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中央集權到中共政權―― 
探究和平協議與一國兩制的根源

跋熱・達瓦才仁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川普上任後，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言而無信的焦慮和不安開始浮上檯

面。1 從香港反送中和臺灣人民對兩岸和平協議的激烈反應，亦表明問題的焦點

並不是「送中」或「和平協議」本身，而是港、臺人民對中國政府的極端不信

任。

西藏是唯一和中國簽訂和平協議並施行實質上一國兩制的國家或地區，因

此西藏的經歷就成了大家都想要借鑑的一個例子。

壹、中共輕諾寡信始自侵吞西藏

西藏在歷史上雖曾與中國、印度、尼泊爾等鄰國發生戰爭衝突，並失去了

部分邊界地區的領土，但也一直維持著主權的獨立，直到 1950 年中國十萬大

軍入侵西藏並打敗了只有八千餘人的西藏軍隊。當戰場失利的消息傳來時，西

藏全國陷入混亂，但戰勝的中國軍隊卻停止前進，並向西藏政府伸出橄欖枝，

提議進行和談。西藏人雖然滿腹狐疑，但即使全國動員向國際求助，仍是遠水

不解近渴且結果悲觀，最後終是孤立無援。因此，相對於被中共軍事征服，和

談對西藏而言自然更有吸引力。結果，所謂和談不過是把中共早已提出的條件

變成條約條文而已。即使如此，中共除了西藏要「回到中國的懷抱」，協議也

承諾「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不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尊重信仰自由、發展藏

語文等；西藏代表試圖提出一些不同要求時，還被中國代表拍桌子惡言威嚇。

1 蓬佩奧：「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問題，就是總是破壞承諾。習近平說不會將南海軍

事化，但他食言。在香港問題上也是，我們得確保中國不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至於新疆問

題，情況真的很糟，那確實是屬中國主權的內政事務，但中國正在從事大規模的人權迫害。」

（鄭崇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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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西藏人還是接受了表面看來不算最糟的結果，藏、中雙方簽訂了「和平

協議」――《十七條協議》（達瓦才仁，2019a）。

如眾所知，簽訂協議八年後，1959 年達賴喇嘛不得不流亡印度。2 中國在西

藏造成一百二十萬藏人非正常死亡，八千餘座寺院被摧毀。中共在西藏的所作

所為，幾乎與當初簽訂的協議的每一條內容都背道而馳。

中共要和西藏簽訂《十七條協議》，除了以此作為占領西藏的踏板，主要

還是為了迴避國際社會「使用威脅或武力取得之領土不得承認為合法」的原

則，3 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加盟國都承諾的「不用武力侵略來獲得新領土」（劉漢

城，2019，9–10）。正因為中國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要遵守協議，因此在和談

時，先貌似寬宏大量地慷慨允諾，簽約後的實際作為卻是錙銖必較並違背承諾

（達瓦才仁，2019b）。也就是說，中共的輕諾寡信其來有自，並非現在才有。

貳、抗拒一國一制而被滅族的羌人

檢視歷史，西藏人不只是被中共政府的「和平協議」欺矇，還曾和香港反

送中一樣，因為抗拒中國漢朝的「一國一制」而慘遭種族滅絕。此處所指抗拒

「一國一制」而遭滅族的西藏人，指的是中文史料所稱古青海的「羌人」；西藏

史料記載他們是西藏原始六氏族中的「東」氏，意謂西部遊牧之民，說他們和

藏人一樣，也認為自己是猴子的後代（格勒，1988）。4

中國漢朝時，漢武帝對外擴張，占領了現青海東部及湟水流域的羌人領

土，並設立殖民統治「初開河西，列置四郡」。羌人部落分立，面對中國侵門

踏戶，雖也「解仇結盟」進行對抗，但實際上各部落都有其自由意志，不論

2 《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白皮書記載：「西元一九五零年十月七日，由軍官王其美率領的解放軍

四萬餘人分八路向康區首府昌都發起進攻、迅速大敗只有八千餘人的西藏軍隊……西曆一九五零

年十一月，西藏大會召開緊急會議，並請求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西藏政府外交部發表聲明指

出：『對達賴喇嘛的親政，站在他們後面的將是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的西藏人民。我們向世界人

民呼籲以和平手段制止對西藏的侵略。』……在打敗西藏東部和北部的少數西藏軍隊後，中國解

放軍約幾萬人向西藏中部地區推進，同時，由於沒有得到強有力的國際支援，迫使達賴喇嘛和西

藏政府代表團前往北京與中國政府進行和談（西藏流亡政府，1993）。
3 最早的如 1928 年 8 月 27 日各國簽署的《關於廢棄戰爭做為國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條約》，承諾在

法律上禁止以戰爭行為作為國家政策工具，從此「戰爭非法化」由純道德訴求，轉變為具有法律

拘束力的條約原則。

4 亦見《隋書 ･黨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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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和，仍由各部落首領自行決定。因此，控制羌人領袖就成為漢朝占領這些

地方的主要手段。5

有時候，漢朝也會以和解（和平談判）為名，將藏（羌）人領袖集中後集

體屠戮；6 對投降或被俘的藏（羌）人，則把他們趕離家園，遷徙到中國境內，

置於漢朝的直接統治下，形成一國一制。結果，那些投降內徙的羌人常因不

堪中國官員的暴虐而造反，中國史料將此稱為「羌亂」。最後漢朝採用「護羌

校尉」段熲的主張，將遷徙到中國境內的數十萬羌人，不論反抗與否均屠戮殆

盡。7 因此，段熲滅羌成了中國史上成功治理異族禍亂的著名故事，而為人所津

津樂道。

參、專制暴政是難以承受的壓迫

古今對照，雖然一個是部落制下的古藏（羌）人，另一個是充分享受自由

法治的現代香港，但他們面對的東漢皇朝或現代中共統治，卻是同質性很高的

專制統治，可謂是一脈相承。因此，對中國大陸人民而言，中共的專制統治是

常態，對侵害壓迫無感，或是無可奈何；但對享受過自由法治的香港人而言，

則是難於承受的痛苦，只有奮起反抗。同樣地，東漢的中國人對朝廷中央集權

的壓榨統治，也習以為常而默默承受；但羌人是自由的民族，即使已經繳械投

降歸順，仍因不堪忍受中國的暴虐統治而揭竿起義。史料所記載因某官員侵害

而造成羌人反抗等，其實和香港的反送中一樣，不過是導火線而已，其問題的

根源都是獨裁專制。

只是，古代的段熲可以很輕鬆地屠殺早已繳械投降並已遷徙到中國的羌

人，史稱「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而己方僅「軍士死者四百餘人」。但現今

的香港與繳械內徙後毫無自衛能力的羌人不同，加上國際社會的關注援助，中

國縱然想「白刃加頸」，也不得不有所顧慮。香港人顯然也非常清楚，只有盡

可能地抵抗，才會有一絲的希望――正如一名臺灣財經學者所說的：「跪下也

5 從當今的中共政府插手達賴喇嘛轉世以圖控制西藏的政策，亦可知其端倪。

6 五十年代，中共以開會為名誘捕藏人領袖亦是其來有自。

7 《後漢書》卷 65〈皇甫張段列傳〉載：熲上言「……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埶窮雖服，

兵去復動。 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 「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

能殖。」

99



台灣人權學刊 第五卷第二期

不見得會好」。那些期待和平而向漢朝投降的羌人，最後不分男女老少都慘遭

屠戮；而在家園抵抗的羌人，雖也歷經苦難，但終究還是繁衍了下來。直到清

朝末期，因現代武器的出現，才使當地的人口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

在中國傳統中央集權專制統治下，只有一以貫之的暴力壓迫與奴役順從，

對於享有或經歷過自由的人民而言，這樣的統治是難以承受的壓迫，即使面臨

殘酷的屠殺或鎮壓，也不甘於輕易屈服。

肆、契丹以一國兩制成功治漢

至於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於 1980 年代提出的用詞，並已寫入中國憲法，

中國政府稱之為「關於國家統一乃至人類未來發展之科學理論」（王振民，

2017）。這種說法當然是自吹自擂，因為即使在中共史上，首開一國兩制的，

也是毛澤東對西藏的所謂《十七條協議》。而且，中共建政 70 年，分別在西

藏和香港實行過一國兩制，而西藏的一國兩制只維持了 8 年。現在的西藏，根

據自由之家《2019 世界自由度報告》的評比，其人權狀況只比戰亂中的敘利

亞好一點，是全球倒數第二。至於香港的一國兩制，作為專制中國與國際社會

溝通的管道，中國在香港具有巨大的利益，因此雖然維持了 23 年，但隨著中

國自恃強國崛起而愈見專橫霸道，若非國際社會的關注和香港人民極力的反

抗，恐怕早已步上西藏的後塵。

當然，這並不是說「一國兩制」本身是個失敗的制度，因為在廣義的中

國史上，一千多年前契丹人就曾豎立起非常成功的一國兩制的典範。當時的

大遼國，因為燕雲十六州成為其領土後，新增了大量漢人臣民，因而契丹人便

創制了「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的一國兩制（劉學銚，

2005，195–196），這一重要治國之策，是保證遼朝 200 多年平穩統治的重要

原因。1089 年出使遼國的蘇轍，在其奏章〈二論北朝政事大略〉中稱，遼國

雖然「寬契丹，虐燕人」，但又承認「兼賦役頗輕，漢人亦易於供應」，「上下

維持，未有離析之勢」。契丹人顯然還是尊重漢人的文化，如契丹人做了漢制

的南面官，就要穿戴漢人的衣冠，因此贏得了漢人的信任和認同，不僅漢人契

丹化很嚴重，遼國的步兵還是由漢軍所組成的，並始終效忠於遼國。也有很多

漢人成為國家的棟樑，如蘇州人韓知古，被契丹人擄掠，後成為阿保機的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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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其子韓匡嗣、孫韓德讓，均大受重用。

雖然儒家士大夫階層津津樂道於中國的制度和文化，但對比東漢時歸順的

羌人和遼國的漢人，羌人在中國的一國一制下慘遭屠戮，漢人在遼國的一國兩

制下卻自得其樂。而且，一國兩制在遊牧契丹人的遼國可以運行二百餘年，

漢、番人民和睦相處；而在中共專制下，不過幾年或十幾年，就弄得天怒人

怨。

伍、問題的根源在專制暴政的獨裁統治

其實，不論和平協議、一國兩制、統一或分裂，都不是問題的核心。在中

國的東漢朝廷，羌（藏）人可以投降或歸順，可以接受被驅離家園，遷徙到中

國，變成中國臣民，卻無法忍受東漢中央集權專制下暴虐的統治。在中共政府

統治下，香港人也沒有反對香港成為中國一部分，也為其一國兩制的自由法治

而感到驕傲。但當中共政府試圖改變這一切時，香港人做出了最激烈的反應。

不論是中國歷史上的中央集權，或是現今中共政權，和平協議與一國兩制問題

的真正根源，顯然在專制暴政的獨裁統治。

這種專制暴政政權為了遂其目的而不擇手段，視欺騙詐術為謀略，不論是

憲法、條約或是中國領導人的承諾，沒有什麼是可以真正信任的；任何荒謬的

法令、泯滅人性的事都可以發生。這一切才是中國之瘤，而且至今仍在危害中

國的人民，侵害著西藏、維吾爾、香港等的基本人權，威脅著臺灣的自由民

主。

四中全會前夕，習近平再次表明他要追求中國自己的治理方式和國際秩序

等，其實就是換湯不換藥的中國專制制度，甚至幻想通過「一帶一路」、「孔

子學校」以及統戰收買等方式，將這種與現代社會和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獨有

「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顯然，中共專制統治尚未終結時，不論是「和平協

議」、「一國兩制」或其他任何的善意規劃，都很可能成為一廂情願的空談。 

達賴喇嘛一再提醒，70 億人類都是兄弟姊妹，有人類的一體性，所以達

賴喇嘛提到他的理想：「我希望世界不要有戰爭，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對話和

協商來解決」。「和平協議」或「一國兩制」，象徵的其實是對話協商、不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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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諧共存的手段，可謂是人類解決自身問題的智慧。可惜，在專制中共政府

眼中，卻只能是遂其獨裁專制目的之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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