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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雄伟的雪山巍然屹立，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明珠般的湖泊星罗棋布，金碧辉煌的喇嘛寺错落山间；
信徒们虔诚地游方神山、圣湖，牧民们放牧着成群的牛羊⋯⋯似乎这就是很多世人心目中的西藏：一
幅绚丽多彩的美丽画卷，迷人的世外桃源和人间乐土，神秘的“香巴拉”。
    2008年3月14日，被誉为“日光城”的西藏首府拉萨上空乌云密布，一时间“佛地”遍是血腥狼藉；
其后的暴力活动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驻外使领馆也受到冲击，正在世界各
地进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又受到干扰⋯⋯诸多的动荡与动乱，让人们不禁想到十四世达赖喇
嘛——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下简称达赖喇嘛)和以他为首的境外“藏独”分子。
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脱离故土，流亡异域，又不时以其独特的身份发表种种言论，或往返一些国家
“讲经”、“论道”，会见政要，由此使达赖喇嘛成为国际社会长期瞩目的焦点人物；境外不少关注
却从未到过西藏的世人，也往往以达赖喇嘛及其言论作为了解神秘的“香巴拉”的途径。
西藏——人们梦境中的“香巴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达赖喇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疆域和边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说起。
    近代之前，自秦汉统一中国以来至18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相延了2000年。
其间，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分为形成、奠定、发展三个历史阶段，
至18世纪中期最终确立。
    形成期始于早期国家夏朝，统治者所能管控的范围以黄河下游为主，此后逐渐拓展扩大，整个先秦
时期都可以视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期。
《诗·大雅·江汉》“式辟四方，彻我疆土”，是中国历史疆域形成时的写照。
    奠定期始于秦统一中国而止于西汉后期，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二年)，匈奴归附于汉朝，中国南
北(包括西域)统一，至此，中国历史疆域基本奠定。
    此后中国历史疆域进入发展期，直到18世纪中期，除元朝统一西藏、将其纳人中原中央王朝的统辖
下外，历代王朝的中国历史疆域是在一个大致的范围内，依国势的消长和内部政治局势的变化而有伸
缩。
    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都随着国势的消长不断变化。
总的来讲，中国内部统一、国势强盛时(如汉、唐、元、清)，疆域的范围就大一些，治理的力度也强
一些；反之，则疆域有收缩，治理也相对松弛。
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中国在历史上所处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周边没有能与中国抗衡
的政治力量，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
这种周边政治格局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即17世纪初俄国越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之前。
    另外需注意的一个要点是：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以黄河、长江流域为重心，中原地区的农耕社会经济文明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
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由此构成了古代中华大地上相对封闭的自我发展空间中
的强大凝聚力，以及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伸缩变化一直由中国的内部因素所主导的特点。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按民族学的角度细分，这个多民族国家是由占人
口92％的汉民族和其他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
根据费孝通教授了1988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大致而言，“多元”是指中华各
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也各具特点；“一体”是指中华各
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
族利益；各民族有着共同的历史经验及国家归属，相互依赖而不可分割，呈现出“多元中包含着一体
性，一体中容纳着多元性”的格局，并在体制上构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同步的政治进程。
    今天中华民族所包含的各个民族，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阶段，
都作出过自己的历史贡献。
早在远古时代，地处我国西南边疆的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以及居住在西南边疆的藏族先民与生活在
中原大地上的汉族先民，就在血缘和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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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历史的发展，公元7世纪初，西藏的吐蕃王朝与中原唐王朝通过王室问的联姻、会盟，在政治上
形成了结盟友好的亲谊关系，在经济和文化上建立了相互交流与吸纳的密切联系，为中国历史上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最终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823年的“唐蕃会盟碑”依然矗立在拉萨的大昭寺前，见证了唐蕃“社稷如一”、多元一体的中华
各民族并存共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千载沧桑的历程；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归入中原元朝版图，成
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边疆行政区域。
元朝之后，尽管经历了明朝、清朝、中华民国等政权的更替，西藏地区则一直是中国西南边疆的一个
行政区域，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1959年，在平定少数上层封建农奴主武装叛乱
的同时，在当地推行了当代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奴制改革，百万农奴翻身当家做主；1965年成立
西藏自治区。
    在今天的西藏地区，佛教在公元10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等多种教派，各教
派内部又有一些小的分支派别。
它们都是今天所说的“藏传佛教”的不同教派，当时它们往往与割据各地的世俗封建势力结合，形成
对当地政治社会和僧俗民众的掌控。
现今的达赖喇嘛以及他所依托的法定“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就是在雪域高原历经沧桑，在各种政治
势力、宗教派系沉浮兴衰的过程中，在元朝以来历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治理的不断深化中，逐渐形
成和完善的；经明清两朝，最终确立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灵童转世与册封确立的制度；同时
，经中央确定并委任的达赖喇嘛，被赋予了管理西藏地方世俗政务的责任；其演变的历史构成了历代
中央治理西藏政策的轨迹。
    中央对西藏地方的册封始于元朝，世祖忽必烈曾封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帝师，此后历朝皇帝都相继
传承加封该派领袖为帝师，由此形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萨迦派地方政权。
明朝建立后，则认可了帕竹噶举派在元末取代萨迦派成为西藏地方主导势力的现实，委托该派行使地
方政权，并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也就是把当时卫、藏、康区的各教派的首领都授予封号
，分别封有：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等八大法
王；其中，大慈法王是封给格鲁派首领的。
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格鲁派(俗称黄教)，明朝对此极为重视，曾两次派专使入藏礼请他人朝，宗喀
巴则派弟子释迦也失晋京朝见，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明宣宗时又加封释迦也失
为“大慈法王”，明王朝册封对于格鲁派政教势力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达赖喇嘛”封号始于明朝，是与西藏地方的活佛转世制度并行确立的。
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格鲁派的索南嘉措被拉萨哲蚌寺上层僧人迎至寺内，拥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
的“转世”。
1578年，索南嘉措从哲蚌寺动身抵达青海，在仰华寺会见了明朝顺义王、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
汗。
俺答汗十分尊崇西藏佛教，赠送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名号，这个名号是多
种语言的结合：    “圣”是指超凡人圣，也就是超出尘世的意思；    “识一切”是指普遍通晓，是藏
传佛教对显宗方面取得最高成就的人的尊称；    “瓦齐尔达喇”为梵文，意思是“执金刚”，是藏传
佛教对密宗方面成就最高者的尊称；    “达赖”是蒙古语，意思是“大海”；    “喇嘛”是藏语，意
思是“大师”。
    这些词汇合起来，就是说在显宗和密宗两方面都修行到最高成就、学问渊博如大海一样的上师。
1587年，顺义王扯力克(俺答汗的孙子)又转呈明神宗，请求朝廷册封索南嘉措。
次年初，神宗降旨，封“答赖”索南嘉措为“朵儿只唱”，并派人前往宣旨。
“答赖”是“达赖”的另一译音；“朵儿只唱”是藏语，意思是“执金刚”，与梵文“瓦齐尔达喇”
意思是一样的。
这就意味着，明朝中央政府确认了“达赖”名号并正式予以册封；但是，此时的册封仅限于宗教层面
。
由此，索南嘉措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根敦嘉措则被追认为第～世和第二世“达赖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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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
    1644年，清王朝建立，在统一国家和边疆的过程中，清政府陆续在西藏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地方治理
的措施。
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来京觐见，顺治帝承袭前朝对西藏的册封制度，正式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
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并授予金册和刻有汉、满、藏三种文字的金印。
自此，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成为历世达赖喇嘛合法出任与实施权力的前提和保障。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1713年，清政府又册封格鲁派的另一传承弟子五世班禅喇嘛为“班禅
额尔德尼”。
由此确立了有清一代中央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列册封的制度。
1727年，清设置驻藏大臣，成为中央设在西藏地方的最高官员。
1751年，清政府颁布《钦定西藏善后章程》，其中明确指令：宗教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兼掌地方事务。
此后，历任达赖喇嘛对西藏地方宗教与世俗政务的管理，具存了中央授权的法律效力。
在驻藏大臣的统领下，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掌控了西藏地方的政教事务管理权。
    按照清朝定制，历世达赖和班禅的转世、坐床，都需要得到中央的确认与册封才具有法律效力。
1793年，清朝颁布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其中明确规定：驻藏大臣负责督办西藏事务，与达赖、
班禅地位平等，共同协商处理政事；西藏的对外交涉事务，统归驻藏大臣全权处理；达赖、班禅和其
他大活佛的转世，由驻藏大臣监督，转世灵童的剃发、取法名、选定授戒的师傅和授经的师傅，也都
必须经过驻藏大臣奏报朝廷核准。
当举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的坐床和亲政典礼时，中央派大员亲临监视。
历世达赖和班禅代代转世至今，达赖已传承了十四世，班禅传承了十一世。
    历世达赖和班禅的承袭来自转世灵童，一旦某位转世灵童被选定，便会一跃而拥有西藏政教大权，
所以当地特权阶层为了掌控地方大权，在争夺其转世灵童寻访认定方面的斗争十分激烈：强势操控、
金钱贿赂、结党营私、弄虚作假的行径愈演愈烈，甚至一度出现过大活佛在亲族关系中接连传袭、在
同一家族或相关亲族之间连续转世，引发了地方政治与社会的严重混乱。
为了彰显中央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力，避免地方强势的操控，在对转世灵童认定中，清政府制定了严
格的“金瓶掣签”制度。
1792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钦定两个金瓶：一个放在北京的雍和宫，另一个放在拉萨的大昭寺，凡是在
理藩院注册的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大活佛，如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达赖、班禅等转世时，均
须经“金瓶掣签”。
    根据活佛转世的仪轨，这一制度的程序是：首先根据大活佛圆寂前留下的遗嘱或者暗示，结合降神
得到的“神谕”、高僧占卜的结果、观湖看到的景象，确定灵童出生的大致方向、时间、家庭情况；
接着，组织人秘密地往这个方向上寻访，主要是观察儿童的体相、举止言谈，结合灵童出生时所出现
的各种奇异的征兆和梦，确认他是否符合灵童的要求。
比如说七世达赖喇嘛出生在理塘，传说他出生三个月就开始向人做摩顶姿势，并开始说话。
问他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佛的化身”；问他去哪儿，他回答说“去寺院”；问他寺院在何处，回答
说“在西方(指拉萨)”。
又如十三世达赖出生时，据说门前的几株梨树中的一棵大树开满了鲜花，他家的房顶上彩虹像支起的
帐篷，寻访者认为这是灵童出现的预兆。
同时，还要看儿童能否辨认出前世活佛用过之物品，看他是不是前世活佛精神的延续，能否继承前世
的灵性。
    根据上述仪轨，活佛圆寂后寻访找来的“灵童”很有可能不止一个，就得将寻得的若干位“灵童”
的名字写在象牙签上，放置到“金瓶”里，由理藩院的尚书在雍和宫，或驻藏大臣在大昭寺，监督掣
签来确定一位“灵童”。
掣签选出的这位“灵童”还得报经中央政府批准确认，才具有继位的资格；再经中央册封、主持“坐
床”仪式，方正式成为“转世活佛”。
如果只选到一名“灵童”，也要报请中央政府，请求免于“掣签”，经批准后，才能继位坐床。
清代对西藏地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确认与册封的定制沿袭至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依照清朝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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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九世班禅、十三世达赖进行了册封，在他们圆寂后又审核、批准其转世灵童，并派大员主持
坐床。
现今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1940年由中华民国政府的主席颁令批准确认与册封的。
    步人近代，中国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境外列强蚕食国家领土，扶植西藏地方上层
离心势力，开始搞起了所谓“西藏独立”的分裂活动。
但是，包括僧人在内的广大西藏爱国僧俗民众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国际社会对“西藏独立”也不予承
认，使这一阴谋始终没能得逞，但却对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的首脑达赖喇嘛形成了严重的考验。
纵观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1950年11月)以来的历史，实际上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的历史大
致同步的。
其中以他1959年出境为界，大致可以分为前9年和后50多年两个大的阶段。
    在前一段，十四世达赖喇嘛作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协助中央做了不少符合中国和西藏
历史发展潮流的益事；当年他敬献给中央人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的300多件礼品，至今仍然珍藏在北京
的故宫博物院、民族文化宫和雍和宫内，它们都在无声地述说着他拥护和支持中央政府的历史事实。
    1959年3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进而流亡海外至今已50多年。
这一阶段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人拉着不走，鬼牵着飞跑”。
他无视中央政府的坦荡诚恳态度，不顾中央政府的多方诚心劝阻，一意孤行，越陷越深，最终自绝于
国家和同胞，堕落为国民共讨之的“藏独”分裂势力首领。
西藏问题，是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关乎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国人与达赖喇嘛“藏独
”集团的斗争，是进步与反动、统一与分裂、发展与后退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
    达赖喇嘛是谁，当今国人大多已知其一二了，但达赖喇嘛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活佛是神吗？
达赖喇嘛是怎样从昔日的一个青海孩童，成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农奴制政权领袖人物的？
他又是怎样步人歧途，流亡境外，制造西藏分裂，自绝于国家和同胞的？
这些问题，许多人未必真正明了。
通过这部著述，我们可以明确告诉读者：    达赖喇嘛是人，不是神。
是曾经的世俗政治将这个青海的孩童幸运地推为藏传佛教的活佛和昔日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
的。
作为活佛，他可谓学识渊博；作为领袖人物，他的言行前功后过，直至最终自绝于国家和同胞。
    达赖喇嘛是一个从辉煌步人失败、从西藏地方领袖落为境外流民的政治亡人。
达赖喇嘛曾将自。
己的命运与国家和国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获得了曾经的辉煌和政教领袖的地位，也对
国家和同胞有所贡献；而他的失败与流亡也恰恰是因为他脱离和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和同胞，站在了自
己国家和同胞的对立面。
    达赖喇嘛是一个脱离了国家与同胞、陷入难归迷途的僧人。
历史的教训是：陷入了脱离国家与同胞的迷途将一事无成。
之所以说迷途“难归”，而不是“不归”，是因为他还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达赖喇嘛是一个历经诸多世事变故、目睹家乡和同胞沧桑巨变的暮年老人，时已至此，回忆与思考
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温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来。
    我们撰写这本并不很厚的书，是希望通过介绍十四世达赖喇嘛人生数十年的情况，帮助读者了解他
本人70多年间的言行及其前后的变化，进而真正了解西藏和一个真实的现代西藏，真正了解达赖喇嘛
和一个真实的达赖喇嘛。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是集体合作的成果：厉声研究员策划了本书的整体框架和大纲，撰写了绪言，
并给予了总体指导；孙宏年博士撰写了第二、三、六部分和结语，张永攀博士撰写了第一、四、五部
分；具体统稿工作是由孙宏年博士完成的。
    在本书的撰写和修改过程中，中共中央统战部斯塔副部长、安七一秘书长和西藏信息中心王丕君主
任等领导都给予关心和指导，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沈开运副部长、党史研究室车明怀主任，中国藏
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刘洪记研究员、杜永彬研究员、廉湘民研究员，和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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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研究员、倪邦贵研究员等专家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都深表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王正研究员、刘晖春研究员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邢广程研究员、李国强研
究员、毕奥南研究员、李方研究员、于逢春研究员、李大龙研究员、房建昌副研究员等很多领导、同
事给予了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世界知识出版社高树茂社长、刘振海副社长和四川人民出版
社解伟社长的大力支持，胡孝文先生和汪溯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付出很多辛劳，而且我们还参考了国内
外很多专家的相关著作，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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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世（十四世
）达赖喇嘛从1935年出生直到2011年70多年间的人生境况、其前功后过的人生经历的图书。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认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
　　从“亲政”到流亡：爱国与分裂的摇摆（1950～1959年）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从派遣参观团到放弃“中间路线”（1979～1999年）
　　21世纪初的达赖喇嘛（2000～2007年）
　　达赖的行动与微笑（2008年以来）
　　这样的叙述，足以帮助读者了解现世达赖喇嘛本人七十多年间的言行及其前后变化，进而认识这
个我们耳熟能详但未必真正了解的十四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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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厉声，1949年8月生于北京，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
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疆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俄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中国边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吉林
大学兼职教授、新疆大学兼职教授、云南大学兼职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石河子大学兼职
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疆域史、西北边疆历史与现状、中亚近现代历史研究，著有相关著作12部、论文80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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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言
第一章 十四世达赖的寻访、认定和早年生活（1935～1949年）
　　1935年7月6日（藏历第十六绕迥木猪年5月5日），在青海省湟中县的祁家川（今属青海省平安县
），拉木登珠出生在这里的一个农民家庭里。
三年后，他被确认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后来经过中国中央（国民）政府的确认和批准，
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这个青海的普通农家子弟是如何被确认为灵童的？
如何获得中央对他“达赖喇嘛”名号的册封，从而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大活佛的？
其早年的生活又是如何的
西藏噶厦内部斗争与热振的观湖和寻访
拉木登珠及其家庭
拉木登珠赴藏
初入西藏与中央派员入藏
免予灵童金瓶掣签
坐床仪式前后
坐床后的童年生涯
与美国人的“结缘”
父亲亡故
第二章 从“亲政”到流亡：爱国与分裂的摇摆（1950～1959年）
　　1950年11月，年仅16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开始“亲政”，走上了政治舞台。
他曾经坚定拥护和平解放，与各界爱国力量一起参与西藏反分裂的斗争；千里晋京参与国事，当选为
国家领导人，坚决地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拥护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政策；他真诚歌颂祖国建设的
伟大成就，热爱和赞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甚至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他作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曾经参与各项领导工作，对西
藏的未来充满信心。
但是，他又时时在各种反动势力包围之下，无法抵制“西藏独立”谬论的干扰，不愿顺应人民意愿进
行改革，更不愿实践佛家“普度众生”的精神，放弃旧制度给他和他所属于的群体带来的既得利益，
以惠及千千万万的农奴。
因此，他在爱国与分裂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在1959年与叛乱分子一起，在彷徨不定的心境中走上流亡
之路。

“神明”指路：未成年的达赖开始亲政
出走亚东：亲政之初的彷徨
历史性的决断：拥护十七条协议
平静与波澜：学经、执政及其转变
坚定的决断：不顾阻挠，出藏晋京
参政中央：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
景仰与歌颂：毛主席令达赖终生难忘
参观祖国各地，感受建设成就
画像、法轮见证：歌颂毛主席，拥护共产党
欣然履新：出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
访印前后：西藏筹委会主任的摇摆
从彷徨到流亡：被胁出藏
第三章 “冷战”阴影下的流亡（1959～1978年）
　　1959年3月31日，达赖在分裂叛乱分子“保护”之下进入印度，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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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之初就“发表”声明宣布“西藏独立”立场，接着成立了“流亡政府”，而中央人民政府依然
以无比的宽容，希望他“回头是岸”。
但是，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他和“藏独分子”长期寄人篱下，幻想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实
现“藏独”。
1974年前后，美国放弃了对“藏独”武装的“援助”，他开始感叹：自己不过是西方反华的一个工具
。

“声明”的背后：流亡之初的彷徨
宽容与耐心：中央的等待
诉诸联合国及出访：“国际公关”活动的开始
“西藏流亡政府”：政教合一的民主政府
“暴力求独”的受挫：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合作
第三章 从派遣参观团到放弃 “中间路线”（1979～1999年）
　　“文革”结束后，在短暂的徘徊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综合国力和在国际社会中
的影响力都不断增强，地处西南边疆地区的西藏也迎来发展的新机遇。
对于达赖和境外的流亡藏胞，中国中央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开启了与达赖代表接触商谈的大
门，使达赖有了返回祖国的可能。
面对这一重大变化，达赖有哪些反应呢？

参观团背后的阴谋
从“五点计划”到“七条建议”
回国契机与意外的收获
1990～1999年：放弃“中间路线”
第四章 21世纪初的达赖喇嘛（2000～2007年）
　　2000年，当人们喜迎新千年的时候，在境外流亡了40多年的达赖喇嘛感到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
也感受到了身边流亡藏人的变化。
面对21世纪之初世界大势的转变，他在派代表与中央政府接触商谈的同时，仍然带着“招牌式”的微
笑在世界各地游走，依旧发表着各种吸引眼球又自相矛盾的言论，以便赢得西方某些势力的支持，并
为自己的将来谋划⋯⋯
达赖的健康与政治口号的转变
暴力活动与“非暴力”主张
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态度
“稳定与团结”：联合“台独”与“汉藏和解”
寻求“外援”：频繁的“国际公关活动”
夹杂政治、经济目的的“弘法”活动
寄人篱下：拉拢和讨好印度政府
排除异己：宗教信仰的“自由”
任人唯系：达赖的权力圈子
与纳粹、邪教组织的纠葛
第五章 行动与微笑（2008年以来）
　　2008年3月，拉萨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随后波及甘肃、青海、四川等省的藏族居住区，中国的驻
外使领馆又受到“藏独”分子冲击，正在进行的奥运会火炬传递活动受到影响，而欧美一些国家借此
干涉中国内政，西方反华势力还叫嚣抵制奥运会要挟我国政府。
这些都使达赖和“西藏问题”备受人们关注，达赖多次出面讲话、访问各国，“藏独”势力大小头目
纷纷“现身”。
面对暴力和血腥，面对无辜者遭受的伤害乃至死亡，达赖依然微笑着四处“访问”，善良的人们不禁
愤怒地喊出：“达赖：你的微笑很迷人，你的行动很伤人！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巴拉的迷途>>

（Dalai:
your smiles charm but your actions harm）”
阳光下的血腥：拉萨、甘南和境外的暴力事件
“非暴力”的谎言
应和与怒吼：达赖能否微笑依旧
奥运会之梦：达赖无缘开幕式
与中央政府的接触商谈
“志同道合”：与“疆独”、“台独”分子的往来
游走世界：达赖“国际公关”的得与失
“印度之子”：无心之语，还是真实之意？

结语 何处是归途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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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在南京备受蒋介石特殊关照的嘉乐顿珠随国民党来到台湾，不久又去了
美国。
在华盛顿，美国参议院和中央情报局都表示要支持达赖对抗“共产党侵略”，并让他到印度争取支持
。
后来嘉乐顿珠一度回到拉萨，给达赖带去美国的援助许诺的信息。
这位二哥因见达赖还在观望，就借口视察藏南的庄园潜逃回印度。
    而达赖的大哥当采活佛于1950年受中共西北局委托来到拉萨，本来他是满口答应要帮中共做劝说工
作的，但与达赖见面后却出尔反尔地鼓动其外逃。
1951年夏，经中共中央争取，已跑到西藏与锡金交界处的达赖返回拉萨，当采活佛却越境去了英国。
1952年初，当采活佛又转道美国与中央情报局合作，共同研究了一个用飞机接运达赖外逃的计划，并
选择了冰层较厚、便于起降的羊卓雍错、纳木错这两个湖面。
接着他向拉萨寄去密信，达赖在回信中却表示不想出走，称共产党人还不会在西藏实行激烈的改革并
伤害其利益，不过仍委托他与美国人保持联系。
此后，嘉乐顿珠也经常往返于印、美之间，并与“藏独”理论家、大贵族夏格巴搅和在一起，在印度
北部的噶伦堡建立了名为西藏福利协会的“秘密抵抗组织”。
    实际上，达赖最后走向分裂祖国的流亡之路，应该与达赖本人20世纪40年代在西藏的生活有关。
当时，西藏一直在美英势力的阴影笼罩之下。
恰好，达赖的正经师——贪恋权势、想靠英美势力谋求独立的达扎·阿旺松绕，牢牢地掌握了西藏的
政教大权。
作为达赖的正经师，不仅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达赖，而且，在达赖12岁时他就禁止达赖再到父母家
，从而把达赖封闭控制起来。
    达赖的“国际化”色彩，与他年少时受过西方老师的教导也有很大关系。
可以说，达赖少年时代，有两个西方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一个是英国人黎吉生(Richardson)，另一
个是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
黎吉生是英国驻西藏江孜商务代表古德爵士的继任者，1936年留驻拉萨，一直呆到1950年，他是在西
藏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西方人。
    黎吉生在藏期间为英印的利益四处奔走，建立了“英国驻拉萨代表处”，并以此为掩护，积极展开
对达赖及达札活佛等人的分化利诱工作。
利用其给达赖“授课”的机会，给达札等人出谋划策。
1949年6月下旬发生的“驱汉”事件，就与黎吉生的策动十分有关。
达赖喇嘛1959年外逃后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多次面见黎吉生，请他指点迷津，并要求部属阅读
黎吉生离藏后撰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
    而达赖的另一位老师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勒则是一名纳粹分子。
根据柏林联邦档案馆的记录，哈勒1938年加入纳粹党，并担任党卫军38部队中队长，多次受到希特勒
的亲自召见。
1939年，哈勒被英军俘获，关押在印度期间仍坚持纳粹思想，多次组织越狱，被视为纳粹重犯。
1944年，哈勒第五次越狱成功，从印度逃人西藏，后来受到西藏地方分裂分子的青睐。
1948年初，哈勒被推荐给年仅13岁的达赖喇嘛为师。
在达赖喇嘛的心中，哈勒是一位“有趣的、擅交际的可人儿”，他呢称哈勒为“黄头”。
在达赖喇嘛结识哈勒的一年半时间里，两人基本上是每星期见一次面。
哈勒教达赖学英文，同时给达赖灌输纳粹式思维，原先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达赖，在哈勒的辅导下
，思想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1951年，哈勒离开西藏，把家安在了列支敦士登，并撰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在西藏七年》。
这部小说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它极力歪曲西藏历史，把实有其人的中共代表张经武等人描写得蛮横无
理，对藏族和佛教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在与十四世达赖谈判之前，居然故意踢翻大殿的香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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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
有关哈勒的情况，本书第五章还有介绍。
P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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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到2011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已经在国外流亡52年了。
2010年他仍然在世界各地游走，2011年3月他又宣布要“退休”了。
他的言行和“藏独”分子的活动，仍然是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于是他“退休”的问题也让欧美
媒体炒得很热，这让欧美不少人惊讶地发现他竟然一直是欧洲早已废弃的政教合一制度的首脑，也引
起人们对他的关注。
他如今已经是七十多岁高龄的老人，想必听到过我国圣哲人孔老夫子所说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现在他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现在他能否真正“退休”？
    达赖自己流亡多年，奔走于世界各国，一直想谋求“西藏独立”或者变相的独立，可是至今没有得
到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的公开承认。
    达赖现在年事已高，可他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内部却依然是派系林立，即使是2008年11月的
“全球流亡藏人特别大会”之后，地区之间、教派之间、青年派与老一代之间、他自己的家族和西藏
其他贵族之间，依然矛盾重重、纷争不休；2009年3月前后一部分激进的“藏独”组织的暴力倾向明显
抬头，明显地有违他所强调的“非暴力”主张⋯⋯真不知道他自己“退休”——从政教合一的“流亡
政府”的“首脑”职位上“退”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将来在他圆寂——他“退”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宗教名号——之后，他那些旧日的“部属”们
会乱成什么样子？
    说到圆寂，他更是心中忐忑。
作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他知道自己曾经居住的布达拉富有多位达赖的灵塔，那是他们的归宿，是人
们怀念他们的丰碑，因为他们促进了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的发展，为西藏的政教昌隆、祖国的发
展繁荣作出过贡献，也使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代代相传。
其中，五世、十三世的灵塔非常宏伟，恰恰是因为他们身经乱世而自持不乱，坚定地拥护中国中央政
府、维护祖国统一，使藏传佛教和西藏政教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而他自己呢，1959年以后就在国外漂泊，万一自己在国外圆寂，如何使达赖喇嘛转世制度得以延续？
他自己的确在：1984年以后多次讲过，自己圆寂后未来的达赖可能转世到境内的西藏人之中，也可能
在境外的流亡藏人中转世。
可是，他更担心达赖喇嘛转世制度被废止，他在1993年就凄楚地讲过“我很可能是西藏最后一位达赖
喇嘛”。
    至于别人和后人的评论，达赖更是非常关心，毕竟事关自己的“身后名”，可是在经历了无数的风
风雨雨之后，他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评说了。
    作为青海祁家川一个普通百姓的子弟，他无法忘记自己童年的生活，如果不是热振活佛坚持十三世
达赖喇嘛已转世于安多地区，他哪有可能成为达赖喇嘛？
如果不是被国民政府明令确认为转世灵童，他的家庭哪有可能从普通人家成为西藏的大贵族，又怎么
能够获得大量的庄园，他的家人又怎么会被给予种种的机会？
    他自己在十六岁时就能够“亲政”，成为西藏政教大权的掌管人，是在特殊的条件下通过“神断”
的方式实现的，而他真正能够成为全西藏的领导者，却是他自己坚定地拥护十七条协议之后才做到的
。
和平解放之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驱逐了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促进噶厦与班禅堪布会议
厅委员会的和解，又建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他被任命为主任委员，才把过去噶厦、班禅堪布厅
和一直与内地争来夺去的昌都地区统一起来，他成为全西藏的领导人。
而且，他有过改革西藏旧制度的许多设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帮助他实现的
，西藏内外的公路修通了，学校、医院、银行、工厂都建起来了，人民的生活开始有了新变化，僧人
和贵族们有可能在新中国获得全新的生活⋯⋯他因此真诚地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伟大领袖毛泽
东主席，甚至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自己的确有过让西藏繁荣发展、“政教昌隆”的设想和机会，可是身边的人害怕民主改革会剥夺
他们的庄园、权势和以往在农奴身上作威作福的生活，他自己也摇摆不定，甚至差点儿在1956年访问

Page 1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巴拉的迷途>>

印度时就成了流亡者，1959年又被他们“保护”着来到印度，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
流亡之初，他的确坦然承认过1959年3月17日离开拉萨时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中国中央政府对于
自己很宽容，直到1964年才撤销了给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务，哪一个国家
会给叛逃出境、分裂国家的人保留五年的国家领导人位置？
可是，他自己呢？
却发表过无数的声明，鼓吹“西藏独立”，组织武装力量侵扰祖国的边境地区，让“西藏问题”国际
化，使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国整体的发展受到影响。
    在流亡国外之后的几十年间，他有过返回故乡和祖国的可能，1978年以后邓小平就提出来“爱国不
分先后”，开启了他与中央政府对话的大门，他多次派人去接触、商谈，可是他和他身边许多人对于
“达赖要回来，也只能作为中国公民回来”的说法不满意，在商谈过程中在拉萨制造了许多的事端，
最终引发骚乱，致使商谈中止。
到了十世班禅圆寂，中国佛教界的人士又希望他回国，为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寻访做些工作，这
是恢复他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大好机会，可是他又擅自指认了一个灵童，但最终没有达到干扰灵童寻访
的目的，他自己却遭到佛教界的谴责，不可能回国了。
2002年以来，他又和中央政府有过多次商谈，可是情况同样没有什么改观，而他的下属们则从2008年3
月起在拉萨、甘南、阿坝从事种种暴力活动以及在境外从事冲击中国使领馆、干扰火炬传递等种种活
动——他自己仍然要把这些活动说成是“和平抗议示威”，但所有这一切已经激起全中国人民和全球
华人的愤怒声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对他大声指责，和谈看来又面临困境了⋯⋯    
流亡在外五十多年之后，达赖对他自己留给世人的印象有时颇为自信，尤其是他的微笑很迷人。
他的确听到了许多的赞扬，他被一些人看成是“和平主义者”、“非暴力主义者”、“宗教大师”、
“致力于争取民族自治的斗士”。
有人说：“我觉得他真的很值得尊敬，而且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非常和平。
”有人则十分理性，认为达赖“试图通过利用和平又有同情心的藏传佛教推销西藏独立。
而且他做得很好。
但我认为他在世界领导人中间受欢迎，是因为他与中国政府争夺道德制高点”。
对于他的言行和实质，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番话可谓直率：“我们完全被这位想通过祈祷和微笑改
变世界的老人所征服，在他面前放弃批评性的思考。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在达赖喇嘛统治西藏的时候，西藏仍是农奴制。
这一制度在50年代中期才被废除⋯⋯如果我们在西藏问题上只看到达赖喇嘛的微笑，那么这就说明我
们看重的是西藏问题给我们带来的象征意义，而不是西藏本身。
”    在众说纷纭之中，达赖如何评价自己的呢？
首先，他是青海祁家川出来的一个普通孩子，接着成为众人瞩目的格鲁派大活佛——达赖喇嘛，“亲
政”以后成了西藏政教大权的拥有者，1955年以后一度成为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1956年又成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此才真正成了统一的西藏的领导者。
1959年离开西藏前，他总体上还可看做一个爱国、进步的宗教领袖和领导者。
流亡国外、建立“西藏流亡政府”‘之后，一度成为各国反华势力的宠儿，又是西方大国在冷战时期
反华的“西藏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成为世界舆论的关注点，成为各国政要纷纷会见的“国际
政治明星”，人们还说他是佛学家、政治活动家、“和平天使”等等。
可是，祖国人民斥责“十四世达赖及其追随者作为旧西藏极少数封建农奴主利益阶层的代表”，“一
直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装扮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有利于藏族人民的好事”
。
人们还呼出种种口号，说“达赖：你的微笑很迷人，但是你的行动很伤人？
。
    然而，无论评价如何，达赖自己目前最关心的是：现在该往何处去呢？
是继续坚持“西藏独立”，终老于异国他乡？
还是维持现状，等待时机，走一步看一步？
还是放弃“西藏独立”，回到祖国，回到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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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现在似乎仍然难以做出最后的决断。
在这种心境中，达赖又时常感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宽容和耐心。
    2008年3月18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我们多次郑重地申明，如果达赖放弃独立的
主张，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同他对
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至今也没有改变。
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恰恰证明在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上他的虚伪面目。
温家宝总理表示：“即使这样，我还想重申，我们原有的主张，说话是算数的，关键是要看他的行动
。
”    4月12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时强调，中国中央政府同达赖进行对话的
大门是敞开的，现在双方接触商谈的障碍不在我们，而在达赖方面；如果达赖真有诚意，就应落实在
行动上；只要达赖方面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
我们随时愿意同他继续接触商谈。
5月4日，胡锦涛在接受采访时又指出，考虑到达赖方面多次提出恢复商谈的请求，c中国中央有关部门
负责人今天要同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进行接触磋商，希望这次接触取得积极成果；我们真诚希望达赖
方面以实际行动表明已经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
活动，为下一步商谈创造条件。
    5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朱维群、斯塔与达赖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格桑坚赞进行了接触
，指出：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接触商谈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达赖方面言
行一致，真正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停止策划煽动暴力活动，停止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为下一次
接触商谈创造条件。
7月初，第二次商谈如期进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又会见了达赖的私人代表，又向达赖明确
提出“四个不支持”。
    11月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杜青林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
、格桑坚赞一行，再次强调：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问题上，无论任何时候、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可有丝毫动摇和偏离，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达赖
喇嘛应该尊重历史、正视现实、顺应时代，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根本性改正，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政
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希望达赖喇嘛作出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对自
己有益的选择。
    2009年3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问到中国政
府是否愿意与达赖恢复接触商谈和达赖所谓的“真正自治”等问题。
对此，温总理再次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涉藏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
干涉，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我们对待达赖喇嘛的政策是一贯的、明确的，只要他放弃分裂活动，我们就愿意同他的代表进行接谈
，这个大门始终是敞开的；2008年，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应达赖喇嘛方面的要求，我们进行了三次
接谈，这种接谈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关键在于达赖喇嘛要有诚意，使接谈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到了2010年2月2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指出：“达赖喇嘛的政治
主张，他自己并不隐蔽，除了那些漂亮话之外，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是公开的，这些都涉
及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涉及我们国家的尊严，是不可以谈的，我们是不可能作出任何让步的”；商
谈“这个门是不会关上的，除非发生他公然宣布‘西藏独立’这类的事情”。
    达赖曾经长期研习佛教经典，想必能够清楚地知道“回头是岸”的含义，今后会走向何方，人们正
在等待他的决断，同时又充满期待，希望他能从分裂祖国、破坏西藏地区安定与繁荣的所谓“事业”
和“岗位”上真正“退休”，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正视现实，认清形势，走出“西藏独立”的幻
想和迷途，争取在有生之年为西藏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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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达赖喇嘛是一个脱离了国家与同胞、陷入难归迷途的僧人。
历史的教训是：陷入了脱离国家与同胞的迷途将一事无成。
之所以说迷途“难归”，而不是“不归”，是因为他还有能做些迷途知返的事情的“余生”。
    达赖喇嘛是一个历经诸多世事变故、目睹家乡和同胞沧桑巨变的暮年老人，时已至此，回忆与思考
是常有的事，也是有益的事；温故而知今，思故而求未来。
《香巴拉的迷途(十四世达赖喇嘛人和事)》是我国迄今为止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现世(十四世)
达赖喇嘛从1935年出生直到2011年70多年间的人生境况、其前功后过的人生经历的图书。
本书由厉声、孙宏年、张永攀著。

Page 1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香巴拉的迷途>>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