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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西藏&独立'活动在中印边界东段
争端形成中的影响
!

关培凤

摘
!

要!清末及民国时期西藏上层亲英分子进行的&独立'活动是英国的殖民侵略,清政

府简单粗暴的治藏方式和中国政局长期动荡共同作用的结果#西藏&独立'活动不仅直接

导致了&麦克马洪线'的出台"也导致西藏在对英国乃至后来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中

失败"更对中国中央政府与英国和印度的交涉造成了显见的束缚和羁绊"使中央政府的交

涉无法取得积极效果"中印边界东段争端最终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关键词!西藏&独立'$中印边界争端$东段

尽管存在论述视角,史料选择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但无论是对于西藏&独立'活

动"还是英,印对西藏的侵略以及中印边界东段争端的形成过程"中外学术界已有丰富的

研究成果"但专门将西藏&独立'活动在中印边界东段争端形成历史中的影响进行分析研

究的并不多见#众所周知"中印边界争端是目前中国与邻国陆地边界争端中尚未解决也

最难解决的争端"它已经成为阻碍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深入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于中国而

言"中印边界争端久拖不决的最大难题在于妥善处理两国边界东段争端中面积巨大的争

议领土的归属问题#而东段领土争议问题的形成与
!"

世纪前半期西藏上层的&独立'活

动密切相关#深入研究西藏进行&独立'活动的缘由"揭示其对中国领土完整,中印双边关

系发展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为我国制定正确的治藏政策"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

系"以减少印度在中印边界谈判中利用西藏问题对我国进行牵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清末民初西藏图谋&独立'的内因

西藏自元代以来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直到中华民国成立"这种隶属

关系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或影响!

#随着西姆拉会议的召开"西藏地方政府中部分亲英

分子开始进行了一些图谋&独立'的活动#毋庸置疑"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及其后对

西藏部分上层贵族的大力收买拉拢和唆使煽动"是导致西藏上层部分贵族企图摆脱中国

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说"民国时期西藏所进行的&独立'活动中"英国一贯

充当了积极策划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对于这一点"国内学术界已有很多论述"因此本文不

再赘言"而将分析的重点集中在当时中国中央政府所采取的治藏措施和中国的政治局势

两个方面#

首先"清末中央政府简单粗暴地处理西藏问题的方式"致使西藏与中央产生隔阂与矛

!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
=@=!

年的排汉文告和&议决四条'表明西藏已经独立"这一观点遭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

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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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以十三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日渐离心"一度选择了亲英排汉反汉的政策#在英国入侵之

初"西藏曾进行过壮烈的军事抵抗"但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及条约束缚"不仅对西藏坚决抗击侵略的行

动未予支持"反而对西藏的抗英斗争一再进行打压"并同英国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这不仅严重损害

了西藏的利益"使西藏成为英国和印度商品的倾销市场"而且大大损害了中央政府在西藏特别是统治上

层中的威信#英国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后"达赖喇嘛在领导藏众积极抵抗英国侵略的同时"也曾请求政

府予以军队和军饷方面的协助"但驻藏大臣有泰却不予支持"致使英军长驱直逼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

出走库伦#之后"在没有弄清达赖出走的真正动机的情况下"清政府听信了有泰的上奏"于
=@"F

年草率

地革去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后来虽召达赖进京并恢复其名号"但又在觐见的礼节问题上发生了龃龉"达

赖喇嘛要求直接奏事的权力也被驳回#与此同时"清末在西藏实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又危及到了十三世

达赖喇嘛和一些上层僧俗贵族的既得权益"清政府对达赖的安抚自是难以抵消他对中央的不满#不仅

如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刚刚返回拉萨后又发生了入藏川军击毙喇嘛和向布达拉宫开枪的恶性事件"致

使
=@="

年十三世达赖再次出逃"清政府又一次革其名号"予以通缉"甚至打算另访灵童取而代之#在得

知这些消息后"十三世达赖曾自加尔各答先后七次向清政府发报进行申诉"得到的答复是"&尊爵位既已

撤去"不能宽恩赦免//不必再生来京之念"作无益之劳动'#这种轻率的答复使身处英印款待与劝诱

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失所望"对清政府的离心倾向也随之增强#在英国发动侵藏战争以来的
!"

多年

时间里"清政府先是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对西藏地方抵抗外来侵略的主张和实践进行打压"并轻率革除

达赖喇嘛名号$继而与英帝国主义签订损害西藏地方利益和中国国家主权的不平等条约$随后又在达赖

喇嘛觐见的礼节上降低规格"并在西藏实施的新政中力图收西藏权力于中央"加强对西藏的管辖$最后

又因达赖出逃印度而再度革除其名号"且对达赖申诉不予理会#凡此种种"都不同程度地激起了西藏僧

俗各阶层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失望"也越来越清楚地暴露了清政府对外的卑躬屈膝和对内的腐败无

能#清政府对外不能保护藏众"对内两度革除达赖名号"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失当"均使西藏民众特别是

西藏上层产生了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倾向"特别是革除在藏传佛教中有崇高地位的达赖喇嘛的名号"不仅

失去了信教群众的信赖"而且加深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鸿沟"使达赖喇嘛及部分上层人士与中

央政府日渐疏远"萌生了依赖英国排汉反汉之心#

其次"鸦片战争以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局长期的动荡也为西藏上层进行图谋&独立'的活动

提供了契机#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隶属关系从牢固走向动摇松弛,继而一度图谋&独立'的演进过

程"正值中国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内对外举步维艰之时#无力抵抗外来侵略的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

屈膝投降"决定了它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维护西藏的利益"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在西藏享有崇高的威

望和至上的控制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传统的隶属关系由牢固一步步走向松

弛#实事求是地讲"尽管在辛亥革命爆发前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有很多分歧,矛盾甚至出现离心"

但在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一点上"西藏地方政府基本还是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的#辛亥

革命爆发后中国政局的动荡和英国的教唆鼓动在事实上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及部分西藏上层最终选择联

英制汉提供了便利#

!"

世纪
B"

年代西藏上层亲英势力的增强和对英国侵略图谋的认识一度使十三世

达赖喇嘛重新产生了倾向中国中央政府之心"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再次阻碍了中国政府解决西藏问题,

全面恢复西藏地方与中央传统关系的和平努力#纵观西藏地方对中央政府态度的演变可以看出"西藏

对清政府产生离心倾向是在清政府内外交困,行将就木的时期$西藏与英国勾结"在西姆拉会议上共同

对付中国中央政府"在中藏划界和西藏&独立'%至少是&自治'(问题上气焰嚣张"正是民国初建"中央政

权尚未稳固,地方革命和起义此起彼伏之时$设立所谓西藏&外交局',阻挠中国修筑中印公路事件正是

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以&独立'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派&商务代表团'出访欧美和制造驱汉事件

等重大恶性事件"又正值国共两党内战乃至国民政府统治即将崩溃之际#在这数十年中"西藏地方与中

央政府的关系唯一出现缓和与改善气象"则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对全国相对稳固的统治后#显而易

见"正是中国政局长期的混乱动荡"为西藏上层亲英分子得以进行一系列图谋&独立'的活动提供了

条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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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民初西藏&独立'的历史后果与中印东段边界争端的形成

!"

世纪上半期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及印度独立后对英国在藏侵略权益的强行继承"是中印东段

边界争端形成的根本原因#但不能回避的是"辛亥革命以来的西藏&独立'活动也对中印东段边界争端

的形成发挥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西藏图谋&独立'的活动"直接导致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得以炮制出台"即直接引发了中

印东段边界的争端#中印两国东段边界争端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麦克马洪线'是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印政府和西藏代表伦青夏扎背着中国政府私自换文而炮制的一条边

界线#为了使西藏成为英国控制下的&独立国'"早在会议前的三个多月"英印政府就派遣锡金政务专员

柏尔赴江孜与伦青夏扎一起"互商在西姆拉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如西藏之&独立'与自治,&大西藏国'

之范围,中央与西藏的关系以及对付中央的办法等等#柏尔还要夏扎&收集所有关于昔日中藏交涉以及

陆续为中国占领而西藏现今要求归还的各州县等项之文牍"携之赴会'

!

#在英国的支持下"西藏代表

在会上先发制人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六条意见"其要点是声称中藏向无藩属关系"西藏为独立国"其

领土范围包括青川甘滇四省藏区在内等#会议期间"英国利用西藏对它的倚重"乘势提出了一条旨在将

中国西藏东南部的门隅,洛瑜和下察隅地区划归印度的印藏边界线"并强硬地指出如果西藏不同意这条

印藏边界线"那英国今后不能再在帮助西藏&反对中国侵略'和西藏&独立'等问题上施以援手"

#英国

的蛮横要求和威胁劝诱让毫无准备的夏扎一时不知所措"只得向拉萨请示#在给司伦雪康的信中"夏扎

强调了同意英国提出的界线与英国支持西藏对中央的土地要求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深深打动了西藏噶

厦"司伦雪康给夏扎的回复中表示"尽管如此划界会使&政府所受损失及长远危害甚巨'"&但如//能使

西藏获得独立"并使康区的汉军官兵全部撤回汉地'"&则在一奉到%英方(通知后"即可派人划界及将西

藏政府的收入和土地,百姓"移交给大英政府人员#'

#在得到噶厦的批复后"夏扎和英国政府代表麦克

马洪背着中国政府"于
=@=F

年
B

月
!F

日和
!G

日通过私人秘密通信的方式承认了英国提出的这条所谓

的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从而将我国西藏东南部传统习惯线以北约
@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入了英属

印度#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马克斯维尔在其)印度对华战争*一书中对此评论说"&麦克马洪线'的

实质就是把边界向北推进大约
>"

英里"把边界从战略上暴露的山麓提升到阿萨姆的喜马拉雅山山

顶$

#从&麦克马洪线'出台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西藏噶厦之所以接受英国提出的所谓印藏边

界线"根本原因在于西藏幻想在英国的帮助下摆脱中国中央政府的控制"并从中央政府那里获得它所希

冀的&领土'范围#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独立'迷梦"拉开了中印之间关于东段边界争端的帷幕#需要

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代表拒签西姆拉条约和随后发表不承认英藏双方单独草签之条约的声明"使西藏接

受&麦克马洪线'的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故而在西姆拉会议后西藏政府对&麦克马洪线'采取了否认态度"

并在此后
!"

年间继续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西藏领土实施行政管辖#

第二"西藏图谋&独立'的活动"导致西藏在对英国乃至后来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中失败"中印

东段边界争端随之延续而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BG

年&华金栋'事件发生后"英印政府开始真正对&麦

克马洪线'以南领土关注起来"遂多次与西藏地方交涉"要求实施对该地区的控制权#西藏政府以英国

未能兑现承诺"帮助确定中藏边界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时值二战爆发前夕"英国和英印当局虽对

西藏答复不满"但也未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世纪
F"

年代"亲英分子把持噶厦政权后"英国加强了对

&麦克马洪线'以南洛瑜,下察隅和门隅地区的侵略活动"并为此于
=@FB

年
?

月组建了东北边境事务处"

下设四个分处"专司对察隅,洛瑜,门隅地区的侵略事宜#在英国不断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的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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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西藏噶厦曾多次提出抗议并与英国驻拉萨的代表进行交涉"强调指出&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归

西藏所属"&西藏政府不希望以任何方式去争论确定领土疆界范围的2麦克马洪线0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自
=@=F

年起"

B"

年来西藏已在实践中履行了自己的权威'

!

#然而"英印当局对西藏的抗议根本不

予理会"坚持其侵略行动#在
=@FF

年底至
=@FG

年初"英军侵入下察隅的瓦弄地区并建立哨所$

=@FG

年

春"英印为了更便于控制&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开始在洛瑜和门达旺地区强制向当地居民征税#尽管

噶厦对英国的侵略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指责其行为无异于&大鱼吃小鱼'"但最终结果正如阿萨姆省督秘

书米尔斯所言"到
=@FG

年
G

月"&%在色拉以南的达旺地区(西藏的影响可以说是消亡了"而且只要我们

不撤回军队"它就永远不会复活'

"

#

西藏与英印领土交涉的失败"固然有实力悬殊的因素"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英印大肆侵略&麦克马洪

线'以南领土的时期正是西藏图谋&独立'的一个高潮期#正因为如此"伦敦和英印当局虽面对噶厦激烈

抗议"仍能泰然自若地表示&我们并不认为占领这些地区的行动能够被制止#而且"西藏政府对印度在

粮食等物资方面表示的好意具有很强的依赖性"他们担心被中国吞并仍然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此"

我们认为必须严格坚持目前已确定的行动方针#'

#事实正如侵略者所言#为了谋求所谓&独立'"西藏

对英国政府和英印当局的强烈依赖不仅体现在粮食物资上面"更重要的体现在外交和军事武器方面#

=@F!

年底"美国首次遣使入藏时"西藏&外交局'秘书索康札萨曾向美国使节表示"&西藏现在之所以具

有独立地位"完全归功于英国'"&西藏政府总是绝对信任英国的良好信用的'#但在与中国中央政府的

关系上"索康却表示"&西藏从未承认过中国对她的宗主权"过去中国对西藏的统治纯粹是军事性的#'

$

=@FB

年"当西藏当局因阻挠中国修筑中印公路,拒绝援华物资假道西藏而致国民政府陈兵青藏边界时"

噶厦立即请求英印当局及英国设法维护西藏&主权的完整'和&独立地位'"而英国也很快就此事与国民

政府进行了交涉#

=@FF

年古德出使西藏期间"噶厦在抗议英国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侵略的同时又表

示"&西藏政府渴望得到大英政府的帮助"以便西藏派代表出席战后和平会议'"噶伦们还表示"西藏希望

被承认是独立国家"更希望这种独立是以英国自始至终的现实支持作担保#这一切充分暴露了西藏实

力的虚弱和对英国的依赖#

为了对抗国民政府"西藏还于
=@FB

年
?

月底请求英印政府紧急提供相当数量的武器和弹药"其中

包括步枪子弹
=>="

万发"机关枪子弹
G""""

发"山炮弹
BA"""

发以及刘易斯式或布伦式机关枪
!"

挺#出于保持并加强英国对西藏影响和控制的考虑"英印政府同意向西藏出售步枪子弹
G""

万发"山炮

弹
="""

发"并向西藏派遣军事训练小组赴江孜,拉萨等地"帮助西藏训练藏军&

#

=@FF

年
>

月"英国又

决定向藏军提供新式山炮#英国在提供这些武器援助的同时"提出了在察隅和达旺驻军的条件#为了

获得英国的军火援助"西藏噶厦对此保持了沉默#正是西藏当局在军火和外交方面极度依赖英国对抗

中央"导致其与英印当局就&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进行的交涉基本没有取得成效#印度独立后"坚持要

求全面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权益"西藏噶厦一方面坚决反对"并要求印度归还过去占领的西藏领土"

另一方面却加紧向印度政府购买大批武器"扩编藏军"以图对抗中央#这种局面使印度对西藏的要求置

若罔闻"尼赫鲁仅不痛不痒地表示"&印度政府很高兴得到西藏的保证"西藏政府打算在现有的基础上继

续保持友好关系"直到订立对双方都有利的新协定#'

'与此同时"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则以支持西藏

&独立'来诱惑噶厦"声称如果拒绝印度要求"使印度不快"将会影响西藏&独立'#黎吉生并以断绝印藏

之间的一切交通往来威胁噶厦(

#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对印度的交涉不了了之"印度堂而皇之地继承了

英国在西藏的全部特权"西藏则响应印度的邀请和听从黎吉生的唆使"以&独立'身份参加泛亚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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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依靠英国和印度图谋&独立'的幻想"注定西藏无论是与英国还是与新独立的印度的领土交涉都无

果而终#

第三"西藏图谋&独立'的活动"往往使中国中央政府在与英国和印度的领土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

以致无法取得成效#

!"

世纪
F"

年代"由于西藏亲英分子把持政局"图谋&独立'"导致西藏地方同国民

政府的关系十分疏离"加上英国刻意对中国政府封锁消息"英国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领土的行动以及

西藏地方与英国的交涉"国民政府要么完全不知情"要么知之不全或知之甚晚"这种局面严重地影响了

中央政府对英国侵略行径的抗议和交涉"致使事态的发展令人扼腕#

在
!"

世纪
B"

年代末到
=@FF

年间"西藏噶厦曾对英国的侵略进行了频繁的抗议和交涉"但直到

=@FF

年
F

月国民政府才笼统得悉英印军队入侵门隅和达旺的消息"对详细情况仍缺乏准确了解#

=@FF

年
F

月到
=@FG

年
=

月间"驻印专员公署,蒙藏委员会,军令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及驻藏办事处处长沈

宗濂等都就英印军队进占达旺和门隅的情形作过报告"但综合看来"这些报告不但互有出入"且对于进

占时间,侵略人数以及侵占状况等情况的报告也相当零碎#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法获得完整的情报!

#

这一窘境的出现显然是与西藏把持政权的上层亲英分子自外于中央"未能向中央如实,全面地汇报英印

的侵略活动分不开的#中央政府对英印侵略细节的缺乏了解"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无法与英国进行

深入交涉#如在得悉英国侵略门隅等地区后"驻英大使顾维钧遂奉命向英国外交部询问其是否知悉古

德在藏煽动独立及要求割地的行动#英外交部先答以并不知情"继而声称经过调查"&此项传闻查无根

据'"以此来糊弄搪塞国民政府#国民政府随后电告沈宗濂"要求其向西藏政府说明中央与英国交涉的

情形"并提示其拒绝古德要求"限期入侵门达旺的英军撤退$并要求西藏政府以后对外事件"一律呈报中

央核办#对此"西藏方面不仅未向中央政府汇报英印的侵略详情及古德的无理要求"摄政大扎反而表

示"&西藏政事"尚有噶厦及民众大会"非本人所能做主'"意在排斥中央政府干预"

#西藏当局与英国方

面有志一同抵制中国过问藏事"自然将中央在相关对外交涉中置于尴尬境地"不仅损害了中央的威信"

也影响到交涉的效果#

=@F!

年中英就废除旧约改订新约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曾打算与英国交涉有关西藏的不平等条

约"然而"英国在商谈新约时拒绝讨论西藏问题"使得国民政府无法废除英国在西藏的特殊地位#抗战

胜利后"废除中英间关于西藏的不平等条约再次被提上了国民政府的日程#外交部欧洲司认为如果西

藏当局对修订条约无所准备"而中央贸然向英国或印度提出修约交涉"英印方面会借口西藏不同意而推

诿#

#因此"废除英印在西藏的特权首先要得到西藏的同意和支持#印度独立后"蒋介石认为&应于印

度自治之初"利用中印友善关系向印交涉取消一切不合理举动"并收回被侵占之土地'#然而及至印度

独立并要求继承英国在藏的特权之时"西藏噶厦对于废约仍持暧昧态度"一方面希望通过废除某些不平

等条约"收回部分利权"一方面又担心废约会影响到西藏对中央的&独立'地位"希望继续借重英国和印

度对抗中央#为此"西藏更乐于避开中央同印度直接交涉谈判重订新约之事#

=@F?

年间西藏与印度就

归还被占领土问题所进行的交涉"国民政府很可能一无所知#在相关的民国时期出版物中缺乏
=@F?

年

西藏和印度换文的信息印证了这一点#

=@F?

年
="

月"西藏更撇开中央致电联合国"要求对西藏与印度

重订新约予以支持$

#西藏当局与中央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西藏的自行其是"使得国民政府

与印度的交涉顾忌颇多"困难重重"最终没有取得任何效果#中印边界东段的领土争端继续成为中国与

印度之间久悬难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成为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最大和最根本的障碍#

三,结
!

语

综上所述"中国政府特别是清末治藏方式的简单粗暴"致使西藏与中央产生严重的隔阂与矛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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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培凤!清末民初西藏&独立'活动在中印边界东段争端形成中的影响

英国的刻意煽动和拉拢下"西藏上层部分人士对中央政府日渐离心"进而做起了图谋&独立'的美梦#鸦

片战争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和内部分裂又为西藏图谋&独

立'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环境#西藏地方图谋&独立'的活动不仅揭开了中印边界东段争端的序幕"而且

使这一争端一直延续下来"最终成为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事实上"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英国也很担心其对西藏的侵略活动导致西藏亲近中央"使西藏地方

与中央政府一致抗议和揭露英国的殖民政策"这将导致美国和其他反法西斯盟国的反对和抨击"使英国

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境地#因此"如果西藏地方与中央能保持一致"那么在英国侵略&麦克马洪线'以南地

区时"无论是对西藏还是对国民政府"英国都会多些顾忌"尽可能避免发生争端#印度政府也曾在
=@FG

年评论说"如果西藏噶厦强烈抵抗英印政府"那么最可能糟糕的事情是在僧人的影响下及汉人的鼓动

下"将公开谴责
=@=F

年条约和换文或者从拉萨撤回英国的使节"同时改变&他们对汉人的政策'#如果

西藏决定如此做"那么英印当局则可能无法阻止他们占领这一地区!

#这番评论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首先"要妥善处理民族关系"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正如前文所述"西藏&独立'活

动的出现且得以发展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和警醒的是清末中央政府简单粗

暴的治藏方式使西藏对中央萌生了严重离心倾向"而这种隔阂与离心倾向很快被别有用心的英帝国主

义所利用"他们唆使部分西藏亲英分子进行了一系列图谋&独立'的活动#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要始

终维护我国的统一和完整"就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以增强各民族之间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

其次"保持国内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是压倒一切的大事#如前所述"辛亥革命爆发至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政局的长期动荡和内部分裂为西藏图谋&独立'提供了一定的土壤和环境#因此"要从根本上消除

少数分裂分子对国家的危害"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和政治的清明"因为它在保证国

民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对国民的凝聚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最后"辛亥革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西藏&独立'活动"从来都是少数亲英的西藏上层分子所为"并

不能代表广大西藏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一度奉行联英制汉政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只是希望在保持中

央对西藏主权的前提下"让&西藏//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

"

"&达赖喇嘛及其政府//并不愿过深卷

入亚洲或世界政治事务//西藏//并不反对在更广泛的世界事务上"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与中国的外

交政策合二为一#'

#即便是在
!"

世纪
F"

年代西藏图谋&独立'活动的高潮时期"在寺院上层,僧官甚至

部分俗官当中也存在着主张亲近中央"同中央恢复密切关系的力量和呼声#因此"这一时期的西藏&独

立'活动始终未能实现其妄图&独立'的美梦"徒为中印关系的发展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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