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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0多年前，中印两国人民就有了友好交往。
中国的佛教源自印度，东晋高僧法显和唐代高僧玄奘曾在印度生活和修行过多年。
在经济文化和医药等方面，两国人民也有过成功的交流。
其中从中国传往印度的有蚕丝、茶叶、瓷器、印刷术等。
两国之间还有其他地方相同：二战结束后，两个国家都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就是这两个交往已久、互存已久的国家，在二战后，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不愉快。
究其原因到底为何？
中印关系将走向何方？
我们都可以在书中一一看到专家的精辟见解！
      1998年，新德里尼赫鲁大学谭中教授主编的《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试图了解中国》(Across
the Himalayan Gap——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出版。
这部篇幅达500多页的巨著凝聚了印度中国学界著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
它为印度人民架起了一座了解中国的友谊之桥。
 6年之后，我国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也在为中国人民架设一座通往印度的友谊之桥。
作为第一步，初步搜集了我国部分印度——南亚学者的学术成果，奉献给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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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正常发展的1O年　　从1961年到1976年，中印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双方均未派驻大使。
从1981年至1987年，中印就双边问题举行了八轮官员会谈。
双方虽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未能解决边界问题。
我们的印度朋友坚持说，除非解决了边界问题，否则中印关系不可能完全正常化。
由于印度人有意要压中国人接受他们的要求，人为地阻挠两国间的高层官方来往长达8年之久，直
到1988年底拉吉夫·甘地总理才冲破了这一坚冰。
依我看，这是因为印度的官员们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调整作了不正确的理解。
他们以为，中国会否定毛泽东时期对印度所采取的政策，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中
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总理访华是个里程碑。
邓小平先生曾对拉吉夫·甘地先生说，如果说下一个世纪应该是亚洲世纪的话，那么，它只能在印度
和中国都发达起来之后才能实现。
邓小平的这番话代表了中国对印度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中印两国人民在过去都曾遭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现在又负有发展经济的共同使命。
在这一共同的使命下，中印必须互相合作，而不能在争吵和对抗中耗费财力和人力。
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我们共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
　　1993年9月，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在北京宣布，印中关系业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他的意思是说，中印不会再让分歧来妨碍两国间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关系的发展。
我一直抱有同样的看法。
中国的学者们对两国关系在那10年里的积极发展也感到欢欣鼓舞。
　　1994年是中印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40周年纪念日。
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印关系为何在1959—1962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挫折。
我作此文本想澄清某些历史事实，以便于中印双边关系今后能够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我相信，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甚至仅仅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过多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我自己的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不愿意在其季刊上发表我的文章。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十分珍视中印双边关系在那个时候所取得的积极发展，以至
于像我们研究所那样的机构都不愿意再去提过去的不愉快事情。
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对1998年5月的事态发展缺乏思想准备的缘故。
现在又负有发展经济的共同使命。
在这一共同的使命下，中印必须互相合作，而不能在争吵和对抗中耗费财力和人力。
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因为我们共占世界人口的1／3以上。
　　1993年9月，印度总理P．V．纳拉辛哈·拉奥在北京宣布，印中关系业已达到了成熟的阶段。
他的意思是说，中印不会再让分歧来妨碍两国间建立在互利基础上的关系的发展。
我一直抱有同样的看法。
中国的学者们对两国关系在那10年里的积极发展也感到欢欣鼓舞。
　　1994年是中印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40周年纪念日。
我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中印关系为何在1959—1962年间发生了重大的挫折。
我作此文本想澄清某些历史事实，以便于中印双边关系今后能够在坚实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我相信，中印友好合作关系，甚至仅仅是正常的关系，是不可能建立在过多的误解的基础之上的。
但是，我自己的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也不愿意在其季刊上发表我的文章。
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那是因为中国十分珍视中印双边关系在那个时候所取得的积极发展，以至
于像我们研究所那样的机构都不愿意再去提过去的不愉快事情。
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对1998年5月的事态发展缺乏思想准备的缘故。
　　P293-294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越喜马拉雅障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越喜马拉雅障碍>>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