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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5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根据其《2003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一

方面重申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声称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

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并说促成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最终以谈判方式解决

“西藏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的”。 

 

    2003年5月8日，美国总统布什根据其《2003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所谓

“西藏问题”的报告。该报告一方面重申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却声称支持达赖

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

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并说促成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最终以谈判方式解决“西

藏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的”。报告还罗列了美国总统、国务卿及政府官员在促进中国政府和达

赖喇嘛“谈判”方面所做的努力。 

  

    众所周知，美国《2003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含有多项反华条款，该法提出后，中国政府即表

示坚决反对。2002年9月，布什总统在签署该法时曾发表声明指出：该法案有关涉华条款是不当的，美

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签署该法案不表明他接受其政策主张或使它们成为外交政策。对此，2002

年10月4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希望美方言而有信，不执行上述错误条

款，以免给中美关系带来消极影响。” 

  

    令人遗憾的是，时隔8个月，美国政府还是提出了这份所谓“西藏问题”总统报告，且不说报告的

内容如何，只是这种言而无信的做法，已经给中美关系带来了消极影响。 

  

一 

  

    笔者多年关注中美关系中的“西藏问题”，注意到美国总统向国会提交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

尚属首次。可见布什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心程度。什么是“西藏问题”？严格说来，世上本无“西

藏问题”，正如不存在“华盛顿问题”、“纽约问题”一样。所谓“西藏问题”，其实质就是近百年来

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培植、支持西藏地方分裂分子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问题。就当今而言，如果

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支持达赖集团，如果达赖集团彻底放弃“西藏独立”或西藏变相独立的图谋，停止分

裂祖国的活动，世界上也就不存在什么“西藏问题”。美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的实质。迄今为止，历

届美国政府都不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他们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并认为这



是国际社会的观点。那么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这么感兴趣？为什么如此关心“西藏问题”？人

们很自然地会产生这些疑问。 

  

    按照美方这份报告中的说法，美国之所以关心“西藏问题”，把“鼓励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进行实

质性对话”当作美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合作以解决

西藏面临的各种问题符合中国政府和藏族的双方利益”，因为“达赖喇嘛可以成为中国处理地区冲突和

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人物。他代表着绝大多数藏人的观点”。如果中国政府不和达赖喇嘛“无条件地”

举行“实质性”对话，早日就分歧达成解决办法，则将导致“中国内部局势更加紧张，还将成为中国与

美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交流的障碍”。 

  

    这是美国式的思维。事实果真如此吗？笔者回顾了一下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作为，并以此

来分析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关心，是有利于藏族人民呢，还是有害于藏族人民？是有利于中国局势的

稳定呢，还是搞乱了中国局势？是有利于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交流，还是有害于这种

交流？ 

  

    美国政府确实没有否认过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也从来没有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1948年8月2

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副处长富里曼告诉西藏噶厦政府派出的“商务代表团”说：“我声明，虽然

在西藏存在着很大程度的自治，但是美国政府从前承认并且还将承认中国对西藏所享有的合法主权。”

1995年美国国务院声明：“从历史上看，美国一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至少从1966年起，美国的政

策明确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成立于1965年9月———引者）。这一

长期不变的政策是符合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所有的邻国的观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西藏是

个主权国家。由于我们不承认西藏是个独立国家，所以美国也不和自称的‘西藏流亡政府’建立外交关

系。”1997年4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在访问拉萨时说：“美国政府从孙中山时期就承认西藏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98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联合举行记

者招待会时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此次美国总统的报告也说：

“美国承认西藏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项长期政策同国际社会的观点是一致的。” 

  

    一方面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另一方面又认为达赖喇嘛代表着绝

大多数藏族的观点，“他的精神权威有助于团结中国境内外的藏族”。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不能代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绝大多数藏族人民的观点和利益。这种将中国绝大多

数藏族公民放在与其自己选举出的政府相对立的立场的做法，若不是别有用心，也是逻辑概念上的错

误，更谈不上什么有利于藏族人民，有利于中国局势的稳定了。  

  

    中国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明确的，也是一贯的。只要达赖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

分裂祖国的活动，公开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就可以进行接触谈判。然而，美国政府不但不要求达赖喇嘛公开



声明承认这些连美国政府自己都公开承认并且认为是国际社会一致观点的立场，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

敦促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无条件地举行实质性对话，解决什么“西藏同中国政府的关系问题”。且不说

“西藏同中国政府的关系”有什么问题需要与达赖喇嘛谈判解决，就是这种纵容和挑拨性的语调，就透

露出支持达赖喇嘛向中国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用心。这样有助于所谓“西藏问题”的早日解决吗？ 

  

    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自治区政府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对西

藏事务，中国政府自有明确的主张和政策，这已经是国际社会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

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会允许外国势力指手画脚，这也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在“西藏问题”上，美国不仅不遵守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反而将对中国西藏事务的无理干涉一一罗

列在这份“总统报告”中，包括“总统采取的措施”、“国务卿采取的措施”和“国务院其他官员采取

的措施”，共十几项之多。甚至声称“如果该问题得不到解决，那将妨碍中国同美国及其他国家在政治

和经济上的全面接触”，这样的威胁是不是太霸道了！ 

  

二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关心”，究竟给西藏的政治局势带来了什么影响？给西

藏人民带来了什么后果？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1942年年底，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和布洛克·多兰上尉来到西藏。这是美

国官方首次涉足西藏。1946年底，杜鲁门总统下令给西藏地方政府送去数台供发报机使用的发电机。

1949年，西藏的亲帝分裂势力利用这些设备，建立了“西藏广播电台”，为西藏独立进行舆论宣传，也

用这些设备与美国等进行联系。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昌都地区进发，拉开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序幕。美国鼓动西藏

地方当局扩军备战，妄图以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一时间，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论”、“中国侵略扩

张论”充斥了美国的大小报刊。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西藏和平解放办

法的协议》签订，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7月，达赖的长兄也是其私人代表当采·诺尔布在美国中央情

报局的赞助下，到达纽约，成为美国与达赖秘密联系的中间人。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和中央情报局签订

了一个关于在西藏开展情报搜集活动和游击战的协议。与此同时，美国驻印度的外交官员拟定了一份准

备提供给达赖的由中央情报局特工参与的“外逃计划”，企图将达赖带至印度。但因为西藏地方爱国力

量的反对，这一计划暂时没有实施。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联系和请求他们支持帮

助的阴谋一直在继续。 

  

    1957年初，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选了6名康巴人接受美国的特工训练。为此，美

国在科罗拉多州设立了训练营。后来受训的特工被派回西藏和其他藏区，加入到叛乱武装中。 

  



    1959年西藏叛乱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达赖出逃，派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数百英里，为外逃人

员提供空中掩护，侦察解放军的动向，空投食物、地图、收音机和金钱。一名接受了美国训练的康巴特

工始终在达赖身边。 

  

    1960年前后，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叛乱武装的根据地转到了尼泊尔的木斯塘地区。年底，约

200名西藏叛乱分子到达了木斯塘，他们以木斯塘为基地，不断越境进入西藏袭击解放军和工作人员。

直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夕，中央情报局才放弃了对西藏叛乱力量的武器和资金援助，关闭了在印

度、尼泊尔境内的基地。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导致了西藏和其他藏区叛乱的加剧，纵容了

达赖喇嘛的外逃，使西藏百姓生灵涂炭，使中国西藏边境多年不得安宁。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美国唆使一些小国，在联合国搞出的一些所谓“西藏问题”的提案，其手

段之低下，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再提起了。 

  

    然而美国“关心”“西藏问题”的历史并未就此结束。所谓“西藏问题”又成为它的“人权外交”

中的一张牌。 

  

    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所谓《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西藏人权的修正案》。12月15日

和16日，此案经增修后，再次交参众两院正式讨论并分别通过，附在《1988－1989财政年度美国外交授

权法》后面，22日由里根总统签署。随后，其他西方国家议会也纷纷效仿，通过干涉中国西藏事务，指

责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支持达赖喇嘛的议案。  

  

    1987年 9月 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给访美的达赖喇嘛提供讲坛，达赖发表了一个

所谓“西藏地位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10月 14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就西藏人权状况举行

听证会，几名议员支持达赖喇嘛，对中国施加压力。此后，达赖喇嘛加紧了分裂活动，频频游说西方国

家。 

  

    1987年至 1989年这段时间里，美国对“西藏问题”的“关心”真的有助于中国国内局势的稳定

吗？事实是，1987年 9月达赖在美国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演讲 6天后，9月 27日，拉萨市出现了从 

1959年以来的第一起旨在实现西藏独立的骚乱事件。当时，拉萨街头出现关于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关注西

藏事务的标语、海报。此后约两年间，拉萨发生几十起暴力骚乱，给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

失，并严重影响到西藏人民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骚乱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西藏自治区

政府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拉萨骚乱是境外西藏分裂势力直接策划煽动的。 

  

     1989年以后，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以多种形式支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分裂活动的调子也在不断



变化。1991年 8月 19日，达赖喇嘛宣布放弃在 1988年 6月提出的“斯特拉斯堡建议”，坚决要求西藏

完全独立。同年他预言西藏将在 5到 10年内完全独立。1993年后，在美国副总统关于西藏独立“分两

步走”的言论引导下，达赖喇嘛提出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要求实现西藏“高度自

治”，要求像香港那样的“一国两制”。时至今日，我们从未见到达赖喇嘛公开声明接受中央政府提出

的谈判原则。美国非但对达赖喇嘛的口是心非不闻不问，而且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政府

与达赖进行“无条件”的谈判。在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报告中，还将此提升到可能成为中美“政治和经

济交流的障碍”的高度，这种“关心”便更令人深思。 

  

    综上所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每次西藏局势出现不稳定，都是因为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干扰破坏，

而在西藏分裂主义势力的背后，每次都可以看到美国和一些西方反华势力活跃的身影。这就是笔者回顾

历史的结论。 

  

三 

  

    谁是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对美国这样一个自我标榜为“民主政治”先驱者的国家，似乎是一个很

难搞清楚的问题。中国政府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各族人民选举

产生的。如果他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是不答应的。西藏自治区政府也是一样。因此，最懂得如何

维护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保护藏族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保护他们的人权和自由的，不是

美国政府，也不是弃祖国和宗教信徒而去 40多年的达赖喇嘛，而是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 

  

    1953年新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西藏地方政府报告的人数是 100万。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

普查，西藏自治区有藏族人口 241万，中国境内共有藏族人口近 460万，在境外的藏族尚无确切的统

计，估计约有 12－13万。美国政府报告所谓达赖喇嘛“代表着绝大多数藏族的观点，他的精神权威有

助于团结中国境内外的藏族”，无论从历史和现实看，都是一种谎言。达赖喇嘛曾经是“政教合一”的

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而在他管辖下的西藏实行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正是由于反对对这一野蛮

落后制度的任何改革，他背叛祖国，寄身于外国反华势力的卵翼之下。达赖喇嘛流亡国外 40多年，没

有为西藏的发展建设做出丝毫的贡献；没有为西藏广大藏传佛教信徒的福祉做出任何贡献。相反，他所

领导的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多年从事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他违背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擅自认定班禅活佛，他怎么可以作西藏人民的“代表”，他怎么可能“团结中国境内外的藏族”！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全体西藏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决不会改

变的。 

  

    美国政府不顾事实，颠倒黑白，竭力吹捧达赖喇嘛，公然亵渎中国几百万藏族人民的意志，向中国

政府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威胁，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有害于西藏的发展进步，有害于中国局势

的稳定，也有害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只会招致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进一步失信于包括藏族人民

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 



  

    讲到此，读者会问，美国关心“西藏问题”，既不是为了保护西藏人民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

不是为了藏族人民的人权和自由，更不是为了维护中国局势的稳定，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笔者以

为“西藏问题”也好，达赖喇嘛也好，不过是美国反华势力手中的一张牌，是他们企图牵制中国的一个

筹码。事实俱在，请读者自己评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3年06月10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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