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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共也资助他们在湖南建
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朝东南亚
广播，宣扬共产主义。但在马来西亚政
府控制之下，马共人员只能在马泰边界
的泰国一侧建立游击队营区，在马泰两
国管制不到的空隙生存。1965年据泰国
政府估计，当时在泰南森林里的马共部
队尚有450人。在1960年代，共产党在
东南亚仍被视为最大威胁。但随着1963
年马来西亚成立，马共武装斗争进一步
失去群众支持，难以为继。

1974年，马来西亚率先跟中国建立
邦交。当时大马首相敦拉萨与中国国家
主席毛泽东会面时要求停止支援马共，
被毛拒绝了。但当时中国对马共的支援
其实已经逐步减少。七十年代后期，当
邓小平成为最高领袖后，中国对马共的
冷淡更是明显。在北京的陈平清楚感受
到中共对外政策的转变。八十年代初，
邓小平在一次会面中直接告知中共将要
完全停止支援。马共没有了靠山，加上
内部矛盾，内忧外患，愈被孤立，最后
只得凋零。

签署合艾和平协议

1989年12月2日，马来亚共产党、
泰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在泰国合艾正
式签署和平协议。陈平以马共代表身份
签署上述协议。协议中马来亚共产党宣
称自愿解除武装，走出森林。而马泰两
国政府同意让这批约1200名原马共成员
分别选在泰国或马来西亚定居。泰国政
府同意在泰国边境建立和平村让马共成

员定居，大马政府则承诺不追究他们的
过往，让他们回国定居，以平民的身份
重新生活，融入社会。

陈平则在和平协议签署之后一直居
于泰国曼谷。1999年12月，澳洲国立
大学邀请他过去参加“与陈平对话工作
营”，与国际学者交流，为他们研究马
共的某些疑惑进行解释。2003年他以英
文写成自传《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我方的历史》），总结
了自己战斗的一生。

2004年，新加坡政府特许他以学
术研究为由，短暂访问新加坡。他本身
则希望通过和平协议的签订可以重回马
来西亚，到实兆远老家祭拜双亲的坟墓
及在那里终老。不过马来西亚政府断然
拒绝他的请求。2005年，他入禀槟城高
庭，要求谕令政府履行和平协定内容的
协议。案件一直延审至联邦法院，最终
在2009年4月30日联邦法院驳回陈平的
申请。2009年11月他公开对当年马共暴
行下的受害者和家属道歉。不过被时任
副首相的慕尤丁回拒。慕尤丁说，那些
在马共游击战中失去亲人的家庭至今仍
感到痛苦，若让陈平回国，他们会对政
府不满。

历史未定公案

2013年9月16日，《曼谷邮报》报
道，陈平由于年迈，已在当地时间6点
20分（吉隆坡时间7点20分）于曼谷康
民医院逝世，享年89岁。那时他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