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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作者关于我国民族宗教问题的访问、讲话，简单、直接、深刻，可读性极强，具有强烈的风格特点。                 内容简介
   　　本书收入了作者从2002年以来有关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论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以及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反对宗教极端主义、坚持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等重大问题，发表的文章、所做的报告及答外国政要、记者问等。这些文稿紧密结合新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中心任务，努力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深刻变化给予民族宗教问题的影响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提出解决某些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文风硬朗，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读性。本书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从事民族宗教工作的干部、研究人员和民族地区群众了解我国民族宗教实际情况，认同我们党有关民族宗教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
   　　朱维群，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正部长级），现任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作者长期从事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特别是深度参与了对达赖集团、“东突”势力的斗争，具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素养和运用党的方针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作者近年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见解，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目录
   统一战线工作要适应城市化进程（2002年8月21日）《西藏视点丛书》再版序言（2006年6月）“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08年11月10日）拉萨“3·14”事件再次暴露达赖集团的暴力本质——在英国就拉萨“3·14”事件答BBC记者问（2008年11月14日）我们办任何事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利益出发——就涉藏问题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2009年9月22日）西藏的现在和未来是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10年2月3日）美国应尽早甩掉达赖集团这个包袱——会见美国两党代表团时的谈话（2010年4月2日）努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2010年12月15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结合新的实际（2011年4月28日）西藏和平解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答《中国西藏》杂志记者问（2011年5月）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藏传佛教要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2011年10月20日）中国政府绝不会让达赖分裂图谋得逞——在德国就达赖喇嘛转世等问题答《法兰克福报》记者问（2011年12月9日）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在比利时同欧盟官员、学者、记者谈达赖等问题（2011年12月12日）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2012年2月13日）《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序（2012年4月）关于对达赖集团斗争问题（2012年5月）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改改我们的文风（2013年1月21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6月）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7月）要更多关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2013年7月19日）“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8月19日）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2013年9月16日）中国不容分裂——在比利时接受欧盟记者集体采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7日）中国政府不会同达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在瑞士接受《新苏黎世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8日）没有国家尊严也就谈不上个人人权——在意大利同“自由社会”人权组织会见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达赖集团是煽动制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在意大利接受《快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人民政协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2014年2月19日）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3月4日）如果是现在，奥巴马还会见达赖吗？（2014年3月20日）处理暴恐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接受凤凰网资讯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4月2日）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2014年5月27日）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2014年6月）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2014年9月11日）《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强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2014年11月14日）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2014年12月13日）关注“丝路经济带”的民族宗教问题（2015年12月8日）“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2015年12月25日）统一战线工作要适应城市化进程（2002年8月21日）《西藏视点丛书》再版序言（2006年6月）“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变相独立”也不行——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08年11月10日）拉萨“3·14”事件再次暴露达赖集团的暴力本质——在英国就拉萨“3·14”事件答BBC记者问（2008年11月14日）我们办任何事必须从中国自己的利益出发——就涉藏问题答德国《焦点》杂志记者问（2009年9月22日）西藏的现在和未来是由全中国人民决定的——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答记者问（2010年2月3日）美国应尽早甩掉达赖集团这个包袱——会见美国两党代表团时的谈话（2010年4月2日）努力推动统一战线工作的创新（2010年12月15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要结合新的实际（2011年4月28日）西藏和平解放：中华民族统一大业的辉煌篇章——答《中国西藏》杂志记者问（2011年5月）西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2011年8月20日）藏传佛教要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一起前进（2011年10月20日）中国政府绝不会让达赖分裂图谋得逞——在德国就达赖喇嘛转世等问题答《法兰克福报》记者问（2011年12月9日）中国有能力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在比利时同欧盟官员、学者、记者谈达赖等问题（2011年12月12日）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2011年12月17日）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2012年2月13日）《十四世达赖言行评析》序（2012年4月）关于对达赖集团斗争问题（2012年5月）以科学发展观推动对口援藏工作（2012年8月31日）改改我们的文风（2013年1月21日）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6月）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2013年7月）要更多关注“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2013年7月19日）“我对新疆反分裂斗争充满信心”——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8月19日）为什么不问苍生问鬼神？——谈保持共产党人世界观的纯洁性（2013年9月16日）中国不容分裂——在比利时接受欧盟记者集体采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7日）中国政府不会同达赖讨论什么“西藏问题”——在瑞士接受《新苏黎世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18日）没有国家尊严也就谈不上个人人权——在意大利同“自由社会”人权组织会见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达赖集团是煽动制造自焚事件的罪魁祸首——在意大利接受《快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3年10月22日）人民政协的民族宗教工作（2013年10月29日）西方为何在涉藏涉疆问题上与中国过不去（2014年2月19日）不能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挂钩——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3月4日）如果是现在，奥巴马还会见达赖吗？（2014年3月20日）处理暴恐事件要从民族宗教问题中脱敏——接受凤凰网资讯记者专访时的谈话（2014年4月2日）反对宗教极端主义要综合施策（2014年5月27日）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坚持与探索（2014年6月）关于民族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就业问题的几点建议（2014年9月11日）《民族区域自治法》是反分裂的强有力武器（2014年10月17日）“党员不能信教”原则不可动摇（2014年11月14日）顺应民族交融的大势——由历史纪实文学《瞻对》引起的对话（2014年12月13日）关注“丝路经济带”的民族宗教问题（2015年12月8日）“活佛转世”最高决定权在中央（2015年11月30日）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2015年12月25日）      精彩书摘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　　（2015年12月25日）　　前不久，十四世达赖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国”（IS）其因“偏狭”伤害了伊斯兰教，但“仍有必要与IS对话，需要倾听、理解，给予所有的尊重”。达赖甚至大发奇想：“对要砍头的人如何倾听呢？只有用心来倾听敌人”。日前笔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达赖的此番言论进行谴责，达赖集团大为不快，伪政府发言人声称“歪曲、抵毁达赖言论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所以不必为朱维群的疯狂言论感到惊讶。”　　但是达赖集团对笔者的攻击无法阻止众多国际媒体对达赖奇谈的愤怒和嘲弄。俄国《奥德纳柯》杂志评论员写到：“笔者一直想知道谁会第一个想到，着手使那些在镜头前砍掉反对者的头颅、活活烧死俘虏、让十来岁的孩子执行死刑的人变得有人性。原来是一个被西方媒体奉若神明的佛教兜售者。”俄“诺亚方舟”网评论员质问达赖：“你要如何呼吁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人性的人进行人道对话？”该评论员怀疑：“达赖对该犯罪组织产生了敬仰之情”。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马尔斯·萨里耶夫指出：“达赖喇嘛呼吁与‘伊斯兰国’对话，事实上，这是公众人物通过声明使恐怖组织合法化。”以色列学者迈克尔·莱特曼强调：“达赖发表这样的言论，不是致力于和平，而是致力于战争。这只会导致更多战争和更多独裁暴力的发生。”“加拿大家园网”转载日本网友对达赖的尖锐质问：“您老人家是ISIS的同谋吧？到底是怎样的脑回路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乌克兰网民建议：“让我们派这个聪明人去敌方谈判吧！”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之前，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促请有能力的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别防止和打击“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恐怖主义行为，摧毁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当多的地方建立的庇护所。达赖的言论，公然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相对抗，招致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必然的。　　问题还在于，达赖对现实和历史上的暴力恐怖行为及其制造者表示认同和赞扬，已经不是个别事件。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是师徒关系，并在达赖推荐下使“奥姆真理教”成为日本政府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东京地铁惨案发生后，达赖公开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更有甚者，达赖在为庆祝自己75岁生日而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突然主动大谈起希特勒，声称：“希特勒，从本质上说，特别在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常人。”当记者追问：“你正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宽容吗？”达赖回答：“当然了！如果我一直对他持有憎恨是没有用的。”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特勒“本性深处也有慈悲”，“他的痛苦也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把他作为发更大慈悲心的对象。”今日之世界，什么样的人，才会对希特勒如此大发慈悲？　　达赖集团伪议会议员声称，中国关于达赖从未放弃过暴力的指责是谎言，“没有任何根据”。其实，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集团的分裂主义历史，同时就是一部暴力恐怖主义历史。20世纪50年代这个集团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在其“自传”中对这场“和平起义”有绘形绘色的描述：“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装自己，部分战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他本人也曾“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国外组织训练“藏独”武装力量扰乱中国边境，为害14年之久，达赖在其“自传”中还抱怨“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受到达赖宠爱、纵容的“藏青会”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并同克什米尔有关组织、斯里兰卡泰米尔组织、阿富汗基地组织以及新疆的“东突”等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达赖集团多次在西藏煽动策划闹事，其中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打死烧死无辜藏汉群众18人，打伤烧伤数百人。达赖不仅公然表示“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还造谣“中国军队冒充藏人搞打砸抢烧”，污蔑被烧的商店是妓院，被烧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杀人有理。近年境外藏独势力通过境内少数寺庙煽动、制造自焚事件，达赖主持“特殊法会”，带头绝食，对自焚行为进行支持和鼓励，把一个又一个不谙世事的年青僧人、还俗僧人骗进火堆……　　以上超简约的回顾足以说明，达赖集团同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是撇不清的。当达赖又在鼓吹“倾听、理解、尊重伊斯兰国”的时候，善良的人们不可只当作一个笑话来听，而应当联系这个集团的过去和现在，对其真实目标和用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达赖与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能撇清吗？　　（2015年12月25日）　　前不久，十四世达赖在接受意大利《新闻报》采访时表示，“伊斯兰国”（IS）其因“偏狭”伤害了伊斯兰教，但“仍有必要与IS对话，需要倾听、理解，给予所有的尊重”。达赖甚至大发奇想：“对要砍头的人如何倾听呢？只有用心来倾听敌人”。日前笔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对达赖的此番言论进行谴责，达赖集团大为不快，伪政府发言人声称“歪曲、抵毁达赖言论是中共的一贯做法，所以不必为朱维群的疯狂言论感到惊讶。”　　但是达赖集团对笔者的攻击无法阻止众多国际媒体对达赖奇谈的愤怒和嘲弄。俄国《奥德纳柯》杂志评论员写到：“笔者一直想知道谁会第一个想到，着手使那些在镜头前砍掉反对者的头颅、活活烧死俘虏、让十来岁的孩子执行死刑的人变得有人性。原来是一个被西方媒体奉若神明的佛教兜售者。”俄“诺亚方舟”网评论员质问达赖：“你要如何呼吁那些在意识形态方面毫无人性的人进行人道对话？”该评论员怀疑：“达赖对该犯罪组织产生了敬仰之情”。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学家马尔斯·萨里耶夫指出：“达赖喇嘛呼吁与‘伊斯兰国’对话，事实上，这是公众人物通过声明使恐怖组织合法化。”以色列学者迈克尔·莱特曼强调：“达赖发表这样的言论，不是致力于和平，而是致力于战争。这只会导致更多战争和更多独裁暴力的发生。”“加拿大家园网”转载日本网友对达赖的尖锐质问：“您老人家是ISIS的同谋吧？到底是怎样的脑回路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啊？”乌克兰网民建议：“让我们派这个聪明人去敌方谈判吧！”篇幅有限，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之前，2015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促请有能力的会员国根据国际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特别防止和打击“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恐怖主义行为，摧毁他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当多的地方建立的庇护所。达赖的言论，公然同整个国际社会的共识相对抗，招致国际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必然的。　　问题还在于，达赖对现实和历史上的暴力恐怖行为及其制造者表示认同和赞扬，已经不是个别事件。1995年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多人受伤的“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与达赖是师徒关系，并在达赖推荐下使“奥姆真理教”成为日本政府正式承认的宗教团体。东京地铁惨案发生后，达赖公开说，他认为“奥姆真理教”是宣传佛教教义的，麻原仍是他的朋友。更有甚者，达赖在为庆祝自己75岁生日而接受印度电视台采访时，突然主动大谈起希特勒，声称：“希特勒，从本质上说，特别在他年轻时，一定是一个充满同情心的常人。”当记者追问：“你正在表示对希特勒的宽容吗？”达赖回答：“当然了！如果我一直对他持有憎恨是没有用的。”达赖多次公开表示，希特勒“本性深处也有慈悲”，“他的痛苦也是相应的，所以我们把他作为发更大慈悲心的对象。”今日之世界，什么样的人，才会对希特勒如此大发慈悲？　　达赖集团伪议会议员声称，中国关于达赖从未放弃过暴力的指责是谎言，“没有任何根据”。其实，对十四世达赖集团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集团的分裂主义历史，同时就是一部暴力恐怖主义历史。20世纪50年代这个集团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达赖在其“自传”中对这场“和平起义”有绘形绘色的描述：“多数人以棍棒、铁锹、刀子及其他武器武装自己，部分战士及康巴人持有步枪、机枪，甚至有十四五门迫击炮”，他本人也曾“接过步枪，扛在肩上”。叛乱失败后达赖集团逃亡国外组织训练“藏独”武装力量扰乱中国边境，为害14年之久，达赖在其“自传”中还抱怨“美国人不希望留下援助西藏的把柄，刻意不供应美制的装备。他们空投的都是粗制滥造的火箭炮及老旧的英制步枪”。中国进入新时期后，受到达赖宠爱、纵容的“藏青会”声称：“武装斗争和使用暴力是西藏获得完全独立的必由之路”，“恐怖活动可以用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果”，并同克什米尔有关组织、斯里兰卡泰米尔组织、阿富汗基地组织以及新疆的“东突”等国际恐怖组织接触，寻求相互支持。达赖集团多次在西藏煽动策划闹事，其中2008年发生在拉萨的“3·14”严重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打死烧死无辜藏汉群众18人，打伤烧伤数百人。达赖不仅公然表示“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还造谣“中国军队冒充藏人搞打砸抢烧”，污蔑被烧的商店是妓院，被烧死的人是妓女，鼓吹放火有理，杀人有理。近年境外藏独势力通过境内少数寺庙煽动、制造自焚事件，达赖主持“特殊法会”，带头绝食，对自焚行为进行支持和鼓励，把一个又一个不谙世事的年青僧人、还俗僧人骗进火堆……　　以上超简约的回顾足以说明，达赖集团同暴力恐怖主义的关系是撇不清的。当达赖又在鼓吹“倾听、理解、尊重伊斯兰国”的时候，善良的人们不可只当作一个笑话来听，而应当联系这个集团的过去和现在，对其真实目标和用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本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      前言/序言
   　　自 序　　1988年我作为《人民日报》记者参加“民族地区纪行”报道活动，先后深入云、贵、川少数民族地区采访；1991年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又进藏采访40余天。回想起来，我涉足民族宗教工作，就是从这两次采访活动开始的。从西藏回到北京不久，我被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职责所在，开始注重研究党的统一战线中的民族宗教问题，并直接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实际工作。1998年我被调入中央统战部，先后任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在较长时间内联系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论政策研究和实际工作两方面承担的任务更重，责任也更大。2013年由于年龄关系，我转入全国政协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尽管工作仍然繁忙，但终于有时间对以往工作做一点回顾与梳理。我把至今自己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文章、讲话、访谈等收集起来，居然也有数百篇之多，从中筛选出内容比较重要而文字也比较完整者，得四五十篇，其中大多数曾公开发表过，这就是这本书的基础。我以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仍将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各领域变化快速而深刻，这种变化不断给民族宗教工作提出新的课题和挑战，而我们工作的理论、政策、措施和方法一方面需要坚持，保持其总体上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断适应新的社会实际，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作出必要的调整和创新，并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我编这本文稿集，多少有一点不自信，带有期待自己和别人在今后新的实践中深化认识，予以纠正、批判的意思。　　这本书所有文稿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同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宗教工作紧密结合，都在努力运用党的理论、政策对民族宗教领域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所选篇目大多出于2008年至今这个不长的时间段。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发生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等一系列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事件，党中央领导人民同达赖集团、“东突”势力及在背后怂恿、支持它们的某些国际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这场斗争至今仍在持续之中。国家利益要求民族宗教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自觉把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大局作为工作的重心。我有幸亲历了这场斗争，本书不少文稿就是为解决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事件的特定问题而匆匆草就的。这样产生的文稿，政治上的现实针对性强，而学理性往往显得不足。但是我相信，它所体现的一般原则、策略和方法，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如果是符合当时工作与斗争实际的，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对后来者不会失其实用意义。正是由于这场斗争的启迪和需要，我对当前民族宗教领域的一些理论、政策问题，从坚持与探索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再学习和再思考，于是有了2012年《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等文稿发表。尽管其中一些观点受到民族学界一些人士的反对，但我认为这些观点是从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要否定它，只能以理论施行于实践的效果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为依据。　　这本书中许多文稿出自这一时期我同西方政要、媒体就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尤其是涉藏涉疆问题的对话。应当说，对话者中多数人的态度是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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