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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轮战火导火索：部
长到访未通报

中国云南省盈江县那邦镇与缅
甸克钦邦，仅有一河之隔，河对面便
是缅甸小城拉咱。正在和缅甸政府
军作战的地方武装“克钦独立军”总
部，就设在那里。2013 年初，缅甸
政府军同克钦独立军交战，曾有数
枚炮弹落入中国境内。

从今年1月14日以来，沉寂了将
近两年的缅北局势又骤然紧张。此
前传闻“百余中国人被扣战区”的消
息虽然不实，但克钦邦地方武装与
缅甸政府军的斗争确实在进行。

此轮战火的直接起因看起来很
简单：1月14日，缅甸克钦邦政府交
通运输部部长卡曼杜瑙没有通报就
进入了克钦独立军在缅北最主要的
玉石产地帕敢。当天，卡曼杜瑙被
释放，但陪同他考察的三名警察被
克钦独立军继续扣留。

紧接着，克钦独立武装与缅甸
政府军开始交火，地点就在克钦邦
首府密支那西北部的帕敢地区。

1月18日，一个常年周旋于克钦
邦各政党、克钦独立组织和缅甸政
府之间的促和组织“克钦创造和平
小组”进入密支那，协商释放三名警
察。在他们的斡旋下，三人被释放，
但是双方的冲突没有停息。据外国
媒体报道，有上千名克钦当地居民，
由于战火不得不暂时离开家园。

普丽西拉·西蒂耶内是肯尼亚
西部裂谷省恩达拉村一所小学的学
生。穿着蓝色校服、绿色针织套衫，
她和学校其他学生一样，学文化、学
跳舞、学唱歌。

不同的是，她已经90岁了，是
村里的一名接生婆，学校里许多同
学由她亲手接生，班上有6个孩子
是她的玄孙辈。

为了传递接生技艺

西蒂耶内是同学们心中挚爱的
“戈戈”，在当地卡伦金部落语言中
意为祖母。她说，90岁了，终于可
以读书、学写字了，这可是儿童时代
从未有的机会。

说起上学原因，她说，是因为想
把她的接生技艺传递下去，记录下
她的草药知识。

西蒂耶内在恩达拉做了65年
接生婆。五年前，她开始上学，而孕
妇们还是会来找她，特别是在周
六。她会在宿舍里接生。

西蒂耶内习惯穿着校服，坐在
四班前排。她上所有课：数学、英
语、体育、舞蹈、戏剧、歌唱。

她常给同学们在操场旁的树下
讲故事，传授当地习俗。

校长戴维·基尼扬朱伊认为西
蒂耶内是其他同学的榜样，“为她感
到骄傲”。

有望成为世界最老的
小学生

西蒂耶内在肯尼亚长大。她年
轻的时候，肯尼亚还是英国殖民地，
她见证了肯尼亚争取独立的过程。
与讲英语相比，西蒂耶内更习惯讲
卡伦金语。

她上学的另一个原因是想激励
孩子们求学。“我想告诉世界上所有
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接受教育是你
们的财富，不要回头跑向你们的爸
爸……接受教育，你就能实现理想，
变成医生、律师或者飞行员。”

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前年
龄最大的小学生是西蒂耶内的同胞
基马尼·马鲁加尔，后者2004年以
84岁高龄上小学，2009年去世，事
迹被拍成电影《一年级生》。

西蒂耶内所在小学已经为她申
请吉尼斯纪录。 （新华）

肯尼亚
九旬老妪上小学
班上有6个孩子
是她的玄孙辈

缅甸克钦邦为何战火难熄？
资源分配不均是重要原因

缅甸新宪法通过后不到两
年，缅甸国内政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2010 年 11 月，缅
甸进行了20年来首次大选，军
政府让位于民选政府。自从缅
甸前总理吴登盛2011年 3月出
任缅甸总统后，一直致力于民
族和解，手段可谓“软硬兼施”。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
任李晨阳在媒体上撰文称，吴
登盛放下身段与各少数民族地
方武装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
判。双方都做出一些让步，就
全国性和平协议文本的绝大部
分条款达成一致，但谈判始终
结束不了。最关键的原因是，
缅甸军方坚持和平协议条款不
能违背 2008 年宪法和现行法
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缅

甸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心存各种
顾虑，要价过高。

2011年 6月9日，缅甸政府
军和克钦独立军打破多年的停
火协定，战火再燃，一直绵延到
2013 年初期。到目前为止，克
钦独立军是唯一一个没有与吴
登盛政府签订停火协议的大型
地方武装。

2014年作为东盟轮值主席
国，缅甸想利用这个机会赢得
国际声誉。为此，缅甸政府付
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承诺修改
宪法。但东盟峰会和东亚领导
人系列会议结束后，缅甸政府
又表示，在2015年 10月大选前
不会修改宪法。缅甸问题专家
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令民
众无所适从。

此外，由于今年要大选，缅
甸政府想实现民族和解的愿望
非常急切。1月10日，吴登盛亲
率高级代表团赴密支那参加第
67个克钦邦日庆典，这是缅甸最
高领导人首次出席克钦邦的邦
庆活动。缅甸政府希望在2月
12日的联邦节签署全面和平协
议，但在诸多地方武装中，克钦
独立武装实力最强，警惕性也最
高，与政府谈判时态度强硬。

李晨阳表示，缅甸政府军这
次的进攻，主要是为迫使克钦独
立军按照政府军的要求来签署
和平协议，“以打促谈”。但武力
解决不了缅甸的民族问题，缅甸
政府和各个民族地方武装只有
秉着互谅互让的态度，通过和谈
才能解决分歧。 （新京）

缅甸民族成分复杂，有135个被
政府承认的少数民族，行政规划上分
为七个省、七个邦和联邦区。省是缅
族主要聚居区，邦多为各少数民族聚
居地，联邦区是缅甸首都内比都。

其中，克钦邦和掸邦与中国接
壤。中国的景颇族与缅甸克钦族是
同一民族，同族不同称。掸邦由于
是汉族（缅甸称“果敢族”）聚居区，
最为国人所熟悉。掸邦著名的地方
武装是由彭家声领导的“缅甸民主
同盟军”，常年盘踞掸邦果敢地区。

克钦邦以盛产翡翠玉石和
硬木材闻名于世，世界上超过
90%的翡翠产于克钦邦密支那
地区。

目前，由于冲突，当地的玉
石矿工地已经停工。“克钦创造
和平小组”的成员、某玉石矿矿
主对媒体说，这种情况在过去
几十年经常发生。

缅甸内地和少数民族发
展的差异很大，丰富的资源
大部分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

区。资源的再分配，也是构
成双方武装冲突的重要原因
之一。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
亚所缅甸问题专家熊丽英表
示：“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大
家有很多分歧。少数民族地
区武装觉得这是自己的土地，
中央政府开发，地方却获利很
少。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也刺
激了缅甸的地方军事冲突和
民族问题。”

面对多年内战，缅甸政府
也在与各路地方武装寻求和
谈。上世纪90年代，多支地方
武装与政府签订停火协议。
1994 年，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
府军签署停火协议，此后十多
年来，双方基本相安无事，但地
方武装仍然存在。

2008年，缅甸通过新宪法，
遭到一些少数民族的反对，他
们认为新宪法没有赋予其充分
的自治权。

克钦邦与缅甸政府军只是
因为一次“没有通报”事件就兵
戎相向吗？显然并非如此简
单。克钦独立军与政府军的对
抗历史，已经有几十年之久。

克钦邦主要是克钦族的聚
居地。克钦邦的地方武装在抗
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便已存在。

1947年，缅北掸邦、克钦邦

等少数民族武装与“缅甸国父”昂
山政权签订了《彬龙协议》，重点
是各少数民族地区享有充分自
治权，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
1947年通过的《缅甸联邦宪法》
中，《彬龙协议》的原则也有体
现。这成为缅地方武装长期存在
的重要历史渊源，为其与中央的
长期对抗埋下了伏笔。

克钦独立军是缅北最有势
力的民族武装之一，1961 年成
立。克钦独立军与缅甸政府军在
当地的武装冲突持续了33年。

一位缅甸问题专家表示，由
于多年战斗，克钦族有点“全民
皆兵”的感觉。战争一直打打停停，
只要一到紧张时期，不仅男的，
很多女人也会加入战斗队伍。

近日，一则“缅甸克钦邦战火全面
升级，数百名中国人被困战区”的消息
在网上流传。这则消息已被证明不
实：目前，缅甸政府军和克钦地方武装
在克钦邦帕敢地区交战，处于小规模
冲突状态，局势可控。被扣的中国人
系非法进入缅甸的伐木工人，并不在
交战区。中国外交人员已经抵达克钦
邦首府密支那，为被拘押的中国公民
提供领保服务。

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此事引起国
人对边陲邻国缅甸的关注。作为中国
重要的木材和翡翠来源地，这里为何
几十年来战火难熄？

军事动机：政府军希望“以打促谈”

经济原因：资源分配不均致常年战乱

追溯历史：地方武装殖民时期便存在

涨姿势

克钦独立军士
兵在向缅甸政府军
阵地发射炮弹。

痛苦的海豹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摄影

师罗伊·曼格斯尼斯近日发布了一
组在南极拍摄的有趣画面。组图显
示，一只海豹闯入了企鹅聚集的海
滩，认为领地被入侵的一只小企鹅勇
敢地向相对庞大的海豹发出了攻击

（见下图），令海豹痛苦不已。（腾讯）

海豹被小企鹅攻击后表情怪异。

据《京华时报》报道，1月 24日下午，多名伐
木老板来到中国云南省腾冲县政府递交《申请
书》，希望政府帮助解救被缅甸政府军抓捕的
155名伐木工人、767辆被扣车辆及工程机械。

实际上，中国老板与缅北实际控制者克钦独
立军之间的伐木协议不被缅甸联邦政府承认，造
成中国工人被指非法伐树的案例多次发生。

图为送木材的中国司机赤脚过河躲避追捕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