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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缅边界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该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中国

采取了立足现实的政策,因为中国力图通过边界问题的解决消除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谋求和

平的周边环境、反制美国的对华遏制。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将中缅关系推向了高潮, 为解决缅甸

国民党军问题提供了契机,并给印度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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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历史上,朝代变更往往也伴随着领土、疆域的变动。20世纪中期, 新中国的成立、亚洲的非殖

民化、冷战的国际环境,使边界问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中缅边界问题是

新中国成立后解决的第一个边界问题,是正式划定的第一条陆地边界线。目前, 学术界对该课题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 1949年以前的时段, 议题主要围绕边界问题的产生、中英滇缅边界的交涉及相关

事件等。 /由于受政策性因素尤其是原始档案材料的限制, 学界对新中国成立后边界 (中缅 )问题

的外交谈判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关键问题和延伸性问题深入探究不够 0。[ 1]
国内现有的研

究,宏观叙述多, 泛泛而谈多,颂扬精神多,缺乏实证研究,就事论事,以论代史较为普遍。这种状况

的产生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第一手的资料, 以往研究 /多围绕周恩来的外交活动片断及一些外交

官的回忆录来展开,并且, 学界的研究尚未涉及缅甸方面的相关资料。0 [ 2]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在材料上有所突破的,是 2008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 5周恩来传 ( 1898

- 1976) 6,它使用了较为丰富的中缅领导人谈话记录、相关会议记录等。张植荣的5当代中国外交

新论6对中国的边疆战略、国际观以及在对缅边界谈判中的政策、指导原则做了一定的分析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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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此外,还有些学者对中缅、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¹ 国外对这一时期中缅边界问题的

研究也较为薄弱,但他们的研究视角比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了缅甸的态度和反应。美国国务院的

/ Ch ina-Burma Boundary0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背景介绍。
[ 3]
MaungM aung更多地从缅甸的角度

探讨了缅中边界问题的解决以及它对缅甸的意义。
[ 4 ]
Daphne E. Wh ittam和 Stephens都指出了奈温

及其无党派背景的军人看守政府在解决边界问题中的特殊作用。
[ 5 ]
R ichard和 Stephens在阐述缅甸

国内对边界问题的反应时,都注意到了克钦邦的反对态度。
[ 6] [ 7 ]

Daphne、Stephens和 Luket在分析中

国解决该问题的原因时,指出了中国在安全、历史和意识形态方面、外交等方面的考虑。
[ 8]

虽然中外学者的视角不同,但他们都没有对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过程, 特别是期间发生的重要

事件进行必要的阐述和分析。例如, /黄果园事件0和波匈事件对边界问题的影响、中缅边民联欢

大会的背景和目的、1956年周恩来访缅的背景和作用、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对印度的影响等。

2006和 2008年外交部解密的 1955- 1965年的档案,为我们考察这些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一、1949- 1955年中国对中缅边界问题的态度和政策

中缅边界问题产生于清末, 历经民国, 直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尚未解决。 1949年颁布的

5共同纲领6第五十五条规定 /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与协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 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0
[ 9]
中共执政初期, 对

于如何处理旧中国的边界条约,解决边界问题,既无明确的规划和认识,也未制定出详细的边界政

策。因为,当时中共还无暇一一研究中国与各个领国之间的复杂边界问题, 所以采取了维持现状和

不承认主义的政策。对于中缅边界问题, 中国因此最初也并没有急于解决, 表示需要时间进行准

备。1954年,缅甸总理吴努访华时, 双方表示 /在适当时机内, 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 解决此项问

题。0 [ 10]
相比之下,缅甸希望解决边界问题的心情比较迫切。因为, 1952年中国军队为追击败退到

缅甸的国民党军已经越过 / 1941年线 0,并在当地驻扎下来。同时, 缅军也在南北两段未定边界上

向前推进,抢先占据有争议的地方。
[ 11 ]
不过,双方对此都保持了沉默。

关于中缅未定边界,中国认为存在三段未解决的问题: 第一, 南段, 关于佧佤山区的一段。第

二,中段, 关于在南碗河和瑞丽江汇合处的猛卯三角地区,又名南碗三角地区, 面积约 250平方公

里。第三,北段, 关于尖高山以北的一段。对于这三段未定边界, 中国最初的态度是,不承认 / 1941

年线0, 收回猛卯三角地区和包括片马、岗房、古浪的北部失地。缅甸方面认为, 其继承英国统治时

期的边界状况:南段 / 1941年线 0合法有效;中段勐卯三角地继续无条件地由缅甸支配,在北段可以

把包括片马、岗房、古浪在内的 50平方英里 (约合 130平方公里 )土地交还中国。因此,缅甸认为

两国边界只在北段存在问题。中国要求改变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果, 而缅甸强调继承英

国统治时期造成的既定状况。双方在边界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标准, 决定了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

杂和曲折的过程。

二、/黄果园事件 0

20世纪 50年代前期,中国在中缅边界问题上所持的谨慎、等待的做法, 很快被两国边境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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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冲突所改变。1955年 11月 20日,两国军队在 / 1941年线 0以西的黄果园发生武装冲突,双方

各有数人受伤。对此,缅甸媒体和西方媒体纷纷报道, 指责中国侵略缅甸,美国还积极支持马尼拉

条约国进行军事演习给予呼应。该事件给中国带来了相当的压力, 使其意识到初期实行的维持现

状的权宜政策必须改变,因为拖而未决的边界问题给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带来了无法回避的挑战

和威胁。1957年周恩来在向全国人大代表做报告时,就明确说到这次事件 /使中缅两国政府体会
到及早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必要。0 [ 12 ]

/黄果园 0事件后不久,缅甸照会中国说, /缅府所接到的报告和大使馆照会中所说的有所差

异,对于这两个矛盾的报告,缅甸联邦政府不以为决定哪一个是正确的会对两国友谊有所裨益, 但

为了消除大使馆可能有的疑虑, 缅甸联邦政府准备 (如果大使馆愿意 )指令有关当局带领中国武官

和大使馆愿意指定的官员前往肇事地点进行调查 0。为了防止同样的事件再发生, 缅甸建议双方

尊重 1941年的边界线, 中国撤回越境的部队,缅甸也将其部队限于缅甸境内,建议两国边界委员会

尽早举行会议,早日解决边界问题。
[ 13 ]

对于缅方的建议,中国驻缅大使馆分析认为, /就缅方此次来件看来, 虽对此次发生事件表示

抱歉并希望双方今后避免此类事件发生, 但对此次事件之责任是在企图推卸,此信与奈温上次对我

所作的表示已大有出入,其中又力求我方承认 1941年为合法事实, 片面认为此次肇事地点是在缅

甸境内并促我驻军退出 41年线,此不仅与吴努在北京时双方对边界愿暂且维持现状的谅解有所违

背,而且此次事件发生后吴努、吴敏登对 1941年线向我所表示的态度亦有改变。0 [ 14]
因此,中国驻

缅大使馆建议中央不要将部队撤出 / 1941年线 0。

三、1956年的中缅接触和谈判

1955年底的黄果园事件,使双方特别是中国感觉到解决边界问题的迫切性, 因此从 1956年初

起,中缅两国政府就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

缅甸的攻势:经过精心策划与准备, 1956年 2月 7- 8日, 缅甸政府在缅中边境地区的雷基举

行边民会议。为了举办这次大会,缅方进行了大量的物质准备, /除吴努和外交部长因事未能出席

外,内政部长、克钦事务部部长、警察、海关、移民高官均参加了。参加人数 4- 5千人。0 [ 15]
缅甸如

此高调举办边民大会,主要是增加中央政府对有边界问题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邦的影响力,为解

决边界问题寻求地方支持,增加政治资本。时任云南省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张子斋获邀参加此次大

会后, 分析认为, 缅甸政府 /企图通过会议,抵消我国的政治影响。0 /缅甸去年财政困难, 物价上涨。

但几个月来缅甸政府在雷基一带与我接境的地区, 廉价倾销物品。这样对其边民施行小恩小惠,抵

消我国影响,并反过来影响我边境人民的一种进攻方式。还常放电影。这样,政治、经济双管齐下,

对我边境的部分群众和干部也发生一定影响。0雷基边民大会 /表面宣传中缅友好, 实际是对我展

开政治攻势。从会议第一天来看,将两国边疆的矛盾提到首要地位, ,此外,缅甸官员们,对我边

境似乎有相当的猜疑和顾虑,总想刺探刺探,看看虚实, 摸一摸我们的底。0
[ 16]

/黄果园事件 0后,缅甸继续利用国内外媒体向中国施加压力。 1956年 7月 31日,缅甸主要报

纸、英文的5民族报6 ( The Nat ion)报道, /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共产党中国军队已经侵入并且占领了

从葡萄城到肯朗渡口共长五百英里的边界附近的缅甸领土,而且仍然在向内地移动中。0 /吴巴瑞
(U Ba Sw e)总理昨天召集了内阁 -内圈 .和各军种首脑会谈,讨论这种严重局势。0该报道引起了中

缅两国以及国际舆论的注意。当日, 缅甸政府对此发表声明, 否认了该报道的部分内容, 但承认

/有些中国部队进入了缅甸领土,在佤邦非常接近缅甸 -中国边境的联邦土地上建立了哨岗。0 [ 17]

/尽管政府在公开声明中倾向于淡化渗透的范围和程度, 吴觉迎却也承认, 新闻报道事实上是准确

#38#



的,而且已经发生了冲突和伤亡 (去年 11月 )。0 [ 18 ]
针对缅方的声明, 8月 4日周恩来致信吴努, 回

应说缅外交部的声明虽然承认该报道是不真实的, 但承认 /中国军队进入了缅甸境内的佤邦,建立

了岗哨等等 0,批评在双方未谈判达成共识之前,缅甸 /根据自己的看法公开指责对方越境都是不

相宜的。这只能给挑拨中缅者以可乘之机,并不利于两国边界问题的顺利解决。0[ 19]
美国国务院情

报研究所对此次冲突的分析是, /缅甸政府不断利用5民族 6报来 -泄露 .他们不愿意由自己宣布的
消息, 似乎5民族 6上刊登的文章是受政府怂恿的。因为它希望能够引起全世界对中共行径的关

注,而无需以官方身份控诉它那对自己领土抱有侵略企图的中共 -朋友加兄弟 .。0 [ 20]
中国也认为

缅甸国内报纸的攻击和指责是得到缅甸政府的唆使和支持的,所以同月中国向缅方明确表明,缅甸

/报纸上的消息不会完全同政府无关0
[ 21]

, /中国政府希望缅甸政府不要增加政治空气,以便施加

压力。0[ 22]

1956年,缅甸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舆论攻势是比较成功的, 既适时地避谣说明中国未侵略缅

甸,又声称中国在未定界内的活动是进入了缅甸领土, 这样不仅明确殖民时期中缅边界的合法性,

而且借助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加压力。而同年发生的 /波匈事件 0大大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

形象和大国的声誉,该事件结合两国的边界问题, 在中缅关系中的 /寒蝉效应 0十分明显。缅甸对

苏联出兵匈牙利,既不满, 又害怕。仰光对中国奉行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0的诚意愈加怀疑, 害怕中

国侵略缅甸,上演东南亚版本的 /波匈事件0。中国在未定边界地区的活动, 使仰光感觉缅甸的形

势与匈牙利十分相似,缅甸应该吸取匈牙利事件的教训。
[ 23 ]
因此, 1956年 7月以后,中缅关系一度

较为紧张,缅甸在国际事务中的态度较为倾向西方。缅甸和国际舆论对 /中国侵略缅甸0的渲染、

西方阵营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推波助澜和挑拨离间、/波匈事件0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了相当大的

压力。

中国的反应:为了扭转上述问题带来的被动局面,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与 1955年

/黄果园事件 0发生后中国舆论保持沉默不同,对于缅甸媒体对中缅边界问题的负面报道, 1956年

5人民日报6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报道,反击5民族报 6的言论和西方媒体的指责。
其次,借助缅甸国内左派和对华友好力量,缓解紧张局势。8月 8日,缅中友好协会发出一项

呼吁书,敦促两国政府尽快按照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0,妥善解决两国之间的有关问题,以制止破坏

缅中友谊的阴谋活动。
[ 24]
缅甸国内左派报纸,如, 5仰光日报 6、5人民报 6、5新时代报6也发表社论

反驳、批评中国侵略缅甸的消息和言论。

再次,提前举行中缅边民联欢会。1956年 12月,中国在芒市举行 /中缅边民联欢大会0。大会

历时 5天,双方代表共 350余人,约 1. 5万边民参加。这次活动 /名义上是两国边民联欢大会,实际

上是以两国政府官员和民族上层为主的广泛直接接触的群众性的外交活动 0[ 25]
,缅甸的总理、副总

理、和众多高官前往参加。对于缅方的参会者,中方的评价是: /缅方人员多数是上层, 思想情况极

为复杂,若干人对我抱着各种怀疑、误解和顾虑。想来试探一下,看看虚实, 看看有无诚意。0 [ 26] /到

会的缅甸克钦邦、掸邦官员、头人,初来时对我们抱着各种怀疑和顾虑甚至误解0。[ 27]

会议地点芒市当时 /只是边境地区的一个小镇,没有宾馆、招待所,街道房屋简陋, 缺乏公共设

施,根本不具备接待国宾开展大型活动的条件。0 [ 28]
中国仓促举行边民联欢会, 应该主要是出于缓

和 7月以后两国关系紧张的缘故,同时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界问题的支持。周恩来在联欢

大会上讲话表示,为了发展两国边境人民友好合作关系,中国的 /边境人民应该比缅甸的边境人民
做出更大的努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的主动措施, 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来证明我们对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一贯信守不渝,,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0 [ 29]
会后,承

办联欢会的云南省总结说, /通过各种活动中的诚恳热情的接待, 一般在思想上起了不少变化, 反

映良好。其主要官员一再强调中缅友好。0 /大会对边疆干部群众及民族上层有极大的良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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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会,大家普遍受到一次和平外交政策、中缅友好的教育,进一步认识到为了建设社会主义,需

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强邻国之间的友好关系。0
[ 30]
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云南省的总结似乎昭示着,

中国将在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

最后,两国领导人会晤,就边界问题进行磋商、谈判。 1956年 3月, 中国初步决定, /可以考虑

由双方军队从目前的驻地分别后撤同等的距离 (例如, 十公里 )。然后由我们自己先进行勘察工

作。0 [ 31]
但中国驻缅使馆和云南方面均提议反对撤出 / 1941年线 0, 认为 /如这样,事实上等于我方

承认-一九四一年线 . ,于我不利,易被缅方作为迫我承认该线合法性的借口。0 [ 32 ]

1956年 8月 7日, 缅方向中国提出, 中国军队撤出 / 1941年线 0以西是双方边界谈判的基

础。
[ 33]

8月 25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再度向周恩来提出希望中国军队撤出 / 1941年线 0以西。
[ 34]

10月 22日 - 11月 8日,缅甸自由同盟主席吴努应邀访华,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在吴努访华之

前,缅甸已经得到中国的承诺。 10月 2日,缅甸副总理吴巴瑞在每月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中国政府已经接受 1941年线作为谈判的基础。0 [ 35 ]
北京会谈期间,缅甸建议双方应该接受 1948

年缅甸独立时边界的实际情况,中国答复 / 1、北段边界传统习惯线包括麦克马洪线可以被接受; 2、

-1941年线 .有效; 3、废除勐卯三角地租约; 4、中国收回片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0 [ 36]
但是,中国

同时也要求三段未定边界应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解决。最后, 双方发表会谈公报称, /从 1956年

11月底起中国军队将撤出 1941年线以西地区, 缅甸军队将撤出马、岗房、古浪三个地方。这项撤

军工作将在 1956年底前完成。0 [ 37]
中国此举实际意味着默认 / 1941年 0线的合法性, 中方虽然要求

在问题没有最终解决之前,缅甸军队不能进入中国军队撤出的地区, /但是缅甸政府的工作人员可

以进入这一地区。0 [ 38]
1956年 11月 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次会议同意了上述建议。联合公

报发表后, 11月 10日吴努在仰光电台发表讲话,详细介绍了中缅边界问题, 并告诉公众中国准备

承认缅甸独立时两国边界的状况,除了要求将 3个克钦村子归还、废除勐卯三角地租约以外。
[ 39]
吴

努还在仰光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周恩来建议鉴于目前中缅的友好关系, 边界问题不应该依靠历

史,而在现实基础上全面解决。0在这样的基础上双方进行了谈判, 中国政府表示愿意接受和尊重

目前中缅边界的现状,放弃了过去的领土诉求,只保留要求归还片马、岗房、古浪和勐卯三角地区。

/周恩来已经接受了 1914年麦克马洪线和佤邦境内的 1941年线。0 [ 40]

同年 12月 10- 20日,周恩来访问缅甸。 /此次访缅是在中缅关系一度紧张之后, 缅当局与我

和平共处的信心曾发生动摇,经吴努访华情况有所好转,但帝国主义就片马、匈牙利问题在缅甸进

行挑拨。从这次访问的时机与效果上看意义是重大的。0周恩来提出 /反对别人的大国主义也警惕

自己的大国主义的主张,进一步减少了对方对我之疑虑, 增进了对方对我的信任。0通过会谈, /使

对方摸到了我对边境问题的诚挚态度 0,减轻了匈牙利事件的影响,争取了吴努和吴巴瑞两派对华

友好。
[ 41 ]

四、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1956年中缅关系 /由阴转晴 0,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态度的变化。中国放弃此

前对中缅未定边界中的领土诉求,除了引起中国驻缅使馆、云南的反对以外, 在军方和中缅边界地

区均遇到了相当的阻碍。例如,在佤邦未定界地区,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在得知他们统治的大部分地

区划给缅甸的情况下,要求脱离中缅自行独立, /干部、战士在该地区进行了几年的工作, 与当地人

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加之过去一段时期片面宣传 -佤山是中国领土 .、-佤山不可分割 .、-不

能以领土换和平 .等等,一旦把 -一九四一年线 .以西划给缅甸, 大家会感到思想转不过弯来,更不

好对群众做工作。0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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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如何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解释撤至 / 19410年线以东的问题,中共中央指示云南省委在开展

未定界地区的工作时, /不要强调国民党政府签订 1941年协定是卖国行为,也不要称 1941年协定

是卖国协定。否则,不仅不能解释清楚,反而使群众思想更加混乱 0。对 / 1941年线0两侧的头人和

民众要进行说服和劝导。
[ 43]

1956年周恩来访缅时告诉缅甸总理吴巴瑞,中国所面临的困难是 / ( 1)

要对中国人民解释; ( 2)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对麦克马洪线的接受; ( 3)国民党会骂我们卖

国。0 [ 44]
1957年 3月 13日,周恩来接见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时提到, /关于中缅边界问题,有我国

提出的建议和联合公报,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委员会有一些意见。因此,不可能在吴努逗留昆

明期间签订协定。中国将坚持按过去建议和公报的原则解决中缅边界问题。但是需要进行说服和

解释工作。0
[ 45]

因此, 1957年,中共努力向国内各方解释做出让步的原因、必要性,以消除不同意见, 统一思

想。1957年 3月,周恩来先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少数民族

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

的方针 /吃亏太大 0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了说服工作, /进一步统一了

全国各方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看法。0[ 46]
1957年 7月 9日, 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做 5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6, 再次介绍了中国所提三项建议的内容和处理中缅边界问题中所遵

循的基本政策,大会同意政府继续根据解决原则性建议同缅甸进行具体协商。

1958年,由于缅甸国内政局动荡,一时无暇顾及中缅边界问题。但奈温军人当政后, 继续推动

边界问题的解决,双方最后在 1960年签订了边界条约, 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 1960年至 1961年

初,围绕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双方借此进行了一些重要访问和庆祝活动,将两国关系的发展推向

了一个高峰。 /边界协定和友好条约签订后, 缅甸政府在两国接壤地区组织规模颇大的群众集会

进行宣传活动,举行庆祝的有班坎、葡萄、雷基、八莫、密支那等地, 人数从 3 000到 30 000不等。缅

甸边防部队也有类似庆祝活动,并邀请中国方面参加。0为了回应缅方的庆祝活动,中国方面 /在芒

市、瑞丽、章凤、南伞四地, 以芒市为重点, 先后举行了千余人到两万人规模不等的群众集会,并邀请

了缅甸相应地区的军政人员来参加。0 [ 47]
无疑,这些庆祝活动反映两国的友好, 但中国也知道缅方

率先主动在边界地区搞的庆祝活动, 目的在于 /利用中缅边界协定提高现政府的声望, 特别是奈温

总理的个人声望;借大会之机再次强调缅甸联邦统一,少数民族邦区不能脱离联邦0。[ 48 ]

五、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原因和影响

中缅边界问题得以解决固然是双方努力的结果,但主要是中国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 即周恩来

所说的 /委曲求全 0,放弃了 1956年之前的强硬政策和领土诉求。在这种转变的背后, 中国力图

/首先是争取世界形势的和缓; 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

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国主义情绪。0 [ 49]
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第一, 中国边界的安全;第二, 在

周边国家中保持亚洲大国的历史形象;第三,在亚洲保持和平共处原则捍卫者的形象。0
[ 50 ]

具体来说,中国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动因又和以下因素有关。

中共的世界观、国际观: 1954年中共对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以反制美国的封锁和包围, 尽可

能地联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国家, 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这一政策目标

是建立在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识和对世界形势客观的判断基础之上的。50年代, 中共总体上还是

认为 /世界局势正在趋向和缓, 世界的持久和平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0/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

业化的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除了必须团结国内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外, 还必须团结国外一切可

能团结的力量,努力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0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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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问题是影响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的不稳定来源, 这主要表现在西方阵营利用边界问题攻

击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假和平、真侵略,离间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从中遏制孤立中国。中国同意

撤出 / 1941年线 0以西、在中缅边界上做出原则性让步的前提是, 缅甸同时从片马、岗房、古浪地区

撤军,两国三段未定界一揽子解决。
[ 52]
中国的让步和要求全面解决边界问题, 反映其解决该问题的

迫切性。这种迫切性又和 /黄果园事件0发生后的中缅关系状况、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有密切
的关系。同时,周边中小国家也不完全相信中国。因此,中国解决缅甸问题的出发点、政策目标是

/是争取世界局势的和缓, 争取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我们的邻国和平共处。0[ 53]
中国在边界问题上

的做法就是,不在 /一城一池 0上计得失, 从宏观上谋求边界问题的解决, 获取和平的周边环境。

1960年 4月 17日, 周恩来与吴努会谈时表示: /关于边界问题,通过多年努力, 双方的观点一天天

接近了,现在剩下的只是个面积大小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0[ 54]

缅甸问题的示范效应和榜样竖立
[ 55]

: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既是个案, 更是中国选取缅甸作为

突破口,突出榜样力量和示范效应,向所有与中国有边界问题的国家表明,尽管各国政治制度不同,

但通过和平协商是可以解决领土纠纷的。
[ 56 ]
既然是作为榜样、模范,那么就不能不成功。而中国之

所以选取缅甸作为实验对象、范例,是因为 /缅甸与我们关系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这

是我们相互之间可以谈问题的基础。缅甸代表了一些小国的想法, 如果我们同缅甸的边界问题解

决得好,对于消除缅甸对我们的恐惧心理、安定其他周边国家都会产生很好的影响。更深一层的意

义是, 还可以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好。0 [ 57]

力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真实性:由于包括缅甸在内的不少民族主义国家对

中国颇有疑虑,担心中国进行扩张,因此, 中国力图取得它们的信任。正如周恩来在 1957年所说: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扩张,但人家不信, 所以要用实际行动使它们慢慢相信, 争取和平共处。

在十年内要努力解决同邻国的边界问题, 先从缅甸开始, 解决后它们就放心了。0 [ 58]
中共解决中缅

边界问题的初衷还含有借此表现一个爱好和平的形象。曾有学者提出,中国之所以和缅甸解决边

界问题,是为了丑化印度, 在东南亚国家中孤立印度。
[ 59]

1959年, 中印边界形势才开始紧张, 而中

国 1956年就已经决定在中缅边界问题上做出让步了,所以这种观点缺乏说服力。不过, 1959年中

印边界紧张局势、印尼排华事件以及当时国际舆论对中国的不利看法, 使中国需要表现出友好的姿

态
[ 60]

,并利用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在周边国家中孤立印度
[ 61]

,这也是推动问题解决的背景因素。

根据上述几个因素,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缅方坚持中国军队撤出 / 1941年线0以西作为继续谈判

的前提时、当缅甸坚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时, 中国虽然不愿意, /但是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的

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并尽力克服困难努力实现这一方案。0 [ 62 ]

从缅甸方面来看,奈温军人看守政府对边界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虽然中国在边

界问题上做了较大让步,但缅甸方面也面临着问题。中国让缅甸归还 3个克钦村子的要求虽然得

到了吴努和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支持, 但遭到克钦邦的强烈反对。
[ 63 ]

1958年, 缅甸国内政治动荡导

致边界谈判搁置。不过,奈温军政府的上台 ( 1958年 10月 - 1960年 4月组建看守政府 )同时也为

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奈温上台后, 积极推动边界谈判。1959年底, 奈温告诉周恩来, 在两国

边界问题上他作为看守政府的领导人已经获得了国内所有重要政党的支持, 而这是民选政府做不

到的。吴努也说服了克钦邦领导人同意归还 3个村子,奈温赢得了克钦邦和掸邦领导人在边界问

题上的合作。
[ 64]
因此,他告诉中方,缅甸已经做了历任缅甸政府所做的最大让步,建议双方不要再

进行谈判了,邀请其去北京,立刻签署协议。
[ 65]
在奈温推动边界问题解决的背后,既有其个人性格

果断、军人看守政府的因素,也有他想通过在任期内解决该问题,提高政治声誉, 为重返政坛积累资

本,赢得中国好感的考虑。

以往,国内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具有 /重要意义 0和 /深远的影响。0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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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在:证明了中国和平政策的 /言行一致0, 原先一些担心 /中国口是心非 0的东南亚国家开
始对帝国主义表示不满,对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大为上升; 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大有提高; 在

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 66]

; 推广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其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

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准则;树立了中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形象, 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密切联系
[ 67 ]

;使

中缅睦邻关系进入正常历史新阶段; 为突破美国的封锁,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打击了美国对华遏制

封锁政策等。
[ 68]

笔者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上述这些观点夸大、拔高了该问题的影

响,而且这些论断都是以论代史、就事论事,缺乏基本的论据支撑。仅仅通过边界问题的解决就能

赢得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信服, 对美国产生不满,达到树立中国大国形象等一系列效

果的说法,缺乏说服力。笔者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只是部分消除了周边国家对中国威胁的忧

虑,在中国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义务之前,这种担忧是难以得到克服的。缅甸个案为

随后与其他国家的边界谈判积累了一定经验, 但其示范作用不宜夸大, 60年代初中国与尼泊尔、蒙

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问题的解决,主要在于中国采取了立足现实的政策。中缅边界问题的解

决将两国关系推向了顶峰,但这种亲密的状态很快被 1962年奈温军人政变所打断。奈温上台后,

在内政、外交上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导致中缅关系出现了一些波动和变化。所以,边界问题的解

决并没有使中缅关系进入了历史新阶段。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带动了两国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的解决。 1950年,一些败退的国民党

军进入缅甸后,在美国、台湾的支持下,势力越来越大, 不时对云南进行袭扰, 对中国边疆安全造成

了严重威胁。虽然缅甸试图通过军事、外交手段解决该问题, 但一直没有彻底解决。中国 50年代

曾向缅方提出,帮助缅军消灭国民党军,但遭到拒绝。1960年 10月,两国签订边界条约后, 双方随

即需要对边界进行勘察和树立界桩。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防止国民党部队破坏勘界,双方商

定 11月 20日左右采取共同行动清除国民党军。1960年 11月 22日 - 1961年 2月 9日,中国军队

两次出境作战,历时近 3个月, 同缅军联合围剿缅甸境内的国民党部队, 摧毁了其在缅甸的总部。

此后, 当地的国民党军对中国已构不成威胁。

缅甸同意解放军入缅作战是最终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缅甸人对中国人

一直就抱有极大的戒心,无论是 50年代初拒绝中国军队入缅助战的要求,还是 1960- 1961年最后

同意联合作战。但不管怎么说,缅甸最终接受中国军队进入缅甸,表明了其对中国信任度的增加、

中缅关系友好程度的提升,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缅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使中缅友好、信任程度一度达到顶峰,此其一。边界问题解决后, 缅军力量薄弱与国军对勘界和竖

桩形成威胁之间的矛盾,为解放军入缅提供了契机,此其二。因此, 缅甸国民党军问题的最后解决

实际上是中缅边界问题解决的最大副产品之一。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的确给印度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印度原本是想在边界问题上和缅甸组成

联合阵线对付中国,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引起了印度很大不安, 因为这成为中国手中反制印度的

一个宣传武器0, /缅甸间接地帮助了中国证明印度是一个顽固的国家, 不愿意通过谈判解决问

题。0 [ 69]
这也导致了印缅关系紧张, 特别是缅甸人也提出中缅解决边界问题的模式可以为印度来仿

效的言论,让印度人大为光火。
[ 70 ]

1960年 11月,吴努专门前往新德里, 向印方解释中缅签订的边界

条约问题。此外,虽然中缅边界条约从未提及麦克马洪线,但是印度认为该条约实际上有利印度,

因为中国已经理论上承认了该线。
[ 71]

结  论

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开创性意义, 但以往学者在该问题上的研究存在两个不足,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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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乏第一手材料, 不能就其过程和意义进行实证研究。第二,就事论事, 没有把该问题放到冷战

的大背景下、放到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中去讨论,因而出现了一些认为中缅边界问题的成功

解决给中国外交带来了诸多重大影响的论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的评价,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进行

解读。就中缅关系来说,它代表着双边关系发展的顶峰,但并不具有转折性意义。对于中国与其他

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缅甸个案的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在处理缅甸问题时所奉行的和解政策,对周边

邻国具有一定的号召作用。冷战时期,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基本受制于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大

国关系的发展格局,边界问题的解决会一定程度上缓和和推进与邻国的关系,但据此声称其改善了

中国外交格局、使 /五项原则0成为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恐怕有悖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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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ttlem ent of China-Burma Border D ispute: Course and Impact

FAN Hong-w ei

( Center for Southeast A sian Stud ies, X iam en U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Fu jian)

Abstrac t: Burm aw as the first country w ith wh ich China so lved bo rder prob lem am ong periphera l countries. The se ttle-

m ent largely attr ibuted to Ch ina. s po licy based on rea lity because Be ijing intended to a llev iate the apprehension o f neigh-

boring countries, seek to estab lish peacefu l periphera l environment, and coun terUS. s containment. The settlem en t brought

Ch ina-Burm a ties to a c lim ax, created a go lden oppo rtunity to e lim inate the KMT troops in Burm a, and disturbed India

g 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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