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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年中共與達賴喇嘛互動觀察 

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楊開煌主稿 

 

 中共與達賴喇嘛爭執近 60年，涉藏政治、宗教、民生和外國援助

等問題複雜，雙方既定立場、攻擊性宣傳，已陷入惡性循環。 

 達賴喇嘛年事已高、中國大陸國際影響力提升及外國援藏經費縮

減等因素，造成海外西藏組織處境窘迫。 

 外傳中共「十九大」後，新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尤權協助達賴喇

嘛特使訪陸，有望再次啟動雙方溝通談判。惟未見中共對涉藏問

題軟化或和談跡象，藏族團體對中共之批評亦未和緩，複雜糾葛

恐非雙方領導人意願即可化解。 

 

自 1959年達賴喇嘛從西藏逃離，寄居印北的達蘭薩拉以來，已近

一個甲子的歲月，對達賴喇嘛而言，在一個無土地、無資源、無軍隊、

無邦交的情況之下憑借著個人的魅力和宗教，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

下，能夠善於把握國際脈動，致使藏人的流亡組織得以在國際社會存

續，其實不論其成敗都是令人注目的大事，但達賴喇嘛畢竟還是「一

人鬥組織」，如今 82歲高齡、作為藏人政治及宗教領袖的達賴喇嘛應

要思考藏胞、藏傳佛教的前途，但作為長年奔波在外的普通藏族老人

或會思考落葉歸根問題。 

（一） 中共與達賴喇嘛之爭，源於政治、宗教、民生和外國難題 

歸納北京與達賴喇嘛近一甲子不曾中止的爭執，幾乎完全否定對

方的一切言行、政策，彼此全無信任，撇開相互的謾罵，從本質上看，

雙方的難題可以歸納為政治、民生、宗教和外國等難題。 

1. 政治問題： 

第一、歷史與現實爭議。中共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的一部份，從漢人的歷史來看，自唐文成公主嫁與藏王松贊幹部以

後，漢藏就是一家人，但是藏人認為松贊幹部「發兵擊敗中國軍隊迫

使其獻女息兵」。此一問題的癥結有二，一在「國家」意識始於何時。

事實上，中國和西藏的「國家」意識均至晚凊之後才逐步形成；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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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史實的解釋，通常都會朝自己有利的方向作解釋，沒有一定的對

錯，只有強者的解釋被保留。這一部份的爭議在於：漢人認為中國治

藏有歷史上常理性，而藏人認為這是侵略。 

第二、大藏區面積。中國大陸的西藏就是目前的面積，就是「西

藏自治區」，另外青海、甘肅南部、四川西部，雲南也有藏民的自治

州和縣，但是達賴喇嘛認為西藏、青海、四川、雲南、甘肅都是西藏

的，西藏的領土面積為 250萬平方公里左右，約為中國大陸現有領土

的 1/3。事實上，現行的省、區的劃分是清朝以來的延制，不是自中

共建政而始。這部份爭議包括擁有土地、資源、人口的多少，涉及漢

人佔有的藏人土地的大小，因為極端的藏人是要把漢人趕出藏區。 

第三、談判問題。問題爭執有二：一是談判對象，二是談判議題；

中共堅持和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的談判，但是達賴喇嘛方面認為是和

流亡政府的談判；至於討論的議題，中共方面認定是達賴喇嘛回國的

條件，而達賴喇嘛方面認為是談大藏區藏人的前途、藏區高度自治或

有意義的自治。爭議關鍵在於雙方談判是以達賴喇嘛還是全體藏人為

議題，其實只是談判技巧、戰術的運用而已。 

第四、西藏高度自治或完全獨立的問題。達賴喇嘛批評中共政權

對藏人的壓迫，在西藏自治區內，藏人完全沒有自由，並指「十九大」

後繼續推行嚴厲限制藏人言論、遷徒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同時，將再對

宗教、文化、語言文字等實施嚴厲打壓，藉發展經濟，鼓勵漢人移民

藏區，衝擊藏人社會和傳統文化生存空間，全力推行徹底同化藏人的

殖民政策（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2017.10.2）。北京則認為達賴要求「停

止向西藏移民，並使移民入藏的漢人回到中國」就是「變相獨立」（中

國西藏網，2015.9.4）。 

2. 宗教問題： 

第一、對達賴喇嘛的定位。對藏民而言達賴喇嘛毫無疑問是政教

合一的領袖，即是在 2010 年正式宣佈把政治權力移交給人民直選的

行政首長，僅維持精神領袖稱號。事實上，在藏民心中的領袖地位依

然不可動搖，所以不存在定位的問題。但是中共認為達賴喇嘛一直都

是政治和尚，只是「披著狼皮的羊」，所說的話不可信。北京對藏民

心裡的「菩薩」使用這樣的字眼，雙方關係勢必難以修補，即使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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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誹謗達賴喇嘛，藏人仍懷疑中共別有用心，足見雙方怨恨之深（藏

人行政中央官方中文網，2018.1.6）。 

第二、對宗教迫害。中共作為無神論者，共產黨與宗教間的矛盾

就是無法調和的，基於宗教的不信任，中共對宗教的管理方式讓信徒

難以接受（如中共已經公開在藏傳佛教寺院成立「黨委」，派遣共產黨幹部直接管理寺院或

佛學院，完全控制寺院和佛學院等的日常活動、入寺、入學等），以及甫施行的「宗教

事務條例」，強調中共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

責任，各宗教則須「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資訊網，2017.10.2）。 

第三、活佛轉世的爭議。1989 年 10 世班禪大師圓寂，這原本是

達賴喇嘛與中共接觸的最佳時機，然遭達賴喇嘛拒絕（阿沛阿旺晉美講述十

一世班禪選擇過程。雪獅與龍，2010.5.18）；1995年達賴喇嘛搶先認定 11世班禪

大師的轉世靈童引起轉世爭議，其後中共又自立一位 11世班禪大師，

此一爭論迄今不止。 

另一個則是未來 14世達賴喇嘛轉世的議題，達賴喇嘛本人的說法

不完全相同，1969年說由廣大信眾決定；1980年說任何人都會轉世（指

「轉世是宇宙自然法則之一，人人都從轉世而來，也將再轉世到另一生去，轉世也不限於佛教才

有，任何人都會轉世」。萬佛城「金剛菩提海」第 130 期，1981.3.1）；2011 年說 83 歲

或檢討是否延續轉世（稱「當我到了一世達賴喇嘛根敦珠巴的年齡時『指 83 歲』，我會

諮詢各宗教的大喇嘛，以及藏族民眾和相關信眾，檢討是否延續達賴喇嘛的轉世」）；2014

年 9月指希望終結 450年的轉世（接受德國「週日世界報」訪問透露，希望在死後，

藏傳佛教信徒不再尋找下一任達賴喇嘛，結束 450 年來的達賴喇嘛轉世）；2015年 5月稱

轉世可自動終止（接受「星期日泰晤士報」訪問表示，「我要轉世，就要做個金髮女孩，

而且是淘氣又漂亮的，但強調如果大部份藏人都覺得這古老機制不再重要，那就自動終止好了，

我就是最後一個達賴喇嘛」。報導者，2016.7.20）；2016年 6月透露希望在有較多

苦難的地方轉世，來幫助減少苦難（接受「報導者」專訪稱，「也許明年開始，我

會提出一些看法，讓人民來討論和思考。但下一個達賴喇嘛的轉世不關我的事（not my business），

是由我的老闆們做主，那是神祕的層次，由這些老闆們決定是否要有十五世的達賴喇嘛，在這裡

或那裡轉世，由他們決定」。報導者，2016.7.21）。 

其實「轉世」本屬純宗教的內部事務，但 1793年清朝政府制定「二

十九條章程」，要求以「金瓶摯簽」認定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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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圖克圖的轉世。八世達賴喇嘛江白嘉措特別著述「金瓶摯簽」的修

法儀軌，始有「金瓶摯簽」制度，而達賴喇嘛的說法是，除了十二世

達賴喇嘛之外，其他的達賴喇嘛「為顧及滿清政府的面子，對外宣佈

以金瓶摯簽認證的消息」（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資訊網，2011.9.24）。意謂著

中央政府對藏傳佛教的宗教領袖擁有最終的決定權，依此傳統，中華

民國的國民政府是認定這一世達賴喇嘛的認定者，如今的「轉世」自

然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政府擁有最終認定權。如此一來，達賴

喇嘛的流亡奮鬥就沒有意義，這是達賴喇嘛在「轉世」議題的說詞反

覆不定的主要原因，不過從政治鬥爭的角度看，達賴喇嘛的想法就是

引進藏民和信徒，繼續與中共鬥爭；中共則為「縮小打擊面，擴大團

結面」，努力將問題鎖定在達賴喇嘛一人，並強調「金瓶摯簽」制度

的合法性，以便掌控轉世議題。 

3. 民生議題： 

第一、藏區的經濟發展。對中共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對西藏

地區的發展就十分重視。在治藏問領上，中共中央有「中央民族工作

會」、「西藏工作座談會」及「全國援藏工作會議」等高級別會議，整

合對西藏實施責任分配式的全方位支援。據統計，1994到 2014年，

參與援藏工作的 18個省市、60多個中央和國家機關部委、17家中央

企業先後選派 7 批 5,965 名優秀幹部人才，累計建設大型援助項目

4,393個，資金總規模達到 133億元（人民幣，以下同），成為西藏經濟社

會發展不可忽視的重要推動力量（壹讀網，2016.6.3），確實縮小漢族與少

數民族間的發展差距。2016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達 1,150.07億元，年

增長 10%，名列第三名，2016年農牧、城鎮居民可支配所得分別 8,000

元到 23,000元左右（中國經濟網，2017.3.16），但達賴喇嘛方面認為中共在

西藏河流建造水壩，實施調水工程，不僅危害西藏河流資源，更危及

依賴西藏水源生活的數十億南亞國家人民（西藏之聲，2017.11.15），是在方

便對藏區資源的掠奪，提供漢人入藏便利，加強對的西藏控制（大紀元，

2017.8.8）。 

第二、對西藏人文的破壞。中共在西藏地區推動雙語政策，各級

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法規，西藏各級人民政府及所屬部門下達

的正式文件和發佈的公告都使用藏、漢兩種文字。在司法訴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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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藏族訴訟參與人都使用藏語文審理案件，法律文書也使用藏文

（包括各單位的公章、證件、表格、信封、信箋、稿紙、標識以及機關、廠礦、學校、車站、機

場、商店、賓館、餐館、劇場、旅遊景點、體育場館、圖書館等的標牌和街道、交通路標等，均

使用藏、漢兩種文字）。2005年審議制定「新詞術語翻譯和借詞使用規則」，

審定統一 3,500餘條有關市場經濟、中小學教育等方面的藏文術語、6

萬條科技術語、8,000 多條電腦介面術語（中國中央政府網，2008.9.25）。達

賴喇嘛方面則認為「雙語教育」實際上仍是漢語教育（藏人行政中央官方中

文網，2018.1.6）；1996 年 7 月，達賴喇嘛在倫敦議會指責中共對藏族居

住區實行「文化滅絕」。中共官媒則稱藏區係受現代化影響，會削弱

傳統文化，但不會摧毀傳統文化（環球網，2016.8.4）。爭辯重點不在事實

如何，關鍵在立場決定解讀事實的角度和結果。 

4. 外國角色 

對中共而言，外人干預內政是不可接受的；對達賴喇嘛而言，如

果沒有外援，根本無法存在，雙方的解釋根本不同，可見雙方存在本

質、根本性的差異。近 60年爭執，已沒有原則，只有立場、政治正

確，特別是雙方的宣傳，完全沒有尺度的謾罵。在此情況下，雙方都

很難轉圜。近年雖然傳出達賴喇嘛多次釋出和緩言語，然而雙方的攻

擊性宣傳，則完全沒有中止，甚至變本加厲（例如達賴喇嘛提中間道路，中共

認為是變相獨立），雙方已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難以化解。 

（二） 當今的情勢 

1. 中國崛起 

2015年英國金融時報短文指出，中國崩潰論的評論人士低估中共

在改善數億民眾實際生活水準方面取得的成就，更低估中共愛國宣傳

的力量。事實上，西方不僅僅只有「中國崩潰論」，還有「中國威脅

論」、「中國獨裁論」、「中國無人權論」等，共同盲點在於西方的驕傲

常對其他文化和制度輕蔑，如今事實完全出乎意料，達賴喇嘛可能沒

有準備面對中國大陸崛起的「B計劃」。 

2. 達賴喇嘛年齡成為最大的危機 

2017 年底，達賴喇嘛在印南稱或許 90 多歲快滿百歲時，就會去

休「長假」，籲信徒謹慎保重（多維新聞，2017.12.13）。更以疲勞為由，已

委派洛桑桑蓋及桑東仁波切作為其個人特使，無限期代表其參加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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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或講話（東網，2017.11.17）。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傑則直言，一旦

達賴喇嘛去世「我們就完了」（大時代，2016.6.5）。西藏流亡組織雖然有

其內部的單位，並自 2011 年開始民選「噶倫噶夏」（行政首長），但其

一人組織的性格和標籤仍丟不掉，從經濟基礎到流亡藏人的團結完全

繫於達賴喇嘛，藏人的焦慮更使得組織內部分裂問題亦漸公開化（壹讀

網，2016.4.20）。 

3. 外國奧援縮減 

最大的傷害是美國川普政府擬縮減經援西藏組織（美國之音，

2017.5.30），而且未再派任「西藏事務特別協調員」（美國之音，2017.6.21）；

除此之外， 2016年 9月，達賴喇嘛訪問英國未能與卡麥隆、英國議

會議員會面。即便是被認為數十年來最大膽的教宗方濟各，也拒絕在

羅馬會見達賴喇嘛（大時代，2016.6.5）。可能是達賴喇嘛的身體狀況，不

得不大量減少外訪活動，但在中國大陸崛起的壓力下，達賴喇嘛的處

境確實不如 80、90年代。 

4. 達賴喇嘛盼能返藏 

2017年 12月初，前印度大使、印度中國問題研究專家 P. Stobdan

「達賴喇嘛要回家」（The Dalai Lama Wants to Return Home）的文章披露，中共

「十九大」結束不到 1個月，2017年 11月中旬新任統戰部長尤權秘

密協助達賴喇嘛的親信桑東仁波切赴雲南昆明等地訪問。P. Stobdan

雖然以模糊的辭令認為桑東仁波切 「似乎是受到達賴喇嘛的派遣，

而且行程謹慎低調」，但也認為「這次談判（與中共的接觸）成功的可能性

很大」（多維新聞網，2017.12.30）。1月 17日達賴喇嘛表示，只要中國政府

同意，他將立即回到西藏。達賴喇嘛也曾稱讚習近平是一個務實的中

共領導人（自由亞洲電臺，2017.12.8）。 

雖然雙方均未證實，但外界對此作出正面的解讀，展現雙方瞭解

決問題的誠意；然而，自 1984 年流亡海外藏人與中共官方的高層代

表停止正式接觸之後， 2002 年達賴喇嘛的特使團又再次開啟雙方會

談的大門，2005年再次中止。這次又再啓動，結果如何，外界都十分

關切。然以目前雙方的話語、作為來看，看不到中共在西藏問題上軟

化或和談的跡象，也看不出西藏組織對中共的攻擊有和緩的跡象（西藏

之聲記者丹增潘多受訪表示，流亡藏人希望中國四省的藏區，能夠保有完整的宗教信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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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和民族認同，但當前的中共當局更加「自信狂妄」，它們要的是藏區土地上巨大的資源及藏

人的臣服，不認為海外藏人和中共可以在同一層面展開對話。自由亞洲電臺，2017.12.8）。因

此，只能審慎觀察新事態的發展。畢竟從本文所述的中共與達賴喇嘛

之間的糾葛，太過複雜，恐怕不是一、二個領導的意願，就可以立即

化解。 

（三） 結論 

媒體推測中共對達賴喇嘛的結局有三種可能，一是達賴喇嘛真正

退出政治舞臺後回返中國大陸；二是繼續堅持高度自治，與北京談判

失敗，轉世終結；三是指定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繼續與北京僵持（大

公網，2014.9.27）。如今中共與達賴雙方必須展現互信，為此次成功的接

觸打下基礎，或許有機會讓達賴喇嘛在有生之年重返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