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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合并为尼泊尔

共产党,但被最高法院和选举委员会判决合并无效、恢复两党,这是尼泊尔

共产主义运动和尼泊尔政局近年来最重大的事件.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

直接原因是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斗争导致尼泊尔共产党实质分

裂,同时尼泊尔最高法院对 “尼泊尔共产党”名称归属的判决也导致尼泊尔

共产党合并宣告无效.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分配、指

导思想和国家治理方面形成僵局,重要外因是印度和美国采取的威胁、利诱

和分化.尼泊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中得到的深刻教训是:必须推动马克思

主义同尼泊尔国情成功结合;必须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必须克服宗派

主义,形成强大领导核心;必须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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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３ 月 ７ 日尼泊尔最高法院决定将 “尼泊尔共产党”(Nepal
CommunistParty)这一名称判给瑞希拉姆卡泰尔 (Rishiram Kattel),

宣布尼泊尔共产党 (联合马列) [CPNＧUML,简称尼共 (联合马列)]和

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中心)[CPN (MaoistCenter),简称尼共 (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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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合并组建的尼泊尔共产党 (NCP)注册无效.①

尼泊尔选举委员会２０２１年３月９日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取消尼泊尔共产

党,恢复组成该党的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并告知两党

如果希望再次合并可在１５天内用一个新的名称重新注册.② 最高法院的判

决和选举委员会的决定从法理上正式宣告尼泊尔共产党还未完成实质合并

就正式分裂.尼泊尔共产党③ 的分裂,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形成强烈冲

击,尼泊尔政局也进一步陷入不确定之中.尼共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值

得深入分析.④

一、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直接原因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并走向分裂有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个是

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 ２０ 日 尼 共 共 同 主 席、尼 泊 尔 总 理 奥 利 (KhadgaPrasad

SharmaOli)向总统建议解散众议院并得到批准,尼共中央常务委员会会

议在奥利派系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提议对奥利做出 “纪律处分”;一个是

２０２１年３月７日尼泊尔最高法院判决瑞希拉姆卡泰尔胜诉,宣判选举委

员会２０１８年同意尼共登记注册的决定无效,从而导致其在法理上停止存

在.这两个节点分别对应着党的 “实质分裂”和 “法理分裂”,前者的直接

原因是尼共内部的宗派斗争,后者的直接原因是尼共登记注册的程序问题.

(一)“尼泊尔共产党”名称的法理争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进入低潮

的背景下,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高涨,成为世界瞩目的亮点.尼泊尔的共

产党组织繁多,相互关系复杂,是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大特点.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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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尼泊尔的共产党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团结、强大

的尼泊尔共产党.因此,不带任何后缀的 “尼泊尔共产党”的名称是一面

旗帜,有着很强的感召力.２０１８年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

心)对于合并之后的党的名称,当然也希望定为没有后缀的 “尼泊尔共产

党”.

尼泊尔对于政党名称的认定有法律明文规定.根据尼泊尔宪法和法律,

新政党申请注册的名称和标志不能同已有政党的名称和标志相同或相近,

需要有明显的区别.尼泊尔选举委员会是负责政党注册登记的专门机构,

因此对于新政党的名称和标志是否符合规定,首先由其来判断,如果仍然

存在纠纷,可以由尼泊尔最高法院来做出裁决.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同时宣布解散,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党,

在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的名称为 “尼泊尔共产党 (NCP)”,加上缩写

“NCP”是为了同在２０１３年注册的由瑞希拉姆卡泰尔担任主席的 “尼泊

尔共产党”相区别.选举委员会很快在６月初便同意了尼共的申请.①

然而瑞希拉姆卡泰尔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对于选举委员会的决定表

示不满.瑞希拉姆卡泰尔曾是尼共 (联合马列)的领导人之一,１９９８年

尼共 (联合马列)因为同印度签订水资源分享协议的问题而分裂时,他同

巴姆德夫高塔姆 (BamdevGautam)一同加入了分裂出去的新政党———

尼泊尔共产党 (马列)[CPNＧML,简称尼共 (马列)];由于该党在选举中

几乎一无所获,高塔姆和其中的大部分成员于２００２年年初重新回到尼共

(联合马列),但瑞希拉姆卡泰尔由于对尼共 (联合马列)的 “人民多党

民主”有异议,选择继续留在尼共 (马列).２００７年１月,瑞希拉姆卡泰

尔同党内领导人钱德拉普拉卡什迈纳利 (ChandraPrakash Mainali)

发生冲突并分裂出去,同另外两个共产党 组 成 尼 泊 尔 共 产 党 (统 一)
(CPNＧUnified),又在２０１３年同其他五个党派合并为尼泊尔共产党.瑞希

拉姆卡泰尔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反对选举委员会准许尼共登记注册的决

定,认为仅仅将缩写 NCP加上括号包含进政党的正式名称之内并不是明确

有效的区分方式,因为他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的简写也是 “NCP”,属于名

称相近.瑞希拉姆卡泰尔一面试图同尼泊尔大会党等在野党联络寻求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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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一面向选举委员会提出抗议.然而,尼泊尔大会党对支持瑞希拉姆

卡泰尔并没有什么兴趣,选举委员会也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２６日认为尼共的登

记符合规定.于是,瑞希拉姆卡泰尔决定向最高法院上诉.①

最高法院对 “尼泊尔共产党”名称的判决决定了尼共的命运.２０１８年

１２月７日,瑞希拉姆卡泰尔的委托律师丹达帕尼鲍德尔 (Dandapani
Poudel)向最高法院提交诉状,请求认定选举委员会允许以 “尼泊尔共产

党 (NCP)”登记注册的决定无效,因为它违反了２０１７年 «政党法»第６
(e)条的有关规定.② 虽然最高法院接受了诉状,但直到两年多以后的

２０２１年２月２５日才举行了案件听证会.③ ２０２１年３月７日,最高法院做出

了瑞希拉姆卡泰尔胜诉的判决,裁定选举委员会对尼共的登记违反了法

律规定,因此是无效的,同时恢复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

心).④ 这一判决完全改变了尼泊尔的政治天平,使一度陷于劣势的奥利派

系获得了转机.２０２１年４月１日,最高法院驳回尼共 (毛主义中心)主席

普拉昌达 (PushpaKamalDahalＧPrachanda)于３月３０日提交的要求重新

审查最高法院３月７日做出的解散尼泊尔共产党 (NCP)、恢复尼共 (联合

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的判决的复审请求,宣告该案件完结,这标

志着恢复尼共的最后一丝希望的破灭.⑤

表面上看,尼泊尔共产党的法理终结是由于一个登记注册的程序问题

导致的,但它并不是尼共合并失败的根本原因.尼泊尔共产党名称案件的

审理判决时间一拖就是两年多,主要是因为尼泊尔共产党是占议会众议院

议席近三分之二多数的执政党.选举委员会本可以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之

前更有效率地解决尼共的党内争端,决定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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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哪一方是合法的.但选举委员会却由于受到来自两大派系的巨大压力,

一直拖到最高法院判决恢复议会众议院之后才做出判决.如果这个判决在

尼共党内比较团结的情况下做出,尼共的法理终结也不会发生重大影响,

因为各方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程序问题而再次登记注册.因此,即使是作

为直接原因,最高法院的判决也不是最重要的.

(二)奥利派系与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的斗争

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的宗派斗争,是导致尼共实质分裂

的根本原因.自尼共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宣布合并起,党内各派的较量就伴

随着党的合并整合直至终结的全过程,而各个派别也在其中出现分化和组

合.从２０１９年５月起,党内主要分为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两

大派别,而正是这两大派系的互相攻讦,导致尼共先是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０
日以后出现两个中央委员会,接着在２０２１年３月尼共被判决法理终结以后

没有了任何恢复的希望.两大派系的斗争过程持续而复杂.双方的基本观

点和主张集中体现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普拉昌达向尼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 “提

案”以及奥利对此的回应这两份文件中.①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普拉昌达在尼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交了 “提

案”,对奥利提出严厉批评.提案认为,当前党的发展和党对国家的领导面

临着困境,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全党蔓延;党中央的决定无法落实,

“党在今天难以领导政府,相反,政府正以某种方式管理我们的党”;国内

外的反动势力正酝酿着新的阴谋.提案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奥

利的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独断主义思想与工作方式,并且从四个方面对

奥利展开了批判.

一是奥利违反尼泊尔共产党一致的思想政治基础和精神.提案指出,

奥利 “从不谈论社会主义,从不发展人民民主,从不探讨社会主义经济、

政治和文化政策,也从未通过政府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实际上,

他助长政治掮客和官僚主义的风气,推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他以机构

而非党、思想或是政策计划的名义,以落后的形式和观念发展自己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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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部分涉及的奥利和普拉昌达的观点内容均来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普拉昌达向尼泊尔共

产党中央书记处递交的 “提案”和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奥利向尼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 “回应”.为行

文方便,下文涉及这两份文件中的内容不再另作标注.参见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１T

UXmKHur９WDSO８G０Y０JMUlDDK１wm _Tgf/view;https://drivegooglecom/file/d/１２fi４jrDwI

１szaGpadoL７ZlBYuutHFnNM/view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团体,进而破坏我们党内部的团结统一.”提案指责奥利破坏共同党主席制

度,企图架空另一位主席;他还破坏国家的联邦制原则,削弱各省的权力,

让各省唯中央政府是从.

二是奥利危害党的组织机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执政方式.提案指

出,奥利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原则,拒绝民主讨论和集体领导,奉行 “个人

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和 “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他抵触会议和讨论,

试图让集体为他的个人决定负责,不允许不同的观点和倾向,盲目自大,

以极端的方式打压反对的声音.奥利利用权力进行宗派活动,安插亲信到

党和政府的机构中去,排挤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担当的党员干部.在奥利

的阻挠下,党中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无法落实,他反而千方百计绕过党的

机构和组织程序单方面做出决定.

三是奥利在政府治理工作上的失败和不作为.提案批评奥利不仅拒绝

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反而要使国家蜕变为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

国;奥利一方面不在党内讨论国际国内重要议题,一方面建立起一个服从

于他个人的烦冗庞杂、管理混乱的体系,“他像对待私人秘书一样对待部长

会议,他让秘书和部长们一起接受培训和指导,并要求所有人向他的私人

发言人提交工作进展汇报.”奥利领导下的政府贪污腐败、丑闻丛生,拒绝

听从党内同志正确的意见和建议,我行我素地进行人事任免和政策制定;

奥利政府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准备不足,无视劳动人民的困苦,未能有效

遏止疫情的扩散;奥利还企图控制其他重要的国家机构,在议会中制造分

裂;他采用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政治投机,单方面同美国千年挑战公司

(MCC)讨论援助协议,漠不关心国内和平进程的推进.

四是奥利违反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做出的最新决定.提案认为,奥利

在党中央常委会于２０２０年９月通过问题解决工作组报告后,继续违反中央

决定,单方面任命国家机构人员和驻外使节,以 “基金会”的名义在全国

发展另一套组织.奥利作为政府总理,秘密会见印度情报组织负责人,更

是严重损害尼泊尔国家和人民的尊严.

普拉昌达在提案的最后表示,“我希望卡德加普拉萨德夏玛奥利

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主动承担相

应的责任,积极维护党的团结,维护宪法和联邦民主共和国的尊严,能够

在必要时为党和国家建设做出应有的牺牲.”其含义是,要求奥利向中央做

出自我批评,并主动辞去党的共同主席和政府总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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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昌达在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 “提案”,当然没有与奥利 “协商”.

奥利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党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愤怒地表示, “提案”中对

他的指控 “荒谬、虚假而又充满错误,我必须对其进行澄清.”① １１月２８
日,奥利向中央书记处提交了他的回应文件,对普拉昌达 “提案”的责难

做了全面驳斥.

第一,奥利指出,普拉昌达的 “提案”实际上是打着团结的旗号在

“分裂党”.奥利表示自己始终在为党的团结努力,普拉昌达的所谓 “提案”

违反了党章党规,因为这份文件并没有同他 “协商”; “提案”还被散布到

党外被大肆报道,为反党反共势力提供了弹药;奥利指责普拉昌达将党内

不同观点的区别夸大为 “路线斗争”和 “阶级斗争”,其目的不是要实现

党的团结,而是要把奥利彻底打倒.他说: “您 (指普拉昌达———作者

注)不仅诽谤我违反了党的政策和我国的宪法,还侮辱我试图非法修改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受到如此严重指控的人根本无法通过 ‘自我批评’

来赎罪,您对我的指控是对我个人的一次挑战———如果指控最终成立,

我将受到法律的审判,并承担破坏党内团结的责任———尽管这些指控毫无

事实依据.”

第二,奥利对普拉昌达个人在历史上的种种表现作了 “揭露”.奥利指

责普拉昌达 “醉心于争夺权柄”,从２０１７年决定组成左翼联盟选举之时就

存在着矛盾;普拉昌达在新政府成立不久就企图 “颠覆政府”并 “排挤前

尼共 (联合马列)的党员干部”.普拉昌达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是他的 “一

贯作风”,擅长使用 “游击队时期的阴谋诡计”而不是民主的方法来达到政

治目的.

第三,奥利批评普拉昌达阻挠两党合并进程,破坏党的团结.奥利在

回应中提出,２０１７年新宪法颁布后的首届众议院选举,由于普拉昌达不同

意使用 “太阳”〔同时也是尼共 (联合马列)的选举标志〕作为左翼联盟的

选举标志,导致战果没能进一步扩大.奥利称,是普拉昌达在谈判中主动

提出不担任总理,并提议由奥利担任,两党共同组建新政府;而普拉昌达

却散播 “政府不稳定”的消息,阻挠政府施政,企图架空奥利所担任的总

理和党主席职务.奥利还表示,党主席的人选必须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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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奥利谈到了他对党政权力关系和分配的意见和看法.奥利表示,

２０１９年年底尼共中央书记处对奥利主管政府、普拉昌达主管党务的分工的

决定,并不是说一位是 “执行主席”、另一位是 “名誉主席”,“我们二人都

是拥有执行权的主席,只是我目前的工作重心在于担任主导国家事务的国

家总理,党内的工作则由普拉昌达同志来完成.”奥利表示,为了 “配合普

拉昌达的工作”,他不再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但发现普拉昌达开始组织自己

的 “小集团”.奥利表示自己仍然赞成２０２０年９月党中央常委会的决定,

不过他的理解是:“在国家的政策制定、主要的政治任命以及政府执政的政

策方面,政府必须与执政党的领导人进行协商.但党和政府之间不可能就

部长会议的每次任命、每项决定都达成共识.”奥利认为普拉昌达是希望以

“传统的共产党政权”的方式来代替 “多党选举政府的宪政体制”,捆住总

理的手脚,而最终责任却要总理一人负责.奥利还公开表示,自己不再担

任下一届党主席,也不再参加议会选举,呼吁老一辈领导人承诺将权力交

给年轻一代.

第四,奥利还表达了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他驳斥了普拉昌

达指责他搞资本主义的指控,表示政府一直在推进社会主义.他说,“我们

的制度既不是传统的议会制,也不是传统的共产主义制度.我们正朝

着比传统民主更好的民主前进.” “我们今天正在建立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

是带有我国特色的,它面向社会主义而又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奥利提

出,在 “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存在着一个 “过渡时期”,这个时

期是要 “为社会主义做准备”,而不是要 “建立社会主义”.此外,奥利也

承认自己赞成人民多党民主理论,承认党内对党的历史问题还有不同的

看法.

第五,奥利对普拉昌达有关政府治理的指责作了回应.奥利谈到了政

府施政以来取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认为自己推动美国千年挑战公司援

助协议的做法没有问题,指出虽然在国家层面各省是有一定自治权,但在

统一的尼共层面确实是按照民主集中原则建立的.奥利反过来指责普拉昌

达对自己存在偏见、思想混乱且表达模糊不清,在 “反对暴力”和 “人民

多党民主”等问题上态度不明朗.

最后,奥利重申他会遵守党的纲领,保卫共产主义运动的成果,推动

尼泊尔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他表示愿意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后 “宣布退休”

“告别政坛”,呼吁全党尽快完成党的合并整合进程,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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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大会.

可见,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存

在着很大的不同.党内的合并整合进程遭遇三大难以解决的僵局.到２０２０
年年底,事态已很难挽回.

二、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权力分配、指导思想、国家治理三个方面是实现尼泊尔共产党完全整

合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尼共党内各宗派之间的斗争、分化、组合,就

是围绕这三大议题展开的.党内两大派系对这些问题形成了三大僵局:权

力分配僵局、指导思想僵局和国家治理僵局.从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宣布合并组建统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到尼泊尔共产党被最高法

院判决法理终结,这近三年的时间内各派在这三个方面无法达成妥协,这

是尼共合并失败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尼泊尔自身在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

大国博弈,尤其是印度和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企图,是尼共合

并失败的最重要外因.

(一)权力分配僵局

回顾尼共两党从合并到分裂的全过程,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较量是最

为鲜明的线索.而这些权力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党内权力,即党主席、

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中央各部委、

地方党委及部委、党领导的群团组织等;一类是国家权力,即立法机构的

联邦院、众议院、省议会席位、议长和副议长、尼共议会党团领袖和党鞭

等,行政机构的中央政府总理、内阁成员,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以及省长

和首席部长等.在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合并之前的谈

判中以及尼共成立以后各派的较量中,不少党政权力分配问题都得到了妥

善解决;不过,随着尼共两党正式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党,两个触及根本的

问题浮出水面.一方面,随着党际关系变为党内的派别关系,党内各方力

量发生了重组,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的界限不再清晰,

这应该说是党的整合的必然,但其造成的重要影响是奥利派系在党成立之

初对党政机构的绝对掌控力不复存在.随着合并进程的推进,尼帕尔、高

塔姆等原尼共 (联合马列)领导人转而支持普拉昌达,奥利派逐渐成为少

数派,而愈发强大的党内反对派则更加自信,要求改变此前确定的权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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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等式.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合并谈判之时奥利方面的强大,在党政权力

分配问题上的一些结构性的安排就已为争议埋下伏笔.主要的问题集中于

党的共同主席制度和内阁成员组成上,而这两个问题直指党政权力分配的

关键.后来的事实表明,正是由于双方互不退让,形成了在权力分配方面

的僵局.

对于奉行民主集中制的尼共而言,党主席的权力相对而言是很大的,

它直接涉及对党的权力的分配,也间接地涉及对政府权力的分配.但是,

党内设置了两位主席,可政府总理只能有一名,这就意味着既担任共同党

主席又担任总理的奥利有着更大的权力.因此,普拉昌达和奥利在合并谈

判时曾达成平分总理任期的协定.然而,奥利并没有按时交权给普拉昌达

的意思,普拉昌达也更希望成为党的唯一主席,并愿意以不谋求执掌政府

作为交换.这也应该是２０１９年年底尼共中央书记处达成的解决方案的

含义.①

普拉昌达的诉求是奥利无法接受的,因为政府归根结底要听从党的领

导,如果普拉昌达成为党的唯一主席,那么从原则和程序上看,奥利在党

内的话语权必将遭到极大损害.所以,奥利方面要坚决维护共同党主席制

度,党的事务必须由两位共同主席协商做出决定,至少在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之前不能触动.普拉昌达等人显然也知道这一点,因此转而谋求利用在

党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务委员会等机构中的多数优势,通过 “加强党对政

府的领导”来间接地分享政府的权力,要求奥利政府必须要服从党的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奥利方面要维持对政府的掌控,就必须一面寻求论证党不

能对政府 “事无巨细地领导”的合理性,一面将内阁中的关键位置都变为

“自己人”,比如奥利就将原属尼共 (毛主义中心)的内政部长拉姆巴哈

杜尔塔帕 (RamBahadurThapa)和其他一些部长收拢过来,牢牢掌握

着国防部、外交部等重要部门.普拉昌达方面发现了奥利的企图,因此在

２０２０年８月和９月达成妥协时,既要求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要首先在党内讨

论,也要求对内阁进行重组.但是,奥利很清楚这样必然会失去对政府的

掌握,因而拒绝了普拉昌达完全重组内阁的要求,而是只同意进行个别的

调整;与此同时,奥利继续采取 “先斩后奏”的方式,单方面做出重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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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任命,从而造成了权力分配的僵局,使普拉昌达—尼帕尔派决心利用组

织程序使奥利辞去党的共同主席和 (或)政府总理的职务.

设置党的共同主席以及奥利和普拉昌达两位党主席平分政府总理任期

的政治安排是尼共 (毛主义中心)同意与尼共 (联合马列)合并成立统一

的尼泊尔共产党的前提要求.但由于尼共 (联合马列)选举成绩远远超过

尼共 (毛主义中心),加上合并之初奥利派系占据相对优势,保持对政府权

力的绝对掌控便成为奥利的底线要求.随着尼共 (联合马列)的两位前主

席兼前总理尼帕尔和卡纳尔选择与普拉昌达站在一起反对奥利,要求分享

政府权力,奥利派系在党的书记处、常委会和中央委员会都成为少数,甚

至 “逼宫”———要求奥利辞去党主席或者政府总理职务,这正是奥利绝对

不能接受的.不管是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协议还是２０２０年９月尼共中央常委会

通过的问题解决工作组的报告都未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在党政权力分配

问题上双方形成了无法解决的僵局.

(二)指导思想僵局

在尼共成立前的合并谈判中,奥利和普拉昌达的共识是将党的指导思

想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更具体的指导思想留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再来

决定.这显然是一个折中的权宜之计.毫无疑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都奉行的指导思想;可同样毫无疑问的

是,马列主义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才能顺利发展,必须在尼泊尔革命

和建设实践之中不断地创新.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此

前都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尼共 (联合马列)奉行的是 “人民多党民主”,

而尼共 (毛主义中心)以 “毛泽东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提出了 “２１世

纪人民民主”的理论.尼共成立后,在制定临时党纲和党章时,对指导思

想的表述采用了一个折中的概念———人民民主,可是对它的具体含义直到

党的法理终结也未能说清楚,它似乎更多成为宗派权力斗争的倒影而并没

有确切的内容.

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对于指导思想的分歧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两个共产党历史的评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

尼共 (联合马列)和 “毛主义者”分别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尼共 (联合马

列)在１９９３年确立了 “人民多党民主”作为指导思想,选择通过走和平的

议会斗争道路实现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普拉昌达领导下的 “毛主

义者”在１９９６年宣布发动 “人民战争”,走上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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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路线的不同,两个共产党曾发生过十分激烈的相互指责.不过,到了

２００８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外环境都不再具备武装斗争

的条件而是转入和平建设时期,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不能短期内

弥合,尼共 (联合马列)内部的一些成员将 “毛主义者”视为 “破坏和平、

崇尚暴力的好战分子”,而 “毛主义者”则认为他们对尼泊尔革命所付出的

巨大牺牲应该得到完全的承认,一些人仍然将尼共 (联合马列)视为 “修
正主义”.虽然尼共成立后通过的临时党纲党章肯定了双方的历史贡献,但

在行动上却有着差异.比如,普拉昌达在其 “提案”中就指出:“我们党的

其他领导人通过参加马丹—阿什里特纪 念 日 (MadanＧAshrit Memorial
Day)①、苏卡尼烈士纪念日 (Martyrs’MemorialDayofSukhani)② 和人民

战争烈士纪念日 (Martyrs’DayofPeople’sWar)③ 来增进党内的团结一

致,而奥利同志似乎从未准备参加包括人民战争烈士纪念日在内的各项党

内活动.”不过,党的历史问题毕竟不足以造成党的分裂及形成僵局.

另一方面是对当前应采用何种指导思想的争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奥

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形成了僵局.应该说,尼共 (毛主义中心)

对于指导思想抱有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态度.因为国内外的客观环境已趋于

和平,为消弭 “暴力革命还是和平斗争”的路线之争创造了条件;“毛主义

者”在２００８年以后屡遭失败,实力相对变弱,激发了其探索符合尼泊尔当

前实际的新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内在动力.因此,普拉昌达一方是愿

４４１

①

②

③

马丹班达里 (MadanBhandari)系尼共 (联合马列)前总书记,是尼泊尔现任总统班达

里的丈夫.吉夫拉吉阿什里特 (JeevRajAshrit)系尼共 (联合马列)中央组织部前部长.

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６日两人一同乘车遭遇离奇车祸去世,这一天被确定为马丹—阿什里特纪念日.参见

袁群、王恩明:«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国际研究参考»,２０１９年第８期,第４３~４７页.

苏卡 尼 (Sukhani) 是 尼 泊 尔 东 部 第 一 省 伊 拉 姆 县 (Ilam district) 玛 依 市 (Mai

Municipality)的一个村庄,与贾帕县 (Jhapa)接壤.１９７３年３月４日 (尼历２０２９年１１月２１日)

参与反抗国王政府的贾帕起义 (JhapaUprising)的五位尼共 (马列)成员在苏卡尼附近的森林被

杀害.为纪念这些烈士,尼共 (马列)在此建立了他们的等身塑像.１９９１年１月６日尼共 (马克思

主义)与尼共 (马列)合并组成尼共 (联合马列)(CPNＧUML).See“SukhaniKanda:Whatisthe

SukhaniScandalin Jhapa?”Notes Nepal,https://wwwnotesnepalcom/archives/６８４１;Tom

Lansforded,PoliticalHandbookoftheWorld２０１５ (LosAngeles,California:CQPress,２０１５)．
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 (毛主义)武装尼泊尔人民解放军于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袭击尼泊尔西

部罗尔帕县 (Rolpadistrict)的霍莱里 (Holeri)警察局,标志着长达十年的 “人民战争”的开始.

SeeSeulkiLee,“WhatthePeopleThinkaboutthe‘People’sWar’,”NepaliTimes,February１２Ｇ１８,

２０１６http://archivenepalitimescom/article/nation/theＧsparkＧthatＧlitＧtheＧMaoistＧrevolution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意放弃 “毛泽东主义”和 “２１世纪人民民主”等意识形态来共同寻求一个

新的指导思想的;可这也向尼共 (联合马列)提出了对等要求,即尼共

(联合马列)也需要放弃 “人民多党民主”.但尼共 (联合马列)对 “毛主

义者”的 “人民战争”的历史贡献有所保留甚至不以为然,认为当前的和

平环境更应该继续贯彻 “人民多党民主”的指导思想,奥利更是多次公开

承认自己认为合并的尼共应该把 “人民多党民主”作为指导思想.不过,

尼共从形式上使用了 “人民民主”的概念,可不同的派别对于它的具体含

义有着不同的解读.其实,正如普拉昌达和奥利向尼共中央书记处提交的

文件中所显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 “多党”,也就是应如何理解党和政府的

相互关系.诚然,双方都承认党应该领导政府,但要如何领导以及领导到

什么程度,双方的主张是不同的.普拉昌达一方更倾向于认为,政府的一

切重大决策都应当由党进行讨论并做出决定,政府负责贯彻执行,也就是

共产党领导政府的 “传统”理解,即党和国家的权力应主要集中于党中央;

奥利一方则认为,党和政府的关系应当有 “边界”,党的任务是产生议会党

团,产生政府总理和内阁成员,而议会党团和内阁成立后这些机构应当按

照其自身的规定相对独立地运行,而不是经常受到党的干预,在这种安排

下党和政府的权力主要集中于总理和内阁.这应该也是奥利一定要坚持

“人民多党民主”的原因所在.不过,具有戏剧性的是,在斗争中普拉昌

达—尼帕尔派更仰赖三权分立、多党制和联邦制来反对奥利,奥利反而更

像一个要 “废除”多党制并独揽党政大权的人.

虽然尼共合并前的谈判基本确定了指导思想问题留待党的代表大会解

决,可在实践上单纯靠开党代会确定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经过一个反

复协商酝酿进而达成共识并统一思想的过程.遗憾的是,这个过程没有完

成,而是形成了另一个僵局.

(三)国家治理僵局

国家治理僵局涉及尼共如何组织进行国家建设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

方向和方法问题.奥利派系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系在国家治理方面存在

的分歧同样仰赖于权力分配.奥利始终拒绝党对政府工作的 “过度干预”,

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治理国家,拒绝接受普拉昌达—尼帕尔派在各种问

题上的意见.双方形成僵局的问题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方向问题、政府贪污

腐败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题等.

一方面是关于奥利政府治理的总体方向.普拉昌达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３
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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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 “提案”中认为,奥利 “从未通过政府推行任何社会主义的具体方

案”,这一指责遭到奥利的反驳,奥利的自辩似乎更接近了问题的实质.奥

利指出,他认为当前所建立的是 “一个联邦制的、包容的、维护社会正义

的、面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称为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体制”;

而 “党内某些人士”认为 “我们当前的社会制度仍旧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

度.”奥利表示,当前的任务是根除封建残余势力,不断完善现有法律体

系;坚决抵制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反动势力和外部势力的封锁;还

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符合尼泊尔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奥利还列举了一系列政府治理成绩,表示政府

当前的目标是实现 “繁荣尼泊尔,快乐尼泊尔人”的愿景.奥利说,尼泊

尔当前处于 “过渡时期”,不能急于去 “建立社会主义”.结合普拉昌达

“提案”对奥利的指责,可以基本确定双方的焦点在于对尼泊尔基本国情认

识的差异.

另一方面是政府惩治贪污腐败和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不力.２０２０年年初

召开的尼共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及２０２０年９月通过的问题解决工

作组报告中,都提到了政府需要抓好疫情防控和惩治贪腐工作.普拉昌达

的 “提案”中列举了购置宽体飞机和印刷设备、通讯部长 “录音门”、糖进

口骗局、与私营企业在购置新冠疫情防控物资上合谋、在预算公开前泄露

属高度机密的电动汽车收益率、违规进口巧克力等事件,指责奥利政府对

有关责任人的 “纵容包庇”;另外,普拉昌达还批评了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的错误,在疫情初期过度封锁影响了经济社会运行,在疫情严重时又行

动迟缓使疫情流行难以控制.奥利辩解说,政府一直在处理贪腐问题,但

要按照民主法制的办法进行,同时列举了政府采取的措施,表示将通过发

起 “廉政整风运动”,他称政府已经为疫情防控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和充分的

努力.

相较而言,国家治理僵局形成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惩治贪腐和疫情防控

不力,而在于对基本国情认识的不同,以及尼泊尔处理同中国、印度及美

国外交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印度、美国扩张主义势力的干预

从地缘政治上看,尼泊尔是一个在南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尼

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夹在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之间,扮演着 “缓

冲国”的角色,这使得尼中、尼印关系成为尼泊尔最为重要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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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印关系由于历史、民族、文化等原因则更为特殊.同时,作为目前世界

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越来越将尼泊尔视为其实现 “印太战略”的重

要跳板.而不论对于美国还是印度,都不希望出现一个愈发独立的尼泊尔,
更不希望由一个奉行共产主义的强大党派执政.因此,从２０１７年年底两个

共产党组成的左翼联盟赢得大选并上台执政以后直到尼共被解散,印度和

美国频频行动,对尼共政府采取威胁、利诱和分化,激化了尼共的党内矛

盾,加速了尼共的分裂.
对于印度而言,一个 “驯服”的尼泊尔最符合其利益.作为南亚的区

域性大国,印度长期以来将尼泊尔视为其传统 “势力范围”,同中国的既竞

争又合作的关系使得印度竭力最小化中国对南亚的影响力.尼泊尔的关键

位置使得其成为一个海权与陆权的交汇地带,通过对尼泊尔的掌控,印度

可以将其掌握的海权向内陆延伸,对中国西藏地区造成明显影响.① ２００８
年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印度继续通过各种手段对尼泊尔施压,
干预尼泊尔政治.例如,２０１５年尼泊尔新宪法出台后,印度就借口马德西

民族问题对尼泊尔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封锁.鉴于尼泊尔在经济上对印度的

高度依赖,这次封锁无疑造成尼泊尔国内的严重困难.２０１８年奥利领导的

共产党政府上台后,在外交上一度表现出更加独立和更加倾向于中国的举

动.一方面,中共和尼共两党频繁往来,共同举办理论研讨等活动;２０１９
年１０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问尼泊尔,推动了两党、两国的全面

合作.另一方面,在尼共政府的推动下,尼泊尔众议院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３
日一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与印度存在争议的三个地区正式划入尼泊尔

版图,释放出强烈的主权独立信号.这些都对印度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威胁,
印度当然不会坐视不理.在尼共的党内斗争愈演愈烈之时,奥利总理于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秘密会见印度情报部门负责人,甚至外交部也被蒙在鼓里,这

在尼共党内和国内引起强烈反弹,也使得奥利被怀疑成为印度实行 “扩张

主义”的新的 “代理人”.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奥利解散众议院并实质分裂尼共

之前,还于同年１１月先后会见了来访的印度陆军参谋长和外交代表,这不

能不令外界怀疑奥利采取强硬姿态背后的 “印度影响”.
作为具有巨大国际影响力的域外大国,美国同样十分重视南亚地区,

并相应地推行针对中国的所谓 “印太战略”.美国对尼泊尔的态度表现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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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正多:«地缘政治考量下尼泊尔对外政策及我国的策略选择», «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９
年第３期,第２５~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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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积极,主要体现在推广美国和尼泊尔在２０１７年９月共同签署的千年挑战

公司援助协议的实施方面.协议规定美方提供５亿美元资助,尼泊尔政府

投入１３亿美元,用于尼泊尔国家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① 这份协议也

成为尼泊尔共产党两大派系争执的焦点之一.奥利派系和尼泊尔大会党主

席德乌帕等希望将协议尽快提交众议院审议通过,② 而普拉昌达—尼帕尔派

系则认为当前的协议必须修改才可以提交审议.为此,尼共中央书记处成

立专门研究小组,对千年挑战公司援助协议进行研究.该协议主要存在如

下问题:一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发布的报告均将千年挑战公司计划作为

在尼泊尔推进 “印太战略”的重要工具,旨在遏制中国的 “一带一路”倡

议,并把尼泊尔列为其 “印太战略伙伴国”.二是与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合

作协议一经生效将优于尼泊尔的国内法,该协议甚至还需要 “得到印度的

同意”才可以实施,有损尼泊尔的主权独立.三是该协议资助项目只可以

由美国进行审计,由尼泊尔出资的１３亿美元却不得参与审计,无视尼泊

尔的国家公共审计系统.③ 美方对于这些质疑采取了回避的态度,直到

２０２１年９月尼共被解散以及尼泊尔政局业已大变之时才明确回应千年挑战

公司协议不是美国 “印太战略”的一部分,也无意损害尼泊尔的主权

独立.④

综上可见,虽然没有更直接、更明确的证据,但是印度和美国的行为

和态度已经表现出他们必然会全力维护和扩大自身在尼泊尔和南亚的存在

和利益.秉持 “冷战”思维的势力仍然企图将尼泊尔变为一个推行霸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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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MillenniumChallengeCompactbetwee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Actingthroughthe

MillenniumChallengeCorporationandtheFederalDemocraticRepublicofNepalActingthroughthe

MinistryofFinance”．https://assetsmccgov/content/uploads/compactＧnepalpdf

AnilGiri, “OliAsksPartiesforSupporttoRatifyMCCinParliament,”TheKathmandu

Post,April１８,２０２１https://kathmandupostcom/national/２０２１/０４/１８/oliＧasksＧpartiesＧforＧtheirＧ

supportＧtoＧratifyＧtheＧmccＧinＧparliament
“NCP Chair Duo Propose Endorsing MCC Compactthrough Parliamentafter Making

Necessary Amendments,”MyRepublica,September１０,２０２０,https://myrepublicanagariknet

workcom/news/ncpＧchairＧduoＧproposeＧendorsingＧmccＧcompactＧthroughＧparliamentＧafterＧmakingＧnecessaryＧ

amendments;AchyutWagle,“BattlegroundNepal:China’sBeltandRoadInitiativevstheUSMCC

Compact,”The Kathmandu Post,December ２４,２０１９https://kathmandupostcom/columns/

２０１９/１２/２４/battlegroundＧnepalＧchinaＧsＧbeltＧandＧroadＧinitiativeＧvsＧtheＧusＧmccＧcompact
“MCCHasNoHiddenAgenda:MCCRespondstoGovt’sQueries,”Setopati,Sept９,

２０２１https://ensetopaticom/political/１５６９２８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共产主义、遏制中国的驯服工具.可惜的是,尼泊尔

共产党没有经受住威逼利诱和分化,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合并归于

失败.

三、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启示与教训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已成为一个历史事实,其对尼泊尔共产主义运

动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有评论认为这将成为尼泊尔共运的 “分水岭”.从

尼共合并失败中可以得到启示、经验和教训,为尼泊尔共产党人探索符合

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以及全世界共产党人推动国际共运

的复兴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一)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尼泊尔国情相结合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不少尼泊尔共产党人在总结尼共

合并失败教训时都认为关键问题在于尼共没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这应

该说是触及了问题的实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尼共合并整合的失败确实是

由于路线不同,但这个问题绝不仅限于尼共本身,而是更广大的尼泊尔共

运需要首先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方面,尼泊尔共产党人需要回答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的问题.而回答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确定尼泊尔的基本国情,即尼

泊尔当前到底是什么社会性质,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

今,国际共运总体处于低潮,不过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的南亚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运动却成为一大 “亮点”①,尼泊尔共运的发展尤为突出,在２００８年建

立联邦民主共和国时达到革命高潮.这段时间也迸发了如 “人民多党民主”
和 “普拉昌达路线”等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具有尼泊尔特色的理论创新.
可是在当前和平建设阶段,尼泊尔共产党人却始终没能在最关键的问题上

达成一致,不管是 “２１世纪人民民主”、 “人民民主”还是 “人民多党民

主”,尼共党内都没法给予一个符合现时代的清晰阐述.一部分人认为现在

已进入 “为社会主义做准备”的 “过渡时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在是

“资本主义社会”,甚至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尼泊尔并没有根本改变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的地位而要重新进行武装斗争.对基本国情的不同认识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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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党派在行动上的区别,而归根结底,就是对于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

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回答所导致的.毫无疑问,这是尼泊尔共运

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要首先解决的任务.

另一方面,尼泊尔共产党人需要明确界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定位.

当前,尼泊尔所确立的政体就是多党的议会民主制,共产党人到底要接受

并积极融入这个体制,还是要 “两条腿走路”,改变当前的根本政治运行原

则,这既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就需要回答,

尼泊尔共产党要通过什么方式取得执政地位;如果取得执政地位,党要怎

样领导国家.尼共党内形成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僵局其实就是对这两个

问题的不同回答.对于党的历史的总结,是对前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对

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对后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目前的国内国际形

势确实已不具备再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不过如果今后又出现这样的条件,

尼泊尔共产党人是否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 从国际共运的历史看,还没有

一个通过单纯的议会斗争成功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使命的先例,反而是屡

屡见到跌入 “议会迷”泥坑而放弃革命进而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例子.

这些经验和教训,也值得尼泊尔共产党人深思.
(二)坚守共产党人始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既不符合尼泊尔共运的利益,也不符合尼泊尔人

民的利益.始终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全世界共产党人都应坚守的根本立场.尼共合并失败的一条重要启示就是

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这既是有效克服宗派主义、谋求党的团

结统一的基本要求,也是判断党的组织程度和执政水平的根本标准.尼泊尔

共产党人在２０１７年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充分表明了民众对共产主义力量

的信任,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的合并既是两党对民众的

重要承诺,也是符合人民期望实现国家政治稳定、推动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

利益要求的举措.同时,学者们也对尼泊尔共产党的发展报以极高的期待.①

遗憾的是,尼共的执政表现令人失望,它的解散反而成为搅乱尼泊尔政局和

国家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同两党当初参加选举时所做出的承诺背道而驰.

应该承认,尼共 (联合马列)和尼共 (毛主义中心)从宣布合并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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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树彬:«尼泊尔共产党的演变与分合走向», «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１７年第４期,第７５~

８３页;唐鑫:«尼共 (联合马列)与尼共 (毛主义中心)的合并:挑战与前景»,«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６~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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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尼泊尔共产党到不得不恢复到合并前的状态,存在着明显的脱离群众

的倾向.党内各派忙于对党政权力的瓜分和讨价还价,党的主要精力并没

有放在国家治理和新冠疫情防控上.党的中央书记处、常委会、中央委员会

的会议议程曾数次将改进政府施政和新冠疫情防控列入,但总是被关于权力

分配问题的讨论所挤压,即使做出了相关的决定也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

实.党的各级组织同群众的血肉联系被削弱,舆论批评执政党和政府对民众

漠不关心.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亟须政府担起组织全国上下同心抗

疫的时刻,执政党和政府却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混乱.造成这样的局面应该说

尼共党内的各个派别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尼泊尔共运中的各党各派能

够始终如一地坚持人民观点、人民立场,那么可以想见,不管是权力分配、
指导思想,还是国家治理,都不至于陷入不可解决的僵局.

(三)逐步克服宗派主义,形成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宗派主义的 “传统”,这是一个可以从历史观

察中得到的特点和缺点.① 宗派斗争几乎从１９４９年最早的尼泊尔共产党成

立就开始了.从一定意义上说,并不能把所有的派别对抗和党的分裂都视

为 “宗派的”斗争.所谓宗派主义的斗争,应该被界定为从狭隘的宗派利

益出发、为了一时的权力争夺和策略分歧而产生的斗争.从这个角度上看,
尼共的这次分裂很显然是一次宗派斗争,因为贯穿其中的主线是各派为了

派别取得相应的权力而展开的争夺.指导思想分歧和国家治理分歧当然也

有重要地位,但从整个过程上看,这两个问题都被绑在了权力斗争的 “战
车”上,充当了宗派之间相互攻击的 “弹药”.

同尼共 (毛主义中心)相比,尼共 (联合马列)的派别传统更为明显.
尼共 (联合马列)的奥利、尼帕尔、高塔姆等领导人都有各自的支持者.
这种派别传统又继续影响了合并后的尼共,尼共党内各派力量对比的改变

主要是尼帕尔、高塔姆等原尼共 (联合马列)领导人立场的改换所导致的,
毛派虽然也有像塔帕那样转而支持奥利的人物,但并不能作为派别看待.
尼共被判无效后,尼泊尔政坛一片混乱,尼泊尔大会党、尼共 (联合马

列)、人民社会主义党 (JanataSamajbadiParty)等主要政党都发生了不同

程度的派别斗争,只有普拉昌达领导的尼共 (毛主义中心)只是驱逐了那

些跳反到奥利阵营的领导人,没有发生大的内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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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群、王恩明:«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系政治»,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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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 “传统”的宗派主义绝不是通过组织上的形式合并和颁布一些

严明党纪的决议就能消除的,要根治尼泊尔共运的 “派别文化”和宗派主义

弊病,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领导艺术,还需要良好的客观环境.在一定时

期内,要维护党的团结,必须平衡各派利益,努力通过协商达成一致,逐步

实现真正的统一;不能凭借多数或对特定权力机构的掌握将其他各派压服,

这必将遭到其他派别的反抗,导致两败俱伤.而领导核心的形成一定要经过

漫长、曲折、甚至是痛苦的探索,这不仅依赖于斗争的艺术,更依赖于能否

正确认识尼泊尔基本国情和主要任务,发现正确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尼泊尔民族民

主革命的两大基本目标.虽然尼泊尔很早就已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国

家主权和安全在实际上受到的威胁并没有根除,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没有完

全由自己所掌握.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先锋队,尼泊尔的共产党力量应当

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坚持尼泊

尔的发展道路由尼泊尔人民决定,奉行尼泊尔宪法规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妥善处理好同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

尼泊尔的各个共产党普遍重视发展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关系.这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尼泊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将马克思主义作为

指导思想,有着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尽管在历史上有过分歧,但在当前国

际共运处于低潮、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的情况下,双方的一致性无

疑是居于主导的.二是中国共产党和尼泊尔共产党都曾深受大党主义、大

国主义之害,处理党际、国际关系比较成熟,能够比较容易地建立相互尊

重、平等合作的良好关系.三是中国长期将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

作为外交宗旨,在国际交往中严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充分尊重各个国家

的主权,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重要力量,这同尼泊尔国家发展所

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四是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成绩斐然,为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繁荣富强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

的 “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各国在合作中奉行多边主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

原则;中国呼吁各国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

子,推动各国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发展目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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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稳定、繁荣、富强的尼泊尔,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更符合尼泊尔人

民的利益.在尼泊尔共产党从合并成立到分裂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在坚持两党

两国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了解尼共党内各方和尼泊尔政坛各主要政治力量

的态度和看法,多次表达了希望尼泊尔共产党保持团结和统一的愿望.事实证

明,中国和尼泊尔是互尊互信的好朋友、互惠互利的好伙伴、互学互鉴的好邻

居、互帮互助的好兄弟.① 作为尼泊尔的北方邻国,中国必将为尼泊尔实现

“繁荣尼泊尔,快乐尼泊尔人”的目标发挥积极作用.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历史已

经证明,中国不会以损害他国国家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共产党

人和尼泊尔共产党人、中国人民和尼泊尔人民的合作之路将越来越宽广.

结　语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使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也结束了尼泊尔

不到三年的政治稳定.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到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尼泊尔政坛经历了深刻

的混乱和洗牌,其间众议院两次被解散和恢复,奥利领导的尼共 (联合马列)

政府在中央级和省级被悉数推翻,带动了尼泊尔大会党和人民社会主义党内部

的派别斗争,尼帕尔派系最终从尼共 (联合马列)分裂出来,建立了尼泊尔共

产党 (联合社会主义者)[CommunistPartyofNepal(UnifiedSocialist)],并加

入由德乌帕领导的大会党、尼共 (毛主义中心)、人民社会主义党组成的联合政

府.２０２２年将迎来尼泊尔地方和中央的换届大选.２０２１年年末,尼共 (联合马

列)、尼泊尔大会党、尼共 (毛主义中心)等主要政党先后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

制定了党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新一届党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集体,全力为２０２２年

的大选做准备,包括尼泊尔各共产党在内的各个政治力量将面临一次 “大考”.

尼泊尔共产党合并失败的三大僵局归根结底在于尼泊尔共运之中存在的

指导思想不够成熟和基本路线不够明确,这具有某种必然性.同时,尼泊尔

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印度和美国扩张主义对以尼泊尔各共产党为代表的

左翼力量积极实行威胁、分化、利诱政策.从长远看,尼泊尔共产主义运动的

群众基础依然存在,尼共各党各派更清醒地认识到了团结的必要性,尼泊尔共

运的发展前途仍然是光明的,必将为实现尼泊尔的稳定和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
(编　辑　吴兆礼)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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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building”movementaimedtomoldaunifiednationalidentitybased

onHindunationalismbyemphasizingdifferencesbetween“them”and“us”．

ThisledtostrongandproactivesupportfortheBJPinbothnationaland

localelections,causinganothershiftinIndianpartypoliticstowards“one

major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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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onsLearnedfromtheFailedMergeroftheNepal

CommunistParty (NCP)

ByTangXin&ZhangShubin

ABSTRACT:OneofthemostcriticalissuesinthecontemporaryNepalese

communistmovementandinNepalpoliticsmorebroadlywasthedecisionof

theSupremeCourtandtheElectionCommissiontorulethemergeroftwo

Nepalesecommunistparties:the United MarxistＧLeninistPartyandthe

MaoistPartyasinvalid,therebyreinstatingthemastwoseparateparties

ThedirectcauseofthefailureofthemergerbetweenthesetwoNepalese

communistpartieswasthedeeprivalrybetweentheOlifactionandthe

Prachandafaction,whichultimatelyresultedintheparty’ssplit Atthe

sametime,theSupremeCourt’srulingontheattributionofthecommunist

party’snamefurtherresultedinthedeclarationoftheinvalidityofthe

mergerFundamentally,themerger’sfailurewasaresultofastalemate

visＧàＧvisthreekeyissues:powerＧsharing,guidingideologyandstategovernance

Therewerealsoanumberofimportantexternalfactors,includingthreats

fromandeffortstofracturethepartybyIndiaandtheUnitedStates Key

lessonslearnedfortheNepalesecommunistmovementwere:thatMarxism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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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inism must be shaped around Nepal’s actualsuccess;thatthe

fundamentalprincipleofservingthepeople mustbe maintained;that

sectarianism mustbeovercomebybuildingastrongleadershipcore;and

thatstatesovereignty mustbesafeguardedagainsthegemonyandpower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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