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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建学

尼
泊尔共产党 ( 毛主义)【下

文 简 称 尼 共( 毛) 】在 2008

年 4 月制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

的胜利, 席卷了 601 个代表席位中的

将近一半议席, 铁定成为第一大党并

获权组阁。虽然在财政支持和选举经

验方面占尽优势, 尼泊尔大会党以及

尼共( 联合马列) 等主流政党仍溃不成

军。尽管目前美国和印度尚未摘掉安

在尼共( 毛) 头上的“恐怖主义组织”的

帽子 , 但是由于尼共( 毛) 是通过和平

合法的民主选举程序上台, 因此一直

标榜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民主政体”

的美印两国也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拒绝

承认尼共( 毛) 成为合法政治力量、主

导尼泊尔政局的现实。

过去: 从议会遁入山林

1989- 1990 年 ,

尼 泊 尔 全 境 爆 发 大

规模的人民运动 , 时

任 国 王 的 比 兰 德 拉

被 迫 于 1990 年 11

月 9 日颁布新宪法 ,

引 入 多 党 议 会 制 基

础 上 的 君 主 立 宪 制

政 体 , 1962 年 以 来

的 无 党 派 评 议 会 体

制就此终结。在开放

党禁的背景下, 昔日的共产党势力逐

步 分 化 成 尼 共( 联 合 马 列) 、尼 共( 马

列) 和尼共( 毛) 等若干派系, 并开始参

加议会选举。但是, 尼共( 毛) 对新政体

仍心存不满, 坚持主张废除国王并实

行共和制, 称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 推

翻“封建君主制”, 建立共和制国家。

1996 年 2 月 , 尼 共( 毛) 宣 布 退 出 议

会 , 在 普 拉 昌 德( Prachand) 和 学 者 兼

政 治 家 巴 普 兰·巴 塔 拉 伊( Baburam

Bhattarai) 的领导下离开首都和大城

市, 到农村开展武装斗争, 成立自己的

中央政府、法院和银行等机构, 开始武

装对抗政府的活动。

需要指出的是, 思想无国界, 尼共

( 毛) 的“毛 派 ”命 名 完 全 是 其 自 身 行

为, 其也完全有权根据尼泊尔的实际

国情使用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理论、

完善自己的政治纲领, 并提出了“普拉

昌达道路”。其最突出的特点是, 通过

斗争取得平等的发言权, 然后通过议

会民主道路参政, 进而逐步推进必要

的社会改革。此次, 尼共( 毛) 席卷了制

宪会议的半数议席, 也证明了尼泊尔

人民并不介意他们的名字。某些西方

媒体和势力试图在尼共( 毛) 的名字大

做文章和浮想联翩, 是其阴暗心理和

反华思维的自然流露, 也是其干扰尼

泊尔和平进程的惯用伎俩。

1990 年 尼 泊 尔 开 始 实 行 多 党 民

主制后, 并没有带来人们预期中的和

谐民主与经济发展, 国家长期处在世

界最贫穷国家的前列。走马灯似的政

党轮替与越来越严重的贪腐现象 , 令

越来越多的尼泊尔人对政治失去了信

心。在政治生活中, 党派往往将一党之

私凌驾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上。

在遁入山林的十余年中 , 尼共( 毛) 准

确地抓住民众对现政府腐败无能的不

满, 逐渐扩大根据地, 并迅速地扎根在

边远山区和广大农村, 继而控制了尼

泊尔全境一半以上的面积, 也经受住

了尼泊尔政府军与国际势力对其展开

的联合剿杀。

现在: 走出山林回归政治主流

2005 年 2 月 1 日, 尼泊尔政局出

现重大变化。贾南德拉国王以首相德乌

帕 ( S.B.Deuba) 内阁没能推动与尼共

( 毛) 的和谈为由, 解散了执政的四党联

合政府而亲理政事, 并承诺“三年彻底

解决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 而后还政于

民”。然而, 国王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

在尼共( 毛) 和“七党联盟”这两大势力

中, 未与其中任何一支形成战略联盟和

统一战线。其结果是, 在国王亲政 15 个

月后, 在党派联盟和尼共( 毛) 共同组织

领导下, 普通百姓开始走上街头, 形成

尼共( 毛) 由一支反政府武装蜕变为主流大党 , 是尼泊尔现代政治进程

中最具历史意义的一步 , 对尼泊尔人民而言是个福音, 也为当今世界上

正饱受反政府武装困扰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和解案例

尼共( 毛主义) 是什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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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王统治的民众浪潮, 国王的倒台已

是在所难免。2006 年 4 月, 国王发表电

视讲话, 宣布恢复议会, 交出政权。

贾南德拉国王从全面亲政到全部

放权 , 既是尼共( 毛) 与主流政党首次

成功合作的结果 , 也激发了尼共( 毛)

重出江湖的信心和斗志。短短 10 年

内 , 尼共( 毛) 从一股由出走的散兵游

勇组成的落魄政治势力, 迅速发展成

为一个纪律严密、能量巨大的反政府

组织。国王被推翻的过程在客观上放

大和宣传了尼共( 毛) 对尼泊尔政局的

影响力, 也为部分尼泊尔民众提供了

一种新的政治选择。2001 年尼泊尔一

家报纸进行的民调表明, 仅有 9%的尼

泊尔人认为“毛主义者是解决该国问

题的最佳人选”, 仅 1.8%的人愿投票

选举他们当政。但是, 仅仅过了 5 年之

后, 尼共( 毛) 已经与大会党和尼共( 联

合马列) 平均瓜分 300 个过渡立法机

构中的席位, 并在 2008 年 4 月的制宪

会议选举中大获全胜。

经 过 2005 年 2 月 到 2006 年 4

月 的 国 王 亲 政 政 治 风 波 的 洗 礼 后 ,

毛 派 获 得 合 法 化 的 身 份 , 能 与 主 流

政 党 平 起 平 坐 , 其 势 力 正 有 逐 渐 渗

透到全国的势头。2006 年 4 月以来 ,

七 党 联 盟 基 本 上 履 行 其 先 前 对 尼 共

( 毛) 的 承 诺 , 即 摘 掉 了 戴 在 其 头 上

的“ 恐 怖 主 义 组 织 ”的 帽 子 , 取 消 了

针 对 其 领 导 人 的 红 色 通 缉 令 , 双 方

进 行 了 几 轮 和 平 政 治 谈 判 , 临 时 政

府 也 释 放 了 所 有 在 押 的 其 成 员 并 对

其 大 赦 , 并 欢 迎 尼 共( 毛) 武 装 加 入

国 家 的 政 治 主 流 。尼 共( 毛) 方 面 也

基 本 上 遵 守 并 数 度 延 长 停 火 期 限 ,

针 对 政 府 的 基 础 设 施 的 袭 击 也 明 显

减 少 。此 时 的 尼 共( 毛) 实 质 上 已 经

成 功 地 由“绿 林 好 汉 ”转 型 为 在 地 方

执政的全国性合法政党。

未来: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

经 过 此 次 制 宪 会 议 选 举 , 尼 共

( 毛) 已经成为制宪大会中第一大党,

开 始 了 从 革 命 党 到 执 政 党 的 转 型 阶

段。

此次选举大胜, 主要是因为尼共

( 毛) 准确抓住老百姓的求变心理。尽

管尼泊尔多党政治得到美国、英国、印

度等国的支持, 但是众多政党的贪腐

和 内 斗 使 得 尼 泊 尔 民 众 对 其 失 去 信

心 , 大部分政党领导人被老百姓视为

“不愿变革和不可靠的”, 有的评论形

容他们只是“大王( 贾南德拉) 之下的

众小王”。政党之间争权夺利, 导致对

议 会 政 治 失 望 的 人 们 越 来 越 感 到 不

满 , 最终转向支持尼共( 毛) 。可以说,

尽管有时其政治口号显得过于激进 ,

但是尼共( 毛) 无疑是尼泊尔各种政治

势力中最爱国的一支, 敢于挺直腰杆

与印度人和美国人打交道, 对维护国

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毫不含糊。

尼共( 毛) 提出的耕者有其田、民

族平等、男女平等、免除贫苦农民的一

切债务、保证人人都有工作和失业期

间应给予补助等主张, 都是极易引起

共鸣的政治纲领。比如, 尼泊尔的经济

状况以农业为主, 但全国的土地占有

高度集中 , 占全国人口 65%的贫苦农

民仅拥有全国 10%的可耕土地, 而占

全国人口 10%的地主和富农则拥有全

国 65%的可耕土地。因此, 尼共( 毛) 提

出的土地革命就直接代表了广大贫穷

农民的要求和利益。此外, 尼泊尔妇女

遭受的经济压迫、政治压迫和社会压

迫最深, 尼共( 毛) 明确地提出、并身体

力行“反对种姓和民族歧视, 提高妇女

的社会地位”等主张, 这也是其获胜的

重要因素。当被问及为何能够赢得选

举时 , 尼共( 毛) 二号人物巴塔拉伊总

结为,“我们将贫困人口、包括妇女在

内的边缘化群体作为重点工作对象 ,

争取到各种民间团体的支持, 所以获

得了成功”。

在未来的执政期间 , 尼共( 毛) 如

何兑现承诺、改善民生就成为其执政

业绩的最重要指标, 比如要解决落后

的基础设施、断断续续的石油供应、电

力短缺、就业、医疗、教育、社会公正以

及安全问题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的问题。

由反政府武装转变为执政党 , 这

一角色的转变将可能迫使尼共( 毛) 修

正过去的一些极左政策。人们应该注

意到, 尼共( 毛) 领导层是由不同民族、

不同种姓和相对贫苦家庭出身的一群

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 他们当中有的

在印度和前苏联留学过, 均接受过良

好的教育, 对外部世界都有比较清楚

的了解, 也有能力改变自身、融入国际

社会的政治现实。尼共( 毛) 的领袖普

拉昌达要将尼泊尔经营成为“亚洲的

瑞士”, 不排斥全球化 , 欢迎八方游客

到尼泊尔观光旅游。二号人物巴塔拉

伊选后则称 , 尼共( 毛) 将会把推动公

私合营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并推

动建立友好的劳资关系。这暗示尼共

( 毛) 领导下的新政府将采取较为开放

的经济政策, 尊重商业、私人企业和在

尼外商, 也欢迎外资的流入。

尼泊尔新宪法的制定和君主制的

存废等重大问题不久也将水落石出。

尼泊尔王室去留问题已非重要议题 ,

延续了 230 多年的尼泊尔王朝退出历

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 , 但是尼共( 毛)

能否带领其他党派、顺利制定出一部

能够把四分五裂的尼泊尔整合起来的

新宪法, 却值得进一步关注。( 作者单

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安全外交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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