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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的乌云刚刚散去，冷战的大幕缓缓拉开。美国和苏
联这一对超级大国，展开全方位的竞赛，试图用它们的影响力控制整
个世界。与以往战争不同的是，双方都在他国挑起间接的战争对抗，
而避免相互间的直接作战冲突。东南亚地区即成为两国及其阵营在意
识形态、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利益方面争夺的焦点。美苏冷战不
仅制约着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也制约着中国同东南亚国家之
间的双边的及多边的关系。中越关系的演变即是其典型。受冷战影响，
中越关系经历了从“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到“中越关系恶化”再到“逐
步改善”、“平等互利”的曲折发展过程。中越两国之间关系每次大
的变动都会在越南对华侨华人的政策上有所反映，可以说，越南华侨
华人政策是中越关系的“晴雨表”；且相对于中国与东南亚其他国家
来看，中越关系对越南华侨华人政策的影响也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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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越关系“蜜月”期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

二战结束后，日军撤出了越南。但是法国殖民者却在英美的帮助

下卷土重来，企图恢复它的殖民统治地位。1946 年，“法国承认交趾

支那‘自由共和国’，此种傀儡政府不为越南人民所能接受，有碍越

南统一”[( 美 ) 沈己尧 .东南亚—海外故乡 [M]. 北京：中国友谊出

版公司 ,1985:43] 于是，越人民反对法国恢复殖民统治、争取和维护

民族独立的解放战争爆发，亦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4 年越南取

得了奠边府战役的重大胜利，迫使法军投降。1954 年 4 月 26 日，为

了谋求解决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问题，中、苏、美、英、法、越南、老挝、

柬埔寨等 23 个国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7月 21 日，与会各国

签署了《日内瓦停火协定》，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结束。可是美国为

了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没有在协定上签字，并且还粗暴

地破坏协议。“对美国而言东南亚是其遏制共产主义发展，防其赤化

的桥头堡。为了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多年来美国一直在中国的周边

国家寻找契机。而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的大国也就被美国纳入重点对

象之列。”[张秀阁 .越南战争时期中、美、苏的博弈—从现实国家

利益的视角看 ,牡丹江大学学报 [J].2006,(4)]1961 年美国对越南发

动“特种战争”，妄图在 18 各月内平定南越。越南人民又开始了伟

大的抗美救国战争，即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

的呼喊与支援下，1973 年 1月美国与越南在巴黎签署了《关于在越南

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至此抗美战争以越南人民的胜利而结束。

纵观两次印度支那战争，无论是在援越抗法还是在援越抗美战争

时期，越南华侨华人积极地支持越南人民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这期间，中越两国的关系密切、深入发展， 处于“同志加兄弟”

的“蜜月”期。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曾用无限深情的诗句，

颂扬了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人民

出版社.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9-20]

这段时间里，中越关系处于“同志加兄弟”的“黄金时期”。在进行

抗美救国战争的同时，越南还面临着要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

越共政府把华侨华人的问题视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在华侨的入籍

问题是上完全听其自愿。在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上给予所有华人与

越南各族人民同等的地位。并且“无论与战前其它历史时期还是和同

时期其他国家在越南的侨民相比，北方华人在当地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都处于较优越的地位。”[闫彩琴 .二战后越南华人的政策演变探析 ,

东南亚研究 [J].2006( 6):78] 同时，越南领导人还对华侨华人的生

活及文化教育方面给予相当的关心与重视。1957 年 1月，胡志明主席

在中国驻越南大使罗贵波的陪同下，视察了河内市华侨办的中学—中

华中学。胡志明主席对华侨学生的学习及生活非常的关心，他先后参

观了学校的教室和宿舍。“胡志明主席还深情地对学生说现在有不少

越南青年在中国学习，他们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关怀。你们在越

南学习，也同样会得伯伯的关怀。伯伯爱你们，就像爱越南的青年学

生一样。”[黄铮.胡志明与中国[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207－

208] 胡志明主席对华侨报刊业的发展也相当地关注。“《新越华报》

是越南河内唯一的一份由华侨办的中文报纸，创刊于 1957 年。这份

华侨报纸从她问世之日起，就得到了胡志明主席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

护。胡志明主席几乎每天都要阅读《新越华报》，非常注意上面刊登

的一些重要消息和文章。胡主席有时还亲自审阅报社送去的新闻稿件，

并将一些越南地方报纸刊登的好新闻推荐给《新越华报》发表。”[黄

铮 .胡志明与中国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219] 胡志明主席

有时甚至亲自走进华侨华人普通老百姓的家中，了解他们的学习、工

作与生活问题。 “有一天，胡志明主席来到安付发电厂参观。在一

台机器旁梅定纲正在操作。当胡主席得知这是一位华侨工人时，便高

兴地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交谈。……1962 年 5月，越南召开第三次全

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由胡志明主席亲自提名，梅定纲被列为大会重

点表彰的优秀劳模之一。越南国会做出决定，授予梅定纲越南民主共

和国劳动英雄称号，颁给一级劳动勋章。”[黄铮.胡志明与中国[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7:217]

总之，在中越关系处于“蜜月”期时越南的华侨华人受到越南各

级领导人及政府的关心与照顾，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同越南

其他各民族人民同等的权利，在有的方面甚至还要更加地优越。

二、中越关系恶化期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

60 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积极涉足印度支那问题，越南也因地缘政

治及其国家利益的需要开始排斥中国，与中国分歧越来越大并逐步向

苏联靠拢。但是，这时的北越正处于抗美救国战争的艰难时期，还需

要争取中国政府的军事物资等多方面的援助，因而与中国的关系还保

持着一种友好的态度，没有采取赤裸裸的反华行动。到了 1975 年越

南实现了南北的统一，苏联同时加大了对越南的援助力度，越南就想

借助苏联的实力，推行其地区霸权主义。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趋向及

行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但却与苏联想利用越南控制东南亚从而削

弱中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不谋而合。在这种形式下，中国与越南的分

浅析冷战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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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越来越大，中越两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至此越南当局由最初的零

星排华行为逐步演变成大规模的排华浪潮。1977 年初，“越南方面就

为了所谓的‘净化边境地区’开始有计划地驱赶很早以前从中国迁居

越南的边境地区边民，随后逐步发展到大批驱赶旅居越南各地的华侨。” 

[郭明、罗方明、李白茵 .现代中越关系资料选编 [G]. 北京：时事出

版社 ,1986:1021 － 1022] 越南当局野蛮的、残暴的对待华人华侨致

使大批华侨华人为了避难而逃往我国大陆、香港、台湾及欧美等国。

至此越南的华侨华人在没有政治、社会地位可言。

从 1978 年 4 月至 5 月中旬的一个月内，就有 5 万多华侨华人被

驱赶到中国，不久便激增到 7万人之多，还不包括流浪到其它地区和

国家的人在内。我国政府为了解决越南驱赶华侨华人的问题，从 1978

年 8月至 9月，先后 8次与越南当局进行谈判和交涉，而越南方面却

把大批华侨华人回国说成是由于“华人中的一些坏分子”散布“中国

要进攻越南”、“中国号召华侨回国”之类的谣言引起的；并诽谤中

国“保护华侨资本家”、“干涉越南内政”，是“中国领导人号召华

人回国参加建设”。诬蔑华侨是“第五纵队”。宣传说“华人”大批

回家的首要原因是由于中国推行“反越政策”[人民出版社《关于越

南驱赶华侨问题》[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33 － 36] 越南当局

制造种种借口，破坏谈判，并继续驱赶华侨华人。最终“被驱赶回国

的华侨达25万人以上。”[(美 )沈己尧.海外排华百年史[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24] 同时还有大批华侨华人从海上逃往我

国香港、台湾、欧美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在逃亡的路途上，大量难

民拥挤在狭小的船舱里度过数月的时间，一路上“谋杀、海盗洗劫、

饥饿、失踪、沉船和再次被捕的情况屡屡发生，许多的难民在这次海

上逃亡中葬身大海。”[梁茂春 .越南华裔在美国的生存与适应 ,华

侨华人历史研究 [J].2007(1)] 越南当局为了强迫华侨入籍，在华侨

就业、工作、学习等各方面加以限制。“许多人被剥夺了就业和升学

的权利，被无故解职，取消户口和发放口粮。即使那些已经加入越南

籍的人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人民出版社 .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22] 在北方，越南当局在采取强制手段

驱赶华侨，输出难民的同时，“并对党、政、军部门的华人实施大清洗；

在南方，把许多从事私营工商业的华人作为社会主义改造和打击的对

象。除此之外，越南政府还取消了华人社团和报刊，关闭华人学校。”[闫

彩琴.二战后越南华人的政策演变探析,东南亚研究[J].2006(6):77]

总之，20 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越南当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亲苏

排华的地缘政治观念所导致的中越关系恶化，使得越南华侨华人为此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并成为直接的受害者。

三、中越关系逐步改善、平等互利时期华侨华人的社会地位

80 年代初，越南国内由于经济政策失误致使国民经济不断恶化，

几近崩溃。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越南政

府不得不探索和尝试革新之路。在革新过程中，越南当局重新认识到

华侨华人经济的重要性，其民族政策开始相应地作了些调整，即便如

此华人政策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然而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还是相应

地有所松动。到 1982 年为止，越南统治者陆续制定了 50 多个有关对

私人资本放松限制的法律规定。对于华侨华人，越南政府一方面瓦解

有活力的华侨华人团体，破坏给华人提供商业优势的地方经济关系；

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定有利于继续调动华人资金的财政条例和税收制

度。1986年，越共召开六大，决定实行革新开放的政策，发展国民经济。

同时，也重新调整了民族政策，确定民族政策应围绕经济建设为目的

而制定，而把华人也作为越南国内一个少数民族——华族看待，并改

善其政治地位。“至 1988 年底，越南政府释放了在‘社会主义改造’

运动中被捕的 100 多名华人知名人士，退赔没收的所有财产，允许华

人社团恢复活动，起用了少量华人干部。”[于向东 .目前越南华人

的政治状况 ,当代亚太 [J].2003( 6):32]  1991 年苏联解体，同时也

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也使越南当局投靠苏联依靠苏联的梦想破灭，不

得不重新思考其对华政策与关系。

1991 年，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之后，越南政府在华侨华人问题

上采取更加务实和包容的政策。自 1992 年以来，中越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而越南华人也逐渐认同居住国。越南政府对华人的定位也从‘威

胁国家安全’的‘第五纵队’变成革新开放必须借重的民族力量之一，

华人问题亦不再是中越关系中的敏感问题。目前，越南华人的政治、

经济等各方面的待遇都有了提升。但是，对于 70 年代末的那场政治

与精神“浩劫”，越南华侨华人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所以，

现在他们的生存原则是“远离政治，一心一意搞经济”。

四、结语

二战以来，由于越南政府对华侨华人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越

南华侨华人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历尽坎坷。20世纪 50至 60年代，

中越关系处于“同志加兄弟”的“蜜月”期，中越两党两国政府也非

常关注越南华侨华人的问题，所以，华侨华人在这一阶段所受到的政

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待遇与越南其他各族人民一样平等，甚至有些方

面还较为优越。70年代，由于地缘政治及国家利益的原因，中越两国

关系不断恶化，直至 1979 年兵戎相见。在这一时期内，越南当局制

造各种借口反华、排华，最终大肆驱赶华侨华人出境。越南当局的排

华政策，造成数以几十万计的华侨华人无家可归，只得背井离乡，逃

往他方。在逃亡的过程中，无数的华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至此，越

南华侨华人的政治待遇丧失殆尽，也无社会地位可言。80年代开始，

随着越南政府将华人问题纳入民族问题的范畴来对待，华人问题与中

越关系的联系越来越少了。自 90 年代初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

发表的一系列公报，联合声明未再提及华人问题。此时，越南华人在

政治上的艰难处境才开始好转，政治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以改善。

但是，经历了一场政治灾难之后的越南华人，把政治拒之千里，只埋

头于经济活动。然而中越两国仍是有着相似的文化、思想以及民间习

俗，更为重要的是中越两国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新时期里，两国

同样都面临着相同的历史课题——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为了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中越两国政府都应该更好地发挥和利用越

南华人在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等合作中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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