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对缅甸殖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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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近代殖民主义从产生至今 已有 年的历史
,

对缅甸的殖民活动是其中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

并表现出不同于其他西方列强在东南亚地区进行殖民侵略的特点
。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

英国对缅甸殖民政策
,

透视其特点和影响
,

以期有助于深入了解缅甸及其周边国家历史进程
、

现代化时代背景
。

一
、

英国缅甸殖民政策的实践及其特点

以印制缅
,

缅甸作为印度的一个省沦为英国殖 民地的
“

殖民地
” 。

西方殖民者在侵略

落后国家过程中实行 以
“

当地人治理当地人
”

的政策十分普遍
,

但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大

国
,

在侵略缅甸的过程中又有其独具特色之处
。

在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方面
,

除了基层组织外
,

缅甸被剥夺 了管理国家的权利
。

年在英国省督之下设立的立法议会
,

由省督任命 名议

员组成
,

虽然只是一个谐议机构
,

其中连 名缅人也没有
,

英国人不愿意任命缅甸人而是由
“

外

来
”

的印度人代替担任公职
。

在行政机关的一些部门
,

英国人不够用时
,

就用印度官员补充
。

年在缅甸的 个印度文官处的官员中
,

不是英国人就是印度人
。

在军队与警察中也是

这样
。

军队里的军官几乎都是印度人
。

 年
,

在 人的缅甸殖 民军 中共只有 名缅族

人
。

年英属缅甸有警官 人
,

只有 个缅甸人
,

其余都是英国人或印度人
。

对缅甸人 的歧视和压制还反映在缅印之间的贸易和经济生活中
,

在
“

印缅贸易关税协定
”

中规定
,

从印度输入缅甸的商品
,

其税率 比英帝国以外地 区的商品低  
,

比英帝国以内其他

地 区的商品还低  
。 。

在缅甸的大商行
、

大公司
、

大工厂和大银行的董事和经理以及大地主

高利贷者中
,

主要也是英国人和印度人
。

在与行政管理配套的司法制度上
,

为英属 印度编纂的大量法典
、

法令和法规也被引进
,

推

广到作为印度一个省的缅甸
。

这些法律是 由长期住在印度具有丰富经验的英国官员为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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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
。

这种司法制度的实施
,

与缅甸社会传统的司法体系脱节
,

不仅严重破坏了缅甸原有的

法律
,

而且导致许多不 良后果
。

比如
,

随着印度金融业者
、

高利贷者商业活动的 日趋活跃
,

他们

在同缅甸农民缔结的契约
,

尤其是关于偿还债务问题上
,

不按旧有法律规定
,

即在任何情况下
,

债权人都不得收取超过本钱的利息
,

而令负债的缅甸农民在经济上遭到巨大损失
。

同时印度在

行政
、

司法
、

税收和贷款等方面享受英国人给予的特权地位
。

例如
,

英国法律 向印度齐智人

保证
,

由抵押担保的放债
,

会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和尊重
。

齐智人在现金短缺时
,

随时可从印度帝国银行 英资控股 等英国或英国控制的银行 中获得贷款
,

借贷所付利息仅为

年利不超过 一  
。

仅在  年帝国银行就发放给齐智人约 万卢比的贷款
。

而缅甸

人不断受到齐智人高利贷经济的剥削
。

因此
,

作为以印制缅的结果之一
,

缅甸人和印度人间的

矛盾不时演化成暴力冲突
。

最严重的反印度人运动发生在  年 月
,

这次爆动从曼德勒和

仰光开始
,

迅速扩展到下缅甸的乡村
。

其方式有游行
、

示威
、

罢工
、

破坏
、

暴动
、

仇恨和政治宣传

等
。

“

分而治之
” ,

利用政治
,

经济与宗教文化的手段分化瓦解缅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

英

国殖民主义者针对缅甸境内多民族和民族关系紧张的特点
,

有意识
、

有 目的地推行了
“

分而治

之
”

的政策
,

把缅甸分为缅族居住的缅甸本土和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两部分
,

对缅族和少数民

族采取不同的政策
,

从而加深了各民族间矛盾和对立
。

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英缅战争时期
,

英

国人曾利用克伦人充当其攻占缅族防御工事的向导
。

殖民者在  年吞并上缅甸后
,

在平

定缅甸居民的反抗斗争中就曾招募一批克伦族人
“

做了出色的工作
” 。

自然
,

这挑起了克伦族

与缅族之间的敌对与仇视
。

而这正是英国殖民者所希望的
。

因为
“

这种仇视一直是英国赖以维

持其统治的基础
。 ”

此外
,

对各少数 民族建立了单独的体制
,

实行 间接统治
,

基本上保留各民族原来的社会政

治组织和经济体制
,

保持原有上层分子的统治地位和世袭权力
,

但必须承认英国的统治权
,

按

缅甸国王时期定下的数额或新定份额交纳贡赋
,

为殖 民当局维护 当地的统治秩序和保持贸易

道路的畅通
。

在掸邦
,

英国殖民者利用
“

调停人
”

身份
,

通过确认两个服从英国宗主权的土司和

首领的权力
,

控制了缅甸中部地区的掸邦
。

缅甸总督在 年受权向这一地区派遣行政官员
,

修改了旧的司法和行政机构
。

在 内政上还保留着对地方的行政
、

税收
、

司法方面相当大的自治

权
。

为拉拢掸族封建主
,

年
,

缅甸省督属下的立法会议议员中
,

还为掸邦土司保留了一个

名额
。 “

对所有其他的山地民族
、

各个少数 民族
,

英国人也采用这种方法
。 ”

在克伦族聚居的克

伦尼邦
,

则按在  ! 年签订的一项条约
,

使它享有既不属于缅甸也不隶属英 国的有名无实的

齐智人
,

是来自南印度马德拉斯的一种世袭的职业高利贷集团 他们以精明
、

刻薄和
“

慈善
”

而著称
。

他 们非

常熟悉英国的银行制度
。

在英国许多殖民地进行高利贷活动
,

几乎排斥了本地高利贷者的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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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地位
。

因为实际上
,

英国接管了全部克伦尼邦的林业
、

矿产等资源的所有权
,

上缅甸被吞并

后
,

克伦尼邦成为英国保护国
,

它保留一定的内部 自治权
,

但必须维护
“

秩序
” ,

保护贸易
。

在
“

双头政制
”

时期
,

英国殖 民者继续采取将
“

少数 民族边区
”

跟缅甸本部隔离的政策
。

他们的乡

土被称为
“

落后地区
” ,

这里的居民甚至被认为连实施双头政制的条件都尚未成熟
。

而正是这些

边区以 自然资源丰富而著称
。

当然
,

殖民者关心的是要使这些给他们带来巨额利润的地方尽可

能地远离政治进步的地区
。

英印政府给予少数民族封建部落的上层人士特别优待的地位
,

收买

他们
,

派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去英国考察或学习
。

而这些部落上层人士为此付出的代价是 不干

预全缅甸的内政和对外关系上的
“

重大政策
”

问题
,

献出本地的 自然资源 归英国殖民当局和垄

断公司支配
,

还要允许印殖民政府驻扎官员监督他们
。

二次大战后
,

英国殖民者重新恢复了缅甸政治上的分裂状态
。

根据 年宪法规定的特

别体制
, “

少数 民族边区重新与缅甸本部分开
。

英国人企图在缅族与少数民族中间再筑起过去

的那堵墙
,

并指望得到更多的机会来加深缅甸各民族的对立
。

殖民机构大肆宣称
“

少数民族边

区
” “

敌视
”

缅甸本部
,

说他们与大英帝国有一种神话般的
“

一致性
” 。

克伦等少数 民族的上层分

子继续奉行亲英的分立主义的立场
,

采取分裂缅甸的路线
,

从而使各 民族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化
,

便于殖民者在缅甸的统治
。

在分化瓦解缅甸各民族间关系时 基督教充当了重要的精神帮手
,

帮助殖民体制的建立和

发展
,

配合其他手段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

基督教传教士甚至 比殖民者更早来到缅甸
,

他们深入缅甸社会的各个角落
,

到处传教
。

迷

惑少数民族中尤其是克伦族中相 当多的人接受基督教
,

在近代缅甸最 多时的 万多名基督教

徒中
,

克伦族人就占了 万人
,

造成了缅甸内部新的矛盾
,

即少数人的基督教徒和多数信仰

的佛教徒之间严重的对立
。

基督教教义的布道和洗礼的实施
,

加深了克伦族等少数民族和作为

佛教徒主体的缅族之间的人为的宗教冲突
。

服从命运的基督教中的某些信条迷惑了克伦人的

思想 似乎成为基督徒之后
,

就能
“

加入
”

白种人的行列
,

身价 自然也就高于自己的非基督教同

胞
,

并进而与 白人同是兄弟
。

不少克伦人受蒙骗后欢迎英国
“

帮助
”

治理他们的国家
,

他们的对

手不再是英国殖民主义者而是缅族人
。

在英 国殖 民者的唆使下
,

克伦族 上层分 子把英国殖民者

描绘成克伦人的救星
,

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接受英国的控制
。

以人为煽动起来的少数克伦族人

和多数缅族佛教徒之间的矛盾
,

来掩盖英殖民主义者和缅甸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之间矛盾的做

法 分化破坏了逐渐发展起来的缅甸民族 民主运动
,

阻碍了缅 甸各族人 民争取 民族解放的斗

争
。

缅甸某些少数民族的 匕层分子和英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盟
,

及其对缅甸民族运动的损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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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头政制 ” 或称
“ 一二元政府制度

” ,

英国 于本世纪 年代开始在缅 甸实行的一种殖 民政策
。

规定在缅甸的行政

权
,

属 于
,

丰
,

央职权部分仍由英印政府掌握
,

地 方职权 则分 为
“

保留
”

与
“

转移
”

两项
,

警察
、

司法
、

财政等为保 留事项
,

由

英籍 省长监理
,

教育
、

卫生等为转移事项
,

归省长 立法会议中多数党领袖充任的部长辅助 下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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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历史形成的
,

根源在于英国对缅甸的殖民统治
,

它利用了缅族和少数 民族间的矛盾
。

这种矛

盾的消极影响还成为独立之后缅甸政府难以处理的殖 民统治的遗产
。

奉行表面崇奉竞争的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

这种政策在乡村管理上是上
、

下缅甸实行

不同体制
,

发展以大米种植为主的单一殖民经济
。

其中高利贷资本成为继土地税后盘剥缅甸的

一个主要工具
。

到 世纪 年代末
,

高利贷者发放的贷款
,

平均约占全部短期信贷—
借贷

主要形式的
,

在缅甸农村的大多数地区
,

高利贷者占据着垄断地位
。

其中尤以齐智人高利

贷者表现最为典型
,

成为西方列强殖民东南亚地区的一个独特现象
。

英国殖民者在上
、

下缅甸实行了同一殖民土地政策下的不同剥削体制和方式
。

在上缅

甸
,

英国殖民当局把当地的地主视为 自己进行殖民统治的支柱
,

保留了旧有小封建地主的上地

所有制
。

在剥削方式上
,

积极推行在英国兼并缅甸后仍保留着的封建分成制
。

在下缅甸
,

由于

地广人稀
,

殖民者在确定尽力扩大耕地面积之后
,

把土地分给地 主
、

官吏
、

商人和高利贷者 并

鼓励印度移民入境
,

据  年调查
,

印侨占全缅甸总人 口的
。

同时也鼓励上缅甸农 民迁

移至三角洲地区
。

如前所述
,

前者还通过承租制
,

把大片已耕和未耕种的土地集中到了农村的

上层人物
—新老封建主手中 通过赠地

,

使外 国人和直接为殖 民当局服务的人握有大量土

地
。

这样
,

大量土地便几乎完全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
,

形成新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
。

而缅甸农

民的土地所有权虽然在 年的《下缅甸土地法和土地税法》中得到确认
,

但 由于需要缴纳高

额土地税和准备耕种资金
,

农 民只能以土地抵押向高利贷者借贷
,

他们往往不能在规定的期限

内赎 回土地
,

而沦为佃农
。

弗尼瓦尔也认为
, “

英国人的做法
,

只是鼓励了土地从农民手里转到

富有的大地主和高利贷者手中
。 ’, 。

结果
,

产生了一个不在乡的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寄生阶层—
土地所有者商业高利贷资产

阶级
,

和一个人数不断扩大的佃农阶级
。

英国殖 民政府在把缅甸并入英属印度时
,

既利用当地的高利贷资本
,

又有意识地 吸收

印度的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参加对缅甸的剥削
,

作为英国垄断资本掠夺缅甸的帮凶
。

英国殖民者与本地封建主对缅甸农民的共同剥削
,

造成农村广大劳动群众的贫困与破产
。

大 多数 农民没有土地或丧失 了原有 的土地
,

《 年印度人 口 调查 》的统 计数字指 出
,

在

 一 年间
,

男性土地所有者从 万人减少到 万人
,

减少 女性土地所有者

从 万人下降到 万人
,

降低
。

而根据另一个统计
,

 年在下缅甸
,

的农民

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对 自己的再地所有权
。

缅甸农民平均的土地面积为 英亩
,

但并不是所有

农民都占有这么一块土地
,

大多数农民都是在奴役性的条件下租佃土地
。

地租占收成的 一
。

同时
,

农民还要缴纳高额赋税
。

如  一 年
,

田赋的总数是 。。万卢 比
,

而到

 ! 年便增加到  万卢比
。

由于交纳地租
、

赋税的需要
,

农 民不得不把 留给 自己家用的那份微薄 口粮
,

投到市场 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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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造成了农民处境的极其困难
,

被迫靠借贷度 日
。

因此
,

农民的债务 日渐增加
,

到 20 年代

末总数达 5一6亿卢比
。

在这个过程中
,

齐智人高利贷资本成为缅甸农业中高利贷信贷的主要来源
,

而齐智人高利

贷者的广泛活动
,

成为缅甸高利贷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
。

齐智人是 印度最雄厚的高利贷集团之一
。

他们最早于 19 世纪 50 年代出现在缅甸
。

到

1929 年
,

他们在缅甸的钱庄还有 1650 家
,

放 出了估计共为 75000 万卢比的贷款
,

其 中三分之

二是以土地作为抵押的贷款
。

¹ 1 9 2 9 年
,

缅甸农民所 负债务 中有五分之四是向齐智人借贷

的
。

º 齐智人主要活动在下缅甸
。

齐智人之所 以成为缅甸的主要贷款人
,

首先是因为当缅甸被卷入世界市场时
,

它正从 自给

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
,

对货币资金的需要迅速增加
,

尤其是在下缅甸地区
。

而缅甸

本地的高利贷资本由于 自身经济力量的不足
,

无力满足这种需求
,

从而为齐智人高利贷资本提

供了机会
。

此外
,

英国殖民当局也可通过这种高利贷资本获得高额利润
。

因为高利贷者在强迫

农民支付利息时
,

农民即被迫把自己的产品贱价投到市场上出卖
,

而经营大米等农产品出口 的

英商和垄断公司也就从中大发其财
。

而且齐智人在筹措资金时常向英国银行贷款
,

也使得英国

金融业又通过信贷利息的形式
,

获得大量利润
。

因此英国法律乐于向齐智人担保
。

和缅甸本地高利贷者 比较
,

齐智人人数少
,

但资金雄厚
。

在敏加沙县
,

全部高利贷者
,

三分

之一是缅甸人
,

三分之一是齐智人
;
但是齐智人却提供了全部短期贷款的三分之二

。

在卑谬县

30一40 家齐智人钱庄发放了全部贷款的 30 %
,

而 1000 名缅甸高利贷者才占 65 %
。

而且
,

大多

数缅甸高利贷者 自己却得向齐智人高利贷者借贷
,

从他们那儿大约转借其所贷款的一半
。

齐智人高利贷资本在剥夺缅甸农民的土地上起着巨大的作用
。

而抵押贷款则是剥削和剥

夺农民土地的基本方法
。

从下面的一些数字中可 以看到这种剥夺的过程和规模
。

在 1887一

1888 年中
,

抵押的土地是 3620。英亩
,

而到 18 96一1897年 已达 8900 卢 比的贷款中
,

三分之二

是以土地作抵押的
。

1 9
01 一1902 年下缅甸出租土地 的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

。

除了抵押之外
,

强迫 出卖土地对剥夺农 民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

在下缅甸
,

主要的大米种植

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
,

受世界市场影响而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也特别多
。

美国的东方学家克

里斯琴 ‘1
.
L
.
C hr ist i

an )指出
,

在 1915一1930 年间
,

剥夺土地 已成 为缅甸最尖锐 的问题
。

同期
,

下缅 甸 130 万英亩土地落入高利贷者手 中
。

仅 1927 年
,

在下缅甸即签订了共计 11000万卢比

的 44000 件出卖土地的契约
。

在缅甸 13 个主要农业区
,

齐智人占有的土地面积
,

平均从 1930

年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6%
,

增加到 193 7年的 20 % (如下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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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缅甸 13 个主要大米产区农地占有者分类表(单位
:
千英亩 )¹

年年份份 农地总面积积 齐智人占有的的 所占百分 比比

土土土土地面积积积

11193000 924999 5 7000 666

11193 222 924666 136 777 1555

11193 444 933555 210000 2222

11193666 949999 239333 2555

11193777 965000 244666 2555

另外
,

齐智人手中还有 10 一20 % 的土地是高利息抵押品
。

º 而在某些主要的大米产区
,

齐

智人占地 比例还要高
。

如勃固地区
,

齐智人占地 比例在 1932一1934 年为 34 %
。

齐智人高利贷资本引入缅甸
,

带来了如下后果
:

强化了缅甸的封建秩序
,

马克思指出
:“
高利贷者是保守的

,

它力图维护现存的生产方式
.

为了要能重新不断地榨取它
,

并使它变得更悲惨
。 ”

» 在缅甸就是这样
。

齐智人高利贷者剥夺农

民用以抵债的土地
,

迫使他们在更残酷的条件下重新与土地结合在一起
:
农民继续留在 自己原

来的土地上
,

但身份已发生了变化
,

由小土地所有者变为半封建的佃农
。

高利贷的盘剥
,

加速了

土地集中
,

但是土地集中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农业经营
,

而是加强 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

齐智人

高利贷者不直接经营从农 民那里掠夺来的土地
,

而是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佃农
。

这样
,

资本主义

的生产方式未能在缅甸大规模展开
,

仍然只是重复着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
。

因此
,

齐智人高利

贷的发展阻碍了缅甸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
。

4

.

实行畸形而封闭教育文化的发展方针
,

限制和剥夺缅甸人民受教育的权利
,

推行培养
“

奴化
”

思想
。

英国殖民者吞并缅甸后
,

取消了原来缅甸政府对寺院学校的支持
,

作为大众教

育和宗教教育中心的寺院逐渐丧失其重要性
。

究其原因
,

一是佛教寺院在英国殖民统治下衰落

了
,

二是英缅政府教育政策的改变和殖民经济的发展以及殖民行政机构扩大
,

需要符合殖民要

求的近代人才
。

然而教育并未对全民开放
,

过去的免费教育已取消
,

新的学校大多建在城市
,

这就是使缅

甸主体的农 民失去教育的机会
,

能够接受教育的只是封建上层分子和城镇居民的子弟
,

他们不

学缅甸传统文化
,

也很少学近代 自然
、

社会科学
,

学的只是殖民政府需要的英语与数学知识
。

一

直到 1920年底
,

缅甸没有 自己的大学
,

缅甸人要受高等教育
,

必须去加尔各答大学和伦敦的大

学
。

这样
,

缅甸学校培养的主要是殖 民机构的服务 /
、

员
,

如低级官吏
、

办事员
、

律师等
。

而缅甸

作为农业国迫切需要如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专门技术教育却丝毫得不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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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重视
。

这是一种畸形发展的殖民地教育
。

实施
“

双头政制
”

后
,

缅甸的教育事务开始 由缅 甸人

主管
,

教育的发展有所好转
,

但仍未能有大的改观
。

与周边国家相比
,

尤其是高等教育更是落

后
。

仅以 留学情况为例
,

1 9 3 7 年
,

菲律宾派往美国留学的有数百 人
,

泰国在西方国家留学的有

数十人
,

印尼和印支国家在荷兰和法国留学的也数以十计
。

而缅甸留学欧美的仅 8 人
。

¹ 这一

现状对缅甸后来的发展和进步是有影响的
。

J

.

5

.

弗尼瓦尔认为
, “

缅甸民族主义兴起较晚
,

原因

不在于缅甸人民缺乏民族感情
,

而在于他们不了解现代世界
。 ”

º

与此同时
,

缅甸的文化也 日益衰落
。

随着 民族宗教地位的下降
,

以佛教艺术为代表的传统

艺术的衰落成为趋势
。

英语的地位崇高
,

缅文化逐步式微
,

结果是
, “

英国的统治
,

只是使缅甸向

世界开放
,

而世界却没有 向缅甸开放
。 ”

» 这妨碍了缅甸人民的觉醒
,

导致经济更加落后
,

从而

直接帮助了英国殖民统治
。

二
、

英国对缅甸殖民政策的影响

英国统治缅甸 60 多年
,

推行了一条殖 民侵略和掠夺的政策
,

阻碍 了生产力的发展
,

从而给

缅甸的政治
、

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

1

.

殖 民政府 氏期奉行的畸形发展的单一经济政策一一 完全依附于世界市场的稻米种植
和在此基础上的高利贷盘剥

,

从缅甸搜刮去巨额的财富
,

使得缅甸民族经济长期处于一个落后

的境况
。

由于英国在缅甸片面发展大米单一作物
,

早在 19 世纪下半叶
,

缅甸便逐渐成为世界大米

市场的主要供应地之一
。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
,

下缅甸 已开辟了近千万英亩的土地
,

其中的十

分之九被用于耕种稻谷
;在上缅甸

,

种稻面积也占了全部耕地的三分之一
。

大米的生产与出口

成为缅甸最主要的经济活动
。

仅大米出 口
,

即占全国出 口额的 45 %
,

从事大米生产的缅甸农民

日益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漩涡
。

稍有风吹草动
,

缅甸经济便深受影响
。

20 世纪 30 年代初

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便是一例
。

由于危机 中世界市场上大米价格剧降
,

缅甸的大米生产和出

口受到沉重打击
,

缅甸农民的处境更为艰难
。

英国垄断组织力图把危机的后果转嫁到殖民地缅

甸身上
,

其手段之 一
,

就是拼命压低米价
。

缅甸大米的批发价格在 20 年代中期每百箩为 180 一

20 0 卢比
,

在危机时则下跌了三分之二以上
,

到 193 1年每百箩大米价仅 64 卢比
。

而水稻的播

种面积在 1930 年前 尚有增加
,

随后这种增加便停止了
,

甚至开始缩减
。

农民的亏损不言而喻
。

在缅 甸经济的其他行业一木材
、

采矿
、

石油
、

交通运输
、

金融等行业中
,

英 国垄断资本都占

据了主导地位
。 一

乡 缅 甸近代工业十分落后
,

其原因有二
:“
第一是大量进 口宗主国的工业品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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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缅甸殖民政策

族工业地位得不到保护
,

……第二
,

各宗主国也注意到殖民地的任何工业都可能危及到 自身工

业企业的利益
,

因而阻止任何近代工业的建立
。 ”

¹ 因此
,

缅甸直到独立
,

始终是一个缺乏近代

工业体系的落后农业国家
。

2

.

长期的殖 民统治和英国掠夺性的殖 民政策
,

强化了缅甸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
,

并使之

走向另一个极端
,

出现盲 目排外的倾向
。

英国殖民者在三次英缅战争中时而支持缅族
,

时而支持孟族
、

阿拉干人 ;在统治缅甸期间
,

挑动克伦族等少数民族与缅族的民族矛盾
,

利用齐智人为代表的印度人统治和掠夺缅甸的财

富
;
在 1947 年同意缅甸独立的英缅条约中继续控制缅甸的内政

、

外交和经济
,

都给缅甸民族留

下了深刻而恶劣的印象
,

再加上 60 多年殖民统治留给缅甸的只是一个穷困而落后的农业 国的

现实
,

使得缅甸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国家深恶痛绝
,

认为缅甸经济的贫困
、

民族间不和
,

完全是外

国人一手造成的
。

强烈的民族情绪促使缅甸在独立后始终奉行包括阻止外国投资在内的限制

外国人的政策
。

在 1962 年奈温将军执政后更成为一条封闭式的发展经济路线
。

它一方面维护

了缅甸的民族独立和主权
,

另一方面也妨碍了缅甸借鉴外来经济
、

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
。

这是

缅甸在东南亚地区国家战后发展中落后的历史原因之一
。

同时
,

英缅殖民政府的
“

分立
”

政策也使得少数 民族与缅族至今仍水火不容
,

克伦族仍未认

同于缅甸政府
,

双方仍旧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

因此
,

如何解决国内缅族与少数 民族的关系
,

至今

仍是缅甸发展过程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

〔本文作者李一平
,

现在厦门 大学历史研 究所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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