令及建省委员会#亦遵照中央命令撤
销)

*

AA

+

C*ICA

#随即于
+

月
A

日离康#经云南返回南京#

仍任蒙藏委员会委员'参谋本部边务委员等职)

&

(格桑泽仁事件)至此结束&

四
!

余论
南京国民政府在派出唐柯三前往西康调解第三

次康藏纠纷之后#又派出生于西康'和九世班禅关系
密切的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以党务特派员的身
份前往西康活动#格桑泽仁并得到蒋介石'考试院院
长戴季陶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等人的支持&当唐柯三
调解失败#国民政府将康藏纠纷交由四川省主席'川
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负责办理的时候#格桑泽仁
却趁机在只有少量川康边防军驻守的巴塘提缴驻军
枪械#组织西康建省委员会#成立西康省防军#揭出
(康人治康)的旗帜&可以说#这一事件是当时多方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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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博弈的产物#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没有清晰的治
理康藏政策的结果&

A+!)

年
"

月#,大公报-发表社论指出.(近来地
方则空谈西康建设#加紧剥削#激怒边氓#中央则务
为空阔之论#派格桑泽仁回康办党#实际则反对刘文
辉#造乱巴安#宣言独立建省#是直火上加油#自重纷
扰&自是以后#川藏问题中#又杂以格桑泽仁反刘一
幕&刘为中央任命之川康边防督办#军权在握#倚畀
素隆&而格氏固亦中央特派员#居蒙藏委员会之要
职&谓刘可用#则不应假格以名义造乱&谓格可信#

则不应予刘以全权治康&在政府瞎马盲人#随便措
置#轻率任使#而地方纠纷愈甚#康事将愈不可收
拾&)

*

A+

+

A)*+

+

月#,大公报-再次发表社论指出.国民
政府对刘文辉#(一面责其尽职#一面应许予后援#庶
使边吏安心#边事有托#其于川局之安定亦复大有裨
补)

*

)*

+

A!*#

&有研究者认为#格桑泽仁事件可以看作
是国民政府(利用康藏边区不稳定的局面#挖刘文辉
在西南中国的墙脚#以建立起自己的势力)

*

)A

+

AA"

&

应该说#国民政府没有明确所派出专员各自的职责
和权限#没有明确他们和地方军政势力的关系#致使
各方时有冲突#这是格桑泽仁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此次事件因牵涉十三世达赖和九世
班禅之间的政治纷争而更显复杂&格桑泽仁回康办
党一事#当时就有消息说#格氏自称系(奉中央及班
禅佛命令来康组织合法政府)&虽然班禅驻成都办
事处专门声明格桑泽仁的行动并未得到班禅的授

意#并斥责格桑泽仁(背叛中央#称兵造乱)#吁请中
央(严重制裁)

*

))

+

&格桑泽仁在巴塘的行动不可避
免地引起了达赖方面极大的疑忌&此点前文曾多次
述及&

A+!)

年
#

'

+

月#,大公报-先后发表社论指
出.(惟有应切实注意者#以班禅之无力#与达赖对班
禅之猜忌#如果欲利用班禅#制止藏番东侵#其有无
效力#固不敢知#而反响如何#要不容不虑#此又吾人
之私忧&)

*

)!

+

"GA

(吾人以为政府对西藏之外交#军事#

应有整个计划#作政治解决#对达赖心理#应有切实
安慰&)

*

)*

+

A!*#由此可见#南京政府在与达赖和班禅同
时打交道时#对于孰轻孰重#孰先孰后#不但没有一
个明确的方案#而且经常变化#以致政策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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