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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史研究东南亚国家档案导论

Ｉ

梁志 等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中期到 ９０ 年代末
，
可以被视为 中 国冷战史研究的起步

阶段。 那时 ， 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群体偏小 ， 史料来源较为单
一

（
主要

利用美国 、 俄罗斯和中 国 等国家 的档案 ） ，
关注 范 围相对狭窄 。 相比较而

言
，

近二十年 中 国的冷战史研究明显呈现 出整体繁荣 的状态 。 这一点至少

体现在如下多个方面 ： 研究 队伍不断壮大 ，
而且 由 于师承关系和科研项 目

形成了若干或大或小 、 比较稳定的研究团队 ； 史料挖掘的范围逐渐 由美国 、

俄罗斯和 中 国扩展到英国 、 法 国 、 德国 、 东欧国家 、 日本 、 韩 国 、 印度乃

至类似于緬甸这样以往几乎无人涉足的 国家 ； 研究课题不再一盘散沙
，
逐

渐形成了一些受到普遍关注的领域 （ 如经济冷战 ，
心理战 、 隐蔽战与核战

略
，
冷战中的科学与文化

，

以及中 国对周边国 家政策等 ） ；
研究者不断尝试

探讨新问题 ，
并就共同关注的议题展开争论 ；

既延续 了对高层精英的瞩 目
，

又试图关怀下层群体的命运 ；
不仅仅注重史实还原 ， 亦在某些问题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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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有普遍解释力 的理论框架。 然而
，
美中不足的是

，
最近中 国学者虽然

开始集中讨论冷战时期的东南亚问题 ， 但对当地原始档案的利用仍远不尽

人意 。 不仅仅中 国冷战史学界是如此 ， 国 际同行们对东南亚国家
一手文献

的开掘同样处于起步阶段 。 鉴于此 ，
本文着重介绍印度尼西亚 、 马来西亚、

越南 、 柬埔寨 、 泰国 和缅甸六个东南亚国家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收藏 、 解

密和公开情况 。

一

、 印度尼西亚档案

对于绝大部分冷战史研究者而言 ，
印尼档案是陌生而遥远的 。 即使是

在冷战研究中的第三世界问题 日趋成为显学的今天
，
在已经出版的论著中 ，

仍旧难以发现印尼解密档案的身影 。 除少量整理成册的档案集散存于印尼

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外
，
冷战时期的印尼档案主要存放于印

尼 国家档案馆 。 由于印尼档案的整体匮乏和解密体系的不完善 ， 本节主要

介绍印尼国家档案馆的査阅流程、 档案收藏情况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
以期

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有用的参考 。

（

一

） 印尼国家档案棺查阅流酲

印尼 国家档案馆 （ 印尼文为Ａｒｓ ｉｐＮａｓｉｏｎａｌＲｅｐｕｂ
ｌｉ ｋ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ＡＮＲＩ ）

坐落于雅加达南部 ，
始建于 １９ １２ 年 。 自 荷兰殖民政府组织建立以来 ，

其名

称几经更迭。 依据 １９６７ 年 １２ 月 ２ 日 的印尼总统第 ２２８／ １９６７ 号令
， 档案馆

被划归总统直属的非政府部门 ，
并在 １９７４ 年正式更名为现在的

“

印尼国家

档案馆
”

。

印尼国家档案馆馆藏有大量殖民地时期的档案 ，
但是对于二战 以后的

档案开放程度非常低 。 １９６５ 年
“

九三 〇事件
”

后的敏感性
，
再加上政府的

严格审査程序 ，
大大降低了相关档案的丰富程度 。 印尼 国家档案馆将本土

公民和外国人士区别对待的做法 ， 也使得外国学者获取档案的难度进
一

步

提升 。

非印尼本土公民要在印尼 国家档案馆从事研究 ，
必须获得印尼国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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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 （
Ｌｅｍｂａｇａ ｌｌｉｎｕＰｅｎｇｅｔａｈｕａｎ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ＬＩＰＩ
） 签发的研究签证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ｉｓａ ） ， 才能够享有与印尼本国公民同样的査阅档案的权利 ； 否则 ， 只能翻

阅 目录
，
而无权调阅 。 这并非仅仅针对需要在该档案馆进行研究的外籍人

士
，
原则上所有在印尼从事研究的外籍人士都需要此类签证和许可 。

研究签证的 申请大致需要三步流程 。 第
一

，
向印尼 国家科学 院提交研

究计划 。 但研究计划只是提交材料的一部分
，

研究者还需要有印尼本土 的

接待机构 、 正式邀请信 、 使馆推荐信等 。 必须注意的是 ，
如果研究者的研

究计划涉及国家安全 、 敏感问题等 ， 审査不通过的概率将会增加 。 辅助印

尼国家科学院的协调小组 （ ＴＫＰＩＰＡ ） 每个月会对所有 申请进行审査
，
整个

审査过程耗时两个月 。 如果审査人员质疑 申请者的研究内容 ， 那 申请人将

不得不接受网络面试
，
并且可能会被拒签 。 第二 ，

如果审査通过
，
印尼 国

家科学院将通知移民机构发出签证授权编号 ，
对象是申请者将要申请签证

的使馆 ，
然后申请者可以在本国的印尼使馆获得签证盖章 。 第三

，
获得研

究签证和许可
，
并不意味着最终申请工作的完成 ， 申请者无论计划在印尼

何地开展研究
，
都必须从雅加达人境

，
并在移民局 、 警察局等一系列相关

部门完成注册手续 ， 才能最终前往印尼国家档案馆 。

需要注意的是
，
由于流程的复杂性 ，

建议研究者至少在预定进人印尼

的前四个月就开始 申请工作 ，
并且尽量规避种族冲突 、 文化差异等敏感内

容的研究 。 此外
，
作为中国公民

，
由于 ２０１ ２ 年中国 国家图书馆与印尼国家

图书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 中 国公 民若获得中 国 国家图书馆的
“

推荐信
”

，

亦可在印尼国家档案馆调阅档案 。 但这条途径仅是一条理论上的途径 ，
据

笔者所知 ， 目前尚未有人获得中 国国家档案馆的
“

推荐信
”

。

（
二 ） 印尼国家档案馆调阅流酲

在印尼 国家档案馆査档
，
主要是在主楼的阅览室 （ ＲｅａｄｉｎｇＲｏｏｍ ） 完

成
。 进人阅览室后 ，

工作人员将对来访者的身份进行确认 。 没有研究签证 ，

将不允许调阅档案
，

这一点执行得非常严格 。 但按照规定
，
没有研究签证

，

是可以査阅 目录的 ， 只是无权调阅和复印 。

档案馆的 目录有纸本 目 录和电子 目 录之分 。 根据工作人员 的介绍 ，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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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目录大约收录了全部 目 录的三分之一 。 这意味着
，
仅仅査阅 电子 目 录

，

就可能会导致大量的信息遗漏 。 首次去印尼档案馆 ，
可以考虑先从电子 目

录入手
，
从而在最短的时间 内大致判断所需资料的丰 富程度。 需要特别说

明的是 ， 检索关键词既可以是英文
，
也可 以是印尼文 ， 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

以
“

中 国／中华
”

为例 ，
如果输入

“

Ｃｈｉｎａ
”

，
显示结果为 １ １３ 条

， 而输入印

尼文
“

Ｔｉｏｎｇｋｏｋ
”

， 则显本另外的 ３５ 条结果 。

从电子 目录检索结果中
，
可 以看到对应条 目 的档案是一册还是一份 。

一册或者一份的具体页数难以判断
，
有的只有寥寥数页

，
有的则多达几百

页 。 因此除非亲 自调阅
，
否则很难判断这个条 目下档案 的规模 。 此外

，
电

子 目录的结果 ，
还会显示条 目对应 的子 目 录

，
这一点非常重要 。 获得子 目

录信息后
，
下一步就是从子 目录 中系统査阅相关条 目 ，

确保没有遗漏 。 当

然
，
从系统搜集的角度

，
最好还是从总 目 录索引开始

，
然后根据个人研究

主题锁定对应的子 目 录 ， 并依据子 目 录确定最终要调阅的档案 。 子目 录里

面会提供档案题目 和档案编号 ， 査阅者将子 目 录名称和档案编码填写在 申

请表上
，
即可调阅对应的档案 。

需要指 出的是
，
按照档案馆的规定 ，

研究者不能拍摄和扫描档案
，
且

每人每天只能调阅 ５ 份档案 。 此外 ， 每份档案只能复印不超过 ２０％的内容 。

这一比例远远小于绝大部分国家的档案馆 ，
这导致印尼档案的系统搜集变

得非常困难 。

（三 ） 印尼ＩＳ案馆馆藏信息介绍

依据 １９７ １ 年第 ７ 号印尼法令
， 印尼 国家档案馆有权管理流动档案并收

藏与保管静态档案 。 印尼各政府部 门的档案 ，
在达到 ４０ 年解密期限后

，
经

过筛选程序进入档案馆 。 也就是说 ， 各政府部 门可以依据相关规定保留部

分档案 。 为避免档案的不当使用 ， 依据印尼 ２００９ 年律法第 ４３ 号第 ４０ 条第 ４

项 ， 印尼国家档案馆颁布了安全分类系统和档案査阅准则 。 根据相关法令 ，

涉及以下内容的档案不在解密程序之列 ：

１ ． 妨碍执法程序

２ ． 破坏知识产权保护的权益及导致不公平的商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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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危害国家安全和防务

４ ． 透露国家保密的 自然财富

５ ． 不利于国家经济

６ ． 不利于国家对外政策与外交关系

７ ． 在未获得当事人同意下公开个人数据

８ ． 泄露个人隐私

９ ． 泄露须保密的备忘录

在实际操作中 ，
档案挑选的原则主要与公共安全为主 ，

创建部门首先

要根据律法分析组织里的工作单位及其工作范围 ，
进行风险分析后将档案分

为四种 ：

“

绝密
”

（ Ｓ ａｎｇａｔ Ｒａｈａｓｉａ
） 、

“

秘密
”

（Ｒａｈａｓｉａ
） 、

“

限制
”

（
Ｔｅｒｂａｔａｓ ）

和
“

普通／公开
”

（ Ｂ ｉａｓａ／Ｔｅｒｂｕｋａ ） ， 最后根据用户不同类别的需要将四种级

别的档案归为两类 ， 即安全档案与普通流动档案 。

根据印尼国家档案馆纸版索引总 目 录
，
该馆的档案分为殖 民时期和

１９４５ 年之后的档案 。 殖民时期档案有的按照地方分类 ， 有 的按照政府时期

分类 。 档案的语言有旧拼音印尼语、 英语 、 汉语和荷兰语
；

１９４５ 年之后的

档案来 自 ９０ 多个不同的部门
，
外加 ２ １ 种不同的个人档案 。 从具体内容看

，

部分子 目 录的主题与冷战研究直接相关 ，
包括

： 印 尼共和 国 总统文件

（ ＤａｆｔａｒＡｒｓｉｐ
－Ｐ ｉｄａｔｏ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ＲＩ

，
１９５ ８

－

１ ９６７
） 、 印 尼 华人 社会 文 件

（Ｍａｓｙａｒａ
ｋａｔＣｈｉｎａＤｉ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
１９４５

－

１ ９６５ ） 、 印尼全国总工会档案 （
Ｓ０ＢＳ Ｉ

，

１ ９５０
－

１９６５ ） 、 印尼外交文件 （ Ｄｉｐ
ｌｏｍａｓｉＩｎｄｏｎｅｓ ｉａＴａｈｕｎ

，
１ ９４５

－

２００９ ） 、 印尼

共和国总统内 阁文件 （
ＩｎｖｅｎｔａｒｉｓＡｒｓ ｉｐ ，

ＫａｂｉｎｅｔＰ ｒｅｓｉｄｅｎＲＩ
，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９ ） 、

印尼联邦共和 国总统内 阁文件 （
Ｋａｂ ｉｎｅ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Ｒｅｐｕｂｌｉｋ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ｅｒｉｋａｔ

，

１ ９４９
－

１９５０ ） 、 总理 内 阁 文件 （ Ｉｎｖｅｎｔａｒｉ ｓＡｒｓｉｐＳｅｋｒｅ ｔａｒｉａｔＮｅｇａｒａＫａｂｉｎｅｔ

ＰｅｒｄａｎａＭｅｎ ｔｅｒｉＴａｈｕｎ ） 、 内 务部文件 （ ＩｎｖｅｎｔａｒｉｓＡｒｓｉｐＫｅｍｅｎｔｅｒｉａｎＤａｌａｍ

Ｎｅｇｅｒｉ
，

１９４５
－

１９４９
） 等 。

通常而言 ，
某一主题的文件会同时被归档在几个不同 系列 的文件里 。

例如
，
涉及二战后华人问题的文件

，
多被归档于

“

内务部文件
” “

警察文

件
”

（ ＩｎｖｅｎｔａｒｉｓＡｒｓｉｐＫｅ
ｐｏ ｌｉｓ ｉａｎＮｅｇａｒａ） 、

“

国防部文件
”

（ ＩｎｖｅｎｔａｒｉｓＡｒｓｉｐ

Ｋｅｍｅｎｔｒｉａｎ Ｐ ｅｒｔａｈａｎａｎ
） 等系列 。 而印尼外交方面的文件则多归档于

“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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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 “

总统内 阁文件
” “

总理内 阁文件
”

。 另外 ， 在一些特殊的重大事件的

周年纪念 日
，
印尼档案馆也会出版

一

些档案集 。 如万隆会议五十周年时
，

档案馆就推出了专门 的档案集 ， 其 中包括中 国领导人参加有关活动的文件

和照片 。 但在实际操作中
，
无论是否有专 门 的档案

，
系统地利用印尼档案

都是非常困难的 。 印尼档案馆的档案非常零散
，
很难像在美国 、 英国等国

家的档案馆
一样能找到大量围绕某

一主题的资料 。
至于出版的主题性纪念

档案集 ，
收录的内容也通常是以友好 、 正面形象为主的公开性资料 。

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分治马六 甲海峡
，
同中 国在南中 国海上相邻

，

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 ，
也是 目前中 国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

重要战略节点 。 马来西亚 （
１９６３年之前为马来亚联合邦 ）

的国家历史 同 国

际冷战史具有独特的联系 ：
马来亚半岛的独立伴随着冷战在亚洲 的展开 ；

马来半岛的
“

紧急状态
”

是东亚冷战 中的热战战场之一 ； 马来亚联合邦扩

大成为马来西亚的过程
，
又与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斗争 、 冷战格局

的调整几乎同步发生 ； 马来西亚从
“
一边倒

”

外交政策调整为
“

地区中立
”

的东盟优先外交政策时 ，
正逢中 国调整外交战略 、 联美抗苏 ，

也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亚洲冷战局势 ；
而冷战在马来西亚的结束则体现为 《合艾和平

协议》 的签订 ，
马 国 内实现最终和平 。 因此 ，

冷战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过程

应该是亚洲冷战史中的一个典型 。 在国际冷战史研究中
，
马来西亚绝不应

该被忽视 。 作为中 国
一个重要的海上邻国 ， 马来西亚同中 国 的关系发展也

是冷战中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
一个典型案例 。

马来西亚 （ 马来亚联合邦） 冷战史研究的基础史料大体可 以分为四类 ：

第
一类是政府档案 ； 第二类是冷战时期的报刊 出版物 ； 第三类是个人资料

，

如 日记、 回忆录之类 ； 第四类是作为政府对立面的马来亚共产党 （ 马共 ）

① 本小节为 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 目 （ １５＠ ＺＨ００９
）

“

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文献收集

与历史研究
”

第二期子课题 《马来亚联合邦对华关系档案收集 、 整迪与研究 （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３ ） 》 的阶

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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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加里曼丹共产党 （北共 ）
的历史资料 。 马来西亚如今的领土由 １３ 个

邦 、 ３ 个联邦直辖区组成
，
分布在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北部 （分别称

为西马和东马 ） 。 如今在马来西亚境内
，
冷战史料主要分布在国家档案馆系

统、 各图书馆 、 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收藏以及重返马来社会的前马共 、 北

共成员 的联谊机构 。

（

―

）
国家档案馆系统

马来西亚有
一个比较完整的档案馆体系 ，

全国共有 １０个档案馆 。 位于

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国家档案馆 （
ＡｒｋｉｂＮｅｇａｒａ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 中央馆？不仅负

责中央政府档案的存储 、 管理和发放 ，
还管理着其他 ９ 个地区档案馆分支 ，

分别是 ： 吉打／玻璃市分馆 、 槟城分馆 、 霹雳分馆、 吉兰丹分馆 、 登嘉楼分

馆、 柔佛／森美兰／马六甲分馆 、 沙巴分馆、 砂拉越分馆 、 彭亨分馆 。 目前
，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已经开放网上搜索系统 （
Ｏｎｌｉｎ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Ａｉｄ

，
０ＦＡ ）

②
，

可以通过关键词搜索档案 ，

一些档案可以直接在网上付费下载 。 但是 ，
这

个网上档案系统里只收录了 国家档案馆的部分档案以及地区档案馆的一些

历史图片 ， 因此 ， 大部分的国家档案馆档案以及绝大多数地 区档案馆档案

均需分别到各个档案馆现场查找。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的档案资料按其来源可以分为 ８类 ： 私人记录与档

案 （指私人或者社会团体 自愿存放在国家档案馆的各类资料笔记 ，
目前共

有 ８０ 多位历史人物的档案收藏在国家档案馆中央馆中 ）
；
公共记录与档案

（包括联邦 、 州 、 国家机构和政府公司的政府官方记录 ） ；
皇室的记录与档

案 （包括国家元首以及各州王室的档案记录 ）
；
海峡殖民地档案与记录 （包

括棋城 、 马六甲 、 新加坡在独立前的档案记录 ） ；
其他来源 的国 内档案资

料
；
有关外国的档案记录 ； 来 自 国外的有关马来西亚的档案记录 ；

由其他

档案馆 、 图书馆转来 的档案记录 。 国家档案馆内部有电子检索系统
，
与外

网的 ＯＦＡ 检索系统不同
，
其档案要丰富得多 。 档案馆可以借阅的档案要从

①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的网站是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２ ．ａｒｋｉｂ ．

ｇ
ｏｖ ．ｍ

ｙ 。

②Ｏｎｌｉｎｅ Ｆ ｉｎｄ ｉｎ
ｇ
Ａｉｄ

，

ｈｔｔ
ｐ ：／／ｏｆａ．

ａｒｋｉｂ
．
ｇ
ｏｖ

．
ｒａ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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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检索系统中检索到档案号后 ，
才能填 申请单申请借阅 。 但是档案馆的

档案没有全部实现 目 录电子化
，
有一部分档案需要査找纸版档案 目 录 （

一

般按照档案来源以及转人档案馆的时间装订成册 ） 。 可以査到档案号的档案

并不是所有都可以提供给査档者 ：
密级最髙的档案无法借阅 ； 密级稍低一

点的档案可以借阅
，
但不能复印 ； 普通的已经解密 的档案才允许复印 （档

案馆不允许带手机 、 相机等进人 ， 不允许拍照 。 如果需要得到档案 ， 只能

复印或者抄录 ） 。

关于政府公共档案这一部分
，
据笔者 目前在马来西亚 国家档案馆中央

馆的査档情况 ， 其中有关冷战的档案公开情况并不乐观 ： 第
一

， 内务部 、 国

防部 、 皇家警察部队的大部分档案都没有解密 。 目前 ，
从 国家档案馆的电

子检索系统可以査到的内务部档案仅 ７ １０ 卷
，
而其中多涉及警察工资 、 内部

事务等内容 。 不过从 １９５２ 年起 ， 连续若干年每年都有一份
“

紧急状态中 的

预算与开支
”

年报
； 第二

，
外交档案解密不多

，
而且检索起来十分不易 。 目

前
， 马来西亚外交部文件大致可 以査阅到 １ ９７５ 年前后 。 不过 ， 这些档案大

多数是马来西亚驻外使领馆的 日 常 电报 、 馆务活动等 。 据马来西亚外交部

称
，
其全部档案已经在两年前移交给国家档案馆 。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的纸

质档案 目录中査到几本从外交部接收的档案 目 录
，
比如 １９８ ５ 年接收了一批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７５ 年的外交部档案 ， 但是这批档案在档案馆的电子检索系统中

无法査到
，
也无法调阅 。 后来

，
笔者在无意中发现

，
许多外交部档案放到

了卫生部档案 目 录下 。 第三 ， 与
“

紧急状态
”

直接相关的档案文件中
，
几乎

只有公开宣传品或者几乎没有密级的文件才得以解密 ，
比如紧急状态中 的

传单 、 领导人讲话、 大赦文件 、 政府搜集到 的共产党文件资料等 。 另外 ，

有一份有关紧急状态的大事记已经解密 。

由此可见
，
政府公共档案 中有关冷战 的史料在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并

不丰富 。 不过 ， 各个地方档案馆分支中存有当地有关
“

紧急状态
”

期间的

政府行动情况 、 当地的武装冲突情况 、 新村的档案 、 学生运动和工会活动

情况等 ， 这些对于研究马来西亚冷战史中 的具体案例来说是比较有用的

资料 。

马来西亚国家档案馆除了管理各地的档案馆分支外
，
还管理着 １０ 个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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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馆和私人图书馆 。 其中包括 ： 东姑 ？ 阿 卜 杜 ？ 拉赫曼纪念馆 、 敦拉萨纪

念馆 、 敦胡先翁纪念馆 、 马哈蒂尔故居 、 独立纪念堂等 。 各个马来总理纪

念馆都有 自 己的小型图书馆
， 存有该总理的个人档案 目 录 （ 只是 目录

，
档

案已经移交国家档案馆中央馆 ） 、 剪报资料 、
一些公开出版的纪念文集 、 回

忆录 、 传记等 。 在敦拉萨纪念馆
，
还有一套马来西亚国会记录 。

在国家档案馆系统之外
，
马来西亚还有一个不从属这个体系的州立档

案馆一东马的沙巴档案馆？
。 该档案馆成立于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
是东南

亚地区建立的第五个档案馆 。
② 该档案馆保存了二战之前的北婆罗洲 、 砂拉

越和文莱的许多公共档案和公共记录 ，
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 ８８３ 年 。 东马

地区 （ 主要是沙巴州 ） 主要政府公共档案、 政党档案 、 非政府档案都存在

这个档案馆里。

③ 冷战时期有关东马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活动资料、 马印

（
尼

） 对抗时期资料都在这个档案馆中有所收藏 。

总的来说 ，
马来西亚 国家档案管理相对比较落后 。 其档案保存、 整理

工作不到位
，
很多档案次序混乱 ； 档案的开放状况也不太理想

，
有关冷战

史方面的档案史料不足以使研究者勾勒出马来西亚冷战史的全貌 。

（
二

） 图书馆系统

马来西亚国 内收藏有关冷战书籍和史料 比较丰富的图书馆包括马来西

亚国家图书馆和几个大学图书馆 。

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除了拥有大量藏书外 ，
还收集了 比较多的当地报

纸和杂志 。 在冷战史料中
，
除了政府档案文件之外

，
当时 的报刊也是非常

重要的 。 在国家图 书馆内 ， 共有 ９７ 种东马 、 西马报刊供人借 阅 。 其中
，

《海峡时报》 《新海峡时报》 《南洋商报 》 《星洲 日报》 《星报》 等报刊在此

几乎都完整保存。

而有关大学图书馆
， 据笔者了解 ，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 、 砂拉越大学图

书馆 、 新纪元大学学院图书馆分别有 自 己有特色的冷战史资料收藏 。

①ＴｈｅＳａｂａｈＳｔａ ｔ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ＡＮＳ
） ．

② 在此之前分别有印度尼西亚 、
柬埔寨 、 老挝和越南建立了档案馆 。

③ 参见该档案馆的官方网站介绍
：
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ｓａｂ ａｈ．

ｇ
ｏｖ．ｒａ

ｙ
／ａｒｉ ｃ／ｉｎｄｅｘＢＩ ． ｈｔｒ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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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的东亚图书馆收藏了马来亚联合邦时期和马来西亚

成立后的经济年报 、 政府公报等
，
尤其是收藏了几乎

一

整套的马来西亚外

交公拫——这是冷战时期马来西亚外交部最重要的官方出版物
，
收录了领

导人重要讲话 、
外交公报 、 外交条约等

，
时间是从 １９６６ 年至 ２００３ 年 。

？ 而

马来亚大学图书馆的主馆收录 了很多东南亚国家在冷战时期的 出版物 ，
包

括泰国外交公报等 。 更让人惊喜的是 ，
１ ９９０ 年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心理

战专家杜志超 （
Ｃ． Ｃ ． Ｔｏｏ ）

？ 将他的一批个人资料存放在这里 ，
其中许多资

料是杜志超写作的文章
，
更多的是他搜集 、 整理和翻译的马共文件以及他

有关马共历史的评论、 笔记等 。
③

砂拉越大学图书馆是东马地区非常重要的冷战史料收藏地 。
除了 收集

有冷战时期东马当地的报刊等资料外 ， 该馆还收藏有一批英国殖 民时期的

档案 ， 主要内容涉及马来西亚成立之前的殖民地状况 。

新纪元大学学院图书馆于 ２０１ ４年设立南洋大学史料中心
，
搜罗 、 征集、

购买各种南大史料与研究文献
，
按类型整理成文献书 目

， 作为东南亚华人

教育和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新马地区左翼运动的桥头堡的南洋大学的史料迅

速开始汇集于此。

总的来说
，
马来西亚各图书馆中的冷战史料分布 比较零散 。 目前笔者

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图书馆还没有一个整体了解 ， 需要再深入挖掘 。

（ 三 ） 研究虮购＿学者个人收藏

相对来说
，
马来西亚的各个研究机构或者学者个人收藏的冷战史料就

更为分散了 ， 这里仅列举几个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收藏 ：

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 ｉｒｓＭａｌａ
ｙ
ｓ ｉａ

９ｐｕ
ｂｌ

ｉｓｈｅｄ ｂ
ｙ 
Ｍｉｎｉｓｔ ｒ

ｙ
ｏｆＦｏｒｅｉ

ｇ
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ａ ｌａ
ｙ
ｓｉ ａ

，ＫｕａｌａＬｕｍ
ｐ
ｕｒ

：

Ｗ
ｉｓｍａ Ｐｕ ｔｒａ

，
ｆｅｏｍ１ ９６ ６ｔｏ ２００３ ．

② 有关杜志超的研究 ，
参见Ｌ ｉｍＣｈｅｎ

ｇ
Ｌｅｎ

ｇ ，
ＴＶｉｅ Ｓｔｅ／ｙ 

（／ｆｔｙ
－

ＴＴｏｒｒ ｉｏｒ
，
Ｂａ ｔｕＣａｖｅｓ

，

２０００
；Ｋｕｍａｒ

Ｒａｍａｋｒｉ ３
ｇ
ｎａ

，

Ｍ

ＴｈｅＭａｋ ｉｎ
ｇ

ｏｆＭａｌａ
ｙ
ａｎ Ｐ ｒｏ

ｐ
ａ
ｇ
ａｎｄ ｉｓ 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ｓｔ
，

ｔｈｅＢｒｉ ｔｉｓｈ ａｎｄＣ ．Ｃ
．
Ｔｏｏ

，

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ｌａ
ｙ
ｓｉ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

ｔｈｅ Ｒｏ
ｙ
ａｌ ＡｓｉａｔｉｃＳｏｃｉｅ ｔ

ｙ  ｔ
Ｖｏｌ ．７３

，
Ｐａｒｔ１ （

Ｊｕｎｅ２０００ ） ，ｐｐ ．
６７

－

９０ 〇

③Ｃ ．Ｃ．Ｔｏｏ
，Ａｆｅｉ

ｅｓｏｎ／ｆｏｔｏ／ｙｑｆＣｏｍｍｕｎ
ｉ
ｓ
ｔＰａｒｔ

ｙ＜
Ｍｏ／ｏ

ｙａ ，Ｍ ｉｍｅｏ
ｇ
ｒａ
ｐ
ｈｅ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Ｋｕａｌａ

Ｌｕｍ
ｐ
ｕ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Ｍａ
ｌ
ａ
ｙ
ａＬｉｂｒａｒ

ｙ ，
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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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
。 该所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
目前已经是马来

西亚首屈
一指的智库

，
同政府组织与国际组织多有合作 ，

其图书馆藏书包

括国际关系 、 战略安全、 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等领域的专著 、 期刊和报纸
，

尤其是东盟和亚太地区资料比较丰富 。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 。 华研 目前是马来西亚境内对本国乃至东南亚

地区华人历史和 当前政治 、 经济 、 文化等各方面资料进行搜集 、 整理和研

究的最有名的民间研究机构 。 华研的集贤图书馆主要收藏有关东南亚华人

研究尤其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有关的书刊 、 资料 。 而有关马来亚、 马来西

亚的冷战方面的资料
，
该图书馆有几项馆藏值得注意 ：

首先是马共资料
，

特别是马共在中国湖南的
‘‘

革命之声
”

广播电台的全部广播稿 （ 已经由马

共当时的播音员整理成集 ，
共 ２ １ 本 ） 已经捐献给了该馆 。 其次

，

“

马天英？

特藏
”

。 共 １ １个文件夹 （包括照片 、 档案 、 私人文件、 信件 、 手稿 、 剪报 、

刊物等 ） ，
１４

，
０００ 多页 。 其中

，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给领事馆的外交部令 、

马天英的工作报告比较齐全
，
比如国民党驻槟城领事馆撤销的处理方法等 。

第三 ，
杨贵谊？及夫人陈妙华的全部藏书 。 其特点是 ：

与新
、 马 、 印尼华人

相关的文化、 文学类书籍比较多 ；
同中国相关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的出版

物比较多
；
有 《新南洋年鉴 》 《星马工商年鉴》 《星马通鉴》 等年鉴类书

籍
，
但是每个系列都不完整 。 第 四

，
旧报纸 。 集贤图 书馆攸集 了２０ 世纪

６０
—

９０年代的 《星洲 日报》 、 ６０
—

９０年代的 《南洋商报 》 以及 １ ９５ １
—

１９８８

年全时段的 《星槟 日报》 （这是 目前马来西亚国内 唯一的一套
，
正在制作电

子版 ） 。 第五 ， 剪报 。 主要是由 １９８５ 年之后的报纸制作的剪报 ， 分专题 ，

以中文报纸为主 ， 也有一定的英文报纸和马来文报纸 。 其 中
， 关于中马关

①英文名 称为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Ｓｔｒａｔｅ

ｇ
ｉｃ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Ｍａｌａ

ｙ
ｓｉａ

，
简称 ＩＳＩＳ 。 网 址是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ｉ ｓｉ ｓ ．ｏｒ
ｇ

． ｍ
ｙ 〇

② 成立于 １９８５年
，
简称

“

华研
”

。 网址是 ：
ｈｔ ｔｐ ：／／ｗｗｗ ．ｍａ ｌａ

ｙ
ｓ ｉａｎ￣ｃｈｉｎｅ ｓｅ

．
ｎｅ

ｔ 。

③ 民国时期著名 的回族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 。 １９３７ 年任中国驻马来西亚总领事 。 抗战时期赴

东南亚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浴血事迹 ，
奔走各地为国内抗战募集款物 。 １９４９ 年侨居马来西亚 。

晚年在马来西亚主编中英文宗教刊物 《伊斯兰之光》
，
影响深远 。

④ 本籍福建福淸 ，
１９３ １ 年 出生于马来西亚柔怫州

，
著名 马来文化工作者兼词典编篆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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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有 ８ 本剪报
，
关于马共问题有 １３ 本剪报 。

诗巫华族文化协会 。 该协会搜集 、 整理及保存与砂拉越历史文化相关

的资料 。 其资料室有藏书近 １ 万册
，
包括许多新马旧书刊以及各类剪报 、 特

刊 、 图片和砂拉越挡案文献。

文运书店？ 。 该书店是马来西亚的特色书店 ， 也是雪隆地区最知名的一

家左翼书店 ， 专门出版 、 发行与售卖本地和印尼书籍
，
主要包括社会研究、

社会科学及文史哲类书籍 。 前马共成员 的
一些回忆录和文学作 品等在这里

出版和出售 。

另外 ， 马来西亚的执政党中
，
巫统 （

ＵＭＮＯ
） 和马华 （

ＭＣＡ
） 都有 自

己 的资料中心
，
存有一些其党内的历史资料 。

（四 ） 共产党方面的史ｍ

在西马
，

１ ９８９ 年 《合艾和平协议》 签订后回归社会的
一部分前马共党

员成立了
“

２ １ 世纪联谊会集团
”

， 不断出版有关马共的书籍 ， 包括马共文件

集、 个人 自传 、 马共党员 的回忆录等。 其中 ，
最有研究价值的马共文件集

目前已经出版了１４册 （战前地下斗争时期 ３ 册 、 抗 日战争时期 ３ 册、 战后

和平时期 ３ 册 、 抗英战争时期 ５ 册 。 其中包括
“

紧急状态
”

、 华玲和谈 、 马

来亚独立等内容 ） 。

在东马
，
同政府和解后走出丛林的北共成员 以及被政府特赦释放的左

翼政党成员根据其冷战时期斗争地区和从属部队的不同 ，
分别组成了４个友

谊协会 ：
砂拉越福利协会、 晋汉省友谊俱乐部 、 砂拉越 中 区友谊协会 、 美

里友谊协会。 他们并没有像西马 的前马共成员一样统一出版文件集等党史

资料 ，
而是以友谊协会为单位撰写和出版一些有关北共历史的书籍

，
其中

更多的是前北共领导人以个人名 义撰写的一些 自传和回忆录等
，
其对冷战

时期北共党内的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争论 。 这些资料大多不是正规出版物 。

综上所述 ， 马来西亚的冷战史料除 了政府档案馆 、 图书馆等官方收藏

之外
，
还有民间研究机构 、 学者个人的收藏以及作为冷战时期另一方的共

① 马来西亚语名
：
ＧＥＲＡＫＢＵＤＡＹＡ 。 位于八打灵再也第十

一区
，
靠近马来亚大学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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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方面公布的资料 。 其中
，
有关政府档案 的公开和利用情况并不理想

，

但是民间史料丰富 ， 当时的报刊等公开出版物的保存也比较完整 。 这样的

冷战史料状况对于研究者的工作也提出 了更髙的挑战 。 值得注意的是 ， 官

方档案的整理和开放不足的情况可以通过其他相关国家的档案来进行一些

弥补
，
比如英国 、 澳大利亚 、 新加坡都有很多有关马来亚联合邦及马来西

亚的档案
； ．

美国 的外交档案与情报档案 中也有许多有关马来西亚的内容 ；

俄罗斯档案尤其是共产国际档案中也有许多关于马共与马来西亚的 内容 。

此外 ， 有些在冷战中非常重要的马来西亚历史人物的个人资料 目前存在新

加坡 ，
比如伊斯梅尔医生 、 李孝式、 陈袖禄等人将个人资料存放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① 。

三 、 越南档案

１ ９ 世纪末
，
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

１ ９４０ 年 ，
日本法西斯入侵越南 ，

越

南人民经历了抗法 、
抗 日 的长期艰苦斗争 。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日本帝国主

义投降 ，
胡志明领导的越盟领导了全国总起义 。 同年 ８ 月 １９ 日

，
越盟在河

内夺取政权
，
取得

“

八月 革命
”

的胜利 。
８ 月 ２５ 日

，
越南阮朝保大皇帝下

诏退位 。 ９ 月 ２ 日
， 胡志 明在河内 巴亭广场发表 《独立宣肓》

，
宣布建立

“

越南民主共和国
”

（ 即北越 ） 。 此后 ，
法国殖民主义者重返越南

，
第一次印

度支那战争爆发 ，
越南人民进行了历时 ９ 年的抗法战争 。 １ １ 月 １０ 日

，
胡志

明宣布保大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
“

最髙顾问
”

。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１４ 日
， 保大在法国的支持下在西贡宣布建立

“

越南国临时

政府
”

（ 即南越 ） ，
由其出任

“

国家元首
”

。

“

越南国
”

政权得到美国 、 英国

的承认
，
而胡志明在越南北部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 国则获得苏联和新成立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１ ９５４年 ７ 月 ２ １ 日
，
关于解决印度支那停战问题

的 《 日 内瓦协议》 得以签署 。 《 日 内瓦协议》 规定 ， 越南以北纬 １７ 度线为

界
，
南北分治

，
北方由胡志明领导

， 南方由保大领导 。 １ ９５４ 年 ７ 月
，
吴庭

①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 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 ｓ
，
縮写为 

ＩＳＥＡＳ。 网址是 ：
ｈｔｔ

ｐ
ａ

：／／ｗｗｗ．
ｉｓｅａａ

．
ｅｄｕ

．
ｓ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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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担任
“

越南国
”

总理 。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吴庭艳在美国支持下通过操

纵南越公民投票废黜了保大 ，
确立南越为共和政体 。 １０ 月 ２６ 日

， 吴庭艳改

国号为
“

越南共和 国
”

，
并由其担任

“

越南共和国
”

首任总统 。 此后 ，
第

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 。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
越南南北宣布统一

，
国号为

“

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

。

自二战结束从法国 的殖民体系中挣脱出来以后
，
越南在国际政治版图

上的角色愈发引人注 目 。 特别是在冷战形势的推动之下 ，

一方面 ， 越南北

和南方出现了类似于德国和朝鲜半岛那样的意识形态分立的政权
，
由此产

生的摩擦与冲突的背后分别显现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身影 ；
另一方面 ，

大

国的深度介入使得在越南发生的对抗成为冷战时期持续时间最久 、 程度最

为激烈的地区性热战 。 正是由于越南在冷战进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

因而与其相关 的事务在以往冷战史的研究中 占据了相当大的 比重 。 然而
，

存在的一个现象是
，
在美国 、 俄罗斯 、 中 国 、 法国等国家的档案材料陆续

开放并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了解和利用的同时 ，
已有的相关研究中越南

档案文献的利用程度却并不髙 。 对于这一问题必须承认的是 ，
到 目前为止 ，

研究者对越南档案文献的利用的确还受到
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

，
但是 ，

这

并不意味着保存在越南国 内各档案馆中的文献材料完全是遥不可及的 。 事

实上
，
随着越南

“

革新开放
”

事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国家法规制度的不断完

善 ，
其国内档案开放的力度和步伐是有 目共睹的 ，

国际学者对于越南档案

进行探寻和利用的局面也在逐步打开 。 因此
，
本节将主要针对越南国 内有

关 １９４５年以后越南南北政权的档案文献的基本馆藏情况进行介绍 ，
以供相

关研究者参考 。

１９４５ 年 ９ 月 ８ 日
，
即宣告独立后不久

，
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发

布敕令 ，
成立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全国 档案公文及文书署 。 １ ９４６ 年 １ 月 ３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胡志明签署第 １ Ｃ／ＶＰ 号通知 ， 强调档案材

料对于国家建设方面的特别价值 ，
并严禁职权机关未经允许销毁卷宗材料 。

为加强国家对档案工作的统一管理
，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４ 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

颁行第 １０２／ＣＰ 号决议
，
成立隶属于总理府的档案局 。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 １ 日
，
越

南部长会议颁行第 ３４／ＨＤＢＴ 号决议 ， 规定了 国家档案局的职能 、 任务 、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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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和组织 。 １９８４ 年至 １９９ １ 年
，
越南国家档案局隶属于部长会议。 从 １９９ ２

年开始
，
根据精简国家部门和直属机关的要求 ， 部长会议将 国家文书及档

案局交付政府组织干部委员会 （ 即现在的内务部 ） 管理 。
至此

，
目前所能

看到的越南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基本形成 。

从组织结构上来看 ，
越南 国家文书及档案局下辖四个档案中 心 。 其中

第
一

档案 中心位于越南北部的河内市
，
其前身为 １９ １９ 年由法国殖民当局建

立的河内中央档案图书馆 ，
其保管 的档案 、 书籍及其他材料的时间跨度为

１４８８
—

１９５４ 年 ， 主要包括 ： １ ． 越南封建王朝的汉喃材料
；
２ ． 法属时期北圻

地区的材料
；
３ ．１９４６

—

１９５４年在越南北方的亲法政权的材料 。

第二档案中心位于越南南部的胡志 明市
，

１９７６ 年成立 ， 其保管的档案 、

书籍及其他材料的时间跨度为 １ ８８３ 年至今
，
主要包括 ：

１ ． 南部地区的汉喃

材料
；

２． 法属时期南圻地区的材料
， ；

３ ．１９４６
—

１９５４年在越南南方的亲法政

权的材料
；
４． 美一伪时期的材料 ；

５ ．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 的中央机

关、 组织材料及 １９７５ 年以前属于革命政权的其他中央各组织的材料 ；
６ ． 越

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同奈省以南各省机关 、 组织的材料 。

第三档案中心位于河内市 ，
１９９５ 年成立

，
其保管的档案 、 书籍及其他

材料的时间跨度为 １ ９４５ 年至今
，
主要包括 ：

１ ． 越南民主共和 国 中央的机

关 、 组织的材料以及各联区 、 区 、 特区的机关、 组织的材料
；
２ ． 越南社会

主义共和国广平省以北各省机关 、 组织的材料 ；
３ ． 各级行政区划的卷宗 。

第四档案中心位于越南中部林同省的大叻市 ，

２００６ 年成立
， 其保管的

档案 、 书籍及其他材料的时间跨度为 １ ８１ ０年至今
，
主要包括

：
１ ． 阮朝木板

材料
；
２． 法属时期中圻地区的材料 ；

３ ．１ ９４６
—

１９ ５４ 年在越南中部地区、 中

部髙原地区的亲法政权的材料 ；
４ ．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５ 年越南共和 国中部地区各省

（从广治省到平顺省 ） 及中部髙原地区各省的机关、 组织的材料 ；
５ ． 越南社

会主义共和 国广治省至平顺省及西原各省的机关、 组织的材料 。

接下来 ，
根据冷战史研究的侧重点

，
笔者拟针对越南第二、 第三国家

档案中心已开放的档案材料的馆藏情况进行重点介绍 。

（

－

） 越南第二国家ａｓ寒中心

越南第二国家档案中心根据总理府办公室第 ２５２／ＢＴ 号决议于 １９７６ 年

３３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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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月 ２９ 日建立
，
当时命名为中央第二档案库

，
其前身为越南南方共和临时

革命政府主席府档案公文处。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８ 日
，
根据部长会议主席颁行的

第 ２２３／ＣＴ 号决议
，
正式更名为第二国家档案中心 。 在其馆藏中 ，

１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７５ 年间的文献材料值得重点关注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１ ．
“

越南家临时政府
”

时期材料

（ １ ） 越南国总理府办公室档案 （
ＰＨ６ＮＧ ＰＨｌｊＴＨｉＪ ＴＵ

＞

（３ＮＧ ＱＵ６Ｃ Ｇ ＩＡＶ ｌＢＴ

ＮＡＭ ） ，
材料总量 ：

４３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４８
—

１ ９５５ 年

１ ９４８ 年 ５ 月 ３ 日
，
在法国的压力之下

，
保大皇帝授权开始筹建保留法

兰西联邦成员身份的越南国临时 中央政府 。 １９４９ 年 ６ 月 ４ 日
“

越南国
”

正

式成立 。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越南国临时政府总理吴庭艳发动征求 民意运

动
，
确立南越改行共和政体 ，

并于 １０ 月 ２６ 日 由其担任
“

越南共和国
”

首

任总统 ，
越南国总理府暂时停止活动 。 在此期间形成的档案材料涵盖 了越

南国临时政府的各个部 门
， 其中在军事 、 外交 、 政治 、

经济等方面值得注

意的文件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 法越平定委员会的会议卷宗 ； 法 、 美等国领

导人访问越南卷宗 ；
越南与外国代表团往来活动的卷宗 ； 外事委任卷宗 ；

国际会议卷宗
；
联合国关于贸易 、 关税 、 财政的会议卷宗 ；

波城会议卷宗
；

西贡一堤岸大区领导人外事活动卷宗 ； 国际经济会议材料 ；
美国 向越南提

供经济援助材料 ；
美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越南及河东地区卷宗 ；

美国与越南

经济合作协约讨论材料等 。

（
２

） 中越首宪府办公室档案 （
ＰＨｄＮＧ ＰＨｔＴ ＴＨ ｌｉ ＨＩ＾Ｎ ＴＲＵＮＧ ＶｌｇＴ ） ，

材

料总量 ：
８４ ． ５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４９ 年一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４ 日

在越南国临时政府成立后 ，
保大皇帝于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 日颁行第一、 第

二号谕令
，
将越南分为北越、 中越 、 南越三个行政大区 ， 各大区领导人称

为首宪 。 中越首宪府办公室即为 中越地区权力机构的代表 ，
到 １ ９５４ 年 ８ 月

４ 日被临时政府驻中越代表所取代 。 属于此部分的档案中值得注意的包括越

盟的活动材料 、 国际停战监督委员会在富寅省的调査材料等 。

（
３

） 南越首宪府办公室档案 （ ＰＨ６ＮＧ ＰＨｉＪ ＴｌｒｔＪ ＨＥ６Ｎ ＮＡＭ ＶｌＳＴ ） ，
材料

总量 ：
１７ ８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 ９４５ 年 ９ 月

一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 ４ 日

１９４６ 年 ６ 月
，

南圻共和国 （ 即
“

交趾支那
”

） 在法国人的扶植下在越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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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方成立
，
后在 １９４８ 年被建立中的越南国临时政府所吸收

，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以后成为南越行政大区 ，
南越首宪府办公室即为南越地区权力机构的代表 ，

到 １ ９５４年 ８ 月 ４ 日停止活动 。 属于此部分的档案中值得注意的包括越共活

动材料、 越法协约材料等 。

２．

＂

越南共和国
＂

时期材料

（

．

１
）

“

越南共和国
”

第
一届总统府办公室档案 （ ？ｈ６ｎｇ ｐｈＣｉ ｔ６ｎｇｔｈ６ｎｇ

Ｄ￥ ＮＨＡｔ ｃ〇ＮＧ Ｈ６ａ ） ，
材料总量 ：

４６０．１５ 米排架
，
时 间跨度 ：

１９５４ 年
一

１９６３ 年 １ １ 月 １ 日

从 １ ９５４年 ６ 月保大将权力移交给吴庭艳并委任其成立
“

越南共和 国
”

起至 １９６３ 年 １ １ 月 吴庭艳被处决止
，
这一时期的文献汇集成

“

越南共和国
”

第
一届总统府办公室文件。 其中涉及外事部分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 外交部

的年度活动复呈 ； 外交部各代表团及各领事馆会议材料 ； 越南参加各国际

会议材料
；
越南驻各国大使活动材料 ；

越南驻美 国及联合国大使密电材料 ；

各国际组织 、 各国访 问越南的材料 ；
越南共和 国与美 、 英、 加 、 柬 、 老 、

泰 、
日等国外交关系材料 ； 各国驻越南大使、 特使委任书材料 ；

各国驻越

使馆活动材料 ；
驻国际委员会交涉代表团关于越南人民军反对美国以武器 、

人员介人越南
，
更换非军事区通行证的材料 ；

驻 国际委员会交涉代表团关

于执行 日 内瓦协定信件副本 ；
驻国际委员会交涉代表团两年来活动报告 ；

驻国际委员会交涉代表团抗议武元甲 的材料 ；
驻 国际委员会交涉代表团关

于非军事区 、 越共活动的报告 ； 国际委员会关于越南战场军事形势的综合

材料副本等 。 其中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６ 年主要为 日 内瓦会议的文件 ， 特别是关于国

际委员会的材料很多 。 １９５ ６ 年以后大量出现的是越南共和国政府 同美国 、

台湾当局 、
日本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活动和经贸往来的文件 ， 每年年底都

有越南共和国 同各国关系的外交报告 。

（ ２ ） 革命军人委员会办公室档案 （ ｐｈ６ｎｇｈ〇ｉ ｄ６ｎｇ ｑｕＡｎｎｈＡｎ
＿

ｃＡｃｈ

＿Ｇ ）
，
材料总量 ：

２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６ ３年 １ １ 月 １ 日
一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

在 １ ９６３年 １ １ 月 １ 日吴庭艳遭处决之后 ，
以杨文明为主席的革命军人委

员会接管越南共和国政权 。 此后至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期间形成的文献被归入革命

３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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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委员会档案 。 这一时期 由于政局不稳
，
形成文件多为越南共和 国对内

政策 ， 外交方面仅限于少量同美国和台湾当局的经济 、 军事交往 。

（ ３ ） 国家领导委员会办公室档案 （ ＰＨ６ＮＧＯＴＢＡＮ ＬＡＮＨ Ｅ＞Ａ〇ＱＵｂＣＧＩＡ
） ，

材料总量 ：
１５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一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３ １ 日

１ ９６５ 年 ６ 月 １ ４ 日
，
由阮文绍担任主席的越南共和国国家领导委员会

开始履行政府职能 。 此后至 １ ９６７ 年 １ ０ 月 间形成的文献被归入国家领导委

员会档案 。 同革命军人委员会执政时期的状况类似
，
这一时期的外事交往

档案同样较少 ，
仅限于与外国条约以及同韩 国和 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外事

交往 。

（４ ） 越南共和国第二届总统府办公室档案 （ ｐｈ６ｎｇ ｐｔｈ６ｎｇｄ￥ｔｈ６ｎｇｄ￥

ＮＨ１ Ｃ〇ＮＧ Ｈ６ａ ）
，
材料总量 ：

１ ５８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６７ 年一１９７５年 ４ 月

３０ 日

从 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 ３ １ 日 至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
越南共和 国政府分别经历

了阮文绍 、 陈文香、 杨文明三任总统 。 其中阮文绍对政权的控制 占据了绝

大部分时期 。 在此期间形成的各类文件统归第二届总统府办公室档案 。 这

一时期档案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同越南战争局势的变化紧密相关
，
特别是国

防部

＇

关于各 国给越南共和国援助材料 ； 美国军队在越南活动 、 作战材料 ；

美国军事顾问材料 ； 各次战役计划材料 ； 泰国军队进人越南共和国作战材

料
； 外交部关于美越外交往来材料 ； 东南亚条约组织及马尼拉协定材料 ；

巴黎谈判材料 ；
越共的进攻 、 越南 民主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活动及外交工作

的材料
；
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外交工作的材料 ；

越南民主共和国 、 南方解放

阵线同瑞士 、 澳大利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材料 ；
越侨在老挝 、 越南共和

国军事代表团在柬埔寨活动材料等
，
数量十分可观 。 具体来说 ，

１９７０ 年以

后越南共和 国政府 的外交文件中对形势政策的分析 内容大大增加 ，
如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０ 年外交部情报局关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报告 、 １ ９７ １ 年外交部

关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老挝活动的报告 、 １９７ １ 年中共与泰国的关系 、

１９７ １ 年中共与美国 的关系 、 １ ９６９
—

１９７２ 年台湾 当局对各国
“

外交
”

关系 、

１ ９７０
—

１９７２ 年总统府关于越南 民主共和 国进攻柬埔寨的报告 、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４

年越南共和国同 日 本外交关系 、 １９ ６７
—

１９７５ 年总统府关于中共与他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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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等 。

（ ５ ） 越南共和国总理府办公室档案 （ ＰＨ６ＮＧ ＰＨ〇ＴＨｉ ＪＴｍ５ＮＧＶ Ｉ￥ＴＮＡＭ

Ｃ〇ＮＧＨｄＡ ） ，
材料总量 ： １０４４ ．７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６３

—

１９７５ 年

１９５５ 年至 １９６３ 年
，
吴庭艳独揽越南共和国 国家元首及政府首脑大权 ，

因而期间总理府停止运作 。 在吴庭艳政府垮台之后 ，
１９６３ 年 １ １ 月 ４ 日阮玉

寿出任临时政府总理
一职 ， 总理府档案的相关材料也得以再次出 现 。 此后

直至 １ ９７５ 年越南共和 国政府瓦解 ，
期间形成的档案文献被归入第二阶段的

总理府办公室档案 。 大致来说 ，
主要可分为两类 ，

一

是越南共和 国政府同

友邦的交往 、 援助 、 合作 （ 如法国 、 美国对南方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 与 日

本的关系 、 与台湾当局的关系等 ） ；
另一类是越南共和国政府对北方共产党

政权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析判断 （ 如越共与南方政权及联合国的关系 、

苏共和 中共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 中共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等 ） 。

具体来说包括以下若干卷宗 ： 越南共和国各代表团 、 政客 出访各国 、 各宗

教组织的材料
；
越南共和国同各国谈判 、 签署协议 的材料 ；

越南共和国驻

各国大使活动材料
；
越南共和国对外政策材料 ；

越南共和 国参加国际会议

材料
；
越共的外交活动材料 ； 越南共和 国外交部每周情况汇报

；
越南民主

共和 国军队活动材料 ； 各国越侨活动形势材料 ； 髙棉边界问题材料等 。

除了以上各个阶段的国家权力机关外 ，
越南临时政府及共和国时期各

行政部门单位也分别保留有各 自的档案文献卷宗 ， 详情可见下表 。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军政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 ｔ６ｎｇ ｑｕＡｎｔｒｊ ）
１ ４ 米排架

１９７２
年一

１９７５年 ４ 月

经济社会委员会办公室 （ ＰＨｄＮＧ Ｈ〇 ＩＤ６ＮＧＫＩＮＨ Ｔｆｉ

ＸＡ Ｈ〇ｌ
）

９ 米排架
１９７０

年一

１ ９７５ 年 ４ 月

文化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ｈ〇ｉ ｄ６ｎｇ ｖＡｎ

ｈ６ａ ｇｉＡｏ ｄｖｃ ）

１ １ 米排架
１９６９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 ６ 日

各种族委员会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ｈ〇ｉ ｂ６ｎｇ ｃＡｃ

ＳＡＣ Ｔ〇Ｃ ）

１３ 米排架
１９７０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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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治安与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ｈ〇ｉ ｄ６ｎｇ ａｎ

ＮＩＮＨｖＡＰＨＡＴ ＴＲＩ ＾Ｎ
）

８ ５米排架 １９６５
—

１９７５ 年

公务委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ｐｈＯ ｔ６ｎｇ Ｏ ｙ ｃ６ｎｇ

ｖｖ ）

３２６． ３ 米排架 １９３３
—

１９７５ 年

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Ｈ（ ？Ｃ ｖｉ￥ｎｈＡｎｈ

ｃｈＡｎｈｑｕ６ｃＧ １Ａ
）

５ ． ３ 米排架 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４
年

国家进修院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ｖｉ￥ｎ ｔｕｎｇｈｉ￥ｐ ｑｕ＜！

）Ｃ

ＧＴＡ
）

９ ． ４ 米排架 １９７ １
—

１９７５ 年

财政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ＴＡｌ ＣＨｆＮＨ

）
５４７

．
５ 米排架

１ ９４０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财政预算及院外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６ｎｇ ｎｈａ

ｎｇＡｎｓＡｃｈｖＡ

ＮＧＯ／ａ ＶＩ￥Ｎ）

３０ 米排架
１ ９４９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关税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６ＮＧ ＮＨＡ

ＱＵＡＮＴＨＵ旬 ５４７ ． ５米排架
１ ９４０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资源公产署办公室 （ ＰＨｄＮＧ ＮＨＡ ＴＡｌ ＮＧＵＹｆｉＮ

ｃ６ｎｇ ｓａｎ ）

３ １ 米排架
１ ９５５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中央会计局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ＨＡ ＴＡｌ ＮＧＵＹｆｅＮ

ｃ６ｎｇ ｓａｎ ）

２ 米排架
１９６９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２ 月

国 内贸易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ＨＡＮ〇Ｉ ＴＨＵＯＮＧ

）
８ ８

．
４米排架 １ ９５５

—

１９７５年

外贸署办公室 （ ｐｈＯｎｇｎｈａｎｇｏａｉ ｔｈｕｏｎｇ ） ２８７ 米排架 １ ９４９
—

１９７５ 年

工艺技艺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ｃ６ｎｇ ｋ＾ ｎｇｈ￥ ） ７ ３ ． ５米排架 １９５ １
—

１９７５ 年

国家食品总局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ｔ６ｎｇｃｕ〇ｃｔｈｔ／ｃ

ＰＨＡＭ ＱＵ６Ｃ ＧＩＡ
）

３４ ． ２米排架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７５年

市政交通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ｃ６ｎｇ ｃｈＡｎｈ

ｖａ ｇ 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
）

１ ７７ ． ３ 米排架 １ ９４８
—

１ ９６６
年

３４４



档案文献

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交通运输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ｂ〇 ｇ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

Ｖ Ｍ^ＴＡｌ
）

２５ 米排架
１ ９６６年 ３ 月 １７ 日

一

１９６８年 ６ 月 １６ 日

市政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ｃ６ｎｇｃｈＡｎｈ ） ２６ 米排架
１ ９６６年 ４ 月 ２２ 日

一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市政与交通运输部办兮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ｃ６ｎｇ

ｃｈＡｎｈｖＡ 
ｇｉａｏｔｈ６ｎｇｖ＾ｎｔａｉ

）

２７ 米排架
１ ９６８年 ６ 月 １７ 日

一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交通邮电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ｇｉａｏｔｈ６ｎｇ－

ＢＩＴＵ ＤＩ５Ｎ）

５７ 米排架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 ２５ 日

一

１９７３ 年 １ ０ 月 ２２ 日

市政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ｃ６ｎｇｃｈＡｎｈ ） ６８ 米排架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一

１９７３年 １０月 ２２ 日

市政与交通部办公室 （
ｐｈＯｎｇｂ〇 ｃ６ｎｇ ｃｈＡｎｈｖＡ

ＧＩＡＯ ＴＨｄＮＧ ）

２９ 米排架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一

１９７５年 ４ 月

越南电信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Ｖ ｌ￡Ｎ ＴＨ６ＮＧ Ｖ ＩＥＴＮＡＭ ）
１４ 米排架

１ ９５２ 年一

１９７５年 ４ 月

农耕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ＣＡＮＨ＿Ｇ

 ） ３．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２
—

１９７４年

农村改良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Ｂ〇
ＣＡ ｌＴＩ^ Ｎ ＮｄＮＧ

ｔｈ６ｎ ）

１ ． ６ 米排架 １９６ １
—

１９６５ 年

农耕农艺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ｃａｎｈｎ６ｎｇｖＡｋ？

ＮＧＨ￥ ）

０ ．２ 米排架
１ ９７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８ 日

一

１ ９７５
年

营田 委总署办公室 （ ＰＨｔｏＧ ＰＨＣｒ ＴＯＮＧ ｉｌＹＤＩＮＨ

ｄｉ６ｎ ）

４５７ ． ５ 米排架
１ ９５７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农耕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ＨＡ ＣＡＮＨＮ６ＮＧ
） ６０米排架 １９３２

—

１ ９７５ 年

渔业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ｈａｎｇｕ
＊

ｎｇｈｉ６ｐ ） １ １ ． ２米排架
１９６３年

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水利林业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 ｔｈＣｔｙ ｌＡｍ
）

９３ 米 栏架
１ ９２３

年
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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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农 田水利及农村工作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

ＴＨＵＹ ｎ６ｎｇ ｖａｃｏｎｇ ｔＡｃｎ６ｎｇ ｔｈ６ｎ ）

８ ． ７米排架
１９６３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研究院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ｖｉ？ｎ ｋｈＡｏ ｃｔｒｕ ）

６
． ５米排架

１ ９６ １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住房发展总局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６ｎｇ ｃｕ〇ｃ ｐｈＡｔ

ＴＲｌｆｅＮ ＧＩＡＣＵ
＊

）

２３ ８ ． ２ 米排架
１９５ １年一

１？７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

越南国家银行办公室 （ ｐ
ｈ６ｎｇ ｎｇＡｎｈＡｎｇ

ＱＵ６Ｃ ＧＩＡ
ＶＩＳＴ ＮＡＭ ）

１ １ ８ 米排架
１ ９４８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３０ 曰

农业发展银行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ｇＡｎ ｈＡｎｇ

ＰＨＡＴＴＲｌｆｅＮ Ｎ６ＮＧ ＮＧＨＩ￥Ｐ）

１ ８． ２ 米排架
１９５ ７年一

１９７５年 ４月
＇

＇

曼谷银行西贡支行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ｃｈｉ

ｎｇＡｎＨ入ＮＧＢＡＮＧＫＯＫＳＡｔＧｄＮ
）

５ ． ５ 米排架 １９６ １
—

１ ９７３年

美国国际开发署机关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ＣＣ３ ＱＵＡＮ

ＰＨＡｔＴＲｌｆｉＮＱｕ６ｃＴｉ， ＨＯＡ Ｋｔ
）

１ １ ４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 ９７５年

印度支那丹尼斯兄弟无名公司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ｃ６ｎｇｔｙｖ６ ｄａｎｈ ａｎｈ ｅｍ ｄｅｎｉｓｄ６ｎｇ ｄｕ
＊

〇ｎｇ）

２ 米排架
１９５ ９年一

１ 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文化专职国务卿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ｖＡｍ ｐｈ６ｎｇ

ＱＵ〇Ｃｖｙ 

ＫＨＡＮＨＤ＾ＣＴｌｌＡＣＨＶＡＮ Ｈ６ａ
）

３ １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８年一

１ 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文化社会总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６ｎｇ ｂ〇 ｖＡｎ ｈ６ａ

ＸＡＨ〇Ｉ
）

１ ５． ５ 米排架 １９６６
—

１９６７ 年

文化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 ｖＡｎ ｈ６ａ

）
０ ＿８ 米排架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３ 年

文化教育及青年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 ｖＡｎ ｈ６ａ

ＧｌＡ〇 ＤＵＣ ＶＡ ＴＨＡＮＨＮｌｆｉＮ ）

—

１９４８ 年 ９ 月一

１ ９７５年 ４ 月 ２８ 日

学政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ＨＡ ＨＱＣ ＣＨＡＮＨ

）
２０６ ． ３ 米排架

１９５２
年一

１９７５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３４６



档案文献

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国际生活署办公室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ＳＩＮＨ ＨＯＡＴＱＵ６Ｃ

Ｔｆｉ
）

３４４ 米排架 １９５ ３
—

１９７５年

学堂生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 ＳＩＮＨＨＯ￥ＴＨＱＣ

Ｄ＿Ｇ ）

２米排架
１ ９７２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

Ｐ牛 及社会学堂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ＮＨＡＹ Ｔｆｅ ＶＡ ＸＡ

Ｈ〇Ｉ ＨＱＣＤＵ
＊

ｄＮＧ
）

４ ． ３ 米排架
１９５９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收集研究署办公室 （ＰＨｄＮＧ ＭＨＡ ＳＵＵＴＡＭ ＶＡ

ＮＧＨＩ＾Ｎ Ｃｔｒｕ ）

３米排架
１９７３年一

１ 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

国家文库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ｖＡｎ ｋｈ６ ｑｕ＜５ｃ

ＧＩＡ
）

７７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７

年一

１ 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文化生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ＳＩＮＨ ＨＯＡＴＶＡＮ

ｈ６ａ
）

４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９ ＾—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 ８ 日

考试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ＮＨＡＫＨＡ〇 ＴＨｆ ）
１ ３ ． ３ 米排架

１９４９年一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 １ ８ 日

青年总署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６ｎｇ ｎｈａｔｈａｎｈｎｉ￡ｎ ）
２４ 米排架

１９５５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守德教育大学办公室 （
ＰＨｄＮＧ ＴＲＬＴｄＮＧ ＤＡｌ ＨＱＣ

ＧｌＡＯ ＤＵＣＴＨｔＪ ＤｔＴＣ
）

０ ． ７ 米排架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７５年

西贡美术高等国家大学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ＲＵｔＪＮＧ

ｑｕ６ｃ
ｇ

ｉａｃａｏ ｂＡｎｇｍｙ ｔｈｕＭ

ｓＡｉｇ６ｎ
）

４ ． ５ 米排架 １ ９５ ６
—

１ ９７５年

美术装演国家学校办公室 （
ＰＨＯＮＧ ＴＲＵ

＊

ｄＮＧ ＱＵ６Ｃ

Ｇ１ＡＴＲＡＮＧ ＴＲＩ Ｍ ？ＴＨＵ＾Ｔ
 ）

５ 米排架 １９４０
—

１ ９７５年

卫生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ｂ〇ｙ ｔ６

）
３０２ ． ５ 米排架

１９４８ 年
一

１ ９７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劳动部办公室 （
ＰＨｄＮＧ Ｂ〇

ＬＡＯ Ｄ〇ＮＧ ）
１９６ 米排架 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５年

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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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西贡劳动法庭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ｔ６ａ Ａｎ ＬＡＯ￡）〇ＮＧ

ｓＡｉ ｇ６ｎ
）

９ 米排架
１９５８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月 ２４ 日

越南劳工联合会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 ｌｉ！＞ｊ ｄｏＡｎ ｌａｏ

Ｃ６ＮＧ ＶＩＥＴＮＡＭ ）

２． ７ 米排架 １ ９５６— １９７３年

社会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ｂ〇 ｘＡｈ〇ｉ

）
４ 米排架

１９５２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种族发展部办公室 （
ｐｈ６ｎｇｂ〇 

ｐｈＡｔ ｔｒｉ ６ｎｓＡｃ

Ｔ〇Ｃ ）

５９ ．
５米排架

１ ９６７ 年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１ ５ 日

高棉裔越南人发展专责总署 （
ＰＨＯＮＧｔ６ｎＧＮＨＡ

ＤＡＣＴＲＡＣＨＰＨＡＴＴＲｌｆｉＮ ＮＧＵｄｌ ＹＩ￥Ｔ Ｇ６ＣＭｌｆｉＮ
）

１７ ． ５ 米排架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 １ ８ 日

一

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
二

）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

越南第三国家档案中心是根据内务部第 １ １ ８／ＴＣＣＢ 号决议于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１０ 日建立的 。 主要职责是收集 、 保管和组织利用越南 民主共和国时期

（ １９４５年至 １９７６ 年 ） 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 （ １９７６ 年至今） 中央机构形

成的档案材料 。 在其馆藏的文献材料中 ， 值得重点关注的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

（
１

） 国会档案 （ ｑｕ６ｃ ｈ〇ｔ
）

，
材料总量

：
６８４２ 个卷宗

，
７４ ．

５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４６
—

１９９２ 年

作为第三国家档案中 心保管的最为重要的档案系列之一
，
国会档案收

集了 自 １ ９４６ 年 ６ 月首届国会以来反映该民意立法机构的建立 、 状况 、 运作 、

活动等方面的文献材料 。 具体包括国会选举材料 ； 各届 国会会期材料 ；
国

会常务委员会材料
；
国会办公室档案 ； 国会对重大事件和议题的讨论 、 举

措和决议材料等 。

（ ２ ） 国家主席档案 （〇１０ 了
丨〇１＾；（３£ ）

，
材料总量 ：

２２７６ 个卷宗
，

３５ 米

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４年

作为越南民主共和 国最髙国家领导机关的象征 ， 国家主席府主要是代

３４８



档案大献

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履行在对内对外事务中的职责 。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

成立之后的 １ ９４５ 年至 １９５４ 年期 间 ， 国家主席府在总理府的辅助下开展工

作 。 自 １ ９５９年以后
，
总理府正式接替主席府的实际职能 。 此后到 １ ９８０年 ，

主席府被新建立的国家委员会取代 。 由国家主席府产生的档案主要包括组

织及行政部门的记录
，
如法律的公布 ； 组织及个人决议 ；

往来通信卷宗
；

财政、 预算制定文件等 ，
以及法律部门 的记录 ，

如刑罚减免、 大赦 ；
人民

法庭的任命和委派 ；
国际条约 、 协定的批准

；
对越南公民及外 国人 的授

奖等 。

（ ３ ） 总 理府 档案 （ ＰＨ〇 ＴＨ〇 ＴＵ
’

ｄＮＧ ）
，

材料 总量 ： ２４， ３５ ８ 个 卷宗
，

１８ ４． ３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 ９４５
—

１９８５ 年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
总理府是

一个负责协助处理工作的部门
，
其协助

的对象包括国家主席 （ １ ９４５
—

１９５４ ） 、 最髙国 防委员会主席 （ １９４８
—

１９５４） 、

政府总理 （ １ ９４６ 年至今 ） 。 到 １ ９８２ 年总理府改名 为部长会议办公室
，
从

１９９２ 年起至今改名为政府办公厅。 总理府档案也是第三国家档案中心保管

的档案中最有价值的一个系列 ，
为了解越南民主共和 国及越南社会主义共

和国时期国家保卫 、 建设和发展状况提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量材料 。 主

要类型包括 ： 中央及地方各政府机构的工作计划 ；
抗战会议记录 ；

抗法战

争的报告
； 各政府机构的行政工作记录 ； 中央及地方政府机构的建立和发

展记录
；
政治 、 经济 、 文化 、 教育领域 的活动档案以及大暈有关抗美战争

的文献 。 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

——全国及地方抗战材料

——

第
一个五年计划材料

——农林渔业、 水利气象水文材料 （ １ ９４５
—

１９８５ ）

——工业材料

—－交通运输邮电材料

—财政商业材料

——国家物资供应储备材料

——基本建设材料 （ １９５ ５
—

１９８５ ）

——外交国际合作材料 （
１９４６
—

１９８ ５
）

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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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工作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 ９８５ ）

——

内政工作材料 （
１９４５
—

１９８５
）

在外事方面 ，
从 １９４５ 年至 １ ９５４年间 ， 比较多的是老挝抗法材料 、 柬埔

寨抗法材料 、 对华侨政策材料 。 其中
，
关于华侨问题的材料众多

，
１９ ５１ 年

后几乎越南民主共和国每个省都有相关的报告 。 从 １９５０ 年起越南民主共和

国同中 国及各民主国家建交文件开始出现 ，
包括相互建立通信联络机构 、

向苏联和中 国派遣留学生等 。 值得注意的是驻中 国南宁 、 云南 、 广东等地

领事馆每个月都会提交分析报告 。 此外每年都有越南 民主共和 国对东南亚

的分析报告 ，
包括对老挝 、 柬埔寨 、 緬甸的情况分析 ，

并且从 １９５４ 年开始

出现援助老挝的材料 。 此外 １９ ５４ 年关于 日 内 瓦会议的材料一共有 ３４ 条 。

１９５４年至 １９７ ８ 年间
，
几乎每年都有中越进行谈判合作的议定书 ，

以及大量

中 国在工业、 农业 、 教育等方面援越的材料 。 此外每年都会有越南民主共

和国关于援助使用情况的总结报告 。 另外比较多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 同各

社会主义国家及 日本 、 英国 、 法国等经贸合作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从 １９６ １

年大量出现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老挝以及同老挝进行经济合作的材料 。
１９７８

年至 １９ ８５ 年间
，
绝大部分都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间经济、

文化 、 教育等合作的文件以及越南 民主共和国 同老挝 、 柬埔寨的援助合作

文件 。 １ ９７９ 年与中国相关的材料只有两份 （关于 １ ９７９ 年外交部防御中越边

境冲突的公文以及总理府外贸部要求中国撤出驻海防代表机构的文件 ） 。 此

后
，
中 国从档案材料 中 消失

，
而关于柬埔寨 的材料大量出 现 。 此后直至

１９８５ 年才出现和中国相关的三份文件 （ 书记委员会关于调整与中 国关系的

草案 、 书记委员会外交部关于展开与 中 国外交活动的 申请书 和公文 、 １９８５

年气象局代表团访问中国 的拫告 ） 。

（
４

） 国家计划委员会档案 （
ＯＹＢＡＮ ＫｆｉＨＣ＾ＣＨＮＨＡ ＮＵｔｔＣ ） ，

材料总量 ：

４２７０个卷宗
，
４２８ ．３ 米排架

，

时间跨度 ：
１９５５
—

１９９０ 年

国家计划委员会前身为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建

立的建设计划研究委员会 ，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起改名为国家计划委员会 。 国

家计划委员会是负责组织制订国家基本经济文化建设计划 、 组织指导全国

统计工作的政府机关。
１ 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九届国会决定

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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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计划与投资部 ， 国家计划委员会停止运作 。 国家计划委员会形成了相

当丰富的档案材料
，
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个大类 ：

——综合计划材料 （
１９５５
—

１９７ ８
）

——财政成本计划材料 （ １ ９４６— １９７３ ）

—农林渔业及水利计划材料 （ 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５ ）

——工业计划材料

——交通邮电计划材料 （ １ ９５４
—

１９６０ ）

——基本建设计划材料 （
１ ９５５
—

１９７３
）

——商业计划材料 （
１９５５
—

１９６０
）

在这其中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外事方面的材料

，

在 １９５５ 年至 １ ９７５

年期间 ，

一共有 １０００ 个卷宗
，
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

一是苏联、 中 国 、 东欧

各国 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 ；
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各部使用援

助的总结情况报告 。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大量越南民主共和 国参加经互会的

活动材料
，

１９７５ 年至 １ ９９５ 年间
，

一共有 １ ０８６ 个卷宗 。 在 １９７９ 年关于中 国

的材料消失后
，
取而代之的是苏联 、 东欧各国对越南 民主共和 国的经贸援

助
，
其中涉及苏联的最多 。 而中 国再次出现是在 １９９ １ 年 。

除了以上各个阶段的国家权力机关
，
越南民 主共和国及社会主义共和

国时期各行政部门单位以及地方各联区外 、 自 治区也分别保留有各 自 的档

案文献卷宗
，
详情可见下表 。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 间跨度

最髙人民法院 （
ｔ６ａＡｎ ｎｈＡｎ ｄＡｎ ｔ６ ｉ ｃａｏ ）

４９２７ 个卷宗 ，

１５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７
—

１ ９９２
年

最髙人 民检察院 （
Ｖ Ｉ￥ＮＫｌｆｉＭ ＳＡＴＮＨＡＮ ＤＡＮＴ６ ｌ ＣＡＯ

）

１０８４个卷宗 ，

２６ 米排架
１９６０

—

１９９０
年

中央统计署 （ ｎｈａｔｈ６ｎｇＳ ｔｒｕｎｇ ｘ／ＯＮＧ ）

１ ４６ 个卷宗
，

１ 米排架
１９４６— １９５６

年

中央统计局 （
ｃｕｃ ｔｈ６ｎｇ ｋ￡ ｔｒｕｎｇ ｕ

＊

ｃ ｊ
ｎｇ

）

４７８ 个卷宗
，

５
．
８ 米排架

１ ９５ ５— １９６１年

３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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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统计总局 （
ｔ６ｎｇ ｃｕｃ ｔｈ６ｎｇ ｋ￡ ）

４２５２个卷宗 ，

４５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 ９７６
年

内务部 （
Ｂ〇Ｎ〇 Ｉ ＶＵ）

４７７７ 个卷宗 ，

９２米排架
１９４５
—

１ ９７０
年

政府中央监察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 ＴＨＡＮＨ ＴＲＡＴＲＵＮＧ

１／ｄＮＧ ＣＵＡＣＨｔＮＨｐｈｕ
）

１ ５６３个卷宗 ，

９８米排架
１ ９５９
—

１ ９９２
年

政府统一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１Ｈ６ＮＧ ＮＨＡＴＣ ｔＪＡＣＨ ｉＮＨＰＨｔｌ ）

３２３２个卷宗
，

３７５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 ９７６
年

文化部 （
ｂ〇 ｖＡｎ ｈ６ａ

）

１７５ ３个卷宗
，

４１
．
４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 ９７５年

国家档案局 （
ｃｕｅ Ｌｉｒｕ ｔｒ〇

＊

ｎｈＡ Ｎｉｒｄｃ
）

５４４个卷宗
，

３
．
７ 米排架

１９４６
—

１９８２年

专家局 （ ＣＵＣ ＣＨＵＹｆｉＮＧＩＡ ）

５４４ 个卷宗
，

２４１
．
６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９９２年

农林部 （
ｂ〇ｎ６ｎｇ ｌＡｍ ）

７７６９ 个卷宗
，

５ １ 米排架
１９４５
—

１９６０年

农业部 （
ｂ〇 ｎ６ｎｇｎｇｈｉ￥ｐ

）

５ ８２ 个卷宗
，

１４ 米排架
１９６０
—

１９８ ５年

中央农业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Ｎ６ＮＧ ＮＧＨＴ￥Ｐ ＴＲＵＮＧ ｌ；〇ＮＧ

）

２ １ ８ 个卷宗 ，

３．３ 米排架
１９７ １
—

１９７６
年

农场部 （
Ｂ〇 Ｎ６ＮＧ ＴＲｌ／ｄＮＧ

）

５０４ 个卷宗 ，

９． ２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９７１ 年

军队农场局 （
ＣＵＣ Ｎ６ＮＧ ＴＲＵＩＮＧ

ＱＵＡＮＥ ）〇Ｉ
）

１ ８８ 个卷宗 ，

２ 米排架
１ ９５６
—

１９６ １年

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 （
ｔ

ＪＹ ＢＡＮ ＣＡｌ ＣＡＣＨ ＲＵ〇ＮＧ ￡ ）
ＡＴ

ＴＲＵＮＧ ｌ／ＯＮＧ
）

１ ８２ 个卷宗 ，

０ ． ５米排架
１ ９５３
—

１９５７年

３５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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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粮食总局 （
ＴｄＮＧＯ／Ｃ Ｕ／ｄＮＧ ＴＨＵＣ ）

２８６ 个卷宗 ，

９． ３ 米排架
１ ９５２
—

１９６９
年

粮食食品部 （
ｂＯ ｌｉｔｏｎｇ ｉｈｕ

＾
ｖＡ ｔｈＵｃ ｐｈＡｍ

）

２６６ １ 个卷宗 ，

３２． ７ 米排架
１ ９６８
—

１９８ １年

粮食部 （
Ｂ〇 ＬＵ〇ＮＧ Ｔｆｆｌ／Ｃ）

２１４ 个卷宗 ，

９米排架
１ ９８ １
—

１９８７
年

食品局 （
ｃｕｃ ｔｈｉ／ｃ ｐｈＡｍ ）

８０个卷宗
，

１ 米排架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４

．

年

水产部 （
Ｂ〇 ＴＨＵｔ ＳＡＮ

）

２８７０个卷宗
，

３８米排架
１９５ ６
—

１９９３^

水利建设部 （
ＢＯ ＴＨｔＪＹＵｊ Ｉ ｖＡＫＩ＾Ｎ ＴＲｔｒＣ

）

１６３ 个卷宗
，

２． ２ 米排架
１９５ ５
—

１９５７年

水电部 （
Ｂ〇 

ＴＨＵｔＬ０Ｉ ＶＡ ＤＩ￥ＮＬＶＣ
）

２１０ 个卷宗
，

１ ３ 米排架
１９４５— １９６３年

水利部 （ Ｂ〇 ＴＨｌｉｔ Ｌ （？Ｉ ）

２１ ５个卷宗
，

２ ．
６ 米排架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０年
，

１ ９６２
—

１９６５年

水文局 （
ＣＵＣ ＴＨＵｔ ｖＡＮ

）

５７０ 个卷宗 ，

４ ． ２ 米痱架
１９５７
—

１９７７
年

气象署 （
ＮＨＡ ＫＨｉ ＴＵ

＊

〇ＮＧ ）

２３９２ 个卷宗 ，

１９ ．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 ９７７年

工业部 （ Ｂ〇 ＣｄＮＧ ＮＧＨＴ￥Ｐ ）

２ １ １ １ 个卷宗 ’

２６． ８ 米排架
１９５３

—

１９６０
年

地方工业局 （
ＣＶＣ Ｃ６ＮＧ ＮＧＨＩ￥Ｐ Ｄ

Ｊ
ＡＰＨｌＴＯＮＧ

）

３４４个卷宗 ，

４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５ 年

装机局 （
ｃｖｃ ｌＡｐ ｍＡｐ

）

６２ 个卷宗
，

１ ． ７ 米排架
１ ９５６
—

１９５９
年

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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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基本建设局 （
ＣＵＣ Ｋｌ

ｆｉＮ ＴＨ ｌｆｉＴＣＯ ＢＡＮ
）

６７ １ 个卷宗
，

３ ． ５米排架
１９６１
—

１９８０
年

综合设计院 （
ＶｌｇＮ ＴｆｆｌｆｉＴ Ｋｆｉ ＴＣＮＧ ＨＯＰ ）

８７ 个卷宗 ，

１
． ２米排架

１９５６—１９６９
年

重工业部 （
Ｂ〇 ｃ６ＮＧ ＮＧｆｆｌ５Ｐ＿Ｇ

）

２６４８个卷宗 ，

４５ ． ８ 米排架
１９６０
—

１９６９年

采矿冶金局 （
ＣＶＣＫＨＡＺ ＫＨ〇ＡＮＧ －ＬＵＹ￥ＮＫＩＭ

）

１０５３个卷宗 ，

１０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９６９
年

机械冶金部 （
Ｂ〇 ＣＣ Ｊ

ＫＨ
ｆ
－ＬＵＹｆＮ Ｋ ＩＭ ）

２０２４个卷宗 ，

２２ ． ２ 米排架
１９６９
—

１９８９
年

煤电部 （ Ｂ〇 ＤＩ￥ＮＶＡＴＨＡＮ ）

１ １ ０８个卷宗 ，

２１ ． ４ 米排架
１９６９
—

１９８ １ 年

矿产煤炭部 （
ｂ〇ｍ６ ｖＡ ｔｈａｎ ）

５ ２７个卷宗
，

７
＿
４米排架

１９８ １
—

１９８７
年

电力部 （
Ｂ〇 ＤＩ￥Ｎ Ｌ；ｒｃ ）

４００ 个卷宗
，

５
． ２ 米排架

１９７６
—

１ ９７８ 年
，

１９８ １
—

１ ９８７年

能源部 （
ｂ〇 ｎＡｎｇ ｌｕ

＊

ｏｎｇ
）

６６ １ 个卷宗
，

１ ７． ４米排架
１ ９８７
—

１ ９９５年

地质总局 （
ｔ６ｎｇ ｃｖｃ ｉｈａ ｃｈＡｔ ）

２７３ ８个卷宗 ，

３１ ． １ｍｍ
１ ９５９
—

１９９０年

化工总局 （
ｔ６ｎｇ ｃｖｃ ｈｏＡ ｃｈＡｔ ）

１３ ５５ 个卷宗 ，

１ ８． ５ 米排架
１９６９
—

１ ９９０
年

轻工业部 （ ｂ〇 ｃ６ｎｇｎｇｈｉ￥ｐ ｎｈ＾ ）

８ １ ５ １ 个卷宗 ，

１４ １ ． ５ 米排架
１ ９５４
—

１９９４
年

食品工业部 （
ＢＯ 

Ｃ６ＮＧＮＧＨＩ５Ｐ ＴＨｌ／Ｃ ＰＨＡＭ
）

２８ １ 个卷宗
，

６ 米排架
１ ９８ １
—

１９８７年

３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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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交通工程部 （
Ｂ〇 

ｇｉａｏｔｈ６ｎｇｃ６ｎｇＣＨｌＮＨ
）

３７０个卷宗
，

４ ． ６ 米排架
１９４５
—

１９５５ 年

交通运输部 （
ｂ〇 ｇ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 ｖａｎ ｔＡｉ

）

２４８ １ 个卷宗
，

３ ３
．
３ 米排架

１ ９６ １
—

１９９８ 年

水陆交通总局 （
ｔ６ｎｇ ｅｙｅＧ ＩＡＯＴＨ〇ＮＧＴＨＵｔＢ〇 ）

１ １ １ 个卷宗 ，

１ ．３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０
年

航运局 （
ＣＵＣＶ＾ＮｔＡｉ ＤＵｔＪＮＧ ＴＨＵｔ ）

６５个卷宗 ，

〇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９５９ 年

水陆交通局 （
ＣＵＣＧ 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ＴＨＵｉ Ｂ〇

）

７７ 个卷宗 ，

１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０
年

交通邮电部 （
Ｇ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ＢＵＵＤ １￥Ｍ ）

４ １ １ 个卷宗 ，

１ ２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０
年

中央邮电库 （
ＫＨＯ ＢＵｔＪ ＤＩ？ＮＴＲＵＮＧ Ｕ

＂

〇ＮＧ）

３ ０个卷宗 ，

１ ． 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９６０
年

邮电总局 （
Ｔ６ＮＧ ＣＵＣ ＢｍＪ ＢＴ￥Ｎ ）

７９２８个卷宗
，

７０ ． ６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９９１ 年

经济部 （
ＢＯＫ ＩＮＨＴｆｉ

）

１８ ０个卷宗
，

１ ． ８米排架
１ ９４６

—

１９５ １年

财政部 （
ｂＯ ｔＡｉ ｃｈＩｎｈ

）

６９４５个卷宗
，

２ １ ８米排架
１ ９４５
—

１ ９８８ 年

援助接收委员会 （
ＢＡＮＴｌｆｉＰＮＨ＾ＮＶ Ｉ￥Ｎ ＴＲ０

）

１ ３５ 个卷宗
，

１ １ ． ５米排架
１９７７
—

１ ９８９年

税务总局 （ ｔ６ｎｇ ｃｕｃ ｔｈｕ￡
）

６７ 个卷宗 ，

４ ． ２ 米排架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年

农业税局 （
ＣＶＣ ＴＨＵｆｉ ＮｄＮＧＮＧＨｉｅＰ ）

２００ 个卷宗 ，

３ ． ８米排架
１９７６
—

１ ９９０ 年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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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税务所 （ Ｓｄ ＴＨＵ＾ ＴＲＵＮＧ ｌ／ＯＮＧ ）

１６９个卷宗 ，

１ ． ２ 米排架
１９４６— １ ９５９

年

粮库所 （
Ｓ（３ ｋｈｏ ｔｈ６ｃ ）

１ ９个卷宗 ，

０ ． 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３— １ ９５６

年

盐业局 （
ｃｕｃ ｍｕＯｉ

）

４５个卷宗 ，

１ ． ４ 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 ９６３
年

越南？ｆｔ？银行 （
ＮＧＡＮ＿ＧＫｌｆｉＮ ＴＨｌｆｉＴＶＩＥＴＮＡＭ ）

１ ９个卷宗
，

０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６—Ｗ６０ 年

工商部 （
ｂ〇 ｃ６ｎｇ ｔｈｕ

＊

〇ｎｇ ）

３０７ 卷宗
，

４
．
８米排架

１９４８— １ ９５５ 年

商业部 （ Ｂ〇
ＴＨＵ

．

ＯＮＧＮＧＨ１￥Ｐ ）

１２９２个卷宗
，

１６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１
—

１ ９５９
年

国内贸易部 （ Ｂ〇 Ｎ〇Ｉ ＴＨｌ；〇ＮＧ ）

３８４７个卷宗 ，

５ ８．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 ９７２ 年

中央贸易所 （
Ｓｄ Ｍ Ｕ^ ＤｌＣＨ ＴＲＵＮＧ ｌＴＯＮＧ

）

２８０ 个卷宗 ，

３ ． ３ 米排架
１９５ １
—

１ ９５６
年

物资部 （
ＢＯ ＶＡＴ ＴＵ ）

１ ６６２０个卷宗 ，

１０９ 米排架
１９６１
—

１卯０
年

国家储备局 （ ＣＶＣ ＤＩ／ＴＲＯ
＂

ＱＵ６ＣＧ ＩＡ
）

２５４４个卷宗
，

２０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 ９９０
年

设备部件总局 （
Ｔ６ＮＧＣＶＣ ＴｆｆｌｆｅＴＢＩ ＶＡ ＰＨＶ 

Ｔ〇ＮＧ
 ）

４０４ 个卷宗
，

５雜架
１９６ １
—

１ ９８７ 年

工业部基本建设局 （
ＣＵＣＫｌｆｉＮ ＴＨｌｆｉＴＣＯ 

ＢＡＮＢ〇 
Ｃ６ＮＧ

ＮＧＨＩ￥Ｐ ）

２７２ 个卷宗
，

１ 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６— １ ９５９年

越南油气总公司 （
Ｔ６ＮＧ Ｃ６ＮＧ ＴＹ ＤＡＵ ＫＨ ｌＶ ｌＳＴ ：Ｎ ｆＡＭ

）

１５３５ 个卷宗 ，

４７ ． ４ 米排架
１９６６
—

１ ９９ １年

３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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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及电力物资总公司 （
ｔ６ｎｇ ｃ６ｎｇ ｔｙｈｏＡ ｃｈＡｔ ｖＡ

ＶＡＴＬｌｆＵ ￡）＿

５６９ 个卷宗
，

４
．
８ 米排架

１９７２
—

１９８３ 年

金属总公司 （ ＴｄＮＧ ＣＯＮＧ ＴＹＫＩＭ ＫＨｔ ）

５６〇个卷宗 ，

１０ ．
２ 米排架

１９６ １
—

１ ９８０年

第
一

、
三

、 四 、 五区物资供应联合体 （
ＬｌｆｅＮ ＨｉｅＰ ＣＵＮＧ

ｌＪＮＧ Ｖ Ｔ^ ＴＵ
＊

－ＫＨＵ ＶＵＣ Ｉ
，
ｍ

，
ＩＶ

，Ｖ ）

１ ６７０个卷宗 ，

１６ ． １ 米排架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

国家科学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ＫＨＯＡＨ（？Ｃ ＮＨＡｍ；（３Ｃ ）

３５８ ５个卷宗 ，

２００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８
—

１９９３ 年

越南科学技术推广 （
Ｈ０ Ｉ ＰＨ６ Ｂ达Ｎ ＫＨＯＡＨＱＣ Ｋｆ

ＴＨＵ在ＴＶＩＥＴＮＡＭ ）

９４个卷宗 ，

３ 米排架
１％０
—

１９７１年

设备度量检验中心 （
ＴＲＵＮＧ ＴＡＭＴＨｉｆｒｒＢ ｉＤＯＬＵｔｔＮＧ ＫｌｆｉＭ

ＮＧＨ１￥Ｍ ）

１２５ 个卷宗 ，

５． ８ 米排架
１ ９８３
—

１９９４
年

对外文化交流局 （
ＶＵ ＴＲＡＯ ＤｄｌＶＡＮ ＨｂＡＶｄ ｌ ＮＬＴｄＣ

ｎｇｏＡｉ
）

３０５ 个卷宗 ，

４ ． ６ 米排架
１９５７
—

１９６０
年

中央保护母亲与儿童委员会 （ ｔ
ＴＹＢＡＮ ＢＡＯ Ｖｊ ＢＡ Ｍ＾ＶＡ

ＴＲｔＥＭ ＴＲＵＮＧ Ｕ
＊

〇ＮＧ
）

５２５ 个卷宗 ，

３ 米排架
１９７ １
—

１９８７年

教育部 （
ｂ〇 ｇｌ４ｏ ｄｖｃ ）

５０９２ 个卷宗 ，

７８ ． ３ 米排架
１９４５
—

１ ９８ １年

卫生部 （ Ｂ〇ＹＴｆｉ ）

７９３ ３个卷宗 ，

１ ０７ ． ６ 米排架
１９４６

—

１ ９５５ 年

体育运动总局 （
Ｔ６ＮＧｅｙｅＴＨ＾ＤＶＣＴＨ＾ ＴＨＡＯ

）

２３９５ 个卷宗 ，

２３ ． ８ 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９９３年

劳动部 （
Ｂ〇 ＬＡＯ Ｄ〇ＮＧ）

２６６８个卷宗 ，

３２ 米排架
１９４６
—

１９７０
年

伤兵荣军部 （
ＢＯ ＴＨＬＴＣ ＪＮＧ ＢＩＮＨ ＣＵＵ ＢＩＮＨ

）

７０９ 个卷宗
，

８． ４米排架
１９４７
—

１９５０年

３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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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救济部 （
Ｂ〇 Ｃ〇ｔＪ ＴｆｉｘＡＨ〇Ｉ

）

４５７ 个卷宗 ，

４ 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９
年

越南南方声讨美帝及叛徒战争罪行委员会 （
ＵＶ ＢＡＮＴ６

ＣＡ〇 Ｔ〇 ＩＡｃＣＨＴ＾ＮＴＲＡＮＨ ＣＵＡＢｔ
ＱＵ６ＣＶＡ ＴＡＹ ＳＡＴ６

）

１６９ 个卷宗 ，

２ ． 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６
—

１９７５年

越南青年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ＴＨＡＮＨ ＭｆｉＮ ＶＩ？Ｔ ＮＡＭ

）

６７ 个卷宗 ，

４ ． ９ 米排架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５年

越南民主党 （
ＤＡＮＧ ＤＡＮ ＣＨＣｔ Ｖ ＩＥＴＮＡＭ ）

３０９ 个卷宗
，

２ ． ５ 米排架
１９４４
一

１９８８年

越南社会党 （
ＢＡＮＧＸＡＨＯ ｌ ＶｌｆＴ ＮＡＭ

）

１ １ ５ 个卷宗
，

０
．
８ 米排架

１９４７
—

１９８８
年

第三联区行政委员会 （ ＵｔＢＡＮ ＨＡＮＨＣＨｆＮＨ ＬｌｆｉＮＫＨＵ ｍ ）

５ １０４个卷宗
，

３３ ．
４米排架

１９４６
—

１９５８
年

第三联区计戈 ！ｌ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 Ｋｆｉ ＨＯＡＣＨ ＵｆｉＮＫＨＵ ｍ ）

５２ 个卷宗
，

０ ． ３ 米排架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８年

第三联区农林区 （ ＫＨＵＮ６ＮＧ ＬＡＭ ＵｆｉＮ ＫＨＵ ｉｎ ）

７４个卷宗
，

０． ６ 米排架
１ ９５２
—

１ ９５８
年

第三联区交通区 （ ＫＨＵ Ｇ ｌＡＯ ＴＨ６ＮＧ ＬｌｆｉＮ ＫＨＵ ｍ ）

６１ １ 个卷宗
，

４
＿ ３ 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８
年

第三联区邮电区 （
ＫＨＵ Ｂｌ／Ｕ Ｄ ｌ￥ＮＵｆｉＮ ＫＨＵ ｉｎ ）

６０ 个卷宗 ，

０． ５ 米排架
１ ９４８
—

１９５７
年

第三联区劳动区 （
ＫＨＵ ＬＡＯ ＤＯＮＧＵ＾Ｎ ＫＨＵ ｉｎ ）

１ ４４个卷宗
，

１ ． ６ 米排架
１ ９５ １
—

１９５８
年

第三联区水利建设区 （ ＫＨＵ ＴＨ＾ＪＹ Ｌ （？
ＩＫｌ
ｔｏＴＲｔＪ

ＣＬｌｆｉＮ

ＫＨＵ ＩＴＴ
）

１ １８ 个卷宗 ，

１ ． ２ 米排架
１９５ ５
—

１９５８
年

第二联区卫生区 （ ＫＨＵ Ｙ Ｔ＾ ＵｆｉＮＫＨＵ ｍ ）

１９３ 个卷宗 ，

１ ． ６米排架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８
年

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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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联区工商区 （ ＫＨＵ Ｃ６ＮＧ ＴＨｌＴＣＪＮＧ ＬｌｆｉＮ ＫＨＵ ０１ ）

３２３ 个卷宗 ，

３ 米排架
１ ９５０
—

１９５８年

第三联区税收分所 （ Ｐ＿ Ｓ〇 ＴＨＵｆｉＵ＾ＮＫＨＵ ｍ ）

１４ １ 个卷宗 ，

１ ． ６ 米排架
１ ９５ １
—

１９５８年

第四联区抗战行政委员会 （ ＵｔＢＡＮＫＨＡＮＧＣＨｌｆｅＮ ＨＡＮＨ

ＣＨ ｆＮＨ ＬｌｆｉＮＫＨＵ ＩＶ ）

１ ３ １ 个卷宗
，

２＿ ２ 米排架
１ ９４６— １９５８年

第四联区交通区 （ＫＨＵ Ｇ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 ＵｆｉＮＫＨＵ Ｉ
Ｖ

）

１９１ 个卷宗
，

３． ６ 米排架
１ ９５４
—

１９５８
年

第四联区劳动区 （
ＫＨＵ ＬＡＯＤ〇ＮＧＵｆｉＮＫＨＵ ＩＶ ）

２２个卷宗
，

０
＿
２ 米排架

１ ９５ １
—

１９５８年

左岸区抗战行政委员会 （
ＵｔＢＡＮ ＫＨＡＮＧ ＣＨ ｌ

ｆｉＮＨＡＮＨ

ＣＨＩＮＨＫＨＵＴＡＮＧ＾Ｎ ）

３６５８ 个卷宗
，

５
． ４ 米排架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８年

左岸财政区 （ ＫＨＵ ＴＡｌ ＣＨｆＮＨ ＴＡ ＮＧ＾Ｎ ）

１７７ 个卷宗 ，

２ 米排架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８年

左岸税收分所 （
ＰＨＡＮ Ｓｆｌ ＴＨＵｆｉＴＡＮＧｉ＾Ｎ）

１４个卷宗 ，

０ ． ３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８年

左岸卫生区 （ ｋｈｕｙ ｔ＾ ｔＡｎｇａｎ ）

５４个卷宗 ，

０． ５ 米排架
１ ９５３
—

１９５８ 年

左岸劳动 、 邮电 、 交通各区 （
ｃＡｃ ｋｈｕ ｌａｏ ｄ〇ｎｇ

，

ＢＵＸＪ ＤＩＢＮ ，ｇｉａｏ ｔｈ６ｎｇ ｔａｎｇ＾ｎ ）

１７ １ 个卷宗 ，

１ ． ６ 米排架
１ ９５４

—

１９５８年

山 （ 萝 ） 莱 （州 ） 行政委员会 （ Ｃ ｊｙｂａｎ ｈＡｎｈ ｃｈＩｎｈ

ＳＯＮ ＬＡＩ ）

１６７ 个卷宗 ，

１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０

—

１９５４
年

泰苗 自治区计划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Ｋｆｉ ＨＯＡＣＨ ＫＨＵ ＴＩ／ ＴＲＪ

ＴＨＡｌ－Ｍｆｅ〇 ）

１３ ６个卷宗 ，

１ 米排架
１ ９５２

—

１９６２年

泰苗 自治区农林所 （
Ｓｄ Ｎ〇ＮＧＬＡＭ ＫＨＵＴＶ 

ＴＲ ＪＴＨＡｌ
－ＭｆｅＯ

）

１２０ 个卷宗
，

０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 ９７０
年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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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苗 自治区粮食所 （
ｓｄ ＵＴＣＪＮＧ ＴＨｔ／ＣＫＨＵＴＵ 

ＴＲＩ

ＴＨＡｌ
－ＭｆｅＯ

）

５９个卷宗
，

０
．
６ 米排架

１９５４—１ ９６５年

泰苗 自 治区工业所 （
Ｓ＜５ Ｃ〇ＮＧ ＮＧＨＩ￥Ｐ ＫＨＵＴＵ 

ＴＲｌ

ＴＨＡ ｌ
－ＭｆｅＯ

）

５２个卷宗
，

０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２
年

西北 自治区抗战行政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 Ｋ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 ＨＡＮＨ

ＣＨＩＮＨＫＨＵＴＶ

ＴＲＪ 
ＴＡＹ ＢＡＣ

）

９９４２ 个卷宗 ，

７０． ８米排架
１９５２

—

１９７７ 年

西北 自治区工业所 （
ｓｃ５ ｃＣ＞ｎｇ ｎｇｈｉ５ｐｋｈｕ ｉｖ ｔｉｕ ｔＡｙ

ｂＡｃ
）

６８ 个卷宗 ，

０．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９
—

１ ９６５ 年

西北 自治区邮电所 （
Ｓ

＜
３


ＢＵＵ 

ＤＩ￥ＮＫＨＵ ＴＵ 

ＴＲＪ 
ＴＡＹＢＡＣ

）

１ ５５ 个卷宗 ，

２ ． ５米排架
１９５３
—

１９６２
年

西北 自治区建设所 （ ＳｄＫ ｌ６ＮＴＲｔＪＣＫＨＵ ＴＶ 
ＴＲ Ｊ 

ＴＡＹＢＡＣ
 ）

１ １５ 个卷宗 ，

０ ． ８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９６３年

西北 自治区财政所 （
Ｓ〇ＴＡｌＣＨｆＮＨＫＨＵＴＶ

＊

ＴＲＪ 
ＴＡＹ ＢＡＣ

）

８５９ 个卷宗 ，

１ １ ．８米排架
１９５ １
—

１ ９７５
年

西北 自治区国家银行支行 （ ｃｈｉ ｎｈＡｎｈ ｎｇＡｎｈＡｎｇｋｈｕ

ｔｔ／ ｔｒｉ
ｔＡｙ ｂＡｃ ）

２５３ 个卷宗
，

３米排架
１９５４—１９７ １年

西北自治区商业所 （
Ｓｄ ＴＨＩＴＯＮＧＮＧＨＩ￡Ｐ ＫＨＵｔｖ

ＴＲＩ ＴＡＹ

ｂＡｃ ）

４０４ 个卷宗
，

３ ． ２米排架
１ ９５４
—

１ ９６２ 年

西北 自治区文化所 （
ｓｄ ｖＡｎｈｏＡ ｋｈｕＴｇ

＊

ｔｒｉ
ｔＡｙ ｂＡｃ

）

２０２ 个卷宗
，

１ ．
５米排架

１ ９５６—１ ９７５年

西北 自治 区教育所 （
ｓｄ Ｇ ｌＡＯ ＤＶＣＫＨＵ ＴＶ 

ＴＲＩ 
ｔＡｙｂＡｃ

）

８ ０个卷宗
，

１ 米排架
１ ９５９
—

１９７５年

西北 自治区卫生所
（
Ｓ ＜３ Ｙ ＴｆｉＫＨＵ ＴＵ

＊

ＴＲ！ ＴＡＹ ＢＡＣ ）

１４ １ 个卷宗 ，

１ ．３ 米排架
１ ９５３
—

１９６３年

越北 自治区区委 （ ｋｈｕ Ｏｙ ｋｈｕ ｔｉ／ｔｒｉｖｉ￥ｔ ｂＡｃ ）

９７３ 个卷宗 ，

６米排架
１ ９４９
—

１９７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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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越北 自治区行政委员会 （ Ｕｔ ＢＡＮ ＨＡＮＨ ＣＨｉＮＨＫＨＵ ＴＶ

ｔｒｊ ｖ ｉ￥ｔｂＡｃ ）

１４９３８ 个卷宗 ，

９９ ． ６ 米排架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６
年

越北 自治区农林区 （
ｋｈｕ ｎＯｎｇ ｌＡｍ ｋｈｕ ｔｖ ｔｒｊ

ｖ ｉ￥ｔ ｂＡｃ ）

１ ３８ 个卷宗 ，

１ ． ２ 米排架
１９４７
—

１９６０
年

越北 自治区水利所 （
Ｓｄ ＴＨＵｔ Ｌ〇 ＩＫＨＵ

ｎｒＴＲ｜ 
Ｖ Ｉ￥Ｔ ＢＡＣ

）

３７３个卷宗 ，

９
．
６米排架

１９５５— １９６４
年

越北 自治区土地改革委员会 （
ｔ

ＪＹ ＢＡＮ ＣＡＴ ＣＡＣＨ ＲＵＯＮＧ

ｄＡｔｋｈｕ ｔＵ 

ｔｒｉ
ｖｉ￥ｔｂＡｃ

 ）

１ ５５０个卷宗
，

９
． ７米排架

１９５ １
—

１９６５ 年

越北 自治区工业所 （
Ｓ６ ｃ６ＮＧＮＧＨＩ￥Ｐ ＫＨＵ ＴＵ Ｔｔｑ ＶＩ￥Ｔ

ｂＡｃ
）

６８ 个卷宗
，

０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９
—

１ ９６５年

越北 自治区建设所 （
ｓｄＫＩ６ｎＴＲＴ

）Ｃ ＫＨＵ ＴＵ
ＴＲＪ 

ＶＩ￥ＴＢＡｃ
）

８５个卷宗
，

０ ． ８ 米排架
１ ９５９
—

１ ９６２年

越北 自治区邮电所 （
ＳｄＢＵＵ Ｄ Ｉ￥Ｎ ＫＨＵ Ｔｌ

； 

ＴＲ｜ 
ＶＩ￥Ｔ ＢＡＣ

）

８ １４个卷宗
，

６ ． ８ 米排架
１ ９４９
—

１９６２
年

越北 自治区工商区 （ ＫＨＵ Ｃ６ＮＧＴＨｌ／ＣＪＮＧＫＨＵ ＴＶＴＲ｜ 
ＶＩ￥Ｔ

ｂＡｃ
）

３ ７个卷宗 ，

０ ． ５ 米排架
１ ９４９
—

１９５ ８年

越北 自治区财政所 （ Ｓ（
５ ｔＡｉ ＣＨｉＮＨ ＫＨＵ ＴＵ

ＴＲＪ 
Ｖ？

；

ｒ ｂＡｃ
）

６４２个卷宗 ，

６米排架
１ ９５ １
—

１９６７ 年

越北 自治区外贸所 （
Ｓｄ ＮＧＯ＾ＩＴＨｌ／ＯＮＧＫＨＵ ＴＶ 

ＴＲ｜ 
ＶＩ￥Ｔ

ｂＡｃ
）

８８ 个卷宗
，

０ ． ８米排架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３ 年

越北 自治区文化所 （
ｓｄ ｔＡｉ ｖＡｎ ｈ６ａＴＵ

＊

ＴＲＪ 
ＶＩ５Ｔ ｂＡｃ

）

４６４个卷宗 ，

２
．
６米排架

１９５５— １９７５
年

越北 自治区文艺联合会分会 （
ＣＨＩＨ〇 ＩＶＡＮ ＮＧＨ￥ 

ＫＨＵＴＶ

ＴＲ｜Ｖ Ｉ￥Ｔ ＢＡＣ
）

１ ２４个卷宗
，

０
？
备米排架

１９６ １
—

１ ９７６
年

越北 自治区卫生所 （
Ｓｄ Ｙ Ｔｆｉ ＫＨＵ ＴＵ

＊

ＴＲＪ ＶＩ￥Ｔ ＢＡｃ ）

３４个卷宗
，

２ ． ７ 米排架
１９５４
—

１ ９６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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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 门名称 材料数量 时间跨度

越北 自治 区体育运动所 （
Ｓｄ ＴＨｆｅ ＤＵＣ

－ＴＨｆｉ ＴＨＡＯ ＫＨＵ ＴＵ

ｔｒｊｖｉ￥ｔ ｂＡｃ ）

１０ 个卷宗 ，

０ ． ５ 米排架
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６年

越北 自治区劳动区 （
ＫＨＵＬＡＯ￡）〇ＮＧＫＨＵＴＶ

ＴＲＪ 
ＶＩ￥Ｔ ＢＡＣ

）

２５４个卷宗 ，

１ ． ４ 米排架
１９５ １
—

１９５ ９
年

南部各省抗战行政委员会 （
的ＢＡＮ ＫＨＡＮＧＣＨｌｆｉＮｈＡｎｈ

ＣＨｔＮＨＣＡＣＴ
ｉ
ＮＨＮＡＭ Ｂ〇 ）

２８７９个卷宗
，

３３ ． ２ 米排架
１９４５—１９５ ５年

南部各省抗战行政委员会 （

ｔ
ＪＹＢＡＮ ＫＨＡＮＧ ＣＨ＠ＮＨＡＮＨ

ｃｈｉｎｈｎａｍ ｂＯ）

１ １ ６３个卷宗
，

１ １
．
５ 米排架

１９５ １
—

１ ９５ ５年

需要指出的是
，
以上介绍的 目前越南国 内已 开放的可供冷战史研究者

收集利用的档案主要为行政部 门 的文献材料 ，
并不包括越南外交 、 国防相

关部门的材料 。 这些部门 的档案 ，
连同越南劳动党 （共产党 ）

中央的档案

文献都还处于未开放状态 。 可以期待的是 ， 目前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外

交文件正在通过解密陆续移交第三国家档案中心 ，
可能逐步提供给研究者

利用 ，
同时越南官方公开出版的

一系列涉及党的文件材料也可 以弥补相关

方面的缺失 。

四 、 柬埔寨档案文献

作为二战后中南半岛上一个地区影响力十分有限的国家 ，
柬埔寨在印

度支那甚至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冷战 国际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叙述 中实

际扮演着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 ： 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及较长时间里复杂

多变的政局曾吸引着冷战阵营各方的注意 ，
而外部因素的干涉和介入对该

地区局势及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是一直以来研究者们最为感兴趣的问题 。 随

着最近若干年来相关国家档案文献的陆续解密开放
，
相关的研究者们也期

望能够发掘 、 利用柬埔寨国 内的档案文献 ，
进而对一些原先模糊不清的历

史片段进行描述和还原 。 当然
，
这其中存在着不小的 困难 ，

究其原因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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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由于柬埔寨国家长期处于战乱的状态导致各个阶段所形成的档案文献

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严重破坏 。 尽管这种损失是无法逆转的 ，
但这并不意味

着柬埔寨的所有历史文献都已被
一扫而空

，

以至于无法再从研究的角度收

集到所需的一手材料 。 特别是在 ２０世纪 ９ ０年代中期以后
，
随着柬埔寨国 内

局势趋于稳定
，
包括档案收集保管在内 的各项国家事业逐步得以恢复

，
柬

埔寨国内的文献资料的价值也开始不断为学者所认识 。
．下面具体就 目前柬

埔寨境内的两个最主要的档案文献保管机构及其文献收藏情况 ，
其档案文

献的开放及可利用状况进行一些介绍 ，
以供感兴趣的研究者参考 。

（

—

） 柬埔寨国家結察棺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 ｖｅｓｏｆ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柬埔寨国家档案馆是柬埔寨政府层面收集 、 保管 、 提供档案文献利用

的国家部门 。 该挡案馆由法国殖民政府于 １ ８６３ 年设立
，

． 目前的馆舍在 １ ９２４

年完工
，

１９５ ３年柬埔寨独立后移交柬政府管理。 此后 ， 从 １ ９５３ 年至 １ ９７５

年 ，
柬埔寨政府陆续向档案馆移交部分档案进行保管 ，

直至红色髙棉执掌

政权 。 在民主柬埔寨时期 ，
由于柬共奉行清除知识分子的政策

，
档案馆馆

员几无幸存 ，
馆舍被挪作仓库 ，

大量档案及 目 录被清空甚至用来生火 。 随

着民柬政权在 １ ９７９ 年垮台 ， 国家档案馆也于 １９８０ 年重新开馆
，
其中剩余的

档案曾临时 由越南方面保管 ，
直到 １ ９９５ 年以后才逐步恢复整理 。

也正是由于在红色高棉时期遭受过严重破坏 ，
柬埔寨 国家档案馆的馆

藏有相当大的缺失 。 特别是 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０ 年间柬政府大批未来得及移交的部

门文件几乎都毁于民主柬埔寨执政时期 。 因而研究者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

献材料除了幸存下来的之外 ，
还有相当部分来 自后期各方组织或个人的捐

赠 。 其具体类别情况如下 ：

１ ． 殖民时期的行政文件

涵盖 １ ８６３
—

１９５４ 年法属殖民地时期法国殖民当局各级机关的文件 。 这

是柬埔寨国家档案馆 目前收藏的数量最大 、 相对最为完整的一批材料
，
总

量为 ３８ ３ １３ 个卷宗
， 其中大部分已经解密开放 ，

至少有 ４ 万份材料可以通过

数据库直接査询 。

２ ． 独立后柬埔寨政府文献

实际上并不存在较为集中的涉及这部分的文献材料 。 原因是 ：

一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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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５４ 年柬埔寨独立之后至 １９７５ 年红色高棉掌权之前包括西哈努克的
“

人民

社会同盟
”

（
Ｓａｎｇｋｕｍ Ｒｅａｓｔｒ Ｎｉｙｕｍ ） 时期和朗诺政权时期的绝大多部分柬政

府文件都已湮灭殆尽 ；
另一方面 ，

１９７９
—

１９ ８９ 年间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时期

以及在此之后的政府文件也未能移交至档案馆 。 因此
，

对以上历史时期感

兴趣的研究者只能尝试从其他的专题系列 档案如政府公报 、 领导人演说 、

党的活动计划 、 会议议程等中査询
一些零散的相关信息 。

３ ． 波尔布特政权文献

关于红色髙棉时期留下的档案材料
，
柬埔寨国家档案馆所保存的数量

最大的一个系列是来 自 民主柬埔寨贸易部的文件 ，
总量超过 １ 万页 。 涉及

民主柬埔寨对外贸易 （ 主要是与中 国 、 朝鲜 、 南斯拉夫等 ） 的协定 、 谈判

记录和货运清单等 。 目 前这批档案的 复 印件在柬埔寨 文献 中 心 （
Ｔｈ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Ｃａｍｂｏｄｉａ ） 同样也可以见到 。 此外 ，
在国家档案馆里

还保存着若干盒中文档案
，
主要是 中国援助民柬厂矿企业的设计图纸

，
不

知出于何种缘故得以留存至此 。

４ ．１９７９ 年种族灭绝法庭文献

波尔布特的民主柬埔寨垮台之后
，

１９７９ 年在越南及其扶植的柬埔寨人

民共和国政府的组织下 ，
针对柬共领ｆ人罪行的审判活动迅速展开 ，

在此

过程中形成的
一系列文件材料即为 １９７９ 年种族灭绝法庭文献 。 这其中主要

包括民主柬埔寨时期大量幸存者的控诉材料以及一些红色髙棉 中低级官员

的认罪供词 。 由于这批文献多数已被翻译成英文
，
在利用上是非常便利的 。

这一部分材料在柬埔寨文献中心也保存有副本 。

５ ． 联合国托管时期文献

主要指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期间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 （ Ｕｎｉ ｔｅｄＮａｔｉ ｏｎ 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
ｙｉｎＣａｍｂｏｄ

ｉａ
） 产生的文件 。 这些文件数量不大

，
涉及柬

埔寨国内各地的一些具体事务
，
如土地纠纷以及不动产的分割等问题。

６ ． 法国殖民政府的刊物及行政公报

这一类材料主要为法语文献 。 源于法国殖民当局逐年编辑印行的涉及

法律 、 人事 、 经济等所有官方活动 的资料 。 这其中既包括法属 印度支那联

邦政府的材料 ，
也可以看到法国本土政府的相关信息 ，

具体时限从 １８９６ 年

３ ６４



档案文献

至 １ ９７４ 年 。 除了法语文献外 ，
还有一部分为高棉语材料 ，

时限从 １ ９ １ １ 年至

１９７２ 年 。 这
一系列的文献也是可 以按照年份在数据库系统中进行检索的 。

７． 柬埔寨出版物及期刊文献

这部分材料相对来说数量较多 、 种类较为庞杂 。 其从法国殖民末期开

始
，
到红色高棉时期 期间包括西哈努克的

“

人民社会同盟
”

和朗诺政府

的若干材料。 具体涉及领导人公开讲话 、 党的活动计划 、 会议议程、 组织

法令等
，
其中有不少是西哈努克本人的演说、 政治声明 、 访谈记录及其编

辑的刊物等。 总量约为 ４６ １ ８ 件 ，
同样可以通过数据库进行检索 。

８ ． 査尔斯 ？ 梅耶尔 （
ＣｈａｒｌｅｓＭｅｙｅｒ ） 档案

作为 ２０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西哈努克身边负责媒体和公共事务的助手和顾

问
，
从 １９４５ 年起即生活在越南和柬埔寨的法国人梅耶尔 曾在西哈努克的政

府中担任过
一些官方出版物的作者及编辑 。 在 １９７０年朗诺政变之后

，
他带

着
一批私人收藏的档案 、 报刊 、 书籍和照片离开柬埔寨 。 ２００６ 年 ， 梅耶尔

的家人将这些文献材料捐给了柬埔寨 国家档案馆 。 这批材料中包括数百份

当时的髙棉杂志 、 出版物以及大量照片
，
涵盖 ２０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柬埔寨的

历史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以及城乡发展 、 政府内部 日常政治等方面。

９ ． 报纸 、 照片 、 地图 、 电影材料

柬埔寨国家档案馆还保管了１９２ 类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份的报纸 。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１９５７ 年的报纸只有法语和髙棉语
，

１９５７ 年以后出现了汉语和越南

语。 地图方面总数为 ５８６ 幅
，
主要为 １ ８６３

—

１９５４ 年间殖民当局绘制 出版 ，

涉及柬埔寨各省地理形态 、
土地归属 、 政府及皇室建筑的设计图纸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 ， 受经费条件限制 ，
报纸 、 地图等纸质材料在国家档案馆保

管的情况不容乐观 ，
很多都亟待进行修补 。 相比较而言 ， 照片材料的保管

情况较好 。 目前柬埔寨国家档案馆收集了超过 １ 万张照片资料 ， 时间跨度从

１ ９ 世纪中期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大部分已经通过扫描进人数据库 ，
可供检

索 。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的照片中
，
包括西哈努克等同

中国 、 苏联 、 越南等国领导人会见 、 参加活动的场景
，
有一些相 当珍贵

，

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文宇资料遗失的缺憾 。

需要说明的是
，
目前柬埔寨 国家档案馆同美国 、 法国 、 日本等多个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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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政府和大学有着合作关系 ，
在外界的帮助下档案馆已 经初步建立了一

套法语数据库检索系统 ，
以上各类文件材料中有相当部分利用者可以通过

馆内相关设备进行检索 。 不过由 于经费和人员不足
，
目前国家档案馆并没

有能够将所有文字及图片资料的 目 录都输入计算机系统 ，
且无法提供完整

的纸质 目录 。 这要求利用者在具备法语阅读能力且掌握一定髙棉语的情况

下才能够较长时间留馆査阅 。

（二 ） 柬埔寨文献中心

作为柬埔寨一个非官方的文献收藏机构 ，
柬埔寨文献中心的规模虽然

比不上国家档案馆 ， 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小觑 ，
而其中 的

一个重要原因显然

是其国际化的背景 。 在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美国 国会通过
“

柬埔寨种族灭绝法案
”

（
Ｃａｍｂｏｄ ｉａｎＧｅｎｏｃ ｉｄｅ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ｃ ｔ

） 后
，
美国 国务院设立了柬埔寨种族灭绝调

査办公室 ，
负责调査红色髙棉时期发生的种种暴行 。 该办公室授权耶鲁大

学组织柬埔寨种族灭绝项 目 （
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ＣＧＰ
） ，
着力进

行相关档案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历史研究 。 而柬埔寨文献中心则是 ＣＧＰ 项 目

于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在金边设立的地区办公室
，
其负责人 ＹｏｕｋＣｈｈａｎｇ 本人即是

红色高棉种族屠杀的幸存者 。

柬埔寨文献中心承担两个主要任务 ：

一是负责对公众进行关于红色高

棉政权的历史教育 ；
二是为仍在进行当 中 的红色高棉罪行审判工作收集资

料 ， 提供证据 。 这决定了其性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机构 。 因此我

们可以看到
，
凡是涉及红色髙棉政权的文字 、 图片 、 影像资料都会汇聚于

此
，
内容十分庞杂 。 当然 ，

这种功能定位也是其在国际上争取支持的
一个

有利条件。

不过也正是凭借其国际背景和影响力
，
该 中心才得以能够从各方征集

到大量材料
，
即使是柬埔寨政府及国家档案馆

，
也都会积极配合其提 出的

档案文件的索要请求 。 目前
，
文献中心已经对趙过 １５５

，
０００余页文字档案及

超过 ６０００ 张图片进行了编 目整理 ， 但还有超过 ４０ 万页材料及大量其他类型

资料尚未得到处理 。 面对如此数量巨大但价值参差不齐的资料库 ， 需要研

究者有充分的准备和耐心去细细筛选 。 下面
，
针对柬埔寨文献中心最具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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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若干系列收藏稍做说明 。

广义上来说
，
柬埔寨文献 中心收集的核心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

类是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波尔布特政权时期形成的材料 ，
主要来 自 民柬政权时期

的干部及官员 ，
同时还包括柬共犯人的供认材料及民柬同外国交往的材料 。

另一类是 １９７９ 年民柬政府垮台后形成的文献材料 ， 主要包括民柬时期幸存

者的 申述记录以及各种保留下来的具体物证 。

关于前一类文献
，
主要是在越军和柬埔寨救国 民族团结阵线于 １ ９７９ 年

１ 月 攻占金边后由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相关部门发现并接管。 具体来说包括 ：

１ ． 柬共党内通信记录

包括民柬低级官员向上级的汇报
，
上级给下级的指示

， 对相关协助或

信息的请求等 。 这部分档案基本上为打印稿 ， 其中一些打印在官方信笺上 ，

大部分都是在白纸上直接打印 。 这些柬共党内通信
，
有时被称为

“

红色髙

棉电报
”

，
它们由越南专家于 １ ９７９ 年发现并被迅速送往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内务部 （现更名为柬埔寨内政部 ） 文献室严密保管 ， 后被移交给柬埔寨文

献中心 。

２ ． 供认材料记录

这是馆藏次之重要的民柬档案 。 这些供认报告通常包括犯人的供词以

及柬共审讯者的报告 ， 其中
一些出 自刑事法庭 。

一些特别的供认报告空 白

处留有柬共髙级官员 的批示 ，
上面最多的是红色髙棉安全部 门头 目 康克由

的记录 。 这类档案中大部分招供者来 自位于金边的 Ｓ
－

２ １ 监狱 。
这批材料于

１ ９７９ 年被发现和确认
，
柬共干部在撤离时将这些文件留在了Ｓ

－ ２１ 监狱办公

室 。 康克由后来在法庭上供认
，

他并没有被告知越军进攻如此迅速以至于

没有时间去销毁这些档案 。 而 １９８３ 年农谢见到他时也曾抱怨
，
柬共党内各

部门档案均遭焚毁 ， 唯独这部分档案被保留了下来 。 目前这批档案是保存

下来的档案证据中数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
一部分 。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官员

后来整理并将这批档案保存在 １９８０ 年成立的种族灭绝档案中心和博物馆 。

此外还有部分供认材料来 自 民柬安全部门
“

圣特波
”

（
Ｓａｎｔｅｂａｌ ） ，

它们是由

越南专家于 １９７９ 年在金边 ２４０号大街的一栋私人别墅中发现的 。 如同
“

红

色髙棉 电报
”一样 ， 它们被送往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内务部保管 ，

后被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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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文献中心 。

３ ． 委员会记录和报告

来 自 民柬政治 、 军事委员会的报告构成了波尔布特时期 的第三类档案

文献 。 这些记录来 自柬共中央委员会 、 常务委员会、 地区委员会以及
一些

军事部门的会议 。 此外柬共领导层发表的为数不多的公开声明也包括在内
，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 １ ９７６ 年年初柬共代表大会发布的一个宣言
，
其中 的记

录得以保存 。 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柬共集 团 内部特定人物的职权掌控情况以

及如何确立党的领导人的精神权威颇具价值。 部分委员会记录来 自
“

圣特

波
”

，
并涉及柬共军事部门的行动 。 其他一些记录则涉及柬共最髙决策机构

常务委员会的会议 。 常务委员会的部分记录保存在柬埔寨国家档案馆 ， 它

们是柬埔寨人民共和 国人民革命法庭在审讯工作结束后移交的 。 其余常务

委员会的记录保存在柬埔寨文献中心 。

４ ． 柬共人物简历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间形成的第四类档案包括柬共犯人以及柬共党内成员的

简历 。 柬共官员记录 了来 自 Ｓ
－

２ １ 监狱 以及其他拘禁机构的犯人的简历信

息
，
同时还记录了那些加入柬共的个人的情况 。 柬埔寨文献中心保存了上

千份附带照片的犯人简历 ，
以及超过 １９

，
７６３ 份柬共干部和士兵的简历 ， 其

中不少也附带照片 。 这些材料主要来 自监狱和
“

圣特波
”

档案系统。

５ ． 外事档案

外事档案提供了 民柬时期一些深入的隐藏证据 。 柬埔寨文献 中心 目前

藏有超过 １０００ 页由柬共官员同 中 国或越南官员共同签署的报告 。 这些档案

记录了 民柬政府同 中 国 、 越南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以及外 国向民柬提

供民用和军用物资的信息 。 这些保存在文献中心 的档案是柬埔寨 内政部通

过柬埔寨国家档案馆移交来的复制件 。

６ ． 宣传材料

民柬时期发行的主要三种刊物 《革命青年》 《革命旗帜》 《旗帜阵线》

的原件在柬埔寨文献中心都有保存。 这几种刊物是柬共在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９ 年间

以月刊形式针对官员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 。 其 中包括党的领导人的建议和

训诫
，
有关柬共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就的新闻

，
有时还有诗作 。 除了柬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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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期刊外
，
文献中心还存有大约 ９５ 部电影以及科教片 。 这些影像资料是

波尔布特政权在中国顾问指导下制作的 。 和党刊一样
，
这些电影的内容主

要是对柬共成员的指示以及广泛宣传政权取得的胜利 。 这些影像材料被发

现于民柬电影制片部 门 ， 后 由柬埔寨人民共和 国 （后为柬埔寨文化美术电

影部 ） 保存至 １９９８ 年
，
遂被送往法国进行修复 。 此外 ， 还有由东德 ＤＥＦＡ －

Ｓｔｕｄｉｏ 公司协助柬埔寨制作的六部电影 。 这几部电影显示了 民柬政权
一些残

酷的历史信息 ， 包括一些民柬广泛存在的犯罪行为的视听证据。

７ ． 曰 记与笔记

民柬时期还存在有大量其他档案材料 ， 比如 ５２０名柬共干部 、
士兵及其

他官员的个人笔记和 日 记 。 包括康克由 、

“

圣特波
”

头 目 、
Ｓ
－

２ １ 监狱主审

官员等在内 。 这些笔记和 日记的叙述往往长达数百页
，
记录了柬共政权下

的每 日经历
，
在一些情况下对大量的犯罪行为进行了记录 。 柬埔寨文献中

心从机构或私人手中收集了大部分此类手写笔记和 日记 。 它们大多 由 民柬

时期幸存者在返回其原先住所或工作场所时发现的 。

后一类材料大多形成于 １ ９７９ 年 １ 月 以后 ， 它们多由波尔布特时期幸存

下来的受害者及亲历者提供 。

８ ． 幸存者诉讼

在民柬政权瓦解之后
，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曾在各地组织收集受害者 、

目击者的检举控诉材料以及一些犯罪者的 自首坦 白材料 。 这些材料曾 帮助

发现了大量红色髙棉的秘密监狱 、 审讯中心和处决场所 。 柬埔寨人民共和

国相关部门 曾长期对其进行封存保管
，
直到 １９９７ 年由柬人民革命党领导人

谢辛移交文献中心 。 目前柬埔寨文献中心保存着总量 １ １ ６ 万余页相关材料中

的大部分。 此外 ，
幸存者诉讼的部分材料还来 自

一

些其他国际机构或人权

组织 ， 其中包括由越南政府提供的部分越裔居民 的
．

申述文件 。

９ ．１ ９为 年审判文件

即在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种族灭绝法庭文献 。
１ ９７９ 年金边革命法庭所进

行的针对红色高棉的审判活动的确 留下 了数量可观的材料 。 这其中包括各

种证词、 调査者的报告 、 审判过程的记录和罪行裁决等 。 这批档案于 １９ ９６

年被移交给文献中心保管 。 不过由 于这场审判的政治色彩浓郁
，
当年的法

３６９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十六辑

庭在未能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即宣告波尔布特一英萨利集团 的罪行 ，
因

此不少研究者对这批档案的可靠性抱有怀疑 。

１０ ． 采访记录

由一些学者 、 记者和文献中心的工作人员所整理的访谈记录构成了 另

一种类型的材料 。 这些调査采访活动大多数开始于 １９７９ 年以后
，
受访者除

了幸存下来的人之外 ， 还包括不少前红色髙棉的高级干部和官员 。 这些采

访活动 目前还在进行当 中
，
其所形成的文字材料既为审判工作提供了众多

有用的证据信息 ，
也保留下来

一批可贵的 口述史材料 。 不过
，
对这部分资

料的利用 ，
也需要研究者进行仔细考证比较 ， 从而确定其准确性和真实性 。

１ １ ． 绘图报告

由于红色高棉时期形成的秘密处决地点太多
，
因此为确定它们的具体

位置和信息
，
除了收集相关证词和记录进行实地考察外 ，

还需要通过全球

定位系统 、 法医鉴定等科技辅助手段 。 目前 ， 该项工作已经测绘和鉴定了

柬埔寨境内超过 １９４４０ 处集体墓穴和 １ ６７ 所监狱以及大量受害者遗骨 。 由此

形成的报告文献除了用于审判工作外 ，
也被不少学者用作研究红色髙棉时

期的反人类罪行 。

以上即为柬埔寨文献中心馆藏文献的核心 内容 ， 其中绝大部分为髙棉

文材料 。 而中心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来其他的英语、 法语、 越南语的文献档

案同样不少并且其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
，
文献 中

心对档案材料的编 目处理速度完全赶不上其材料收集 的速度
，
尽管 目前 中

心已经建立了一个包含 ８ 万余条 目录的数据库 ， 但也仅是一个比较初级的关

键词检索系统 ，
利用者往往很难査阅到所需档案的详细信息 。 而且 ，

根据

笔者使用的经验
，
其中还有不少的错误和疏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调卷 。 在

这种情况下 ， 前往柬埔寨文献中 心的研究者最好事先有所准备
，
可 以先利

用其数据库进行初步筛选 ，
以便有的放矢地申请査阅 自 己最需要的 内容 。

（三 ） 需要重点关注的紂料

对于冷战国际史及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者来说
，
柬埔寨档案文献存在的

最大问题就是其严重缺失或损毁的事实 。 这对于研究冷战时期柬埔寨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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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及外交活动而言无疑是非常不利的条件 。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的研究工

作无法再开展下去 。 在上面介绍 的各类档案文献 中
，
有若干相对集中 的系

列有着较髙的利用价值
，
完全值得进行充分发掘 。

首先 ， 作为民主柬埔寨政权唯一较为完整保存下来 的部门档案 ，
其贸

易部档案表现得尤为珍贵 。
特别是其中涉及大量同中 国 、 朝鲜等社会主义

国家进行贸易谈判 的记录
，
以及中国向 民柬输送物资 、 军事装备的信息 ，

这对于了解这
一时期中国对民柬的援助政策及两党关系非常关键 。

其次 ， 柬共各委员会的报吿记录及其党刊 。 长期 以来 ， 学术界对于柬

埔寨共产党内部政治结构变化以及其推行的各项经济 、 思想 、 教育等方面

政策始终缺乏实证性研究 。 而这批材料无疑提供了
一个非常直观的观察

视角 。

再次
，
就是对相关人员的 口述采访史料的收集 。

一方面这是对文字材

料不足的补充 ， 另一方面 目 前柬埔寨的确有这个条件可以接触到一些前红

色髙棉的髙级干部和官员
，
并且他们通常也愿意接受研究者的采访。 研究

者可 以通过柬埔寨文献中 心同相关人员会面 ，
因此只要安排妥当

，
完全可

以寻找到一些原先参与过外交或党 内对外联络工作 的柬共成员进行采访 ，

进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

最后
，
根据来 自柬埔寨国家档案馆的消息

，
他们正在力促柬埔寨人民

共和国时期 （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
档案文献的解密与整理 ，

未来若干年间会逐步

对外开放 。 这对于我们补充了解红色髙棉 ，
研究越柬关系以及 中 国同印支

国家关系无疑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

五 、 泰国档案

国际政治的结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形成了新

的国际形势 。 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担心亚洲和欧洲地区受到共产主义的威

胁和影响 ，
导致国际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
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两大阵营随

之形成 。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之间 的政

治对抗 ，

一般被称为
“

冷战
”

。
共产党在中国上台执政 ， 弓 丨起了美国对亚洲

３ ７ １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十六辑

的焦虑 。 美国认为 ， 在中苏两国的支持下
，
共产主义运动将很快扩大到越

南 、 老挝和马来亚等国家 。 为了抵抗共产主义渗透而孤立中 国 ，
美国政府

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建立联盟 。 此时泰国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 ，
故其当时

未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

二战后 ， 泰国民主革命发起人比里 ． 帕依荣 （
ＰｒｉｄｉＢ ａｎｏｍｙｏｎｇ） 出任泰

国总理 。
１９４７ 年 １ １ 月 ８ 日泰国发生军事政变

，
比里逃到新加坡

，
随后避难

中 国 。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６ 日
，
蛮披汶 ． 颂堪 （ Ｐｌａｅｋ Ｐｈ ｉｂｕｎｓｏｎｇｋｈｒａ

ｍ
） 出任泰国

总理 。 冷战在亚洲爆发后 ， 泰国倒向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
，
其不仅为美国

提供了军事基地 ，
还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

同时也获得了美国

方面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 。 此后
，
泰国国防部长兼陆军总司令沙立 ？ 他

那叻 （ Ｓａｒｉｔ Ｔｈａｎａｍｔ
） 于 １９５７ 年和 １９５８ 年发动两次政变 ，

总揽国家军政大

权 。
１ ９５８ 年沙立出任泰国总理后

，
奉行亲美国的外交政策 ，

泰国成为美 国

在东南亚抵抗共产主义影响的重要力量 。 自泰国 １９６ １ 年起实施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以来
，
美国在此计划 中发挥非 常重要的作用 。 除了军事和国家安

全以外
，

美国还以金援的方式给予泰国的经济发展大力的协助 。

直到 １９７２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
中美关系发生重大改变 。 当 １９７３ 年

“

１０ ．１４ 民主运动
”

事件之后 ， 泰国社会逐渐开放 ， 情形与之前相比已 大不

相同 。 另外 ，
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

，
致使泰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有所转变 ，

并

于 １９７５ 年 ７ 月 １ 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 但是在意识形态冲突的政治局面

下
，

１ ９７６ 年泰国法政大学 （Ｔｈ ａｍｍａｓ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 发生
“

１０ ． ６

”

大学屠杀

事件 （ 即学生运动遭遇血腥镇压 ） ， 泰国政府暴力压制共产主义 ， 泰国军方

随后以社会混乱为由夺取了政权。 学生只好逃入丛林之中加入泰国共产党

的武装抗争运动 。
１９８０ 年泰国总理府颁布第 ６６／２５２３ 号令

，
说服泰共成员

离开游击战
，
导致泰共垮台

，
结束了泰国长期 的冷战局面 。

在这样的冷战背景下 ，
泰国收藏了大量冷战资料 。 相关的馆藏机构如下 ：

（

—

） 国家結寨馆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 ｉｖｅ ）

地点 ： 曼谷都喜 （
Ｄｕ ｓｉｔ ） 区萨蒙 （

Ｓａｍｓｅｎ） 路 ，
１０３００ 。

收藏、 保存各种文献资料并提供对外服务 ， 比如官方档案 、 私人档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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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书籍 、 照片等
，
既有原件

，
也有微缩胶卷 。

官方档案按照普通分类法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 第
一部分

，
佛历 ２４７５ 年

（公元 １９３２ 年 ） 之前的档案
，
按照朝代划分

，
再按政府部委各板块建立主

题标引
；
第二部分 ，

佛历 ２４７５ 年 （公元 １ ９３２ 年 ） 之后的档案
，
直接按政

府部委各板块建立主题标引 。 无论如何 ，
以佛历 ２４７５ 年前后作为分档的标

准也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 所以
，

我们经常可 以在部分政府单位的档案统

计表中发现时间断裂的问题 。

尽管官方档案在佛历 ２４７５ 年之后是按照各部委为主题归档 ， 但在同
一

机构条目下
，
其也对档案进行了 细分 ，

设立不同的子 目 录
，
比如总理府档

案就分别编为 ｓｏｒ ｒｏｒ 、 （ １ ） ｓｏｒ ｒｏｒ、 （ ２）ｓｏｒ ｒｏｒ
、 （ ３ ）ｓｏｒ ｒｏｒ

。 这是按照档案

所属机构向国家档案馆移交挡案的先后顺序分别编号存档
，
即编号 ８〇ｒｒｏｒ 开

头的档案 ， 就是总理府向 国家档案馆移交的第一批档案
，
之后是 （ １ ）ｓｏｒ

ｒｏｒ
、 （

２
）ｓｏｒ ｒｏｒ 、 （

３
）ｓｏｒ ｒｏｒ依次排列 。 由于同一个单位可能是分多批次向

国家档案馆移交档案 ，
所以就出 现同一个问题的档案

，
可能会以不 同的标

题或者副标题出现在不同的文献 目录中的现象 。

目前 ， 国家档案馆现有文字档案 １０
，
２８５ 英尺、 微缩胶卷 ９７３１ 卷 、 光盘

７３４ 张
，
合订本、 官方出版物 、 稀有书籍等 ４４

，
０２４ 本

，
会议文件 、 备忘录 、

大事记 １ ８６７ 宗
，
新闻 ６７７

，
４４３ 条 。 由于国家档案馆尚未开通网上检索服务

，

因此到国家档案馆检索资料
，
要根据档案时间点全面核査政府各部委的文

献 目 录
，
将分散在各个单位板块下的相关档案汇集在一起 。 涉及冷战的档

案 ， 分散在下列子 目 录中 ：

ｓｏｒｒｏｒ．

ｍｏｒｔｏｒ．

ｋｏｒ ｔｏｒ．

ｐｈｏｒｎｏｒ ．

ｓｏｒｔｏｒ ．

ｂｏｒ
ｇｏｒｓｏｒｓｏｒ ．

ｓｏｒｂｏｒ．

总理府ＴｈｅＰｒｉｍｅ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ｓＯｆｆｉｃｅ

内政部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外交部Ｍ ｉ
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ｉ 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商务部Ｍ 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教育部Ｍ ｉｎｉ ｓｔｒｙ
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泰国联合部队指挥部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Ｈｅａｄ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私人档案Ｐｅｒｓｏｎａ ｌＡｃｃｏｕｎ ｔｓ

１ ． 总理府档案

总理府成立于佛历 ２４７５ 年 （公元 １９３２ 年 ） 泰国民主革命之后
，
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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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中央政府非常重要 的核心部门 。 总理府的负责人为内 阁秘书处 （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ｏｆ ｔｈｅＣａｂｉｎｅｔ ） ，
主要任务是协助首相和副首相工作

，

协调 内阁各

部的政策和事务 。 涉及冷战的总理府档案大多为组 （ ２ ）ｓｏｔｒｏｒ 和 （ ３ ）Ｓ〇ｒ

ｒｏｒ
，
如外交事务 、 有关共产主义的动态 、 华侨 、 前往中 国的泰 国公民等方

面的文件 。

总理府编号为组 （
２

）ｓｏｒ ｒｏｒ
．
０２０ １

．
８６ 的档案收集了有关中 国 的文件 。

例如 ：

（
２

）ｓｏｒｒｏｒ ．０２０ １ ．８６／７５泰国驻华大使 （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７
）

（
２
）ｓｏｒｒｏｒ ．０２０ １ ．８６／７７１ ９４６ 年泰国代表团访问 中国

（ ２ ）ｓｏｒｒｏｒ．０２０ １ ．８６／７８驻南京外交官的报告 （ １９４７
—

１９４９ ）

这一部分档案表明
，
泰国政府从中 国 内战开始就已知晓并观察国共纷

争
，
这对其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

总理府编号为组 （ ３ ）Ｓ〇ｒ ｒ〇ｒ 的档案收集了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文件
，

例如 ：

（ ３ ） ｓｏｒ ｒｏｒ ．０２０ １ ．１／２１９５５ 年泰国与共产党中 国的宪法比较

（ ３ ）ｓｏｒｒｏｒ．０２０ １ ．６／２３中国南方盗贼镇压报告 ： 关于中国强盗

（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６
）

（
３

）ｓｏｒｒｏｒ ．０２０ １ ．７／２４红色中国干预印度支那战争 （ １ ９５０
—

１９５４ ）

（ ３ ）ｓｏｒｒｏｒ．０２０ １ ．７／６３红色中国干预缅甸 （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５ ）

（ ３ ）ｓｏｒｒｏｒ ． ０２０ １ ． ７／８３有关红色中国的新闻 （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５ ）

（
３

）ｓｏｒｒｏｒ． ０２０ １ ． ７／ １ １５ 美国飞行员被中 国共产党拘留 （
１９５４
—

１９５５
）

（
３

）ｓｏｒｒｏｒ． ０２０１ ． ７／２ １９ 美国与 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这一组档案说明泰国政府对人民革命 、 共产主义 、 边界问题等国际现

象的态度及考量 。

２ ． 内政部档案

内政部是泰国管理国 内重要政务的机关 ， 负责地方行政 、 公共行政 、

内部安全、 公民身份 、 灾害管理、 道路安全、 土地管理和公共工程等事务 。

以内政部次长办公室编号为组 （ １ ）ｍ ｏｒｔａｒ ．３ ． １ 的档案为例 ：

组 （ １ ）ｍｏｒｔａｒ
．
３

．
１ 条 目下的文献来 自 内政部次长办公室 、 情报与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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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次长办公室负责收集内政部与各部委 、 内政部与其派驻地区或府 （ 省 ）

一级分支机构之间流转的资料 、 报告 、 信息及指令等 。 情报与外事司负责

情报信息收集工作
，
同时负责对外协调工作 ， 跟踪 、 了解边境地区或境外

任何有可能对泰国造成危害 的行为或活动 ， 承办 内政部 日 常 的外事工作
，

并管理移民 。

本条 目下的文献共有 ５ 本
，
覆盖佛历 ２４８０

—

２５ １９ 年 （公元 １９３７
—

１９７６

年 ） 这一段历史时期 。 按照内容可分为 ５ 类
： （

１
） 同泰国边境地区事务相

关的文献 ； （
２

）
—般外事文献

； （
３

） 信息分析文献 ； （ ４ ） 移民事务文献 ；

（
５ ） 情报与外事司留存的内政部历史文献 。

在这一部分档案中 ，
有关冷战时期泰国与各国关系的文献主要是 目标

动向报告及指令性文件
，
包括泰北边境地区华人的活动动 向 、 边境地区国

民党残军、 中国共产党军队及地方民族武装力量的活动动向 。

在此条 目下设有
“

共产党活动
”

子 目 录
，
收藏了泰国政府密切关注与

中方有往来的泰国共产党的种种活动与动向 ，
以及被视为共产党支持者的

泰国东北部华人群体的动向报告 。 与此同时 ， 也收藏了关于清剿及防范共

产党威胁的会谈报告 、 设在老挝的泰国流亡者协会的活动报告等历史文献 。

在
“

东南亚条约组织
”

子 目录下 ，
收藏了关于防御共产主义研究中心

的成立报告 、 东南亚条约成员 国关于冷战期间共同防御共产党的意见交换

报告 ，
以及泰国驻台湾 、 香港等地的人员发回的关于共产党动 向的报告或

新闻报道 。 此外 ，
关于共产党的文献中还包括了泰国政府对共产党宣传攻

势的分析
，
以及政府对阻止来 自共产党地区的电影 、 印刷 品等商品入境的

考虑
，
等等 。

３ ． 泰国联合部队指挥部档案

泰国联合部队指挥部原来是临时单位 ，
只有两次得以发挥作用 ：

一次

是在 １９４０ 年的法泰战争中
，

另一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 区 ）

中 。 在这两次战争期间 ，
泰国联合部队指挥部由泰国总理銮拨汶指挥 。

１ ９５７

年沙立元帅担任最髙指挥官 。 当 １ ９５９ 年沙立元帅成为泰国总理时 ，
指挥部

随后在 １９６３ 年放弃了最高司令部总部的指挥权 。 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联合

部队指挥部在国防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 这
一

部分档案中 ，
收集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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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关于朝鲜战争的文献 。 因涉及敏感的内容 ，
这一档案只能在馆阅读 ， 不

许复印 。

（
二

） 泰国信息中心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 ｏｎＣ ｅｎｔｅｒ
，ＴＩＣ ）

地点 ： 曼谷巴吞旺 （
Ｐｈａｔｕｍｗａｎ

）
区帕雅泰 （

Ｐｈａｙａｔｈａｉ
） 路朱拉隆功大

学 （
Ｃｈｕｌａｌｏｎｇｋｏｍ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 学术资料办公室六楼 ，

１０３３０ 。

泰国信息 中 心 的成 立
，
源 自 泰国最高 统帅部军事研究与发展中 心

（ ＭＤＲＣ ） 、 泰国研究与发展所 （ ＲＤＣ
－

Ｔ
） 与美国 国防部髙级研究计划署

（
ＡＲＰＡ ） 的合作 。 当时的泰国信息 中心是由 巴特尔纪念研究所哥伦布实验

室 （
ＴｈｅＢ ａｔｔｅｉｌｅ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ｌｕｍｂｕｓ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 根据佛历２５ １ １年

（公元 １９６８ 年 ） 与美国国防部髙级研究计划署签订的协议而负责管理与运

营 。 可以说
，
这是一个了解和研究泰国 的资料宝库 ， 其主要侧重于行为科

学 、 社会科学及其他相关学科 ， 使用者包括 ＭＤＲＣ 、 ＲＤＣ －Ｔ 的研究人员
，
泰

国及美国的政府人员 ， 独立研究的学者或各个机构 中涉及 国家安全与发展

领域的工作人员 。

佛历 ２５ １４ 年 （公元 １ ９７ １ 年 ） ， 美国计划取消国防部髙级研究计划署
，

而其下属机构泰国信息 中心 自然也面临关门 的危机 。 为了保留住泰国信息

中心 已有的 ２０
，
０００ 多份 （套 ） 珍贵文献

，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提出 了 由其接

手该中心的 申请
，
并很快就获得美方的同意 。 佛历 ２５ １４ 年 （公元 １９７ １ 年 ）

１２ 月 ３０ 日
， 泰国信息中心正式由美方移交给朱拉隆功大学 ，

并于佛历 ２５ １５

年 （公元 １９７５ 年 ）
３ 月 ２６ 日正式对外开放 ，

地点最初位于政治学院 ３ 号楼

的一层 。 之后
，
佛历 ２５２５年 （公元 １ ９８２ 年 ） ４ 月 １ 日

， 泰国信息中心搬迁

至帕雅泰路朱拉隆功大学校长办公楼后面的玛哈提勒拉査努宋大楼
，
同年 ６

月 １４ 日 恢复对外服务 。

泰国信息中心除了 可提供文书档案査阅之外
，
还提供数码档案服务 ，

感兴趣者可以登录网址ｈｔｔｐ ：／／ｅ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 ．
ｃａｒ

．
ｃｈｕｌａ ．

ａｃ
．
ｔｈ／ｃｈｕｌａｅｂｏｏｋｓ／ｓｅａｒｃｈ ，

ｎｓ
ｐ ，
然后点击页面左边的

“

泰国信心中心 （
ＴＩＣ

）
”

栏 目 。 进人之后 ，
读

者就可以点击阅读 自 己想看的文献了 （部分文献必须到泰国信心中心才能

看到全文 ） 。 该网站上公开的文献是美国从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制作的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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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有 ２５０ 项 。 例如
，

一份题为
“

共产党中 国 的权力推动
”

的文件讨论了 中

国大陆对亚洲 国家 ， 特别是对印度尼西亚 、 印度 、 泰国 、 缅甸 、 尼泊 尔 、

老樹和华侨的繆响和压力 。 此外
，
还包括了关于共产党支持非洲冲突的报

道
，
以及对毛泽东的战略分析 。 再如

，
另外一份题为

“

共产党战略中的非

常规战争
”

的文件讨论了从共产主义理论和夺权实践 中得出 的初步知识 。

以及全面的共产主义世界战略在处理 内战和非常规战争中 的基本作用 ， 提

出共产党多年来在各种条件下进行此类行动的策略 。

（
三 ） 法政大学比里 ■ 帕依第图书馆 （

Ｐｒｉｄ ｉＢａｎｏｍｙｏ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地 点 ：
曼 谷 市 蒂萨 迈 （ Ｐ ｈｒａＮａｋｈｏｎ） 区 Ｐｈｒａｃｈａｎ 路法 政 大 学

（ 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ＴｈａＰｈｒａｃｈａｎＣｅｎｔｅｒ） ，１０２００ 。

前泰国总理比里 ？ 帕侬荣是泰国 民主革命的发起人之一 ，
也是泰国法

政大学的创始人 。 该图书馆原为泰国法政大学的主图书馆 ， 如今是该大学

图书馆的一个分馆 。 比里 ？ 帕侬荣图书馆于佛历 ２４７７ 年 （ 公元 １９３４ 年 ）

伴随着法政大学的成立而建立 ，
最早叫作教材与图书室

，
隶属于管理部 。

佛历 ２５０ １ 年 （公元 １ ９５８ 年 ） 改由教育服务部管辖 。 佛历 ２５ ０４ 年 （ 公元

１９６ １ 年 ） 划归校长办公室直铸管理 ， 并于佛历 ２５４ １ 年 （公元 １９９８ 年 ） 改

名为比里 ？ 帕侬荣图书馆 ，
以此纪念该校的创始人比里 ？ 帕侬荣先生 ， 同

时办公地点从综合楼 ２ 号楼搬迁至图书馆大楼的地下馆藏厅
，
迄今未变 。

比里 ？ 帕侬荣图 书馆收藏了佛历 ２５００ 年至 ２５ ５３ 年 （公元 １９５７ 年至

２０ １０ 年 ） 期间在泰国出版的泰文和英文版报纸 。
显然

，
其中相当大

一部分

与冷战有关 。 该馆收藏的英文版报纸有 《曼谷邮报》 公元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３ 年 ） 、 《 国家报 》 （ ｍｅＴＶａｔｉｏｎ
，
公元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７ 年 ） 、 《海峡时

报》 （ Ｔ７ｉｅ Ｓｔ７＾ ７Ｙｍ＾
，
公元 １ ９７２ 年 ） 。 此外 ，

该馆还保留 了泰国冷战时代

的很多禁书
，
比如左派著作 、 共产党国家作品的泰文译本 。

（
四 ） 法政大学 １０案馆 （

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Ａｒｃｈｉｖｅ ）

地点 ：
曼谷蒂萨迈区 Ｐｈｒａｃｈａｎ 路法政大学 （ Ｔｈａｍｍａｓａ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

Ｔ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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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ｒａｃｈａｎＣｅｎｔｅｒ
） ，

１０２００
。

法政大学档案馆成立于佛历 ２５ ３１ 年 （公元 １９ ８８ 年 ） ，
源 自于该校文学

院前教师通猜 ？ 维尼扎谷博士向学校提议设立法政大学博物馆 ， 该提案获

得了时任校长的同意 。 之后 ，
该方案几经修改 ， 演变成校史与档案馆计划 ，

并于佛历 ２５３４ 年 （ 公元 １９９ １ 年 ） 获得法政大学理事会的通过。

法政大学档案馆收藏了与大学发展历史相关的各种文献 、 实物 。
其中

，

同冷战问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是关于比里 ＊ 帕侬荣个人的历史资料以及与泰

国大学生运动特别是
“

１０
．

１４ 民主运动
”

、

“

１ ０
．

６ 大屠杀事件
”

相关的资

料 。 另外 ， 该馆还收藏了关于泰国共产党的资料 ，
比如刊物和宣传报 。

六、 缅甸档案

近年来 ， 处于冷战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 日 益受到国 内外冷战史学界的

关注和重视 。 其中 ，
作为奉行中立主义的东南亚国家 、 科伦坡计划主要受

援国之一的缅甸获得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青睐 。 毋庸置疑 ，
对冷战时期緬甸

外交的研究离不开
一手档案史料的支撑 ， 而缅甸国家档案馆 （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ｅｐａ
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ｙａｎｍａｒ

，ＮＡＤ） 和缩甸外交部档案馆馆藏的相关档

案最为丰富 。

？ 鉴于缅甸外交部档案馆査档程序复杂且开放程度较低
，
本文

仅介绍緬甸 国家档案馆相关档案的馆藏情况 。

（

＿

） 緬甸国家档寨棺的基市情况

緬甸 国家档案馆是缅甸最重要的档案收藏和保管机构 ， 位于仰光达贡

镇区
，
毗邻印度尼西亚共和 国驻缅甸联邦大使馆 。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缅

①此外 ， 额华慈善会 、 缅甸华商商会 、 仰光云南会馆 、 緬甸福建同乡 总会 、 缅甸广东工商总

会 、 缅华图书馆等仰光侨团 中保存有大量关于冷战时期缅甸华人华侨的档案史料 。 但据笔者的调研

经历
，

只有緬华图书馆
一处可以査阅 。 不过

，
令人欣慰的是

，
该馆馆藏的緬甸华人华侨史料相当丰亩 。

② 该档案馆的具体地址 ：
１ １４Ｐ

ｙ
ｉ
ｄ ａｕｎ

ｇ
ｓｕ
Ｙｅｉ

ｋｔｈａＲｏ ａｄ ，
Ｄ ａ

ｇ
ｏｎＴｏｗｎｓｈｉ

ｐ ，

Ｙａｎ
ｇ
ｏ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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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国家档案馆成立
，
当时人员主要从其他部 门借入

，
仅 ３４ 人 。

① 次年
，
该

馆升级为三级政府部门 ，
人员数量增至 １ １４人 。

１９８２ 年 ，
为改进和提髙缅

甸国家档案馆的服务水平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緬甸政府签署了

一项名为
“

加强国家档案馆
”

（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 ｖｅｓ
） 的文件 。

？
此后 ，

该档案馆的电子化、 国际化水平以及规模等都有很大提髙 。 １９９０ 年
，
该馆

升级为二级政府部门 ，
由 国家计划与经济开发部 （

ＴｈｅＭ
ｉ
ｎ ｉｓｔｒ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 ｌａｎｎ 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领导
，
其官 员 和 馆 员 数量猛增 至

２２９人 。

③

缅甸国家档案馆保存着 自 １８２４ 年以来的緬甸档案 。 这些档案分为绝密

级档案 、 机密级档案 、 秘密级档案 、 限制级档案四种 。

④ 根据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躯甸 国家法律和秩序整肃委员会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ａｎｄ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 ｌ ） 颁布的 《 国家档案法》 （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ａｗ ） 第

四部分第九款规定 ， 緬甸档案的安全等级和保密期限如下 ：
１ ． 绝密级档案

无限期保密 ；
２ ． 机密级档案保密期 ５０ 年 ；

３ ． 秘密级档案保密期 ３０ 年
；

①其中 ，
有 １ 名 官员 和 １７ 名 员 工来 自 中缅贸 易合作协议执行处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

ｙ
ａ ｎｒａ ａｒ Ｔｒｅｄｅ

Ｃｏｏ
ｐ
ｅｒａｔ ｉｏｎＡ

ｇ
ｒｅｅｍｅｎｔＢｏａｒｄ ） ， １ 名官员和 ７ 名员工来 自计划部 （ Ｐｌ ａｎｎｉ ｎ

ｇ
Ｄ 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

） ，３ 名员工来 自

人民行政部 （ Ｐｅｏｐ
ｌｅ

’

８Ａｄｍｉ ｎｉｓｔｒａｔｉ ｏｎ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

） ，

１名 员工来 自 内务部 （
Ｍ

ｉｎｉ ｓｔｒ
ｙ

ｏｆＨ ｏｍｅＡｆｆａ ｉｒｓ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

） 
〇０Ｍ 

Ｋｈ ｉｎＭｏｅ ＭｏｅＨｌａｉｎ
ｇ ，
Ｈｉｓｔｏｒ

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
ｌ
Ａｒｃｈ ｉｖｅ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１９７２

－

２００６
）  ，
Ｐｈ． Ｄ ．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 ｉｏｎ
，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

ｙ 
ｏｆＹａｎ

ｇ
ｏｎ

，２
０ １ １

，ｐ
．
１０

〇

②Ｋ ．０．
Ｍ ａｓｄａｌ ｅｎ

，
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Ｍ

ｙ
ａｎｍａｒ

，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 ｉｅｎｔ ｉｆｉｃ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
ｇ
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１
，ｐ． １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Ａｒｃｈ ｉｖｅｓＤ 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Ｍ

ｙ
ａｎｍａ ｒ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Ｅｌｅ ｃｔｒｏｎｉｃ Ｒｅｃｏｒｄ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
Ｉ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
ｓａｒｂｉｃａ

．
ｏｒｇ ．

ｍ
ｙ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ｐｈｉｌ ｉ

ｐ
ｉｎｅ

＿
ｎｏ

ｔ
ｅ／Ｃｏｕｎｔ ｉ

ｙ＿

Ｒｅ
ｐ
ｏｒｔ
＿

ｏｆ
＿

ＳＡＲＢＩＣＡ
＿

Ｍｅｒａｂｅｉ９／Ｍｙａｎｉｎａｒ ．

ｐ
ｄｆ

，
访问时 间

；

２０１ 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缅甸 国家档案馆 内网 网

站主页 ，
ｈｔｔ

ｐ ：／／ｗｗｗ．
ｎａｉ ８． ｃｏｍ．

ｍｍ／Ｃａｔ ｅ
ｇ
ｏｒ
ｙ
Ｖｉｅｗ，

 ａｓ
ｐ
ｘ？ＭｅｎｕＴ

ｙｐ
ｅＩＤ 

＝
４＆Ｌａｎ

ｇ
ｕａ

ｇ
ｅ ＩＤ ：２＆ＭｅｎｕＩＤ 

＝

２４
，
访问 时间 ：

２０１ ５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 特别说明 ： 该网页为档案馆内网
，

不支持互联网登录 。

③Ｎａ ｔｉｏｎ ａ
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

ｙ
ａｎｍ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Ｅｌ ｅｃｔ ｒｏｎｉ ｃＲｅｃｏｒｄ ｓ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ｐ． １
，

ｈ
ｔ ｔ
ｐ ：／／ｗｗｗ． ｓａ ｒｂ ｉｃａ ， ｏ ｒ

ｇ
．ｍ

ｙ
／ｄｏｗｎｌ ｏａｄ／

ｐ
ｈｉｌ ｉ

ｐ
ｉｎｅ

＿
ｎｏｔｅ／Ｃｏｕｎｔｒ

ｙ＿
Ｒｅ

ｐ
ｏｉ ｔ

＿

ｏ ｆ
＿

ＳＡＲＢＩＣＡ
＿

Ｍｅｒａｂｅｒｓ／Ｍ
ｙ
ａｎｍａｒ，

ｐ
ｄｆ

，
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６
年 

５
月１０ 日

；

ＫｈｉｎＭｏｅＭｏｅＨｌａｉ ｎ
ｇ ，

历 ｙＶｏｉｉｏｎｏＭｒｃ ｕ^ｅｓ ｊＤｅ
／
ｗｒｔｍｅｎｉ

（
７９７２

－

２００６ ） ，ｐｐ
．７８

－

７９ ．

④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Ｌａｗ ａｎｄＯｒｄｅｒＲｅ ｓｔｏ ｒａ 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ｉｌ
，


“

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 ｒｄ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ａｗ
，

”

１３ ｔｈ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 ｒ
，
１９９０

，ｐ
．７ ．

３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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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限制级档案保密期 ２５ 年。

①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

， 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

会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 ｅａ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ｕｎｃｉｌ ） 又颁布了该法的修正案 。 目

前 ， 緬甸 国家档案馆中档案的开放年限已 到 １９７４ 年 。 因而 ，
从原则上讲

，

査档者可以査阅 １ ８３５ 年到 １９７４ 年间 的相关档案 。 但是 ，
据笔者的査档经

验
， 该档案馆里的档案开放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
开放年限 内有些密级比较

髙的档案 目前还不提供査阅 。

初次前往緬甸国家档案馆査阅档案需要办理读者证 。 而读者证的办理

需要出具由本人所在单位和缅甸专家所开的介绍信
，
并当场书写一份 申请

査档的信函 、 填写两份申请査档的英文表格 （ 包括申请者的姓名 、 职业 、

住址 、 学历、 打算研究的主题等内容 ）
，
同时交纳 ３０ 美金 （也可 以缅元折

算 ） 和
一张 １ 英寸照片 。 读者证的有效期为 １ 年 。 在该怔件有效期内 ， 査档

者每次只需在门卫处进行简单登记
，
便可进入阅览室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ｏｏｍ

） 査

阅档案 。
需要注意的是

，
该阅览室有着装要求 ：

上身衣物不露肩 、 下身服

装不露膝
，
赤脚入室 。 不符合上述要求者 ，

不得进人 。 另外
，
阅览室的开

放时间为周
一至周五上午 １０ 时至下午 ４时

，

周末与法定节假 日不开放 。

额甸 国家档案馆的阅览室里 已实现了档案 目录的 电子化査询 。 阅览室

里的工作人员会为査档者打开该馆的档案査询系统 ，
该査询系统可 以按关

键词进行检索 ，
有英文和緬文两种检索系统 。

一般情况下
，
以英文关键词

在英文检索系统中检索出 来的是英文档案 ，
以缅文关键词在缅文检索系统

中检索出来的是缅文档案。 但根据笔者的査档经验 ， 即便是在缅文检索系

统中输入英文关键词进行检索 ， 也会有所收获
，
反之亦然 。 此外 ，

笔者建

议在档案检索的过程中坚持以下三个
“

原则
”

：

１ ．
“

错误化
”

。 这里的
“

错误化
”

指的是将错就错 。 由于该馆工作人员

在输 入文 件 名 时 有 一 些 错误
，
比 如 会将

“

Ｋｕｏｍ ｉｎｔａｎｇ

”

输 成
“

Ｋｕｏ

Ｍ ｉｎｔａｎｙ

”

，
将

“

Ｂ ｅｌｇｒａｄｅ
”

输成
“

Ｂｅｏｇｒａｄ
”

等 。 那么 当你发现这些错误时
，

你就需要再以
“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ｙ

”“

Ｂｅｏｇｒａｄ
”

为关键词进行重新检索 ，
有时会

①ＴｈｅＳｔａ ｔｅＬａｗａｎ ｄＯｒｄｅｒＲｅ 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ｃ ｉ ｌ
，


“

Ｎ 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ｏ ｒｄｓａｎｄ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Ｌａｗ
，

”

 １３ ｔｈ

Ｓｅ
ｐ

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０

，ｐ
．７ ．

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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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条以
“

Ｋｕｏｍｉｎｔａｎｇ

”“

Ｂｅｌ ｇｒａｄｅ
”

为关键词检索不到的有用记录 ；

２ ． 最简化 。 即用关键词进行检索时
，
当几个检索词 的写法类似 ，

如
“

Ｊ
ａｐａｎ

”

与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

“

Ｔｉｂｅｔ

”

与
“

Ｔｉｂｅｔａｎｓ

”

等 ，
只需输入

“

Ｊａｐａｎ
”

“

Ｔｉｂｅｔ

”

进行检索即可 。 因为
“

Ｊａｐａｎ
”

与
“

Ｊ
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Ｔｉｂｅｔ
”

与
“

Ｔｉｂｅ ｔａｎｓ
”

的检索结果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

３ ． 单页化和重复化 。 这是由于緬甸 国家档案馆电子检索系统的设计不

科学所致 。 检索时 ，
每页只能显示 １０ 条检索记录 。 若检索结果大于 １０ 条 ，

翻页时就会出现两页 中有重复的现象 ，
也就意味着有些检索结果显示不 出

来 。 为此 ， 要努力争取检索结果小于 １ ０ 条
，
实现单页显示 。 这在

一定程度

上可 以通过逐年检索实现 。 当然有时
一

年的检索结果就有歡十条 ，
为了能

够获得每
一条档案记录 ， 就需要多次刷新页面

，
重复检索 。

需要说明的是
，
无论是通过英文还是缅文检索系统检索出 的结果都会

呈现出档案的 获取号 （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

） 、 文件号 （ ＦｉｌｅＮｕｍｂｅｒ ） 、 文件

名 、 馆藏地 （ Ｆｉ ｌ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
起止时间等相关信息 。 査档者应将需要査阅档

案的获取号 、 文件号和馆藏地记录下来 ，
然后向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提交

调档 申请 ， 原则上每次可以提交 １０ 条 。

① 但据笔者的査档经验
，
实际提交

条 目并不需局限于此 。 但考虑到工作人员 的服务意愿以及能够最大化地搜

集到 自 己所需的档案 ，
每次以提交 ２０ 条为宜

。
工作人员先把调档申请提交

馆长审核
，
随后将馆长审核通过的档案调来供査档者利用 。 査档者可以手

工抄录档案
， 但不允许 电脑打字或者拍照 。 当然 ， 该档案馆也提供档案复

印和制成光盘服务 ，
并且没有页数限制 。

就价格而言
，
目 前的收费标准是

复印每页挡案 ６０ 緬元 （ １ 人民币约合 ２００缅元 ）
，
制成光盘每页档案 １２５ 缅

元。 就获取速度而言 ，
复印较快

，
在量不是太多的情况下

，
第二天即可拿

到档案 。 而制成光盘的周期相对较长 ，
要一周甚至更长时 间 。 复印或制作

光盘的费用以现金 （缅元 ） 形式结算
，
并可开具收据 。

①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份以来 ， 缅甸 国家档案馆已完成 １００ 多万页档案的电子化 。 这些档案可以在工

作人员的帮助下
，
直接在阅览室电脑上査阅 ^

３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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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緬甸 国家档案馆中保存有约 １ ６０００ 英尺的档案 。

① 据阅览室的工

作人员梭梭 （
Ｓ ｏｅ Ｓｏ ｅ ） 介绍 ， 该馆馆藏有约 ９０ 万件各类档案 。 这些档案主

要以纸质档案、 缩微胶卷、 缩微平片 、 纪录片 、 录像带、 照片和光盘的形

式保存 。
② 它们被分成 ２９ 个组群

，
分别如下 ：

１ ． 独立之前 （
１８３５
—

１９４８
） ；

２
．
二战期间 （

１９４２
—

１９４５
） ；

３ ． 独立之后 （
１９４８
—

１９ ８８
） ；

４ ． 革命委员会 （
１ ９６２
—

１９７４
） ；

５ ． 革命政府 （ １９６２
—

１９７４ ） ；

６ ． 额甸社会主义纲领党 （
ＢｕｒｍａＳ 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ＬａｎｚｉｎＰａｒｔｙ ）（

１９６２— １９８８
） ；

７ ． 人民议会 （ Ｐｙｉｔｈｕ Ｈｌｕｔｔｅｗ） 档案 （ １ ９７４
—

１９８ ８
） ；

８ ？ 国务委员会 （
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 ｉｌ ） 档案 （

１９７４
—

１９８８
）

；

９ ． 协议、 条约 、 协定 （
１９６６
—

２６ １ １
） ；

１０ ． 内务部 （
１ ９０３
—

１９７４）
；

１ １ ． 计划与财政部 （
１９４８—１９９２

） ；

１２ ． 总理办公室 （ １９４３
—

２０ １０ ）
；

１３ ． 交通运输部 （
１９６３
—

２００４
） ；

１４ ． 国家法律和秩序整肃委员会 （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７
） ；

１５ ？ 外交部 （
１９ ３９
—

１９９３ ） ；

１６ ． 边界与国家开发事务委员会 （ ＢｏｒｄｅｒＡｒｅａ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１ ９８９
—

２０ １ １ ） ；

１ ７ ． 文化部 （ １ ８２４
—

２００４） ；

①额甸国家档案馆 内网 网站主页 ：
ｈ

ｔｔｐ ：／／ｗｗｗ．
ｎａｉｓ

．
ｃ ｏｍ

．
ｍｍ／Ｃ ａｔｅｇ

ｏ ｒ
ｙ
Ｖｉｅｗ ，ａｓ

ｐ
ｘ？ＭｅｎｕＴ

ｙｐ
ｅ

ＩＤ

＝
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Ｄ

＝
２＆Ｍｅｎｕ １０ 

＝
 ２４

，
访问时间 ：

２０ １５
年 １２月２０日 。

② 其中 ， 电子档案 中的缩微胶卷、 缩微胶片 、
ＣＤ 、 磁带和 ＤＶＤ 等的卷数如下 ： （

ａ
） 缩微胶

卷 ３７４０ 卷 ； （
ｂ

） 缩微胶片 ７９４０ 片
； （ ｃ ）ＣＤ 和 ＤＶＤ１ ３０ １ 张

； （
ｄ

） 录像带 ６５ 盒
； （

ｅ
） 磁带 ７４０ 盒 ；

（
ｆ
） 幻灯片１５０张

； （ ｇ）
照片４８００张

；
（ ｈ ） 电影胶片１ １卷 。 Ａｎｎｕａ ｌＲｅ

ｐ
ｏｒｔｏｆ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ｅ
ｐ
ａｒｔｍｅｎｔ

，

Ｔ
ｙｐ

ｅ ｓｃｒｉ
ｐ
ｔ

，

２００８
， ｐｐ

． ８
－

１ ０． 转引 自ＫｈｉｎＭｏｅＭｏｅＨ ｆｌａｉ ｎｇ ，

／ｆｃｔｏ／ｙ（／ ＭｒｔｉｏｎａＺ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ｒＵ（
１ ９７２

－

２００６
） ，ｐ ．

８５
．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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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 教育部 （
１８ ８５
—

２００５
） ；

１９ ？ 公共事务部 （Ｍｉｎ ｉ
ｓ ｔｒｙ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Ｗｏｒｋｓ

）（
１ ９８９
—

１９９３
） ；

２０ ． 国家计划与经济开发部 （ １９９３
—

２０ １ １ ）
；

２１ ． 全国代表大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 １９９３
—

２００６
）

；

２２ ． 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Ｃｏｕｎｃ ｉｌ ）

（
１９９７
—

２０ １０
） ；

２３ ． 信息部 （ １９４５
—

２００２ ） ；

２４ ？ 能源部 （ ２００ １

—

２００７ ） ；

２５ ． 移民与人 口部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１ ９７３
） ；

２６ ． 商务部 （ １９６３
—

２０００ ） ；

２７ ？ 酒店与旅游部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ｏｔｅｌ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ｍ ）（ １９６５
—

２００４ ）
；

２８ ， 司法部长办公室 （
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ｆｉｃｅ

） （
１ ９８９
—

２００５ ） ；

２９ ？ 缅甸联邦共和国档案 （
２０ １ １ ） 。

此外
，
该档案馆中还保存有 ５ 万多本緬甸政府部门的官方出版物 ， 例如

缅甸公报系列 （ １ ８６２
—

２００９ ） 、 政府通告系列 （ １ ８８０
—

２００９ ） 以及政府报告

系列 （
１ ８５６
—

１９ ３５
） 等 。

①

冷战时期的外交档案是緬甸 国家档案馆的重要馆藏之一
，
已经部分解

密 ， 但基本上尚未被利用 。 当然
，
这一方面是由于緬甸史学界整体学术水

平落后 ，
加之这些档案的利用对他们而言还有

一些禁忌
；
另一方面

，
其他

国家的学者对缅甸档案基本上还未涉足 。 这些档案中既有数量众多的英文

档案 ， 当然为数更多的是緬文档案 。 然而 ， 遗憾的是 ，
即便是该馆的工作

人员也不清楚这些档案的大体数量 。 考虑到国 内研究者的语言局限
，
这里

只简要介绍一下相关英文档案的馆藏情况 。

（
二

） 冷战时期英文外交皑察筒介

据笔者粗略统计
，
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冷战时期英文外交档案不下 １

①Ｎａｔｉ ｏｎａ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Ｄｅ
ｐ
ａ 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ｙ

ａｎｍａｒ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Ｅ ｌ

ｅｃ ｔｒｏｎ ｉｃＲｅｃｏｒｄｓＭａｎａ
ｇ
ｅｍｅｎｔ

，ｐ
． ２

，

ｈｔ
＾

＞
：／／ｗｗｗ ．ｓａｒｂｉｃａ

．
ｏｉ
ｇ ．

ｍ
ｙ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ｐ
ｈ ｉｌｉ

ｐ
ｉｎｅ＿ｎｏｔｅ／Ｃｏｕｎｔｉ

ｙ
＿ Ｒｅ

ｐ
ｏｒｔ＿ ｏｆ＿ＳＡＲＢＩＣＡ

＿

Ｍｅｒａｂｅｒａ／Ｍ
ｙ
ａｎｍａｒ．

ｐ
ｄｆ

，
访问时间

：
２０１ 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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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 。 这些档案涉及冷战时期缅甸同美苏两大阵营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的关系 。 具体来看
，
主要包括缅甸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 緬甸 同包括中 国

在内的亚洲 国家以及缅甸 同欧洲 、 美洲 和澳洲国家关系的档案 。 其中
，
有

关中国 、 日 本、 泰国 、 印度 、 美国等十 国 的档案相对较多 。 这里仅对该馆

馆藏的有关中国 、 印度的档案略做介绍 。

１ ． 关于中国的档案

主要涉及额甸承认新中 国和 中缅高层互访、 国 民党残部 、
中缅边界和

边民 、 中缅经济关系等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缅甸承认新 中 国和中缅高层互访问题的档案 。 承认新中 国是

１９４８年缅甸独立后所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之
一

， 中緬两国在 １９５０ 年 ６ 月 ８

日建交 。 缅甸国家档案馆中的相关馆藏主要涉及緬甸对承认新中 国 问题的

态度 、 缅甸承认新 中国的行为对緬甸 自身产生的影响 。 此外 ，
该馆中还保

存有周恩来总理、 陈毅副总理等中 国领导人历次访緬以及缅甸总理吴努、

奈温访华的档案 ，
其中尤以 １ ９５４ 年周恩来访缅和吴努访华的相关档案为多 。

二是关于国 民党残部在缅甸 、 泰国的活动以及该武装部队撤离緬甸问

题的档案 。 緬北国民党残部问题是整个 ２０世纪 ５０ 年代缅甸所面对的最重要

问题之一。 该档案馆中与之相关的档案
，
内容涵盖国 民党逃兵在缅甸国土

上的活动 、 国民党残部与克伦民族自卫组织 （
ＫＮＤＯ

） 结盟 、

“

缅控案
”

、 曼

谷
“

联合军事委员会
”

谈判 、
１９５４ 年国民党残部从缅甸撤回台湾 、 国 民党

残部在泰国的活动等 。

三是关于中緬边界与边民问题 。 相关档案有 ：
１９５５ 年 中缅边界争端 、

中緬边界谈判 、 １９６０ 年中缅边界条约 、 中緬联合边界委员会的会谈记录和

活动等 。 此外 ，
还有一些有关中缅边境局势的评论、 中缅边界谈判的背景

性文件以及调査中缅未勘界地区的中英联合委员会的文件等资料 。 有关边

民问题的档案
，
主要涉及 １９５６ 年芒市 中缅边 民大联欢 、 边民的非法越境问

题等 。 其中
，
在中国边民的非法越境问题上

，
既涉及国共内战期间云南难

民进入缅北景栋等地避难 ，
也涉及新中 国成立后中 国云南傣族和西藏拉萨

的民众非法移民缅甸等 。

四是有关中緬两国经济关系的档案 ，
主要有 中緬经济技术合作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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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缅甸 的经济技术援助以及中緬两国间的经贸往来
，
比较典型的是在易货

贸易基础上中缅两国间 的大米贸易 问题。 另外 ，
还有一些有关两国贸易和

经济关系的总结性文件和中国援缅专家在緬甸活动的资料等 。
？

２ ． 关于印度的档案

这部分档案是缅甸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冷战时期单
一国家中英文档案中

数量最多的
，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

（ １ ） 关于缅印两国髙层互访和总理通信的档案 。 历史上的联系以及现

实中冷战初期两国形成的特殊关系 ， 使得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和通信十分频

繁 。 就两国领导人的互访而言 ，
以 １ ９５ １ 年和 １ ９５２ 年吴努出访印度 、 １９６４

年奈温主席和夫人访印 的相关档案数量为多 。 此外 ，
由 于缅印两国总理经

常在一些重大的国际事务上直接或间接交换意见 ，
因而两国总理间的通信 ，

尤其是吴努总理与尼赫鲁总理之间 的通信特别多 ，
比如两国总理 １９５５ 年的

通信达 １ ７４ 页
，

１９５７ 年的通信也达 ７２ 页 。

（ ２ ） 关于额甸西北部同印度东北部边界问题的档案 。 这部分档案主要

涉及两国飞机的非法越境和边界纠纷 、
两国举行的边界会议和边界谈判 、

两国边界的划定和边境地区的治理与合作 、 缅印联合边界委员会的工作等

方面 。 此外
，
涉及两国边界地区边民问题尤其是边民的非法越境问题的资

料也较多 。

（
３

） 关于缅印两国 间经济关系 的档案 ，
涉及缅甸向印度的大米出 口

、

緬印间的易货贸易和关税 、 印度对缅甸的贷款援助 、 缅印间签署的 贸易协

议和商业协议 、 两国间 的走私贸易等问题 。 其中 ，
有关印度向缅甸提供贷

款援助的资料是相关档案中数量最多的
，
仅 １９５６ 年缅甸向 印度贷款的材料

即达近 １ ０００ 页 。 而两国间的走私贸易集中表现为走私者从緬甸 向印度非法

贩运黄金和缅币等 。

（ ４） 关于緬甸从印度进行军事采购和缅军在印度进行军事训练的档案 。

印度是缅甸独立初期重要的武器供应 国之一 ， 因而缅甸 国家档案馆中保存

① 还有少量关于华人华侨问题 的档案
，
涉及华人双重国籍问 题、

１９６７ 年仰光排华事件等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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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关于緬甸从印度进行军事采购的档案 ，
其中 １９４９ 年缅甸从印度采购

各种武器和弹药的相关档案最多 。 此外
，
还保留有缅甸军队在印度进行军

事训练的相关资料
，

以 １９５２ 年缅甸 空军在印度马德拉斯军训 的档案最为

典型 。

五是关于印度同巴基斯坦 、 中国 、 美国等国的关系 ，
尤其是印巴关系

的档案 。 相关档案如 １９５０ 年的印巴边界争端、 １９５ １ 年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

边境的调动 、 １９６５ 年印巴边境驻军冲突等 。

除此之外 ， 缅甸国家档案馆 中还馆藏有相当数量的关于科伦坡计划 、

不结盟运动 、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 中 印边界冲突 、 越南战争 、 泰柬断交

等重大国际事件的档案 。 下面以关于科伦坡计划和 中印边界冲突的档案为

例简要论述 。

（
１
） 关于科伦坡计划的档案 ，

主要分为两类 ：

一类是科伦坡计划技术

合作计划框架下澳大利亚 、 英国 、 加拿大 、
日本等国对缅甸进行的各类培

训和经济技术援助 。 比如 １９５６ 年加拿大向缅甸提供专家审査緬甸 电气化的

计划 。 当然
，
在这方面 ，

以澳大利亚提供的此类培训和援助数量最多 。 澳

大利亚提供的有关培训课程包括伐木 、 新闻 、 体育 、 火车驾驶、 监狱管理 、

铀矿探测 、 农村广播 、 传统警察工作等众多方面 。 同时
，
还有澳大利亚向

缅甸提供书籍 、 牲畜和相关工业设备的资料 。 另
一类是科伦坡计划咨询委

员会 （ ＣｏｌｏｍｂｏＰ ｌａｎ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 和政策会议的会议记录与年度

报告、 缅甸 向科伦坡计划咨询委员会所做的报告等珍贵的档案 。 如科伦坡

计划咨询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１９ ６８ 年缅甸代表团 向在韩国汉

城召开的第九次科伦坡计划咨询委员会会议所做的报告等 。

（ ２ ） 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档案
，
包含的 内容十分丰富 。 该档案馆不仅

藏有关于 １９ ５９ 年中印边界冲突的 ２ 卷 、 总量达 ８００ 多页的资料
，
而且还有

１０ 多卷关于 １９６２ 年中 印边界争端的档案 。 这些档案涉及 １９６２ 年中 印两国

边界争端的爆发 、 缅甸政治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中印边界争端的报告 、 缅

甸对中印边界争端的调解 、 相关媒体对该争端的反应以及外国记者在媒体

上对缅甸所持立场的评论 、 緬甸 的印侨和华人社区对该冲突的反响 、 不结

盟国家科伦坡六国会议上就该冲突进行的讨论与倡议以及这些倡议的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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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情况等内容 。

多国多边档案的互证研究是冷战 国际史新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 无疑
，

缅甸国家档案馆中馆藏的外交档案 ，
为我们进行冷战时期缅甸外交和冷战

国际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档案史料 。 利用好该馆的相关档案
，
有助 于

我们深化和拓展冷战时期的 中缅关系史研究
，
书写基于缅甸挡案的冷战时

期緬甸外交史和缅甸同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史 ， 推动冷战时期重大国际事

件和国际组织史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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