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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共（毛主义）将带尼泊尔走出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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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钱，但赢得了胜利 

环球时报：您和您的政党改写了历史，谈这一点就不能不谈那次改写历史的选举。当时，连美

国、印度的情报部门甚至尼泊尔国内各政党都没有想到尼共（毛主义）能得到如此之多的选票。您和

您的部下感到意外吗？尼共（毛主义）从放下枪到拿起权杖只用了两年的时间，靠的是什么？ 

普拉昌达：老实说，当时我自己也有点吃惊，虽然我们事前分析认为我们的党会赢得选举，但没

有想到会赢这么多。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印度，还有尼泊尔其他政党都没想到我们会赢。有趣的

是，我们事后了解到，选举前一两天，印度和尼泊尔政府的情报机关曾向柯依拉腊首相汇报，称他所

领导的大会党会赢。我想，如果当时他们预测到自己会输的话，选举就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了。所

以，我们党总结出的经验是：当所有政党都认为自己有希望赢的时候，选举就会顺利进行。 

至于我们获胜的原因，我想也十分简单：尼共（毛主义）是尼泊尔唯一真正代表贫苦大众的政

党。我希望你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我们推出的候选人当中，女性比例最大，贱民、少数民族比例最

大，年轻人比例最大，老资格政治家、上等种姓占的比例最小。此外，我们没有钱买票，我们没有钱

买通媒体替我们做宣传，但我要求我们的候选人要登门拜访每一位选民，听他们的意见，其他政党都

没有做到。我们打了十年内战，打仗期间我们和老百姓在一起，知道他们的疾苦。加德满都那帮头头

们不知道，所以他们输了。 

我们将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 

环球时报：上台后，尼共（毛主义）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尼共（毛主义）是靠穷人的支持上

台的，那么，你们打算如何发展经济，实现10年内让尼泊尔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的承诺？ 

普拉昌达：上台之后，我们最大的困难有两个，一是经济建设，二是制定新宪法。根据临时宪法

的规定，新政府必须在两年，最多两年半时间内制定出一部宪法，否则必须下台。但是尼泊尔现在政

党林立，意见分歧，要制定出一部反映人民利益，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宪法，任务非常艰巨。 

在经济建设方面，尼泊尔现在是百废待兴。我们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不到300美元，没有成型的现代工业，说句不好听的，连双像样的皮鞋都生产不出来。但时间不等

人，我们的两个邻国，中国和印度经济发展都很快。所以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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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么说并非开空头支票。尼泊尔有非常丰富的水力和旅游资源。我

们有8300万千瓦水电资源，如果开发出1000万千瓦来，卖给印度，就有很大的收入。我跟专家们谈

过，他们认为可能性很大。另外，中国和印度现在每年双边贸易额是三四百亿美元，并且还在快速增

长。这些贸易目前主要通过海外运输，成本很高，将来哪怕有1/3通过尼泊尔进行，我们也能从中获

得丰厚的收益。所以说只要政局稳定了，我们这些困难都可以克服，我对尼泊尔的前景十分乐观。 

环球时报：您曾说尼泊尔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能否具体谈一下这么定义的

原因？尼泊尔距离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多远？目前的环境变了，尼共（毛主义）会不会变？ 

普拉昌达：尼泊尔目前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说它半封建，是因为240年的沙阿王朝给尼



 

泊尔造成了深重的封建主义残留，过去国王一家在尼泊尔拥有几十座王宫，良田数万亩，森林无数。

说它半殖民地，是因为我们历史上受英国，后来受印度政府的控制和影响，经济、外交和社会方面都

受到外部势力的左右。按照尼共（毛主义）的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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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真正的社会主义尽早在尼泊尔得以建立，这需要我们继续通

过斗争来实现。尼共（毛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奉行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但我们的根本意

识形态和最终奋斗目标不会改变。 

与印度废除不平等条约 

环球时报：前不久，您要求废除“不平等”的《印度－尼泊尔和平友好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

是怎样的，您为什么认为它是不平等条约？目前，印度对这一要求表态积极，为什么？ 

普拉昌达：这个条约是1950年签订的，目前的情况与当时已经完全不同，条约当然要废除。说这

一条约是不平等的，是因为其中很多条款对尼泊尔不利。举个例子，条约规定尼印两国任何一国从第

三国购买武器都需得到对方同意。但印度是大国，它买什么武器从来不跟我们商量，而尼泊尔1989年

从中国买了些武器印度就很不满，还制裁我们。这种不平等的条款还有不少。其实废约并不是我们党

独有的主张，早在2001年，当时的大会党政府就曾与印度政府就此问题进行过谈判。印度政府对此表

态是积极的，他们的外长就说随时可以修改或是废除。至于是废除现有条约，还是修改该条约，或是

签订新条约，要待新政府决定。 

环球时报：美国方面在和您接触时，是否提到了将尼共（毛主义）从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的问

题？今后，您将如何面对美国？ 

普拉昌达：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将来我们领导的新政府必须同它打交道，我们不希望尼泊尔与

美国成为敌人。但美国可能很担心尼共（毛主义）执政。我还记得十年内战中，美国要求尼泊尔政府

军的人数从五六万人扩充到20万，还说要提供所有军事援助。过去美国每年都提供数千万美元的额外

军援给尼泊尔政府。我想将来这些钱尼共（毛主义）新政府是拿不到了。不过美国迟早要承认尼共

（毛主义）的合法性，美尼关系不改善对美国不利。当然，我们也认识到，美国对尼泊尔的兴趣主要

是建立在对中国，尤其是与尼泊尔接壤的中国西藏的基础上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迎合美国人

的兴趣。 

读过毛泽东所有著作的英文版 

环球时报：您的身份是尼共（毛主义）领导人，这使得中国人对您形成了一种天然的好感。能否

谈谈您生命中的中国元素？ 

普拉昌达：对不起，我还不懂中文。但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有深切的友好之情，这尤其是因

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所有政党包括其他共产党最根本的地方。从少年时

代至今，我读过毛泽东所有著作的英文版，我也研究过中国共产党十七大上胡锦涛主席报告的英文

版。除了意识形态之外，中国还是尼泊尔人民非常亲密可靠的朋友。我永远不能忘记老一代中国领导

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当年对尼泊尔的深情厚谊。在生活中，我喜欢看一切跟中国有关的新

闻和书籍，比如我每天都看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了解中国最新的发展状况。去年，我的儿子普拉

卡什到中国看了看，他去了上海、北京和湖南韶山，对中国式社会主义有了亲身感受。我也很希望将

来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与中国同志讨论社会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 

环球时报：在现实中，尼泊尔受到中国、美国、印度的重视，因为它处于这几个大国之间。在这

种复杂的环境中，尼泊尔新政府将如何发展对华关系？ 

普拉昌达：与中国的关系是尼共（毛主义）新政府的重中之重。中尼关系没有任何原则性分歧和

障碍，我们在所有领域都可以进行全面合作。中国的改革开放、吸引外资、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外向

型经济等做法我们都要深入学习。 

我特别想向中国政府提出的是两国间的交通状况需要大幅改善。现在中尼两国只有一条公路相

连，这远远不够。尼泊尔各界一致希望将来青藏铁路能通到尼泊尔。最近我听说中方表示考虑将青藏

 



铁路修到中尼边境，那真是好消息。将来我们自己可以修一条铁路与青藏铁路相连，再一直通到印

度，这样连接中国、尼泊尔、印度的南亚大动脉就可以跨越喜马拉雅山。这对我们三国都有好处。此

外，我还希望尼泊尔与中国西藏之间再修建几条公路，以促进我们两国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 

环球时报：“3•14”事件使“藏独”问题受到了各界关注。而尼泊尔有数千所大型的藏传佛教寺

庙，有达赖集团的产业，也是很多政治势力支持“藏独”的基地。请问，新政府上台后，将如何面对

“藏独”问题？ 

普拉昌达：尼泊尔生活着两三万藏人，他们没有尼泊尔身份，寄居在这里。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对

他们以诚相待，欢迎藏人在这里居住。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从事政治活动，尤其是不能从事反

华活动，这是原则问题。现在一些“藏独”分子在尼泊尔多次闹事，甚至冲击中国使馆，这是我们所

坚决反对的。尼共（毛主义）执政后，将继续打击任何反华分裂活动，我们会警告所有“藏独”组织

和国际上援助“藏独”的力量，要把尼泊尔当作反华基地，他们选错了地方。这些“藏独”分子如果

想搞政治活动，他们可以去任何国家，但不能再待在尼泊尔。 

（作者：《环球时报》驻尼泊尔特约记者） 

（摘自《环球时报》2008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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