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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国情与中国》

前言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快。2002年11月4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
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和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达成一致，将在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2003年10月8日，在印度尼西
亚巴厘岛举行的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总理温家宝建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
国广西南宁举办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得到东盟各国的认同。这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引起
了国内外的关注。2004年11月3～6日首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在南宁成功举办，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一东
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一股东盟热正在国内，特别是在广西掀起，广大读者很需要了解东盟各国的情
况，其中文莱成为读者关注的国家之一。文莱虽然是东南亚地区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古国，但由于该国
历史曲折，到1984年才获得真正独立，加上该国人口少和实行的绝对君主制，其国内政治社会比较平
稳，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新闻不断，国内外有关文莱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太少，所以人们仍将文莱视为一
个神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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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莱国情与中国》

内容概要

《文莱国情与中国:文莱关系》根据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外出版的有关文莱的书和发表的有关文莱
历史与现状的文章以及我们掌握的资料编写而成，其特点是详细介绍了文莱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最新
发展情况，使人们对文莱有较全面的了解。力求写得比较新颖、翔实、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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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案，大学越南语专业毕业，1972年8月起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现任《东南亚纵横》编辑部副研究
员、编辑。曾在《解放军报》、原昆明军区《国防战士报》、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和《东南
亚纵横》、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过几十篇文章、论文。参与写作的已出版的主要著
作有：《越南老挝柬埔寨手册》（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越南经贸手册》（1991年4月，广西东南
亚经济与政治中心编译）；2000年以后每年编写出版《越南国情报告》；2004年以后从事文莱研究.每
年参加编写出版《中国一东盟年鉴》（负责文莱部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知识读本》（广西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一东盟知识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东盟与中国
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东南亚民族系列丛书——文莱》合编（广西民族出
版社2006年版）；2007年以后每年编写出版《泛北部湾合作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越关系新时期》（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香港]《援越援老抗美见闻》（中国国际文化出版
社2007年版）等。黄斗，大学本科毕业，文学士，留学英国伦敦中萨克斯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广西师
范学院国际交流处处长，从事国际教育交流合作近20年，曾访问过越南、泰国、美国、日本等十多个
国家和地区。目前从事专业英语教学和涉外教育研究，重点研究涉外教育的政策和教育经济问题
。2004年以来，主持“十五”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面向东盟国家，构建广西对外汉语教学基
地，做大留学生教育经济”，主持了2005年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东盟各国教师教育的发展与改革研
究”，2008年主持广西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课题“高校普通英语专业英汉口译课程改革
与广西应用型口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参加200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项目）“《东盟
宪章》、《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等文件生效后的泛北部湾教育输出”，参加“十五”广西重大社会
科学哲学课题“广西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研究”，参加“十一五”广西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面对
东盟国家，适度调整广西外语教育政策，增强大学生就业能力”。在《东南亚纵横》等核心期刊及其
他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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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63年后，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缓和及民主势力的抬头，文莱政府不得不放松对政治活动的控制，一
些新的政党又开始创建。同年1月，文莱联合党宣告成立，该党主张文莱加入马来西亚，随后又突然
改变了政纲，采取在英联邦范围内实现文莱完全独立的方针。1966年初，又有两个新的政党登记。一
个是进步党，该党领导人是达图·佩米格兰·阿里。该党拥护君主立宪政体，表示希望在保证苏丹及
王族的特殊地位的前提下，谋求文莱的完全独立和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该党只吸收马来人和达雅
克人人党。另一个是人民阵线。该阵线主席为阿旺·哈佩兹·拉克斯马纳，副主席为奥特曼·松果，
副总书记为阿卜杜勒·拉迪夫·哈密德。该党创建于1966年8月1日，其纲领是“以合法手段实现文莱
独立，对苏丹及其家庭要忠诚，要维护国土完整及国家繁荣。以伊斯兰为国教，以马来语为国语，但
也尊重其他宗教的自由。”该阵线还支持工人享有罢工权利。1968年，还成立了人民国家党，主席为
苏莱曼·宾·穆罕默德·贾法尔，他原来是一名警官，其政治态度是支持现政权。在此期间，华人公
会也登上了文莱的政治舞台。华人公会主席王金纪认为，公会会员众多，又有自己的纲领，足以成为
一个政党。华人公会的领导人号召当地华人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建立一个政党，并认为当时是建党的
最好时机。人民阵线总书记反对在文莱建立华人政党。他认为华人的政党必须变成一个狭隘的民族主
义政党。他建议华人公会可以加入人民阵线。后因政府未批准，该公会未正式成立政党。1984年文莱
完全独立后，苏丹虽宣布全国仍处于紧急状态，但随着国内局势的稳定，政府逐渐放松了对政治的控
制。1985年后开始允许组织政党活动。1985年5月30日，苏丹宣布允许政党注册。同年5月30日，文莱
国家民主党被批准登记。该党核心是知识分子与商界人士，党的领导人为拉蒂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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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与广西有关高等院校达成协议，共同编写出版《东盟各国国情与
中国关系系列丛书》，其中《文莱国情与中文关系》与广西师范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合作编写。
目的是配合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和为高等院校有关东南亚专业提供教材。此书的特点是详
细介绍了文莱情况特别是近年来的最新发展情况，使人们对文莱有较全面的了解。全书由马金案组织
编写和统稿，并编写第二章：历史；第三章：政治；第四章：经济及搜集部分附录和图片，在本书
于2005年4月完成初稿后再搜集新资料多次进行补充和修改。黄斗（广西师范学院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
院长、副教授、硕士导师）编写第一章：地理；第五章中教育部分及部分附录。姚小文（广西民族大
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编写第五章：民族文化、卫生、体育、新闻和翻译英文资料；第六章：对外关
系。梁茂华（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编写第七章：中国与文莱关系及摘要翻译2006年《丈莱
年鉴》提供部分资料。黄伟生（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所）编写第八章：旅游。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
亚研究所何战搜集整理附录部分的文莱政策法规。本书从命名和编写框架得到了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古小松研究员、博士的指导，编写后由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赵和曼（已故
）审稿（2005年），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本书作者为此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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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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