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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3 月 14 日，拉萨发

生了打砸抢烧事件，举世哗然，

西藏问题一时成为世界焦点。就

此，欧美各国纷纷对华施压，达

赖集团越发成为西方干涉中国

的一张政治牌。若我们比较欧美

政策，可以发现，在如何使用这

张政治牌的问题上，欧美各国同

中有异。因此，我国应知己知彼，

逐个应对。
美国：

国家利益导向的务实政策

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明显

特点是：政府与国会态度不一。
这既与两党政治有关，也能体现

美国对西藏问题的矛盾态度。作

为目前世界实力最强的国家，美

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泥淖中大伤

元气。而中国经济则持续增长，

“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甚嚣尘上。
因此美国对中国采取的是两面

手段。一方面要借助中国的东亚

地区大国地位，在朝鲜问题、伊
朗核问题等事务上谋求中国的

帮助；另一方面，美国又对中国

甚具戒心，在西藏问题上试图牵

制中国。然而为了避免激起中国

的强烈反对，美国政府采取了较

为慎重的举措。
“3·14”事件之后，2008 年 4

月，达赖赴美国活动，但是布什

总统并没有与之见面，而且美国

也没有将西藏问题与北京奥运

会挂钩。4 月 7 日，美国白宫发

言人弗拉托重申，布什总统出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计划没有

改变。7 月，美国总统布什称将

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以上两

次表态都获得我国外交部发言

人的欢迎。8 月 10 日，美国总统

布什如约前来参加北京奥运会

开幕式和相关活动。可见，美国

政府在西藏问题上较为审慎。
相较而言，美国议会则显得

比政府更为“热心”，在西藏问题

上非常活跃。2008 年 3 月，美国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印度会见

达赖时，呼吁国际社会就西藏问

题向中国施压，以免丧失“道德

制高点”。一些议员除了与达赖

会面外，还设法通过了各种有关

西 藏 问 题 的 决 议 案。例 如 在

2008 年 4 月 9 日，美国会众议

院审议通过众议长佩洛西提出

的涉藏反华决议案；9 月，美国

会参议院通过“呼吁达赖和中国

政府就西藏人民权利加强对话”
的决议案。2009 年 3 月 11 日，美

国会众议院通过了第 226 号议

案，称赞达赖喇嘛，而指责中国

政府的西藏政策。可见美国议会

在西藏问题上比政府更为激烈。
欧洲大国：

人权价值观下的强硬立场

与美国相比，欧洲各国的态

度要更为强硬，各国领导人大都

曾会见过达赖，且动辄将西藏问

题与奥运会挂钩。例如 2008 年

4 月 10 日，欧洲议会通过了“西

藏问题决议”，呼吁欧盟成员国

首脑将中国政府与达赖对话作

为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条

■ 漆海霞

欧美手中的“达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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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这主要是因为欧洲各国大多

自认为是现代文明的发源地，在

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问题上，拥

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所

以，对于西藏问题，大多态度强

硬，法、英两国堪为其代表。
法国在欧洲各国中表现最为

激烈。法国总统萨科奇多次表示

抵制北京奥运会。2008 年 3 月 25
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被记者问

及是否会抵制北京奥运会时声

称，目前不排除任何选项。7 月，

萨科齐表示，他将视中国中央政

府与达赖方面的接触情况决定是

否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尽管

萨科齐最后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

开幕式，但是如此频繁的表态给

中法关系笼罩了一层阴影。而在

奥运会结束后，2008 年 12 月 6
日，萨科齐在波兰同达赖单独会

面，这激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
英国拥有长期奉行均势外

交的传统，较少采取极端政策。因
此在达赖问题上，2008 年奥运会

前，英国政府一方面宣布其领导

人要接见达赖，一方面表态英国

首相将出席奥运会开幕式，反对

将奥运会政治化。3 月，英国首相

布朗宣布将会见达赖，5 月布朗

就会见了达赖。但是，与此同时，

布朗多次表态支持北京奥运会。3
月 17 日，布朗在伦敦表示，他热

切期待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北京

奥运会圣火传递仪式和在北京

举行的奥运会；27 日，布朗在伦

敦说：“英国将不会抵制奥运会。
英国将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各种

仪式。”8 月 22 日，布朗出席北京

奥运会闭幕式。故此，中英关系恶

化幅度不算剧烈。诚然，英国对北

京奥运会的支持也与其下任奥

运会主办国的身份有关，英国并

不希望未来出现对英国奥运会

的抵制。但是从以上分析可以看

出，英、法两国的首脑都在北京奥

运会前后会见了达赖，在西藏问

题上的态度比美国更为强硬。
中国：可能的对策

通过比较欧美的西藏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国家根据自

身的不同利益在利用达赖这张

牌。对此，我国通过外交、经济等

多种途径予以综合应对。每当欧

美国家借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

政时，我国外交部都会表示抗

议，甚至进行交涉。例如：2008
年 12 月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达

赖后，次日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

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外交部

副部长何亚非召见法国驻华大

使，提出严正交涉。进而中方推

迟了中欧领导人会晤、取消了中

法工商峰会。在采取外交举措的

同时，我国还通过经济合作来缓

解并改善与各国的关系，促进彼

此的沟通与信任。2008 年底，在

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

美各国急需加强与中国的经济

合作以渡难关。2009 年 1 月，温

家宝总理访问了英国、德国，就

加强经济合作发表联合声明。2
月，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中国贸

易投资促进团访问英国、德国。
英国首相布朗专门致信陈德铭，

表示欢迎。此外，我国还努力向

世人加强宣传西藏农奴制改革

前后的变化。2009 年 3 月 2 日，

国务院新闻办发表《西藏民主改

革 50 年》白皮书。西藏立法机构

将 3 月 28 日确立为“西藏百万

农奴解放纪念日”。这些措施明

史鉴今，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所

谓“西藏问题”的实质所在，有助

于世界各国正确认识达赖问题

的性质。在中国的努力下，英法

都对西藏问题进行了反思。
“青 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西藏问题只是西方各国手

中的一张牌，大势所趋之下，这张

牌必将日益失去利用价值，势必

成为明日黄花。在中国的努力下，

英法都对西藏问题进行了反思。
2008 年 10 月 29 日，英国外

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英国外交部

网站发表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

一部分。2009 年 4 月 1 日，萨科

齐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伦敦金

融峰会上会见国家主席胡锦涛

时表示，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日，我国

外交部与法国外交部达成《中法

新闻公报》，法国充分认识到西藏

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拒绝支

持任何形式的“西藏独立”。
当然，长远计之，我国还需

要文化层面的策略。西方人大多

把西藏想象成乌托邦式的“香格

里拉神话”。正如德国前总理施

密特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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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对此问

题，我们必须要有文化上的对

策。首先要加强中国的文化软实

力，大国的崛起不仅是经济、军
事实力的发展，也需要文化影响

力等软实力。而当前我国在国际

社会的文化软实力较为薄弱。达

赖问题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有鉴

于此，中国应该在全世界加强对

中国的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

宣传力度，使世界各国了解并认

同中国的价值观。其次，我国除

了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外，也要

使世人正确认识中国的佛教文

化。西方人多认为达赖就代表佛

教，而事实上达赖仅属于藏传佛

教的一支，中国佛教各宗派各有

其长期传承。因此也有必要让世

界对中国佛教有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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