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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缅甸概论》是“东南亚研究”中的一本，内容涵盖缅甸自然地理、历史简况、民族与习俗、宗教信
仰、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国民经济、军事与国防、对外关系等内容，对缅甸国情和社会文化进行了
较系统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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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缅甸的工人、农民、少数民族、爱国僧侣等都积极参加了反帝爱国
斗争。
早在1918年8月，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仰光码头工人就举行过罢工，仁安羌、沙廉等地的石油工
人曾连续几次罢工。
1926—1927年，瑞帽、永盛、达亚瓦底、卑谬、兴实塔、敏巫等地的农民曾掀起过抗税起义。
1917—1922年间，钦族人民举行了反英起义，坚持斗争达5年之久，并在1925年又爆发了一次新的反英
起义。
1922年，掸族地区爆发了反英斗争。
边区各少数民族的反英斗争和缅族人民的反英斗争互相呼应，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
许多爱国僧侣也积极投身到民族运动中来，其中吴欧德玛和吴威沙拉两位法师还成了民族运动的著名
领导者。
 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缅甸农民的处境十分悲惨。
殖民当局的捐税、地主的高利贷、资本家的贱买贵卖使他们深受剥削之苦。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经济危机波及缅甸，大米及其他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大批农民因债务
沉重收入减少而破产。
农民的深重苦难和民族意识的空前高涨引发了缅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即1930年12月塞耶山领导的“咖咙会”农民起义。
起义烽火首先在达亚瓦底燃起，迅速蔓延到永盛、央米丁、劈榜、兴实塔、第悦茂等广大地区。
起义军声势浩大，引起殖民当局恐慌，他们派遣了大批军警进行围剿。
由于起义军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中心，没有明确的奋斗纲领，缺乏武器装备和正规训练，因此起义
步步受挫，最后被殖民当局残酷镇压了下去。
 1930年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进一步唤醒了缅甸民众。
缅认民要求摆脱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呼声更加高涨。
成立于l930F的“我缅人协会”（德钦党）在大起义的影响下发动了更加广泛的反殖政治斗争。
我缅人协会成立之初就提出“缅甸是我们的国，缅文是我们的文字，缅语是我们的语言。
热爱我们的国家，提我们的文字，尊重我们的语言”的M号，激发了缅甸人民的爱国感和民族自豪感
。
1935年3月，我缅人协会在石油城仁安羌召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通过了
具有鲜反帝反殖色彩的政治纲领，德钦巴盛当选为主席。
这次大会的召开是德钦党组织日趋健全与完善的标志。
从此，缅甸反帝爱国斗争在德钦党的领导和组织下一步步向前发展。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英国政府为了缓和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消除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对缅
甸的影响，也为了满足在缅英国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1931年11月至1932年1月在伦敦召开了“缅甸圆
桌会议”，提出了“印缅分治”计划。
1935年7月，英国国过了《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规定从1937年4月1日起缅甸印度分治，单独建立
政府。
新政府共设立98个部门，其中财政、署防、外交、少数民族特区等7个主要部门由英国驻缅甸总督直接
理，其余91个部门由民选的缅甸议员担任领导，史称“91部门政翻”。
这个新政制从形式上看，缅甸人比过去有了较多的行政管理权，但主要部门仍操控在英国统治者手中
。
从人民团体总会分裂出泰的巴莫、吴巴佩领导的右翼政党参加了议会选举，最后组成了以巴莫为首的
殖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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