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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佛教对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影响

试析佛教对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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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昂山素季是缅甸著名政治领袖，又是虔诚的佛教徒，她用佛教来阐释民主、人权、自

由、非暴力等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精神革命论和参与式佛教，深化了其思想建构。

佛教不仅是昂山素季政治思想重要来源之一，也是构成其思想的重要内容，并推动其

思想的佛教化。本文主要利用昂山素季本人的文章、讲演、采访，梳理佛教在昂山素

季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探讨她如何运用佛教来阐释现代政治观念，以及佛

教对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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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山素季（Aung�San�Suu�Kyi）出身于政治家族，是缅甸开国之父昂山将军的女儿，她领导缅甸的

民主运动，著书立说，形成系统的政治思想，其思想成为缅甸民主运动的指导思想，对当代缅甸政治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是享誉世界的东南亚女性政治领袖。

在昂山素季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佛教发挥着重要作用。昂山素季发表了不少著名文章和讲

演，如《免于恐惧的自由》《菩提树下最清凉》《人权与缅甸》等，有不少文章收录在她的文集《来自

缅甸的声音》中。A 此外，在对话集《希望之声 ：昂山素季与阿兰·克里门茨的对话》中，B 昂山素

季以对话形式阐述了对个人政治参与的解读、民主政治的理解、佛教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的融合等问题。

昂山素季用佛教理念阐释民主、人权、自由、非暴力，吸取佛教的内观禅定，发展其精神革命论，提

出“参与式佛教”。昂山素季的政治思想将佛教与西方政治理念相结合，不仅有助于西方思想的本土

化，也有助于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合法性，更易为民众所接受，成为其推动缅甸民主化、批判军政府

的利器。本文拟利用昂山素季本人的文章、讲演、采访，梳理佛教在昂山素季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中

的作用，探讨她如何运用佛教来阐释现代政治观念，以及佛教对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的影响。

一、佛教是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重要来源

昂山素季政治思想包括民主、自由、非暴力、精神革命和参与式佛教，其思想来源是佛教、西方

政治思想和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其中佛教是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

缅甸是小乘佛教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笃信佛教，历史上缅甸佛教与政治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佛教

为古代王权提供合法性辩护，现代缅甸的统治者也一直利用这种政治叙事方式，对政权进行合法性论

证。当昂山素季构建其政治思想体系时，她也同样使用佛教来实现这一目标，佛教深深嵌入她的思想

和行动中，她用佛教理念来论证民主在缅甸存在的合理性，驳斥了军政府“缅甸社会不宜于民主”的

论断。她强调，“统治者必须遵守佛陀的教诲，这些教诲的核心是真理、正义与仁爱。缅甸人民在斗争

中所寻求的也正是建立在这些品质之上的政府。”C

佛教本身有不少自由、民主理念，能为昂山素季提供思想资源，以之阐释现代民主、人权、自由

观念。身心的解脱，也即自由，一直是绝大部分小乘佛教信徒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佛教中，一切有生

A　�Aung�San�Suu�Kyi, Freedom from fear and other writings,�中译本名为［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
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 1996 年版。

B　�Alan�Clements,�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n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Seven�Stories�Press,�1997.
C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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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事物均需经历轮回，当人们愿意按照四谛、八正道来修行，就能摆脱生死轮回，达到涅槃，获得真

正的自由。在原始佛教时期，释迦牟尼已有民主的思想。在其制定的政治体制中，部落首领由“议事

会”选举产生，称为“王”；部落中重大事件由“人民大会”讨论决定。A 这被认为与现代民主制度

中选举制、民主决议是相一致的。佛教思想中的“缘起性空”，为适应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缘起性

空”指宇宙间的所有现象都是由多种条件和合而生的，世间没有任何恒常不变的主宰。因此，性空者，

无自我，既然无我，就不会执着于主观个人主义，从而就容易保证佛教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B

佛教理念及其修行方式增强了昂山素季的精神力量。从 1989 年 7 月第一次被软禁起，昂山素季又

遭遇多次软禁，每次都长达数年。她被软禁的时间总计大约 15 年，几乎与世隔绝，还要忍受与亲人分

离及丈夫的去世。这种生离死别，是常人难以承受的，也是昂山素季心中永远的痛。佛教理念有助于

昂山素季克服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带来的痛苦。佛教认为一切苦来源于欲望，欲望会使人的心灵不再平

和，只有构筑起内心的平和，才能实现世界的和谐，这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基。C 昂山素季开始

关注内心慈爱平和的力量。

“内观禅定”修行方式有助于昂山素季缓解身体和精神上的压力。软禁期间，昂山素季得到缅甸著

名高僧班迪达法师的《就在今生 ：佛陀的解脱之路》一书，D 作者主张凡人不必轮回数百世才能得道，

如果他们每天内观禅修数小时，可能只要一世就能修得“正果”，还能提高道德层次。昂山素季参悟此

书，禅修精进，每天早上 4 点 30 起床，接下来一小时进行冥想，“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直到自身

进入一种自我催眠的状态（self-hypnotic�trance）”。E 内观禅定对昂山素季产生了重要影响。她说 ：“禅

修增强了我的精神力量，从而使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禅修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禅修时，我

会学会利用意识控制自己的思想”，F“冥想让我变得更完美，让我变得有耐心”。G 内观禅定深化了

昂山素季的政治思想，使其呈现佛教化特点。

二、佛教是昂山素季政治思想建构的重要内容

昂山素季的政治思想是佛教理念与西方思想的结合，她用佛教阐释现代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精神革命论”和“参与式佛教”，以改造缅甸社会和民众。

（一）以佛教理念对现代观念进行阐释

1. 民主

昂山素季认同民主，她引用《世界人权宣言》，强调指出，尽管各国的民主形式有所不同，但真正

的民主，有一些基本条件 ：“人民应被充分授权，使他们能在国家的治理上充分参与。”H在她看来，民

主最基本、最直观的含义体现在政治体制上，因此，民主指的是“政府由自由、公平选举产生，而其

存续期间受到宪法条款的限制”，I 包括以下内容 ：

政府应由社会契约产生。昂山素季指出，在佛教经典中，国家就是契约的产物。起初，人们生活

在和谐稳定的社会中，彼此尊重，自觉履行义务。后来，他们的行为开始变得不受约束，社会混乱无

序。为了秩序和安定，人们合力推选一位国王，这位国王需要民众与他达成一项协议，才建立王国。

A　�果信 ：《佛教与现代民主》，菩萨在线 http://n.pusa123.com/news/changshi/2012/25348.html,�2010 年 1 月 1 日。

B　�周祝英 ：《佛教与民主》，《五台山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18—19 页。

C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65—266 页。

D　�Sayadaw�U�Pandita,�In�this�Very�Life:�The�Liberation�Teachings�of�the�Buddha,�?

E　�Alan�Clements,�“I�never�learned�to�have�hate�my�captor”,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
New�York:�Seven�Stories�Press,�1997,�p.143.

F　�Alan�Clements,�“It�still�surprises�me�that�people�think�of�me�as�important�person”,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New�York:�Seven�Stories�Press,�1997,�p.98.

G　�Barbara�Victor,�The Lady: Aung San Suu Kyi Nobel Laureate and Burma’s Prisoner,�United�States:�Faber�and�Faber�Press,�1998,�p.107.
H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97 页。

I　�同上书，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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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内容为 ：国王自身承诺以公平正义来治理国家，老百姓答应每年缴纳适量粮米作为回报。随着协

议的生效，国家就产生了。此项协议的订立，显示了佛教思想中“社会契约产生国家”的观念。A

民主应遵循普选制的原则。由于国王是通过民众一致同意选举产生的，因此，被称作“大平等”

（Mahasammata，摩诃三末多）。昂山素季认为，这是西方民主�“普选制”原则适于在缅甸实行的佛教基

础。昂山素季认为，政府产生后，还需要执政的基准，以推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她从佛教中找到了支

持，在佛教观念中，为王者并非能随心所欲运用神授之权，因此，她将“国王的十种义务”“防社稷衰

亡七个善策”“助民四法”“统治者二十常规”“领袖六项”“王者八德”“克俭四法”作为政府执政的基

准，其中，“国王的十种义务”最为重要，包括 ：慷慨、品行端正、自我牺牲、廉洁、仁慈、朴素、不

发怒、非暴力、宽容自制以及无违人民的意志。B 在缅甸历史上，“国王的十种义务”一直是历代国王

必须履行的责任，也是评论他的标准。因此，民主政府也须向此十项准则看齐。

2. 人权

昂山素季认为人权是民主最基本构成要素，人权是天赋的，人人平等，而民主最强烈的追求，就

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在佛教中，对于“人”赋予了最高的价值。因为所有拥有生命的事物，只有人

类能够达到佛陀之道的最高境界。人的生命价值无限宝贵，“从梵天的住所掉下来一根针恰好碰着戳在

地面的一根针，这比降生为人还要容易。”C昂山素季认为，生而为人，一开始便拥有实现想法的权利，

只是这需要社会给与足够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只有在民主社会才能被充分满足和实现。而在缅甸，

置身在专制压迫和社会非正义之下的人们，无论男、女同样没有权利，个人价值往往被随意操纵。

3. 自由

在昂山素季的政治思想中，自由不仅是宪法和法律上的保障，更是一种心灵上的自由，她提出最

著名的观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在昂山素季看来，自由就是免于恐惧，即达到无畏的状态。

在佛教思想中，存在着为人熟知的四种腐化之因 ：欲望、错误、无知和恐惧，它们压抑真相和正

直，摧毁社会正义。其中，恐惧是导致社会失衡、腐化、民众无法获得自由的根本原因。D 在缅甸，

普通民众生活在恐惧中，从根源上看，与缅甸殖民历史和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唯上的行为准则有关，

从现实来看，则与军政府长期实行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有关，恐惧成为生活的习惯。昂山素季

认为 ：“恐惧，就像许多事物一样，是一种习惯。如果你以恐惧的态度过日子，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

变得畏首畏尾。”E昂山素季得出结论，“没有安全，真正的自由便不存在。一个不安全的人是不会获得

真正自由的。”F�

要想免于恐惧，获得自由，就需要达到无畏的状态。它不是血气之勇，而是内心没有恐惧的状态。

它是一种天赋，更是三种勇气 ：经过努力而获得的勇气 ；不断拒绝被勇气主宰而培养的勇气 ；以及面

对连续不断的严酷压力而一再蒙生善良美德的勇气。只有做到真正的无畏，才能没有恐惧，也就实现

了真正的自由。无畏也是实现和解和对话的必要条件，是对全体人民的共同要求。G

4. 非暴力

非暴力是甘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昂山素季利用佛教思想，对非暴力主义进行诠释，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非暴力理念，成为其推动民主运动的方式。

昂山素季指出，非暴力是佛教的基本要求，暴力是完全违背佛教教义的。佛教有五大戒律 ：不杀

A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86 页。

B　�同上书，第 186 页。

C　�同上书，第 190 页。

D　�同上书，第 197 页。

E　�同上书，第 247 页。

F　�Alan�Clements,�“Working�for�democracy”,�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n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New�York:�Seven�

Stories�Press,�1997,�p.74.

G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1—2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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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其中，不杀生是一切戒律的基础。杀人和强奸已然被普遍视

为暴力，抢劫侵犯他人私有财产所有权，亦可视为一种暴力。佛教还对掌握权力的人，提出了非暴力

的要求。在“国王的十种义务”中，第七、八、九条义务规定 ：统治者须做到不发怒、非暴力、宽容。

因为统治者手中控制着巨大的权力，因此当个人理性受到憎恨、恶意情绪的影响时，会爆发出较强破

坏性的暴力。昂山素季认为，统治者应当包容、宽厚地处理各种政治歧见，她指出“一个好的统治者

可以用仁爱来征服恶意、以美德征服邪恶、以慷慨征服悭吝、以真克服假”，A 并认为阿育王就是当今

统治者的表率，因为阿育王以非暴力和怜悯为治国之道，不以严酷手段和不道德武力逼迫人民顺从。

她强调，非暴力也是民主的要求。

（二）精神革命论

在对现代理念进行佛教阐释的基础上，昂山素季深化其思想建构，提出“精神革命论”，标志着其

思想的佛教化。

在昂山素季的政治思想中，革命被划分为政治革命和精神革命两个范畴。在她看来，真正的革命

必须是精神上的。一方面，因为军政府的高压独裁统治，政治革命缺乏必要的基础和条件。“我们遭受

巨大压迫，它（革命）几乎不可能只是一场政治或社会的革命。我们被各种各样的非正义法规所包围，

以致几乎不能只进行政治或社会运动。因此，它必须是精神上的。” B 另一方面，精神革命比政治革命

更加彻底，她认为，“典型的革命是精神上的革命，……一个仅以政府政策、机关的改换和物质条件的

改善为目标的革命，鲜有成功的机会。没有精神上的改革，则造成旧秩序中种种不平的那股力量将会

继续运作，对改革和重建过程造成持续的威胁。仅仅叫喊要求自由、民主和人权，是不够的，还得要

团结一致奋斗不懈，并有为永恒的真理牺牲的决心，及抵制贪欲、无知及恐惧等四种腐化的毅力。”C

昂山素季的精神革命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

首先，仁爱是精神革命的核心。缅甸民主运动屡遭镇压，面对强大的军人专制政权，昂山素季认

为只有“仁爱”才能凝聚力量。“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只有出于同情而支持我们的人

民，一种团结的感情，那就是仁爱，关心他人的情感，这就是我们整个运动的基础。”同时，仁爱也

是克服恐惧的力量，昂山素季指出 ：“恐惧源于不安全感，而不安全感源于缺乏仁爱。如果人间缺少

仁爱，可能是因为你自己缺乏仁爱，或者你周围的人缺乏仁爱，所以你感到不安全，而不安全导致恐

惧。” D

仁爱来源于佛教的慈悲，昂山素季在长期软禁中，思考慈悲之于仁爱的意义。在她看来，仁爱是

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爱与扶持，是休戚与共，是维系民众关系的基础。同时，仁爱具有传播性、扩散性、

感染性和团聚性。在压迫之下，因为民众间存有仁爱，人们便会相互扶持，获得幸福。幸福与欢乐可

以感染、并传播得更远，因而产生巨大的团聚力，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对正义的热爱、对

自由的憧憬、对和平与平等的向往的家庭”。E 因此，她主张爱所有人，包括囚禁自己的仇敌。“我们

的精神基础就是仁爱。仁爱不可只对那些支持你的人，它也应用于那些反对你的人。仁爱意味着同情

他人，己所不为勿施于人。”F 只有所有人都被仁爱围绕时，和解才有实现的可能。

其次，信心是精神革命的重要基础。所谓信心指的是人民自信能凭借权力和能力，决定国家的命

运，以及政府与人民在正义、自由及人权的原则之下互信。在佛教思想中，它是对道德、精神及善的

A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88 页。�

B　�Alan�Clements,�“Working�for�democracy”,�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New�York:�Seven�

Stories�Press,�1997,�p.82.

C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00 页。

D　�［缅］昂山素季 ：《菩提树下有清凉》，《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 年 6 月 16 日。

E　�Alan�Clements,�“Violence�is�not�the�right�way”,�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 New�York:�

Seven�Stories�Press,�1997,�p.160.

F　�［缅］昂山素季 ：《菩提树下有清凉》，《经济观察报·书评》，2015 年 6 月 16 日。�



053

试析佛教对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影响

信心，是人民获得福祉的四种美德中的居于第一位的美德。A 此外，信心还是衡量精神革命是否开展

的标准。革命的发生是以缺乏自信者获得自信为衡量标准，对于社会而言，则是全体民众的自信。

其三，精神革命贵在积极行动和传播。在昂山素季的理念中，积极的行动和传播仁爱理念是有效

开展精神革命的路径。在她看来，仁爱本质上就是一种行动，这种行动是基于实现共同幸福的愿望而

发生的。然而“仁爱不只是终点，我们必须唤起行动”。精神革命是一种积极的仁爱，它意味着要行

动。“行动是命运的基石……如果有什么值得你为之争取奋斗的话，那就必须为此付出行动。”�B 行动

的标准为何？其一，做力所能及的事，以此减轻民众的苦痛 ；其二，积极地对需要帮助的人施以援手。

昂山素季曾形象地指出，“表达仁爱当然有很多形式。比如，当佛教徒试图去阻止将要互相打斗的双

方，他会站出来并站到他们之间，如果双方要伤害对方必先伤害佛教徒。佛教徒通过牺牲自己的安全，

来保护双方。” C

（三）参与式佛教

在精神革命的基础上，昂山素季提出“参与式佛教”，动员民众参与民主运动，改造缅甸社会。佛

教讲究业报轮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宿命论。对于绝大多数民众都是佛教徒的

缅甸而言，业报轮回观念有利于社会安定，然而也导致了缺乏进取精神。现世的苦难，被认为是过去

错误行为的苦果，因此，人们常常认为，过去的无知导致现世的痛苦，只能默默忍受。甚至，“许多教

徒认为，因为权力机构施行不义，你不用做什么，权力机构会自行灭亡”。D 昂山素季指出 ：“佛教

徒不应该切断自己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把所有事情都看成业而全部接受，因为说到底，业意味着有所

为”，E 她强调民主并不是被给予的，而是要奋斗争取，“民主，一如自由、公正，及其他政治上和社

会上的权力，并不是被‘给’的，而是要用勇气、决心和牺牲去赢得。”F 她认为，佛教是一门动态发

展的哲学，鼓励信徒去行动，佛教用语“业”（karma，羯磨）即包含有行动的意思。

佛教应该是参与式佛教，佛教徒应该积极领会和实践教义，积极行动，打破安于现状和宿命论。

昂山素季指出，应该鼓励和培养民众质疑现状，而不是一味服从。同时，习惯面对真相，防止迷恋权

威，从自我限制中解脱出来。她“尝试帮助他们自我教育，去更加了解情况、看得更清楚，而不要被

害怕蒙蔽了双眼”。此外，还要保持民众的民主斗争意识。民主运动本质上与民众休戚相关，但向民众

们空谈选举毫无意义，应该让他们明白从民主中能得到的权利。民主与民众的生活挂钩，才能真正点

燃其对自由人权的渴望，才能真正懂得去承担“帮助别人逃脱这样一个不正义的、残忍的局面”的责

任，G 也唯此才能保持民主斗争的持久性。

通过“精神革命论”和“参与式佛教”，昂山素季政治思想呈现鲜明的佛教化特点，形成了完整的

佛教化政治思想体系。

三、佛教对昂山素季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的影响

佛教不仅是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来源，构成其思想的内容，更对其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产生深刻

A　�［缅］翁山苏姬 ：《翁山苏姬——来自缅甸的声音》，黄梅峰译，台北时报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95 页。�

B　�Alan�Clements,�“Truth�is�a�powerful�weapon”, 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New�York:�

Seven�Stories�Press,�1997,�p.71.

C　�Alan�Clements,�“Running�away�is�not�going�to�solve�any�problems”,�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New�York:�Seven�Stories�Press,�1997,�p.43.

D　�Alan�Clements,�“Nobody�can�humiliate�me�but�myself”,�The Voice of Hope: Aung San Suu Kyi Conversation with Alan Clements,�New�

York:�Seven�Stories�Press,�1997,�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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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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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首先，佛教构成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并推动其思想的深化及佛教化。从昂山素季政治

思想形成和发展来看，佛教对其思想建构的影响在不断增强。在她刚步入缅甸政坛发表的文章和讲演

中，只是流露出佛教的只言片语，佛教未曾对其政治思想构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到昂山素季被监禁

前后，她的佛教化倾向才明确起来，在《追求民主》《免于恐惧的自由》等文章中，她运用丰富的佛教

修辞手段，阐释民主、人权、非暴力、自由，表现出她利用佛教进行政治思想本土化的自觉。昂山素

季用佛教“毁坏四因”理论，解释了缅甸衰落的原因。她将矛头直指缅甸当局，随后，她利用佛教经

典中的“大平等”故事，构建起了佛教修辞下的民主制度要素 ：社会契约产生政府、普选制和依法治

国。她强调“国王的十种义务”可以作为衡量政府执政情况的基准，并从中找到非暴力的佛教源头。

她还强调了佛教思想中“信心”和“无畏”两个要素，并指出民众需要达成两个要素所指的境界后，

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实现真正精神上的革命。昂山素季还将佛教的仁爱和慈悲引入政治，认为 ：“我们

要更好的民主，心怀慈悲的更完整民主。我们不应该羞于在政治中谈论慈悲和民情，关爱和民情应该

是政治的一部分，因为讲法律的时候也必须怜悯，我们宁可用‘同理心’，这个词比‘怜悯’更温暖、

温和。”A

其次，佛教有助于昂山素季政治思想的本土化，不仅容易为民众所接受，也加强了自己的合法性，

推动缅甸民主运动发展。在缅甸，佛教是绝大多数民众的信仰，用佛教阐释民主、人权、自由、非暴

力等理念，将源自西方的观念与佛教相结合，民众由此理解了什么是民主、人权、自由，并认识到这

些是符合佛教的，有力地反驳了军政府“缅甸不宜于民主”的论调。昂山素季将人权、自由、民主等

概念与缅甸佛教价值体系建构起联系，为民主思想在缅甸建立了合法性基础。

昂山素季久居国外，被军政府攻击不懂佛教，不符合佛教和缅甸生活习俗，是个“外国女人”，昂

山素季回击道 ：“我不认为自己是佛教政治家。我是佛教徒，我通过自己的生活领悟佛教，接受佛教的

教导。” B 她对佛学的熟稔掌握和运用，表明她是虔诚佛教徒，对佛学有精深认识，为她赢得更多民众

支持，也回击了军政府的抹黑。

昂山素季借助佛教阐释其思想，赢得僧侣的大力支持。僧侣在缅甸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在民主运

动中，他们是一股积极的力量。昂山素季在缅甸各地宣传时，大批僧侣来听演讲，并为她和民盟成员

提供寺庙住宿，接受她的布施。当民主运动遭到镇压时，僧侣为民主人士提供庇护。“在民盟和僧侣之

间，稳定地建立了兄弟般的合作情谊。”C 相比之下，军政府遭到僧侣的唾弃，僧侣不愿接受军人的布

施，甚至不给他们举办超度亡灵的仪式，僧侣对军政府的抵制就是对其合法性的最大挑战。2007 年僧

侣成立“缅甸僧伽联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举行和平游行，他们身披袈裟，倒拿钵子，口念佛号，赤

脚行走在大街上，表达对军政府的不满。一些僧侣还游行到昂山素季的家门口，向她表达支持和敬意。

也就是说，昂山素季利用佛教来阐释政治思想，不仅赢得民众，也赢得僧侣的支持，这在佛国缅甸是

重要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民盟政府的政府治理，吸取佛教的标准。昂山素季援引“国王的十种义务”，作为评判政府

好坏的标准，2016 年 4 月民盟政府掌权后，昂山素季按此标准施政和治理。昂山素季从各方政治势力

权力平衡角度考虑，在权力分配时纳入少数民族、军人和其他群体。议会两院 4 名正副议长中有三位

是少数民族。在三名正副总统中，民盟推举了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出任副总统。内阁 18 位部长中，除三

个部长按宪法规定是军人保留外，6 名出自民盟，2 名出自巩发党，7 名出自独立人士。这种政府构成

符合“慷慨”“宽容自制”的要求。

A　�［英］彼德·波凡姆 ：《翁山苏姬》，庄安祺、范振光译，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 322 页。

B　�Gustaaf�Houtman,�Mental Culture in Burmese Crisis Politics: Aung San Suu Kyi and the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Tokyo�:Tokyo�
University�of�Foreign�Study,�1999,�p.291.

C　�［英］彼德·波凡姆 ：《翁山苏姬》，庄安祺、范振光译，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版，第 1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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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导致腐败，昂山素季对军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她对民盟政府的廉政有较高期许，制定一系

列廉政规则。2016 年 4 月 1 日，缅甸国家总统办公厅发布一份《赠送礼品指导手册》，规定接受礼品

必须遵守相关规定，此后缅甸政府还成立了由 15 名成员组成的专门反贪腐机构。为了厉行节约，民

盟政府还指示内阁部长，若要装修个人办公室或是部门设施，须自掏腰包。A 这些措施符合“品德端

正”“自我牺牲”“廉洁”“朴素”等标准。

反对侵犯人权是昂山素季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她一直要求军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民盟政府执

政后，昂山素季就以国务资政身份，发布有关特赦政治犯的国务资政办公室第一号命令，宣布释放政

治犯、政治激进分子、受政治牵连正在接受司法程序的学生。除了释放政治犯，民盟政府还推动议会

废除侵犯人权的法律。2016 年 5 月 24 日缅甸人民议会和民族议会通过废除《国家安全法》的议案。

2016 年 9 月 22 日，缅甸民族议会通过废除《国民紧急条例》的议案，上述法案以“安全”为由侵犯人

权。这些措施符合“仁慈”“非暴力”原则。

民盟执政一年多，经济方面表现不佳，面对指责，昂山素季承认国家的政治进程和经济改革出现

滞后现象，还表示若失民心，民盟政府愿意下台。B 按照“无违民意”原则，她说出这样的话，一点

也不奇怪。

第四，“民主女神”与“菩萨”称号，引发对昂山素季的个人崇拜。

昂山素季在缅甸民众中拥有巨大的威信，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其道德资本除了源于其父昂山将

军的威望，更多的是来自于她的民主追求和牺牲奉献。她是民主斗士，坚强、坚忍、宁死不屈，遭遇

长达 15 年的软禁，矢志不改，她被誉为“民主女神”，成为缅甸摆脱专制、追求民主的象征。同时，

昂山素季将缅甸国家和民众摆在个人利益之前，宁愿忍受囚禁和与家人分离的痛苦，放弃幸福舒适的

生活，舍小我而为大我，成就圣徒式牺牲，就像佛教中救苦救难的菩萨。昂山素季的奉献牺牲精神，

使其成为“菩萨”；她的道德和革命，使其成为“明君”；她运用佛教对其政治思想的阐释，又在某种

程度上是“高僧”，最终引发对她的个人崇拜。

作为民盟领导人，昂山素季大权独揽，民盟事多由她裁决。2013�年 3�月民盟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昂山素季当选为民盟主席，她根据自己的意愿，推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漠视民盟章

程中规定的程序。资深党员温丁说，在党代表大会上，“没人敢在昂山素季面前畅所欲言，……不是因

为害怕，而是出于敬仰。” C2015 年大选时，面对国内佛教民族主义的批评，昂山素季未经民主程序，

就将穆斯林排除在民盟候选人名单之外，这表明“民盟组织、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定都是昂山素季的意

志。”D�2016 年，昂山素季成为国务资政，行使“总统之上”的权力，许多政府部门软弱低效，主要是

因为昂山素季大权独揽，即便是小的决定，也要等她签署确认，使许多问题悬而未决。

昂山素季是革命型领袖，她不仅创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还试图以此改造缅甸社会。在她看来，缅

甸民众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消极、畏惧，缅甸社会充满暴力、专制，因此，必须重新评价自身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E 昂山素季用佛教阐释民主、人权、自由、非暴力等现代概念，并提出精神革命和

参与式佛教，她希望民众能克服安于现状的心态，培养民主和公民权利意识，以及敢于质疑和行动的

能力，最终建立民主政治，实行善治。

（责任编辑 周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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