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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缅甸华侨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侨一样 战后经历了剧烈的变化 本

文以缅华社会政治地位为切入点 通过对其政治地位变迁的阐释 进而揭

示出战后缅华社会的变化  

华侨虽然移殖缅甸历史久远 但 20 世纪以前缅华社会规模较小 而且

一直存在着较强同化当地的历史趋势 进入 20 世纪后 缅华社会的规模开

始迅速发展壮大 同化当地的速度开始放慢 特别是此时缅甸华侨民族主

义开始萌芽 缅华社会与中国的命运逐步紧密联系 这一变化对战后缅华

社会的政治地位 入籍的速度和意愿 华侨与中国的关系 具有深远的影

响 缅甸独立后自由同盟执政期间 华侨在缅的侨民权益基本得到了保障

华侨入籍后在参政 选举方面没有受到特别的歧视 但由于缅甸政治客观

环境的限制和华人自身参政的局限 这一时期华人对当地政治表现较为冷

漠 1962 年 3 月 奈温军政府当政后 华人受到民族歧视 沦为次等公民

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急剧衰落 华侨在缅的境遇随着 缅甸式社会主义

的推行和中缅关系的恶化 也急剧恶化  

本文除了从纵向维度对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进行探讨以外 还从横

向的角度对缅甸华印两个族群进行了比较 通过比较 我们看到战后缅甸

印侨政治地位和社会变化的历史演进方向 同缅华社会大体相同 揭示出

两个族群作为移民社会的规律性特征 缅甸政府的有关政策是导致移民社

会变化的决定性外因 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 保持和祖籍国的关系 是两

个移民社会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所在 华印移民对自身利益和需要的考虑是

其归化当地的首要动力 因此二者同化当地是一个缓慢和不平衡的过程

即二者都首先在经济上 政治上融入当地 而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相对滞

后  

 
关键词 缅甸 缅华社会 政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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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Myanmar, just like those in othe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since World War II. This dissertation looks at 
these changes by starting at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and 
then interpreting the changes in details. 

The emigration of Chinese to Myanmar can be dated back so far, ye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had remained a small scale and maintained a strong tendency of 
assimilation before the 20th century. After the 20th century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began to expand and the process of assimilation slowed down. At this time the 
nationalism germinated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and they gradually 
maintained close links with the destiny of China. This greatly affected the post-war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status, the scale and willingness of 
naturalization and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 etc.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Myanmar had 
their fundamental rights and interests guaranteed under AFPFL regime. The ethnic Chinese 
could have been politically active and were free to vote as well, yet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Myanmar and also some other reasons, they didn’t take much interest in politics. 
In 1962, the Ne Win Military government came into power, Ethnic Chinese suffered great 
discrimin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they became sub-citizens overnight and their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status came down to the world.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 plight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became worse with the “Burmese Socialism” being implemented and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growing deteriorated. 

This dissertation not only deals with the post-war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through historical dimension but also makes a transvers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ethnic groups in Myanmar: the Chinese and the 
Indians. The comparativ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ost-war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Indian community in Myanmar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a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Thereby a la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communities as emigration society can be concluded from this study, i.e. a) the 
corresponding policies made by the Burmese government are the decisive external factors to 
cause the changes of the two migration societies. b) to stick to their own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and keep in touch with their motherlands are the common goals for them to reach. 
c) the principal impetus for assimilation of the two communities was for the sake of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benefits, thus the two communities tended to be assimilated into the local 
society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first, yet both their cultural and national identity lagged 
behind. That is, the process of their assimilations was uneven. 

 
 

Key Words: Myanmar; Chinese Community in Myanmar; Politic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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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1 

绪  论 

一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还无人对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的变迁做过系统探

讨 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可以填补学术领域的空白 长期以来 缅甸华侨华

人一直是一个不太受到侨史学界关注的群体 这其中既有资料的相对匮乏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缅甸实行闭关自守等不利条件的限制 也存在着缅华社

会人数较少 经济实力式微等原因 此外 1948 年缅甸独立后 持续不断

的各种叛乱 民族矛盾 失败的 缅甸式社会主义 迟滞的民主化进程等

使其沦为联合国规定的 贫穷国家之列 所以 闭关自守 国际地位日益

衰落的缅甸 离人们的视野渐行渐远 这也导致缅甸华侨华人的研究日益

受到冷落 本文以缅华社会政治地位作为分析视角 透过其政治地位的变

迁进而对战后缅华社会的变化进行解构 希望本文的研究能部分改变当前

这种研究状况  

1988 年 缅甸摒弃 缅甸式社会主义 开始实行部分开放 落后的缅

甸重现发展的曙光 中缅边贸迅速发展 缅甸华商再度崛起 而考察战后

缅华政治地位的发展变迁和缅华社会的变化 是了解今天缅甸华侨华人的

一个基点 反法西斯自由同盟时期 是缅华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缅甸华

侨华人的经济 教育 社团都得到了 好的发展 为随后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 1962 年 奈温上台后 华侨华人政治地位急剧衰落 缅华社会遭到沉

重的打击 缅华各项事业一落千丈 通过对缅华这段大起大落历史脉络的

梳理 我们才能更好理解今日缅华所承担的历史包袱和发展现状 这对于

我们利用缅华的政治 经济资源 推动中缅邦交 无疑也具有着重要的作

用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变迁研究 

 

2 

二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有关缅甸的研究 在国内东南亚研究领域

尚处于边缘化的态势 关于缅甸华侨华人的研究更少有人问津 国外学术

界对此也少有人涉足 参阅前人学位论文成果 是撰写学位论文的前提之

一 因此下面我们首先从有关缅甸学位论文选题的层面 来了解缅甸华侨

华人研究在缅甸研究领域的地位和状况 目前就国内学术界而言 大陆有

关缅甸的学位论文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 中山大学 云南大学和云南师范

大学几所高校 台湾地区主要集中于政治大学 文化大学等少数高校 但

迄今为止 还没有人直接对缅甸华侨华人作过博士学位论文层次的探讨

此外 根据 PQH 博士论文检索和 Gale Group 论文数据库检索 1960 年以

来国外也没有人写过有关缅甸华侨华人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  

 

表 1  两岸有关缅甸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一览表 

作者 学位论文题目 学位 学校 时间 

段承恩 从口述历史看滇缅边区游击队 1950-1961  硕士 台湾文化大学 2003 

廖添富 滇缅界务之研究  硕士 台湾政治大学 1973 

田立仁 中日战争与第一次缅甸作战 1931-1942  硕士 台湾淡江大学 2000 

潘昭荣 孙立人部队缅北反攻之研究  硕士 台湾大学 1997 

徐鸿馨 缅甸之族群冲突--克伦族个案研究  硕士 台湾淡江大学 2001 

陈美玲 中共革命输出 缅甸个案分析  硕士 台湾政治大学 1994 

吕仁斗 尼温时代缅甸对外关系之研究  硕士 台湾文化大学 1996 

张国忠 缅甸与中国关系(1950-1990)  硕士 台湾政治大学 1995 

江雪秋 缅甸的军人与政治变迁  硕士 台湾政治大学 1996 

翟振孝 经验与认同 中和缅华移民的族群构成  硕士 台湾台湾大学 1995 

张红云 滇人移居泰国 缅甸的原因及其经济活动  硕士 云南师范大学 2001 

和劲松 当代缅甸军人政权研究 1962 2000  硕士 云南师范大学 2001 

祝湘辉 试论乡村社会传统对现代缅甸政治的影响  硕士 北京大学 2000 

周祥勇 缅甸与东盟关系回顾与前瞻  硕士 北京大学 1999 

郭雪峰 缅甸军人政治体制浅析  硕士 北京大学 1996 

陈冰凌 缅甸独立后实行的两种社会主义比较  硕士 北京大学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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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晨阳 1988 年以来的缅甸佛教与政治  硕士 北京大学 1996 

魏贵华 缅甸封建社会行政制度研究  硕士 云南大学 2000 

孙澄 论佛教与缅甸的民族解放运动  硕士 云南师范大学 1983 

石瑛 缅甸军人执政以来的经济改革  硕士 云南师范大学 1996 

李红英 缅甸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问题的研究  硕士 云南师范大学 1999 

付贵勇 试论缅甸纲领党社会主义  硕士 中山大学 1990 

古龙驹 试论缅甸的改革与发展  硕士 北京大学 1998 

曾庆轲 试论缅甸的大缅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  硕士 云南大学 1998 

李飞 英属缅甸的印度移民  硕士 云南大学 1999 

杨晓慧 缅甸华人社会的变迁与延续  硕士 云南大学 2003 

何平 论殖民地时期缅甸的地主土地所有制  硕士 云南社科院 1985 

朱振明 日本占领下的缅甸  硕士 云南社科院 1983 

张植荣 论中缅边界问题  硕士 北京大学 1989 

靳黎明 史迪威与缅甸战役  硕士 北京大学 1989 

林泉 暹罗与缅甸近代改革之比较  硕士 北京大学 1996 

郝志刚 缅甸独立运动中的昂山  硕士 北京大学 1998 

张旭东 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研究  博士 北京大学 2002 
说明 廖添富 田立仁 潘昭荣 翟振孝四人学位论文时间是指其学年度时间 1989 1993 年

北京大学还有四篇关于缅语语言学和缅甸文学的硕士学位论文  

 

表 1 反映出 从 1963 1982 年台湾地区各大学 研究所学位论文选题

来看 缅甸研究 则是一片空白没有成绩 [1](P4)1983 1996 年有四篇

有关缅甸的学位论文 对此有学者指出 台湾有关缅甸的研究 终于在 1984

年以后取得零的突破 但是在整个比例来看似乎太低 [2](P78)大陆以缅

甸为题的学位论文 都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因此 两岸在学位论文

层面对缅甸的研究起步都比较晚 而且主要都集中于硕士论文层次 直到

2002 年才有 1 篇博士学位论文 在表 1 列出的 33 篇论文中 大部分研究者

的视野集中于缅甸的外交 经济 外交领域 只有三篇涉及缅甸华侨 台

湾学者翟振孝先生所撰 经验与认同 中和缅华移民的族群构成 以再移

民至台湾中和地区的缅甸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 对其族群构成进行探讨

只是间接涉及了缅华社会的情况 云南师范大学张红云 滇人移居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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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的原因及其经济活动 一文 对云南人移居缅甸的情况有部分探讨

但时间仅局限于 19 世纪中后期 20 世纪云南人在缅甸的情况未曾提及 云

南大学杨晓慧的 缅甸华人社会的延续与变迁 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唯一以

缅甸华侨为题的硕士学位论文 该论文全文 3 万字左右 共分三部分 缅

甸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缅甸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的转变 缅甸华人社

会现状及发展趋势 这篇论文选题虽然较新 但至少有以下五个明显不足

第一 文中所引用的资料绝大部分为二手资料 缅甸华文报纸和社团会刊

等基本文献未见使用 第二 论文的主旨在于探讨缅华社会的变迁和延续

但对缅华社会发展中的延续性没有论述 第三 对战后缅华社会变化的阐

述仅停留在一些表面现象上 没有提升 总结其变化的规律和本质 第四

作者虽将战后缅华社会的变化主要归结于缅甸政府的有关政策 但忽视了

这些政策对缅华社会不同阶层 不同地域造成的不同影响 没有注意到缅

华社会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第五 对缅华社会变化的原因分析

不够 视角单一 理论性不强 从上我们不难看出 缅甸研究本已在东南

亚研究领域处于弱化态势 而华侨华人研究在缅甸研究领域则更受冷落

有鉴于此 本文以 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变迁 为题 目的在于试图对

上述研究状况有所突破和改善  

从目前国内外已发表 出版有关缅甸华侨华人的成果来看 还无人涉

及缅华社会政治地位 尽管如此 前人对缅甸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 仍为

本文考察战后缅华社会政治地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布赛尔 陈孺性 余

定邦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 是本文探讨古代缅甸华侨情况的主要参考文献

他们都以运用丰富扎实的史料而见长 布赛尔的 东南亚的中国人 对独

立前缅甸华侨的人口 分布 籍贯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做了充分的描述 但

对华侨移民缅甸的过程 缅华社会的变化 缅华与中国的关系等方面的研

究明显较为薄弱 缅甸学者陈孺性所著 缅甸华侨史略 汉唐至宋元时

期在缅甸的华人 基本上是代表缅甸研究古代华侨问题较高水平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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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在文中将华侨移殖缅甸置于中缅贸易的框架下 对华侨的移民活动

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其中他对早期缅甸华侨社会的庙宇 社团 教育 报

纸的研究可称开山之笔 余定邦先生也是研究古代缅甸华侨颇有建树的专

家 他在 1824 年前的缅甸华侨 1824 1898 年的缅甸华侨 两文中

利用丰富的中国史籍文献论证了缅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并注意到上下缅

甸华侨社会不同的形成情况 而陈孺性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余定邦 黄

重言编撰的 中国古籍中有关缅甸资料汇编 汇集了中国史籍中有关缅甸

及华侨情况的记载 这使笔者在撰写古代缅甸华侨时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

用  

殖民时期是缅华社会迅速发展的重要阶段 华侨人口 同化速度 经

济实力 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有明显的变化 特别是华侨民族主义兴起

缅华与中国紧密互动 但中外史家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相对滞后 还无人

对这一时期缅华社会进行过系统的研究 不过 庄国土先生的 华侨华人

与中国的关系 从宏观的角度 对这一时期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 发展以

及表现做了深入的分析 以往国内史学界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 主要从华

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所遭受的牺牲这一单向维度来进行阐释 大多局限

于中国本位的思维模式 而对于华侨支持中国革命 华侨民族主义的兴起

给海外华侨华人究竟带来了什么 对他们此后在居住国的生存发展有何影

响却少有人探讨 庄国土先生在该书中 提出华侨民族主义以中国为主要

认同 势必消弱本身与当地社会整合的意念和努力的重要观点 因此 华

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 从华侨民族主义看华侨的视角和对华侨民族主义的

宏观分析 对本文阐释缅甸华侨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战后缅华入籍 归化当

地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有关缅甸独立后华侨华人的研究相对比较多 缅甸学者妙丹在 缅甸

华人及其认同 一文中 从华人在缅的经济地位 政治地位 社会地位

法律地位和族群认同角度 对战后缅华社会做了一定的研究 在笔者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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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丹的研究只是在有关华人社会地位 族群认同方面比较中肯富有见地

其他方面论述都过于笼统 缺少深度 虽然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华人法律地

位问题 但没有注意到华侨入籍这一基本前提 这一忽视意味着 作者对

独立后缅华社会的同化速度 缅华与中国的关系 华侨与华人的关系 缅

华社会内部不同阶层的差异等重要变化 没有进行准确的把握 妙丹在文

中虽也提及华人的政治地位 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论述 在经济地位方面

的研究 作者抓住了华人由商转工和印商返印提升了华商经济地位的重要

变化 但在史料运用方面可能由于语言的限制 有关这方面的中文资料使

用不足 相比较之下 林锡星先生的 中缅友好关系研究 对战后缅华经

济的发展变化做了客观 系统的研究 不足之处是述多评少 缺少理论性

的分析和思考 例如 作者并没有对缅华经济变化的原因做出合理的阐释

和分析  

实际上 缅华社会的政治地位归根结底取决于缅甸政府的政策和态度

目前关于独立后缅甸政府有关华侨政策论述 为系统 完整的 是暨南大

学编著的 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 该书对自由同盟时期和奈温

军政府时期有关华侨的移民政策 归化政策 经济政策 做了较为充分的

研究 但理论性显得较为薄弱 部分论点论证深度不够 例如 文中将自

由同盟时期华侨入籍不多 归结为缅甸法律限制所致 作者虽然也对缅甸

入籍政策进行了表述 但没有据此对缅甸华侨相应的入籍资格进行分析

而断然得出缅甸法律限制华侨入籍 难免有失偏颇 此外 华侨自身的态

度 中国政府的影响 华侨在缅的生存空间和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等情况

也没有进入作者分析华侨入籍情况的视野 再如 文中提出吴努时期对外

侨经济实行限制和利用的政策 源于维护本民族经济利益 缅甸缺乏资金

和技术人才等 自由同盟政府代表资产阶级利益三点 而没有将其提升至

这一时期缅甸当权者对 社会主义 的认识和实践的高度 同样 作者在

分析奈温时期缅甸华侨的遭遇时 也没有从 缅甸式社会主义 的深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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