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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背景、历史和现状 

 

励  轩1 

 

摘要：在这篇论文中，我将介绍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府预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而是美国国会中第十四世

达赖喇嘛支持者和白宫之间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结果。中国政府对待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

调员的冷漠和反感使得后者很难完成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的既定任务。然而，这

也导致了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极有可能单方面依赖从达兰萨拉来的信息，并和达兰萨拉保持更密

切的联系。 

关键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国会、白宫 

 

关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U.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的成立和职能， 时任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外交、国防和贸易局（Foreign Affairs, 

Defense, and Trade Division）亚洲事务专家凯莉﹒邓宝（Kerry Dumbaugh）女士在多个提交给国

会的报告中反复介绍过，目前公开的包括：2001 年 5 月 30 日提交的《西藏、中国和第 107 届国

会：美国政策问题》，22008 年 7 月 30 日提交的《西藏：问题，前景和美国政策》3和 2009 年 3

月 17 日的《2002 年西藏政策法案：背景和实施》4。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韩磊

和薛丹根据邓宝女士的第三篇报告，在 2013 年 6 月发表的《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的设立及其活动》一文中用中文介绍了这一职位和它的职能。
5
然而作者显然没有利用前两个报

告的相关信息，并且对第三个报告的利用只限于翻译而没有去探究诸多细节发生的背景，文中多

处使用缺乏证据的论断话语更是降低了这篇论文的学术质量。故此，本论文将重新利用邓宝女士

的三个报告并结合美国政府已公布的官方资料包括国会听证会记录、法案等来介绍美国西藏问题

特别协调员产生的背景、历史和现状。笔者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并不是美国政府

预谋分裂中国的产物，而是美国国会中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和白宫之间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

博弈的结果。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产生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在1997年设置的，然而这一职位的设置并非是偶发或一蹴而就的

                                                        
1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博士生。 
2 Kerry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1). 
3 Kerry Dumbaugh, Tibet: Problems, Prospects,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8). 
4 Kerry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Washington: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9). 
5 韩磊、薛丹：《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立及其活动》，《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3 期：第 217 页—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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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在它的背后还蕴藏着美国西藏政策演变和美国国会和白宫就西藏政策展开相互博弈的历

史。自从中美1970年代初出于共同防范苏联而实现和解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追随他的流亡藏

人不再成为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的重点之一。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斗争策略，即将对地缘政治利

益的考量转换到自由和人权议题，来确保美国对自己的政治、经济支持，使后者重新给北京施加

压力。1986年和1987年期间，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启动了一些列政治攻势来实现自己的

目标。而白宫此时显然不愿意为他们破坏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因此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选择将

突破口放在了国会。他获得了成功，第一次以一位政治人物而非仅仅是宗教领袖的身份向美国传

递出了政治讯息。
1
他也赢得了更多国会议员的支持，包括已是资深议员或后来成为资深议员的

查理﹒罗斯（Charlie Rose）、本﹒吉尔曼（Ben Gilman）、汤姆﹒兰托斯（Tom Lantos）和克兰

伯姆﹒派尔（Claiborne Pell）。
2
 

在这些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支持者的推动下，国会开始屡屡挑战美国政府西藏政策的基本立

场：即白宫一直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观点。1986年，国会通过法案授权进出口银行资助西

藏，在这份法案中，西藏被单独列为一个国家。时任美国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但他同时就国会

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国家发表了不同意见：“我注意到在第八款中西藏被列为一个国家。美国承

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特此说明：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国家是技术上的疏忽。”
3

通过这种方式，白宫坚持了自己在西藏政策上的基本立场。此后，国会持续向白宫施加压力，迫

使白宫在西藏政策上作出让步，导致1991年时任总统老布什成为第一个与第十四达赖喇嘛会面的

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继任者克林顿总统在任上也数次以非正式方式会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4
 

国会和白宫在西藏政策上的博弈也反映到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的产生。在克林顿

总统执政的最初几年，在美国国会中第十四达赖喇嘛支持者推动下，国会开始考虑设置一个大使

衔的美国西藏特使（U.S. Special Envoy for Tibet）。1994年10月7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朋友参

议院克兰伯姆﹒派尔在第103届国会提出，为了使白宫更加关注西藏问题，设置美国西藏特使这

个职位很有必要。他说：“我想起让之前几届政府就西藏议题展开讨论有那么困难……西藏特使

将确保美中关系中的这一重要部分会被持续反映在高级别政策讨论中。”
5
不过克兰伯姆﹒派尔

参议员为设置此职位所提出的S. 2554法案并未生效，同时众议员霍华德·伯曼（Howard Berman）

所提出的类似议案H.R. 5254也告流产。可是议员们并没有放弃，次年他们在第104届国会将包含

设置美国西藏特使的条款加入到《1995年美国海外利益法案》。考虑到美国西藏特使附带大使衔，

而这与美国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政策相悖，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4月12日动用了否决权将此

法案否决了。众议院在4月30日试图推翻克林顿总统的决定，却没有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支持

而失败。此后，第105届国会又在1997年试图通过三个包含美国西藏特使设置的法案，但克林顿

当局还是反对这些法案，以致它们在最终通过前都失败。
6
 

国会和白宫在美国西藏特使设置问题上的博弈最终以妥协告终。1997年10月31日，时任克林

顿当局国务卿的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设置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并任命政策规划局长（Director of Policy Planning）格里高利﹒克莱格

（Gregory Craig）兼任这一职务。与西藏特使不同，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并没有大使衔，这一职

                                                        
1 Melvyn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76-77. 
2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3. 
3 "Statement on Signing the Export-Import Bank Act Amendments of 1986,"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1986), 1390-1391.  
4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4. 
5 Statement by Senator Pell October 7, 1994. pt. p. S14878. 
6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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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创立只是传递了这样一个讯息：对西藏问题将会有更高级别的官方关注。
1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制度化 

 

尽管白宫和国会的妥协使第一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得以诞生，但是这一职位并没有实现法

律上的制度化。是否设置西藏问题协调员以及他的职责是什么在当时还是取决于总统的决定。接

下来数年，国会的努力又促使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完成了法律上的制度化。 

在小布什当局的初期，第107届国会议员计划继续迫使美国更加关注西藏。众议员斯蒂芬·罗

斯曼（Steven Rothman）据称已经起草了一份法案表达众议院的观点：如果中国人民共和国当局

不同意在三年内实现西藏政治上的自治或者他们还不跟西藏流亡政府开展实质性对话，总统应该

考虑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的合法政府。
2
尽管之后事态的发展表明，小布什当局并没有完全

接受罗斯曼众议员的建议。  

紧接着，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由众议员汤姆﹒兰托斯和参议员丹尼·费恩斯坦因（Dianne 

Feinstein）在2001年5月9日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1）。3这一

法案所包含的主要建议是：美国应该采取行动鼓励北京和达赖喇嘛达成协商性协议；美国和欧洲

议会应该鼓励汉藏对话；美国应该致力于西藏政治犯的无条件释放；美国应该反对联合国内任何

试图阻止探讨西藏问题或阻止达赖喇嘛或其代表参与联合国论坛的行为。此外该法案还包括了如

下一些条款：重新确认西藏是被非法占领的国家这一观点；向国会提交的汉藏对话状况的半年度

报告；在美国的国别报告中单列出西藏；以法定命令方式在国务院设置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

反对将这种任命留给总统自由裁量）；2002-2004财年连续三年每年授权200万美元用于西藏移民

和难民援助；美国应该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承担致力于帮助藏人自给自足并帮助他们提高

生活水平的项目；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人投资集团（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OPIC）和贸易发展局（Trade Development Agency, TDA）的西藏项目；美国应该寻

求在西藏拉萨开设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分馆，以监督西藏的发展；为美国外交服务官员进行藏

语培训；美国应该寻求和达赖喇嘛所认定的十一世班禅喇嘛会面并使之释放。
4
 

在《2001年西藏政策法案》中，还首次对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设置、任命、任务和职责作

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该法案第七条规定：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应该设置在国务院内；在任命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前，国务卿应该和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及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和

资深委员商议；特别协调员的中心任务是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达赖喇嘛或其代表的实质性

对话。特别协调员的职责包括：协调美国政府的涉藏政策和项目；积极推动寻求保护西藏独特历

史、宗教、文化和语言认同及寻求改善人权的政策；保持跟西藏人民宗教、文化和政治领袖的紧

密关系，包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藏区和印度、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的常规性访问；跟国会协商

涉及到西藏和西藏人民未来与福祉的政策；努力跟其他国家外交部建立关系以寻求西藏问题的协

商性解决；对于他的任务，特别协调员应该有充分的资源、人手和行政支持。
5
 

不过该法案最终并没有在国会获得通过。这一法案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法案中所

包含了西藏是被中国非法占领的国家这样的观点，这一观点与美国政府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

的基本政策是违背的，从而使该法案甚至未能获得提案议员所在委员会的支持。2002年，把《2001

年西藏政策法案》中与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观点抵触的条款删除之后，该法案其它条款均塞进了国

                                                        
1 Ibid. 
2 Ibid., 10. 
3 H.R. 1779 by Representative Tom Lantos, and S. 852 by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4 Dumbaugh, Tibet, China, and the 107th Congress: Issues for U.S. Policy, 10. 
5 "The Tibetan Policy of 200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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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提出的《2003财年外交关系授权法案》，国会通过了该项法

案，小布什总统也签署了该项法案。法案中涉及西藏的条款被称为《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该法案中关于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规定沿袭了流产的《2001

年西藏政策法案》。1这样一来，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实现了法律层面的制度化。 

 

历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格里高利·克莱格（Gregory Craig，1945—）是美国第一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他在1967

年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72年从耶鲁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之后，他成为一名律师，1984

—1988年期间，担任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在国防、外交政策和国家安

全问题上的顾问。1997年时任克林顿当局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委任克莱格为高级顾问，同年他担

任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局长，
2
之后在当年的10月31日，受奥尔布赖特国务卿任命兼任美国首任西

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3
1998年9月，克林顿总统任命他为总统助理和白宫特别顾问以帮助总统应对

正在面临的弹劾案。
4
克莱格后在2009年1月 至2010年1月期间还担任过奥巴马总统的白宫顾问。

克莱格在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上并没有显著的成绩，从公开报道中也难以找到他在此职位上的

作为。 

茱莉亚·瓦德拉·塔夫脱（Julia Vadala Taft, 1942—2008）是美国第二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

员。她在1964年和1969年从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分别获得国际政治专业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毕业后，她在白宫做研究员（White House Fellow），随后她成为时任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

部长艾略特·理查德森（Elliot L. Richardson）的助手。之后她长期为美国政府或非政府机构服务。

1997年，克林顿总统任命塔夫脱女士为负责人口、 难民和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51999年1月

20日，塔夫脱女士开始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直到2001年1月19日卸任。6塔夫脱女士在其任上

比较活跃，从她给国会听证会提供的证词上可以看出，她仅在1999年就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有过

两次会面，并且任上还到过印度及尼泊尔西藏难民定居点进行访问和评估美国对他们的援助项

目，她也去欧洲就西藏问题与当地政治人物进行交流和协商。
7
 

保拉·杜布里安斯基（Paula Dobriansky, 1955-）是美国第三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从乔

治敦大学外交服务学院（School of Foreign Service）获得国际政治学士学位，后从哈佛大学获得

苏联政治军事事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2001年5月至2009年1月期间，她担任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

的副国务卿。2007年2月，她还被任命为美国总统的北爱尔兰特使。82001年5月17日，时任美国

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宣布杜布里安斯基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9她是目前为止

任职时间最长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直到2009年1月卸任。并且由于她在2007年2月被总统任

命为北爱尔兰特使这一具有大使衔的职位，使她成为第一位拥有大使衔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10
与塔夫脱女士一样，杜布里安斯基女士也在其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任上表现很活跃。她给国会

                                                        
1 "The Foreign Relations Authorization Act of Fy2003,"  (2002). 
2 Skadden, Arps, Slate, Meagher & Flom LLP & Affiliates http://www.skadden.com/professionals/gregory-b-craig 

(accessed August 21 2013). 
3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5. 
4 他此时可能也辞去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 
5 Dennis Hevesi, "Julia Vadala Taft, Official Who Led Relief Efforts, Is Dead at 65,"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8. 
6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5. 
7 "The Statu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in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0), 4-21. 
8 ,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experts/1979/paula_j_dobriansky.html (accessed August 22 2013). 
9 Dumbaugh, The Tibetan Policy Act of 2002: Background and Implementation, 5. 
10 这并不意味着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本身具有了大使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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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提供的证词中，明确表达了她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学术圈和外交圈保持广泛联系以帮助确

保对西藏人权及独特文化保护的支持。她也表示自己跟政府前官员与其他中国问题专家和西藏问

题专家会面探讨西藏问题。她还说自己跟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保持了密切联系，并前往印度的西藏

难民定居点访问。
1
此外，她还会在媒体上撰文谈论自己就西藏问题的看法，

2
甚至是在她卸任之

后。
3
 

玛利亚·奥特罗（Maria Otero）是美国第四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她出生在南美的玻利维

亚，12岁时随父亲来到华盛顿。奥特罗女士在马里兰大学获得英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后在密歇根

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英文系教授，然而在博士生涯中途，

她放弃了，并决定投身改善世界的贫困问题。进入职场后，她曾经长期在一家致力于支持小额信

贷的非盈利组织ACCION国际服务，并在后来担任该组织主席。奥特罗女士在2009年6月起担任

奥巴马当局国务院负责民主和全球事务的副国务卿，以接替前任杜布里安斯基女士留下的空缺。
4当年10月1日，希拉里国务卿宣布奥特罗女士兼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52012年1月，她改任负

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并继续担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直到2013年2月去职。
6从现有公开的报道可以看出，奥特罗女士延续了前任的作风，积极履行了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的职责。 

截止2013年8月23日，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处于空缺状态，目前还不清楚谁将

继任第五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中国政府的反应 

 

尽管第二任至第四任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都在努力履行《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所规定

的职责，7然而其中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并不算顺利。塔夫脱女士曾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她屡

次要求跟中国驻美大使会面，但都遭到拒绝。8杜布里安斯基女士也抱怨中国政府对美方希望中

国政府邀请达赖喇嘛去中国以进行对话的要求置之不理。9中国政府对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

的这种冷漠甚至是反感可能是由于中国政府领导层对于主权问题极为敏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历届领导者会将任何对中国内政事务有意或无意的干预视作为一种极大的冒犯，而他们已经一再

申明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 

中国政府的逻辑在美方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之时已经表达很清楚。1997年11月3日，时

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唐国强就美国政府设立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事表态：“我们对美国政府设

立所谓‘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表示坚决反对。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

会公认的事实。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都不应该，也没有权利插手干涉。”10 

                                                        
1 "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 in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10-11. 
2 Paula Dobriansky, "The Way Forward in Tibet,"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1 2008. 
3 Paula Dobriansky, "The Realist Case for Tibetan Autonom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10. 
4 "Maria Otero: Why She Matters",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maria-otero/gIQAAUtJAP_topic.html (accessed August 23 2013). 
5 "Maria Otero Announced Today as Special Coordinator for Tibetan Issues",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 

http://www.savetibet.org/maria-otero-announced-today-as-special-coordinator-for-tibetan-issues/ (accessed August 23 

2013). 
6 "Former U.S. Under Secretary to Speak at Commencement", St. Edward's University 

http://www.stedwards.edu/enewsforparents/apr13/index.htm (accessed August 23 2013). 
7 第二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塔夫脱女士在任时，该法案尚未通过，但从其给国会听证会的证言中可以看出，她

的活动和该法案的规定相契合。 
8 "The Status of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7. 
9 "Tibet: Status of the Sino-Tibetan Dialogue." 
10 《就美设立“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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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云的文章，抗议美国政府任命第三任西藏问题特别协

调员杜布里安斯基。12008年4月，在时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杜布里安斯基就西藏拉萨3.14事件

发表《西藏前方的出路》（The Way Forward in Tibet）一文后，时任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

驻美国首席记者李学江先生立马撰文批驳。李学江先生认为，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这一职位

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的结果，中国政府从未承认杜布里安斯基这一身份；杜布里安斯基的诸多言

行公然偏袒一方，责难另一方，毫无公正可言；杜布里安斯基对西藏事务缺乏深入了解，她的议

论缺乏可信度。2 

     中国政府对待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态度让后者处于极其尴尬的地位。按照《2002年

西藏政策法案》的规定，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北京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实质

性对话。但很显然，中国政府并不信任这个协调员，也没有提供关于西藏事务的可靠资料给美国

西藏问题协调员。3这让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完成其中心任务变得极其困难。但是，中国政府的

态度也可能给自己带来了不利影响。因为这意味着美国西藏问题协调员极有可能会单方面接受从

达兰萨拉来的信息，并和达兰萨拉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总  结 

     

    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产生的历史表明，至少从1980年代起，美国政府在制订西藏政策时，

并不是完全一边倒，这其中充满着各种力量的博弈和妥协。此外，国会支持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

议员应该明白，尽管支持某个人物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但当将这种支持转化为政治行为时，也应

该考虑到各种利益相关方的感受。美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是国会部分议员试图挑战美国政府所

坚持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这一基本政策失败后妥协的产物。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协调员，是很难

取得中国政府的完全信任的。最后，中国政府的官员也应该明白，在和美方打交道时应该熟悉和

学会对方的规则，并且以更为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各种挑战，避免树立新的敌人，在涉及到西藏事

务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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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随笔】 

卓玛的酒吧与她的故事 

 

李  健 

 

我进藏已逾 4 个月，明日即将回京。在拉萨的几位朋友来相送，晚饭后，一位朋友提议到她

所熟知的一间小酒吧聊天。这个酒吧位于拉萨的仙足岛，位置较偏僻，若不是这位朋友指引，平

日很难找到。酒吧的面积不大，装饰得很有格调，是个典型的藏式小酒吧，提供的红枣煮青稞酒

在其他地方难得一见，味道醇美。酒吧的主人名叫卓玛，因为与同来的一位朋友较熟识，我们便

邀请主人讲述了她的一些个人经历。 

卓玛是一位来自四川阿坝州若尔盖县草原牧民家的藏族女孩，她从小在牧区长大，来拉萨生

活已近十年，汉语虽然说得不是很流利，但基本的表达不成问题。卓玛并不喜欢住在老家，她说，

我从小就害怕牦牛，小时候看到家里的牦牛，我害怕得发抖，家里人都笑话我，说我跟汉族人一

样，哪有牧民家的孩子还怕牦牛的。我小时候并不知道汉族是什么，我就是觉得我不想呆在牧区，

牧区什么都是脏脏的，我所向往的，是城市里的那种干干净净的生活。小时候，我们家乡那边也

没有学校，我从来没有上过学，所以到现在都不懂藏文和汉文。15 岁的那年，我一个人偷偷地

从家乡跑了出来，我徒步跟着那些朝佛的人来到拉萨。因为是偷跑出来的，父母也不可能给我钱

嘛，我就一路磕长头，一路走到了拉萨。那会儿我想，拉萨菩萨多嘛，肯定会保佑我的。到了拉

萨以后，我先在餐馆里打工，慢慢地挣钱，那会儿生活得很辛苦。后来，我在拉萨的酒吧里唱歌，

我以前唱歌唱得很好。几年后，我用打工挣的钱开了这家小酒吧。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来自各

个地方的人。开酒吧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来喝酒，因为一点小事就骂人，我也不和他

们争吵，吵也没意思，忍一忍就过去了。那些前一天骂人的人，第二天来了都特别不好意思，说，

我们那么说你，你也不生气，还对我们这么好，你真是个好人，是我们不对。我特别喜欢和内地

http://www.stedwards.edu/enewsforparents/apr13/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