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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久前，有影片流出指於去年三月十四日拉薩藏民暴亂事件中，有穿着中國公

安服的人士衝入喇嘛寺，毆打及逮捕西藏僧侶。影片流出後幾天，新華社指，有

關影片是達賴集團捏造出來的，內容是從不同地方剪接而成，企圖利用虛假影

片，欺騙國際社會。其後，輿論就再沒有就有關片段作任何跟進。 
 
 輿論反應冷淡，某程度上是過去中國被誣衊的片段或圖片太多和太濫，例如：

一年前發放給國際社會，明明拍攝到的是救護車的新聞片段，報道卻硬指那是逮

捕僧侶的囚車，目的是打擊去年北京奧運會；一些指責中國軍警鎮壓示威的片段

或圖片，實情卻是攝於尼泊爾，圖中的軍警是尼泊爾軍警，造成「狼來了」的效

應。加上，去年奧運聖火傳遞期間，「藏獨」人士在法國和其他歐美地方強搶火

炬，手法低劣大失民心，令國際社會存有戒心，不容易再受擺佈。 
 
 儘管形勢有變，激烈和支持「藏獨」勢力肯定不會就此罷休，會繼續生事端。

在三一四西藏騷亂一周年左右，再有西藏僧侶被毆被捕的片段流出，明顯是個精

密的安排。今次的片段拍攝的質素雖然不高，但中央政府必須有所警惕，作緊密

和審慎部署，循序漸進地處理西藏問題。 
 
部署反擊不實報道 
 
 第一，「藏獨」分子的挑釁行為，未來將會持續發生。中央政府有必要成立專

門處理西藏問題的高層次小組，應對受外國勢力支持的「藏獨」行動，以及留意

國際社會就西藏問題的言論，及時作出反應。 
 
 第二，面對指控，中央有需要進行研究調查，若發現不合理之處，就必須提出

理據澄清，以免國際社會的誤解加深。事實勝於雄辯，在充分理據下，國際社會

自能認清事實的真相。 
 
 第三，我們應該明白大部分人都不了解西藏歷史。早期西藏是實行農奴制度，

九成西藏人民為農奴，屬領導僧人和地主所擁有。到 1956 年，中央政府廢除了

農奴制度，卻因此引起部分上層藏人的不滿，達賴喇嘛在期間出走西藏。所以，

中央政府應把握機會，增加外國人對中國民族政策和西藏歷史的了解。 
 
 解決和改善宗教、民族和地區問題，是建設和諧社會的一部分，亦是祖國發展

的國策。過去三十年改革開放，中國積極發展，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正如外

交部長楊潔篪所說，中央政府與達賴之間的矛盾，不是宗教問題、人權問題、民



族問題或是文化問題，而是中國統一的問題。試想，達賴要求在中國四分之一的

土地上建立「大藏區」，分割國家四分之一的領土。因此，達賴的建議是中央政

府，以至中國人民都不能接受，也不能退讓的。可惜的是，楊部長合情合理且語

重深長的大道理，聽到的人雖一定接受，但大部分的外國人，包括同情達賴的人

士卻未必能聽到。中國確是有需要找大量機會將楊部長的道理好好宣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