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卷　第２期

　２０１４年４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２

Ａｐｒ．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２．０２４

论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与政治表现（１８８６－１９４１）

吴永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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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１８８６年缅甸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缅甸近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和持续发展。其中，缅甸知识分子起了关键作
用。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当中的精英群体，他们传播社会文化价值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创新。知识分子在缅甸近代化过

程中的公共形象具有自身特质，在１８８６—１９４１年期间，他们利用协会组织、出版物等公共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他
们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历经波折，在思想上不断探寻新的方向，从而导致群体内部出现不同的政治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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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１９世纪以前，缅甸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
封建国家，而在１９世纪以后，如同亚洲大部分国家
一样，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英国分别

在１８２４年、１８５２年以及１８８５年发动了三次侵缅战
争，逐步吞并缅甸，使其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英

国殖民者为适应其在缅甸剥削和巩固统治的需要，

引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部分制度和国家模式。

为了尽快达到英国殖民当局的目的，殖民者在缅甸

推广了近代西式教育。在这种情况之下，于 １８６６
年成立了教育局，缅甸近代教育开始兴起，从而为

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１８８６－
１９４１年，缅甸殖民地社会全面形成，民族运动发展
进入高涨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内，知识分

子利用公共空间反映着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

知识分子在缅甸近代史上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

体，是具有自身特质的公共形象的。他们最初以宗

教为旗帜，关注的是缅甸传统文化的内涵问题，到

后来上升到社会和国家的命运问题。而这些特质

深刻影响了缅甸知识分子的政治思维，打破了固有

的传统宗教思想。在漫长的缅甸近代化过程中，知

识分子历经波折，苦苦探寻着适合缅甸解放和发展

的道路，联合各阶层共同反对殖民统治，使民族解

放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在

社会阶层当中都充当了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知

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用“知识”的

力量来唤醒民众的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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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历史的长河中起着重大作用。而站在今天的

角度看，当今的知识分子群体依然具有重要的作

用。他们是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量，更是社会

稳定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

缅甸的知识分子，不仅对缅甸的国家发展有着重要

影响，更对我国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改革及知识分

子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知识分子”一词最早问世于１６世纪的欧洲。
随着世俗社会的出现与科学的进步，当时出现了一

些世俗的思想家，他们在宗教教义之外探讨哲学问

题，把教化伦理、传播知识看作是自己的使命。随

着世俗社会的发展和分化，这部分思想家除了发挥

知识载体与传播功能之外，日益承担起思考人类终

极关怀的社会批评者的责任，因而被视为是社会的

良心。

“公共空间”一词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

哈贝马斯在其早年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

出的概念。他强调“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特

殊的历史形态，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初出现于英国和法
国，１９世纪盛行于欧美。最初是市民间以阅读为中
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场所，后转型为中产阶

级和知识分子议政和参政的民主渠道。［１］

（一）协会组织

１８９７年７月，在缅甸的曼德勒出现了第一个由
世俗的知识分子所建立的，以研究佛教为旗帜的组

织———曼德勒佛教复兴会。除此之外，１８９９年在缅
甸毛淡棉，１９０２年在缅甸的阿拉干，也相继出现了
类似组织，１９０４年仰光学院佛学会成立。在这些地
方性佛教研究会活动的基础之上，１９０６年在缅甸的
仰光成立了全国性的知识分子协会组织———佛教

青年会。该协会组织的宗旨是“促进民族语言、佛

教精神和教育”。［２］３１８其成员是接受近代西方式的

教育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教师、学生、退休官员、

商人等等。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度佛教青年会已经拥有
１５个地方分会和组织。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度佛教青年
会有正式成员 ３４６人，佛 教 宣 传 会 有 会 员
１２１０人。［３］８９－９０

从这些协会组织的名称、宗旨，我们可以看出

这些组织的成立最开始并不是为了反对殖民者统

治的。缅甸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深受小乘佛教的影

响，其佛教的思想在缅甸人民的心中根深蒂固。这

些协会的组织者打着宗教的旗帜，最初只是想要维

护自己的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和佛教精神，甚至缅

甸在被殖民的最初阶段，部分缅甸人的心中是感谢

英国殖民者为其带来了先进文明的。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些协会中的成员也

与传统的爱国者有所不同。他们是在缅甸近代社

会的前进中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

已经意识到缅甸应该吸取西方的进步文明，才能适

应缅甸的发展，并接受西方迎面而来的挑战，朦胧

地表达了缅甸文明应该和西方文明相结合才能解

决缅甸所面临的问题。但这一阶段只是有了意向，

却没有具体而明确的实施纲领。

（二）出版物

“佛教青年协会”成立之后，于１９０８年创办《缅
甸佛教徒》报，主要是宣传佛教的作用。“佛教青年

协会”还开办了许多自己的图书馆，开始出版英文

周刊《缅甸人》和用缅文、英文、巴利文出版月刊

《缅甸佛教徒》。１９０７年成立的“佛教宣传会”与
“佛教青年协会”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开办了印刷

厂。［３］８９１９１１年，《太阳报》的第一份缅文日报开始
发行，［３］９１它是由“佛教青年协会”的领袖吴巴佩创

办的，这份报纸对“佛教青年会”的发展和在缅甸唤

起民族觉醒起了显著的作用。在这份全国性的缅

文报纸中，提出缅甸民族主义在社会、经济等方面

的要求。这一时期，国内还出版了一系列供缅甸读

者阅读的报纸，除《太阳报》之外，比较有名和普及

的还有《缅甸新光报》《班都拉日报》《猫头鹰杂

志》等。［３］２０５

这些出版物所出版的书籍、刊物都是以复兴宗

教为旗帜，以弘扬缅甸的传统文化为主旨。因为在

这一阶段，缅甸的近代知识分子依然还处于唤醒民

族主义意识的阶段，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未形成坚定

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然而到了“我缅人协会”

活动的后期，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出版的著作在思

想意识方面有了极大的转变。

在我缅人协会活动的后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思想和著作在成员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这一过

程中，红龙书社和社会主义书社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和一些其它的进步

思潮传播到缅甸，人们通过各种途径了解苏联和马

克思主义。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４日，由吴努、德钦丹东以
及德钦梭倡议，在仰光成立了红龙书社。该社成员

最初２００人，后来发展到１５００人，到１９３９年增加
到３０００人。［４］１７８书社在征集社员的通知中指出：
“缅甸充满着贫困、疾病和愚昧。红龙书社向您提

供除上述三项罪恶弊端，建设一个在自由、进步、和

平基础上的新社会所需要的知识。”［５］该书社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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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于“向缅甸人民灌输争取独立的思想；引导人

民将争取独立付诸于行动，并争取早日实现；反对

对人民的言论自由作出限制，要求制定合理的管理

制度，同时主张人人都能平等的享有同等的权利，

反对让少数一部分的资本家因自身利益而发动战

争使得贫困人民受到灾难。”［６］１９３８年，红龙书社出

版了德钦梭的《社会主义》，用通俗的语言介绍了社

会主义思想，还有吴努翻译的《资本论》部分章节，

以及德钦巴欣翻译的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小册

子和《列宁传》等重要著作。［２］３９２－３９３同时书社还创

办了《红龙杂志》半月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由

于英国殖民当局加紧实行高压统治，书社领导人大

部分都被逮捕入狱，因此书社被迫停止活动。［７］１９３８

年又创办了社会主义书社，属于《新缅甸》报社，该

社社员主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著作，

探讨缅甸的民族解放运动。［２］３９３

这些进步书籍的出版，毫无疑问给予缅甸人

民，特别是“给青年以一种新的政治教育和一种新

的鼓舞力量”。［４］１７８英国的殖民者在缅甸兴办学校，

但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为殖民统治服务的。因

此在学校开办的课程当中也大多都属于奴化和愚

民教育，宣扬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样的教育和书籍

并不能使缅甸人民获得民族意识的觉醒。而青年

又属于社会当中最为重要的一股社会力量，他们的

民族意识在缅甸缓慢的近代化进程中逐步觉醒，但

缺乏系统的思想。这时候出版的进步书籍无疑给

他们带来了希望。

　　二　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

反映。”［８］缅甸近代的知识分子是在帝国主义殖民

统治下产生的，这一特点也同时反映出它在政治上

的软弱性。

与其他国家的近代知识分子不同的是，直到２０
世纪初，缅甸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多，

其大多出身于地主、资本家以及下层官员。缅甸沦

为英国殖民地之后，英国虽然在缅甸发展了西式教

育，但其只是为了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办事员和

下层官员；引导学生为政府部门服务，并不是为了

发展殖民地，因此在殖民统治下的高等教育依然是

落后的。而且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很难有接受新

式教育的机会。

殖民者的到来，伴随掠夺，虽然也带来了西方

的近代教育，开办了各式各样的世俗学校，基础性

教育、高等教育及职业技术学校都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发展；但是，这种殖民体制下的教育发展是畸形

的，且发展日益缓慢。

在当时已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缅甸，却只有仰

光学院（政府开办）和贾德逊学院（教会开办）两所

高等学校。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度，这两所学院在校学生
人数才 ４５３人，还不到总人口的 １／２００００。［２］３１７到
１９２０年，缅甸大部分的科技人员、农业机械师、化学
家，没有一个是缅甸人；在建筑、灌溉等部门的副工

程师以上的技术人员共１５１人，缅甸人只有１３个；
在林业部门有１２６个技术管理人员，也只有１４个
缅甸人；在邮电部门，所有的技术人员无一位是缅

甸人。［２］３１７在教育和法律部门，缅甸知识分子较为

集中一些，还有在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师，这

其中大部分也是缅甸人。１９１９年，缅甸有刑事法官
和律师６４５名，只有１１８名是欧洲人，其他都是缅
甸人。［２］３５２

从以上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缅甸在被殖

民之后的教育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高等教

育薄弱且滞后，全国拥有一千多万的人口，却只有

两所高等院校；第二，职业技术学校方面的发展落

后，在技术层面的工作方面，只有少部分人是缅甸

人，甚至在一些部门无缅甸人；第三，教育资源国民

分配不均，能够接受西方近代教育的大多数都出身

地主、资本家和下层官员，工人、农民是不可能接受

到西方近代教育的；第四，奉行重视管理而轻视技

术层面的教育模式，因为英国在缅甸发展西式教育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殖民统治所需要的办事员

和下层服务人员，并不是为发展殖民地经济和

文化。

殖民教育的落后，对缅甸近代政治的发展有着

很大的影响，Ｊ·Ｓ·弗尼瓦尔认为：“缅甸民族主义
兴起较晚，原因不在于缅甸人民缺乏民族感情，而

在于他们不了解现代世界。”［９］３２５那么从文化的角

度来看，近代的缅甸民族解放运动偏重于民族主义

和宗教色彩浓厚，究其原因是由于缅甸缺乏一支人

数众多的，了解现代世界的近代知识分子队伍。

　　三　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

１８８６－１９１７年，因缅甸人民的近代意识和政治
觉悟还很薄弱，在人民群众当中更多的是受到佛教

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在此期间缅甸的知识分子以

复兴佛教为旗帜，致力于维护缅甸人民在宗教、政

治、经济和教育方面的权利。

１８８５年，英国通过第三次侵缅战争吞并缅甸
后，缅甸各民族就开始进行顽强的反抗斗争，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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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反抗还比较零星，没有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

义运动。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虽然接受新式教育，

受到一定程度的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的影

响，但由于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自身地位和职业

受到限制；又由于殖民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

的落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群体中

影响并不很大，相反是传统的小乘佛教思想和理论

根深蒂固。在变化中，他们主要是将佛教思想与西

方平等思想融合在一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

诉求。

１９１８－１９４１年缅甸国内外发生了一系列重大
政治事件，促使了缅甸人民的政治觉醒，同时还促

使了缅甸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２０世纪初，世界
尤其是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对缅甸的知识分子有

着深远的影响。例如，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争、１９１１年
的中国辛亥革命，都给缅甸人以极大的鼓舞；特别

是１９１８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吸引了缅甸先进
分子的目光。在缅甸国内，越来越多的青年接受到

近代教育，民族意识日趋强烈，并开始在政治上考

虑缅甸的地位和缅甸人民的政治要求。加上第一

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帝国把缅甸强行拖入战争的漩

涡，加深了缅甸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憎恨。这些因素

促使缅甸近代知识分子团体在短暂的几年当中就

发生了急剧变化，迅速从利用佛教思想和西方平等

思想来婉转表达自己政治要求，转向组织起来进行

公开的政治斗争，及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此后，

缅甸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高涨时期。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到来之际，缅甸的大学和

中学学生广泛地加入到反英斗争的浪潮当中。青

年学生作为知识分子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斗争

中表现出了特有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蓬勃向上的

精神，使之成为缅甸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一支重要

力量。１９２０年，由缅甸仰光大学学生发起了一场抵
制殖民教育的学生运动，主要是抵制殖民当局在

１９２０年８月通过的《仰光大学条例》。仰光大学是
由１９２０年缅甸立法会议通过决议，由原仰光学院
和贾德逊学院合并而成。《仰光大学条例》的许多

规定不利于缅甸本土青年进入大学，例如该条例规

定“仰光大学为寄宿生大学（增加学生费用），入学

的学生必须掌握英语，取得学位至少要３年（缅甸
学生认为在校时间太长）等”。［２］３６７－３６８《仰光大学条

例》的规定，不仅伤害了缅甸学生的民族感情，同时

损害了他们的实际利益，这就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

反对。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日，仰光大学学生开始采取
行动，并成立了以吴巴宇为主席的反对《仰光大学

条例》的委员会，同时在１２月８日发表《告缅甸人
民书》。这场学生自发的反对殖民压迫和殖民教育

的爱国运动，唤醒了缅甸人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

爱国主义精神。

在反英斗争情绪高涨的形势下，１９３０－１９３１
年，我缅人协会和缅甸青年联盟相继成立。其宗旨

和目的是要“实现缅甸青年的统一，改善缅甸的经

济状况，用演讲、辩论和小册子启发人民”；［２］３８９－３９０

同时还提倡使用国货。１９３５年３月底４月初，缅甸
青年联盟与我缅人协会合并，名称仍为“我缅人协

会”。在我缅人协会活动前期，即从 １９３０至 １９３６
年的主要活动和指导思想来看，主要还是一个反英

的爱国组织。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所受到的思想影响是
比较复杂的，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对协会有

重大影响，后期逐渐发展成为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者和民主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形成的联盟。

但总的来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者占

主导。

　　四　缅甸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异见

佛教青年协会最开始成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

政治组织，所讨论也的主要是佛教问题，例如一些

入寺仪式、宗教供奉，怎样为佛教学校提供各种帮

助等。尽管利用宗教旗帜逐渐介入一些社会和经

济问题，但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依然处于软弱地位。

协会表示它忠于英国国王，感谢英国国王在缅甸的

统治所带来的进步。在１９１５年举行的佛教青年会
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协会领导人在讲话中仍然表示

要忠诚于英国国王，感谢殖民地政府的恩

赐。［２］３１７－３１８在１９１７年举行的佛教青年会上（该会
议在毛淡棉召开），协会主席宣称：“我们来自各地

的佛教青年会代表都是女王陛下的忠实的臣民。

我们讲英语，享受一种特权，一种荣誉。我们是绅

士。”［２］３２７佛教青年协会虽然有着严重的局限性，但

是该协会也唤醒了缅甸人民的觉醒，在组织和思想

上为后来缅甸民族主义运动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２０世界初，缅甸国内外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使
得佛教青年协会所领导的活动，迅速转向政治斗

争。这一转折点发生在１９１６年的佛教青年年会，
在政治上具有激进倾向、以吴巴佩为代表的“少壮

派”提出要把活动扩大到政治层面，但遭到“元老

派”的拒绝。最终，“少壮派”在“脱鞋问题”（外国

人进入寺塔跟缅甸人一样必须脱鞋）上找到了民族

主义和人民群众同时参加斗争的结合点，激发了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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甸人民深厚的宗教感情和民族情绪。此后，缅甸各

阶层人士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反英斗争中。由于广

大的僧侣、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加入，这就使得反英

斗争有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样佛教青年会

就不再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了，因此，１９２０年９月，
在缅甸中部卑谬所举行的全缅佛教青年会的年会

上，代表们把“佛教青年会”改名为“缅甸人民团体

总会”。［２］３６６缅甸人民团体总会的建立，标志着缅甸

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形成，

从此，缅甸的民族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是我缅人活动的后期阶段，这一
时期协会本身发生了很多方变化，甚至是质的变

化，即转变成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帝国主

义的政治团体，在后来缅甸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领导层方面，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成

员已占据多数。如１９３４年德钦哥都迈当选为我缅
人协会名誉主席之后，德钦登佩（仰光大学学生会

执行委员）在 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进入协会的领导层；
１９３６年仰光大学学生大罢课之后，学生中的一部分
精英份子参加了我缅人协会，有的也进入了领导

层，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昂山和吴努。昂山坚决反

对帝国主义，认为缅甸遭受到帝国主义残酷的统治

和剥削，缅甸的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敌对

的。吴努当时翻译了一些马列著作的部分章节，同

时还写过一篇《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

此外，在１９３８年进入协会领导层的还有受到马克
思主义影响的德钦巴欣、德钦丹东以及德钦梭，他

们都信仰共产主义。同年，一些元老、右翼人士退

出了协会，重新成立新的但同名的组织。

其次，在政治思想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著

作在我缅人协会成员中广为流传，深刻影响了协会

的发展方向。在最初阶段，协会中只有少部分成员

能够阅读从国外传入的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

到了后期，协会中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不断翻译、出

版、介绍这些英文版著作，同时还尽量用通俗的语

言来撰写小册子，力求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得

到普及，并开始思索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缅甸

现实结合，以解决缅甸民族解放过程中所面临的

问题。

在领导层面、思想政治方面的转变之后，协会

的活动范围和内容以及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发

生了转变，开始重视工农运动。在前文中提到过，

当时缅甸的知识分子大多都出身于地主、资本家家

庭中，自然不了解工人和农民，与工农也缺乏联系。

协会中的左翼分子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意识

到工人和农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和作

用，于是开始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宣传马克思

主义，组织并且发动工农群众反帝反殖，这样全国

性的工人和农民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

当然，直到后期，我缅人协会仍然不是一个共

产主义组织，如 １９３９年协会第四次会议仍宣称：
“协会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它是一个反帝的、争

取自由的组织”。［２］３９５

１８８６－１９４１年缅甸的历史进程，与缅甸近代的
知识分子是须臾不可分离的。缅甸近代的知识分

子作为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精英群体，有其独特

的个性。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与困惑，但他们在

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一直起着先锋作用，为

争取缅甸的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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