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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愈演愈烈的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不仅给孟缅关系造成了巨大的

困扰，也给我国地区安全与稳定和“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在该地区的推进带来了

隐患。 本文将从民族国家建构及其全球化场域的视角，探讨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的成因。
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出现与恶化，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基本契合。 缅甸政府未能

在基本制度层面解决好国家与少数群体的关系、合理构建国家认同、妥善处理殖民遗产、有
效管理族群冲突以及平衡好地区少数群体与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等因素，都对罗兴伽

难民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政治和国际宗教民族

主义的崛起，也对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升级或加剧起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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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缅甸罗兴伽难民危机持续吸引着国内外学界的关注。 从国内来看，李晨阳较早关注到缅

甸罗兴伽问题，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缅甸罗兴伽问题的文章，①初步介绍了罗兴伽难民问题的由来

及现状。 何明、陈春艳则从后殖民理论的维度，对罗兴伽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

析。② 林锡星从孟缅关系的角度对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影响进行了研究。③ 此外，郭秋梅则从身份构建

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缅甸国内的罗兴伽难民进行了解读。④

从国际上来看，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有学者对罗兴伽问题予以积极的关注。 以色列学者摩

西·耶加尔在其所著的《缅甸的穆斯林：对一个少数群体的研究》一书中，从历史的视角对罗兴伽难民

问题进行了研究。⑤ ４１ 年后，詹姆斯约·瑟夫桑切斯出版了《缅甸与罗兴伽穆斯林》一书，对罗兴伽穆

斯林的历史、民族志、民族源、语言政策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⑥ 梅丽莎·克劳奇则从实证的角度探讨

了缅甸的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并对缅甸的族群与宗教问题进行了研究。⑦ 卡资·法米达·
法尔扎纳对罗兴伽难民的身份认同过程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主要着眼于孟缅边界地区的罗兴伽群

体的生活，并阐述了国家如何参与身份建构，以及如何为了自身的政治目的而操纵身份认同的。⑧

本文将从民族国家建构及其全球化场域的视角，探讨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的成因。 缅甸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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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够很好地在基本制度层面解决国家与少数群体的关系、合理构建国家认同、妥善处理殖民遗

产、有效管理族群冲突以及平衡好地区（少数）群体与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这些因素都对罗

兴伽难民危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政治和国际宗教民族主

义的崛起，也促使罗兴伽难民问题愈演愈烈。

一、罗兴伽人问题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角度看，罗兴伽难民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缅甸独立前夕，入侵的英日殖民者为了争夺对

缅甸的控制权，挑起了“代理人”战争。 １９４２ 年，日本政府扶持的缅族佛教徒与英国殖民当局支持

的罗兴伽穆斯林群体爆发了冲突，至少 ２．２ 万罗兴伽人流亡印度，这是罗兴伽人的首次难民潮。①

缅甸独立后，由于陷入内战，罗兴伽人问题暂时处于休眠状态。 １９６２ 年，奈温将军（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ｅ
Ｗｉｎ）发动军事政变。 为了建构缅甸人“自己的”国家，执政的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Ｂｕｒｍａ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Ｐａｒｔｙ）宣布英国殖民时期流入缅甸的华人、印度人和罗兴伽穆斯林群体为非法公民，并设

法驱逐之。 １９７４ 年，缅甸政府颁布了《紧急移民法案》（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正式剥夺罗兴

伽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身份。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若开邦人（包括穆斯林和佛教徒）发动政变，试图使若开

邦脱离缅甸。 为防范若开邦穆斯林群体和佛教徒联手实现分离，缅甸政府决定分化离间这两个族

群的关系。② １９７７ 年，奈温政府以清除盘踞在若开邦的“罗兴伽圣战者”为由，发动了“龙王行动”，
并要求公民登记入册，鼓动佛教徒检举告发包括罗兴伽人在内的“非法移民”，并对其进行逮捕和

迫害。 龙王行动不仅成功地煽动了佛教徒和罗兴伽穆斯林之间的对立，制造了两个群体之间的仇

恨，③而且引发了大规模的难民潮。
１９８２ 年，奈温政府颁布《公民身份法》（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ｃｔ），该法将缅甸公民分为三类即“完全公民”

（ｆｕｌｌ）、“客籍公民”（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和“归化公民”（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ｚｅｄ）。④ 在这三类公民及所属的 １３５ 个民族

中，⑤均没有罗兴伽人，至此，罗兴伽人的公民权遭到剥夺。⑥ 苏茂政府上台后，罗兴伽人的处境更加

艰难。 １９８９ 年，缅甸政府给公民颁发三色“公民身份证”。⑦ １９９５ 年，缅甸政府授予罗兴伽人白色临时

注册卡（２０１５ 年，缅甸当局宣布该白色临时卡无效）。⑧ １９９０ 年，苏茂政府公开否认罗兴伽人的选举权

利，此后不久又在若开邦加强军事管制，推行强制劳工和强迫搬迁政策，没收其土地和财产，对罗兴伽

人进行迫害。 １９９１ 年，苏茂政府在若开邦地区拆除清真寺、建造佛寺，并对罗兴伽人聚居区的“罗兴伽

团结组织”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剿行动，至少 ２５ 万罗兴伽人流亡至孟加拉国避难。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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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茂政府的上述政策和行动使罗兴伽人遭受严重迫害，同时也实现了巩固佛教徒多数者地位

和消灭若开邦地区分离主义力量的双重目的，①这不仅催生了该地区的佛教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极

端主义势力，②而且使这种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很快扩散到缅甸其他地区，并最后蔓延到全国范

围。 宗教民族主义在全国范围内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难民危机的再度爆发。 ２０１２ 年，狂热

的佛教民族主义者宣称“三名罗兴伽穆斯林强奸了一名佛教徒妇女”，煽动和实施对罗兴伽人的暴

力行为，导致 １４ 万罗兴伽人再度沦为难民。③ 此后，罗兴伽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

直没有得到缓和。 将罗兴伽穆斯林驱逐出境，从而建立一个佛教国家一直是缅甸佛教徒的心愿。
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缅甸罗兴伽难民问题几度升级，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处境艰

难的缅甸罗兴伽人再次大规模逃亡，数以万计的罗兴伽人乘坐非法船只在孟加拉海湾与安德曼海

上漂流，东南亚各国拒绝接纳。④ 这些被国际媒体称为“船民”的难民在印度洋及周边海域落难而

引发了“海上船民危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⑤更是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

地缘政治效应。⑥ ２０１６ 年，缅甸政府在孟缅边境地区实施了军事行动，导致 ８．７ 万罗兴伽人沦落为

难民。⑦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缅甸军方借口“罗兴伽救世军”袭击了若开邦的 ３０ 处军警据点，再次在若开

邦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此次行动加上民间佛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参与，造成缅甸历史上最大

规模的难民潮，近 ７０００ 座房屋被毁，至少 ６５．５ 万罗兴伽人沦为难民。⑧ 这场危机导致的罗兴伽难

民除了经陆路通道涌入邻国孟加拉国之外，还有部分难民通过海陆、陆路方式非法进入了泰国南

部、马来西亚北部、印度及中国等国家，给这些国家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秩序带来冲击。

二、罗兴伽人问题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过程及外在因素

以上，笔者简要回顾了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来，缅甸政府在民族国家构建和罗兴伽问题上的种种

政策选择及其对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影响。 罗兴伽难民问题不是一个 ２１ 世纪才出现的新问题，它的

出现及趋于恶化的演变趋势基本上契合了缅甸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中

的种种不足密切相关。 以下简要述之。
（一）国家与少数族群关系基本制度设计存在失误

应该说，在处理国家与其少数族群的关系问题上，缅甸曾经有一个十分不错的开端。 １９４７ 年 ２
月，在即将宣布独立前夕，缅甸的四个前英属殖民地，即钦邦，克钦邦，掸邦和英属缅甸签署《彬龙

协议》，决定成立缅甸联邦。 根据这个协议，各少数民族地区在国家政治中享有充分自治；各少数

民族地区人民享有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⑨ 时任领导人昂山将军试图建立一个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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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五年后，仍有 １２ 万多罗兴伽人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 他们挤在难民营内，其医疗、教育和生计机会也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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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强的民族国家，并承诺将国籍授予居住在该国领土范围内的每个人。① 他指出，实现各种形式的

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或族际冲突的重要之道。② 昂山认为宗教是个人良知问题，而政治属于社会

科学的范畴；个人享有基本权利，包括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必须在政治和宗教之间划清界

限；若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那么就触犯了宗教本身的精神。③

在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缅甸通过的《缅甸联邦宪法》中，《彬龙协议》有关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中享有

充分自治的规定及精神基本上得到体现。 该宪法第 ２２ 条还规定“任何宗教、种族或语言上的少数

族群在进入国立教育机构方面不受歧视，同时这些教育机构也不得强制实行任何宗教教育”。 随

后，缅甸通过了《缅甸联邦入籍法》和《缅甸联邦选择国籍条例》，在这两个法律文件中，罗兴伽人被

认定为缅甸的七大土著少数民族之一。 与此同时，缅甸政府的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确认罗兴

伽人的这一法律地位。 然而继任者吴努却放弃了昂山将军提倡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构建模

式，取而代之以“成为缅甸人便意味着成为佛教徒”（Ｂｕｄｄｈａ⁃ｂａｔａ Ｍｙａｎｍａｒ⁃ｌｕｍｙｏ）的建国理念。 吴

努上台后采取种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挤压民族邦的自治权。 １９４７ 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吴羌公开

声称“我们的国家，尽管理论上是联邦制国家，但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④ 吴努本人则进一步表示

“在我骨髓里，有一种信仰，即政治应该与宗教融合”⑤。
很显然，吴努政府试图利用缅甸社会一直以来都热忱于宗教这个特点，把宗教作为民族认同的

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把佛教作为民族同化的重要手段。 １９５３ 年，为了促进民族同化，缅甸成立了宗

教文化部。 １９６１ 年，缅甸政府通过宪法第三次修正案，规定“联邦大多数公民信奉的宗教即佛教是

国教”，⑥这引发了非佛教徒的严重不满，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武装叛乱。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佛教的确在缅甸民族国家构建或民族国家整合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缅甸日益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多民族、多宗教与多元文化趋势，强
制同化已明显脱离缅甸国情。 无论是吴努政府“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还是奈温政府推行的语言

政策与民族政策，都试图通过“一族、一语言、一宗教”的理念，即“缅族、缅语、佛教（Ｍｙａｎｍａｒ⁃ｌｕｎｙｏ，
Ｍｙａｎｍａｒ⁃ｓａ， Ｂｈｕｄｉｈｉｓｍ）”来实现其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吸取佛教文化中的政治价值来创造一个

具有高度同质性的民族国家。
１９７４ 年，在同化政策高歌猛进的情况下，缅甸政府通过了剥夺罗兴伽人公民身份的《紧急移民法

案》。 １９８２ 年，缅甸通过《公民法》，规定缅甸公民身份只能授予那些“真正的缅甸人”，罗兴伽人被排

除在外。 由于无法获得公民身份，加之政府严厉的隔离和限制政策，罗兴伽人无法接受正规的学校教

育，只能去宗教活动和学习中心去寻求精神安慰，这反过来促使罗兴伽人进一步固化自己的文化。⑦

２０１０ 年实行选举制度以来，民间参与政治的空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然而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几十年来的不信任和恐惧情绪仍未消除。 ２０１１ 年，缅甸军政府下台后，伴随着民主化进

程，国内佛教极端主义抬头，罗兴伽人进一步遭到排斥，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紧张关系。⑧ “缅甸学

者钦佐温认为，缅甸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上层建筑关注过多———如修宪和选举，而对民主制度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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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对少数群体的尊重和包容等关注不足。”①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底，议会通过《缅甸佛教徒女性特别婚姻

法》《信仰转换法》《人口控制法》《宗教 ／民族保护法》等法律，对佛教徒与穆斯林结婚做出了系统

的限制。② 皮尔·范登堡（Ｐｉｅｒｒｅ ｖａｎ ｄｅｎ Ｂｅｒｇｈｅ）认为，人类固有的生物性“偏袒亲属（ｎｅｐｏｔｉｓｍ）”行
为是民族主义形成的基础，只有经过数代的婚配，不同族群和种族间的界限才会慢慢消融。③ 然

而，由于严苛的民族政策，缅甸政府借助法律手段禁止了两个族群的通婚，人为地固化了族群边界。
近年来，缅甸政府表面上进行了民主改革，但由于军方在若开邦的治理方面仍具有很大的影响

力，其改革成果收效甚微。 究其原因，当前缅甸所谓的民主政府实际上并不“民主”，昂山素季为首

的平民政府无力与军界抗衡，缅甸政府始终面临着民主与军事独裁的博弈。④ 罗兴伽问题表面上

反映的是缅甸当局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的失误，其背后隐藏的或深层次反映的则

是缅甸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二）未能妥善处理殖民遗产

殖民地的历史经历对包括罗兴伽难民危机在内的诸多问题有着深远的影响。 罗兴伽人与缅甸

佛教徒之间的矛盾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统治时期。 殖民当局推行“分而治之”政策，人为地制

造缅甸的族群边界和民族矛盾。⑤英国殖民者支持罗兴伽穆斯林并压迫其他宗教背景的族群，造成

了不同宗教、族群之间的仇恨。 二战期间，英国殖民者为了抗衡与日本侵略者联盟的缅甸佛教徒而

支持并利用罗兴伽穆斯林，也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摩西·耶加尔指出，英国和日

本，利用缅甸当地人民的摩擦和敌意，实现了各自的军事目标。⑥ 殖民遗产使得长期遭受殖民统治

的缅族人对外来国家和民族怀有深深的恐惧和敌意，这一情绪在殖民者退场后，被转移到罗兴伽人

身上。 独立后，缅甸当局不仅没有努力消除这种基于恐惧和敌意的排外心理，反而利用它来对抗国

内和国际上的威胁。⑦

（三）借助族群冲突控制国家

族群冲突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必须警惕和防范的重大问题。 然而，由于缅甸特殊的政治和社

会形势及权力结构，军方一直是族群冲突的受益者。 １９５８ 年，缅甸的少数民族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获

得 １９４７ 年宪法所承诺的“享有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特权”及自治权，遂拿起武器，对抗

军方直接强加在民族地区的统治，而军方也正需要利用族群冲突进一步控制国家权力。 在缅甸联邦

共和国存续的近 ７０ 年的历程中，大大小小的族群冲突不断，而每次平息族群冲突都会使军方对国家

权力的控制更进一步加强。 长期以来，缅甸军政府多次利用包括罗兴伽问题在内的族群冲突来掌控

整个国家。 没有频次高发的族群冲突，就没有缅甸今天的权力格局。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缅甸

其他邦（少数族群）逐步实现对外开放，但居住在若开邦的罗兴伽人依旧生活在军政府的高压政策下，
成为缅甸当局尤其是军方煽动族群仇恨继而随时准备接管国家权力用之不竭的“资源”。

（四）利用佛教民族主义构建身份认同

缅甸有俗语称“做一个缅甸人就是做一个佛教徒”，佛教徒占缅甸总人口的 ８０．１％。⑧ 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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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颖：《佛教徒昂山素季反穆斯林—来自缅甸的宗教冲突》，载《观察者》，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缅〕钦左温著，姚颖译：《佛教与民族主义—缅甸如何走出民族主义的泥淖》，载《南洋问题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闫伟杰：《当代想西方民族主义研究范式述论》，载《民族研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００ 页。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Ｈａｓａｎ，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Ｓｕｒｖ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Ｓｔａ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０８， ２０１７．
何明、陈春艳：《后殖民时期民族问题的形成———以缅甸罗兴伽人问题为中心讨论》，载《世界民族》，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Ｍｏｓｈｅ Ｙｅｇａｒ，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ｏｆ Ｂｕｒｍａ：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 Ｏｔｔｏ 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２， ｐ．１０８．
如殖民结束后通过的《反移民法》，这一基于“反外国人的仇恨情绪”的立法，助长了缅族人对罗兴伽人的仇视，因为缅族人坚信

罗兴伽人是“外来移民”。 Ｓｅｅ Ｗａｒｚｏｎ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Ｒｏｈｉｎｇｙａ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２０５０”， ２０１６．



缅甸人的民族认同与佛教密切相关。 在殖民统治之前，佛教国王统治着缅甸的大部分地区。 在殖

民统治下，英国殖民当局大肆破坏佛教机构，结束了缅甸佛教徒以前享有的社会和经济优势，造成

缅族人对非佛教徒和外来者的敌意。 独立后，缅甸军政府利用佛教来增强执政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以宗教为依托形成了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① 缅甸佛教徒一直试图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而欲成为

社会的“中心”，那些不认同缅族的其他族群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生存权利遭到挤压，其他基本权

利也遭受剥夺。 虽然佛教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认为是“和平”的宗教，但在缅甸佛教却成为引发各

种暴力的重要原因。②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缅甸与宗教有关的社会敌意值居高不下。③

当代世界的宗教民族主义，往往与当地出现的一些涉及政治、经济、族群冲突等问题有所勾连，
形成一种明显的“相互构建”的关系。④ 上世纪 ２０ 年代，西方学界正式提出了“宗教民族主义”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朱尔根斯迈耶（ Ｊｕｅｒｇｅｎｓｍｅｙｅｒ）指出：“宗教民族主义和世俗民族主义一

样，可以为不同族群提供道德和精神的黏合剂。”⑤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近代以来在反抗英国殖民

侵略、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独立后，佛教民族主义在缅甸社会依

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 “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传统宗教与现代性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冲突具有

必然性。”⑥近年来，随着政治转型不断推进，缅甸国内佛教民族主义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极端主义思

潮，成为缅甸佛教徒与罗兴伽穆斯林群体间冲突不断激化的重要推手。 “宗教与民族主义结合在

一起，使本民族‘神圣化’，使宗教为本民族或本国家的一切利益服务。”⑦

缅甸佛教民族主义与斯里兰卡的佛教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齐名”，佛教团体主导的“保护佛

教与民族协会”和“９６９ 运动”几乎成了当今缅甸的“三 Ｋ 党”，仰光大街上随处可见他们的旗帜。
在宗教领袖的宣传下，保护佛教与保护缅甸民族被等同起来。 这并非新的叙事方式，佛教在缅甸抗

英独立斗争中就曾扮演了凝聚社会的重要角色。⑧ “当代缅甸佛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不是偶

然的，它因应了 ２０ 世纪中期全球化不断加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大潮流，是
对西方以及外来文化和宗教力量的一个回应。 缅甸的佛教民族主义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

现实问题，是民族主义情绪和激进的宗教情感相互混杂后在政治上的一种表达”。⑨ 宗教民族主义

呼吁捍卫民族和文化身份，认为宗教是民族和文化身份的核心内容。 当宗教受到威胁时，基于激

情、恐惧、谣言和挑衅事件，激进运动会变得更加容易。 受到宗教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缅甸佛教徒

对罗兴伽穆斯林群体产生了极度的仇恨和不信任，从而借用了简单的仇恨和暴力方式来表达他们

的信仰，引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和历次大规模的难民潮。
（五）未能妥善处理少数群体聚居区与国家在资源问题上的冲突

有学者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民族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实体，宗教的边界可宽可窄，宗
教本身并非冲突的根本原因，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究其根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或冲突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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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属性与身份整合———宗教与民族认同资源的社会化路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６ 年，第 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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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４５．
孔建勋、张晓倩：《当前缅甸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社会距离及其影响因素》，载《世界宗教文化》，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８２ 页。
董小川：《２０ 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２ 年，第 ２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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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原因是对资源的争夺。① 罗兴伽人居住在孟缅之间的若开邦地区，从历史上看，该地区的农民在

孟缅边境地区自由流动。 然而，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国界线的确立使这种“自由流动”受到了严

格的限制，土地成为稀缺资源。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缅甸军政府通过法律手段，剥夺了罗兴伽人对土

地的所有权，并未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补偿。 过去 ５０ 年的时间里，缅甸军政府为了获取暴利，持续

伙同国内外的大公司从罗兴伽人那里大肆掠夺土地资源。② 由于该地区蕴藏丰富的矿藏资源，国
家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土地资源管理，以提高矿藏资源给政府带来的经济利益。 ２０１２ 年，缅甸政府

在若开邦从罗兴伽人手中攫取了 ７０００ 公顷的土地。 随着经济利益的驱使，目前该数据已经攀升至

１２６８０７７ 公顷。③ 加之，缅甸政府在若开邦地区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边防和警察，霸占了农民拥有的

原本就稀缺的土地资源，导致越来越多的当地农民流离失所。④ 若开邦持续的贫困化与土地资源

日益紧缺，⑤也是导致该地区冲突不断，从而引发罗兴伽穆斯林群体大规模流亡的原因之一。
（六）国内因素叠加国际因素

罗兴伽难民问题也与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形势密切相关。 第一，全球性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
为缅甸佛教民族主义起了明显的参考和示范性作用。 乔纳森·弗里德曼（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在关

于全球体系和全球化的重要讨论中，将宗教、民族主义和暴力行动之间的联系视为全球化身份认同

政治的一部分。 他指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化和强大的民族主义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暴力是

在现代主义认同下降的情况下文化身份的一种爆发”。⑥ 周边国家如斯里兰卡、印度等国近年来宗

教民族主义的泛滥，为缅甸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提供了极强的示范作用。
第二，全球范围内“伊斯兰恐惧症”的蔓延，也对罗兴伽难民危机大规模频发起到推波助澜的

作用。 ２０１２ 年起，由于叙利亚、利比亚和伊拉克等中东北非国家战火不断和局势动荡，特别是“伊
斯兰国”的崛起及相关恐怖活动的肆虐，大批难民涌向欧洲各国，导致 ２０１５ 年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

最严重的难民危机，⑦直接催生了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并波及了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区。 这也

催生了根植于殖民历史的伊斯兰恐惧症在亚洲地区的蔓延，⑧缅甸及周边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
泰国等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勃兴。 与此相应，近年来，在东南亚佛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针对宗教

少数群体穆斯林的暴力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⑨

第三，长期以来在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比较成功的欧美国家，因其受到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的

严重影响，出现了排斥性的民粹种族主义乃至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变化对于人权观念淡薄、民主传

统薄弱以及相关制度和理念欠缺的缅甸来说，几乎是没有免疫力的。 欧美国家极右翼种族主义势

力的崛起，解除了缅甸在民族宗教问题上的“政治正确”包袱，使他们在处置差异性族群或宗教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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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ｐ．２４９．
李宁：《难民危机背景下德国“伊斯兰恐惧症”升级现象分析》，载《阿拉伯研究论丛》，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Ｎａｗａｂ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Ｏｓ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 ｉｎ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ｙａｎｍａｒ ａｎｄ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４， ｎｏ．１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７）， ｐｐ．１７－３６．
泰国的一群佛教僧侣借口佛教深受伊斯兰教的威胁，引发了对穆斯林群体的暴力行动。 Ｓｅｅ Ｐａｎｕ Ｗｏｎｇｃｈａ⁃ｕｍ，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ｋ Ｆａｎｓ Ａｎｔｉ⁃Ｍｕｓｌｉｍ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ｉｌａｎｄ”，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Ｎｅｗｓ Ａｓｉ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８， ２０１６．



体问题上有恃无恐。
全球化条件下的信息传播，也促使罗兴伽难民问题不断升级与恶化，一方面，快捷的信息传送，

使得缅甸的佛教极端民族主义迅速“武装”民众，另一方面，处境艰难的罗兴伽人也通过制造暴力

袭击事件（如袭击军警）并借助于互联网来吸引国际社会的关注，这在客观上也恶化了罗兴伽难民

问题。

三、结 语

显然，缅甸的民族国家构建基础异常薄弱。 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以及后来日本的侵略行径，都
给这个国家的民众心理带来重要的影响，罗兴伽难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这种殖民祸患

的延伸。 英国殖民者的挑拨、分化和利用，日本侵略者的拉拢和离间，都在缅族人的记忆深处留下

了罗兴伽人是“他者”和“敌人”的历史印记。 独立后，随着民族国家构建进程的启动，佛教民族主

义逐渐登上了历史前台。 １９６１ 年修宪将佛教定为“国教”后，在宗教上具有鲜明“他者”色彩的罗

兴伽穆斯林很快成为针对目标。 １９６２ 年奈温军事政变后，罗兴伽人在族群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又成

为军政府的理想工具。 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开启后，正逢全球范围内的宗教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勃

兴，罗兴伽人又成为种族民粹主义的“天然”理想目标。
罗兴伽难民问题的形成和恶化与缅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密切相关，殖

民地综合症的不时发作、经年不休的族群冲突、佛教民族主义的狂热、宗教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人

权观念淡薄、民主传统薄弱等等，都为这种不足做了注脚。 因此，罗兴伽难民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缅

甸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化进程是否顺利推进，取决于缅甸能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兴伽难民问题只是缅甸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一个缩影或局部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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