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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马来亚1957年从英国统治下独立
后，叛乱的矛头指向新成立的政府，战
斗持续不断，时不时出现升级趋势。当
时英国的《电讯报》报道称，“陈平认
为新成立的马来亚政府是殖民地走狗，
直到1958年，其手下还继续发动武装
袭击。”不过马共的武力斗争对当时渴
望和平的马来亚社会来说，实际意义不

大。1960年，马来亚政府宣布长达12年
的紧急状态结束。但这场武装斗争已导
致上万名军兵和大马人民死亡，为数众
多的军兵伤残。当时马共领导层反复权
衡后，一度决定放弃武装斗争，把马共
力量隐蔽起来，开始从事商业活动，自
力更生，等待革命机会到来。

革命呼声渐逝

1960年陈平应中共召唤动身前往北
京，隔年7月他接获时任总书记邓小平的
指示，要求马共持续武装斗争，理由是
认为当时东南亚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究
其实中共当时处于 “文革” 前夕，过度
强调阶级斗争、“反帝”和“反修”。
面对中共的新要求，陈平唯有服从，于
是马共重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当时
陈平选择在北京指挥马共，谁知从此他
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

华玲和谈马共代表，左起为拉昔迈丁、
陈平、陈田

联邦政府悬赏二十五万元缉拿陈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