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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马拉雅南麓的朝阳 

叶海林 

    

  ４月１日，尼泊尔临时政府宣告成立，现任首相、尼泊尔大会党主席柯伊拉腊再次出任

首相。去年４月，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等“七党联盟”与尼泊尔共产

党（毛主义）联手发起了旨在推翻绝对君主制度的第二次人民运动，“整个尼泊尔好像都在

燃烧”。如今，临时政府的成功组建标志着尼泊尔终于浴火重生。 

  临时政府的诞生经过了一年的孕育，尼泊尔人等待的时间的确有些漫长，但这样的等待

应该是值得的。临时政府成立前，“七党联盟”与尼共（毛主义）在涉及国家前途的若干原

则性问题上已经弥合或缩小了分歧，为国家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条件。 

  首先，在国王存废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致。３月，原本一直主张保留君主制的大会党

转变立场，柯伊拉腊公开要求国王退位。大会党的政策改变满足了最坚决反对君主制的政党

的要求，客观上鼓励了国内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实现政治主张。 

  其次，在副首相职务设置等方面，各派均表现出合作的诚意。本来，尼共（毛主义）已

经得到了“七党联盟”的承诺——前者不争取临时议会议长职务，后者赞成前者成员出任副

首相。但新组建的临时政府并未设立副首相职务，各派并没有因此而“翻脸”。３月２１

日，近３０名尼共（毛主义）成员及支持者在尼南部骚乱中被打死，虽然仍拥有相当武装，

但其并未进行报复，这也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该党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各派还在至关重要

的武器管理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事实上，尼泊尔的两大派在几年前还是不共戴天的死敌，双方捐弃前嫌发起人民运动已

属难得，在取胜后均能保持克制，不向对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以维持联盟关系，就更加

难能可贵。毕竟，重建国家才是尼泊尔人民对国内政治力量的最高期待。 

  当然，临时政府的组建并不意味着尼泊尔的未来一帆风顺。今年６月２０日，尼泊尔将

举行制宪会议选举，这是对两派联盟牢固程度的重大考验。制宪会议选举将决定国家的发展

方向，是各大党派检验各自政治影响力、实践政治理念的舞台，彼此之间的分歧届时有可能

凸现。 

  此外，临时政府目前的人员组成情况也隐含着不稳定因素。尼共（毛主义）获得了５个

大臣席位，但国防、外交、内政、财政等关键职务并不在其手中，只获得通信、地方发展、

社会福利等责任重大却权力有限的职务。该党现在只能通过行政运作将自己对人民许下的政

治承诺付诸实施，如果不能尽快进入角色，支持者和反对势力都将对它表示不信任，从而导

致其目前的路线受到怀疑，联合政府的稳定性也可能面临挑战。 

  总而言之，喜马拉雅南麓的朝阳已经升起，要想让明天的尼泊尔阳光和煦，临时政府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