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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与 “毛主义 ”道路

胡为雄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 , 北京 100091)

　　[摘要 ] 尼泊尔终结君主专制成立联邦共和国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在经历武装斗争后获

得大选的胜利 ,其领导人普拉昌达当选为首届总理 。这表明 “毛主义 ”式的武装革命仍会成为现存

世界的一种合法性存在 。尼共(毛主义)运动能在尼泊尔政治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有其特定的

经济 、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其革命道路尽管从 “毛主义”中得到启发 ,但它强调把马列主义 、毛泽

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尼泊尔的具体革命实践创造性地相结合 ,它主张同时用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

两个手段实现党的目标 ,并最终实现从武装斗争到议会政治的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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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5月 29日上午 8时 30分 ,尼泊尔首都

加德满都悬挂在纳拉扬希蒂王宫内的沙阿王朝旗帜

缓缓降下。当晚 8时左右 , 鲜艳的尼泊尔国旗在王

宫内冉冉升起。这一降一升 ,代表一个王朝的终结 ,

一个共和时代的开始 。加德满都大批市民和媒体记

者到现场观看了降旗与升旗仪式 ,许多尼泊尔人都

为共和新时代的开始而欢呼。

5月 28日晚上 9时 15分(北京时间 23时 30

分)举行的尼泊尔制宪会议第一次会议 ,以 560票

对 4票的表决结果决定废除君主制。制宪会议通过

的共和宣言告示 ,尼泊尔将成为一个 “独立 、世俗 、

民主 、不容分裂的主权共和国 ”。尼泊尔军队亦宣

布支持制宪会议废除君主立宪制 、成立 “联邦民主

共和国 ”的决定。尼泊尔报刊当天发表文章 ,庆祝

尼泊尔进入共和时代。 《加德满都邮报 》这样评论

说:“尼泊尔成为一个共和国 ,这是尼泊尔人民最大

的历史贡献 。”该报还称赞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

为成立共和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今年 4月尼泊

尔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的选举结果 ,尼泊尔共产党

(毛主义)在通过选举产生的 575个席位中获得 220

个席位 ,从而成为制宪会议的第一大党 。
[ 1]

对于尼泊尔的这一政治变革 ,联合国秘书长潘

基文 28日通过发言人声明 ,尼泊尔制宪会议当天举

行了 “历史性 ”的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 4月 10日举

行的制宪会议选举 ,是尼泊尔人民明确表达 “和平

与变革 ”的意愿 , 他就此向尼泊尔人民表示祝贺。

潘基文呼吁尼泊尔所有各方继续合作 ,尽快组建新

政府 。
[ 2]
中国政府对尼泊尔废除君主制 、成立共和

国表示赞赏。此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中

方尊重尼泊尔人民根据本国国情所选择的社会制度

和发展道路。中方高兴地看到尼泊尔制宪会议首次

顺利召开 ,作为尼泊尔的好邻居 ,衷心希望尼泊尔的

和平进程能够继续向前推动 ,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

发展 。美国政府在开始的时候拒绝对尼泊尔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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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发表评论。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汤姆 ·凯西表

示 ,美国政府会继续观察尼泊尔的局势 ,并会继续敦

促尼推进政治发展。但不久之后美国驻尼泊尔大使

馆公布了一份声明 ,对尼泊尔人民表示祝贺。
[ 3]

尼泊尔制宪会议各党派决定 ,被废黜的国王贾

南德拉必须在 15天内搬出王宫 , 否则将被强行

“请”出 。尼泊尔共和宣言说:“尼泊尔已成为一个

民主共和国 ,所有与此相悖的现行法律和行政机构

都将被废除 ———国王和王室享有的所有特权将自动

取消。”王室成员今后将与平民无异 。为了庆祝国

王的下台 ,尼泊尔政府宣布 5月 28日至 30日为 “共

和假日 ”,全国放假 3天 。而尼泊尔共产党(毛主

义)则准备在此期间动员其青年支部 “共产青年团 ”

两万多名成员上街游行 ,庆祝尼泊尔成为联邦民主

共和国 。
[ 4]

由专制走向共和 ,却是一场和平的革命 。尼泊

尔国王贾南德拉没有像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中走上断头台 ,也没有像清朝小皇帝

溥仪在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那样留居皇宫(10多

年后才被赶出皇宫),而是限期要他尽快离开去做

一名平民。这尽显了尼泊尔这场政治革命的民族特

色 。然而这场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54岁的普拉

昌达领导的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为何会赢得尼

泊尔多数民众的支持 、获得大选的胜利 ,并将获得组

建新政府的机会? 曾将尼共(毛主义)列为境外恐

怖组织的美国为何也会改变对它的态度? 这种现象

表明:“毛主义”式的武装革命仍会成为现存世界的

一种合法性存在。但 “毛主义 ”在怎样的社会条件

下才会存在呢?

尼泊尔社会与 “毛主义 ”

存在的土壤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运动能在尼泊尔政治

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并在经历 11年武装斗争后发

展成为全国的第一大党 ,最终在选举中获得成功决

不是偶然的 ,这有其特定的经济 、社会条件和政治条

件 。其来之不易的胜利是该党在尼泊尔政治动荡条

件下努力争取的结果。

从尼泊尔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 ,其工业基础

薄弱 ,产业规模较小 ,机械化水平低 ,主要有制糖 、纺

织 、皮革制鞋以及食品加工等 。在农村 ,还有一些手

工业和手工艺制造业。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 ,农

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81%。从国际上比较 ,尼泊

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据联合国发展报告

的统计数字 ,尼泊尔人均年收入为 220美元 。 2005

年 ,它被世界银行列为世界倒数第四贫穷的国家 。

尼泊尔不仅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且贫

富悬殊 ,城乡差距大 。在加德满都 ,富有者和上层人

士 ,有住房 、有别墅 、有汽车 ,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在广大农村 ,下层种姓 、贱民 、小数族裔 、小宗教信徒

年均收入有的只有 40美元。 10%的富有者拥有全

国 46.5%的国民收入 , 71%的人口在绝对贫困线以

下生活 , 10%的劳动力失业 , 60%的劳动力未充分就

业 , 1 /3的劳动力只能到印度及其他国家去当仆役。

在农村 ,剥削现象更是严重。尼泊尔人均耕地不到

3亩。可是绝大多数土地掌握在婆罗门 、刹帝利等

高级种姓的大地主手中 。贫苦农民将至少一半的粮

食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剩下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农

民基本没有社会福利 ,卫生条件很差 。不少穷人只

得借高利贷 ,但高利贷者索取惊人的利息。贫穷使

一些人不得不靠卖女儿维持生计 。尼泊尔与印度社

会类似 ,种姓 、等级制度森严 。它至今仍存在婆罗

门 、刹帝利 、吠舍 、首陀罗和贱民等家庭地位的区分。

种姓制度严格规范着人们的婚姻 、工作 、社交等日常

生活习俗 。尼泊尔甚至还实行世袭奴隶制 ,对妇女

的歧视也十分严重 。森严的种姓 、等级制度 ,贫困异

常的多数下层人民与上层阶级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加

剧 ,是社会动荡的温床。换言之 ,当贫困和种族歧视

使得尼泊尔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时 ,尼共(毛主义)

提出的消灭剥削 , 推翻封建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统

治 ,并开展武装斗争 ,即令广大贫苦农民风从响应 。

使尼共(毛主义)迅速崛起的是尼泊尔王室的

专制与不智。尼泊尔摆脱英国殖民统治 1923年独

立后 , 1950年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 。然而 1960年

马亨德拉国王却宣布取缔政党 ,重新实行专制 ,这引

41



起人民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不满 。在这期间 ,

共产主义运动得以展开 , 1971年 5月扎帕地区曾爆

发过由共产党组织的武装暴动 。到 1980年代 ,民主

化运动在尼泊尔全国兴起 。 1990年 , 全国规模的

“人民运动”爆发 ,比兰德拉国王被迫恢复君主立宪

的多党议会制 ,结束了长达 30年的专制统治。

自此 ,尼泊尔王室的统治基础已在动摇。然而 ,

这个基础不牢的王室在 2001年 6月 1日晚发生的

血案使得自身权威 、德威俱失 ,死期迫近。当国王比

兰德拉等 12名皇室成员遭枪杀身亡后 ,国王的弟弟

贾南德拉继任。人们认为贾南德拉是这次屠杀的幕

后操纵者。已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尼共(毛主义)领

袖普拉昌达公开指责贾南德拉是 “弑兄者 、大屠杀

刽子手 、腐败分子与国家叛徒 ”,赢得声望 。贾南德

拉却于各种猜疑和指责不顾 ,倒行逆施 ,压制民主 。

2002年 5月 ,他宣布解散议会 ,免除德乌帕的首相

职务 ,恢复君主专制政体。与此同时 ,他还指派皇家

军队 “清剿”尼共(毛主义)领导的游击队。后来 ,贾

南德拉命令组建政府 ,并答应举行新一届议会大选;

可是在 2005年 2月 1日又宣布解散政府 ,将首相德

乌帕再次解职 ,实行国家紧急状态 ,停止公民由宪法

规定的民主权利如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 、和平集会 、

人身自由权等。在贾南德拉宣布紧急状态的当天 ,

被捕或软禁者达千人之多 ,其中包括首相德乌帕 、议

会中的两个党派即尼泊尔国民大会党和尼泊尔共产

党(联合马列)的领导人。王室的支持者声称 ,毛泽

东主义者叛乱一日不清除就不会有新的选举。贾南

德拉的这种独裁加剧了与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 ,他

通过阴谋和血腥夺权也彻底摧毁了人民的信任 。政

府被解散后 ,普拉昌达即宣称:随着这次国王的 “自

我政变 ”,国家已经进入了 “一个转折点 ”, “独裁和

共和的决战 ”的时刻到了 。于是 ,尼共(毛主义)与

其他政党加强合作以准备结束王室的暴政。 2006

年 4月 ,手中握有军队的尼共(毛主义)与 “七党联

盟 ”发起要求国王交权的抗议活动 ,国王妥协。同

年 5月 ,尼议会通过宣言 ,剥夺国王权力 ,将 “尼泊

尔国王陛下政府 ”更名为 “尼泊尔政府 ”。

被一本 《毛主席语录 》改变

人生的尼共领袖

不难看出 ,只要有类似的社会条件 ,便会发生类

似的社会革命 ,并产生类似的革命领袖 。尼共(毛

主义)领导人普拉昌达便是尼泊尔这个山国的英

雄 ,并且是一位毛泽东式的传奇人物。但是 ,是什么

力量使普拉昌达在 1996年 2月 13日带领他的支持

者走进尼泊尔西部的深山密林闹革命 ,并在长达 11

年的 “武装斗争 ”中不断发展壮大 、占领了尼泊尔

70%以上的领土 ,最终终结尼泊尔王朝呢? 普拉昌

达原名普什帕 ·卡迈勒 ·达哈尔 , 1954年出生在卡

斯基县离博卡拉市不远的一个没落的 “中产阶级 ”

家庭 ,家族虽属于最高种姓婆罗门 ,却受够了 “贫困

和野蛮盘剥”。不过普拉昌达上过大学 ,主修农业

科学专业 ,毕业后成为一名高中教师 ,同时还在读公

共管理硕士。 1979年 ,普拉昌达放弃教职参加社会

运动 ,并在加德满都成为一名职业社会活动者和政

治干部。

当 “凤凰”记者问及他为何成为一个共产党组

织的领袖时 ,普拉昌达的回答是 《毛主席语录 》改变

他一生。当他还是个高中生的时候 ,他就开始和一

些政治党派接触。由于出身贫寒 ,使普拉昌达对共

产主义产生某种自发的信仰。他说:“在我上九年

级的时候 ,我的一位老师给了我一份中国画报。在

画报上 ,刊登了毛泽东的巨大照片 。我很惊讶地意

识到 ,毛泽东是中国如此伟大的领袖 。他是中国的

解放者 ,消灭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并使中国社会处处

充满平等 。老师向我介绍了毛泽东 ,我被毛泽东这

个人物和那本杂志深深震撼了 。不久 ,老师送了我

一本 《毛主席语录》 ,于是我开始学习语录 。在我的

青年时代 ,这本语录可以说是我的精神动力 ,引导我

在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就这样 ,普拉

昌达开始成为一位忠实的毛主义者。他认为:尽管

毛泽东思想已经不是什么新的理论了 ,但它依然深

深地影响着我。我人生中的很多改变 , 都受到了

《毛主席语绿》的启发。虽然为了适应 21世纪的时

42



代发展 ,我们已经发展了毛泽东的理论 ,但是每当我

回忆起毛泽东 ,他还是如此伟大 ,对我的激励也依然

存在。对于被压迫阶级 ,被压迫民族 ,被压迫性别 ,

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来说 ,毛泽东的贡献仍然是

适用的 ,应该好好学习。他还说:“毛泽东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始终是伟大的 ,那是我们要学习

的精髓 。”
[ 5]

在此之前 ,当意大利记者提出同样的问题时 ,普

拉昌达解释自己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原因也是家庭不

富裕 ,生活很艰难 。他说他开始自问 ,为什么没有社

会正义 ?为什么会有富人和没钱吃饭 、穿衣 、上学的

穷人?
[ 6]
显然 ,在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过渡

转型的初期 ,贫富不均 ,社会压迫 ,加上代表社会正

义与公平的 “毛主义”的传播和影响 ,促使普拉昌达

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 ,使当时只有十四五岁他就开

始对毛式共产主义革命产生兴趣。

更值得关注的是 ,普拉昌达的思想与毛泽东思

想有惊人的相似 。他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要

获得解放就必须武装斗争 。我们曾在议会斗争了三

年 ,但旧政党 、旧议会不了解我们的政策 ,不了解我

们要求他们不要压迫无产阶级 、妇女 、低种姓和不同

民族人民的要求 。当我们准备在加德满都发动和平

集会时 ,他们甚至杀害了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 。

是他们迫使我们 ,一个从事和平活动的议会政党选

择了武装斗争。普拉昌达相信 ,他领导的党会赢得

选举并组织政府 。那时将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领域

进行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尤其要在南部德赖平

原实施 “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在对外经济方

面 ,他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 ,但不排斥外资 。他甚至

在认真研究中国将铁路 、高等级公路从拉萨 、从喀什

修到尼泊尔的可能性 。不过他强调 , “普拉昌达路

线 ”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尼泊尔

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造性产物 ,是尼共(毛

主义)创造性的应用和发展 ,而不是对理论机械地

照搬照抄。 “普拉昌达路线”最显著的特征是:不仅

包括武装斗争 ,还包括和平群众运动 、和平协商 、区

别对待外部势力的外交政策这四个方面。在接受

《环球时报》的采访时 ,普拉昌达又样解释 “普拉昌

达道路”的特殊性:1996年我们走入丛林时 ,想走一

条武装斗争的道路 ,即:农村包围城市 、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经过 5年的斗争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也

发现 ,在尼这样特殊的国家 ,完全以武装斗争的形式

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相反 ,我们认为 ,通过和平谈

判 ,通过议会斗争的道路 ,我们可以和其他爱国的 、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党组成统一战线 ,解

决国内的阶级矛盾 ,满足老百姓的要求 。这是从武

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到 “普拉昌达道路”的转变 。 “同

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主要区别是 , `普拉昌达道路 '

强调同时用武装斗争与和平斗争两个手段实现党的

目标 。”
[ 7]

“毛主义 ”者普拉昌达的

传奇与梦想

尼泊尔的共产主义运动比中国晚了 31年。该

国的共产党 1949年才成立 。 1986年 ,包括普拉昌

达在内的一群自称毛泽东主义者的年轻人脱离尼

共 ,成立了尼共(Mashal)。 1989年 ,不满 35岁的普

拉昌达任尼共(Mashal)总书记 。 1991年 ,普拉昌达

组成尼泊尔共产党(团结中心),该党主张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实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开展持久的人民战争 ,

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 1992年 ,在罢工斗争中共

产党组织又开始分化 ,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公

开支持政府的主张 ,尼共(团结中心)则感到 ,单靠

城市斗争而不发动农村的群众运动 ,不开展持久的

人民战争 ,就不能实现人民的愿望 ,也不能将斗争引

向正确的方向 。但不久尼共(团结中心)内部在革

命道路的问题上也分化了 ,只有毛主义派主张使用

暴力来恢复民主 ,并在 1994年 5月将其他派别清除

出党 。1995年 3月 ,尼共(团结中心)召开了具有历

史性意义的大会 ,决定开展符合尼泊尔国情的人民

战争 ,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 。通过党内

辩论和大规模整风运动之后 ,到 1995年底 ,尼共(毛

主义)基本完成了开展全国范围内武装斗争的思想

和政治准备。 1996年 2月 13日 ,在当时的德乌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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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拒绝接受建立共和政体的要求后 ,以普拉昌达

为首的尼共(毛主义)宣布开展 “人民战争” ,目标是

夺取全国政权 ,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他带领 13个

人在一个小山城打响人民战争的第一枪 ,并坚信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与当年中国共产党进行土

地革命战争一样 ,尼共(毛主义)在农村开展土地革

命时也赢得了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 ,党和军队开辟

农村革命根据地 ,建立了人民改权 ,并开展大规模土

改运动 。解放区的基层政权组织叫革命联合阵线委

员会 ,由党 、军队及群众这三方的代表按一定比例联

合组成 ,所有代表由群众大会选举产生。他们的土

改政策是彻底摧毁农村中存在的封建 、半封建和官

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实行耕者有其田 ,农民成为

土地的主人 。森林 、矿山 、大型灌溉设施 、牧场等 ,为

地方政府所公有 ,同时鼓励农民开展各种形式的集

体生产 。这些政策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 ,消除

了农村中人剥削人的现象 ,因而得到广大贫苦农民

的热烈拥护 。普拉昌达的游击队不到 5年便发展成

为一支拥有 5千多名正规军和 1万名左右游击武装

力量 ,至 2006年则发展到 25000人 。他们把自己的

首都定在尼西部的罗尔帕县(Rolpa),当时称之为

“延安”。
[ 7]
随着革命武装迅速向全国发展 ,其活动

和影响范围波及 58个县 ,全国 80%的农村地区处

于其控制或影响之下 。

在发起武装斗争之初 ,普拉昌达根据毛泽东的

教导 ,从战争中学会战争 。他们开始只有两支来复

枪 ,其中一支还不怎么好使 。但他们有信心赢得战

争 。于是从敌人手中抢夺武器发展自己的军队 。开

始 ,普拉昌达军队的通讯方式非常落后 ,例如靠步行

送信。但在战争后期解放大片地区后 ,条件逐渐得

到改善 ,有了电话 ,有了先进的通讯设备 ,与外界联

系变得方便了。

普拉昌达不承认尼共(毛主义)是恐怖组织 ,并

指责那些把他们看成恐怖份子的人 。他说:那些超

级大国轰炸伊拉克和阿富汗 ,没有经过任何的法律

程序 ,没有任何国际权威的许可。所以他们才是恐

怖份子 ,我们是解放者 ,我们是政治家 ,我们从不乱

杀无辜 。我们一直在根据 21世纪的情况 ,发展我们

的政治理念。普拉昌达认为 ,有关和平谈判 ,政党之

间的多元竞争 ,国家政治架构的重建 ,以及制宪会议

选举 ,都得益于他们的人民战争 。没有过去十年的

战争 ,就不可能出现实行联邦共和的政治重建局面。

与当年蒋介石悬赏 25万块银元要毛泽东的人

头一样 ,尼泊尔首相曾开价超过 500万卢比要普拉

昌达的人头。然而 ,普拉昌达像毛泽东一样成功取

得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尼泊尔比邻中国的西藏

自治区 ,国土面积约 14.7平方公里 ,是西藏自治区

面积的 1/8,是中国陆地面积的 1/65。尽管尼共(毛

主义)与中国政党没有任何联系 ,但普拉昌达对从

中国传来的消息非常欣喜 。他说 ,他想正式访问的

第一个国家是中国。锤子镰刀的竞选标志 ,与马克

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毛泽东并排挂着和普拉昌

达的照片 ,活脱脱说明普拉昌达就是尼泊尔的袖珍

版毛泽东 。如果普拉昌达能顺利执政 ,他除了制定

新宪法 ,保证国家的独立 、完整和长治久安外 ,还必

须尽快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他认为在这

方面 ,中国是榜样 ,普拉昌达这样强调:“ 10年内要

把人均收入提到 3000美元 ,未来要让尼泊尔成为南

亚的瑞士 。”不过 ,他也清醒地认识到 “目前尼泊尔

社会状况相当于中国 1919年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 ,离真正的社会主义还很远。当前 ,我们的主要

任务是团结资产阶级政党 ,推翻帝制 ,建立共和 ,建

设资本主义。”
[ 8]

从 “毛主义 ”道路到议会政治

然而 ,尼泊尔的政治进程路途坎坷 。开始 ,尼共

(毛主义)与尼共(联合马列)和大会党就组建新政

府尚未达成共识 。对于国王被后尼泊尔的局势 ,

《人民日报 》在报道中这样说:“有分析认为 ,尼泊尔

在宣布实行共和制后 ,新政府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

困难重重 。一方面 ,忠于国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并试

图卷土重来;另一方面 ,同意联合执政的几个政党之

间也对新宪法的相关条款有着尖锐分歧 ,制宪会议

被迫长时间推迟举行也反映了这一点。在新的共和

44



国成立之后 ,如何弥合各政党间的尖锐分歧并谋求

合作 、如何巩固和平态势并发展民主制度 、如何带领

尼泊尔人民促进国内经济发展 ,这都是新政府需要

着手解决的难题 。”形势确实是这样 。因之 ,面对复

杂形势 ,普拉昌达在 6月 1日警告说 ,如果尼泊尔大

会党在三天内不交出政权 ,那么尼泊尔共产党(毛

主义)将发动街头人民运动 。 6月 7日 ,普拉昌达声

称:考虑到柯伊拉腊的年纪和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 ,

不支持尼泊尔大会党提出的由柯伊拉腊出任国家首

任总统的建议。 6月 20日 ,尼共(毛主义)的部长们

集体请辞 ,宣布退出临时政府 ,并要求柯伊拉腊辞

职 。 6月 25日 ,尼泊尔临时政府会议通过尼主要政

党当天达成的系列政治协议 ,打破了各党在权力分

配和临时宪法修正问题上的僵局 ,并迫使柯伊拉腊

于 26日辞职 。根据协议 ,尼泊尔将在 6个月内完成

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武装与国家武装力量的整

合与遣散 ,并请求联合国特派团继续进行为期 6个

月的武器武装监控。在总统选举时 ,尼共(毛主义)

和尼共(联合马列)也暂时达成共识:普拉昌德将出

任总理并领导新政府 ,尼共(联合马列)的人选则出

任总统一职 。由于谈判未果 ,尼共(毛主义)7月 17

日改变立场 ,决定提名共和人士拉姆 ·辛格为总统

候选人 。 72岁的拉姆 ·辛格虽然不是尼共(毛主

义)党员 ,但被许多尼共(毛主义)领导人认为是尼

泊尔反专制 、创共和的先驱 ,是发起 “武装革命”的

先行者 。

然而 ,制宪会议代表在 7月 19日尼泊尔总统选

举的第一轮投票中 ,第一大党尼共(毛主义)提出的

总统候选人拉姆 ·辛格只获得 282票 ,第二大党尼

泊尔大会党领导人拉姆 ·亚达夫却获得 294票 ,不

过都未获得当选总统所需的 298票 。在 21日制宪

会议代表在举行的第二轮投票中 ,辛格仍只获得

282票 ,亚达夫则获得了 308票的多数 ,当选为总

统 。

尼共(毛主义)因被其他政党联合抵制在总统

选举失利后 ,曾声称不参加新政府 ,而以反对党身份

参加新宪法的制定。但它很快意识到 ,如果在制衡

国内各大政治党派的权利关系上再次失误 ,不接受

并适应政治现实 ,就有可能会再度失去在新政府中

的领导地位。而其他各党也认识到 ,如果第一大党

尼共(毛主义)不参加新政府 ,这使大会党 、尼共(联

合马列)(这两大党加起来才拥有 220个议席)联合

组阁极度困难 ,即使勉强组阁也可能被尼共(毛主

义)代表以不信任案形式推翻 。于是 ,总统亚达夫 7

月 29日发表公报 ,要求尼共(毛主义)在 7天内促

成有关政党达成共识 ,组建新政府 。 8月 1日 ,尼共

(毛主义)中央会议决定将领导组建新政府 。它与

尼共(联合马列)和马迪西人民权利论坛达成 7点

协议 ,共同推举普拉昌达为总理候选人 ,制宪会议

10余个小党也宣布支持普拉昌达 。 8月 15日 ,尼泊

尔制宪会议议长苏巴什 o内姆旺宣布 ,在当天的制

宪会议选举投票中普拉昌达获得 464票(超过胜选

所需的简单多数 298票 。尼泊尔大会党的候选人 、

前首相德乌帕仅获得 113票),成功当选为尼泊尔

共和国首届总理。 8月 18日 ,普拉昌达宣誓就职 ,

尼泊尔共和国第一届政府终于成立。
[ 9]

至此 ,尼共(毛主义)在普拉昌达的领导下终

于完成从武装斗争到议会政治的转型 。并且 , 它

还将会交出自己的军队。早在总理选举前 ,针对

大会党的代表在选举前的发言中对尼泊尔军队 、

司法和行政权力的独立表示担忧 ,指责尼共(毛主

义)仍拥有军事力量时 ,尼共(毛主义)的代表宣布

“将放弃在我们的武装部队中所担任的职务 ”。如

果军队为国家所有 ,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立法 、

行政 、司法权力的制衡得到保障 ,新政府在决策 、

行政时会得到议会的制约而不可能随心所欲 。倘

若如此 ,普拉昌达要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

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尤其要在南部德赖平原

实施 “耕者有其田 ”的土地改革只能在民主协商后

进行 ,要在 10年内让尼泊尔成为南亚瑞士的设想

也不能轻易付诸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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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 “科学主义陷阱 ”

许亮在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 “科学主义陷阱”》(载 《国际论坛 》2008年第 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

论自从其诞生起 ,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 。从始于 20世纪 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 ,

到 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 ,再到 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

作观之争 ,以至 90年代后显现的 “主流理论 ”与 “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国际关系学界从未就核心

概念 、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达成共识 。昆西·赖特就指出 ,国际关系 “缺乏统一的方法和逻辑 ”,而莫顿·卡

普兰和马丁 ·怀特更是否认国际关系的独立学科地位。卡普兰认为 ,国际关系缺乏共同的学科核心 、独特的

技能手段和成熟的理论主体 ,他更愿意将其视为政治学的子学科;怀特则认为所谓的国际关系只是对国际关

系史的阐释 。在科学行为主义的影响下 ,肯尼思·华尔兹 、罗伯特 ·吉尔平 、罗伯特 ·基欧汉等美国学者以

科学方法论为指导 ,重新建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 ,形成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大主流学派 。然而 ,主流

学者常常把 “科学 ”标准作为最高准则 ,将自己限于 “科学方法论 ”的束缚之内 ,对于非主流学派的质疑和批

判以 “非科学 ”为由拒绝与之对话 ,通过信息我筛选和概念自我界定来维持其理论的解释度 ,无视国际关系

中的 “反科学 ”事实 ,最终跌入 “科学主义陷阱”。

(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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