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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12月，東吳大學人權學程為了慶祝國際人權日，並在校園中推廣
人權理念，發起第一屆「人權週」活動。我們選定的主題，就是聲援當時被判

處死刑的丹增德勒仁波切。活動邀請人權學程的師生、藏人代表以及支持西藏

民主人權運動的人士聲援丹增德勒仁波切，並要求中國政府立即將他從黑牢中

釋放。除了短講之外，我們亦在會場旁邊設置攤位，蒐集全校師生的連署，傳

真到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與中國司法部。以我記憶所及，傳真給中國司

法部的連署，在中途就被擋下來了。閃靈樂團的 Freddy與 Sandra也在會場上
獻藝，以音樂代表他們對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支持。

事隔十一年，丹增德勒仁波切在獄中死亡。監獄拒絕將他的遺體還給親

人，引起一百多位藏人包圍監所，但監所立即強行火化。許多藏人認為丹增德

勒仁波切是在監獄中被殺害的。

 為了紀念丹增德勒仁波切，台北雪域出版社決定出版專書。書中蒐集了
編者唯色的記錄與長詩，作家王力雄的報導、建議書；並附上官方對案件的報

導以及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書。另外也收錄了北京著名律師張思之

辦案的日記，詳細記載他為了辦這個案子所受到的阻撓與拖延，深刻地表達出

律師工作在中國的處境。綜觀全書，對這個案子的背景、審判結果、以及在國

內外引起的影響，都作了十分客觀、完整的報導。

*  本文轉載自《仁波切之殤－祭被囚十三載，身亡中國監獄的丹增德勒仁波切》，原篇名為〈尋找
中國與西藏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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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來看，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遭遇，具體而微地反映出中國政府這六、

七十年來對西藏的統治。五 O年代初，中國政府兵臨城下，強迫西藏政府簽
署十七條和平解放協議，西藏經歷了千年少見的變局。西藏社會的特色在於傳

統的宗教與生活方式，但這幾十年來大部份的寺廟被破壞，多數文物也在社

會運動中付之一炬，藏語的使用遭到壓抑。這些情況，在第十世班禪喇嘛於

1962年所寫的七萬言書中，都有詳盡的陳述。茨仁夏加（Tsering Shakya）在
他所著的《龍在雪域：1947年後的西藏》一書中，根據官方的數據也說，西
藏自治區本來有二千七百座寺院，到了 1965年時，百分之八十已經夷為平地，
剩下的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只保留十三座寺院。從這些數據看來，傳統

的西藏社會已不復存在。

進一步來看，北京雖稱西藏為自治區，但這幾年來的統治，實質上是施行

同化政策，也是漢化政策，不再承認西藏特殊的文化、歷史背景與生活方式。

在中國大陸內部推動的社會改造運動，如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也在西藏如

火如荼推行。遇到反抗的時候，一再採取高壓的手段，宣佈戒嚴，幾乎是軍事

統治。在這樣的統治之下，藏人生活在恐懼之中，不難想像。

最後，北京所引為驕傲的經濟發展政策，也不顧西藏的特殊狀況，與基層

人民生活的需求。結果適得其反，並沒有給基層藏人帶來什麼生活上的改善，

反而引進大量的漢人，且又破壞了生態，造成漢人與藏人關係的緊張。

作為一個人，我不禁想問，為什麼一個漢人的政府會這樣對待藏族？有什

麼宏偉的目標值得這樣的代價？即使從政府的立場來看，這樣的統治既無助於

社會和諧，也妨礙中國成為一個文明大國。北京對西藏似乎只能統治而不能治

理。西藏抗爭的力量不足以推翻中國統治，但也不願意接受北京的宰制。但這

樣的僵局能維持長久嗎？

面對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的漢人能作的事情少之又少。如果我們能將西藏

的情況，作客觀而公正的報導，促使世人，尤其是漢人，對北京統治西藏的真

相有進一步了解，那麼政府的謊言與暴力統治也必定一步一步失去他的正當

性。經由這樣的轉變，才有新的契機；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所隱含的種種可能性，

包括高度自治、或是邦聯或聯邦、或是獨立於中國，才有理性溝通的可能，漢

人與藏人才能世世代代和平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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