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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息來源： 

(一)中國時報今（二○○二）年八月九日及十日報導，嘉樂頓珠去年下半

年在北京與相關方面討論達賴與西藏關係等問題，並提出想回西藏看

看，但遭中共拒絕。今年七月三日，他以私人身份返西藏、青海、新

疆等地方訪問一個多月，並與中共統戰部部長王兆國及西藏自治區主

席列確、黨委副書記熱地等官員會晤。嘉樂頓珠建議中共，加強與在

印度及各國的海外藏人的聯繫工作，以及恢復溝通交流。 

(二)中國時報今年九月十日、十七日及廿七日報導，西藏流亡政府九日發

布新聞稿指出，兩名西藏代表洛地嘉里和洛桑堅贊已於九日抵北京，

並將訪問拉薩。這是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自一九九三年正式接觸管道

中斷以來，近十年來第一次的公開訪問。九月中，洛地等人分別抵拉

薩，會見自治區主席列確，並在布達拉宮做短暫停留，對當地變化印

象深刻。十六天的訪問，除北京、拉薩外，還到過上海、成都及日喀

則，回印後，廿八日向達賴報告此行與北京會談的成果。 

(三)聯合報今年九月十一日及十七日報導，達賴辦公室九日表示，一九九

七年以來，曾有四至五個流亡政府代表團造訪北京，但層級都不及這

次「正式」。九月十日，中共外交部記者會上，發言人孔泉不願證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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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達賴特使抵北京訪問，只表示最近確實有一些國外藏胞經過批

准，以「私人身份」回到大陸，到西藏及其他藏區參觀訪問及探親。

北京方面對達賴特使訪問大陸一事非常低調。 

(四)國際前鋒論壇報(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九月十三日轉載華盛頓郵

報的報導，中國於本週邀請達賴兩位資深代表訪問北京及拉薩。這是

一九八四年以來西藏領袖的資深代表首次公開到中國，洛地嘉里曾於

一九八四年訪問通北京和拉薩。 

(五)華府「國際西藏運動」組織出版的二○○二年第三期「了望西藏」刊

出，達賴喇嘛的特別代表嘉日洛珠堅贊的聲明。對於訪北京之行有較

詳盡的敘述。首先，說明他們此次訪問的受到中共中央統戰部的邀請。

九月九日抵北京一廿七日返抵達蘭姆薩拉。訪問期間曾到北京、成都、

上海、拉薩、日喀則林芝等地區，會晤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

副部長李德洙、中共政協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西藏人大主席兼黨

委副書記熱地、自治區政府主席兼黨委副書記列確、自治區統戰部部

長桑珠、四川省政協副主席阿陳等人。 

由上述的報導可知，本年度截至目前西藏流亡政府與中共方面的接觸

值得注意的有兩起。中共方面皆以屬於私人訪問處理。但達賴方面，由於

嘉樂頓珠的特殊身份，總視其為達賴特使，因此這兩次來自流亡政府的藏

人訪問中國行，皆被當做是官方的訪問。 

二、影響未來雙方接觸的幾個因素： 

一九五九年達賴流亡海外後，直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才開始和達賴

方面聯繫。因為一九七八年鄧小平復出，提出八○年代的三大任務：實現



四個現代化、和平統一祖國和反對霸權主義。鄧小平希望與達賴談判，期

待達賴及其追隨者放棄獨立主張，回歸祖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日，鄧小平秘密會見達賴二哥嘉樂頓珠，提出關

於對話的問題。二十八日，鄧小平主動對美聯社記者表示，達賴可以回來

的訊息。達賴自此開始派代表與中共當局接觸。第一次正式接觸在一九七

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鄧小平會見達賴的代表時，清楚表示「根本問題是，

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 . . 只要達賴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

與中央對話」。從一九七九年八月到一九八○年九月，中共有關部門共接

待達賴派出的三批「事實探尋團」和兩批親屬回國參觀團。一九八一年七

月，嘉樂頓珠代表達賴到北京談問題。胡耀邦親自接見，提出了對達賴喇

嘛的五點方針。一九八二年四月，達賴首度正式派出「三人代表團」前往

北京與中共中央會談。一方面，達賴從這時候開始在國際上從事宣傳，放

出擬回西藏的訊息。一九八四年十月，另一個「三人代表團」赴京時，轉

達了達賴願與中共中央保持聯繫、增加了解的願望，以及希望在一九八五

年回去參觀。當中共表示歡迎，並重申五點方針。達賴並未如期回去看看，

中共感到達賴缺乏誠意，一九八六年七月，中共拒絕達賴派出的第五批「事

實探尋團」。由於經過五、六年的接觸，中共無法達成與達賴直接對談，

而且連已公開向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表示八五年回藏的行程也藉口更

改，令中共感到不滿。 

一九八七年九月，達賴訪美並在國會提出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

計畫」。一九八八年六月，達賴訪歐在斯特拉斯堡提出的建議，西方輿論

認為是一個妥協的「中間道路」。兩次建議都提出和中共中央就「西藏的

未來」舉行談判的要求。中共針對達賴要求，公開說明三個原則：不能以



 102 蒙藏地區現況雙月報第十一卷第六期  

「噶廈」名義派出代表團；斯特拉斯堡建議未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不能

作為談判基礎；可以在任何地方舉行會談，但不能有外國人參加。一九八

八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共駐印度使館將中共談判立場交給達賴方面。隨即

獲達賴方面的回應，願意在一九八九年初在日內瓦舉行第一輪會談，代表

團有六位代表，其中一位是荷裔美籍律師，達賴本人不出席。中共對此有

意見，談判擱置。八九年初十輩班禪圓寂，達賴拒絕接受中國佛教協會會

長趙樸初邀請回中國悼念班禪。同年三月，拉薩發生動亂、六月天安門事

件、十二月達賴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些事件提高了達賴的聲望，增加了對

中共談判的籌碼。卻也因此讓幾近隨時可以舉行的會談觸礁。中共關閉與

達賴會談的大門。達賴更加利用其國際聲望，敦請各國政要插手催促中共

與其舉行會談。迄至今年，流亡政府單方面公開派代表訪北京的消息，雙

方重啟溝通管道。然以下的因素可能影響未來雙方關係的發展。 

（一）堅定的政治立場： 

從雙方開始聯繫溝通迄今，我們見到雙方皆有堅持的立場。對中

共而言，領土完整及祖國統一的原則是絕不讓步。因此，中共對達賴

的政策自一九八一年胡耀邦向嘉樂頓珠提的「五條方針」後，未曾改

變過。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達賴要公開放棄獨立的主張，承認西藏

為中國的一部分。由於一九九七年達賴來台訪問，使得中共要求達賴

公開表示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之外，同時要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此外，一九八八年出現「舉行會談」曙光時，中共提過會談「三

不原則」。十多年來，中共未曾鬆動過這兩個基本原則。 

而達賴方面，從公開地宣稱尋求「西藏獨立」到一九八○年代以



「五點和平計畫」、「斯特拉斯堡建議」取代的訴求中，雖沒有提及獨

立主張的字眼，但達賴就是沒有接受中共建議，公開表示放棄獨立主

張，因此，他的任何新建議皆為中共解讀為尋求「半獨立」或「變相

獨立」的主張。何以達賴遲遲難說出放棄獨立的主張，其關鍵在於流

亡政府內部對於獨立的立場有不同的聲音，達賴無法整合內部意見達

成共識的情形下，確實有其難言之處。 

因此在相當堅持自已的立場，又沒有任何願意讓步的一方或任何

共識的情況下，要想在短期內達成會談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二）尋求國際社會及輿論的支持： 

在這方面達賴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特別是在八○年代未期，獲諾

貝爾和平獎之後。事隔多年達賴光芒不若前些年，但是尋求國際支持，

仍是個有效將西藏問題保持見光度及拉昇其國際化的方法。因此加強

文宣將會是達賴方面對外的重點工作之一。此外，爭取各國或組織支

持的工作亦仍持續，一些人權團體，反中共政權的國家，中國境內爭

取獨立的各民族或台灣台獨主張團體仍將是其訴求爭取支持的對象。

不過，在八○年代未九○年代，達賴國際聲望如日中天時，無法透過

國際社會的壓力，達到他所希望和中共的談判的目的。而今若達賴或

其政府依舊堅持其政治立場，仍想借國際社會或輿論力量，影響中共

與之舉行的談判，相信此希望將比過去更渺茫。 

過去，中共一受到達賴利用媒體影響中共國家形象時，中共的文

宣機構只得迎戰消毒。因此而有西藏人權白皮書等等有系統的文宣品

出爐。近年來中共採取積極出擊方式，在各國舉辦「西藏文化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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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家以學術交流方式出國訪問及舉行座談、邀請外國政要、媒體人訪

問西藏等等，此無非是想提供有關西藏的正面資訊以抗衡達賴方面的

說詞。中共與達賴的輿論爭戰相信會繼續展開。因為二○○八年中共

將主辦奧運會，其國際形象的維護會比處理西藏問題更重要。 

雙方在這方面的努力，相信未來西藏的議題仍將出現在媒體，但

證之於此次西藏代表赴大陸訪問一事，則可預見中共媒體若非政策交

待，則對西藏的討論可能淡化處理。 

（三）共打擊「分裂主義分子」的立場不變： 

中共採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穩定」「發展」是中共治藏政策揭

示的目標。從中共不斷喊出「一手抓穩定、一手抓發展」「兩手皆要硬」

的宣傳口號中，不難了解中共未來治藏政策方向將持續不變。而在「穩

定」「發展」皆重的情況下，前者又較後者受中共重視。去（二○○一）

年六月廿五日至廿七日中共召開第四次西藏工作會議上，江澤民指出

有關達賴的西藏工作就是，「深入開展反對達賴集團分裂活動和國際反

華勢力滲透破壞活動的鬥爭. . . 堅決維護西藏的穩定和祖國的統一」。

今年七月十八日胡錦濤率中央代表團到拉薩參加中共進藏五十週年紀

念，第二天的人民日報海內、外版皆提到北京誓言擊潰在西藏的分裂

主義分子。二十日，胡錦濤呼籲重新對達賴及其流亡政府的活動展開

鬥爭。中共若持續不放鬆打擊動亂，將給予達賴及其政府控訴中共違

反人權的口實不過對雙方接觸談判的助益不大。因為中共目前治藏更

有信心。 



（四）中共在藏若干措施更具彈性：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西藏的發展有目共睹。此次西藏代表赴藏

亦有對變化印象深刻的感言。而西部大開發的啟動，青藏鐵路興建的

創舉皆令中共對治理西藏更有信心。因此，在策略上採取較彈性政策。 

首先，今年七月為止已釋放六名政治犯。今年開始解除了海外藏

人回中國的禁令。今年五月廿二日西藏自治區第七屆人大十五次會議

通過一項法律，規定自治區內包括漢族等所有族群，均需學藏語。這

是中共以立法維護少數民族語言的先例。中共這些彈性做法將有助於

辯駁對其違反人權的指控。在與達賴談判更具優勢。 

（五）達賴的圓寂將可能對西藏問題有影響： 

目前，海外藏人團體中對西藏前途主張已見分歧。達賴在此問題

上，可以說屬於比較溫和的一派。另有一派主張以暴力手段解決西藏

問題的激進派，已對達賴的「中庸之道」作風頻有微詞。 

有外國外交人員表示，北京的一些人很清楚表示對達賴而言最好

是在海外圓寂；但有些人則又擔心他在海外圓寂的後果，而相信讓他

回來的好處。對於海外藏人團體而言，當然影響將更大。一旦沒有人

可以壓住激進派藏人，如向來主張暴力爭取獨立的西藏青年會成員，

則與中共接觸的變素將增加，西藏問題勢將面臨新的局面。不過， 對

中共而言，任何情況發生，對其政權將不會造成大威脅，只是西藏若

發生動亂，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共在西藏的發展政策有短暫影響是不可

避免的。不過，流亡政府總理桑宏仁波切去年底曾警告北京，若企圖

避開達賴喇嘛，企圖在沒有藏人實質參預的情況下決定西藏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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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面臨無法預測的後果。此語當值玩味。 

三、研析意見： 

綜合以上的因素，很明顯的，十多年來，中共與達賴方面的溝通過程

中出現嚴重互信不足的現象。而互信是讓有歧見的雙方走上談判桌的先決

條件。目前中共與達賴雙方似乎仍在試探對方的誠意。 

而且，從過去到現在，雙方皆將對方的反應或措施以強硬措詞消極性

地批判，因此更造成溝通上的障礙。例如：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中

共在西藏的建設與西藏過去比較確實有不同的發展，但即使被視為溫和、

主張非暴力的流亡政府總理桑宏仁波切也在近年說過：「修更多道路、機

場和新鐵路可把西藏的資源運到中國，北京當局也可以把多餘的人口移民

到西藏」。反觀中共，則一向以民族大統一的目標做為處理西藏事務，因

此，社會的任何不安穩，人民不滿情緒的表達，一貫貼上「分裂主義」的

標籤，而且指控是海外藏人及流亡政府的唆使。若雙方無法改變這種嚴重

偏頗的心態，西藏問題實非空口白說的誠意可以解決得了。 

據中國時報九月三十日的報導，流亡政府內閣總理桑東仁波切在內部

會議中指出，此次西藏代表在北京向中國重申藏方的四個立場：他們無法

承認西藏在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達賴喇嘛並不追求西藏獨立；現在要

談的是西藏問題，而非達賴個人的問題；未來雙方要談的不只是西藏自治

區，而是包括西藏三區全部的問題。若此事屬實且可資採信，則依常理判

斷，西藏流亡政府真想如他們計畫於明年七月前和北京再次進行對話的希

望恐難實現。而所謂西藏地位問題的談判更將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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