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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全面合作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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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与温家宝总理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随后，两国有关部门又

签署了涉及教育、科技、文化、司法等方面的九个政府合作文件。瓦杰帕伊是最近十年

来首次造访我国的印度总理。他的此次中国之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印

关系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中印两国领导人已经掀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两国即

将走向全面合作的新时代。 

中印两国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

国。在世界文化圈中，中国文化圈和印度文化圈都占有极其显赫的位置，都对人类文明

的演进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印两国在近代都因为封建专制制度的僵化和殖民主义与帝国

主义的侵凌而积弱不振，又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先后赢得独立与解放。两国在建设和

发展的道路上都曾走过弯路，又都在20世纪后期先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当前，在世

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与印度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上两个引人瞩目的亮点。中

国与印度这两个曾经最为富庶也曾经最为贫困的国家，在许多方面十分相似。 

中印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已经有两千余年。据史籍记载，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中印

两国民间就有贸易往来。两国人员和文化的交流实际上可能在先秦即已开始。在佛教于

东汉年间传入我国后，两国僧人不畏关山险阻，前赴后继，互相往来，谱写了中印文化

交流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我国唐代高僧玄奘所撰千古奇书《大唐西域记》，不但是古

代中印文化交流的绝佳佐证，而且是印度学者借以考古的重要指南。在公元2世纪至12

世纪的漫长岁月中，我国的高僧大德翻译佛经达数千卷，可谓汗牛充栋。当然，不少印

度僧人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除了宗教之外，印度文化对我国的哲学、文学、艺术、语

言、建筑、民俗等众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在物质文化交流方面，中印两国也不乏其

例。造纸术和制糖术就是由我国传入印度的，而制糖术在印度得到发展之后又传回我

国。两国经济贸易在历史上也有一定规模，只是不像文化交流那样得到较为详尽的记载

罢了。笔者近年在南印度海德拉巴考察时，在一家知名博物馆中就曾见到多件我国宋元

明清时期的瓷器以及中国商人赠送印度友人的珍贵礼物。在抗日战争中，印度诗人泰戈

尔仗义执言，修书两封痛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印度国大党还在危难之际派遣援

华医疗队，柯棣华大夫为中国人民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持续

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在人类历史上十分罕见。 

然而，中印关系也曾出现过波折。我们在50年代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60

年代却由于边界纠纷而发生武装冲突。70年代末，两国关系在长期疏远之后开始逐渐恢

复正常。1988年，印度已故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两国关系开始迅速改善。90年代以

来，高层领导人的互访活动不断增加，推动了中印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1998

年，由于印度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核试验，两国关系在短期内趋于冷淡。近年

来，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两国高层领导人采取了许多增信释疑的措施，并提出建立面向

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在经历长期酝酿与准备之后，两国签署关系原则和全面



合作宣言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

的宣言》是今后指导两国关系的纲领性文件，为两国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

奠定了法的基础，因而是中印关系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它充分反映了两国政治家

和人民的高度智慧。中印边界问题曾经长期困扰和影响两国关系。这一问题看来在短期

内尚无法圆满解决。两国政府决定在维持边界现状和争取早日划定疆界的同时，积极开

展其他领域里的全面合作，既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气度，也表现了一种务实的态度。历史

证明，中印这两个幅员辽阔的亚洲巨人和邻邦，合则两利，分则俱伤。两国迅猛发展的

现代化伟业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两国的经济固然存在竞争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极强

的互补性。两国贸易总额在短期内从几亿美元增加到50亿美元就是证明。两国近年来在

文化、教育、科技领域的交流明显增多。2002年，北京与新德里实现直航。这一切虽然

都是积极的迹象，但与我们两大国的实际能量还颇不相符。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签

署之后，两国各界尚须积极努力才能使之化为现实。令人欣慰的是，在经历长期衰落之

后，中印两国终将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崛起，并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

自己应有的历史性贡献。无疑，中印两国的全面合作将促使这一天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