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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2023 年柬埔寨第七届国会选举落幕，本期东南亚地区区域动态推介塞巴斯蒂

安·斯特兰吉奥（Sebastian Strangio）所著《洪森的柬埔寨》（Hun Sen’s Cambodia）一书，

以飨读者。 

 

编者按：2023 年 7 月，柬埔寨人民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8 月，洪玛奈

当选新首相，这是该国首相之位 38 年来首次易主。上一位首相正是洪玛奈的父亲、自 1985

年以来一直担任柬埔寨首相的洪森，他在议会选举初步结果释出时即宣布将会卸任。在父子

接力交棒的当口，本期区域动态推介两篇《洪森的柬埔寨》（Hun Sen’s Cambodia）一书的

评论。本书作者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Sebastian Strangio）是《外交学人》（The Diplomat）

东南亚版编辑。两篇书评各有侧重，第一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原书内容，第二篇则提供了更

长期的历史背景且包含更多对原书的批判性思考。书评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主办的期刊《当代东南亚》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于 2015 年刊载了弥尔顿·奥斯本（Milton Osborne）对《洪

森的柬埔寨》一书的书评。奥斯本是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书评摘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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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卸任的柬埔寨前首相洪森是柬埔寨最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世界上任职时间最长的

总理。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 2014 年斯特兰吉奥的出色著作出版，才有了一部关于这位重

要政治家可供参考的严谨研究。在此之前，尽管有梅塔夫妇（Harish C. Mehta and Julie Mehta）

2013 年出版的《强人：洪森的非凡人生》（Strongman: The Extraordinary Life of Hun Sen），

该书在时间上更早、也较有价值，但本质上更接近一部赞歌。 

除了“坦诚而无畏”的文字可能导致其作者难以返回柬埔寨以外，还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导

致了从前没有出现对洪森的批判性传记。在我看来，首先是关注当代柬埔寨政治的西方评论

者面对的难题，他们很难解释洪森（至少到目前为止）的非凡成功与他用来取得成功的手段

间的矛盾。毫无疑问，洪森是一位威权主义领导人，他领导着一个充满了有罪不罚和腐败问

题的体制，还默许了对政治对手采取的残酷手段。简而言之，对许多观察者来说，他并不是

一个有吸引力的对象——对西方和亚洲的观察者来说都是如此。李光耀甚至曾经形容洪森

和他的柬埔寨人民党（Cambodian People’s Party, CPP）同僚为“极其无情和残忍，没有人道

的感情”。然而，与缺乏吸引力的情况相反，洪森保持权力的能力不可忽视。斯特兰吉奥分

析的一个优点是他愿意承认洪森的政治技巧，同时对其要实现的目标保持批判。他准确地指

出洪森作为传统柬埔寨风格的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成功，他的行事方式与柬埔寨长期领导人

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非常相似（第 97-98 页和第 105 页）。可能令西方

观察者感到枯燥冗长的演讲，对洪森的听众来说更像是娱乐；而直到最近，在农村地区的慷

慨分配，缓和了城市反对者因人民党对农村和首都土地侵占持宽容态度而产生的敌意。 

在斯特兰吉奥仔细注释的讨论中，他选择了“海市蜃楼”一词作为理解洪森担任首相期间

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题眼。作者认为，对于支持柬埔寨经济的西方社会来说，成就的“海

市蜃楼”取代了现实。这一点在 1993 年联合国监督选举后的事件中尤为明显。尽管在选举前

具有许多优势，但人民党的得票数和在国会获得的席位数都少于保王的奉辛比克党（译注：

奉辛比克党，FUNCINPEC，即“争取柬埔寨独立、中立、和平与合作民族团结阵线”，按法

文字母缩写简写，由西哈努克于 1981 年创建）。面对这种情况，洪森和他的同僚干脆拒绝

放弃权力，要求并最终达成解决方案，迫使奉辛比克党共享权力，形成了两位“联合首相”并

立的罕见局面。当时国际社会为这一方案取得的明显成就欢呼雀跃，然而在 1997 年的血腥

事件中，这一方案分崩离析，人民党对保王者的政变敲响了奉辛比克党的丧钟。 

斯特兰吉奥令人信服地表明，当时和其后柬埔寨政治的真实情况与当代柬埔寨社会的

几乎所有其他方面并无二致。正如第五章的标题所示，洪森的领导带来的是一种“波将金式

民主”（译注：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18 世纪沙俄政客、军事领袖。据传他曾在叶卡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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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娜二世出访沿途建造、粉饰看似富足的村庄，因此，“波将金村庄”被用来形容给人虚假的

美好印象的建设或面子工程）。经济上，洪森和他的人民党同僚多次向外国援助捐助者承诺

愿意开展改革，却在援助到位后无视这些保证。然而，西方国家仍继续提供援助，因为他们

知道一旦停止援助，将会有其他国家来填补资金缺口。像获特许经营的吴哥考古公园、获取

丰厚利润的苏基密集团（Sokimex）这样的企业，基本不受有效公共监督的约束，这也给其

合作伙伴带来了便利。一批柬埔寨企业巨头与洪森一同崛起了。 

非政府组织也未能免受作者所见的笼罩着洪森治下柬埔寨的“海市蜃楼”的影响。他引述

了柬埔寨人权中心主席乌维拉（Ou Virak）敏锐的观察：“洪森告诉援助方……不要提及民

主。……援助方不断提出从内部改变政府的策略……而人民党聪明得多。但实际上，聪明才

智在玩弄捐助方中甚至并不重要，因为援助方并不真的关心结果”（第 227 页）。 

桑兰西 （Sam Rainsy）领导的柬埔寨救国党在 2013 年的选举中意外赢得仅次于人民党

的议席，这一结果是否会使洪森对柬埔寨权力的控制严重动摇，仍有待时间告诉我们答案告

诉我们答案（编者注：救国党于 2018 年大选前夕 2017 年 11 月被解散，柬埔寨人民党在 2018

年大选中获得国会全部议席。2023 年大选中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获得国会 125 席中的

120 席，剩余 5 席由奉辛比克党掌握）。目前，作为一本详细而敏锐的描述洪森统治下柬埔

寨的著作，斯特兰吉奥的书将在未来很多年都将非常重要。  

 

 

（英文原文见 Osborne, Milton (2015) Book Review. Hun Sen's Cambod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April 2015, Vol. 37, No. 1 (April 2015), pp. 134-136. 编译转载已获授权。）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itonal Affairs，即查塔姆学会

Chatham House）主办的期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于 2015 年刊载了对《洪森

的柬埔寨》的书评。书评作者马修·柯普兰（Matthew Copeland）系玛希隆大学国际学院讲

师。书评编译如下： 

 

20世纪60年代，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试图使自己

的王国远离邻国的流血冲突，但未能成功。他采取了强制性的严格中立政策，并倾向于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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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无论如何都会退出该地区，因此他战略上向左倾斜，将更多目光投向越来越多为柬埔寨

领土提供庇护和补给的越南战斗人员。美国军方以相同方式回应，并最终支持发动政变推翻

西哈努克，终结了柬埔寨的国家权威。残酷的战争随后发生。尽管（又或许正是因为）美国

对叛军阵地进行了无情的空中打击，这是战争史上最猛烈的空中轰炸之一，新宣布成立的高

棉共和国的军队还是以惊人的速度失去了乡村。随后，柬埔寨陷入了长达23年的战争之中，

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约200万人无辜丧生。 

以上是塞巴斯蒂安·斯特兰吉奥对洪森及其在当代柬埔寨政治中的角色进行研究的背景。

他的研究揭开了这场悲剧的第二幕：一个混乱的威权国家的故事，在战争和和平进程逐渐结

束、市场的贪婪力量得到放任的同时，首先由韩桑林（Heng Samrin）领导，继而在洪森的领

导下，这个国家慢慢被拼凑起来。但一切并不如预期般顺利。战时暴行的肇始者仍逍遥法外，

未受惩罚，也不知悔改。选举政治和多元民主等国际议程得到了重新协商但又被搁置。外国

援助、森林覆盖、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都很快从议程中消失。准政治（para-politics）和国家

批准的暴力盛行。重建终于开始，经济开始显出生机，但城市中一小部分衣着光鲜、喝着咖

啡的新兴阶层，在贫困人口状况日益恶化以及相互联系、日益集中的财富和权力精英面前不

值一提。 

斯特兰吉奥出色地描绘了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但他在很多地方仍然过度简化，将该国

的许多问题追溯到单一的原因——洪森。洪森和他的支持者领导了国家约30年，是可以说他

们比任何人更应该对各种事件负责，但斯特兰吉奥几乎将所有事态变迁，不论好坏（尽管多

数是坏的），都归因于他们的掌控。这种话语叙述以及它反映出的政治-国家传记体裁的一

个问题是，它的分析止步于一国境内，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柬埔寨的政治生态是独一无

二的。 

但事实并非如此。以更宽广的视野来看，洪森治下的柬埔寨实际上相当典型，正是基于

该国近期历史变迁可以预期会产生的政治体制。它可以与东南亚的许多其他政权进行直接

比较，比如非常明显的，苏哈托（Haji Mohammad Suharto）的印度尼西亚和费迪南德·马科

斯（Ferdinand Marcos）的菲律宾都是先例。它还与阿卜杜勒·泰益·马哈茂德（Abdul Taib 

Mahmud）的沙捞越以及安巴端（Ampatuan）家族的马京达瑙等地方政府有共同之处。如果

不考虑对一个贪婪的独裁者长期统治的需要，东南亚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政治组织似

乎都擅用精英主导的个人化权力网络、普遍存在的非法行为、掠夺性经济政策以及有时针对

不服从的公民的暴力。斯特兰吉奥似乎也认识到柬埔寨的发展变化远不止于洪森，他在研究



 

 

区域动态 总第 70 期 2023 年 10 月第一期  

5 

过程中经常使用“政治文化”来解释这个人及其政府。然而，他没有指出的是，柬埔寨的“传

统”政治安排，即由相互关联的精英主导的等级社会秩序，本质上是这一区域共有的。 

洪森确实是当代柬埔寨政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但他的角色被夸大了。无论该国的政治

领导层如何，柬埔寨始终是一个由根深蒂固的政治派系组成的功能失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

战后柬埔寨任何领导者的权威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新兴经济利益的削弱和破坏。 

 

 

（英文原文见 Copeland, Matthew (2015) Book review. Hun Sen's Cambod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4-), Vol. 91, No.5 (September 2015), pp. 1208-1210. 原文为开放获取。） 

 

 

 

策划：缪斯 

编译：陈俊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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