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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首都金边，诺罗敦大道和西哈努
克大道交叉的中心位置，矗立着砖红色的独
立纪念碑。蓝天白云下，这座为纪念柬埔寨
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而修建的建筑格外醒目。

在这里，地理坐标和历史坐标都指向了
柬埔寨“独立之父”——诺罗敦·西哈努克。

人生九十载，起起伏伏。西哈努克经历
了殖民主义的压迫，领导柬埔寨实现民族独
立，坚持国家自主发展，遭遇政变后长期流
亡，坚持抗争直至重返故土，带领人民走上
和平发展道路……西哈努克的一生，是为柬
埔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和解与发展振兴而
不懈奋斗的一生。

“高棉国王成为法国当局的一个傀儡”

柬埔寨位于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南部，与
越南、泰国和老挝接壤，主体民族是高棉
族，历史上曾经建立过以吴哥 （今暹粒） 为
王城的高棉帝国。

“我们柬埔寨曾经拥有辉煌灿烂的历史和
文化，因为战争和被殖民，才逐渐变得贫穷
落后。”在独立纪念碑边的西哈努克雕像前，
柬埔寨大学历史学教授狄索帕告诉记者。

西哈努克的姓氏源于他的曾祖父——诺
罗敦。柬埔寨在西方殖民扩张的铁蹄下沦为
殖民地，正是始于诺罗敦国王时期。

1862年，法国吞并交趾支那 （今越南南
部），称之为法属交趾支那。1863 年，法国
时任海军和殖民地部部长沙瑟卢-洛巴命令
新任法属交趾支那总督德·拉·格朗迪埃率
军舰来到当时的柬埔寨首都乌栋，强迫诺罗
敦国王签订《法柬条约》，柬埔寨由此成为法
国的“保护国”。沙瑟卢-洛巴因吞并交趾支
那并建立对柬埔寨的“保护制度”而成为法
国殖民扩张的关键人物。后来，法国人在法
属交趾支那首府西贡 （今越南胡志明市） 开
设了一所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沙瑟卢-
洛巴中学，这就是西哈努克和他父亲苏拉玛
里特的母校。

诺罗敦国王不甘国家被吞并的命运，实
施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希望以此改变国家
的落后面貌，实现自立自强，但这注定不会
被殖民者所容。1884年，时任法属交趾支那
总督夏尔·汤姆森彻底撕下“保护”的伪
装，带领军队闯入柬埔寨王宫，强迫诺罗敦
国王签署一份交出所有权力的条约，由此控
制了柬埔寨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大权。

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在法国
强加给诺罗敦国王的1884年条约上签字后，
诺罗敦国王丧失了一切权力……这个条约贬
低了诺罗敦国王，使高棉国王成为法国当局
的一个傀儡。”

狄索帕说，殖民者在柬埔寨为所欲为、
恣意掠夺，激起人民的反抗。诺罗敦国王忍
无可忍，派长子尤根托，也就是西哈努克的
叔祖，赴巴黎向法国政府揭露和控诉殖民者
的罪行。但法国人的回应是下令逮捕尤根
托，他因此被迫逃亡英国，随后前往暹罗

（今泰国），并一直流亡在外，直到1934年死
于曼谷。

文化上的同化政策是法国维护殖民统治
的典型手段。1892 年，法国议会通过法
令，将印度支那认定为被法国“同化”的殖
民地。为巩固法国文化在柬埔寨的统治地
位，殖民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柬埔寨民
族文化发展，如规定法语为官方语言，在柬
全国只开设一所初中、一所高中和少量小
学，聘用法国教师，以法文教学为主，开设
法国历史课程而不设置柬埔寨历史、地理课
程。法国人的目的是消灭柬埔寨本土文化，
利用这些学校培养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顺从
者。

西哈努克在回忆录里提到，母亲在他小
时候告诉他，只有精通法语的高棉人才有可
能在政府中找到好的职位，因此他无论如何
也要进入“拥有最佳法语教员的最好学
校”。于是，西哈努克在金边最好的小学学
习法语，后来又到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
读书。从小接受法语教育的他一度将去金边
唯一的中学教授法语作为职业理想。

柬埔寨学者宋修在《文明运动》一书中
这样描述：“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做法让许多柬
埔寨人对本民族的语言产生了厌恶，而这种
厌恶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骨髓的，
即使到独立后的西哈努克时代，仍然有柬埔
寨人厌恶本民族的语言，以致于非常抵制使
用高棉语进行交流和书信往来……这便是法
国殖民统治对柬埔寨民族文化的影响。”

“每棵树都长在死去的工人身上”

1904年诺罗敦国王逝世后，法国殖民当
局因不满诺罗敦王族的反抗，不允许诺罗敦
一系的王子继位，而是让诺罗敦的异母兄
弟、曾经两次帮助法国人“平定叛乱”的西
索瓦继承王位。西索瓦是西哈努克的曾外祖
父。西哈努克说：“自从保护国的地位确立以
来，实际上是由法国授意王位最高委员会来
挑选国王。”

西索瓦 1927 年去世后，其子莫尼旺继
位。在他统治期间，法国人在柬埔寨开辟了
一批橡胶树种植园，其橡胶产量占到法属印
度支那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种植园为法国人
创造了巨额利润，以法国人控制的红土种植
园公司为例，它 1910 年建立之初的资本为
230万法郎，25年后增加到1.1亿法郎，净增
近50倍。

巨额利润的背后，是对橡胶工人的无情
压榨。西哈努克的朋友、澳大利亚记者贝却
敌曾参观过磅湛省法国人经营的橡胶种植
园。据他记述，橡胶工人每天凌晨 5 点开始
干活，直到日落。由于劳动条件恶劣，劳动

强度大，加之蚊虫肆虐，患病的工人不计其
数。但法国种植园主不愿花钱给工人看病，
只在他们病重倒下时才给几粒药丸，导致许
多工人病死。种植园主对此无动于衷，因为
新的工人又会被送来。种植园主下令在每个
病死工人的尸体上种一棵新的橡胶树，因此
在工人中流传着一句话：“每棵树都长在死去
的工人身上。”种植园工人居住区犹如监狱，
设有铁丝网和武装岗哨。种植园内还有军队
长期驻扎，以便随时出动镇压工人。

狄索帕说，在殖民者的横征暴敛下，柬
埔寨人曾多次进行反抗，但都遭到镇压，许
多人被杀害。

西哈努克曾经认为，殖民者的到来会改
善柬埔寨的社会结构，废除奴隶制和农奴
制，却没想到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更为严
重。在法国殖民者掠夺下，柬埔寨除了农产
品加工和橡胶生产外，几乎没有工业，经济
落后、民众生活困顿、疫病流行，曾经富饶
的柬埔寨变成亚洲最贫穷地区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向纳粹德国
投降后，其在亚洲的殖民统治也被动摇。
1941年，法国维希政府与泰国签约，将马德
望、拜林和暹粒三省 （吴哥窟除外） 割让给
泰国。西哈努克当时深感屈辱：“我们可怜的
国家丢失了三分之一的国土！”据他回忆，当
时“在沙瑟卢-洛巴中学，所有高棉学生都
举行了‘国丧’”。

西哈努克说，他的外祖父莫尼旺原本认
为法国会“保护”柬埔寨。“作为一个国王，
他沉浸在绝望之中。想到自己从祖先那里继
承下来的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今天却有这
么一大块从他的手里失去，他昏厥了过去。”
1941年4月，莫尼旺国王在贡布波哥山的行
宫去世。

为独立自主而奋斗

在独立纪念碑旁边的广场上，21岁的青
年梅蓬勒列梅向记者道出柬埔寨人民的心
声：“已故的西哈努克国王是国家独立之父，
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国王。”

西哈努克出生于1922年10月31日，作
为诺罗敦和西索瓦两大王族支系的后代，从
小就背负双方的期待。他的名字系祖父诺罗
敦·苏塔罗亲王用古印度的巴利文所起，有

“狮子”的含义。
莫尼旺国王去世后，法国殖民者考虑由

谁来继承王位。狄索帕说：“当时18岁的西
哈努克看上去温和有礼，喜欢音乐和艺术，
殖民者认为他们可以轻易控制他。”因此，殖
民当局没有让莫尼旺的儿子继位，而是挑选
了他的外孙西哈努克。对此，西哈努克回忆
说：“大家可以预料，这样一个温顺的中学
生，一定会成为一个能为法国效劳的顺从君
主。”

然而，法国人没有想到的是，他们选择
的这位青年成为了法国对柬埔寨殖民统治的
终结者。

西哈努克在19岁生日那天正式加冕为柬
埔寨国王。为了让他恭敬从命，法国殖民当
局专门派遣 3 名法国人担任他的副官、私人
顾问和秘书。然而，年轻的国王并不理会法
国人的“良苦用心”，立志谋求国家独立。

彼时，法国等欧洲殖民帝国在二战中遭
受沉重打击，西哈努克抓住时机宣布柬埔寨
独立。但法国人在战后又回来了，名义上给
予柬埔寨“自治国”地位，实际上仍继续控
制着这个国家。

经历反法西斯战争洗礼，世界各地被压
迫人民在二战后纷纷觉醒，反对殖民主义、
谋求民族独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中
南半岛和柬埔寨国内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
涌。西哈努克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柬埔寨民

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谈到西哈努克争取独立的事迹，狄索帕

充满敬意：“他在政治舞台上最伟大的成就是
争取独立的旅程，而他谋求独立的特别之处
在于通过外交和政治手段。”

西哈努克借助相对有利的国际和国内条
件，一方面与法国谈判，一步步争取国家主
权；一方面不停在国际上奔走游说，向法国
施压。最终，法国被迫让步，向柬方移交全
部主权。1953年11月9日，西哈努克宣布柬
埔寨实现真正独立，法国延续90年的殖民统
治就此终结。

国家独立自主，是西哈努克的毕生追
求。为维护柬埔寨来之不易的独立，西哈努
克决定实行中立外交政策，拒绝投靠任何阵
营，让柬埔寨成为永久中立国。

二战结束后，随着欧洲殖民者的败退，
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国千方百计谋求控制东南
亚。1954年9月，美国主导成立“亚洲版北
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柬埔寨被其划入

“保护区”。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
来到金边，劝说西哈努克接受“保护”。西哈
努克回应说，柬埔寨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毫无
兴趣，“我们会照顾好自己”。1955年在印度
尼西亚出席万隆会议时，西哈努克明确表
示，柬埔寨始终坚持中立，决不被别国用作
对外侵略的基地。

西哈努克的态度令美国极为不满。1970
年3月，朗诺-施里玛达集团在美国支持下发
动政变，西哈努克被迫流亡北京，后成立柬
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并任主席。他说：“美帝国
主义及其走狗使我和我的战友成为流亡者，
我们不得不进行战斗，以便昂首返回可爱的
祖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柬埔寨战乱期间，西
哈努克曾在华长期流亡，领导柬埔寨人民反
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国内战乱逐步平
息和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局势迎来转机。
国际社会重新将目光投向西哈努克，希望他
能起到团结各方力量的作用。西哈努克不负
众望，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促成了柬国内不同
派别的和解。

从事柬埔寨民族文化研究的高棉之旅研
究所所长维拉瓦拉尼说，西哈努克是维护国
家和平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柬埔寨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他的功绩。

1993年，恢复和平的柬埔寨举行全国选
举，颁布新宪法，西哈努克重登王位。2004
年10月6日，他因健康原因退位，由他的儿
子西哈莫尼继位。

2012 年10月15日，西哈努克辞世。柬
国家电视台评价说，西哈努克是柬埔寨百年
来最杰出的国王，他带领柬埔寨人民摆脱法
国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独立，并在国家历
经30年战乱后实现了民族和解。

一座叫西哈努克的城

西哈努克一生追求柬埔寨政治上的独立
自主，也致力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为了更
深入地参与对柬埔寨的治理，他甚至在1955
年 3 月将王位让给父亲苏拉玛里特，自己组
建政党赢得大选并成为首相，亲自领导政
府。西哈努克港就是他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
一个缩影。

狄索帕说，柬埔寨独立后，原有的贡布
港水深不够，西哈努克于是计划建造一个全
新的深水港作为国际港口，位于泰国湾的磅
逊因水深足够和位置重要被选中。这里原本
只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西哈努克精心规
划，调集大批建设者来到这里建设新城。这
座城市被命名为西哈努克城，这里的海港至
今仍是柬埔寨唯一的深水港。

在国家建设过程中，西哈努克遭遇了各
种磨难。当年建设磅逊港时，西哈努克曾向
美国请求援建一条金边通往磅逊港的公路或
铁路，美国提出的条件是柬埔寨必须表示

“愿意合作”，接受美国的“保护”。这让西哈
努克明白，“美国‘慷慨’‘友好’的援助不
仅是附带条件的，而且是带有毒性和侮辱性
的”。柬埔寨陷入战乱期间，西哈努克城的名
称随着他的流亡而被改回磅逊。直到1993年
西哈努克再次成为柬埔寨国王，磅逊才重新
更名为西哈努克城。

恢复和平后的柬埔寨逐步走上经济发展
的快车道。2004年，柬埔寨政府提出国家发
展的“四角战略”，西哈努克城成为发展经济
的重点地区。

2008年，西哈莫尼国王签署法令，将西
哈努克城升格为西哈努克省，省市同名。狄
索帕说，西哈努克省的快速发展不仅对周边
地区产生了带动效应，而且对整个柬埔寨也
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来，随着西哈努克省
被柬埔寨政府列为多功能经济示范区，其首
府西哈努克城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投资和
外国游客，成为柬埔寨新的经济引擎。城市
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城区高楼林立，城郊建
设了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港特区），西哈
努克港正在建造新的深水码头，周边的海岛
正在开发……

柬埔寨新一届政府2023年上台后，提出
实施“五角战略”的国家发展计划，包括发
展人力资源、实现经济多元化和提升竞争
力、发展私营经济和促进就业、实现有韧性
和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数字
社会发展五大方面。柬政府还设定了2030年
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2050年成为高
收入国家的发展目标。

新一届政府制定了西哈努克省发展总体
规划，提出将该省建设成为国际门户、全国
经济增长极、东盟地区具有示范意义的重要
枢纽三大愿景。相关转型发展计划将分两阶
段实施，到2038年完成目标。

西哈努克当年致力于推动的国家经济建
设在柬埔寨历届政府不懈努力下不断取得成
果。近30年来，柬埔寨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6%，是东南亚地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2024年官方数据显示，柬埔寨全国人均年收
入达到1600至1700 美元，而西哈努克省人
均年收入更是超过4200美元，为柬各省份中
最高。

维拉瓦拉尼说：“已故太皇不仅是我最尊
敬的国王，也是所有柬埔寨人民最尊敬的国
王。”坚持独立自主，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
奋斗，是西哈努克一生最闪光的精神品质。
这体现在他所开创和推动的民族解放、经济
建设、中立外交等各项事业之中，这已成为
柬埔寨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指引柬埔
寨未来的国家发展。

柬中友谊“造福了我的国家和人民”

中国与柬埔寨是近邻，中国是最早承认
柬埔寨独立的大国之一。狄索帕说，中国倡
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西哈努克的“中
立”原则有共通之处，这让两国十分自然地
建立起友好关系。早在1955年出席万隆会议
期间，西哈努克就与周恩来总理建立了友
谊。两国1958年7月正式建交以来，西哈努
克一直致力于中柬友好，同中国几代领导人
结下深厚友谊。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柬开展经济合
作，中国为柬埔寨援建了纺织厂、胶合板
厂、造纸厂、水泥厂和玻璃器皿厂。西哈努
克说，这为柬埔寨“奠定了真正的工业基
础”，“使柬埔寨实现在就地取材、加工和直
接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基础上的工业化”。

1965 年 9 月，西哈努克及夫人来华访
问，周恩来总理专程从北京赶到重庆欢迎
他，同他乘船沿江而下游览三峡等名胜古
迹。西哈努克即席创作了歌曲《怀念中国》，
表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爱、感激之情。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友好关系，西哈努
克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选择到中国长期流
亡，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也大力支持西哈努
克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
斗争。西哈努克曾说：“柬中友谊从来没有
出现过任何问题和阴云，它造福了我的国
家和人民。”

已故柬埔寨公主诺罗敦·帕花黛维曾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我看来，父亲
把周恩来总理视为兄长。周总理值得信赖，
在我父亲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出手相
助。当柬埔寨遇到困难时，中国也从未离
开，一直支持我们。所以我父亲总是说，除
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如此真诚地爱护和帮
助我们。”

帕花黛维说，西哈努克对中国和中国人
民怀着深深的感情，把这种感情也融入了文
艺作品的创作中。西哈努克在 《怀念中国》
的歌词中写道：“啊，敬爱的中国，我的心没
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你是一个大国，
毫不自私傲慢，待人谦逊有礼，不论大小，
平等相待……柬埔寨人民是你永恒的朋友。”
歌词道出了西哈努克的心声，也道出了柬中
两国互相尊重信任的真谛。

由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的两国友好事
业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延续和发展。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农业、能源、交
通等领域与柬埔寨发展战略高效对接，推动
两国经济互补优势释放潜能，为中柬经贸合
作谱写了新篇章。

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金边至西哈
努克港高速公路 （简称金港高速） 就是中柬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高质量合作的重点项
目。该项目2019年开工，2022年10月开始
通车，由中方企业采用BOT （建设－运营－
移交） 方式建设和运营。公路全长187.05公
里，建成后两地车程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以
内，为柬埔寨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当年
西哈努克向美国求而不得的快速通道，60多
年后通过与中国的合作终于变为现实。

在西哈努克城郊外，被称为“中柬务实
合作的样板”的西港特区正在稳步推进 2.0
升级版建设，水、电、气等基础配套设施日
臻完善，产业承接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24
年年底，特区累计引入来自中国、欧美、东
南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和机构202家，创
造就业岗位3.2万个。

柬埔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主
任涅占达里表示，西港特区临近深水海港，
非常方便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交流。西港
特区与其他“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一起，在
帮助柬埔寨实现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今天，中柬友好事业仍在发展壮大。通
过持续加强务实合作，两国携手打造新时代
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努力结出累累硕果，造福
两国人民。

【专访】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
所所长金平

柬埔寨皇家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金平说，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人眼中既是民族
英雄，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他带领柬埔寨
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实现了独立。

从 1863 年到 1953 年，法国殖民统治柬
埔寨近一个世纪，使柬埔寨社会经济遭受严
重破坏。法国把柬埔寨视为大米和橡胶等原
材料的来源，专注于掠夺资源而不是促进经
济发展。法国还对柬埔寨人民征收重税，导
致民不聊生。殖民统治破坏了柬埔寨传统的
社会结构和政府体系，压制了柬埔寨的教育
发展，学校主要是为殖民统治服务，大多数
人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法国还试图将自己的
语言文化强加于柬埔寨人，导致本地传统文
化习俗衰落，破坏了柬埔寨人的民族认同。

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能够驾驭艰难的政
治环境，巧妙运用领导能力团结各种寻求独
立的团体。他因此被视为柬埔寨坚韧不拔民
族精神的代表，为柬埔寨带来了独立、和平
与团结。

西哈努克建立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
柬建交以来，两国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
互支持、相互成就，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
待、互利双赢的典范。

2019年，两国签署了构建柬中命运共同
体行动计划，这为柬埔寨的发展奠定了非常
坚实的基础，为柬埔寨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
发挥更重要和更积极的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高质量、高水
平、高标准的新时代柬中命运共同体注入了
强劲动力。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
国在柬埔寨实施了许多大型项目，包括道
路、桥梁、医院、体育场、水电站、西哈努
克港经济特区、金港高速公路和暹粒吴哥国
际机场等，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和减贫发
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柬埔寨人民创造了
大量就业机会。“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柬自由贸易协定
将帮助柬埔寨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即到
2030 年成为中上收入国家，到 2050 年成为
高收入国家。

（新华社金边1月12日电）

以西哈努克之名
新华社记者 吴长伟

这是2024年10月15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诺罗敦·西哈努克雕像附近拍摄的纪念诺罗敦·西哈努克逝世12周年仪式现场。
（新华社发 索万纳拉 摄）

■南方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