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缅关系的转折: 1954年
) ) ) 以外交部解密档案为视角*

范宏伟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 中国; 缅甸; 中缅关系

[摘  要 ] 1954年, 中缅两国总理互访, 不仅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 )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而且双方围绕共同

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 增进了了解, 减少了疑虑。1954年的双边往来开启了两国高层直接接触、交流的大门, 打

破了建交初期双边关系冷淡的局面, 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此后, 中缅关系迅速发展, 迎来了 /胞波0 友好时期。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 1954年中国结束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0 的外交方针, 在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 而中国政策的这

一转变也得到了缅甸的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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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The two prem iers of China and Burma exchanged their visits in 1954, thus not only open ing the door of

high leve l contact and dialogu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a lso warm ing up their once cold b ilateral re lations.

During the ir exchange visits, the two coun tries estab lished F ive Princ iples of PeacefulCoexistence as the basic guid2

ing principles for S ino2Burma re lations, and discussed ma tters of interest and worry to both sides. Since then, S ino2

Burma politica l and econom ic ties entered a per iod of b lossom. The sh ift ofCh ina2Burma re lations can be attributa2

b le to the follow ing changes: Ch ina stopped adopting the foreign policy of / clean ing the house to invite new guests0

and developed the good2ne ighborly and friend ly re lationsh ip w ith its ne ighboring countries wh ile Burma actively re2

sponded to the change of Ch inese fore ign policy.

缅甸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建交

初期 ( 1950) 1953年 ), 两国关系较为冷淡。这种状况随

着 1954年两国总理的互访而发生变化, 中缅关系取得了突

破性的发展。此后, 两国来往密切, 进入了冷战期间中缅

邦交最为友好的时期。对于冷战初期中缅关系的这种变化

和发展的意义, 邱吉尔曾评价说, /包围中国, 缅甸是一

个缺口。0 [1]还有学者说, /缅甸是中国唯一可以来去自由,

以及非洲、拉美和亚洲其他国家代表团通过缅甸自由往返

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0 [ 2]目前, 学术界虽然注意到 1954

年中缅关系的变化, 但迄今还没有人对这种变化的过程、

原因和影响等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 1954年的中缅政治关系

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但这一良

好开端并没有使双边关系在建交 ( 1950年 6月 8日 ) 后迅

速发展。相反, 建交初期的两国关系 /是不明朗的, 是颇

为冷淡的。0 [ 3]中国认为缅甸不是真正独立的国家, 是帝国

主义的走卒; 缅甸则担心中国威胁其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

对新中国充满了恐惧和猜疑。 1954年, 以两国总理首次互

访为标志, 中缅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对于 1954年在

中缅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 缅甸总理吴努曾多次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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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以来, 中缅关系起了新

的变化, 遵循着五项原则, 两国友好和经济及文化交流有

了发展。0 [4] /当中国在 1949年成立时, 我们两国的关系

不能说是融洽的。由于中国总理访问缅甸和我到中国的访

问, 中缅两国的了解增进了。在这新的了解的基础上, 我

们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支持著名的五项原则。我们签订了

经济和贸易协定, 并且互派了文化代表团。0 [ 5]

1954年之所以成为中缅关系的转折点, 是由于两国总

理互访, 打破了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冷淡的局面, 双方通过

交流磋商消除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 并共倡 /和平

共处0 五项原则, 将其作为 /指导中国和缅甸之间关系的

原则0 [ 6], 由此确定了两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框架和大方向。

对于 1954年 6月周恩来的访缅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 吴

努评价说, 周恩来的 /访问和我们共同发表的声明大大地

有助于取得中缅两国更好的谅解0 [ 7], /虽然在起初, 我们

对中国的意图也许还有疑虑0, 但是由于周总理的访问和

五项原则的宣布, /已使这些不安消除了 0 [ 8]。周恩来对此

也表示肯定, /社会制度不同而又紧邻的两个新的国家,

在初接触时, 彼此存在着若干疑惧, 互不了解, 这是很自

然的0, 但是, /两国总理的相互访问和五项原则的确立,

已经使这种疑惧和不了解逐渐消除。0 [ 9]指导两国关系的

/和平共处0 五项原则的确立固然是 1954年中缅关系突破

的重要标志和原因, 但双方领导人在北京和仰光围绕实行

五项原则的具体问题和影响两国关系问题上的沟通, 在一

些重要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才是 1954年成为中缅邦交转折

点的关键所在。

首先, 两国领导人的接触, 增进了了解, 增加了双方

进一步来往的信心。两国执政党中共和缅甸自由同盟均是

首次掌握政权, 缺乏外交经验, 彼此都有相当的成见。在

1954年两国总理互访以前, 中共认为缅甸总统苏瑞泰是

/一个封建大领主0, 总理吴努是 /一个穷凶极恶、臭名昭

著的大缅奸 0 [ 10]。缅甸害怕中国领导人是希特勒式的

人 [ 11] , 担心周恩来是一个骄傲、暴躁、难对付的人 [12]。

1954年的互访虽然时间不长, 但两国总理在对方国家的所

见所闻以及围绕彼此担心的问题进行的交流, 对于消除由

于陌生、道听途说而产生的偏见, 特别是由于西方对中国

的妖魔化宣传而产生的恐惧是非常有效的。吴努曾坦白地

表示其来华访问前后的心理变化: 刚刚到达中国时, /曾

有某种疑惧 0, 但经过 11 天的访问, 我们的疑惧消

失了 [ 13]。

1954年 12月, 毛泽东在与来访的吴努会谈时也赞扬

缅甸领导人访华的做法, 表示中国想同泰国建交, 而 /泰

国说怕我们侵略, 但是缅甸也怕啊! 而缅甸的做法却是搞

好同我们的关系, 并且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要侵略缅甸。可

是泰国却连看都不愿意来看0, 并鼓励缅甸: /你们有话,

有怀疑和不满意的地方, 就讲出来。0 [ 14]经过与中国领导人

的接触和会谈 , 吴努也承认, /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

就讲出来的, 怕的是我们被误会是英国、美国的走狗, 怕

的是反对我们的党正是这样向你们报告的。不过现在我们

互相见面以后, 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 我们就

不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

一。0 [ 15]另外, 周恩来总理的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外交风范,

也给有恐华心理的缅甸人留下了良好印象, 增加了缅甸领

导层对中国的好感。例如, 在周总理首次访缅之后, 缅甸

人感觉 /周总理年轻, 风度可爱0, 尊重缅甸风俗习惯,

/很会外交, 是一个政治人物0 [ 16] , /他的举止表明他不是

一个强国的总理, 而是一个兄弟国家的总理。周恩来总理

的这种态度, 使我们在半小时内消除了那些错误的猜想。

自那个时刻以后, 我们完完全全相信: 如果一位总理在对

待一个小国时竟然如此谦虚和如此友爱, 那末他所统治的

国家的人民将会更加慷慨和好客得多。0 [ 17]对于周恩来这次

访问的效果, 吴努致信周恩来表示, /我很高兴地说: 在

您个人方面, 在中国总的方面, 您在这里都创造了一个大

的友谊圈子。0 [ 18]

其次, 缅甸就中国所担心的问题作出了承诺, 减少了

中国的疑虑。新中国成立后, 朝鲜战争、援越抗法、美国

对华采取的遏制政策等, 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益恶化,

与中国有 2000多公里边界的缅甸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

国对缅甸最担心的是, 如果缅甸倒向西方, 中国西南的安

全形势势必大大恶化。 1950年 9月 13日, 美国与缅甸在仰

光签订双边经济合作协定, 向缅甸提供经济、技术援助,

这引起了中国的警惕和不满。 1950年 12月 13日, 5人民

日报6 发表的一篇社论指出, /美国已分别与泰国及缅甸

缔结军事及经济协定, 一方面加强对各国的经济掠夺, 一

方面又加强其变这些国家为军事侵略基地的活动。0 [19]

1951年 10月, 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德钦伦在

中国 5云南日报6 上发表文章, 指责缅甸政府接受美国援

助, 允许美国在缅甸修建军事基地。为此, 缅方特意向中

国做出解释, 否认德钦伦的说法 [20]。

1954年 12月, 吴努访华时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表示

缅甸虽然自己没有能力来干涉中国内政, 但如果做中国敌

人的走卒的话, 是有能力给中国制造麻烦的, 我们可以为

其他国家提供进攻中国的军事基地, 还能为他们在中国进

行间谍和破坏活动提供便利 [ 21]。但是, 吴努代表缅甸政府

向中国承诺, /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决不成为任何国家的

走卒0, /决不接受可能使这两国中任何一国感到疑惧的单

方面的援助 , , 我们也不会在一国指使下采取会引起另一

国忧虑的行动方针。0 [ 22]

再次, 中国对缅方所担心问题的承诺和态度, 减少了

其对中国的怀疑和猜忌。周恩来访缅以前, 缅甸一直担心

中国进行革命输出, 颠覆其政权。吴努曾在缅甸国会发言

表示, 建交后中缅关系一度颇为冷淡, 新中国对我国叛乱

者的态度虽然不明确, /但却表示了一定的情谊。当时北

京电台的广播可资证明。0 [23] 1954年周恩来在仰光访问时

表示,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输出

必败, 各国共产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成功 [ 24]。有学

者认为, 周恩来在 6月 27日发表的 /革命不能输出 0 的声

明对缅甸人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从吴努总理 1954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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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日在北京的讲话来看, 周恩来 6月的访问对缅甸的对

华政策的确起了关键的作用 [ 25]。不仅如此, 周恩来在此次

访缅期间发表的两国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 /各国人民都

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 不应受到

其他国家的干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 同时, 一个国家内

人民所表现的共同意志也不应容许外来干涉。0 [ 26]

针对缅甸独立后不断动荡的国内局势、各种反政府武

装的活动以及外来势力干涉的可能性, 1954年 12月 , 毛

泽东向来访的吴努表示, /我们希望你们国内和平0, 我们

只以每个国家的政府为对象来解决问题, /我们决不会在

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0 [ 27]

华侨问题是困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另一个重要

问题。毛泽东向吴努承诺, /我们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

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 0, /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侨不要参加缅

甸国内的政治活动, 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

动0, 不要干涉缅甸内政 , 服从侨居国法律, 不要同反政

府武装联系 [ 28]。毛泽东在华侨问题上的表态, 在两国发表

的会谈公报中得到确认。此外, 公报还提出两国政府将尽

快协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 [ 29]。

吴努访华期间, 两国总理认为有必要在两国适当的城

市互设总领事馆, 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减少缅甸疑虑的一个

步骤。对此, 毛泽东曾明确解释, /过去缅甸认为云南省

是黑暗的, 不知中国在那里放多少军队, 对缅甸在搞些什

么鬼, 缅甸对我们很不放心。因此我们就建议缅甸在云南

设立领事馆看守着。0 [ 30]

二 1954年的中缅经济关系

同中缅政治关系相类似, 两国经贸关系也是从 1954

年开始取得突破。1954年 4月 22日, 中国与缅甸在仰光签

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 (有效期 3年 )。根据协定, 中国向

缅甸出口煤、轻工业品、手工业品等, 缅甸向中国出口大

米及米产品、矿产品、木材、橡胶和棉花等商品 [31]。根据

这一协定, 同年 11月 3日, 双方又在北京签订了缅甸大米

同中国商品换货议定书和中国购买 15万吨缅甸大米的合

同。 1954年 12月吴努访华时, 经过商谈, 双方认为有必

要准备开辟两国航线, 恢复公路交通并缔结邮电协定。为

了发展两国间的贸易, 两国总理还同意, 1955) 1957年,

中国每年从缅甸进口 15- 20万吨大米; 同期, 缅甸从中国

进口中国能供应的工业设备、工业器材和日用必需品 [ 32]。

虽然, 1954年两国签订的贸易协定与合同涉及的数

量、金额和种类在两国的对外贸易中均无足轻重, 但它标

志着两国改变建交初期相互观望的态势, 开始积极主动地

发展双边经贸关系。 1954年中缅经贸关系的突破性发展,

很快在次年的双边贸易额上体现出来。 1955年中国对缅面

贸易额比 1954年增加了 30倍, 其中进口增加了 32倍, 出

口增加了 28 倍; 1956年中国对缅面贸易额同比增加了

44% , 其中进口增加 3% , 出口增加 109%。

1954年, 中缅经贸关系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原因, 既有

政治关系发展带动经贸发展的因素, 也有经济服务政治的

成份。在贸易商品上, 中国主要从缅甸进口原材料, 向其

出口日用百货、各种机械和设备等。虽然当时两国经济发

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都较低, 但同缅甸相比, 中国仍具有

一定的比较优势。中国驻缅使馆曾这样总结双方贸易活动,

/缅甸生产、生活的需要与我国出口可能, 较易结合, 其

出口商品与我国进口需要, 则存有矛盾 0 [33]。 1954年 10

月, 周恩来在接见来访的缅甸代表团时提出, /今后我们

准备满足缅甸在入口方面的需要, 希望缅甸能指出所需要

的货品0, /今后两年内, 如果中缅贸易不能平衡, 我们愿

意专款付现, 这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方面也是特殊的, 因为

通常我们是以货易货。0 [ 34]周恩来的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了

当时中国利用经贸推动两国关系的目的。这一状况最突出

地体现在两国的大米贸易上。

大米生产是缅甸经济的基础, 大米占其出口总值的

70% - 80%。对此, 中国驻缅使馆曾表示中国的 /大米也

是大宗出口物资之一, 不可能用外汇大量购买大米, 只能

在缅甸迫切向我求售时, 酌予购买, 以示照顾, 助其克服

困难。0 [ 35] 1954年 11月, 吴努总理致周总理的备忘录中提

出, 中国在 1953年定购的缅米 20万吨, 对于这些 /大米

是否适于食用, 也不清楚, 请中国派去的大米调查员到仰

光对大米 -进行很彻底的检查 .。0 [ 36]这表明, 双方对第一

份贸易协定中的大米贸易并没有进行详细、充分的规定,

中方意在通过大米贸易来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意图不言

而喻。

中国在大米贸易中的善意举动, 的确也赢得了缅甸的

赞许, 缅甸总理吴努曾多次公开肯定中国这一举动的重要

意义。1954年 , 吴努在仰光举行的缅甸民族节纪念大会上

特别提到, 不需要大米的中国为了帮助缅甸而购买缅甸大

米 [ 37]。 /中国现在是一个能把粮食卖给外国的国家, 但仍

同意购买缅甸大米。这是对缅甸的诚意帮助。0 [ 38]

三 1954年中缅关系转折的原因

1950) 1953年, 中缅关系较为冷淡是由于受两国外交

政策以及双方对彼此的认识的影响所致, 但最为主要的原

因是受中国的缅甸政策的制约。 1954年, 两国关系出现重

要转变, 主要是由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中国对缅政策

的转变, 而中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也得到了缅甸的积极

回应。

第一, 国际环境因素。 20世纪 50年代初期, 美国先

后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地区签署双边军事条约, 建立

军事基地, 增加驻军和组成军事同盟等, 建构起针对新中

国的军事包围圈, 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不断恶化。这些

条约主要有 5泰美军事援助协定6、5菲美共同防御条约 6、

5韩美共同防御条约6、 5美台共同防御条约6、 5美日共同

防御援助协定6、 5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6 等。美国对中国

实行的封锁与遏制政策, 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因此, 突破美国的封锁和包围, 拓展生存发展空间, 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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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团结亚非国家, 特别是改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 成为朝鲜停战之后

中国外交的根本目标之一。

第二, 中国的缅甸政策。 1949年 6月, 毛泽东曾在

5论人民民主专政6 一文中提出, 中国实行 /一边倒 0 外

交政策, /骑墙是不行的, 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0, 也反对

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 39]。所以, 有西方学者据此认为, 缅

甸奉行中立外交政策, 在两大阵营之外实行第三条道路,

因此, /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缅甸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矛盾

的0 [ 40]。显然这种观点没有充分注意到新中国成立后, 中

共调整对两大阵营理论的认识, 对中立主义、 /第三条道

路0 的态度发生的转变。 1952年, 周恩来提出对中立的资

本主义国家, /我们不能采取敌对态度, 不要把它们挤到

敌人的营垒里去, 我们可以和它们做朋友。0 对于同中国

建交的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 /我们要在战争时争取他们

中立, 在和平时争取它们同帝国主义保持距离。0 [ 41]

1954年, 中国新的对外政策内容以反制美国的封锁和

包围, 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为目标。新政

策的基点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 其特点是通过在亚洲特

别是在周边地区建立 /集体和平安全 0 区域和扩大 /和平

地区0, 争取在中国与西方阵营国家之间形成安全缓冲地

带。 1954年 7月 8日, 毛泽东对中国外交及有关工作提出

11条意见。其中包括, /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 建立

合作并发展它, 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0; /团

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 (包括政府在内 ), 孤立和分化美

国0; /国际和平统一战线0 等 [ 42]。

1954年 8月, 周恩来在中央政府第 33次会议上, 提出

坚持和推行 /和平共处0 五项原则, /我们相信 , , 在亚

洲就有可能建立起更多的和更广大的和平地区, 这些地区

就不致沦为美国侵略集团制造战争和组织对立的军事集团

的温床0, /我中央人民政府将为建立亚洲的集体和平而作

不懈的努力0 [ 43]。

吴努访华期间, 周恩来向其表示, 中国愿同缅甸一起,

/为贯彻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为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

为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努力。0 [ 44]此外, 双方在两

国会谈公报中还提到, /两国总理对于巩固和扩大和平地

区问题, 表示密切关切。0 [ 45]

第三, 缅甸的中国政策。缅甸独立后逐步确立了中立

主义外交政策, 主张不同任何国家结盟, 同所有国家保持

友好关系。在促使缅甸实行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因素中,

中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学者认为, /缅甸的不结盟政策

主要是保证缅甸领土不被中国侵略, 避免被战争破坏0 [46],

/害怕与中国对抗是缅甸实行中立政策的部分原因0 [ 47]。

作为非社会主义国家, 缅甸之所以在第一时间承认新

中国, 既是其力图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强烈信号, 又是一种

防止中国侵略的未雨绸缪之举。缅甸前总统貌貌博士曾解

释说, /当缅甸政府决定首先承认新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时,

这一想法的背后是对侵略的恐惧。0 [ 48]而这一时期缅甸国内

的形势, 更促使其迫切需要同中国建立友好、和平的关系。

1948年, 缅甸独立后两个月, 缅甸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相继

而起, 而中共曾对缅甸国内的革命斗争力量表示过同情和

支持。1950年初, 一些国民党部队败退至缅甸东北部地

区, 以缅甸为据点向云南发起多次进攻和袭击。因此, 缅

甸担心成为台湾 /反攻大陆0 的牺牲品, 害怕中国以消灭

缅甸的国民党部队为由侵略缅甸 [ 49]。到 1953年时形势更

为严峻, 缅甸境内的国民党军的势力和威胁越来越大, 成

为影响缅甸国内外安全的重大隐患。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

吴努总理认为, /如果他不采取有效的行动, 中国可能会

侵犯缅甸或者他自己被迫下台。0 [ 50]由此, 吴努认为首先得

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 1954年当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放弃以往单纯以意

识形态划线, 改变对中立主义国家的看法, 寻求建立和扩

大和平地区时, 立即引起了力图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缅

甸的共鸣, 双方很快找到了利益点共同。

四  结语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国遏制政策的不断推行、中

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以及中国恢复发展经济对和平环境

的需求, 1954年, 中国结束了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0 的

外交方针, 开始在周边推行睦邻友好外交。同时, 中国政

策的转变也得到了缅甸的认同和积极回应。因此, 从 1954

年开始, 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的发展, 双边政治、经济、

文化交流往来频繁, 中缅关系迅速发展, 迎来了 /胞波0

友好时期。

1954年作为中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 并不意味着此后

中缅关系就一帆风顺, 没有矛盾和冲突。其转折性意义主

要体现在, 相对于 1950) 1953年建交初期较为冷淡的两国

关系, 1954年开启了两国高层直接接触、交流的大门, 双

方不仅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 )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而且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增进了

了解, 减少了疑虑和误解, 为此后两国解决或淡化未定边

界问题、华侨问题、缅北国民党军问题等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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