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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治下的西藏文化與人權 
 

●達瓦才仁／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陳雪琴、蘇芳誼／記錄整理 

 
 
 

西藏的歷史緣起西藏的歷史緣起西藏的歷史緣起西藏的歷史緣起    

  台灣有人稱西藏為「圖博」（Tibet），關於Tibet的中文稱呼，我們也有過討論，最後

還是選擇用「西藏」這個代表我們的名稱，主要的理由是：第一、中文是聯合國的通用

語言之一，1960年代聯合國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在其文件上都以「西藏」稱呼我們。

第二、從歷史的角度而言，早在明朝末期開始，中文史料就使用『西藏』這個詞彙，當

時統治西藏的是「藏巴汗」政權，因為地處中國的西邊，而被稱呼為「西藏」，一直沿用

至今。由於過去的歷史發展，假使我們改變使用西藏這個名稱，恐怕會造成更大的混

亂，最後達蘭撒拉流亡政府不得不接受，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不盡如人意的名詞與概

念－－「西藏」。 

中國扭曲西藏的形象中國扭曲西藏的形象中國扭曲西藏的形象中國扭曲西藏的形象    

  中國政府抹黑西藏的說法，是強調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黑暗、落後、野蠻的封

建社會，從五○年代中共侵占西藏以來，一直到2008年通過「西藏百萬農奴解放日」的

決議，這種說法至今未曾改變。導致很多人誤會以為西藏真的是一個落後、不開化的社

會。個人認為這是一個文化霸權的問題，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殖民者，在佔領殖民地之

後，都不會承認他們屠殺被殖民地人民、巧取豪奪殖民地領土和資源的事實，總是辯解

或強調說他們自己如何代表進步，被殖民地如何落後野蠻，他們的入侵，如何使被殖民

地被引領到現代文明當中，被殖民地人民如何因此受益等等，還有殖民者如何建設和發

展被殖民地等等，這種以文化霸權，合理化其侵略土地與掠奪財富的行徑與藉口，西方

的殖民歷史是如此，中國也不例外。比如，日本當年在台灣和東北滿洲地區的建設，較

中國現在吹噓的在西藏的建設有過之而無不及。 

西藏眾生平等、眾生為母的內涵西藏眾生平等、眾生為母的內涵西藏眾生平等、眾生為母的內涵西藏眾生平等、眾生為母的內涵    

  不可否認人權、平等、博愛、民主等觀念，都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貢獻。其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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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以佛教立國，佛教也有類似的概念，主張眾生平等、眾生為母的概念，強調慈悲的思

想。所謂眾生為母的概念，即是以博愛為前提，我們要愛所有的眾生，包括在天上飛的

鳥、在地上爬的昆蟲等，在無數的輪迴當中，牠們可能曾經是我們的母親。我們相信眾

生都是平等的，今生我們作為人，上一輩子可能是一隻狗，上上輩子則可能是其他動

物；或者今生我們是當官的，下一次可能是下地獄，也有可能甚麼都不是。不管我們所

擔任的職務為何，每一位眾生曾經是我們的母親，我們要像對待母親一樣，疼惜所有生

命。根據眾生平等的思維，建立獨特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環境，目前仍比較完整地繼續

保留西藏傳統宗教和社會制度的是南亞小國—— 不丹，不丹是從西藏分裂出去的，西藏

原有的社會制度不間斷地延續了下來，是一個重視宗教與傳統的國家。一直到數年之前

才開始向世界開放，根據國際社會的調查，不丹國民在傳統的社會制度下，其幸福指數

排名全球前十名中，因此，如果西藏沒有被中共侵占，西藏人民的幸福指數也應該和不

丹差不多，絕對不會是目前天怒人怨的這種狀態。 

西藏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方式西藏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方式西藏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方式西藏政府的組成與運作方式    

  1918年以前，西藏政府並沒有設置警察與軍隊，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西藏軍隊

的組成採取差役制度，政府會分配土地給提供兵差的家庭，政府需要用兵時，每一位兵

差要自備槍、馬匹、火藥為國出征，如果沒有發生戰爭，也就不需要出征，平時也沒有

集中接受軍事訓練。西藏所建立的軍隊，從第一天成立開始，其目的只有抵禦外來者的

入侵。平時，和美國一樣，人民可以自由擁有槍枝等武器。 

  西藏政府的規模很小，政府的組成，是由貴族（俗官）與平民（僧官）兩部分結合

而成，各有一百七十五名。這裡所稱的俗官就是貴族，由某些世家的子弟來擔任，雖然

職務並不是世襲的，但是擔任官職的機會則是世襲的。另外一半是僧官，來自於社會各

階段，大部分是社會的底層。西藏政府的官員，恐怕不及台灣一個縣政府公務人員的總

數，在沒有軍隊與警察的配合下，三百五十名政府官員，可以統治六百萬西藏人民。 

  由某些角度來看，西藏特殊的歷史與文化，造就西藏獨一無二的成就。公元十世紀

時，西藏發生過暴動，在此以後，一個沒有軍隊、警察，人民可以自由武裝自己，僅有

三百五十名官員治理的國家，近千年來未再發生人民暴動。西藏是世界的屋脊，土地非

常貧瘠，面積將近半個歐洲大，面對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因為佛教慈悲為懷的思想，

加上善心佈施的傳統，西藏從未發生餓死人的事件。不僅各地寺院所保存的藏文歷史記

載與文獻資料，沒有發現餓死人的紀錄，中國政府也一再找尋反駁西藏沒有餓死人的資

料，至今還是一無所獲，可以得到佐證。西藏從五世達賴喇嘛廢除死刑以來，在非戰爭

年代沒有人被處死，只有1918年與中國戰爭期間執行過死刑，這些偉大的成就，嚴格來

講相當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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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及其影響中國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及其影響中國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及其影響中國強迫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及其影響    

  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之前，西藏是一個非常和平與傳統的國家。西藏人認為西

藏是世界的中心，當初英國人進入西藏時，西藏人將英國人視為「外洲人」（即類似天外

人的意思），他們對於整個世界的認知，除了西藏本身之外，就是東部的中國（代表法律

嚴密的國家）、南部的尼泊爾（代表工匠技術優異的國家）、西部的印度（代表教化嚴謹

的國家）及北部的突厥（代表軍事強盛的區域）。西藏人民沒有現代國家主權的觀念。 

  1950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時，八千名欠缺正規訓練的藏軍不敵中國的攻擊，西藏被

迫與中國簽訂「十七條協議」。這項協議是歷史上唯一白紙黑字承認西藏屬於中國的正式

文件。在此之前，無論中國政府怎麼講，西藏從唐朝、元朝或任何時代成為中國的一部

分，全都是中國歷史學者穿鑿附會提出來的。 

  「十七條協議」是城下之盟，當時世界主要國家對西藏採取冷漠的態度，西藏不得

不接受該項協議。事實上，「十七條協議」是權宜之計，1951年中國軍隊進入西藏以後，

興建從四川至西藏的川藏公路與青海至西藏的青藏公路，1954年兩條公路在拉薩會合通

車。等到1954年底，中國開始邀請達賴喇嘛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然後成立西藏自治

區，無視於「十七條協議」維持西藏社會制度的承諾，派軍進駐嚴格控制西藏。 

  另外，中國以民主改革為名，對西藏人民展開一連串的迫害。以「民主改革」之

名，欺騙西藏人民，推動俄羅斯等共產國家的「集體化運動」。中國推動集體化運動，第

一步是剝奪人民財產，因為西藏跟中國比較起來社會相對穩定，絕大部分的西藏農民，

都擁有自有財產，不像中國大部分的農民都是赤貧，西藏農民不全都是富裕的，但維持

基本溫飽不是問題。由中國所主導的集體化運動，並未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另外，西

藏大多數男人都擁有槍枝，中國政府宣稱西藏的安全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保護，西藏人民

根本不需要擁有槍枝，強制收繳槍枝，立刻引來西藏人民的反彈。第二步是消滅西藏宗

教，中國將宗教視為鴉片，將寺院視為推動西藏集體化運動的絆腳石。中國強調生產及

勞動者，是真正創造剩餘價值的人，而寺院則是社會的寄生蟲，必須消滅寺院並強迫僧

侶勞動自食其力。 

  中國在西藏所推動剝奪人民財產及消滅宗教的政策，都無法讓西藏人民接受，導致

西藏各地接連出現人民抗議的事件。中國意圖召集各地的貴族或部落的領導人開會，尋

求這些人的支持，這些貴族有錢也有勢，為了保護自我的利益，自然比較容易妥協，願

意配合中國政府，但真正反對中國最激烈的則是一般人民。西藏人民反抗中國暴政是普

及性的，根據統計在1950年至1980年之間，將近一百二十萬名西藏人民因為戰爭、饑餓

與鬥爭而死亡，將近六千多個寺院被摧毀。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家鄉幾乎所有的男人都

參加對抗中國的戰爭，根據中國政府的統計，在我的家鄉——現青海省玉樹州的六個縣，

1964年的人口數比1956年減少百分之二十四，這相當於損失了所有的青壯年男性，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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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鄉，所有的家庭都有人在戰鬥中死亡。比這更慘烈的是青海省果洛州，六個縣的人

口減少百分之七十以上，那就等於只剩下老弱而已。雖然中國共產黨有效統治西藏，至

今仍未成立一支以西藏人為主的軍隊去攻擊西藏同胞。基本上，中國政府並不相信西藏

人，文化大革命之前，部分縣級以上的書記還有藏人的身分，現在則只有二、三位是藏

人，這些人大多是漢藏通婚的後代，或者這些藏人的妻子是漢人。 

藏族與漢族文化的差異藏族與漢族文化的差異藏族與漢族文化的差異藏族與漢族文化的差異    

  在八○年代胡耀邦主政時，西藏有過短暫的開放時期，中國政府根據憲法的規定，

推動西藏語文的教育。我個人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小學，文化大革命快結束時上中

學，我從未在學校學過藏文教育，我學中文與自己的價值取向沒有任何關係。我的父母

長輩沒有一個人會說漢語，也沒有任何一位對漢語有任何好感，因為我唸的是民族學

校，除了強迫接受中文的教育之外，比一般學校更強調政治教育，老師灌輸我們西藏過

去是一個野蠻落後的社會的思想。但是我回到家之後，家中長輩一再告誡我們，漢人是

野蠻人。後來我發現雙方都沒有說謊，因為兩者是不同的文化。 

  就西藏人的角度而言，任何人一旦沒有信仰，就不懂得善惡取捨的差別，所以西藏

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野蠻人，只有權力和物質利益的價值觀。西藏人普遍相信佛教尚未

傳入西藏之前，西藏是一個黑暗社會，西藏人是野蠻人，中國共產黨與昔日西藏一樣，

由於沒有宗教信仰，因此當之無愧是野蠻人。不過，從中國共產黨的角度來看，西藏人

沒有學會西方現代的技術與文化，才是野蠻人。我就是在這兩種野蠻人文化之間成長，

我可以用中文發表演說，卻無法以流利的藏語演說，這是我個人的遭遇，也是整個西藏

民族所面對的處境。 

藏傳佛教與文化面臨的考驗藏傳佛教與文化面臨的考驗藏傳佛教與文化面臨的考驗藏傳佛教與文化面臨的考驗    

  早期藏傳佛教文化對外傳播的區域，包括整個西藏高原、喜馬拉雅地區、內外蒙古

以及俄羅斯境內卡爾梅克、布利亞克、土瓦等三個自治共和國。後來，這些深受藏傳佛

教的影響的地區，除了喜馬拉雅山區之外，其他都淪為共產政權的統治，為了施行共產

主義而消滅佛教。六、七○年代，全世界藏傳佛教的傳承只剩印度與不丹，藏傳佛教出

現青黃不接的窘境，當時達賴喇嘛接受印度政府提供的、原英國的一個戰俘營，利用這

個戰俘營成立寺院，收留將近一千五百名僧侶。曾幾何時，這些僧侶幾乎就是藏傳佛教

僧侶的全部，藏傳佛教的法脈就是靠這些僧侶才得以傳承到現在。因為有這些僧侶的緣

故，藏傳佛教後來得以擴大發展，讓全世界認識到藏傳佛教豐富的內涵。 

  反觀，中國統治下的西藏，雖然胡耀邦主政時有過短暫的開放，成立許多教授藏語

文的學校，但維持五至六年的時間就停止。1995年中國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議後，全面

禁止藏語文學校的開設。在西藏開設私立學校，必須面對來自中國政府的壓力，接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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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所選定的教科書，使用藏文授課的學校，一旦被發現有任何小差錯，中國政府立

刻關閉學校，使得這些以藏文授課學校的壽命，往往不超過五年。 

  中國推動漢化教育，剝奪西藏學生學習藏文的機會，採取的作法就是以中文授課為

主，刻意將藏文與英文學習的時間重疊，學生只能單選英文或藏文。如果選擇學西藏文

就必須放棄學習英文的機會，反之亦然，西藏學生面臨兩難的抉擇，往往選擇學習英

文，中國官員竟藉此大做文章，對外宣傳西藏學生不願意學習藏文的錯誤資訊。 

人權與自由是奢望，能不能人權與自由是奢望，能不能人權與自由是奢望，能不能人權與自由是奢望，能不能存活才是問題存活才是問題存活才是問題存活才是問題    

  全世界很多人都非常關心西藏的人權與自由，但對西藏人而言，我們最在意的不是

生活過得好不好的問題，而是整個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能不能繼續存活下去的問題。只

要中國政府同意，我們都願意用西藏語文來教授共產主義，希望中國政府容許西藏語文

的存在，因為任何民族一旦失去文字，這個民族就會失去生命。中國在西藏推動漢化政

策，刻意排除西藏學生學習藏文的機會，正是一種種族滅絕的行為，是西藏傳統文化的

最大威脅。 

  我不太想談西藏人權的問題，是因為中國政府踐踏西藏的人權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

實。2008年西藏內部發生很多抗議的事件，中國政府派駐三十萬的部隊，維持西藏的穩

定，全世界國家都認為中國政府小題大作。西藏境內共有六百萬人，分佈在兩百五十萬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因為西藏地廣人稀，只要拉薩一有狀況，中國可以輕易派出軍隊將

拉薩團團圍住，並逐家逐戶找出異議分子。達賴喇嘛一直強調和平理性，不希望再看到

雙邊的衝突，因為這個世界最容易煽動的就是民族仇恨，一百年前你殺了我的族人，一

百年之後，談起過往的歷史，很容易使人滿腔熱血。西藏流亡政府一貫主張，以和平非

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西藏與中國比較起來，西藏是弱小民族，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

報復心態，對雙方都沒有好處，特別是西藏民族。 

  總之，中國政府用血腥耍流氓的行為鎮壓西藏人民，使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受到侵

害，是眾人皆知的事情。最後，我還是要強調西藏人的觀點，中國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

人權，在西藏做出傷天害理的事情，相對於西藏民族和西藏文明的存亡問題而言，都是

微不足道的。當前西藏人最關心的是西藏的宗教、文化以及整個民族的存亡問題，西藏

人民過得好不好並不是西藏問題目前的實質核心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