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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缅甸罗兴迦人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厚复杂的历史背景, 引起世人普遍关注。本文试图就国际上存在争

议的罗兴迦人身份问题、若开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历史纷争以及罗兴迦人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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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a tion and developmen t ofRoh ingyas Issue have deep complex historica lbackground, wh ich cau-

ses w idespread concern all over the w orld. This paper a ttempts to make an illustrat ion o f the ex ist ing d isputes o f

Rohingyasp identity, the h istory of the disputes betw eenM uslim s and Buddh ists in A rakan, as w ell as the develop-

ment context o fRoh ingyas Issue.

  被国际人权组织称为 /东南亚巴勒斯坦人 0
的缅甸罗兴迦人, 因战乱、政治压制、生活贫苦以

及无国籍被迫流亡海外。缅甸罗兴迦人问题的产生

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 它既与殖民统治、穆

斯林与佛教徒的矛盾冲突有关, 也与缅甸军政府的

罗兴迦人政策密切相关。本文试图就国际上存在争

议的罗兴迦人身份问题、若开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历

史纷争以及罗兴迦人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

一  争议的焦点: 罗兴迦人身份问题

罗兴迦人是缅甸的穆斯林族群, 主要居住在若

开邦。若开邦东邻缅甸的马圭省、勃固省, 南连伊

洛瓦底省, 西部为孟加拉湾, 北部与孟加拉国和缅

甸钦邦交界。巴利语称若开为叶卡 ( Rekkha) 或

叶卡补罗 ( R ekkhapura) , 印度人称其为阿拉干

(A rakan) , 若开人自己称巴若开 ( Barakha in) , 缅

甸语称为若开 ( Rakhain)。若开邦是在 1974年宪

法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七大少数民族邦之一, 罗兴迦

人主要集中在三个北部城镇: 孟都 (M aungdaw )、

布帝洞 ( Buthidaung ) 和拉得堂 ( R athedaung ),

一起定居于此的还有佛教徒。缅甸独立以来, 由于

国内政局长期不稳定、内战持续不断和地方割据等

原因, 对罗兴迦人的人口一直没有也难以作全面、

准确的调查和统计, 故罗兴迦人的人口数量一直不

明。然而罗兴迦人自己坚称, 连流亡在外的罗兴迦

人一共有 100- 200万, 并可以肯定绝对不会少于

100万
[ 1]
。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农民, 其次为商人、

渔民、工匠、伐木工人、海员和劳工等。

罗兴迦人最早被称为 /穆斯林若开人0 (M us-

lim A rakanese) , /罗兴迦人 0 这一名称是在 20世

纪 50年代初左右伴随 /罗兴迦 0 ( Roh ingya) 一词

的出现而开始使用
[ 2]
, 而罗兴迦人问题的存在时

间则较之更长。目前罗兴迦人问题中最具有争议的

是罗兴迦人的身份问题, 也即 /罗兴迦人是谁 0
的问题。一位定居于孟加拉国的罗兴迦人历史学家

吉拉尼 ( Jilan i) 解释说, /罗兴迦 0 一词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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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0 ( Rohan, Roham ) 或 /罗山 0 ( Roshang) ,

这些称呼都源于古阿拉干王朝 ( A rakan Dynasty)

的首都 M rauk- U (今谬杭 M rohaung) 的旧称。他

解释说这些名称后换成 Roshangee, 最后成了 Ro-

h ingta
[ 3 ]
。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历史学或语言学的证

据来证明这种解释的正确性。

关于罗兴迦人身份问题的争议目前存在三种观

点。一种是罗兴迦人自己的观点, 散见于流亡海外

的罗兴迦人的历史著作中, 以吉拉尼的 5寻求公

正的若开罗兴迦人 6 ( The Rohing tas of Arakan:

Their Quest for Justice ) 为典型代表, 其基本观

点是:

( 1) 罗兴迦人不是英国殖民时代移居若开的

移民。公元 788年以前伊斯兰教就在若开传播, 罗

兴迦人自那时起就已定居于此。若开最初是块穆斯

林占据多数的土地, 罗兴迦语最初也是若开穆斯林

与若开佛教徒共同使用的混合语。

( 2) 1430) 1785年的阿拉干王朝虽然受到佛

教影响, 但其本质上仍是个穆斯林王朝;

( 3) 若开佛教徒的祖先是马格人 ( M aghs) ,

因为他们为自己祖先两个多世纪以来从事针对印度

人和穆斯林的海盗和土匪职业感到羞耻, 为了掩盖

臭名昭著的过去, 他们开始用若开人 ( Rakhines)

来称呼自己。

( 4) 英国承诺在二战后为罗兴迦人建立一个

特别行政区, 但最终没能实现。

( 5) 缅甸独立之后 ( 1948) 1962年 ) , 那些

对罗兴迦人不友好的若开佛教徒国会代表继续给罗

兴迦人贴上 /吉大港人0 ( Ch ittagonians) 标签。

( 6) 吴努政府曾接受罗兴迦人为其公民, 缅

甸第二电台用罗兴迦语一周三次广播
[ 4]
。

这种以罗兴迦人为中心的历史论述遭到若开佛

教徒历史学家及活跃分子的强烈批判。比较典型的

观点集中于 (日本 ) 若开国家联盟 ( the A rakan

N ationalA ssoc iat ion) 2003年出版的一本名为 5对

孟加拉移民后裔吉大港人借人权用 /罗兴迦 0 假

名来伪造历史的批判 6 (Criticizing the Falsif ication of

theH istory Written by the Bengali Imm igrants Who Were

theD escendant of the Chittagonians Using theNam e /Ro-

hingya0 under a FalseNam e of H um an Rights) 的缅语

书, 其主要观点为:

( 1) 罗兴迦人说的若开是穆斯林的发源地是

对若开历史的侮辱, 罗兴迦人不是源自缅甸, 而是

来自 19世纪东孟加拉的吉大港, 他们在英国殖民

时期就被称为 /吉大港人0。

( 2) 8- 9世纪穆斯林已经在若开居住是不符

合逻辑的, 同时也没有相关记载说明遭遇海盗而来

到若开的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

( 3) 15世纪只有少量穆斯林从孟加拉国来到

若开。

( 4) 在阿拉干王朝也只有少数穆斯林, 他们

是士兵、波斯商人和在孟加拉国俘虏的囚犯, 他们

从 17世纪初开始在若开定居, 说若开语, 但是从

未宣称自己为 /罗兴迦人 0, 他们是若开穆斯林
( A rakaneseM uslim s) , 不是罗兴迦人。

当我们比较对立双方关于若开邦的历史论述

时, 发现两者之间关键的分歧在于以下两点: 分歧

一是对穆斯林在若开邦生活时间的长短与影响的深

度的理解上。罗兴迦人坚持认为其在若开邦有超过

千年的漫长历史, 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产

生了深远影响; 而反之, 若开佛教徒则强调穆斯林

生活在若开历史上的时间和影响都是相对有限的。

分歧二, 也是最大的分歧点是: 从阿拉干王朝时期

(或之前 ) 就定居在若开的穆斯林是否就是现今的

罗兴迦人? 罗兴迦人认为殖民时期以前的穆斯林肯

定是他们的祖先, 但是佛教徒对殖民时期以前定居

的穆斯林与英国殖民时期 ( 1826年后 ) 从吉大港

地区移民而来的穆斯林区别对待。他们认为罗兴迦

人属于后者, 即 /吉大港人 0。若开佛教徒采取的
是与目前缅甸军政府一样的标准: 认为在 1823年

之后 (第一次英缅战争前一年 ) 进入缅甸的人非

土著居民。换句话说, 1823年是若开佛教徒与军

政府区分定居缅甸居民属于 /我们0 还是 /他们 0

的标准, 同样的标准也体现在 51982年缅甸国籍

法6 ( 1982 Burmese C it izensh ip Law ) 中。

如果说以上观点都是带有种族优越感的观点,

议题都打上了政治化的烙印, 那么以以色列人摩

西#雅各 (M oshe Y egar) 为代表的外国学者则是

站在旁观者的立场看待罗兴迦人问题, 应不失偏

颇。在其著作 5融合和分裂之间: 菲南、泰南与

缅西的穆斯林社区 6 (B etw een In tegration and Seces-

sion: The M uslim C omm unities of the Southern P hilip-

p ines, Southern Thailand, and W estern Burma /M yan-

m ar ) 中, 虽然将缅甸西部小心谨慎地冠名为 /若

开穆斯林 0, 但还是通过描述若开穆斯林的三个形

成时期展示了罗兴迦人发展的历史画卷。第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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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若开阿拉干王朝统治时期, 从印度莫卧尔王国

( 1526) 1857年 ) 不同地方 (尤其是孟加拉 ) 迁

移来的穆斯林不断增加, 他们是罗兴迦人的起源;

第二个是 19世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在殖民当局

的推动下, 大量吉大港移民涌入若开, 摩西#雅各
书中写道这些孟加拉移民通过与当地罗兴迦人各种

形式的内部婚姻融入当地罗兴迦人社会; 第三个时

期是二战后, 另一波吉大港人大量移入若开。他们

同样也融入了当地罗兴迦人社会。经过这三个时

期, 若开的罗兴迦人彻底形成
[ 5]
。此外, 他还认

为穆斯林在 9世纪抵达若开是可信的, 他们可能是

来自于孟加拉的与若开地区和缅甸海岸从事贸易的

船员¹。但他没能指出 9世纪进入若开的穆斯林就

是如今罗兴迦人的祖先
[ 6]
。摩西 # 雅各书中还提

及到罗兴迦语, 他认为虽然罗兴迦语在 20世纪 50

年代末还没能形成, 但他们的语言是若开语、孟加

拉语与乌尔都语的混合体
[ 7]
。对此说法有人提出

质疑: 因为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属于印欧语系, 而

若开语属于藏缅语系, 罗兴迦语怎么可能成为这三

种语言的混合体? 这些语言是如何混合并产生出另

一种与众不同的语言? 并且直到如今还没有一本

/罗兴迦语0 的词典、语法书或研究著作, 即使上

文提及的吉拉尼也没有对他们的语言做出任何论

述, 但有语言学家将其视为孟加拉语的吉大港

方言
[ 8]
。

罗兴迦人已碰到的歧视和偏见不仅来自于缅甸

军政府和若开佛教徒, 而且还有缅族佛教徒, 甚至

那些活跃于民主运动舞台上的活跃分子。典型的例

子就是当日本缅甸罗兴迦人协会 ( Burmese Ro-

h ingya Association in Japan, BRA J) 向日本缅人事

务处 ( Burm aO ffice Japan, BOJ) 写信请求成为会

员时, 就因为罗兴迦人是否是缅甸土著人还存有争

议而遭到拒绝。由此可见, 在缅甸很少有人将罗兴

迦人作为一民族群体来看待。

二  冲突与对抗: 若开历史上的穆斯

林与佛教徒

为了公平看待罗兴迦人在若开邦或缅甸的历

史, 有必要探讨若开历史上穆斯林和佛教徒两大群

体如何从和平共处演变成对抗。

公元 9世纪, 阿拉伯商人去中国途中停泊在缅

甸若开港, 若开人第一次接触伊斯兰教。罗兴迦人

自称他们就是这第一批穆斯林的后代, 几个世纪以

来在人种上与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半岛和孟加拉

的穆斯林杂交混合
[ 9]
。第一批开始定居于若开邦

的穆斯林是否可追溯到公元 8 - 9世纪, 他们的数

量有多少仍值得怀疑, 但他们在阿拉干王朝建立时

( 1430年 ) 就已定居于若开似乎已成定论。 15世

纪后半叶至 17世纪末这一期间被著名东南亚历史

学家安东尼#雷德 ( Anthony Re id) 称为东南亚的

商业时代, 这一时期该地区许多地方海上贸易极其

繁荣
[ 10]
。孟加拉湾因若开与印度的贸易而蓬勃发

展起来。穆斯林移民在此期间第一次在若开邦形成

自己的社会是令人信服的。据说阿拉干王朝的前

11个国王 ( 1430) 1531年 ) 既有若开名字, 也有

伊斯兰头衔。吉拉尼还提到在这之后的其他 7个国

王也全是穆斯林
[ 11]
。但是迈克尔 #查尼 (M ichae l

Charney) 却说, 许多所谓的 /穆斯林0 若开国王

高度致力于佛教事业和默许排斥穆斯林参加最重要

的活动
[ 12]
。他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战略, 当时 /借 0

伊斯兰抬高声望是极其普遍的
[ 13]
。迈克尔 #查尼

的结论认为, 宗教特性 (指小乘佛教和伊斯兰教 )

贯穿整个早期现代文明的若开邦, 因为若开王室对

农村若开人的宗教身份和若开僧伽宗派之间的竞争

漠不关心而导致两教发展不平衡
[ 14]
。阿拉干王朝

后来受到两个外部国家 ) ) ) 莫卧儿帝国和缅甸的重

大影响。到了 1785年, 若开王室被贡榜王朝

( Konbaung Dynasty) ( 1752) 1885年 ) 推翻, 若

开沿岸地区被有效地分为两部分: 若开北部基本上

被穆斯林和印度所吸纳, 若开中部和南部则被伊洛

瓦底谷的小乘佛教所吸纳
[ 15]
。在缅甸统治开始后,

若开变得更加 /缅甸化 0。迈克尔#查尼指出, 由

于缅甸王朝统治时期不断增加的赋税和劳力需求,

使得约 20% - 25%的若开人 (包含成千上万的若

开佛教徒和小部分穆斯林 ) 搬至纳夫河北岸。同

时, 许多若开佛教徒工匠和其他技术劳工被放逐到

缅甸中部
[ 16]
。

然而, 因为缅甸在第一英缅战争中战败, 缅甸

王朝在若开邦的统治结束, 1826年起, 若开邦被

英国占领。大批穆斯林移民从孟加拉国的吉大港进

入若开。第二、第三次英缅战争 ( 1852) 1885年 )

之后, 整个缅甸成了英属印度殖民统治之下的一个

省。为了在殖民体系之下发展缅甸, 英国殖民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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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大量印度移民涌入缅甸以改善劳动力缺乏的状

况。吉大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穆斯林占据印度移民

中的绝大部分, 他们开始在港口城镇如阿恰布

(A kyab) 及其周围地区定居下来
[ 17]
。这不可避免

地造成了佛教徒和新来的穆斯林移民之间的紧张气

氛。英殖民当局的人口普查更加重了这种对立情

绪。英国当局根据宗教信仰来界定人们的身份, 这

意味着宗教信仰不允许有 /未知 0 或 /不确定 0

一类的划分
[ 18 ]

, 于是若开人口就被单纯地划分为

穆斯林与佛教徒。殖民时期以来移居若开的穆斯林

被英国殖民当局称为 /吉大港人 0, 这使原本被认
为可以增强穆斯林和佛教徒自身的宗教认同的举

措, 反而成为两者相互对抗的借口。

日本入侵缅甸后, 若开北部成为宗教和种族对

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¹。为了有效占领和使若开成

为未来入侵印度的前线, 日军充分利用若开佛教

徒, 武装起若开爱国部队 ( the Patrio t A rakan

Force)。英国被日本打败, 但很快在 1942年 4月

建立一支名为第五纵队 ( Force V ) 的穆斯林游击

部队对若开爱国部队发起了反击。第五纵队是由吉

大港穆斯林和由于爱国部队进攻而逃离家园的人们

组成, 他们同时被派遣到日军控制的孟都和布帝

洞, 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还击。一份 1942年 11月

13日的英国报告提到, 所有布帝洞佛教遗迹均遭

到第五纵队的彻底毁灭
[ 19]
。对第五纵队的成员而

言, 战争的目标不是日军, 而是若开当地佛教徒。

经过一年半的对抗和斗争, 若开西北部又于 1944

年 1月重新回到英国统治之下。然而, 当地已经恶

化的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对抗局势远没有结束。

即使日军战败, 英国在若开重建其殖民统治, 社会

秩序仍没能恢复, 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对抗依然十分

激烈。一份英国官方报告指出, 1947年 6月佛教

匪徒骚扰了谬杭穆斯林村民, 而穆斯林随后于

1947年 8月杀害一名名叫吴达努 (U Tun U ) 的孟

都佛教区区长以示报复
[ 20]
。

缅甸独立前后, 穆斯林与佛教徒群体之间的政

治纷争仍然在若开占据主导地位。穆斯林武装组织

被分成两组, 一组是由昂山 ( 1915) 1947年 ) 领

导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 the Ant-iFasc ist

Peop lespFreedom League, AFPFL) , 另一组是与居

住在孟加拉地区的穆斯林联合武装斗争的组织, 后

来演变成了著名的圣战者 (M u jah ideen) 游击队。

另一方面, 若开佛教政治领导人也分为两个派别:

一个加入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 ( AFPFL ),

另一个基于强烈的若开民族主义采取反 AFPFL的

态度。红旗共产党º ( Red Flag C ommunist Party )

的活动也对复杂的若开政治局势产生了影响。

缅甸独立后, 若开邦中部和南部选区选举产生

的佛教议员要求吴努政府像建立掸邦和克钦邦一样,

在大缅甸联邦内建立若开邦。而由若开北部选区选

举出来的穆斯林议员 (已经开始使用罗兴迦人名称

进行身份认同 ) 坚决不同意, 因为显然这样会使佛

教徒统治整个若开地区。他们要求他们的地区不应

该被纳入拟议的若开邦。 1961年, 吴努最后决定设

立若开邦, 但是为了获得穆斯林的支持, 他决定梅

余地区 (其中包括布帝洞、孟都镇和拉得堂西部 )

脱离若开邦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辖, 命名为梅余边境

管理 (M ayu Front ier Adm inistration)。经审慎考虑

后, 穆斯林 (罗兴迦人 ) 议员同意这种方案
[ 21]
。梅

余边境管理于 1961年 5月 1日生效, 但建立若开邦

的立法却被推迟, 奈温将军于 1962年 3月推翻吴努

政府的军事政变更使其陷入僵局。梅余边境管理一

直保持到 1964年才被置于内政部管辖
[ 22]
。1974年,

当奈温军政府 (革命委员会 ) 将政府改称缅甸联邦

社会主义共和国时, 若开实现了建邦, 但与其他六

个邦一样只拥有名义上政治或经济自主权。置于内

政部管理的梅余边境管理被取消, 重新回到若开邦,

并不再给予罗兴迦人权力。

三  抛弃与压制: 缅甸罗兴迦人问题

的发展

1983年, 缅甸政府宣布缅甸境内共有 135个民

族, 主要包括缅族族群 (占总人口的 69% ) 以及七

大主要少数民族族群 (克伦族族群、掸族族群、若

开族族群、孟族族群、克钦族族群、钦族族群和克

耶族族群 ), 每个族群又有多个民族
[ 23 ]
。在若开邦,

虽然若开族是主要族群, 但还包括其他官方认可的

民族, 比如克曼 ( Kamans)、卡密 ( Kam is)、岱奈

( Dainnets)、玛尔玛基 (M alamargy is)、谬 (M yoes)

和德 ( Thets), 但罗兴迦人被排除在外, 他们被视

为在英国殖民时期定居缅甸的非法移民
[ 24]
。虽然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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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地方是 1942年发生克伦族和缅族冲突的伊洛瓦底三角洲地区马乌彬 (M yaungmya)。
1946年 3月, 缅共党内因意见分歧而分裂, 以德钦梭为首的一部分中央委员脱离缅共另组 /缅甸红旗共产党 0。虽然该党后来被

非法取缔, 但在若开曾有相当稳固的地位。



努政府 ( 1948) 1958年、1960) 1962年 ) 曾承认罗

兴迦人作为缅甸的族群之一, 缅甸政府也曾经几次

试图建立一个佛教徒与穆斯林和睦共处的若开邦,

但在 1962年奈温发动政变后以失败告终。奈温政府

宣称罗兴迦穆斯林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外来非法

移民, 中央政府要采取措施将他们驱赶出去, 拒绝

给予其公民身份, 并制定了 51974年紧急移民法
案6 ( 1974 Emergency Imm igration Act) , 致使他们在

自己的土地上成为了外侨。这是导致罗兴迦人永无

止息的强制移民的根源所在
[ 25]
。接着政府实施

51982年缅甸国籍法6, 将缅甸国民分为以下三大
类: 第一类是普通公民 (O rd inary C itizens), 属于上

述八大民族族群, 也是 1823年之前就存在的土生土

长的缅甸人, 这些人被视为 /真实 0 公民; 第二类

是准公民 (A ssociate C itizens) , 就是依据先前只执

行了两年的 51948年联邦国籍法案6 ( 1948Un ion

C it izensh ip Act) 获得缅甸国籍的公民, 这些人主要

是 1823年以后的移民与土生土长的缅甸人混合家庭

的后代; 第三类是归化公民 ( Naturalized C itizens),

就是 51948年联邦国籍法案6 终止之后接受归化的
人

[ 26]
。在这三大类别中, 准公民和归化公民在某种

程度上部分权益受到限制
[ 27 ]
。罗兴迦人因为被视为

外国人不在上述三大类别范畴之内。政府只给予罗

兴迦人外侨登记证 ( Fore ign Reg istrat ion Certif icates,

FRC) , 而不是每个年满 15岁以上缅甸国民就能给

予且随时随地都必须携带的国民身份登记证 ( Na-

t ional Reg istrat ion Certificates, NRC ) ¹。

1977年缅甸军人政府实施了一项叫做 /龙王 0
(N agaM in) 的行动, 该行动号召公民登记入册并

检举告发非法移民。这项全国范围内的行动始于若

开邦 (阿恰布和梅宇地区 ), 致使大量罗兴迦人被

拘留、逮捕, 甚至遭到迫害, 从而引发了 1978年

20多万罗兴迦人涌入孟加拉国的第一波大逃亡。

许多罗兴迦人逃离家园, 沿着纳夫河逃难至孟加拉

国的代格纳夫 ( Teknaf) 和科克斯巴扎尔 ( Coxps

Bazar)。虽然缅甸政府 1978年 5月宣称有 35, 590

孟加拉人 ( B engali) 逃走, 而实际上 /龙王 0 行
动至少导致 20- 25万穆斯林难民逃往孟加拉国

[ 28 ]
。

1978年 4月底, 当时的孟加拉国总统齐亚尔 #拉
曼 ( Z iaur Rahman) 指责缅甸政府非人道驱逐缅甸

穆斯林, 但缅甸政府不断坚称遭驱逐的是非法入境

的孟加拉国公民
[ 29]
。最后在联合国、联合国难民

署、沙特、印度和世界穆斯林联盟的强烈介入下,

孟缅两国达成双边协议, 同意遣返 20万难民回若

开邦。

然而, 返回故土的在缅罗兴迦人情势并没有改

变, 他们申请加入缅甸国籍仍然遭到拒绝, 许多人

甚至变得一无所有。 1988年反对奈温政府的全民

民主运动失败后, 由军人组成的恢复法律和秩序委

员会 ( SLORC )º 上台执政。若开西北地区军事力

量日增, 缅甸军方命令罗兴迦人修路、将若开佛教

徒迁入孟都和布帝洞镇, 纵容佛教徒针对穆斯林的

抢劫、谋杀甚至焚烧清真寺, 更加剧了这些地区穆

斯林与佛教徒间的冲突与对抗。

罗兴迦人的第二次大逃亡发生在 1991年 4月

至 1992年 5月。这次难民数量攀升至 25万以上»。

1992年 2月, 在孟加拉国政府强烈要求国际援助

的情况下, 难民署在位于代格纳夫和科克斯巴扎尔

公路边的 20个难民营里开展了更广泛的救济行动。

1992年 4月, 孟缅政府就遣返议程的条款及允许

难民署的有限参与签署谅解备忘录。1992年 9- 10

月, 在没有难民署的参与之下, 孟加拉国政府诉诸

武力, 执行遣返方案, 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

1993年, 难民署与孟加拉国签署谅解备忘录, 要

求孟国为难民营的难民提供保护并以安全自愿方式

遣返难民。难民署就允许难民署接触遣返者、发放

罗兴迦人身份证以及保证他们的自由运动与缅甸又

签署一个谅解备忘录
[ 30]
。但遣返工作进展并不顺

利, 到 1994年 2月才遣返 52, 689人。据估计, 目

前仍有 20万罗兴迦人在孟加拉国打黑工, 另有

218万滞留在难民营 [ 31]
。

虽然缅甸军人政府允许难民署对返国人员进行

持续的监管, 这对罗兴迦人而言的确是一大善举,

然而他们的实际情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缅甸军

政府仍视罗兴迦为 /不受欢迎的来客 0, 只允许其

以 /特殊的外侨 0 身份在固定的地方生活; 在土

地的分配使用、经商、清真寺的修缮和新建、出国

朝觐以及自由迁移等方面对其设置诸多限制; 不给

其发放国民身份登记证; 除非缴纳大笔保证金, 否

则不许其离开孟都和布帝洞镇
[ 32 ]
。而且, 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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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 NRC在缅甸是件相当重要的事情, 如未能提供该证甚至不能买火车票或电影戏剧门票。
1997年改为 /和平发展委员会 0 ( SPDC )。
有人估计, 到 1992年中期难民人数有 2615万, 参阅 Rpezzsq, Abdu r, H aqueM atrfu zu ,l A Ta le of R efug ees: R ohingyas in Bang ladesh,

Dhak a: The C en ter forH um an R igh ts, 1995, p122.



的支持之下, 若开佛教徒移居梅余地区的活动仍在

持续, 这对罗兴迦人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一定的冲

击。由于战乱频仍、政治上被压制以及生活贫苦,

缅甸的罗兴迦人被迫选择逃离家园以求生存。

四  结论

虽然穆斯林在若开邦开始定居的确切时间仍有

待确定, 但至少从阿拉干王朝起他们便生活在若开

地区。他们是若开穆斯林的起源。虽然对这些穆斯

林是否能等同于如今的罗兴迦人存在质疑, 但摩

西 #雅各的讨论是有说服力的: 这些穆斯林自阿拉

干王朝开始就在此居住, 并与 19世纪和 20世纪从

吉大港迁来的穆斯林移民在一定程度上融合, 从而

形成了今日的罗兴迦人。虽然罗兴迦这一名字本身

是一个较新的 /发明 0, 但没有任何理由因为此名

字的新与旧而拒绝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群体的存在。

鉴于此, 罗兴迦人有权在现今缅甸作为一个民族群

体被承认, 并得到与其他族群一样的国民待遇。即

使给他们贴上强有力的 /前吉大港移民 0 形象,

将他们视为 /外侨 0, 也不能否认他们作为缅甸公

民的权力。目前海外逃亡的罗兴迦人主要分布在缅

甸周边国家, 如孟加拉国、泰国、印度, 还有一些

逃亡到穆斯林国家, 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沙

特阿拉伯等。缅甸政府否认罗兴迦人公民权是促使

他们逃往这些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了改变目前这种

状况, 首先要解决的应是给予罗兴迦人作为缅甸民

族群体的 /资格0, 否则罗兴迦人问题的解决将遥
遥无期, 这需要接纳罗兴迦难民的所有国家、东

盟、联合国难民署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说服缅

甸军政府放弃或修改 51982年缅甸国籍法6, 将罗

兴迦人这一族群纳入本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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