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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缅甸华人族群——果敢族的形成、发展及现状 

张君宏 

当前，旅缅华人华侨约有250万，占缅总

人口的4.8%，主要分布在仰光、曼德勒、腊戌

等主要城市及缅中边境一带。缅甸果敢族华人

是缅甸华人华侨中的重要一支，偏居缅中边境

地区，现有人口约20多万，是旅缅华侨华人中

族群意识最为强烈、社会影响最为突出的华人

族群，也是缅甸法律正式承认的缅甸华人少数

民族。多年来，果敢族因其特殊的历史渊源和

地理条件，直接影响着中缅边境的繁荣稳定及

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一直受到中缅

两国政府及国际社会的关注。 

果敢族的形成 

果敢族华人主要分布在缅甸东北部缅中

边境一带，地处东经98度25分至98度50分、北

纬23度23分至24度10分之间，从南到北呈“S”

形，与中国云南省的镇康县、沧源县、耿马县

和龙陵县接壤，国界线长250公里。果敢族华

人自其先民—中国明朝官军开始进入缅甸，到

作为缅甸的一个合法的少数民族存续到现在，

前后已经历了近300多年的历史。其间，深受

中缅两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果敢”的由来  据果敢地区杨氏、

罗氏和彭氏等地方望族的家谱及碑铭记载，果

敢族先民乃中国明末清初流落缅甸境内的明

朝官军。公元1658年12月，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在清军追击下，被迫带领官兵及随从自昆明仓

皇西逃，于次年2月遁入缅甸避难。公元1662

年1月，缅王莽白慑于清军声势，将永历帝拘

禁后执献给清朝将领吴三桂。追随永历帝的明

朝官兵为免遭劫掠，四处逃散，部分隐居于缅

甸中部及掸邦一带；部分则逃离缅甸，返回至

中缅边境地区，卸甲为民，繁衍生息。曾经统

治果敢近百年的杨氏家族，其祖先杨高学即为

当年追随永历帝逃难缅甸的明朝将领。永历帝

被送交清廷后，杨高学率领部下及家眷逃至中

缅边境科干地区（注：杨氏家谱和彭氏祖先碑

铭中均有“科干”记载），见该地远离中缅两

国中央政府，地势险要，进可攻，退可守，遂

在此与掸、傈僳等当地少数民族杂居。其后，

散落各地的明朝官兵相继来投，迫于生计的中

国流民也辗转到此定居，还有许多马帮商队也

往来不绝，逐渐在科干地区形成了一个规模不

断壮大的华人聚居区。据杨氏家谱记载，为表

示居住在科干地区的人民是果断而勇敢的，头

领土司杨氏家族便按谐音将“科干”易名为“果

敢”，并沿袭至今。 

（二）“果敢族”的确立  华人在果敢地

区聚居后，一直归属中国清朝管治。这可根据

杨氏家谱记载：“雍正七年，杨高学长子杨映

曾被清朝赐封为‘世袭果敢县知县’”，以及遗

留下来的果敢土司衙门官印“世袭果敢县正

堂”得到佐证。果敢华人虽然归属清朝管治，

但中央对该地区的统治效力较为薄弱，实际统

治权长期由土司杨氏一姓世代相袭。1885年，

英帝国占领缅甸，果敢华人的归属问题也随之

发生重大改变。当时，中缅边界尚未明确界定，

边民互市通婚习以为常，同时也滋生出诸多边

界纠纷。为划定边界，减少纷争，1894年3月1

日，中英双方在伦敦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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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果敢地区为中国领土。其后，英帝国主义

扩张野心不断膨胀，遂于1897年强迫中国与其

签订了《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将果敢地区划

归英属缅甸，并入缅甸版图。1948年1月4日缅

甸独立后，缅甸政府将果敢华人认定为原住民

族，在法律上确定为缅甸的合法民族和公民，

称其为果敢族。从此，果敢华人作为缅甸一个

合法的少数民族—“果敢族”，与缅甸其它民

族同生共息，共同组成了缅甸民族大家庭。 

果敢华人在历史动荡中的曲折发展 

果敢族人自定居果敢以来，伴随着缅甸长

期动荡的政治历史，经历了一个曲折多变的发

展历程。总体看，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土

司统治时代、缅共统治时代及和平建设时期。 

（一）土司统治时代  华人在果敢聚居

后，逐渐与掸族、傈僳族等本土民族相融合，

实行土司制度，由杨氏家族世代相传，一直沿

袭至缅甸独立后相当一段时期。期间，果敢华

人遭受了英国殖民统治，抵御了中国回族进

犯，抗击了日本法西斯，在政治斗争风起云涌

的峥嵘岁月里逐步发展壮大。1、击退回族武

装进犯。1875年，中国杜文秀领导的回族红白

旗起义遭受清廷重创，其残余势力溃退途中意

欲侵占果敢，遭到了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果

敢土司杨春荣组织当地自卫队与进犯的回族

武装展开了多次战斗，最后经“回子扎场”一

役赶走了回族武装。平定回族犯敌后，果敢民

众又先后击败了滇缅边境来犯的多股势力，扩

张了一些地盘，其疆域曾扩延至今天中国的孟

板、缅甸的滚弄等地区。2、遭受英国殖民统

治。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实施殖民统治后，

授权果敢土司杨氏家族继续管理该地区，每年

仅派遣负责管理边区的英国文官前往巡视。

1897年，英国给果敢土司杨国政颁发了一枚

“好公务员勋章”（A·T·M），以表彰其治理

果敢的功劳。3、抗击日本法西斯。1942年日

本法西斯占领缅甸后，果敢华人与缅甸其它各

族人民一道，积极配合中英盟军，与日本法西

斯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42年6月，果敢

土司杨文炳组织了抗日地方自卫队，挑选了20

多名青年到中国大理“滇西战干团”受训，以

充实抗日武装力量。同时，土司杨文炳还积极

争取中英两国支持果敢民众的抗日斗争，分别

于1942年8月和1943年5月到昆明拜见英国驻

昆领事和中国官员，请求给予支持。抗战期间，

果敢自卫队与日军进行了数次激烈战斗，无数

的果敢自卫队成员及民众在抗战中牺牲。1947

年，英皇给土司杨文炳颁发了“大英帝国勋章”

（O·B·E），以表彰其抗日功劳。 

（二）缅共统治时代  1948年缅甸独立

后，缅甸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力度，

提出了收编民族武装和重新规划民族区域的

要求，遭到了果敢等民族组织的反对。为实现

民族自治，维护民族利益，果敢人民加入了缅

甸共产党，在果敢地区建立并维系了近20多年

的共产党政权。1、土司统治的终结。1947年2

月12日，为争取掸邦各族支持国家独立，缅甸

民族领袖昂山与果敢等掸邦33位土司签定了

建立缅甸联邦的《彬龙协议》。其中，“各民族

在独立10年后有权决定是否留在联邦内”的规

定，为后来缅甸民族分裂埋下了祸根。1948年

缅甸独立后，新政府决定废除土司制度，真正

实现国家统一。1959年，缅甸政府以金钱补偿

作为交换条件，要求掸邦33个土司交权给政

府，同时政府军开始进驻果敢等地区。鉴此，

果敢土司杨振材接受了政府要求，交出了政

权，迁居腊戌，并由当地人民选举组建的“议

事会”具体负责果敢政务。果敢自卫队也纷纷

向政府投降。1965年3月29日，果敢土司杨振

材之弟杨振声带领家眷随从600余人离开果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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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泰国。至此，果敢土司统治宣告结束，缅

甸政府指示由步兵第六营和第三十九营接管

果敢。2、缅共统治时期。政府军接管果敢后，

与当地民众矛盾重重。彭加声等原果敢自卫队

成员为争取民族权力，纷纷率领旧部对抗缅甸

政府。当时，缅甸共产党处于蓬勃发展时期，

势力范围已蔓延到缅甸大部分地区。彭加声领

导的果敢武装在屡遭政府军及其它亲政府武

装的打击后，转投了缅共队伍。1969年，在缅

共支持下，彭加声率部解放了果敢，建立了缅

共政权—果敢县，彭加声任县长，果敢进入了

缅共统治时期，一直维系到1989年缅共解体。

期间，不少来自缅甸国内外的知识分子，怀着

理想和抱负纷纷赶赴解放区投身革命事业，使

得果敢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包括华文教育得

到了一定的发展。3、民族大迁移。缅共解放

果敢时，果敢统治阶层—亲政府的罗星汉及土

司后裔杨振业等不甘心将政权拱手送给缅共，

强迫3千多户近2万名果敢民众随其转移，其中

大部留居腊戌，形成了果敢历史上最大的一次

人口迁移，腊戌也成为了果敢华人最为集中的

另一个地区。 

（三）和平建设时期  1989年，果敢正式

宣布脱离缅共，率先与缅甸政府签署和平协

议，被政府划为缅甸掸邦第一特区，由此进入

了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1、退

出缅共。缅共初入果敢时，许多果敢干部是开

路先锋，为缅共建立果敢政权发挥了重要作

用。当革命形势处于大好时期，缅共高层的“大

缅族主义”开始抬头，许多缅族干部和学生被

委以重任，果敢等少数民族干部则被撤职削

权，致使缅共内部缅族与其它民族之间的隔阂

日趋严重。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解体，

东欧巨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入低谷，缅共

在国际上失去了有力支持。内外交困使缅共生

存面临严峻挑战。果敢干部认为缅共渐失人

心，必定失败，遂暗中策划脱离缅共。1989年

3月11日，以彭加声为首的果敢领导人正式宣

布脱离缅共，成立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并率

先与缅甸政府签署和平协议，接受中央政府领

导。2、组建特区政府。缅甸政府与果敢同盟

军签署和平协议后，将果敢同盟军辖区（果敢

及萨尔温江西岸地区）划定为缅甸掸邦第一特

别行政区，任命彭加声为特区主席。同时，将

第一特区军政人员纳入缅甸内政部编制，按级

授予专员、副专员、警察总监、副总监、警察

上校、中校、少校等官衔，按月划拨1200人的

补给。缅甸政府虽然对果敢特区政府的机构设

置做了上述规定，但该规定至今在特区未被正

式启用过。3、平息内讧。1992年初，果敢内

部发生分裂，以果敢同盟军副参谋长杨茂良为

首的“杨派”和以同盟军司令彭加声为首的“彭

派”发生内讧，并于11月爆发内战。“杨派”

击败“彭派”后接替果敢政权。1995年11月，

败退缅甸勐拉的“彭派”卷土重来，迅速控制

了局势。“杨派”仓皇中向缅甸政府投降，政

府军遂乘机进驻果敢，与“彭派”武装形成对

峙局面。后经双方调解，缅甸政府恢复了以彭

加声为首的第一特区政府和果敢同盟军，一直

延续至今。 

果敢华人现状及面临的历史抉择 

果敢地区自建立特区政府以来，以往战火

纷飞、局势动荡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明显缓和，

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经济

建设、文化教育、社会发展等领域较前都取得

了一定进步。但同时，随着缅甸民主进程的稳

步推进，果敢特区政府与缅甸政府在民族自

治、缴械归建等问题上的争执亦趋激烈。果敢

华人的前途面临着又一个历史性选择。 

（一）、果敢华人现状  1、传承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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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认同感较强。果敢华人因其特殊的历史渊

源，以及与中国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对中华

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感和亲

近感，绝大多数果敢华人都操汉语，行汉文，

沿袭汉族贴春联、舞龙狮等风俗习惯，文化教

育体系也多移植中国的教育体系。此外，果敢

华人出入中缅边境如同探亲访友一般，没有明

显的国别意识。果敢华人作为缅甸境内华人所

占人口比例最高的族群，现已成为缅甸华人社

会的一面旗帜，倍受缅甸华人华侨的关注与支

持，甚至将其视为缅甸政府对华人政策的一个

最直接和最重要的风向标，是中缅关系的一个

晴雨表。2、身份模糊，政治地位待定。果敢

族华人虽然是缅甸的一个少数民族，但果敢特

区在缅甸政治上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位。近年

来，果敢人口剧增引起了缅甸政府的警惕，遂

停止了对果敢居民颁发新的居民身份证，并拟

对新增人口颁发B级身份证，遭到了特区政府

坚拒，认为该举措是对果敢族的民族歧视。另

外，部分先前留居果敢的华侨华人中国情结严

重，拒绝加入缅籍。因此，到目前为止，果敢

很大部分民众仍未办理缅甸居民身份证，被缅

甸政府禁止随意进出缅甸，许多儿童和青少年

到缅甸内地上学或就业也受到了种种限制。3、

禁毒成效明显，任重道远。长期以来，毒品问

题犹如梦魇一样，一直困扰着果敢族人，损害

着果敢华人的国际形象，给中缅两国人民造成

了巨大伤害，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

彻底肃清境内毒品，1996年以来，在中缅两国

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帮助下，果敢特区政府采取

了包括“替代种植”在内的系列禁毒举措。经

多年不懈努力，至2002年底，特区政府宣布完

全禁绝了辖区内的鸦片种植，摆脱了一百多年

来桎梏着果敢民族的鸦片枷锁。然而，随着冰

毒等新型毒品在缅北地区异军突起，果敢地区

又显现出成为主要贩毒通道的迹象，要彻底抹

去笼罩在果敢地区的毒品阴影，未来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4、经济发展略显成效，但市场严

重受限。近年来，果敢民族在全力禁毒的同时，

出台了《开发建设果敢三大计划》，推行“以

替代种植为主，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政

策，通过与中国等邻邦及国际社会加强合作来

吸引境外的资金与技术，从而促进了本地区农

业、矿产业和旅游业发展，改善了水利、电力、

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了一定的经

济基础，解决了部分民众的温饱问题。但同时，

果敢特区政府与缅甸政府之间尚存在诸多不

易协调的政治矛盾，严重束缚着特区经济发

展，特别是近年来缅甸政府针对特区政府擅自

与外企合作的情况，力推国际“大贸易”政策，

严禁外国企业越过中央政府私自与果敢开展

合作，导致果敢经济发展进一步受限：产品无

法及时运出，缺乏广阔市场；外来资金、技术

因各种限制无法及时到位；游客也也因边境管

控而止步。5、文化教育有一定发展，但教育

品质仍较低下。果敢特区政府和民众一直重视

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认为文化传统可

以凝聚民族感情，传承民族精神；文化教育则

关系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兴衰成败。因此，不论

是在缅甸政府禁止华文教育时期，还是在自身

财力十分孱弱的情况下，果敢的华文教育始终

没有中断，果敢人民一直兴办学校，引进教师，

招收学生。据统计，当前，果敢地区有中小学

校100多所，教职员工300余人，在校学生约1

万名，90%的教员聘自中国。果敢的文化教育

以华文为主，文字繁简混用，多使用中国大陆

现行教材。与历史相比，果敢文化教育水平有

了一定发展，但就现实而言，教育品质仍然较

为低下：一是学校设置不完善，仅设置小学、

中学（高中很少），绝大多数学生中学毕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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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贫穷无力到国外深造，无学可上；二是师资

严重不足，教员水平有限，本土教员缺乏进修

机会。 

（二）、面临历史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

缅甸政府推行民族和解政策时，果敢同盟军是

最先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的民族武装。在其带

动下，迄今已有17支民族武装与缅甸政府达成

了和解。可以说，在历史上果敢同盟军为恢复

缅甸国内和平是做出了贡献的。签署和平协议

后，缅甸政府虽然将果敢划为特别行政区，但

实际上果敢特区政府是一个拥有固定势力范

围、独立武装力量的高度自治的政权机构，中

央政府对果敢特区的管制效力十分有限。因

此，缅甸政府解除民族武装、实现国家真正统

一的政治目标，与果敢特区政府保留武装、自

治图存的政治诉求，成为了双方长期以来的最

主要的矛盾，也是双方暗中对抗的直接原因。

当前，缅甸政府按照其制定的政治改革“路线

图”计划，顺利通过了国家新宪法草案。该宪

法草案没有采纳果敢等民族组织要求建立中

央直辖自治区、保留部分武装的政治诉求，反

而规定，缅甸国防军是国家唯一合法武装力

量，其它民族武装应依法取缔或由内政部收编

为地方治安力量；各特区政府归所在省、邦政

府领导，重新划分为若干民族自治县或区。根

据该宪法，未来果敢将降格为隶属缅甸掸邦政

府的一个自治县或区，果敢同盟军或将被取

缔，或将被削减并归建政府内政部，果敢的疆

域也将随之被压缩。 

果敢特区政府虽然支持并派代表参加了

缅甸政府的政治改革，但对不利于果敢族利益

的相关规定暗生异议，对果敢族未来的生存与

发展深感担忧。为了维护民族生存和特区利

益，果敢特区政府与从缅共分离出来的其它三

支民族武装（佤联军、掸东同盟军和克钦新民

主军）建立了“缅甸民族和平民主阵线”，约

定任一成员遭到政府军侵犯，其它成员都将全

力支援，共同御敌。果敢同盟军希望通过与其

它民族武装联盟来壮大对抗缅甸政府的实力，

增加要求政府满足其政治诉求的筹码。但是，

随着缅甸政府军力的逐步提升，果敢的这种希

望将会逐渐变得渺茫。 

当前正值缅甸民主政治改革的关键时期，

果敢民族是放弃高度自治、交械归建、彻底容

入缅甸社会，还是继续拥兵自立、武装割据、

独霸一方，将是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现实问

题。所以说，果敢族华人面临着又一个重大的

历史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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