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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妈，你被软禁这么多年，

怎么能够做到还这么年轻漂亮？”

11 月 14 日，昂山素季获释后第
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年轻
记者提问道。

继 11 月 7 日缅甸进行了全

国大选之后，昂山素季恢复自由

的消息使国际社会关注缅甸政局

的热情持续燃烧。

“一袭淡紫色上衣、紫色长

裙”，“尽管被软禁多年，然而缅甸
军政府并未虐待她，因此她说不

会仇恨军政府；相反，她希望能够

同军政府领导人丹瑞将军面对面

交流”——— 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

社等国际媒体如此描写这位现年
65 岁的“素妈”。

一位评论家说：“在缅甸，抛

开政治因素，人们还是普遍尊敬

她、爱戴她，她身上依然有一道道
光环。但从政治现实看，她头上仍

有一个金箍。”

稀有的“缅甸蝴蝶”

■“缅甸蝴蝶”是外界送给这

位奇女子的一个美称。

在 21 年的从政生涯中，一直

作为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总
书记的昂山素季三度被当局以国

安法律软禁，长达 14 年之久。“缅

甸蝴蝶”是外界送给这位奇女子
的一个美称。

在这个长期遭软禁的过程

中，她没能为去世的丈夫送别，也
未能去英国与两个儿子团聚。“我

的家庭的分离，是我争取一个自
由的缅甸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之

一。”她曾经在日记中写道。

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可贵的个

人信念，使昂山素季一直受到缅

甸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在很

多时候，虽然她身处监狱或被软

禁家中，包括缅甸国内、世界各地
都有民众自发举行活动为她祈
祷，美国和欧盟等政治势力则出

于各自的政治目的而呼吁缅甸军

政府放人。

昂山素季虽然一直被军政府

限制自由，但是却没有遭遇生命

安全的威胁，并且拥有向外界传

递部分信息的机会。一种合理的

解释是：首先其父亲为缅甸国父，

这样使其身份特殊而敏感；其次

因为缅甸国民 80% 均信仰佛教，

即使是缅甸将军们也必须遵守一
定的行为、道德制约。

抛开政治利益分歧的是非

不谈，一位出身高贵，并且拥有

良好工作生活条件的女人，能够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誓言，21 年

来忍受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孤

独与痛苦，这只“缅甸蝴蝶”的确

是稀有的。

过分依赖西方力量

■昂山素季在很长时间里

都忽略了缅甸国内政治力量的

现实关系。

1988 年，缅甸将军们在国家

经历数月政局动荡后决定出面接

管政权。

缅甸军政府在掌握国家权力

后，一直承受着国际社会的经济

封锁和政治孤立。而在这段时间，

昂山素季的成长过程却一度缓

慢，或说脱离了缅甸国内的实际

情况，一方面她不情愿承认和宽

容军政府的既有利益，另一方面

她也无法获得外界的实际支持。

昂山素季最近一次被软禁是

从 2003 年 5 月 30 日开始，缅甸

法律规定拘留和软禁期限最长为
6 年，因此 2009 年 5 月 30 日她

就应当被释放。但在当年 5 月 3

日夜晚却发生了突发情况。53 岁

的美国越战老兵约翰·威廉·耶托

以游泳方式闯入昂山素季位于湖

边的住所，并逗留了两晚，离开后

被捕。随后，军政府以昂山素季给

耶托提供临时住所为由，将她投

入监狱，并且拒绝了除泰国、新加

坡、俄罗斯等“对缅甸比较中立”

国家外交官之外的会面要求，其
中包括已进入缅甸国内访问的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在时断时续地被关押、被释

放的过程中，昂山素季一直不屑

与缅甸军政府对话。事实上，无论

是外界力量，还是昂山素季自身，

在很长时间里都忽略了缅甸国内

政治力量的现实关系。除了无法

轻易取代的军政府力量，事实上

昂山素季对于缅甸各地方民族武

装力量也缺乏影响，而在后者眼
中，无论缅甸军政府还是昂山素

季上台执政都不会对自己有利，

因为“他们都只会代表缅族利

益”，即虽然他们都对军政

府不满意，但彼此的利益
与出发点却完全不一样。

过分相信自身力

量，过分依赖外界尤其
是西方力量的支持，以
及与国内政治力量的

不积极合作态度，成为
昂山素季多年来徘徊于

国家主流力量之外的重

要因素。

政治能量不如从前

■在全国大选期

间，缅甸国内的政治情况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昂

山素季以往那种在缅甸国

内一呼百应的情形已经不

复存在。

在此次缅甸大选过程

中，由于缅甸媒体被允许不

断对全国各党党部揭牌仪式和

竞选活动进行报道，使获得参选

资格的 30 多个政党均有机会扩

大自身影响。这些变化也取得了

一些正面的效应，昂山素季对此

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对

公众关注大选的政治程序感到

欣喜”。

另外，在全国大选期间，缅

甸国内的政治情况已经发生了

一些变化。“民盟”中一部分政治

力量重新成立了新政党“全国民

主力量党”参与了大选，并在仰

光赢得了少许的席位。该政党及

其他一些参选政党认为，有选举

比没有选举强。这种情况也显示

了一种更加务实的政治力量已

经在缅甸产生。

显然，昂山素季以往那种在

缅甸国内一呼百应的情形已经

不复存在。

可以预见，这只美丽、坚韧

的“缅甸蝴蝶”想要再掀起新一

轮“蝴蝶效应”难度不小。

据《国际先驱导报》

缅甸今天的和解与进步来

之不易。

因为英国人在缅甸实施了

124 年“分而治之”殖民政策，缅

甸形成了基于部落或者种族群

体的松散联盟；中央政权与地方

部落之间始终若即若离，政治现

代化进程非常不顺。时至今日，

缅甸仍是个有着八大族群 135

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族群武装

仍然在崇山峻岭之间长期割据。

1948 年到 1962 年之间，前

总理吴努推行议会民主制，彻底

失败，武装叛乱风起云涌，国家

一片混乱。

1962 年，奈温大将以防止国

家分裂为由发动政变，推翻吴努

政府，终结议会民主制，缅甸进入

军政府时期。统治后期，军政府体

制弊端明显显露，经济凋敝，再加

上经受国际制裁，到 1987年，缅甸

从一个富裕的东南亚国家沦为世

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1988 年，缅甸全国性示威

游行风起云涌，也就是从那时

起，昂山素季从一个相夫教子的

缅甸女人变成了一个无法回头

的政治家。她对几十万聆听者演

讲：“作为我父亲的女儿，我不能

对这里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

1990 年，苏茂将军慢慢控

制住局势，两年后，丹瑞将军出

任国家恢复法律与秩序委员会

主席，执政至今。

“不能让军政府对目前国家

的混乱承担全部责任，各种一意

孤行的民族武装、民主势力也应

负部分责任。”缅甸一名华裔商

人说。

今年 11月，缅甸举行了 20年

来的首次多党制全国大选。这一

次，军政府改变了以往的行事风

格，尝试“对话”，变得“从容”。军官

脱去军装参加大选，除了希望获

得政权合法性，更努力以“文官政

府”的崭新面目示人，改变外界评

价，最终突破外界封锁。

与西方批评形成对照，亚洲

周边对缅甸的此次大选表现

出认可和赞赏的态度。

中国前驻缅甸大使

程瑞声认为，昂山素季

与军政府都释放出了

强烈的和解信号。

不可否认，当黄、

绿、红相间的新国旗

在缅甸上空飘扬时，

这个有着复杂国情和

现实矛盾的佛教之

国，正努力调整自身

状态，迈出全民和解

的步伐，希望获得

经济发展机会，与

国际社会开展正

常交往。

据《中国新闻

周刊》

格延伸

和解与进步

来之不易

“缅甸蝴蝶”

难掀蝴蝶效应

过分相信自身力量，过分依赖外界，尤其是西方力量的支持，以及与国内政治力量的不

积极合作态度，成为昂山素季多年来徘徊于国家主流力量之外的重要因素。

蛤

统
筹


崔
京
良

蛤

美
编\

组
版


马
晓
迪

11 月 14 日，昂山素季发表公开演讲。

支持者手拿昂山素季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