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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 20世纪 50年代初期, 泰国唯美国外交政策马首是瞻, 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 而且

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 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 中泰关系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但是, 冰山终有松动的时候, 中泰关系于

1955) 1957年出现了短暂的缓和。究其原因, 除了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等外在因素影响外, 更主要的动因还是来自

泰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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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aring / Co ldW arM enta lity0, Tha i government carried out pro2Am erica fore ign po licy tow ards China

in the early 1950s. It not on ly refused to recogn iz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 leps Repub lic o fCh ina, but also op2
posed China to jo in theU nited U nion, and whatpsmore, it lifted its embargo on trade w ith China. Therefore, the

tw o nations are almost in isolat ion from each o ther until in the years o f1955) 1957, duringw h ich the iceberg began

tom elt and the tension betw een the two countries temporarily eased of.f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reasons beh ind th is

change: the then internat iona l situation, Chinaps foreign po licy tow ardsTha iland, the las,t and a lso themost impor2
tant reason) pressure from Tha ilandps domest ic politica l and econom ic situation.

二战结束后, 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 美苏主

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分别形成。美国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 在全球范围内构筑反苏

反共包围圈, 竭力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间
地带0 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 建立反共同盟。泰

国作为一个地理位置靠近苏、中社会主义阵营的东

南亚国家,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美国自然不会放

过。因此, 从 1945年至 1954年, 美国对泰国的政

策几经变化, 最终和泰国建立了同盟关系, 将其绑

在了反共的战车上, 使其成为美国在东南亚遏制共

产主义的重要战略基地。而另一方面,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于 1949年成立后采取了 /一边倒 0 政策, 加

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1950年朝鲜战争

爆发后, 泰国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 对外抵制

新中国政府, 对内镇压华人华侨, 泰中关系处于基

本隔绝状态。

然而, 1955) 1957年, 泰中紧张关系一度出

现缓和迹象。 1955年 4月, 中泰外长在万隆会议

期间首次举行会晤; 1955年底, 时任泰国总理披

汶派出秘密使节访问北京
[ 1]

, 两国代表随后又在

缅甸秘密会晤并签署了一项旨在促进友好往来的联

合声明; 1956年 5月, 泰国外长称: /关于承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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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问题, 泰国已改变原来的立场, 一旦中国进入联

合国, 泰国就会承认0 [ 2 ]
; 同年 6月, 泰国政府解

除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贸易禁令, 并放宽了泰国人

民与中国人民来往的限制, 截至 1958年 10月沙立

上台前, 已有 24个泰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而且

几乎都受到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接

见
[ 3]
。此外, 为了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泰方改善泰

中紧张关系的诚意, 披汶还导演了一场 /人质外
交 0, 将其幕僚帕他努泰的两个孩子秘密送往北

京, 理由是: /由中国政府照顾 (这两个孩子 ) ,

我们可再次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改善关系的真诚决

心和我们对中国的绝对信任。没有哪一种信任要比

这种骨肉之情更深厚。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开端,

这种关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0 [ 4 ]

泰中关系能够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短暂

的缓和, 除了受国际大气候转变的影响外, 更主要

的动因来自泰国国内。

一  国际形势暂趋缓和, 披汶政府

外交政策 /见风使舵 0

1953年 7月, 朝鲜停战协定生效, 冷战后的首

场热战由此冷却。从表面上看, 中美两国在这场战

争中似乎打了个平手; 但是, 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

看,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对抗实力悬殊的西方头

号强国 ) ) ) 美国, 这已经是新中国的一大胜利, 大

大提高了新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

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 /二元 0 战略

思维, 提出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而

且第一次以 /五大国 0 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
会议。这一时期, 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地向外界释

放中国愿意缓和中美关系并促进地区和平的诚意。

1954年 8月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 毛泽东指出:

中国希望和平, 也希望美国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

1955年 5月接见印尼总理时, 毛泽东又重申了中国

希望与美国和平相处的愿望: /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

个和平条约, 多长的时期都可以, 五十年不够就一

百年 0; 1955年 5月,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缓和

远东局势发表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

的, 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

国政府坐下来谈判, 谈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 特

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0 [ 5]
该声明在国

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此同时, 西方阵营在是

否承认新中国政府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 英国、加

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要求美国接受共产

党已成功执掌中国政权的事实, 承认北京政府是中

国合法政府, 并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迫于国际

社会的压力, 美国于 1955年 8月 1日在日内瓦与中

国举行大使级会谈
[ 6]
。

泰国政府及时捕捉到了国际紧张形势有可能趋

向缓和的信号。在中美苏等国还在朝鲜停战协议进

行谈判的时候, 泰国总理披汶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

政治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 认为泰国的外交政策

需要适时调整。 1953年 6月 10日, 披汶在内阁会

议上提出, 泰国应该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停战情

况做好应对准备, 尤其是要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披

汶在会上同时提出 /如果美国人撤出亚洲, 我们

该怎么办 0 等问题。经过几次讨论后, 内阁会议

决定委托时任外交部长那拉底负责密切跟踪形势的

发展, 并及时拟定相关的政策措施
[ 7]
。 1955年 10

月, 披汶亲自询问美国驻泰公使, 美国是否已经改

变了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立场, 对华政策又有哪些

变化。美国公使答复说, 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反对共

产党中国, 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 同时依然反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联合国。但是, 披汶并

不完全相信美国人的说法, 在会见美国公使后没几

天, 他就针对外交部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报

告做出批示: /目前形势已发生变化, 该是重新考

虑我们政策的时候了。0[ 8]
1956年 6月, 泰国外交

部长那拉底公开表示,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

经是一个真正有权力并且足以控制整个中国大陆的

政府, 这已经成为一个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 中国

进入联合国的资格已不成问题, 剩下的只是时间问

题; 他说, 泰国虽然已经承认台湾政府, 但这并不

表明泰国的对外政策将永恒不变, 相反, 泰国对外

政策必须根据国际情势的变化而变化
[ 9 ]
。

事实上, 泰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也源于泰国

外交政策 /随风倒 0 的历史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

初期, 拉玛六世宣布泰国保持中立, 后来眼见协约

国取得战争优势, 遂于 1917年对德宣战, 获得了战

胜国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披汶眼见日本在

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遂放弃早先

宣布的中立立场, 转而与日本结盟, 公开向英美宣

战。历史已经证明, 泰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始终不

变的。

披汶的反华立场并不是根深蒂固的。 1949年 1

月 21日, 英国政府就中国内战问题向泰国政府递交

#63#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6期



了一份秘密信函。英国政府称, 中国共产党在内战

中所取得的胜利, 很有可能刺激各国的共产主义运

动。一旦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全中国, 其与泰国国内

共产主义势力的联络就易如反掌, 届时共产主义思

想必将以各种形式在泰国传播。为此, 英国希望泰

国能 /就共产主义威胁东南亚国家安全一事表达自

己的看法0, 并愿意与泰国共商防范措施 [ 10]
。但是,

披汶政府并未对英国的建议做出正面回应, 披汶还

公开表示, 与即将诞生的共产党中国建交并不是不

可能的事情。同年 3月, 披汶又宣称: /通过管制报

刊和实行新闻检查制度, 驱逐那些设立非法组织的

中国人, 就足以防止共产党或外国人对泰国的渗

透。0 [ 11]
上述讲话表明, 披汶最初并未将中国共产党

政府打上 /敌对政府 0 的烙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 披汶政府既未立即承认新中国政府, 也

未立即表态反对, 而是抱着 /等等看 0 的中立态度

静观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也可以从泰国外交部长的

讲话中得到证实。1949年 12月 1日, 时任外交部长

朴#沙拉信在议会答复议员皮泰 #初迪努奇的质询
时说: /政府还在研讨是否承认中国新政府。意识形

态或政治目标的不同, 并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

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 但我国仍与其保持友好关系

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国家以何种形式治国, 是他们

内部的事情, 与我们无关。0 他同时指出, 泰国政府

之所以尚未表态, 是因为中国内战尚未完全平静下

来, /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

我们就不能随便承认别的政府 0[ 12]
。披汶的左右手、

警察总监炮上将也提醒政府, 在严密防范共产主义

渗透的同时, 要避免将共产党中国树为敌人; 他认

为, 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也并不意味着泰国就将变

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 13]
。显然, 社会制度异同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成为影响泰国政府决定政治

立场的主导因素。

披汶政府后来改变 /观望0 立场并完全倒向

美国, 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桥头堡, 这当中既

有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因素, 也与新中国的侨务

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  中国政府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
积极努力

泰中紧张关系能够在 1955) 1957年间出现短

暂的缓和, 除了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外, 同中国政

府做出的种种外交努力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 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华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困扰泰中关系正常化的

一个因素。中国自 1909年颁布第一部国籍法以来,

历届政府都延续了 /以血统确定国籍 0 的原则,

规定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籍, 不管在中国境内还是

境外所生的子女均具有中国国籍。而泰国自 1913

年第一部 5国籍法6 以来, 就一直坚持 /出生地

原则 0, 规定凡在泰国境内出生的人, 不论其父母

属何国籍, 均为泰国公民。这样, 很多在泰的华人

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据统计, 20世纪 50年代

初, 在泰国的 350万华人中, 具有双重国籍者约为

230万
[ 14]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 泰国统治集团一

直担心在泰华人政治上倾向中国, 成为 /红色中

国0 向当地输出革命的海外载体, 同时又担心中

国政府会以保护华侨权益为借口而干涉本国内政。

1955年 4月, 时任泰国外交部长旺 # 威泰耶康亲

王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时就指责中国利用具有双重国

籍的华侨在泰国推行颠覆政策。因此, 华人双重国

籍问题成为中泰关系缓和并走向和解的障碍。

面对 /华人效忠谁 0 的国籍冲突问题, 新中

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 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周边

国家的疑虑, 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1954年 9月

23日, 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华人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始终不加

以解决的问题, 这就使华人处于困难的境地, 并且

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

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准备

首先同已经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0 [ 15]

1955年 12月, 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 /凡是足

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 我们都要来解

决0, /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 免得有些国

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0 [ 16 ]

在东南亚诸国中, 印尼率先冲破资本主义阵营

的阻挠, 于 1950年 4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故此, 中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印尼来率先解决双重

国籍这个棘手问题。1955年 4月 22日, 中国与印

尼外长在万隆签署 5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

题的条约 6。同年 6月, 两国就条约的目的和实施

办法达成了谅解, 并进行了换文。 1960年 12月,

双方制定并公布了 5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

实施办法 6。条约、换文和实施办法详尽地反映了

中国政府对待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 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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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一个华人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要取得所在国

国籍, 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如果愿意保留中国国

籍, 就不再是所在国公民。中国政府希望华人自愿

选择所在国国籍, 取得所在国公民资格, 完全效忠

于所在国; 他们同中国的关系, 只是亲戚关系。如

果他们选择中国国籍, 作为华人就应当尊重所在国

法律, 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有华人的国家不应

歧视华人, 华人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尊

重和保护。

针对泰国政府对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担忧, 周

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向泰国外长提出建议, 希望

以印尼为模式, 根据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解决泰国

华人的双重国籍及政治归属问题
[ 17]
。

(二 ) 中国政府积极调整侨务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海外众多华人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认同中国, 而且在行动上响应中

国政府的各种号召, 激起了当地政府的恐慌, 东南

亚各国普遍流行 /华人是中国 -第五纵队 p0 的谬

论,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在

这种背景下, 中国领导人旗帜鲜明地确立华侨不介

入和参与侨居国政治的原则, 尤其是严格区分华侨

工作与侨居地革命, 即 /各国有非法活动或是革
命, 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 华侨不应该参加。0 [ 18]

1954年 12月, 毛泽东主席会见缅甸总理吴努

时说: /在缅甸的华人中也有激烈分子, 我们劝他

们不要干涉缅甸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

法律, 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

系。我们在华人中不组织共产党, 已有的支部已经

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

咐缅甸的华人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 只可

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 如庆祝活动等

等, 别的就不要参加 0; 毛泽东同时表示: /我们

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 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0 [ 19]

1955年 12月, 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泰国代表团

时, 首先批驳了当时正在泰国流传的 /中国准备

利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侵略泰国的基地 0

的谣言, 并主动邀请泰国客人在回国前顺便访问云

南, 以便亲眼证实, 中国是否如传言所说的那样正

在做入侵泰国的准备
[ 20 ]
。他同时明确表示: /我们

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 以消除华侨所在

国政府的怀疑, 使大家互相信任 0; 他又重申:

/口说无凭, 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

了, 就看清楚了。0 [ 21]

毛泽东所说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共停止在海外华

人社会的组织发展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前, 中共中

央设有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

曾积极领导、推进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的侨运工

作, 发展了不少华人党员。1952年 1月, 由毛泽

东签发的 5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 6

在继续强调保护华侨和统一战线的同时, 要求

/海外侨民一切活动应严格遵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的共同纲领和我国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国侨民

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 0; 强

调 /侨民中的工作和侨民团体的工作, 应当是公

开的合法的, 不做秘密工作, 不组织秘密团体 0;
申明中共不在海外华侨中建立组织, 原有的组织

/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宣布取消 0, 同时劝告

国内各民主党派 /不要建立海外支部0 [ 22]
。

(三 ) 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泰中

关系和解

1953年朝鲜停战后, 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

东西方两大阵营的 /二元 0 战略思维, 提出非意

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中国政府来说,

朝鲜战争后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经济建设, 对外关系

的首要目标是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积蓄

力量, 最终完成对台湾的统一。基于这种方针, 中

国一方面继续加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友

好关系, 一方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 积极

主动地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 同时探索

着与日本及一些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交往, 以促

进政治承认。

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 中国总理周恩

来做了著名的 /求同存异 0 的精辟发言, 强调

/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 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

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0 他同时指出: /根据这
五项原则, 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

理由不能获得改善 0, 再次重申中国希望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会议闭幕前, 周恩来总理与泰国代表团团长、泰国

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进行了会晤, 成为新中

国成立后中泰两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周

总理向旺亲王建议可以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解决

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 解决泰国华人的国籍问题,

并邀请旺亲王到中国访问。

1955年底, 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泰国秘密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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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 泰国实行君主制并不妨碍中泰之间的友

谊, /各国人民都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

制,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国家制度的不同而去批

判他们或拒绝与他们交朋友 0。周总理还形象地比
喻说, /建立友谊像喝茅台酒一样, 要慢慢来, 酒

喝快了容易醉, 匆忙建立的友谊也不能持久。0 [ 23]

1955年 12月 16- 17日, 中泰两国政府代表

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了秘密会谈。中国在送交

泰国的会谈备忘录中指出: 中国政府愿意同泰国政

府建立友好关系, 中泰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基础上; 中国绝不会侵略别国, 不会以泰国为

敌, 也希望泰国不要以中国为敌, 希望中泰双方和

平共处; 中国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按照中国宪

法规定而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 为了使泰方了

解真实情况, 中国政府欢迎泰国代表团前往西双版

纳访问; 关于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 如果泰国

政府同意, 中国政府愿意以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人双

重国籍问题的方式, 解决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

题; 中国政府愿意同泰国政府建交, 如果泰国政府

认为条件不成熟, 中国愿意等待。中国政府声明,

如果泰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必须割断和台湾

当局的一切官方联系; 中国愿意同泰国进行贸易交

往, 如果目前泰国还不能同中国直接贸易, 可以通

过香港进行
[ 24]
。

中国政府的上述努力, 充分展示了中国睦邻友

好的诚意,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泰国当权者的疑

惧, 对披汶政府下决心迈出泰中关系正常化的第一

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  国内政治、经济压力迫使披汶
对华态度转向

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既是基于对国际形势判断

的抉择, 也是对于国内政治做出的反应, 即 /外
交是国内政治的对外延续 0。美国学者詹姆斯 #罗

森诺也曾指出, 一个国家的内外政治一般都是互相

影响、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因果循环关系。泰国总理

披汶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主动调整对华政策, 其

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泰国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激

烈, 披汶的领导地位受到警察总监炮和陆军司令沙

立将军强有力的挑战。面对政敌威胁, 失去军队支

持的披汶急需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来维护其统治地

位, 而唯一能与 /枪杆子 0 相抗衡的力量就是民

意。为了讨好和拉拢民意, 披汶改变了执政思维,

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 以迎合民众的普遍愿望。可

以说, 缓和与中国关系政策的出台是披汶为了维护

个人政治利益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这也

是外交政策服务于内政的一个具体表现。

(一 ) 应对内部权力斗争, 披汶改变执政思维

从 1954年沙立出任陆军司令一职起, 泰国统

治集团内部就形成了 /披汶 ) 炮 ) 沙立 0 三足鼎

立的政治局面, 三个权力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权力

上的斗争日趋尖锐, 矛盾日渐公开化。为了巩固权

力基础并实现长久统治, 披汶一方面想方设法削弱

对手的实力, 一方面也一改独裁的常态, 鼓吹

/自由、民主0 的高调, 软化对华敌视态度, 企图

以 /民主改革 0 及 /追求和平 0 的新形象争取各

界人士的支持, 巩固其日渐脆弱的权力基础, 并为

1957年大选提前拉票。

11国内权力斗争激烈, 披汶领导权受到挑战

披汶 1948年上台时, 国内政治环境比 1938年

更加复杂。首先, 社会上存在着多股反政府势力,

既有思想左派的 /自由泰 0 组织, 又有不喜欢披

汶个人的陆海军军官。 1948年、 1949年和 1951

年, 反政府势力三次发动军事政变, 企图推翻披汶

政府, 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 但始终是困扰披汶执

政的一个破坏因素。其次, 屏#春哈旺集团在政坛

上异军突起, 独霸军权, 直接威胁披汶政权的稳

定。领导 1947年 11月军事政变的屏 #春哈旺中将

在政变后亲自出任陆军司令, 并将守卫曼谷的陆军

第一师交给爱将沙立#塔纳叻指挥, 同时把女婿炮

#西亚暖扶上警察总监助理的位置, 从而牢牢掌握

了泰国的军警大权。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泰国, 谁掌

握了军权, 谁就拥有了政治主动权。因此, 政坛上

由此形成了两个权力集团, 一个由披汶领导, 另一

个则以屏 #春哈旺为中心。

久经政治磨炼的披汶清楚地认识到, 军队是维

护政权稳定的支柱力量, 军权一日不在手, 他的政

府就一日没有安宁。根据对形势的判断, 披汶在明

知自己无法以强硬手段从屏 #春哈旺手中夺取军权

的情况下, 决定采取 /利益诱惑 0 和 /权力制衡 0
双管齐下的策略消除军人集团的威胁。

所谓利益诱惑, 就是以提升军衔和职务的方法

收买人心, 主要对象就是军中少壮派将领沙立, 以

实现间接控制军队的目的。在披汶有意识的栽培

下, 沙立的军衔从 1948年的上校迅速升到 1952年

的上将, 其职务也由 1947年的陆军第一师师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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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第一军军长、陆军司令助理、陆军副司令, 最终

于 1954年出任陆军司令一职
[ 25]
。

所谓的 /权力制衡 0 策略, 就是在扶持沙立的

同时, 披汶又以镇压、防范共产主义威胁为理由,

积极壮大炮#西亚暖领导的警察队伍, 希望以此制

衡沙立, 防止军队独自坐大。因此, 在沙立官职迅

速窜升的同时, 炮也像坐火箭似的从警察上校升至

警衔上将, 最后官拜警察总监。同一时期, 美国人

也看上了炮, 认为他不仅领导能力强于沙立, 而且

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共产主义斗士, 其最大贡献就

是推动泰国政府于 1952年 11月出台 5反共条

例6
[ 26]
。因此, 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重点扶持炮及

其领导的警察力量, 主要是通过一家名为 /东南亚

海外供应公司 0 ( Overseas Southeast A sia Supply

Company) 的美国公司向泰国警察提供大批新式武器

装备, 同时派遣专家训练泰国警察。美国人的观点

与披汶的想法不谋而合, 促使炮的实力迅速壮大,

警察总局先后增设了警察突击队、边防警察、警用

航空队、水警队、骑警队、坦克与装甲警队等多警

种队伍, 拥有美国提供的飞机、坦克和巡逻艇等武

器装备, 战斗威慑力丝毫不比陆军逊色。 1955年,

炮手下的警员达到了 48, 000名, 其中在曼谷就有

10, 000名警察, 而且个个装备精良
[ 27]
。炮因此而口

出狂言: /太阳底下, 泰国警察无所不能! 0 [ 28]

1954年, 沙立如愿以偿地从屏 # 春哈旺手中

接过陆军司令一职; 几乎在同一时期, 炮也在警察

系统飞黄腾达, 坐上了警察总监的位置, 两人都到

达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权力膨胀后的沙立和炮谁

都不服谁, 由此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政治角逐。

炮的亲信普 #布拉纳松浦在回忆录中说: /沙立将

军与我家老板的关系本来就有点不顺畅了, 而披汶

元帅还在两边煽风点火, 时间长了, 沙立将军就和

我家老板反目为仇了。0 [ 29]
沙立和炮都利用宣传机

器展开唇枪舌战, 由沙立支持的 5自由通讯 6 报

与炮操纵的 5泰民族 6 报隔三差五就要向对方发

动攻击, 互揭老底。 5泰民族6 报喜欢以妻妾成

群、贪污腐败等问题抨击沙立, 而 5自由通讯 6
则对炮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肆无忌惮贩卖毒品以

及伪造货币等种种黑暗面进行曝光。结果, 5自由

通讯6 报的报道更贴近老百姓, 更容易引起读者

的共鸣, 因此在这场口水战中占了上风
[ 30]
。最能

证明沙立和炮关系之紧张的材料应该是下面这段记

录: 1957年 9月 16日, 沙立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

披汶政府, 炮在政变当天向军方自首时质问沙立:

/你想把我怎么样? 0 沙立回答说: /我没有想过要

杀你, 只有你一直想要我的命。0 随后, 沙立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政变的目的只有两个, 一个是

要求披汶内阁总辞职, 一个就是要求炮辞去警察总

监的职务
[ 31]
。

权力的扩张引发了政治野心的膨胀, 沙立和炮

都对总理职务虎视眈眈, 而披汶也很快就察觉到来

自沙立和炮的潜在威胁。 1954年, 陆军司令

屏#春哈旺表示出退位的意愿, 披汶遂要求兼任陆

军司令一职, 称: /如果把军权交给沙立, 我们今

后会有麻烦。0
[ 32]
显然, 披汶此时已对沙立有所防

范, 但因军权旁落, 披汶也奈何不了沙立。结果披

汶的预言不幸成真, 1957年 9月陆军司令沙立发

动政变, 推翻了披汶政府。另一方面, 警察总监炮

也是蠢蠢欲动, 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55年 3月 18日, 新加坡一报纸公开披露, /再过

不久, 泰国警察总监炮将接任披汶的总理职务 0。

该消息被沙立的 5自由通讯 6 转载, 引起社会哗

然
[ 33]
。同沙立与披汶的关系相比, 炮与披汶的关

系显得更加密切: 他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随意进出披

汶的官邸, 而且可以直接进入卧室面谈; 当披汶出

国访问时, 由炮负责每天向披汶通报国内政情
[ 34]

;

1955年 5政党法6 出台后, 披汶成立了 /玛兰卡

西自由党 0, 自任该党主席, 让炮出任党的秘书

长, 结果炮在党内的职权甚至超过了披汶
[ 35 ]
。

21对抗政敌, 披汶调整内外政策

俗话说 /一山难容二虎0, /三虎0 就更是难上

加难了。在警察总监炮的政治野心被媒体曝光后,

披汶对炮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乘炮出国访问之际,

一口气剥夺了炮的两项重要职权: 一是取消立法委

员会, 这个委员会本来是披汶为控制国会议员而设

立的机构, 负责人就是炮; 二是调整内阁, 解除了

炮兼任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另一方面, 披汶还冠

冕堂皇地借用政策法规来限制沙立和炮的职权。

1954年 8月 25日和 26日, 披汶先后推出了两种部

门法规, 即内政部的 5关于使用、调动和动员警察
力量的规定6 和国防部的 5关于使用、调动和动员

军队的规定 6[ 36]
。上述法规分别规定, 任何使用、

调动、动员警察或军队的行为, 都必须事先得到内

政部部长或国防部部长的同意。而法规出台之时,

内政部与国防部都直接掌握在披汶手上。因此, 该

措施出台的真实目的是要限制陆军司令沙立和警察

#67#

SOUTHEAST ASIAN STUD IES                东南亚研究  2008年第 6期



总监炮调动军队与警察的随意性, 防范可能发生的

武装政变。对于这一点, 披汶本人后来也坦言

承认
[ 37]
。

根据当时临时宪法的规定, 泰国将于 1957年

举行大选。在泰国政坛上发号施令 10多年的披汶

对权力着了迷, 企图在 1957年后继续掌权, 但面

对沙立和炮一左一右两个政治对手, 其连任前景并

不光明。在这种背景下, 披汶于 1955年 4月 14日

至 6月 22日出访欧美诸国, 同军人出身的时任美

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长谈。这是披汶时隔

30年后首次出国。访问归来, 披汶的政治思维发

生了变化。 1955年 7月 1日, 也就是从欧美考察

回来后不到两个星期, 披汶主动表示将在适当时候

辞去总理的职务, 以参加 1957年大选
[ 38]
。此后,

针对法律规定 /元帅 0 等同于永久性公务员而不
得参选的问题, 他又公开表示将奏请国王取消他的

/元帅0 职衔 [ 39]
。同年 9月 29日, 披汶又注册成

立了 /玛兰卡西自由党 0, 亲任党主席, 正式宣告

他将以民主方式参政的决心
[ 40]
。

披汶建设 /民主政治 0 的措施还包括: 放宽

对报纸的管制, 让报纸拥有自由报道权; 建立每周

一次的新闻发布制度, 希望报纸能成为政府与人民

间加强了解的桥梁; 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在皇家田广

场举行大型集会, 自由发表意见或政治主张, 并命

令各府府尹为当地群众的政治集会提供活动场地;

撤销了两个负责监管公务员政治动向的特别委员

会; 推出泰国第一部 5政党法6, 规定 /只要获得

现有国会议员 10人以上支持或得到 500名群众的

署名支持, 就可以注册一个政党 0, 并允许正式注
册的政党开展政治活动, 等等

[ 41]
。其实, 在这一

系列民主举措的背后, 隐藏着披汶的一个政治企

图: 以开放有限度的民主, 争取民意的支持, 以民

主势力抗衡军警集团。显然, 这一切都是受到欧美

民主政体的启发。

上述 /新政 0 措施虽然没有给泰国带来真正

的民主, 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人集团把持政权

以来的政治紧张气氛。这一时期, 大小政党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 截至 1957年 2月大选前, 共有 22个

政党注册成功。在这些政党中, 有 6个政党领导人

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因此被称为左翼政

党, 它们包括 /经济人党 0、 /社会民主党 0、 /海

德公园运动党0、 /社会主义党 0、 /自由民主党 0

和 /工人党 0, 前 4个政党还于 1956年 7月 12公

开宣布结成 /社会主义联合阵线 0 [ 42]
。上述政党

虽然在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 但在对外政

策上却有着相同的基本点, 即主张和平中立, 反对

泰美结盟, 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 要求政府取消

5反共条例 6, 承认新中国政府。

尽管披汶的 /玛兰卡西自由党 0 与上述政党

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 但为 1957年大选着想,

披汶不得不对左翼政党的政治要求做出积极的回

应, 在对华政策上迈出了善意的一步 ) ) ) 不仅于

1955年底派出秘密使节访华, 并与中国政府代表

在缅甸会晤, 而且打开了紧闭已久的民间交往大

门; 尽管没有明确宣布废除 5反共条例6, 但在实
际操作上已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0。

(二 ) 迎合民意, 披汶对华经济政策转向

披汶政府外交政策倒向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 看上了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 美国所谓

的 /援助 0 附带有各种各样的条件, 包括: 泰国

必须扩大军队规模和增加军费; 禁止泰国同社会主

义阵营各国进行贸易; 泰国企业不得与美国企业进

行竞争, 等等。结果, 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策给泰

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失。

泰国是农业国家, 大米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

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但是, 从 1951年起, 泰国

大米出口逐年下降, 一是受禁止同社会主义国家贸

易的政策影响, 二是美国倾销剩余农产品, 夺走了

泰国的主要出口市场, 致使泰国大米出口锐减。如

表 1所示, 1951年出口 156万吨, 1954年跌至

100万吨左右, 而当年可供出口的大米有 200多万

吨。美国的利己行为导致泰国米业处境艰难, 碾米

厂大部分陷于半停工状态。另一方面, 泰国另一重

要出口物资 ) ) ) 橡胶遭到美国的垄断性压价, 价格

偏低, 致使泰国的橡胶收入从 1951年的 9770万美

元降至 1954年的 4390万美元, 减少了一半多
[ 43]
。

一方面是出口锐减, 另一方面却大量进口备战

物资, 这导致泰国的贸易状况日渐恶化。从表 2可

以看出, 1947) 1949年, 即朝鲜战争爆发前, 泰

国主要商品大米、橡胶、锡的出口不受限制, 每年

贸易逆差额并不大; 1950) 1952年, 即朝鲜战争

期间, 大米、橡胶等战略物资大量出口美国, 为泰

国创造大量外汇收入; 但 1953朝鲜战争结束后,

美国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需求量减少, 同时出口

市场又受到贸易禁令的限制, 导致泰国当年出现贸

易逆差 7亿多铢, 1954年更上升到 11亿多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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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 泰国国内通货膨胀, 物价飞涨, 大批工商

业企业倒闭, 成千上万人失业, 百姓怨声载道。

表 1 1951) 1954年泰国大米出口统计表

年份 大米出口量 (吨 )

1951

1952

1953

1954

1, 569, 800

1, 419, 500

1, 353, 100

1, 022, 500

  数据来源: 泰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文件, 第 70 /49号。

表 2 1951) 1954年泰国贸易平衡状况

年份
贸易顺差

(百万铢 )

贸易逆差

(百万铢 )

1947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

-

-

6951 1

7591 4

1361 1

-

-

13913

5713

15218

-  

-  

-  

71917

1, 10814

  数据来源: 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 第 02011

21 1126 /20号。

泰国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继续跟随美国

扩军备战只会给泰国带来更多的灾难, 纷纷呼吁政

府改变 /一边倒 0 的外交政策, 摆脱美国的束缚,

发展与中国等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议员彭泰 #触

的努七指出, 泰国当局片面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已

使泰国经济情况陷于困难境地, 泰国经济唯一急需

做的事情就是扩展对中国的直接贸易; 泰国副总理

哇拉干 #班差也认为, /继续实行禁运政策, 在某

些方面将使泰国的经济遭到损失0; 泰国自由民主

党议员阿里 #丹的域差军称, 同中国直接贸易, 其

实不该成为问题, 如果有问题, 那只是由于泰国处

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已
[ 44]
。

泰国的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 主张同中国建立

正常关系。 5暹罗群众6 报评论说, 禁运政策只对

美国有好处, 而东南亚国家却因对中国 /禁运 0

而丧失了良好的出口市场。 5经济 6 半月刊还发表
了题为 5同中国贸易是泰国的出路 6 的社论, 指

出解决泰国经济危机的途径是在互利基础上开展和

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贸易; 泰国片面同西方国家

市场挂钩的结果已清楚地表明, 泰国商品在市场和

价格上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社论说, 泰国人民要

求开展对华贸易, 政府不应忽视人民的要求。 5泰

人6 报也发表社论指出, 禁止同拥有六亿人口的

国家进行贸易, 其实是一种自我禁锢。更严重的问

题是, 当泰国不卖商品给中国的时候, 别人却在自

由自在地同中国进行贸易
[ 45]
。

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迫使披汶不得不重新考虑

对华政策。 1954年 3月, 披汶指令泰国外交部尽

力搜集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 以供内阁

参考。内阁会议要求外交部起草同社会主义国家开

展贸易关系的框架文件, 但是遭到外交部的反对,

认为此举违反了泰美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 调整对

华政策一事由此被暂时搁置
[ 46]
。1956年 5月, 披

汶总理再次要求外交部检讨对华贸易禁令, 要求提

供详细的利益得失报告。结果, 外交部这一次推翻

了 1954年的意见, 认为泰美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

只禁止泰国战略物资, 即橡胶和锡的出口, 而大米

和其他商品不在上述协议的限制范围之内
[ 47]
。时

任泰国外交部长那拉底。在 5月 31日就中泰关系

向媒体发表讲话说, 由财政部、经济部和外交部联

合起草的泰中直接贸易计划书将于近日提交内阁研

究, 计划书中特别说明泰国商人同中国建立直接贸

易关系并不算犯法。此后, 泰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

松动。6月 13日, 泰国政府决定允许自由输出大

米和木材给所有国家, 包括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

家; 6月 15日, 泰国总理披汶说, 同共产党国家

建立贸易关系已经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 泰

国重新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必要的; 同一天,

泰国财政部长兼代理经济部长帕姆里攀 #裕他吉承

认, 泰国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有助于泰国政府推行

压低物价的政策, 他鼓励泰国商人大胆同中国进行

贸易; 6月 21日, 泰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 决定

从即日起开始解除关于非战略物资贸易的禁令, 泰

国可以同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自由贸易
[ 48]
。

总而言之, 军人出身的总理披汶深知 /枪杆

子出政权 0 的道理, 而且他本人也曾因握有 /枪
杆子 0 而受益匪浅, 依靠军警力量的支持而两度

上台执政。但是, 当沙立和炮两大权力集团分别剥

离了披汶领导权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 ) ) ) 军队和警
察后, 披汶就不得不寻找新的政治力量来为他的长

久执政保驾护航。而此时, 他唯一能借用的力量就

是民意。拉拢民意就要顺应民意, 面对民意的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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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在国内实行有限度的民主及缓和泰中紧张关

系, 就成为披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遗憾的是, 泰中关系在 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

现的缓和趋势只是昙花一现。 1958年, 由于泰国

国内政治局势的突变, 泰中关系又重新进入了黑暗

时期。沙立的军人政变导致了极端亲美的政府的产

生, 泰国再一次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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