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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印关系研究”这一课题的基本内容是研究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的现代中印关系。
它原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1989年改组为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支持下，由申
健同志于1987年1月提出申请，经过批准而建立的国家“七五”计划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
申健同志是我国的知名外交家和老前辈，上世纪50年代初期曾任我国驻印度大使馆参赞，80年代初期
再次奉调赴印，任我国驻印度特命全权大使。
他先后在印度工作近10年，阅历较广，经验丰富，对中印关系的发展过程十分熟悉，由他担负这一重
大课题的研究自然最为适当不过。
所以，中国南亚学界对他寄予了厚望。
记得1991年中国南亚学会在北京西郊厢红旗召开第四届全国大会时，我有幸见到申健同志。
当时他虽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魄。
申健同志曾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并长期在外交部门任职，可到外交部直接查阅档案，因而
积累了许多难得的珍贵资料。
经过几年工作，他收获颇丰，并且开始了部分章节的撰写工作。
这一著作如能顺利完成，必将填补我国南亚研究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会后不久，申健同志便不幸溘然离世。
他的去世的确是我国南亚学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1993年初，当我即将完成“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未来”这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八五”计划重点研究
课题时，社科院亚太所的领导表示，希望我将申健同志建立而未竟的“中印关系研究”这一课题承担
下来，并在两三年内完成。
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我面临着“干”抑或“不干”的抉择，在心理和意志方面承受着巨大的挑战。
在一段时间里，我几乎天天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决定干？
工作量很大，时间却比较紧迫，而且申健同志生前收集的大量资料和部分初稿均已被外交部研究室收
了回去。
由于我国有关涉外档案的管理尚未走上法制化和现代化的轨道，作为一个普通学者，我根本无法步申
健同志的后尘，沿着他原先所走的路探索下去。
我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决定不干？
这很容易，因为要找个借口并不难。
只是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长期给外界造成的中国学者在中印关系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噤若寒蝉”的
印象，还会持续一个时期，而外界对中国存在的误解依然在起消极作用。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先后出版了近百部有关中印关系、特别是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学术著作和书籍
。
它们观点斑驳，立场各异，对中国敌对者有之，偏袒一方者有之，友善和客观者也有之。
但是，唯独没有看到在大陆出版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此问题的著作。
每念及此，心头不禁赧然。
正是这种赧然之感，使我觉得不能辜负领导对自己的希望，决定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但是，由于在此之前，我没有机会与申健同志较多接触，所以，在着手进行这一课题时，无论在拟定
指导思想或在收集资料方面，我都得另起炉灶，一切从头做起。
毋庸讳言，本课题除保留原来的课题名称外，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均与申健同志无关，如有错误或不
妥之处，责任当然均由后来的主持人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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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所关心和想着重探讨的是，像中印这样两个几千年来一直和平友好相处、彼此间没有根本利害
冲突的亚洲大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各自获得独立和解放后，本应进一步团结一致，互相支持和加
强合作，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各自的民族独立和振兴各自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却在60年
代初期，在那人迹罕至的喜马拉雅山脊上进行了一场战争？
这场战争虽然为时很短，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影响了中印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使两国人民
之间在50年代高涨起来的“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两国人民是兄弟）的情谊暂时中断。
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其根源何在？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中国和印度方面的政策如何？
冷战后两国的关系怎样？
未来的前景如何？
等等。
这里有一系列问题值得研究。
但是，要研究这些问题，就必然会回顾历史，而这样做，却难免有点翻旧账之嫌。
所以在这里，我要恳请所有关心这一课题的中印两国的同行和朋友能予以理解，本课题研究的目的绝
不是要翻旧账或者追究历史责任，而是希冀从中总结出一些正面的经验和发现一些有益的教训。
常言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如果双方都能吸取正确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它们转化为持久的行动，那将无异于是使中印两国人民
拥有一份无价的至为珍贵的财富。
的确，中印这两个伟大的邻邦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必要为他们数千年友好历史长河中的这一不愉快的小
小插曲背什么包袱，而是应当昂首阔步，更加满怀信心地面向未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取得可喜的进展。
特别是在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1988年访华后，中印关系逐渐得到全面恢复，两国关系也趋于正常；
李鹏总理和拉奥前总理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互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加强。
中印两国如果能在即将来I临的21世纪里真诚合作，携手共进，必将为人类再次创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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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纬，男，1934年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方学系，1959-1961年在国际关系学院（今外交学院
）进修。
长期从事涉外工作和南亚问题研究，先后访问过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印度、美国、英国、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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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教授，兼中国南亚学会和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等单位顾问。
主要著作有：《高山王国尼泊尔》（1980）、《尼泊尔民族志》（1990）、《中印边界秘史》（译著
，1991）、《南亚区域合作的现状与未来》（1993）、《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1997）
、《列国志－尼泊尔》（2004）、《尼泊尔－人民和文化》（2007）、《来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报告
：尼泊尔（毛主义者）的兴起》（2007）、《中印边界问题真相》（译著，2008）等。
另有有关南亚问题的论文、评论、政策建议和散文等百余篇。
其中《喜马拉雅山情结：中印关系研究》于1999年荣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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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日甲午战争前，英国为了笼络和利用清政府共同对抗沙俄，在侵略西藏方面还有所顾忌。
但在甲午战争后，英国已肯定地选择了日本充当其在反俄斗争中的伙伴，而且清政府在外交方面也已
明显地倾向亲俄，所以英国政府便决定对西藏发动武装侵略。
为了给自己的侵略行为制造舆论，寇松于1903年提出了所谓中国对西藏仅仅拥有宗主权的反动理论，
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1902年5月，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怀特率领军队一百人，侵入甲冈，并将该地藏民强行逐出，开始了武
装侵略西藏计划的第一步。
1902年7月，清政府派三品知府何光燮携在税务司工作的英国人巴尔前往西藏与怀特谈判，准备在通商
条件上让步，换取英国交还甲冈。
但是这时寇松已决心要执行其武装侵略计划，训令怀特坚持要求将商埠向北移至帕里作为挑衅手段，
同时还散布谣言说俄国同清政府、西藏地方当局订有密约，等等。
尽管这些谣言经中俄当局一再否认，英国殖民主义者仍然有意散播，目的是为其进一步侵略西藏的行
动制造借口。
1903年1月，清政府的谈判代表何光燮等抵达藏锡边界，准备与英方举行谈判，但英印当局故意不派出
代表。
4月6日，驻藏大臣致函英印总督，催促英方速派代表到亚东谈判，并且为表示中方诚意，还在信中说
道：“中国代表愿至锡金或阁下所决定的任何其他地点。
”①其实这时寇松已对西藏制定出了一套侵略计划。
他一方面提出中国对西藏仅仅拥有宗主权的理论，企图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一方面向伦敦建议，
为尽快确立英国在西藏的地位，必须派遣一个英国使团以军队护送到拉萨，强迫签订一个以西藏为一
方的条约。
1903年5月，伦敦批准了寇松的侵藏计划，所以寇松在接到中国驻藏大臣的上述信函后，有意曲解中方
在信函中的表述，竟在6月3日通知驻藏大臣，指定要在甲冈以北的干坝宗举行会谈，并且蛮横地表示
，如清政府和西藏地方代表不来，就进一步要到江孜或日喀则谈判。
寇松在送致上述通知的当天，即派怀特和荣赫鹏上校为代表，率武装卫队二百人和输送队三百余人，
强行越界人藏，径奔干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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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的酝酿、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我先后得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程瑞声同志，北京大
学国际政治系陈峰君教授，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秘书长陈继峰同志，中印友好协会副会长屠
国维同志，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王春贵、林尚麟和郑清典，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信息中心郭书兰
等同志的热情支持和不同形式的帮助，谨在此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西藏社会科学院的陈家珊同志。
陈家珊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藏学家，长期带病坚持工作，惨淡经营，为我国的藏学汉文文献的整理、发
掘、编辑和出版工作做出了意义深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同志语
），并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为此书的出版多方操劳。
他对学术事业的执著和无私的奉献精神令人深为钦敬。
在此部书稿接近完成时，我患病住进了医院。
为使前功不致亏于一篑，我坚持利用治疗的空隙，完成书稿的结尾工作。
但这样做，却苦了贤内高纬：她身体本来不好，现在不仅要经常来医院探视、陪护和照顾我这个病人
，而且还要多方奔波，以满足我在改稿和定稿过程中不时提出的许多额外要求。
正是在她的坚忍、耐心的支持下，我不仅病得痊愈，书稿也得以按期完成，内心感到无比欣慰。
为此，我也应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
当然，此书最终能与读者见面，离不开责任编辑季垣垣同志的操劳。
她逐字逐句审阅了原稿，认真核对引文并提出许多质疑。
她的认真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促使我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对她我也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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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印关系述评》：奇怪的是英国官员们所划的边界线，居然被英属印度帝国的非英籍继承国尊
奉为宝贵的国家产业。
⋯⋯现在继承国把这些英国制造的边界线奉若神明，当作民族遗产中的传家宝，这是历史上没有料到
的、不幸的发展。
阿诺德·托因比（《奥克萨斯河与朱木拿河之间》，伦敦，1961年，190页）没有是非概念的爱国主义
是法西斯主义，不寻求真理的民主是幻影。
当历届政府歪曲和编造真相的时候，历史最可悲的章节就写出来了。
⋯⋯苏布拉马尼亚姆·斯瓦米（《中印边界是否存在？
》，印度《星期日》周刊，1982年3月28日）中印僵局在印度政府做出认真努力，就中印争端的根源对
公众进行再教育前，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
卡鲁纳加尔·古鲁塔（《中印边界秘史》，加尔各答，1974年，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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