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9 

境。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希望自己被看作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决定自己能够会见

谁、不能会见谁。难道任何一个中国官员愿意让外国领导人来决定他们的会晤对象吗？胡锦涛是

否会因为美国总统的报复性威胁而取消他与伊朗和叙利亚领导者的会晤？ 

因此，中国政府的每一次公开的抗议声明，都在替外国政客制造出一个新的国内政治议题。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觉得他们必须与达赖喇嘛会面，以此来证明他们不屈服于外国政府的压力。 

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西藏仍然是一个主要的导火索。部分原因是一些美国媒体和国会议

员坚持反华立场，他们把西藏当作一个棒子，象征性地用它打在中国头上，藉此来募集本国公民

和社会团体的资金。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只要北京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持续造成当地社会的

不稳定和恶性事件，只要达赖喇嘛仍然能够成功地实施他在各国的公关活动，只要中国政府的行

为在客观上继续“帮助”他这样做，那么西藏在未来仍将是一个冲突的引爆点。 

但是，假如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能够达成某种真正的和解，那么西藏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而且这一和解将会为西藏地区带来真正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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