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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徒步沿边界线
踏勘中缅边界，查看新中国第一块界碑。中缅边界
是新中国成立后与邻国划定的第一条边界，被称为

“共和国1号碑”的中缅1号界桩位于云南腾冲市。
鲜为人知的是，中缅边界问题从提出到解决经历了
漫长的过程。

“滞缅蒋军”让缅甸感到担忧
新中国成立初期，同邻国间存在着许多历史遗

留的边界问题。因为面临着国内外很多严峻的考
验，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问题时，决定
暂时搁置边界纠纷，以待时机成熟再解决。

在封建时代，中缅两国虽然关系密切，但并没
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885 年英国统治缅甸后，在
中缅边界问题上制造纠纷，借机侵占中国领土。其
中，1941年，英国乘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以关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用换文方
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
就是所谓“1941 年线”。缅甸独立后，继承了这个
协定。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暂维现状”的边界政策相
比，缅甸政府是迫切希望解决边界问题的。“滞缅
蒋军”是促使缅甸重视中缅边界的重要因素之
一。1949年底至1950年初，国民党将领李弥率残
余部队逃入“1941 年线”以西缅甸境内的掸邦地
区。缅甸实施多次针对李弥残部的军事打击，但
因军事实力薄弱，打击效果不甚明显。1952 年解
放军追剿国民党残部时，进入南段“1941年线”以
西地区并驻扎下来。当时缅甸内战尚未结束，对
此无暇顾及。而后，缅甸政府有了担忧，担心中
国会借消灭李弥残部之机侵占领土。

1954年12月，缅甸总理吴努访问中国，两国领
导人首次就边界问题全面而深入地交换意见。当
时，中国要求改变英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造成的恶
果，而缅甸强调继承英国统治时期造成的既定状
况，这决定了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复杂、曲折的
过程。

“黄果园事件"令形势紧张
1955 年 11 月，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

果园附近，两国前哨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情况下发
生误会。引起武装冲突事件。缅甸军队趁机占
领中缅北段边界的 5 个地方，使边疆形势一下子
紧张起来。缅甸媒体诬陷中国军队入侵缅甸，美
国也利用这个事件大做文章，支持马尼拉条约国
进行军事演习，造成东南亚形势的紧张。“黄果
园事件”使双方特别是中国感觉到解决边界问题
的迫切性，因此从 1956 年初起，中缅两国政府就
中缅边界问题开始了频繁的接触。1956 年 7 月
以后，中缅关系一度较为紧张，缅甸在国际事务
中的态度较为倾向西方。缅甸和国际舆论对“中
国侵略缅甸”的渲染西方阵营在中缅边界问题上
的推波助澜和挑拨离间，给中国造成了相当大的
压力。

中缅边境举行万人大联欢
为了和缅甸领导人直接交流意见，周恩来决定在出访亚欧

11国之前主动邀请吴努访问中国。1956年 10月25日到11月4
日，周恩来同前来北京访问的吴努进行了4次会谈。在中缅两
国的边界谈判中，周恩来提出了“互谅互让”的主张。两国领导
人就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协议，会谈之后发表了
联合公报，宣布中缅两国政府取得谅解，从1956年11月底起，
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
古浪地区。1956 年底以前，中缅两国政府分别完成了撤军的
工作。这就为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缓和的气氛和
良好的开端。

1956 年 12 月 10 日，周恩来在访问欧亚 11 国时访问了缅
甸。在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总理出席了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首府芒市举行的中缅边境 1 万多人参加的联欢大会。
中国举行边民联欢会，主要是出于缓和7月以后两国关系紧张
的缘故，同时争取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对边境问题的支持。而中
缅关系“由阴转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态度
的变化，作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在这种转变的背后，中国力图

“首先是争取世界形势的和缓；第二是要与亚非国家真正和平
共处，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包围打开一个缺口；第三是预防大
国主义情绪”。

向国内各方解释让步原因
1957 年，中共努力向国内各方解释作出让步的原因、必

要性，以消除不同意见，统一思想。1957 年 3 月，周恩来先后
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在昆明召集的云南省各界和
少数民族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上做了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
告，主要针对一些人认为中央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方针“吃
亏太大”的问题，从解决该问题的目的、国际意义方面，进行
了说服工作，进步统一 了全国各方 面在中缅边界问题上的
看法。

1958 年，由于缅甸国内政局动荡，一时无暇顾及中缅边
界问题。1960年1 月24日至29日，时任缅甸总理奈温应中国
政府邀请来华访问。经过中缅双方领导人进一步会谈，于 1
月28日签订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缅关于两国
边界问题的协定”。196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4 日，缅甸总理
吴努应中国政府邀请访华，参加了 中国的国庆活动。10 月 1
日，两国正式缔结《中缅边界条约》。

（摘自《文史精华》《南洋问题研究》）

民国早期
吴佩孚反对“国会迁往三大殿”

辛亥革命后，清朝废帝溥仪等在内廷生
活期间，故宫内的设施有不少损坏，最明显的
就是各宫门的门槛都被溥仪锯掉，以方便其
骑自行车玩耍。宫内所藏宝物，更有许多被
盗被毁。1924 年 11 月溥仪被冯玉祥逐出故
宫，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其
后，经过内战、日寇侵华乃至种种天灾人祸，
故宫文物虽有部分流失，宫殿在国人殚心竭
智的保护之下基本完好，实属不易。其中，在
故宫博物院建立前，北洋军阀政府曾动议将
参议院、众议院迁入故宫三大殿办公，因直系
军阀吴佩孚发表电报反对，两院搬迁之议被
阻止，故宫因此才未遭破坏。

1923年，北京政府以国会会场狭小为名，
计划将参议院、众议院迁往紫禁城太和、中
和、保和三大殿，并将三大殿改造成日常办公
及召开会议的场所。吴佩孚闻讯，立即从洛
阳发电报至京，表示强烈反对。一时间，社
会舆论大哗，对北京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国
会两院迁移三大殿之议至此打住。

战乱年代
毛泽东命令“避免破坏故宫”
对于故宫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毛泽东是

早有认识的。还在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
他就对斯诺叙述过他年轻时对故宫的印象和
感触：“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
动有趣的补偿……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
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

1949年1月，在平津战役如火如茶之际，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林彪、罗荣桓、聂
荣臻的电报中，专就保护北平文化古迹问题
作出指示，命令：“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
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
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在解放军重重包围平
津守敌的同时，解放军有关人员找到位于城
郊清华大学的梁思成家中，请他在地图上标
出北平城内外及准备南下途中的重要文物古
迹所在，并把这份有标记的地图发至各部队
以为遵循。在几百万大军刀戈相向的战争环
境下，故宫建筑没有受到任何损坏。

“大跃进”中
故宫差点被“革命性改造”

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制订建设规划时，
许多人提出要拆除故宫。先是苏联专家提出
要拆除故宫，把中央行政区放在故官的位
置。一些老干部也提出要拆除故宫，说一见
到故宫就想到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穷人受
苦受难。梁思成等反对拆除故宫，受到批
判。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力主保住故官，拆除
故宫的意见被搁置了。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给故宫带
来了危机。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
上讲话时说：“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

舒服。”他还批评一些主张保护古代建筑的人
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
政治问题。”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特指要拆除
故宫，但却被一些人“发挥”，提出要拆除故
宫。1958 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
出了一个对故宫“进行革命性改造”的报告，
欲“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
出，要“将紫禁城内前后两部分划分为二，后
半部分从乾清门后由故宫博物院办陈列，前
半部分交园林局建设成为公园”，以及对故宫
的宫殿建筑拟大事清除，保留重要的主要建
筑，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在“大跃进”的
狂热时期，这个报告得到许多人的附和。

周恩来不愿看到故宫被拆除，但当时人们

头脑发热，他不好直接否定主张拆除者的意
见。周恩来把北京市负责城市建设规划的领
导找来，和他们商量：故宫等古代建筑定要保
留，但可以把这些古代建筑统组织起来，拆除
部分房屋，扩大植树区，搞一个群众都能进去
休息娱乐的大区域。同时，建设东、西长安街，
在长安街附近建设机关办公楼。周恩来想用
这个办法，把北京城中包括故宫在内的古建筑
保护起来。北京市有关部按照周恩来的意见
进行了研究、协商，把保护故宫作为重点，于
1958年9月搞了一个《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
稿）》。这个办法果然管用。一些主张拆除故
宫的人，见这个规划突出了群众性，也有建设
人民大会堂等大工程，也就无话可说了。

20世纪60年代初，又有人提出北京交通
紧张，要拆除故宫。许多老学者、老专家反对
这个方案，甚至在一些会议上痛哭流涕。毛
泽东对于老学者、老专家的态度很不满意。
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陈述了不能拆除故宫
的理由，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正是在周恩来
的力主下，中央和北京市领导干部才统一了
对故宫古代建筑保护的看法，确定了保护这
座古代建筑精品的原则。

“文革”时期
周恩来作出关闭故宫决定
1966年“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和造反派

将矛头指向故宫，要砸烂故宫。1966 年 8 月
18日，就在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
红卫兵后，当晚周恩来得知一伙红卫兵准备
第二天冲入故宫去造反。周恩来立即作出了
关闭故宫的决定，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
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故宫大门一闭就是5年
之久，于1971年7月5日重新开放。在许多地
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

接着，故宫内进驻了军宣队。军宣队的
任务是发动故宫职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支持“左”派。周恩来让身边工作人员转
告进驻故宫的军宣队：要负责保护故宫建筑，
不能失火，不能把故宫烧了，不能让故宫里的
文物和大量珍宝丢失。但时隔不久，进驻故
宫的军宣队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于1966年
10月撤离故宫。这一下，故宫中一些人趁机
拉起新的造反组织，想占领故宫。在此情况
下，周恩来于1967年5月26日，果断下令：北
京卫戍区派一营部队进驻故宫，实行军事保
护。故宫宫殿及文物这才免遭破坏。

（摘自《快乐老人报》）

2019年1月，为期4个月的“尼雅·考古·
故事——尼雅考古 30 周年成果展”，在新疆
博物馆圆满结束。尼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
一站，那些静静矗立在大漠深处的房屋、佛
塔、墓葬、简牍……讲述着千余年前一个古老
文明的兴盛与衰落，也记录着百余年来一个
国家的复兴之路。

绕不开的斯坦因
1959年，刚刚成立的新疆博物馆，组织专

业队伍对尼雅遗址进行调查和抢救性清理。
此后，尼雅遗址的考古便中断了。

1985年，日本僧人、珠宝商小岛康誉到新
疆寻找宝石，获邀参观克孜尔千佛洞。洞中
壁画因风雨侵蚀和人为破坏的残破现状，令
小岛康誉担忧。在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小岛
康誉回日本后，立即汇来10万元（人民币），不
久又动员日本各界人士筹集1亿日元捐给新
疆，专门用于修缮千佛洞。1988年，在小岛康
誉的倡议下，“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
队”成立。两年后，尼雅遗址考察正式开始。

说到尼雅，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它的发现
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1901年，斯坦因
带领探险队，在当地农民伊卜拉欣的带领下，
在尼雅河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了
沉睡千年的尼雅遗址。该遗址南北长 22 公
里、东西宽6公里多，由几十处各种建筑群组
成。从1906年到1931年，斯坦因又三次进入
尼雅遗址，带走了大批珍贵文物。

迷路发现珍贵木牍
盗墓小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中，虚构

了一个沙漠孤城。但在一千多年前的塔克拉
玛干沙漠南缘，的确曾存在过一个古国——
精绝。

根据《汉书》和《后汉书》等的记载，精绝
是西城南道上一个绿洲城邦，地处丝绸之路
交通要道，从敦煌去莎车的南道必须经过精
绝。公元前 59 年，精绝被纳入西域都护管
辖。东汉末年，精绝成为鄯善王国统治下的
精绝州，直到公元5世纪与鄯善一起湮灭在历
史长河中。

斯坦因研究认为，尼雅遗址就是精绝国

所在。
1990年秋，中日联合考察队踏上了对尼

雅遗址的考察之路。他们骑着骆驼，从卡巴
克阿斯汗村出发走了三天，才到达沙漠深处
的尼雅遗址。扎下大本营后，考察队员们分
成小组，开始在遗址中踏查。

然而，一行人走到傍晚也没有找到遗址
的地标——佛塔。 眼看太阳落入沙山，他们
不得不动身返回。层层叠叠的沙丘群一望无
际，即便有向导领路，考察队员们还是迷路
了，找不到大本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座巨
大的固定沙丘。队员们都兴奋起来，因为风
一吹过，废弃的房屋就会挡住沙子，天长日久
形成固定沙丘。

果然是一座里面掩埋着房屋废墟的巨大
沙丘，沙丘边，一栋住宅的废墟 袒露着。在
房屋的地面上，遗落了一只打烂的陶罐，一堆

写有法卢文（印度传来的古丝路商文）的木牍
散落在地。尼雅遗址的法卢文木牍，几乎早
被斯坦因扫荡光了，这次发现这么多木牍，考
察队员们能不兴奋吗？

精绝国亡国之谜
1995年10月，中日两国考古学家再次对

尼雅遗址进行科学考察，意外发现一处东汉
至魏晋时期的古墓群。 当考察队员们打开8
号墓的棺材时，令人震撼的画面出现了。墓
主人尸体的臂肘腰部浮现出一块蓝底白字的
织锦，在云气纹、虎、瑞兽、鹤、凤凰和日、月的
花纹中，赫然出现了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
国”锦文。

《汉书·天文志》中有“五星分天之中，积
于东方，中国大利”的语句。“五星出东方”是
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同时出现在东方

天域，连成一条直线形成“五星连珠”的天
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其实是汉晋时期人
们祈求国家强盛的一句吉祥用语。

随后，考古队员们发现一块织有“讨南
羌”三个字的织锦。据推断，8号墓的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精绝王，参与过汉宣帝征讨南羌
的战争，因立功获赐“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
护膊。

1995年尼雅遗址出土的文物，不但昭示
着古精绝曾经灿烂的历史文化，而且为后人
勾勒出中原王朝与西域的紧密关系。那么，
精绝怎么变成了一座沙漠中的死城了呢？有
些学者认为，环境恶化是精绝人最终放弃尼
雅家园的原因。可这座古城并不像是被逐渐
遗弃的，许多房屋半掩着门，存放的法卢文简
牍还密封着，储藏室里还存放着许多食物，甚
至纺车上还有一缕丝线。也许精绝人还期待
着有一天能够重返故土。

法卢文木牍中，记录着Supi人对精绝国的
入侵。学界一般认为，Supi与青藏高原上的古
代象雄王国“苏毗”部落应该是同一群人。尼
雅遭到废弃，生态环境恶化并非主因，主要还
是由于苏毗不断入侵。 （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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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多次反对拆除故宫
今年元宵节，故宫博物院建院94年来首次举办灯会，首次在晚间免费对预约公众

开放。“紫禁城上元之夜”文化活动，引发抢票热潮。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始建
于明朝永乐四年（1406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历经明、清两个时代24个皇
帝。清政府被推翻后，故宫历经沧海桑田之变，是如何艰难保存下来的呢？您可能没机
会去故宫“闹元宵”，但关于故宫的故事却不能不知道。

（摘编自《人民政协报》《党的文献》《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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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睡大漠千年，尼雅遗址探秘史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俺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把新生和新成护在
身后，王连禹抓了几把没有抓住，竟在俺胸膛上打
了一拳，俺说什么也没想到他会对一个女人动拳
头，倒退几步，蹲坐在地上。他接着去拉新生和新
成，新生和新成一人抱根床腿死死不放，还不停地
挣扎，用脚乱踢。折腾不久，王连禹就气喘吁吁
了，气急败坏地在新生和新成的屁股上踢了两脚，
喝斥道：“不识好歹的东西！明天早晨一定跟我
走！”说完，趔趔趄趄地走了。

第二天早晨，王连禹早早来了，可到新生新成
睡觉的东屋一看，哪里还有两个孩子的影子？俺
一下也慌了，后悔没有看好两个孩子。王连禹过
来逼问俺，俺发毒誓说：“俺要知道他们去哪儿了，
喝口凉水也噎死！都是你逼的，还俺孩子！还俺
孩子！”说着要上前挠他的脸。

王连禹这次没有还手，躲闪着，跑出门外，说：
“我一定要把这两个兔崽子找到！”说完，转身跑
了。

早晨，天上莫名其妙地飘下了大朵大朵的雪
花。由于时令还早，雪花刚伏落在地上就融化了，
地上就蒸腾起一股湿漉漉的雪雾，浓浓地罩在空
中。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没走多远，鞋便粘成一个
泥坨子，俺只好停下来，从路边的树上折根木棍剔

刮掉。
中午，雪停了，起了风，风刮在脸上，就像虫叮

蚊咬。我终于找到了寿长战友的家，可令人丧气
的是，新生和新成并没有来过这里。俺一着急，呜

呜地哭了，寿长的战友一家人也陪俺掉了很多眼
泪。俺想走，他们非要留俺吃饭。吃完了饭，他们

又给俺拾了半书包窝头，还有十来个煮熟的鸡蛋。
傍晚，俺来到黄河边的一个村子，要到村头的

一户人家讨口水喝，竟然撞见了王连禹。王连禹
推了辆自行车，正在描述新生和新成的模样，向两

位老人打听有没有看见这两个孩子。
他一回头看见了俺，急忙走过来问：

“打听到孩子的消息了吗？”话语里透着焦
虑、心疼、难过和急切。

俺把脸别向一边，不理他。同时也变
相告诉他没有打听到。

“我真浑啊！”王连禹狠狠地在自己胸
膛上打几拳，一下蹲到地上，把头埋进裤
裆里，用手撕扯着头发。

“活该！”俺嘴上骂着，心却有些软了。
这时，一位老乡走过来，说：“在这里

愣着干啥，还不赶快去找？这么冷的天，
两个孩子在外面不冻坏了才怪呢。”

听了老乡的话，王连禹一下站起来，
推起自行车就走，可走出没几步，又回过
头，来到俺面前，命令俺：“来，上车！”

俺疑惑地看着他，往后退了一步。
王连禹大声地说：“上来呀，我还能把

你卖了？”接着换了口气说，“我送你回家，
万一孩子回去了，见家里锁了门，一定又跑出去。
如果他们回家，你务必把他们留下来！”

原来他是这意思。俺想了想，认为他的话有
道理，就点了点头，走过去。俺腆着大肚子，跳不
上车，王连禹把车子倾斜了，让俺先坐上去。他左
脚踏在踏脚子上，右脚使劲蹬地，把车子冲起来，
然后从前面把脚掏过去，上了路。

骑着骑着，王连禹屁股离开鞍子站着骑，把自
行车骑得歪歪扭扭，几次要把俺摔下来。开始俺
还想他这是折腾俺哩，想让他停下来，把俺放下，
可俺斜眼看一眼他的屁股，他的裤子上洇出血
迹。俺不得不扔掉了打狗棍，两只手死劲抓住自
行车椅架。

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刚进胡同口，
就听见有人咋呼说：“回来了，回来了，俺姐回来
了！”俺一听，是俺妹妹兰香的声音。接着又听见
俺娘招呼：“梅香，俺把新生和新成给找回来了！”

听到说新生和新成回来了，王连禹精神一振，
紧蹬两下，冲到大门口，差点把俺从自行车上闪下
来。他停下车子，还没等俺下车站稳，就把车子一
推，就院子里跑，一边跑一边问：“在哪里？在哪里
呢？”当他跑进屋里，一眼看到新生时，一下把他搂
在怀里。又看到新成躺在炕上，马上跑过去，担心
地问：“新成，你怎么了？怎么了？”

新成小声地叫一声：“舅舅！”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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