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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无所谓了，看缘分吧。 

H：我觉得你要改变一种观念。为什么汉族人可以讲缘分，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大，你知道么，你

喜欢的人，哪怕是万里挑一，十几亿人里边你挑去吧，很容易遇到。我们是人海里头捞针，

你捞完了，捞起来看看，发现不是你想要的那种，还要丢掉继续捞。这个是很衰的一件事情。 

A：对，我也觉得。 

H：我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现在就决定完全不找对象。那你其实就是虽然对你眼前的

状况，谈恋爱这件事情，感觉很消极，但是你觉得你未来，还是很积极的对吧。但是在我看

来呢，这个积极，基本上是建立在盲目的基础上，完全是对未来盲目的猜测，基本上没有根

据。有汉族人追过你没？ 

A：有！我会说我有男朋友，我就跟他说假话。 

H：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说，你不能找汉族男朋友？ 

A：因为他会说：我会尊重你呀，我从图书馆借了相关的书啊，我会学。后来我就直接跟他说，

我有男朋友了。 

H：那如果抛掉宗教和生活习惯之类的因素，考虑两个人相处的话，一个维族文化背景男孩和一

个汉族文化背景的男孩，你会倾向于哪个？ 

A：不想找汉族。 

H：为什么？ 

A：因为我想要我孩子的血统是纯的。（笑） 

H：没有没有，这个我很能理解。 

A：很多人不能理解。 

H：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传统跟现代的碰撞的问题，一方面你会很传统地考虑你的家庭、你的

后代这些，一方面又有一些人是很现代很独立的，只考虑自己的人生。对于女孩子来说，对

自己更为有利的，从自私的角度看，我去选择一个更加现代的价值观的话，我可以有更多的

空间，不用担心别人的看法，不用像很多维族女孩子一样表里不一、人前人后都带着面具。 

A：我特别不喜欢里边和外边不一样的。 

H：所以维族人的圈子我怎么都融入不进去，他们会说，这话你也说？！ 

A：觉得你太开放。 

H：我这完全是一种自私的选择，对我来说这样是有好处的，否则我就会很压抑，我不喜欢压抑

自己。比如说像我刚才那个问题，完全是一个假设，但是我没想到你会说为了孩子。其实混

血的小孩儿又漂亮又聪明，那你为什么呢？ 

A：因为现在人也越来越少，以后民族的，最后最后就是…… 

H：你不觉得这是历史发展的正常趋势吗。 

A：但是我不希望这种趋势，我希望这个民族可以继续存在。 

H：但是，其实民族它不像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给你划出来说某一些人算什么民族、某一些人

算什么民族的，很多很多都是带有人为的因素的。就是划分 56 个民族的时候，这 56 这个数

字是怎么定下来的？特别随意。比如说维族跟哈族，维语跟哈语之间的区别，比北方汉语跟

粤语之间的区别大么？如果不是受苏联影响，不考虑政治因素，把维吾尔跟哈萨克划在一起

叫突厥民族行不行？那如果 50 多年前是这么划了，有没有可能维吾尔跟哈萨克就融合了？ 

A：有可能。 

H：那你觉不觉得，哈族人口少一点，维族人口多一点，合并以后的文化、语言里，哈族的成分

少一点，难道哈萨克就很悲哀么？ 

A：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我有个好朋友的男朋友是哈族。他们特别好，但是家里不同意，就分

手了。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完全可以跟他谈，但是要是以前的我，也不会同意了。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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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只要是穆斯林就可以了。 

H：如果是回族呢？ 

A：也可以接受。 

H：你家能接受么？ 

A：肯定不能。我现在就觉得，只要他是穆斯林就可以。 

H：那如果是一个汉族人入教了，真的接受了洗礼呢？ 

A：那我觉得也可以。 

H：对了，你从小受到的宗教的教育多么？家里会特别有意地说么？ 

A：我爸爸管得特别严。 

H：这个不是说管得严的问题，我爸爸管得也严，但是教育不多。 

A：我爸爸对我这方面的教育特别多，我自己也是，很注意。 

H：不是说管你，不该做这个、不该做那个这样。 

A：不是限制，而是因为你自己真正是那样（愿意），是吧。 

H：对呀。而且家里面的教育不仅仅是限于告诉你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还有一些宗教内涵的

教育。 

A：对吧。小时候知道的不是很多，爸爸会说一些事情，不会直接说你不能做什么，而是说我们

作为穆斯林应该怎么做。 

H：但是，这个依然还是在限制你。 

A：但是我不会觉得是限制。我们宿舍的人，经常会说，你们想吃什么都吃不到，真可怜。我不

会觉得是可怜，我觉得这非常好。我不会觉得我受到了很多限制。 

H：我不一样，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宗教禁忌）完全是出于生活习惯，我不会把它放在信仰这个

高度。不是说因为我信什么，然后我不去做这些事情，而仅仅是我习惯不去做这些事情。 

 

 

 

【网络文章】 

我和我的西藏学生1 

 

 

  

  中国内地有许多的西藏班，藏区的学生在小学毕业时就可以开始报考内地西藏班，读完初中

可以再考高中、中专，读完高中可以考大学，读完中专就直接回西藏工作去了。在内地读西藏班

的西藏学生，必须回西藏工作，因为他们所有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国家负担的。  

  我 1998—2000 年在上海行政管理学校做了两年老师。上海有两个学校有西藏班，这是其中

的一个。当听说安排我做西藏班班主任时，心情非常的新鲜激动，脑袋里充满了“雪域、哈达、

布达拉宫”这样的字眼。我和校长带着几个高年级的西藏学生去火车站接我班的新生，这些高年

级的学生已经完全适应了上海的生活，他们很团结很干练，几乎不用我操什么心，就把他们的师

弟师妹接回学校，照顾得井井有条。而我自己的西藏学生，也要在短短的数年里，经历他们那样

的转变。  

                                                        
1 这是 2009 年在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篇文章，标注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 年 4 月 25 日，Crystal 《联

合早报网》），是否属实未经核对。但是内容生动，不妨作为一个参考材料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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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接触我的西藏学生时，冲击还是非常大。他们是已经在内地读了三年初中的学生，但

有些学生还是异常紧张羞怯，你温和地和他们说话，他们都象受了惊一样，还会发出不自然的尖

笑。我想这是长期在封闭单纯环境里生活的人，初入陌生繁华都市的反应吧。天气还热，一出汗，

藏族学生身上就会散发出浓烈的异味，这是汉族学生和老师很难忍受的，但如果你表露出嫌恶，

就会极大地冒犯他们。让新生养成定期洗澡的习惯，是重要而困难的一件事。女生一般适应得很

快，男生的话就要差一点。  

  平心而论，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做了很多事的。我看见网上有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这个我不知道。仅就我见到的情况说，国家负担了西藏学生全部的学费、生

活费、医疗费，所有的生活和学习用品都是学校配发，还有两个企业提供高额的奖学金。每年过

藏历新年的时候，专门给他们拨钱买装饰品和加餐。每年有旅游、看电影、看演出、参观等机会。

对他们其实也没有什么思想控制，像我做班主任的，一点大道理也不会说，每星期开一次班会课，

都是苦口婆心地讲不要抽烟和不要谈恋爱。但我想说一些我观察到的问题。  

  从我和西藏学生接触的情况看，我觉得藏区贫富差距非常大。西藏是个自然环境非常严酷的

地方，若是普通农牧民靠自己生产，收入非常之低，生活很艰苦。但国家对西藏投入巨大，以至

于只要不是农牧民，而是有个工作的人，不管是机关干部，还是普通工厂的工人，收入就很高。

我看过我学生的档案，有他们家庭情况的资料。当时是 1998 年，据我的一个学生讲，他的父母

只是厂里的普通工人，月收入有 6000 元之多。而上海当时普遍是一两千元的工资。这样造成的

贫富差距就很大。我班上的学生，如果是农牧民家庭的，除了国家给的生活费，几乎就无钱可花，

而父母有工作的，就大手大脚花钱，明显超过一般上海学生。我班上花钱最厉害、最让我头痛的

一个学生，父亲据说是西藏党校的校长。后来我看报道，说中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加大了对农

牧民的补助，但中国之大，靠补助永远是搞不公平的。我同事说，他去年代表教育部去过青海，

因为中国是典型的“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国家对西藏、新疆投入很大，却忽略了青海，青海非

常之苦。又因为在青海、甘肃、四川等省，藏民是和其他民族混居在一起的，国家不可能只补贴

藏民，因此西藏自治区以外的藏民受惠很少。你看新闻报道中，事件频发的多在青海、四川等地，

并不在西藏自治区内。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员腐败，尤其是藏族官员的腐败。和我建立了私人友谊的一个高

年级女孩告诉我，她是牧民的女儿，他们知道投考内地西藏班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机会，因此拼命

努力。但如果一个地区招收十个学生的话，差不多要考到前三名才有机会，因为其他名额都会被

有关系的人拿走。在西藏的行政系统内，中国共产党是依赖自己培养的藏族干部队伍进行管理的。

由于要倚重他们，又由于不同民族交流的敏感，对藏族干部较其他地区更为宽松，这样显然会造

成更为严重的腐败。而同样，官员的腐败会在民族地区带来更严重和复杂的后果。我的西藏学生

中，有些根本不在乎学习，他们有恃无恐，因为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是干部。而有些极其刻苦努力

的农牧民子女，却知道无论自己多么优秀努力，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好前途。不象在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提供各种各样的工作机会，普通人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可以获得一席之地，西藏是高度依赖

中央政府的地方，学生找工作都要靠分配，这样就产生了腐败的温床。我所喜欢的那个西藏女孩，

年年考第一，但毕业后去了一个偏远地区，在一个小饭店里做会计，另有一个表现优异的班长，

到了乡下去，那个地方电也不通，他写信自嘲说天天开烛光晚会。而学习远不如她的同学，在拉

萨做舒服高薪的公务员。我从学生身上观察到的社会不公，折射扩大到整个地区的各个层面，让

我觉得西藏自治区暗流涌动，潜伏着危机。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在全中国都是司空见惯，但在

民族自治区，矛盾却极容易激化。  

由于是否能获得一个好工作会带来人生命运天上地下的差别，有些本是农牧民子女的学生，

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争取进步”。我才宣布完班级干部组成名单，就有学生留下来和我直接说，

他要当班长，他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包在他身上，我什么都不用操心，他就是要当班长。而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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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生也告诉我说，他能做多少事，也要当班长。后来我发现，对老师阴阳怪气、爱理不理的，

多是干部子弟，也就是已经“进入了”国家队伍的。而表现积极的，肯定是农牧民子弟，为了要

挤进国家干部队伍。 

我的班长和团支部书记几乎斗了两年，其中一个竟然还让管宿舍的阿姨到我这儿来打另一个

的小报告。我的班长能力极强，所有事一把抓，我几乎插不上手。我试图在班里搞民主，让他们

投票选举班干部，这么简单的事，也能在班里搞出复杂的派系斗争。当我发现我的班长连我的小

报告都打时，不由暗自怒上心头。正在此时，他在操场上捡到了一张 IC 卡，他明明知道这是别

的西藏学生的（学校给西藏学生发特殊的 IC 卡，每月打一定的钱进去，他们可以在食堂和学校

商店使用），却上商店去一次性用完花光。但西藏学生就这么两三百人，小店营业员几乎人人都

认识。一个平时从来不怎么花钱的，突然一下子花这么多，肯定会有很深的印象。丢卡的学生到

小店一问，事情立刻穿帮。这样的事情如果报告给学校，他的班长立刻就要撤了。据说我的班长

跪下来求了别人，说这是西藏学生的丑事，不要让汉族老师知道，人家放过了他，但自己班上的

同学不放过他，就告诉了我。我把我的班长叫到办公室，问他这件事，他开始不承认，后来就不

说话。我看他精神压力太大，就和他聊别的事，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一直咧着嘴笑着，说阿爸阿

妈在家里，种地有多么多么苦，年纪上去一点就干不动了；他的一个哥哥出了什么事，另一个哥

哥伐木，冲到江里淹死了。一米八多的男孩子，脸又大又黑，还保持着咧嘴笑的样子，眼泪却大

颗大颗地掉下来。他说，家里只剩他一个男孩子了，他走的时候，告诉阿妈他一定会表现好，他

一定要翻身。他说，其他同学多多少少家里都汇点钱来零花，但他家里没给他汇过一分钱，看同

学买这个买那个，他心里非常羡慕，捡到了卡……。我想我一生都无法忘记那个咧嘴笑的脸上，

大颗大颗的眼泪掉下来。  

  不公平的社会环境，会给人的心理带来一定的扭曲。许多藏族学生干部，比汉族学生干部更

会说官话，对汉族那一套不健康的官场文化，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我常常诧异于达赖喇嘛在五十

年后对西藏民众还有号召力，宗教的力量固然巨大，但也可能和政府官员缺乏公信力有关。  

  我感觉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汉藏两族之间的隔膜。在学校里，汉藏学生比较少见有个人友谊。

因为国家对少数民族有保护的政策，要是发生争执，肯定是偏向少数民族的。学校和老师反复教

育汉族学生，注意不要引起民族矛盾。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就造成了为免麻烦，能少接触就尽

量少接触。缺乏个人之间的交流，观察一个群体，往往就只看到了个别很优秀或很糟糕的成员。

我看许多网上的评论，说有藏族学生喝醉了酒，拿着刀追砍汉族学生的。我们学校也发生过这样

的情况，也有过西藏学生喝了酒，在镇上撒酒疯，砸玻璃和路灯，整个镇子大气不出，听由他砸。

但这些都是极个别的，如果你不和这个群体接触，看到的就是这个出格的人，你和这个群体接触，

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很好的。将心比心，看到汉族人中间也经常有在外的不文明现象，但那不

能代表全部的汉族人。  

  我很爱我的西藏学生，但我最初的浪漫想法却渐渐消失了，我觉得，天下的人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某些特点的话，很可能是环境打下的烙印。一般会觉得西藏人民淳朴热情，不为物质所动。

但我想可能那是长期封闭单一的环境造成的。在我的观察里，我的西藏学生在上海适应得非常快。

他们从紧张羞怯很快就变得时尚自信，短短几个月，如果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话，他们很快就和

上海的少男少女没什么两样了。他们不是汉化了，而是都市化了，现代化了，这绝不是政府有意

为之。  

  我不相信五十年前的西藏是天堂，因为我的学生给我看过她的家庭在五十年代时的照片，我

看了吓了一跳，上面的人又黑又瘦，带着一种呆滞的表情，像是木刻的。她也告诉我，解放前人

只能活三十多岁。又没有什么婚姻制度，她的两个妹妹，好像和她都不是一个父亲的。也许有游

客喜欢观看“原生态的文化”，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民来说，他们有权过更幸福的生活，而不

是把生活变成化石供人参观。但我另外要提醒我的汉族同胞的是，你不要把一个人的心想得太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