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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边界与领土争端是柬泰关系中的未愈伤口。历史上, 柬埔寨与泰国之间, 国界与疆域曾多次互有伸缩进退,

为此结下了历史宿怨。现实中的柬泰边界与领土争端的核心问题之一, 是对位于柬泰边界上的柏威夏寺归属的争端。边界

问题动辄在柬泰两国关系中掀起轩然大波, 甚至流血冲突, 严重影响双边和睦, 破坏地区稳定, 危害和平建设。在全球化

背景下构建和谐世界的今天, 和平解决边界与领土争端应该成为柬泰两国与国际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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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undary and terr itory dispu tes are unhea led w ounds betw een C ambodia and Thailand. H istorica lly there

w ere frequent advances and retreats of nat iona l boundary be tw een the tw o countries, w hich left o ld scores. Now a-

days, one of the key issues betw een Cambod ia and Tha iland is the territoria l sovereignty problem o f Preah V ihear

Temp le, w h ich lies on the boundary of them. The bourdary prob lems o ften easily lead to great d isturbances, or e-

ven b loody conflicts. It severe ly influences the norma l relations betw een the two countries, destroys the stab ility o f

the reg ion, and endangers the peace construct ion o f them. Under the background o f g loba lizat ion and the calling for

building a harmon ious soc iety, it should be a consensus for both the tw o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at

boundary and territory disputes be settled peacefully.

  在中南半岛的历史上, 随着王朝与国力的交

替兴衰, 半岛上的国家几乎都有过称雄半岛、控制

半岛相当大地域的辉煌时期, 但也都有过国力衰

落、偏居一隅的时候。柬埔寨与泰国的国土疆域曾

互有伸缩进退, 边界多次调整。由于历史认知的差

异, 柬泰两国为此多次发生龃龉。特别是关于柏威

夏寺归属的争端, 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在柬泰两国

关系中掀起轩然大波, 影响双边和睦与地区稳定。

边界与领土争端一直是柬泰关系中的难愈伤口, 对

两国关系和地区稳定具有破坏性影响。

仅 2008年, 柬泰边界就连续出现了多次冲突,

导致双方互有伤亡。进入 2009年, 双方又于 4月

初发生了边境武装冲突, 数名泰国士兵阵亡。

一  柏威夏寺归属争端的由来

公元 9世纪至 14世纪, 柬埔寨吴哥王朝曾是

东南亚强大的帝国, 以吴哥为首都, 统治着现今柬

埔寨全境、泰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老挝、越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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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1]
。这一时期吴哥王朝在其管辖的疆域内修建

了包括吴哥窟和柏威夏寺在内的众多印度教寺庙。

(一 ) 吴哥时代的千年古刹

柬泰边界与领土争端的核心问题是位于柬泰边

界的古寺: 柏威夏寺 ( P reah V ihear)。柏威夏寺位

于柬泰边界地区的扁担山脉, 建在一座高 525米的

峭壁之上, 三面悬崖, 向南俯瞰一马平川的柬埔寨

西北平原, 山寺浑然一体, 是将建筑与自然巧妙结

合的成功之作。古寺始建于 9世纪末, 为吴哥风格

建筑, 供奉印度教神祇 /湿婆 0 ( Sh iva)。建筑材

料为石材, 外表呈褐红色, 前有山门, 周围有围墙

环绕, 为南北向长轴形建筑群, 长度达 1公里
[ 2 ]
。

现在, 由于年久失修, 古寺部分建筑坍塌。古寺正

门面向泰国一侧, 从柬埔寨一侧进入古寺需要攀爬

陡峭险峻的石阶。据柬埔寨史料记载, 该寺是柬埔

寨历史上辉煌的吴哥时期的产物, 由历史上的 7个

高棉君主共同修建, 从耶输跋摩一世 ( Y asovarm an

I, 889) 901年在位 ) 动工
[ 3]
, 至吴哥王城的修建

者苏利耶跋摩二世 ( Suryavarm an II, 1112) 1152

年在位 ) 时竣工
[ 4]
。后者是一个在建筑方面功勋

卓著的建造者, 因为他同时主持建造了吴哥寺
[ 5 ]
。

柬埔寨人视柏威夏古寺为圣地, 在旧版 5万元柬埔

寨货币的背面印有该寺的图案。

(二 ) 殖民时期的归属争端

18世纪末, 国力衰落的柬埔寨将西北地区靠

近扁担山脉以南的马德望、暹粒、诗梳风三省和柏

威夏古寺都割让给了泰国, 此后泰国在夺取的

/西柬埔寨0 地区统治了几百年。柏威夏寺被泰国

改称 /考帕威寒 0 ( Khao Phra V iham ), 汉语又译

/考菩维安0, 意即 /神圣的寺院 0 [ 6]
。

19世纪末, 法国殖民者控制了柬埔寨, 并企

图染指泰国。 1893年法国强迫泰国割让湄公河以

东现属于老挝的土地 (当时老挝附属于泰国 ) ) )
笔者注 ) , 并赔款 300万法郎, 同时规定, 划湄公

河西岸 25公里和马德望、暹粒二省为中立地带,

泰法两国均不得驻军
[ 7]
。

1907年 3月 23日, 法泰两国签订一项新的协

定, 规定泰国放弃马德望、暹粒和诗梳风三省, 即

/西柬埔寨0 地区, 把它们交给法国。这三省原本

属于柬埔寨, 盛产大米, 渔业发达, 面积 3万平方

公里, 人口 30万
[ 8 ]
。对于边界划定问题, 暹罗

(泰国 ) 和当时统治柬埔寨的殖民宗主国法国以条

约规定, 泰柬边界以扁担山脉分水岭为基准划定。

泰国认为, 按此原则, 柏威夏寺属于泰国。法泰双

方成立了边界勘查混合委员会进行划界工作, 暹罗

政府将绘制该地区边界地图的工作委托给法国测绘

队, 而法国测绘队却按照法属印支总督的密令, 偷

偷将柏威夏寺绘入柬埔寨。法属印支总督这样做的

主要目的是不愿让泰国获得扁担山脉制高点, 因为

从扁担山脉向南的柬埔寨国土一马平川, 缺少天然

屏障。被法国人做了手脚的边界地图被送交泰国政

府, 法国又于 1908年在巴黎出版了该地图。尽管

此地图将泰国认为应当属于泰国的柏威夏寺明确标

明位于边界的柬埔寨一侧, 但是不知为何, 收到地

图的泰国政府直到 1935年, 都未对此地图提出任

何异议。

二次大战期间泰国与日本结盟。法国向德国投

降后不久, 泰国为夺回当年割让给法属印支的土地

进行了军事冒险, 挑起柬泰边界冲突。 1941年 1

月 9日, 泰国军队向扁担山脉和柏威夏寺发动进

攻, 但被法军击退。不过, 凭借日本的支持, 泰国

当时的披汶政府在随后的外交和谈中占尽上风。由

于英美的一再退让, 法国维希政府最终向日本屈

服, 满足了披汶政府的要求。 1941年 5月 9日,

泰国与法国维希政府在停泊于越南西贡的日本军舰

上签约, 规定将马德望、暹粒和诗梳风三省 (吴

哥窟除外 ) , 以及老挝的琅勃拉邦和占巴塞割让给

泰国, 共约 615万平方公里 [ 9]
。这样, 1907年法

国从泰国获取的 /西柬埔寨 0 土地又被泰国夺回
去了, 柬埔寨丧失了 1 /3的国土和约 150万人口。

柬埔寨国王莫尼旺对此非常失望, 愤然离开金边,

很快病逝
[ 10]
。泰国为此举行了 3个月的狂欢。在

日本的导演下, 泰法日三国在柏威夏寺举行了所谓

版籍奉还仪式。

二战结束后, 重返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殖民者

于 1946年又迫使泰国交还上述 /西柬埔寨 0 地
区, 并赔偿法属印支殖民地大米 100万吨。但后来

法国发现泰国在柏威夏寺内安置了看守人, 于是,

又于 1949年和 1950年多次提出抗议照会, 但泰国

政府均未理睬。

二  关于柏威夏寺的国际法律诉讼

(一 ) 柬埔寨上诉国际法院

20世纪 50年代, 法国结束了对印支三国的殖

民统治, 柬埔寨宣告独立。1958年 8月, 柬泰因

为边界上的柏威夏寺的所有权而发生争端, 泰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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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突然占领柏威夏寺, 柬埔寨空军向该地空投了两

个伞兵营, 双方发生激战, 两国关系趋于紧张
[ 11 ]
。

同年 11月 24日, 柬埔寨宣布暂时中止与泰国的外

交关系。1959年 2月, 两国在联合国的调解下复

交
[ 12]
。柬泰双方为边界争端多次进行谈判, 但始

终没能达成一个结果。1959年 10月 6日, 西哈努

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请

求国际法院宣告柏威夏寺的领土主权属于柬埔寨,

泰国应撤退其驻扎在古寺遗址的武装部队。 1960

年 5月 23日, 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

反对意见。泰国认为法国于 1908年出版的地图不

是由边界勘查混合委员会所绘制, 有着严重的错

误, 因为如果根据条约规定的分水岭原则划界, 柏

威夏寺所在地区就应划在泰国境内。

(二 ) 国际法院判决古寺归属柬埔寨

1961年 6月, 国际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审理, 泰

国的反对意见被国际法院驳回。1962年 6月 15日,

国际法院以 9票对 3票判决柏威夏古寺位于柬埔寨

境内, 泰国有义务撤回驻在该地的一切军事和民事

人员。国际法院还以 7票对 5票判定泰国应将其在

占领时期从寺内搬走的一切物品归还柬埔寨。国际

法院的判决理由是: 虽然 1908年出版的地图本身不

是边界勘查混合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初期并不具法

律效力, 但具决定意义的是双方是否已接受了它。

由于当时和以后的许多年中, 泰国并没有对它提出

任何不同意见, 因此可以认为此图已被泰国所接受。

国际法院还规定, 柬泰两国在该寺的边界, 以通往

柏威夏寺的石阶梯的第 186级台阶为界限。

(三 ) 泰国不满判决但执行了判决

泰国政府对国际法院的判决非常不满, 泰国民

间舆论对此结果更是强烈反对。但出于对外政策的

考虑, 泰国还是撤出了驻该地区的部队和人员。

1962年 7月 3日, 泰国政府声明: /作为联合国的
会员国, 泰国必须履行依联合国宪章所负的义务。

泰国将在抗议之下这样做, 并保留其固有权

利。0 [ 13]
泰国的声明为日后 ) ) ) 在有新证据的情况

下 ) ) ) 重提对柏威夏寺主权的要求预留了伏笔。
1966年 4月 3日, 泰国曾派兵攻打柏威夏寺

[ 14 ]
。

三  柏威夏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引发
激烈冲突

在柬埔寨内战期间, 柏威夏寺周围是红色高棉

的阵地, 曾进行过激烈的战斗
[ 15]
。随着红色高棉的

瓦解, 最后一支残余部队在柏威夏寺附近被柬王国

政府军击败。该地区恢复和平后, 开始发展旅游业。

(一 ) 柬埔寨将柏威夏寺及其所在地域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

2007年, 柬埔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

柏威夏寺及其所在地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此举遭

到泰国方面的强烈反对。泰国政府主张柬泰双方共

同申报, 理由是国际法院只是将古寺本身判给了柬

埔寨, 但古寺周边 416公里地区是双方争议区, 柬

埔寨无权单方面申报。柬埔寨拒绝了泰国的主张,

但同意将申报范围缩小到古寺本身。 2008年 6月

18日, 泰国外长诺巴敦与柬埔寨副总理宋安发表

5支持柏威夏寺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联合公报 6。

当时执政的泰国沙马政府认可了柬埔寨向联合国提

交的新地图。

但泰国沙马政府的态度受到反对党的猛烈攻

击。 2008年 6月 24- 26日, 泰国国会下院连续三

天讨论对沙马政府的不信任案, 反对党议员指责沙

马政府在柏威夏寺问题上卖国。 6月底, 泰国行政

法院发布禁止令, 暂停执行泰柬联合声明和新版地

图。 7月 2日, 第 32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在加拿

大魁北克举行。7月 7日, 大会宣布柏威夏寺名列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0。消息传来, 柬埔寨人举国

欢庆, 泰国人愤怒不已。7月 8日, 泰国宪法法院

判决泰柬联合声明属于 /国与国协定 0, 因没经过

国会批准, 因而 /违宪 0。反对党借此要求罢免外
长诺巴敦。 7月 10日, 诺巴敦被迫同意辞职, 14

日正式离职。

(二 ) 2008年柬泰边界冲突激化

泰国军方也对沙马政府不满, 表示决不允许损

失一寸国土, 泰军开始在争端地区集结。 2008年 7

月 15日凌晨, 一名僧人, 一男一女两个平民, 共

3名泰国人, 通过用木板压住边境的铁丝网进入柬

埔寨, 在柏威夏寺示威性地 /打坐 0, 并企图在寺

内升起泰国国旗, 但遭柬埔寨军警逮捕。随即 40

多名泰国军人闯入古寺索要被捕的泰国公民, 亦被

柬方扣留。于是, 更多的泰军和泰国民众涌入柏威

夏寺, 一名泰军还因为不小心踩响地雷而被炸断了

腿。当泰方谈判小组到达时, 柬方无条件释放了 3

名泰国示威者, 并将踏雷受伤的泰国军人交还泰方

救治。 16日, 几百名泰国军人在争端地区集结,

近千名柬埔寨军人也开进争端地区, 柬埔寨首相洪

森同时致信泰国首相沙马, 要求泰国军队撤出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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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7日, 增援的柬埔寨军队与进入古寺的泰国

军队举枪相向, 对峙大约十几分钟后撤出。为避免

擦枪走火, 19日上午, 双方军队指挥官在寺内简

短会晤。21日, 柬泰双方在泰国边境小镇亚兰举

行了柬泰边界委员会特别会议, 但没能达成协议。

22日, 柬埔寨政府向联合国安理会投诉泰国侵略,

提出解决方案建议。 28日, 泰国新外长率团抵达

柬埔寨谈判。29日, 柬泰双方外长达成协议, /重
新部署 0 争端地区的各自军队。 8月 5日, 泰国政

府批准部分撤军。 8月 13日, 双方军方会谈后,

同意将各自参加对峙的军队人数消减至最低规模,

各只留下 10个人。8月 15日晚, 对峙 1个月的双

方军队开始撤离古寺地区。

2008年 10月 13日, 泰国新外长再访柬埔寨,

与柬埔寨外长会谈。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柬埔

寨首相洪森向泰军发出最后通牒, 限当天早晨进入

柏威夏寺附近属于柬埔寨的威尔因特里地区的 80

名泰国军人于 24小时内, 即 14日中午 12时之前

撤离, 否则兵戎相见。泰国方面则否认入侵了柬埔

寨领土。 15日 14时 25分, 柬泰军队在距古寺以

西 2公里的威尔因特里地区激烈交火, 战斗持续了

40多分钟, 造成柬军 2人阵亡, 2人受伤, 泰军 5

人受伤, 20人被俘。事发后柬泰双方都指责说是

对方先开的火。 16日, 柬泰军方达成协议, 同意

在争议地区联合巡逻。

在此次柏威夏寺争端期间, 柬泰双方还为另一

座寺庙的主权发生了矛盾。柬埔寨指责泰国 7月

31日侵占了柬西北边境的达莫安通寺, 当 8月 2

日柬埔寨官员和军人进入达莫安通寺时, 受到占据

寺庙的 70多名泰国军人的阻挠。达莫安通寺建于

13世纪, 位于柬埔寨奥多棉吉省与泰国苏林府交

界处, 距柏威夏寺以西几百公里。

2008年 10月, 柬埔寨与泰国因边界与领土争

端爆发冲突后, 位于金边的柬泰合资饭店因为担心

名字会给店里带来麻烦而更改了店名, 由原来的

/高棉 ) 泰奥林匹克饭店 0 ( O lymp ic Khm er-Tha i) ,

改为 /高棉贵族奥林匹克饭店0 ( O lymp ic Khmer-

Th lai) , 在表示泰国的 / Tha i0 字中加了 / l0, 变
成在 柬文中有 /昂贵 0 或 /高贵 0 之意的

/ Th lai0。

四  边界与领土争端是柬泰关系中的
难愈伤口

柬泰边界长 790公里, 却只有 73块界碑。边

界与领土问题在柬泰关系中极其敏感, 多次上升为

暴力行动和武装冲突。双方不止为柏威夏寺, 还为

吴哥窟发生过矛盾, 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国家疆域多

次伸缩进退而遗留的历史宿怨。

(一 ) 2003年柬埔寨人围攻泰国驻柬大使馆

事件

吴哥窟是柬埔寨著名的古代印度教寺庙建筑

群, 共有百余座寺庙, 建于柬埔寨历史上的高棉帝

国时期, 现已有 800多年历史,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并被柬埔寨用作国旗中心

图案。公元 9世纪至 15世纪, 以吴哥为首都的高

棉帝国曾统治中南半岛相当大的地区。后来, 高棉

帝国被泰国击败, 一度沦为泰国的属国, 吴哥也逐

步淹没于热带丛林中, 后来才被重新发现。高棉人

视吴哥为神圣之地和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2003年 1月 27日, 柬埔寨首相洪森下令禁止

播放由泰国女影星苏瓦南#贡英主演的一部泰国电

视连续剧, 指责苏瓦南 #贡英连吴哥窟寺庙周围地
上长的草都不如。29日, 驻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泰

国大使馆被上千名暴怒的柬埔寨人围攻, 起因是传

说苏瓦南 #贡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要想让她去柬

埔寨, 除非柬埔寨向泰国 /归还 0 吴哥窟。柬埔
寨示威者聚集在新建成的泰国大使馆外, 呼喊反泰

口号, 焚烧泰国国旗, 向泰国使馆院内投掷石块,

不少窗户被打破。傍晚, 柬埔寨示威者冲入泰国使

馆内, 将使馆的家具、车辆放火烧毁, 并点燃了使

馆建筑。柬埔寨警察对天鸣枪, 但未能驱散人群。

驻金边的泰资企业、商行以及侨民也受到攻击。事

件发生当天, 泰国影星苏瓦南 # 贡英通过 5曼谷

邮报 6 解释说: 引起柬埔寨人不快的那段言论是

从她两年前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上截取的, 这些话是

她在剧中的台词。她表示歉意说: 我从未就柬埔寨

的事情接受过任何采访, 我对柬埔寨以及柬埔寨人

民没有任何偏见, 我很抱歉这些所谓的言论伤害了

柬埔寨或柬埔寨人。柬埔寨人纵火烧毁泰国驻金边

大使馆的消息传到泰国, 激起泰国舆论一片哗然,

时任泰国首相他信对此做出极为愤怒的反应, 一度

表示要派军队到柬埔寨去营救泰国公民。不过泰国

使馆人员并无伤亡, 他们都躲入了附近的日本使

馆。 30日上午, 上千名曼谷的大学生前往柬驻泰

大使馆前抗议示威, 焚烧了柬埔寨国旗, 并摘下了

使馆大门上的柬埔寨国徽
[ 16 ]
。2003年 1月 30日,

泰国宣布召回驻柬埔寨大使。暴乱造成了十几亿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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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 两国关系亦因此降低到了最低点。最

后, 由于中国政府的外交调解和泰国的克制态度,

柬泰才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
[ 17]
。

(二 ) 边界与领土争端成为柬泰两国国内政治

斗争的工具

从世界范围看, 边界与领土问题虽然普遍存

在, 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激化状态, 而导致边

界与领土争端升级的原因有时也并不单单是边界与

领土问题本身。边界与领土争端是当事国关系的晴

雨表。当事国关系正常时, 即使对边界走向与领土

归属存有较大分歧, 也不妨碍保持睦邻友好关系。

但当两国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关系恶

化时, 边界与领土问题就成了体现双方交恶程度的

温度计, 成为向对方表达不满与敌对情绪的途径、

施加压力的手段、报复和斗争的工具。当然, 这并

不是说不存在因边界与领土争端本身引发的当事国

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因边界与领土问题本身导致当

事国矛盾激化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往往是当事国矛

盾与边界领土争端相互影响, 互为因果。

柬泰关系中的边界与领土争端如此敏感的原

因, 既有历史的, 也有现实的。历史上两国领土的

多次进退变迁留下了祸根, 特别是柬埔寨在这种领

土进退变迁中产生的昔日辽阔疆域丧失后的失落

感, 一直隐隐作痛。暹粒 ( S iem Reap) 在高棉语

中的意思就是 /击败暹罗人 0; 当年泰国在日本支

持下割占 /西柬埔寨 0 的历史, 更在柬埔寨民众

心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 18 ]
。而在两国国内政

治斗争中, 边界与领土争端往往成为对立双方打击

对方的手段。 2008年两国领土争端加剧和持续的

深层原因与泰国国内的政治不稳有关, 泰国朝野对

立两派都有借柏威夏寺问题转移视线, 维护统治地

位, 借机给对方扣上 /卖国 0 罪名, 以便浑水摸

鱼的政治考虑; 而 2003年泰国驻柬大使馆被烧事

件, 一方面是柬埔寨人借机发泄对泰国人以开发为

名义掠夺柬资源的不满情绪, 另一方面则是部分政

客为在 7月的大选中利用民族主义旗号争取选票而

推波助澜
[ 19]
。

边界与领土问题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

族尊严等原则问题, 牵动国民感情, 当事国双方在

矛盾激化时, 都会以爱国主义为口号动员本国群

众, 导致群情激愤, 甚至出现失控的局面。好在柬

泰两国领导人和广大群众是明智的, 在两国的共同

克制下, 2008年的冲突没有发展到更大。两国首

相在随后的亚欧首脑会议上都表示愿意对话。 2009

年 4月的柬泰边界武装冲突也很快平息了, 双方都

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态度。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 这

场战斗是一起 /事件 0, 而不是一场战争 [ 20]
。的

确, 在全球化背景下谋求和谐世界的今天, 和平解

决边界与领土争端应该成为柬泰两国与国际社会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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