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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为西藏发展点赞

7 月的西藏，风清气爽、天高云淡。7
日—8 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西藏
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拉萨市人民政府承办
的“2016·中国西藏发展论坛”在拉萨举
行。来自中国、美国、法国、英国、印度和
尼泊尔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专家
学者齐聚“日光城”，共商西藏发展之策，
共谋西藏发展之举。这是第二次在中国西藏
自治区举办的以西藏发展的新阶段为主题的
大型综合性国际会议。

实地考察：
“西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开启了西藏反
贫困的新纪元，实现了“短短65周年，西藏
换了人间”的奇迹。

印度代表、中国日报网高级编辑马华安
表示，大家都对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表示赞
扬，“现在的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大的
努力。”

二度进藏的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杜丹德同样感触颇深。他说，这几年西藏的
基础设施建设更好了，与此同时布达拉宫、
大昭寺等许多寺庙仍保持着原貌，“我看到
了人们在保护环境和古迹方面的努力。”

参观拉萨教育城的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后，来自德国的教育工作者马库斯·鲁道
夫认为，“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为西藏人民
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美国哈佛大学藏学专家范德康教授对西
藏交通的改善印象深刻，“我 1982 年来过一
次西藏，当时从拉萨到贡嘎机场需要 6个小
时，如今只需要1个小时。”

开放发展：
开拓“一带一路”新景

西藏是我国面向南亚“内联外接”的桥
头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点区域和国家
构建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

阿根廷马坦萨大学教授古斯塔沃·希拉
多说，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对
于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促进经济发
展，改善地区的基础设施，实现海陆空全方
位互联互通有重要意义。西藏自治区处于

“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边疆地区，多边合
作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应当进一步加大

开放力度，更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创造
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
广程表示，“一带一路”为西藏的发展提供了
非常便利的助推条件，西藏也将在“一带一
路”构建中起到重要的支点作用。西藏应充分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提升自己，将自己
融入到“一带一路”发展框架之中。

中国日报社高级财经撰稿人、来自英国
的安德鲁·穆迪表示，“一带一路”构想将把
世界其他地区更广泛地连接到一起，促进鼓
励更多的贸易和投资往来。繁荣的西部是中
国在21世纪发展经济的关键因素之一。

深入沟通：
达成《2016·拉萨共识》

就西藏未来发展问题，7月8日下午专家
学者们达成了 《2016·拉萨共识》。“共识”
认为，西藏的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发展理念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发展规律，对
西藏未来的发展有着重大引领意义；在如此
高海拔地区进行建设和发展，没有先例可借
鉴，历经多年的探索实践，西藏已走上了符
合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富有鲜明的区
域文化特色，是生活在这里各民族的共同家
园，保护好西藏的生态环境对中国和亚洲都
有着重大意义。

“《2016·拉萨共识》的形成，反映大家对
西藏的真实情感，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西
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杰说，希望
与会嘉宾以论坛为起点，更加关心关注西藏、
支持西藏发展，同时也通过几天来的所见所
闻向世人讲述一个真实的西藏故事。

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国王大学政治经济
学教授佩德罗·加西亚·毕尔巴鄂说，这份共
识反映了各方对西藏如何协调工业化和社会
发展的关注。他表示，现代化转型是西藏人
民所需要的，但这同时会带来环境、文化认
同、民众心理变化等新的压力和挑战，需要
对此做出中长期的计划和准备。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说，真诚希
望出席论坛的各位嘉宾为西藏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多在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把一个客
观真实、开放包容、团结和谐、繁荣发展、
环境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介绍给世界各国
人民。

4 日至 6 日，前来参加“2016·中国西藏
发展论坛”的中外来宾在拉萨市及山南市参
观、考察，实地走访农户，参观历史文化遗
迹、产业园、教育城、精准扶贫搬迁点，了
解西藏改革发展、精准扶贫以及经济、教
育、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切身感受
西藏的繁荣进步。

“西藏的发展让人惊叹！”虽然行程只有
短短 3 天时间，但已让外国专家学者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

“让群众都能享受到发展带来
的成果”

“哇喔！”一路上，来自拉脱维亚的艾迪
得·采尔梅女士不时发出惊叹。“能够受到邀
请来到西藏参加论坛，我真的是太荣幸了。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惊叹，和我想象中的完全
不一样。”她告诉记者，来宾中有很多人都是

第一次来西藏，和她有着一样的荣幸和惊叹。
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的吉姆·斯图普曼先

生，时隔 6 年后又一次来到西藏，西藏的发
展变化令他叹服。在参观了拉萨市城市规划
展览后，他说：“拉萨城市规划东延西扩，有
许多改变，我都差点认不出了。特别是在公路
建设方面，原来从拉萨出发需要六七个小时才
能到的地方，现在可能只要两三个小时。”

吉姆·斯图普曼说，“从城市到农村，西
藏的快速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沿路平
坦的公路、新农村面貌和雅江生态保护林
等，反映出西藏不仅重视中心城市的发展，
还将城乡均衡发展有机统筹，让群众都能享
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

保护好这些宗教资源“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

“天呐！”“是真的吗？”在山南市桑耶寺
参观时，一尊尊古老的佛像、壁画引起了墨
西哥学者莉理亚娜的强烈兴趣。她难以相
信，这座修建于1200年前的寺庙竟保存得如
此完整漂亮。虽然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国问题
研究、说话带着“京腔”的“中国通”，但莉

理亚娜坦承，她对西藏当地的实际情况并不
是非常了解。让她感到欣喜的是，近些年中
国关于西藏风景、民俗、建筑、宗教等各方
面的材料越来越丰富了，西藏的文化得到了
很好的传承和传播。

哈佛大学教授范德康是国际著名藏学
家，主要研究藏传佛教历史与神话，是地地
道道的“西藏通”。他曾先后进藏参观调研不
下20次，但每次都有新的收获。

“你看，这些壁画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了，但画中人物的面貌惟妙惟肖、清晰可
见，足见政府在保护和修复宗教文化遗迹方
面做出的努力。”范德康指着桑耶寺主殿墙上
的壁画说。他兴致勃勃地向同行的来宾介绍
起桑耶寺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并说保护好
这些宗教资源“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民生和扶贫机制成效显著，
很值得学习”

在拉萨市曲水县达嘎精准扶贫搬迁点，
一栋栋整洁的藏式民居、一个个奶牛 （藏
鸡） 养殖场、一片片藏 （中） 药药材种植区
引起了尼日利亚学者哈如纳·恩库卜的注意。

这座搬迁点共涉及 300 户，近年来，当地政
府通过扶贫搬迁，将生存恶劣地区的贫困人
口进行集中安置，启动各类精准脱贫项目，
成立奶牛养殖、藏鸡养殖等合作社，贫困户
以劳务输出方式入股分红，让贫困居民收入
稳步增长。

“我这次行程中最感兴趣的内容，就是西
藏是怎么发展的，怎么能把它的经验借鉴到
尼日利亚的发展上。”恩库卜说，来西藏之
前，他就对西藏的民生和扶贫有所了解，他
本次参会的论文就与西藏扶贫模式有关。

“有些国家践行的民主体系，只对政治更
迭感兴趣，而公民福利没有被摆在首位，这
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恩库卜表示，中国西藏
的民生和扶贫机制成效显著，很值得发展中
国家学习。

“这次参访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
西藏的发展应该让更多人看到。”来自印度的

《孟买信使报》记者米瓦提说，中国在对外开放
和改革上做了很多的工作，西藏作为一个非常
特殊的地方，这样的开放将会让更多人受益。

（本报北京7月8日电 综合本报、新华
社和西藏日报报道）

西藏的发展让人惊叹西藏的发展让人惊叹西藏的发展让人惊叹

据中新社拉萨7月8日电 “我们称西藏最高山峰为‘埃佛勒
斯峰’，但它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宇宙女神
母亲’。我们习惯性讨论西藏问题时用一个西方人的视角，用英语
思想解读，这会错过西藏的奇迹。”参加“2016·中国西藏发展论
坛”的法国女作家索尼娅·布雷斯勒在论坛发表演讲时提到。

本届论坛有来自 30多个国家的 13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其中
有两位女性作家引起关注，她们不约而同提到“西方世界能从中
国西藏学到许多经验”。

巴西唯一参会代表是72岁的阿尔塞丽娜·埃莱纳·普布里奥·迪
亚斯，她在50多岁时，开始自费以简单方式环游世界，踏遍北美
洲、南美洲、中部美洲、非洲和中欧的几个国家，只为了记录全
世界穷人的故事。至今她已写出 6 本书，用葡萄牙语、法语和英
语，与遭受战争、自然伤害或毒品上瘾导致贫穷，甚至流落街头
的穷人交谈，真实地描述他们的境遇。

她对于中国西藏和平解放后，土地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尤感
敬佩。

阿尔塞丽娜说，在她的家乡巴西，在1985年军方独裁统治结
束之后，土地改革却没有那么成功，巴西仍有大量的土地和财物
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农场主把生产的产品出口。期待已久的
土地改革开始之后，农村劳动力没有获得期望的支援。

“西藏给我们上了一课，”她说，西藏是开展土地改革成功的
范本。她第一次到中国，也是第一次来亚洲，希望开始着手记录
中国人的故事，也期待在本次论坛中能学习到西藏可以和巴西农
民分享的故事。

论坛中的另一女性作家是法国哲学家、作家索尼娅·布雷斯
勒。她已是第三次来西藏，在演讲时说西藏教会了她三件事：“第
一件就是我之前对西藏的认识完全是盲目的，第一次我来西藏时
是带着西方人的眼光游览的，但这样做你能体会到的太有限。”

她说，现在还有许多西方人对西藏一无所知。西藏地域广大、文
化悠久，她觉得在西藏还要学会放下自我，“多和生活在这儿的人接
触，听他们的故事，这才能逐渐领会到西藏的永恒魅力。”

于是，在第二次来西藏时，她凭借与不同人的交往和个人体
会，写下 《前往西藏中心的旅程》（Journey to the Heart of Ti-
bet） 一书。

谈论起西藏文化时，索尼娅说：“西藏让我受益匪浅的事，就
是在这里你得学会关注细节。就拿唐卡来说，之前我只能看到一
个整体的唐卡造型，觉得这很精美，但没有太多感受，当你知道
唐卡画师是怎样细致地描绘出佛像的造型，画的每个形象有什么
具体的含义时，这就大为不同了。”

外国女作家感悟西藏魅力：

“西藏给我们上了一课”
据新华社拉萨 7月 8 日电 （记者许万虎、潘洁、张卉） 在

“2016·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各国专家学者结合自己在藏参观考
察的所见所闻，畅谈对西藏发展变迁的新体验、新认识。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强烈感受：“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研究员莉理亚娜精通中文，早年通过
藏族作家阿来的作品，“缩短”了自己与西藏的距离。前几日刚刚随
团完成拉萨、山南考察的她，谈及西藏发展，滔滔不绝。

“20 多年来，我一直期待能来拉萨，这次论坛终于帮我圆了
梦。”莉理亚娜说，西藏是一个古老与现代交织共生的地方，登上布
达拉宫，感觉离神灵更近了，看到藏族信众围绕宫殿虔诚转经，感
受到多元文化的无穷魅力。

与莉理亚娜一样，西藏也是法国女作家布雷斯勒心之所向的地
方。早年为圆儿时梦想，她曾两次进藏采风，实地感受真实西藏的
魅力，但由于藏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作为西方人的她深感中西文化
交流被“蒙上了一层雾”。

“西方人应该放下对西藏固有的偏见，以不同的视角深入了解西
藏，关注藏文化细节，挖掘细节背后的故事。”她说，西藏是伟大的、美
丽的，但更为珍贵的是这里的人民，“我们应该认真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样才有机会发现汉藏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真实生动的故事”。

印度与中国西藏山水相邻、文脉相通。印度报业托拉斯驻加尔
各答高级记者尼基尔·阿格瓦尔说，日新月异的变化已经使西藏不再
像过去那样神秘，但西藏还是完整地保留着各种传统，“堪称精髓的
西藏艺术文化、民俗、神话传说，正如西藏人往茶里面加酥油的习
惯一样，保存了下来”。

尼基尔·阿格瓦尔说，西藏的经济日新月异，但没有受到工业化
的影响，湖泊仍然保持着原始状态，湖水干净清澈，空气依然非常
清新，可以自由呼吸。

对于西藏发展变迁，二度进藏的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
德同样感触颇深，他说，这几年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投资不断增加，西藏
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好了。与此同时，布达拉宫、许多佛寺等却保持着以
往的原貌，“我看到了人们在保护环境和古迹方面所做的努力”。

德国汉堡基民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委员会中国问题专家马库斯·鲁道
夫长期关注西藏教育，他结合多年的研究告诉记者，旧西藏的文盲率很
高，只有极少数人接受过各种教育，现代公共教育体系可谓一穷二白。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的高等教育有了飞跃式地发展，这主要
得益于中国政府在财力和物力上的巨大投入。”马库斯·鲁道夫说，
自己在西藏参观时，一路上看到许多小学，这说明藏族孩子拥有受
教育的权利。未来希望西藏进一步发展好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为
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外国专家学者畅谈西藏发展变迁：

“古老与现代交织共生”
外国专家学者畅谈西藏发展变迁：

“古老与现代交织共生”

中外嘉宾参观布达拉宫。 （来自中国西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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