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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缅甸华文教育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沉寂后重新复苏 , 华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有了较大

发展。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与缅甸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 、 中国的崛起和对华文教育的支持 、 中缅关系的亲善 、 华人的努力

和有利的国际背景等五个方面密切相关。同时 , 目前缅甸华文教育在合法化 、 生源和师资方面还存在诸多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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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1990s, ChineseeducationinMyanmarhasbeenrecoveredagainaftertwentyyearsslump.The

numberandscaleofChineseschoolsinMyanmarhavesignificantlyincreased.ThedevelopmentofChineseeducation

ascribestofivefactorsincludingpolitic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nMyanmar, China'sriseanditssupportsto

Chineseeducationabroad, positivedevelopmentofSino-Myanmarrelations, effortsofethnicChineseinMyanmar

andthefavorableinternationalbackground.Atsametime, however, Chineseeducationmeetssomedifficultiessuch

aslegalization, recruitmentofstudentsandqualifiedteachers.

　　缅甸地处中国 、 南亚 、东南亚的交汇之处 , 目

前有 200多万华人在此居住 。华文教育是他们热心

发展的事业 , 特别是 20世纪 90年代后 , 缅甸华文

教育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但由于缅甸长期以来

的封闭 , 外界对其了解甚少 , 国内侨史学界和从事

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学者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变

化 。 2005年 11、 12月 , 笔者在缅甸进行了为期两

个月的田野调查 , 本文以此为基础 , 对当前缅甸华

文教育的现状和前景作一粗浅的探讨 。

一 缅甸华文教育的现状

1872年 , 仰光就已有华侨开设私塾 、 蒙馆 ,

传道授业 。 1904年 , 缅甸华侨在仰光创办了第一

所华校 “中华义学”, 此后 , 缅甸华侨 、 华文教育

经历 英属 殖 民 地 时 期 (1904— 1942、 1945—

1947)、日本占领缅甸时期 (1942— 1945)、 缅甸

独立后的吴努政府时期 (1948— 1962)和奈温军

政府初期 (1962— 1966)四个时期。从总体上来

看 , 自 1904年缅甸第一所华校建立到 1962年奈温

军人政变掌权 , 缅甸华侨华文教育在师资 、 学校规

模 、 学生人数等方面 , 均呈不断发展趋势。到

1962年 , 缅甸有 259所华文学校 , 39 , 000名学

生
[ 1]
。 1965年 4月 , 缅甸政府颁布 《私立学校国

有化条例 》, 下令将全国所有私立中小学收归国

有。不久 , 全缅 200多所华校被缅甸政府接收。此

后 , 一些失业的华文教师在各地兴办了不少华文补

习班 , 但到 1967年仰光发生 “ 6· 26” 排华事件

后 , 华文补习班也被政府禁止。直到 20世纪 70年

代末 80年代初 , 一些华人华侨在讲授佛经的名义

下 , 率先办起了一些华文补习班 , 让华文教育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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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 、 发展起来 。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 , 不过华

校的数量和规模已经有了较大发展。

表 1　2005年缅甸华文学校 、 补习班一览表

(学生人数在 1000人以上)

学校名称 地点 使用教材
学生

人数

班级

数量

教师

人数

孔教学校 曼德勒 台湾 、 繁体 7080 154 136

福庆学校 曼德勒 大陆 、 简体 1200 39

东华学校 东枝 大陆 、 简体 1050 21 40

兴华学校 东枝 台湾 、 繁体 1610 38 48

果文学校 腊戍 台湾 、 繁体 1349 46

圣光学校 腊戍 台湾 、 繁体 1444 62

黑猛龙学校 腊戍 台湾 、 繁体 2120 59

千佛寺学校 抹谷 台湾 、 繁体 1062 28

明德学校 抹谷 台湾 、 繁体 1432 32

年多学校 并伍伦 台湾 、 繁体 1584 32 46

佛经学校 并伍伦 台湾 、 繁体 1428 35 46

明德学校 南兰 台湾 、 繁体 1310 26

明德学校 南坎 台湾 、 繁体 1329 31

猛稳学校 丙弄 台湾 、 繁体 1377 33 35

大华佛经学校 大其力 台湾 、 繁体 1003 30 24

景华佛经学校 景栋 台湾 、 繁体 1701 34 46

　　资料来源:笔者 2005年 12月 1日 -12月 14日在缅甸

曼德勒的调查;12月 10日在缅甸并伍伦的调查;12月 15

日 -12月 18日在缅甸东枝的调查;李祖清:《缅甸华文教

育调查报告》 (未刊), 2005年 5月 , 李祖清提供;《缅甸

南掸邦地区各华文学校情况一览表 (2005年度下学期)》,

缅甸东枝兴华学校校长廖忠季编制 、 提供。

从表 1可以看出 , 缅甸华校人数最多的是曼德

勒孔教学校 , 该校在曼德勒共有东 、 西 、 南 、 北四

个校区 , 拥有教师 136人 , 从幼稚园到高中三年级

共有 154个班 , 到 2005年 12月 1日为止 , 共有学

生 7080人。全缅华校规模最大的是明德学校 。明

德学校除了表 1中列出的三所学校以外 , 还在缅甸

曼德勒 、木姐 、 东枝等地开办了 8个分校 。据腊戍

明德总校教务处统计 , 2004年全缅 11所明德学校

共有学生 8433人 , 教师 191人
[ 2]
。缅甸其他人数

在 1000人以下的华校 、 华文补习班有几百所 , 学

生人数从数十人到 800、 900余人不等 。

通过表 1我们还可以发现 , 学生人数在 1000

人以上的华校全部分布在上缅甸①地区 , 体现出缅

甸华文教育南北发展不平衡的特点。 20世纪 70年

代末 80年代初 , 上缅甸一些华人华侨利用讲授佛

经的名义 , 办起了一些华文补习班 、补习学校 , 并

不断发展 。但相比之下 , 经历了 1967年排华的仰

光华人和其他距离政治中心较近的下缅甸其他地区

的华人 , 对华文教育采取了更为谨慎小心的态度。

因此 , 下缅甸华文教育起步晚 , 发展规模要远远逊

色于上缅甸地区。

目前 , 下缅甸地区华文教育发展最好的当属仰

光。仰光现有庆福宫华文佛经补习班 、 甘马育观音

庙佛经补习班 、天后宫佛教华文补习班 、九龙堂天

后华文学校 、 晋江公会华文补习班 、舜帝妙善华文

补习班 、 三山福州同乡文化艺术中心 、 福星语言与

电脑学苑 、甘马育闽侨福同仁补习班 、 甘马育建德

分社补习班 、 正友语文商业中心 、东方语言与商业

中心 。在仰光的这些华文学校 、 补习班中 , 福星语

言与电脑学苑 、正友语文商业中心 、东方语言与商

业中心设施最好 、 师资力量最强 , 并对学生收费。

其他补习班均无正式校舍 , 大多借华人寺庙 、同乡

会和宗亲会的会馆办学 , 师资 、 硬件设施差强人

意 , 不分民族 、宗教对所有学生均实行免费 , 具有

慈善性质 。

由于缅甸的华文学校尚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承

认 , 不能同当地国民教育接轨。因此 , 缅甸华文学

校不是全日制授课 , 上课时间一般在缅校上午上课

之前和下午放学之后这两个时段 , 只是在缅甸学校

暑假期间 (3-5月), 才实行全日制上课 。

华校使用的教材主要有两种 , 第一种是台湾编

写的繁体教材 , 主要是台湾国立编译馆编撰的

《国语》、 《数学 》、 《公民》、 《物理 》、 《化学 》、

《生物》 等;第二种是大陆编写的简体教材:中国

语言文化学校编写的 《汉语 》 (1-12册)、 《说

话》、 《中国文化常识 》 等。通过这些教材 , 我们

可以看出两种华校教育的不同特点:使用大陆教材

的华校是第二语言教育的语言教学 , 教学媒介语为

缅语或双语 , 教学内容是语言 、 文化。采用台湾教

材的华校是使用母语教育的语文教学 , 教学内容是

知识 、文化教育。

不同学校使用哪种教材主要是政治和经济原

因。二战后 , 缅甸华文教育就曾是国共两党激烈争

夺的领域 。目前 , 虽然这种出于意识形态而进行的

争夺已渐行渐远 , 但其历史影响和两岸在对海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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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华侨统战方面的竞争依然存在。现在 , 台湾当局

每年在缅甸华侨华人中录取 300人赴台上大学 , 其

中 250人公费 , 吃 、住 、学费全免 , 星期六 、 星期

日可出去打工。另外 , 还有海外青年职工培训班

(海青班)是在缅华中招生 , 进行职业教育和培

训 。这对于经济尚不宽裕的缅甸华人来说 , 同大陆

相比赴台深造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意味着不

同学校使用何种教材 , 将在毕业出路 、市场 、 生源

方面不同。再加上 , 台湾给予部分使用台湾教材的

华校相当的师资支持 。所以 , 经济原因也是一些华

校选择使用什么教材的原因。

二 缅甸华文教育发展的原因

从整体上来看 , 缅甸华文教育自 1966年进入

“冬眠 ” 期后 , 经过二十余年沉寂 , 然后从 20世

纪 80年代开始慢慢复苏 , 渐显发展态势 , 拥有今

天的办学规模。这种状况的产生 , 大致可以从缅

方 、中方 、 中缅关系 、华人和国际背景五个方面来

分析。

从缅甸方面来看 , 当地华文教育虽然尚未合法

化 , 但政府基本持默认态度 , 这是 20世纪 80年代

以来华文学校 、 补习班能不断发展的根本原因 。此

外 , 这一时期缅甸国内的政治 、经济变化也为华文

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 。 1962— 1988年奈温

军政府时期 , 对外缅甸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 极力

消除外国在缅甸的影响;对内严格控制公民和外侨

的集会 、结社 、 言论以及同外界接触的机会 , 实行

封闭排外的 “缅甸式社会主义 ” 路线 。 1988年 9

月 , 以苏貌为首的新军人政府上台后 , 放弃奈温时

期的 “缅甸式社会主义 ” 政策 , 进行市场经济改

革 , 实行对外开放 , 缅甸经济有了较大发展
[ 3]
。

缅甸从盲目排外 、自我封闭向开放引资 、 确立市场

经济改革的转变 , 为华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和

政策空间 , 而华人经济的成长和崛起又为依靠私人

筹资的华文教育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

1988年以来 , 新的军政府虽然对民众的控制

仍较为严格 , 但同奈温时期相比已经有了一定改

观 , 尤其是民众同国外地往来 、对外界信息的接收

已有了相当的空间。缅甸华人同大陆 、港澳台 、东

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人社会可以较自由地往来和交

流 , 可以订阅泰国华文报纸 《世界日报 》, 可以收

看卫星电视 。目前 , 缅甸能收看到的卫星电视有近

200个频道 , 其中中文有 60多个台 , 大陆 CCTV

各套节目 、 各省市的卫星台 , 香港 、 澳门 、台湾的

卫星台均能收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缅甸政府对华文教育的

态度 , 是其发展的根本前提 , 缅甸社会 、经济的发

展为华文教育的复兴创造了内在的客观环境 。

从缅甸华人来看 , 奈温时期的私营经济国有化

运动使华人经济事业一落千丈 , 经济实力遭受沉重

打击 。 1988年缅甸实行开放 , 进行市场经济改革

后 , 华人重新活跃在缅甸经济发展建设中。缅甸大

部分的零售业 、批发业 , 包括边境贸易的进口贸易

和大饭店等 , 都是由华人或中缅混血儿经营的 , 华

人再度居于缅甸经济的前沿
[ 4]
。因此 , 90年代以

来华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 , 是目前华文教育能得以

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华人社团是东南亚华文教育发展的核心力量。

目前 , 缅甸华人聚居的各地均有各种宗亲团体 、 同

乡会 。缅甸华文教育从筹募办学经费 , 提供或购买

办学场所到公关联络 , 无不是在华人社团凝聚起来

的华社力量推动下取得的。

香港大学高伟定 (GordonRedding)教授认

为 , 亚太地区有三种成功的资本主义模式:日本 、

韩国和海外华人
[ 5]
。华人的投资在亚洲内部形成

了一个涵盖东南亚 、 香港和中国沿海的活跃经济

带
[ 6]
。在这个经济带中 , 华商网络的纽带作用也

提升了华人在缅甸的地位 。华人不仅 “处于缅甸

开放经济的最前沿 , 而且缅甸许多的外资是通过当

地华人的渠道进入的。许多缅甸华商是外来华人投

资者的代理人。”
[ 7]
因此 , 随着中国和各国华商在

缅甸经济影响力的日益增大 , 缅甸华人在引进外资

中的桥梁作用越来越明显 , 缅甸当局也认识到了华

商网络的作用和华文的商业价值 。例如 , 1998年

11月 4日缅华被允许重新拥有第一份华文报纸。

缅甸政府态度的转变正如缅甸华报发刊词所言:

“ 《缅甸华报》 的诞生 , 不仅说明我国领导人对世

界五大文字之一的华文的重视 , 并认同了在缅甸发

展华文的必要 。以沟通东南亚各地华人社会和世界

各国华人社会 , 来促进我国的经济贸易 、 文化交

流 、 信息往来。”
[ 8]
同时 , 缅甸华人也意识到华文

给他们带来的机遇 , 提出 “学好华文 , 无论在贸

易或交际上 , 无论对自己国家 , 都将起很大的

作用 。”
[ 9]

从中缅关系来看 , 1967年缅甸发生排华事件

后 , 中缅关系交恶 , 双边关系虽然在 70年代初恢

复正常 , 但是为了防止再次遭到打击 , 许多华侨华

人加快了入籍和同化当地的步伐 , 并尽量隐藏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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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和华人的身份。 1988年缅甸新的军人当政后 ,

国内民主政治 、 人权等问题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制

裁 。在这种背景下 , 中国成为缅甸最有力的支持

者 , 两国结成了较密切的战略和经济关系①。中缅

邦交的亲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的社会地位 ,

减少了他们参与兴办华文教育等社会活动的顾虑。

伴随中缅关系的密切发展 , 两国经贸关系的发

展更是为当地华文教育的复苏 , 带来了潜在和现实

的推动力。 2004年 , 中缅双边贸易额达到 11.4549

亿美元 , 创历史最高纪录 , 比 1988年增长了

348%
[ 10]
。特别是两国边贸的发展 、 中国对缅投资

的增加 , 进一步带动了华人经济的发展 , 也提升了

中文的经济价值 。例如 , 在边境投资的绝大多数是

云南和福建籍商人 , 他们在缅甸城市中心地区形成

了占主导地位的华人社会
[ 11]
。中国商品 、 资本 、

语言 、 文化在上缅甸的影响力日益增长。对此 , 有

学者甚至将其称为危险的 “中国化 ”
[ 12]
。这些变

化部分凸现了华文教育的商业价值。

从中方来看 , 为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积极提供

帮助和支持 , 具体做法可以分为 “请进来 ” 和

“走出去 ”。近年 “请进来 ” 的主要举措有 , 举办

各种文化 、 教育活动 , 邀请缅甸华人学生和其他国

家华人子弟来华参加 , 以增进他们学习华文的兴

趣 , 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 、 发展现状的了解和认

同 。例如 , 中华才艺大赛 、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

武术暨民族舞蹈夏令营”、 “汉语桥 ”世界大学生中

文比赛 、 “寻根之旅夏令营” 等。此外 , 还定期举

办 “东南亚华文教学研讨会 ”、 “国际华文教育研

讨会” , 邀请缅甸和其他国家华文教育工作者参加

会议 , 就华文教育的发展进行研讨。获得 HSK奖

学金者可以到语言文化大学 、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等

院校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 。 2005年 10月 , 缅甸 14

所华校的 16位校长和领导应邀访华 , 参观访问大

陆教育的发展状况。

在 “走出去 ” 方面 , 中国政府也进行了较有

成效的努力 。从 2001年开始 , 中缅两国教育部联

合在缅甸举办中国汉语水平考试 (HSK)。为了培

养缅甸当地的华文教育师资力量 , 云南大学派教师

赴曼德勒和腊戍进行汉语函授教学;云南大学成教

院与曼德勒福庆学校联合开设汉语文学系大专函授

班;中国海协组织学术交流团赴缅 , 对当地华文教

师进行教学培训 , 仅 2004年 、 2005年仰光即已有

182人接受培训。中国驻缅使馆举行 “郑和 ———中

国知识竞赛”、 “中国文化知识竞赛 ” 、 “中国文化

网” 知识竞赛等 , 促进缅甸华裔青少年更多地了

解中国传统文化 , 增加学习华语的兴趣。 2005年

12月 , 由 15个国家部委组成的 “国家海外华文教

育工作联席会议 ” 访问缅甸 , 对当地华文教育发

展情况进行调研。

此外 , 中国的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

变化 , 进一步吸引了海外华人对祖籍国的亲和力与

文化认同 , 也进一步催升了海外华人学习中文的

热情 。

从国际背景来看 ,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 冷战的

结束 , 使世界各国的交往更为密切。一些国家向世

界积极推广自己的语言文字教育和文化 , 例如西班

牙的塞万提斯学院 、德国的歌德学院 、 法国的法语

联盟 、英国的英国文化委员会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

日益强盛 , 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 , 世界各国竞相学

习中文 、 了解中国 , 近年来在全球掀起了一股

“汉语热” , 中国也在全世界推动 HSK和孔子学院

的发展。

就东南亚而言 , 意识形态对立的消除 、 华侨双

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中国睦邻友好政策的实行 、 中

国在亚洲承担起大国义务等 , 大大减少了东南亚国

家对 “共产主义 ” 中国的猜忌和防范 , 促进和推

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改善 , 双边 、 多边的

语言 、文化交流取得明显发展 , 昔日作为 “社会

主义 ” 语言的中文成为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互动交

流的重要媒介之一。目前 , 缅甸仰光外国语大学 、

曼德勒外国语大学均开设了中文系。这些为缅甸华

文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气候和大环境 。

三 缅甸华文教育面临的困难

首先 , 缅甸华文教育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其地位

和性质问题。目前 , 缅甸华文教育尚未取得合法地

位 , 只是在军政府 “睁只眼 , 闭只眼” 的默认态

度下存在和发展。华人兴办华文学校大多通过同政

府官员的私人关系来进行 , 缺乏法律和政策的保

障 , 所以缅甸华文教育的兴衰 、 起伏存在很大的人

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 , 对目前主导缅甸华文教育

的社团领导 、 侨领来说 , 他们大多经历过 1960年

代的华校收归国有和排华运动 , 历史的伤疤使不少

人存在顾虑 , 不敢放手发展华文教育。因此 , 缅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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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教育所处的这种不上不下 、亦暗亦明的尴尬处

境 , 从根本上制约了其发展。

其次 , 生源问题 。由于缅甸华校没有被纳入当

地国民教育体系 , 都是私立 、 补习性质 , 因此虽然

华校授课时间选择在政府学校的课前 、 课后时间 ,

但也有课时 (政府学校有的上午上课 , 有的下午

上课 , 有的全天上课)冲突的问题 , 造成一部分

学生流失。同时 , 华校年级越高学生人数越少 , 特

别是政府学校的九 、 十年级学生。原因在于华人子

弟缅校放学后要参加缅甸老师开办的补习班准备高

考 , 所以从切身利益考虑 , 绝大部分高年级的华校

学生都会选择后者 , 中断华校的学习 , 全力准备缅

甸大学的联考。此外 , 华校的生源问题实际也是学

生出路的问题。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 、中

缅经贸关系不断发展 、中文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

但其仍然无法与英语的价值和作用相比。特别是在

下缅甸 , 中文缺乏足够的语言使用环境 , 学习中文

的经济价值不明显。所以 , “学中文的经济效益不

大对孩子吸引力不强 ”, 而 “懂得英文可出去的国

家多 , 可半工半读 , 家庭不用长期支持他们的读书

费用”, 而且毕业后还可以留在那里工作
[ 13]
。

对于缅甸这样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华人子弟来

说 , 学习何种语言能给其本人和家庭带来最大的经

济效益 , 是他们选择的最直接原因。而上下缅甸华

文教育的发展差异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上缅甸华文

学校之所以数量多 、 规模大 、 生源充足 , 除了因为

其远离政治中心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 台湾侨务部门

积极提供支持和帮助以外 , 更重要的原因是:上缅

甸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 , 中文具有更多的实

用价值;大部分华校采用台湾教材 , 同台湾岛内教

育接轨 , 从而解决了华校学生的出路问题 。上缅甸

众多华人子弟之所以能从小学到高中去使用台湾教

材的华校学习 , 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赴台升学 、打

工 、就业。相比之下 , 大陆大学虽然也在缅招收华

人学生 , 但其奖学金的数量与额度 、 课余的打工机

会 、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 均不能与台湾相比。缅甸

华人学生选择学习何种第二语言 、简体还是繁体中

文 , 其带来的出路问题是影响华校生源的主要

原因。

再次 , 师资问题。缅甸华文教育的多年断层 ,

造成了华校普遍缺乏师资 。特别是在下缅甸 , 教师

队伍老化 、 后继乏人成为华文教育发展的瓶颈 。这

主要是因为:下缅甸华人同化程度更高 , 而上缅甸

华人的语言和文化保持较好;上缅甸华校的办学市

场化 , 教师职业化 , 不是免费 、 义务性的 , 因此生

源和教师较为稳定;上缅甸华校众多 , 从小学到高

中的学制较为完善 , 华校毕业生成为教师队伍的重

要来源 , 因而上缅甸华校在师资方面具有 “造血 ”

功能 。例如 , 曼德勒孔教学校在录用新教师时 , 会

优先录取本校高中毕业的学生 , 其中每年该校高中

毕业申请在校任教的有 40— 50人
[ 14]
。再如 , 曼德

勒福庆语言电脑学校专职教师有 27人 , 35岁以下

的有 20人 , 占 74%, 大部分为本校培养出来的教

师。其中 , 还有四位教师是曾在该校学习后留校任

教的缅族学生
[ 15]
。

下缅甸华文教师以 50岁以上为主。华文补习

班虽也培养了一些年轻人补充到教师队伍中 , 但杯

水车薪 , 不能改善教师队伍老化 、 后继乏人的状

况 , 特别是 “越是高班老师越少 。”
[ 16]
因为 , 下缅

甸华校除了少数面向市场 , 实行收费以外 , 大部分

是华人同乡会 、宗亲会创办的免费 、义务华文补习

班。因此 , 大部分教师是兼职和半义务性的 , 教师

工资只是象征性的 “车马费 ” 而已。教师收入的

微薄和非职业化 , 难以鼓励和吸引年轻人从教。

此外 , 全缅华文教师的教学水平差强人意 , 亟

带提高。教师缺乏必要的培训 , 采用语言教学的教

材 , 却沿用语文教学的方法 , 缺少第二语言教学的

基本理论和方法。从国内请教师 , 不仅数量上难以

满足需求 , 而且费用较高。派教师到国内培训 , 也

存在同样问题 。缅华文教人士希望 , 尽快培训本地

老师 , 提高教学水平。

结论:缅甸华文教育的前景

华文教育是华人所在国家的一种民族语言文化

教育 , 是所在国的多元文化教育之一 , 目的是培养

具有民族语言能力和文化修养的华人族裔后代
[ 17]
。

但现实中 , 缅甸华文教育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华人民

族语言文化教育的问题 。迄今为止 , 华人也未被视

为当地少数民族 , 没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待遇 。缅甸

华校的合法化将意味着 , 政府将面临缅甸印度人 、

巴基斯坦人等其他移民群体的同样诉求 , 而这些群

体兴办学校的宗教背景无疑会使问题复杂化 。同

时 , 缅甸政府也将面对被大缅族主义压制的其他少

数民族的类似要求 。因此 , 缅甸华文教育背后实际

上牵动着缅甸复杂的政治 、 宗教 、民族问题 。

(转第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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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缅甸华文教育的发展前景如何 , 关键取决

于缅甸当权者的态度 , 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

又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缅甸国内政治 、 经济格局

的演变;华人的影响力和诉求;中缅关系的走向;

国际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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