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言

本书主要研究 2001 年的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与印度及
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 ( 简称“美印巴关系”) 。不过，由于篇幅和
作者研究志趣的关系，本书并未囊括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与
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的所有方面，比如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
事援助，而是着重关注美印军事外交、美印战略关系中的阿富汗问
题以及巴基斯坦配合美国进行的反恐斗争等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球格局中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位居南亚次大陆核心地区的印度自 1947 年以来，一直
怀有大国梦想，并努力将其实现。1991 年，印度推行市场经济改
革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实力迅速增强。1998 年，印度在拉贾斯坦
邦的博克兰地区进行了 5 次核试验，正式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此后，印度在诸多领域取得明显进步，崛起态势极为迅猛。处于南
亚次大陆外缘地区的巴基斯坦自 1947 年以来，一直与印度争夺克
什米尔地区。1998 年，巴基斯坦追随印度的脚步，在俾路支斯坦
省的查盖地区进行了 6次核试验，正式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由
于这三个国家对我国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 “911”事
件发生以后美国与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极为必要。
“911”事件发生以前的美印关系已经走出冷战时期若即若离、

不冷不热的状态，美印关系出现升温的迹象。而 “911”事件发生
以前的美巴关系则已经跌入谷底。冷战时期的美巴关系呈现出一种
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亲密结盟，时而相互疏远。冷战结束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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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关系依然极不稳定。1998年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与 1999 年穆沙
拉夫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谢里夫政府，让美巴关系严重受损。
“911”事件发生以前的印巴关系长期处于紧张与对峙的状态，并
曾经爆发 3次印巴战争。1999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实
际控制线附近爆发的卡吉尔冲突，将刚进行核试验的印巴两国带入
核战争的边缘。而美国在卡吉尔冲突的解决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
斡旋角色。
“911”事件的发生，对美印关系、美巴关系和印巴关系都产

生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美印关系因反恐斗争的合作，进一步深
化。近年来，美印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两国关系在相互试探中逐渐
取得标志性进展。而美巴关系则迎来新一轮亲密期，巴基斯坦再次
成为美国眼中的前线国家。巴基斯坦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反恐斗
争，并获得美国丰厚的回报，美巴关系迅速升温。自 2006年以来，
美国和巴基斯坦由于反恐成效等问题发生一些争执，但是美巴关系
并未再次跌入低谷。即便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发生过 2011 年美军
特种部队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以北的阿伯塔巴德枪杀基地组织
首脑人物奥萨马·本·拉登的标志性事件，但是在怀疑和试探中，
美巴关系继续维持一定热度。在美国的斡旋下，印巴关系一度有所
改善。但是，印巴关系面临许多深层次问题的掣肘，无法获得实质
性改善。印巴关系在双方审慎的善意与不时的恐怖袭击和小规模交
火中蹒跚前进。

本书的正文部分共分 7章。第一章主要研究印度战略文化、印
度外交国防政策、印度武装力量的编制及装备情况; 第二章主要研
究 1947年以来印度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及 “911”事件以来印度与
美国的军事外交; 第三章主要研究 1947 年以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
外交关系及美印战略关系中的阿富汗问题; 第四章主要研究
“911”事件以后，巴基斯坦西北部普什图部落区的塔利班化以及
巴基斯坦全国的塔利班化; 第五章主要研究从 2009 年开始巴基斯
坦人民党政府怎样努力清剿巴基斯坦塔利班; 第六章主要研究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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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背景下的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 第七章主要研究反恐战争与
美巴关系之间的微妙互动，并对未来美巴关系的走向进行预测。

本书力图梳理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在 “911”事件后围绕反
恐斗争与安全问题展开的微妙互动，为理解 “911”事件后南亚战
略态势和反恐形势提供一个切入点。 “911”事件后的美印巴安全
关系复杂而微妙，本书的研究只是一个起点，希望能够收到抛砖引
玉的效果，让更多学界同仁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让相关研究更加
全面而深入。

本书在美印军事外交、美印战略关系中的阿富汗问题以及巴基
斯坦配合美国进行的反恐斗争等方面有一些深入思考，可供国际政
治、世界史等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本科生与研究生阅
读，也可供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参考。

本书由笔者和冯韧博士共同撰写，其中第一、二、三章共约 10
万字由冯韧博士撰写，第四、五、六、七章共约 20 万字由笔者撰
写。全书最后由笔者统稿，冯韧博士校稿。本书的目标是研究
“911”事件以后的美印巴关系。而这个研究内容会随着时间推移
不断增多，这给本书的写作增添了许多难度。笔者和冯韧博士水平
所限，虽然经过几次修改，但书中一定还存在一些错误和缺点，还
望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兰江

2015年 3月 16日写于四川省巴基斯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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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印度战略文化与印度
外交国防政策

第一节　印度的战略文化

战略文化这一概念出现于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学术界对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倾向进行的全面研究的过程之中。这一概念提出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文化与战略之间关系的讨论在不断地增
加。① 由此可见，战略文化研究的困难首先在于概念的界定。② 战
略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战略文化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人文
历史的产物，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现实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需求。③

著名战略学者江忆恩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认为，战略文
化是一套完整的符号，对于战略的符号元素的研究证明了战略文化
对于战略抉择并没有直接的、独立的或是带有社会特殊性的作用和

１

①

②

③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ｐｐ．３２－６４．

赵景芳：“战略文化的再思考”，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４
～２４页。

隋新民：“印度的战略文化与国际行为模式”，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第５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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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同时，大量文献也证明了在相互隔绝的社会里有着同样类似
的具有现实政治性质的战略文化。①

印度战略学家的贾斯万特·辛格 （Ｊａｓｗａｎｔ　Ｓｉｎｇｈ）认为：“战
略文化其实不会产生于严酷的战争之中，它实际上是多重影响下的
混合产物。这些影响包括文明、文化、历史演变及社会机制的运
转。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政治文化的副产品，是国家生
存能力的延伸，尤其是国家对力量的理解与运用———指对力量的性
质、适用范围及其尤为重要的局限性的理解与运用———的延伸。因
为，力量不仅仅指军事力量，它也可以是外交与经济力量，压制与
劝说力量，还可以是观念、思想及榜样的力量。这些都是国家可以
运用的力量。”②

印度的战略文化并不具备整体性和单一性，而更像马赛克一样
拼接形成。与当代大多数民族国家相比，作为复合体的印度的战略
文化更加独特和连贯。③ 印度独特的战略文化形成的根源在于，大
量的印度早期文明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符号能够嵌入到印度精英阶层
的思维中，并以一种印度人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方式，在以印度
次大陆为基础的空间中得以连续不断地流传。这种文化价值观念在
穆斯林和蒙古统治时期，以及后来从海上入侵的葡萄牙人、法国
人、英国人的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中饱受冲击，但从来
没有在印度次大陆上断绝或是被湮没。英国人统治时期为印度带来
了代议制政治和现代法律，但是印度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仍然顽强地
同化了这些带有现代性的东西。而以印度这些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为
核心的印度战略文化，在１９４７年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中取得独立

２

①

②

③

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９５，ｐ．３３．

［印度］贾斯万特·辛格：《印度的防务》，胡仕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２～３页。

Ｊｏｎｅｓ，Ｒｏｄｎｅｙ　Ｗ．，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６，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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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继续影响着印度这个国家的战略决策。
纵观印度的战略文化发展史，可以认为，作为复合体的印度战

略文化存在着二元性、传承性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是印度特有的
历史文化所造就的，具有鲜明的印度特色；另一方面，印度的战略
思想又受到这些战略文化特征的影响，也体现着印度的特点与印度
民族的性格。

一、二元性：战略文化传统

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性特征反映在其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
略倾向三个方面，① 即印度的战略文化取向既非单一的防御性，也
非纯粹的进攻性，而是一种攻防兼具的二元混合体。② 印度战略文
化的这种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１．战略上的防御与进攻兼备
１９９２年，乔治·塔纳姆 （Ｇｅｏｒｇｅ　Ｋ．Ｔａｎｈａｍ）在其由兰德公

司出版的研究报告上探讨了印度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这一研究开
启了印度战略文化研究的先河。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地理、历史、
文化和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战略思想的影响。他的结论是，由于地
理、历史、文化以及英国统治的原因，印度缺乏连贯系统的战略思
维和战略规划，并长期受困于此，其战略思想总体上讲是防御性
的，同时印度没有军事扩张的传统，在军事上也是属于被动型
的。③ 这一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塔纳姆认为印度缺乏连
贯系统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南亚次大陆长期
缺乏高度统一的中央政权，其文化是多元的，很难确定其中存在印

３

①

②

③

宋德星：“现实主义去向与道德尺度———论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载 《南
亚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１２页。

隋新民：“印度的战略文化与国际行为模式”，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第６３页。

Ｔａｎｈａｍ，Ｇｅｏｒｇｅ　Ｋ．，Ｉｎｄ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Ｅｓｓａｙ，Ｒａｎｄ，
１９９２，ｐｐ．５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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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历史上最主流的战略思想，然而就此判定印度的战略思想总体上
是防御性的还有待商榷。

南亚次大陆上政治实体的多样性否定了战略文化偏好的单向
性。① 南亚次大陆历史上的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内部，或者是被来
自外区域的民族攻击和侵略，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印度的战略文化中
缺乏攻击性。南亚次大陆内部文明的多样性使得次大陆在一定程度
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世界。在英国入侵之前，南亚次大陆虽
然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地方王国、土邦都拥有
自身的一套生存的战略，这些战略思维并不千篇一律，有的极具扩
张性和侵略性。例如，朱罗的战略思维中就有对印度洋岛屿的军事
征服和对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殖民控制；旁遮普的战略思维就不是一
味地固守印度河防止帕坦人的进攻，而是主动出击；卡林甘进行的
军事探险横渡了孟加拉湾到达了马来西亚；南部印度的拉其普特人
在７３８年的纳夫萨里之战中击败了阿拉伯人。印度内部诸王国和土
邦的这种多样化的战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了作为整体的印度
的战略文化的多样性。

而对于印度内部的安全矛盾而言，莫卧儿帝国时期的政策对后
世有很大影响。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帝针对印度纷繁复杂的民族和
宗教关系先后采取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对印度的统一和社会认同造
成了极大的阻碍。英国人在统治时期采取的分化政策更是造成了印
度社会认同的进一步分化和混乱。

因此，认为印度的战略文化是纯粹的防御性的，还是认为印度
战略文化充满攻击性都是不全面的，印度在战略倾向上具有典型的
二元特征。这就和大多数古老的文明一样，印度的战略文化中既含
有攻击性又含有防御性，这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文明的重要表现。

４

① 隋新民：“印度的战略文化与国际行为模式”，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１４年第
１期，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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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实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与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存
从本质上讲，一个国家的安全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地理因素，而

这些地理因素如领土面积、地形、气候与资源，都决定着这个国家
会产生何种战略文化。从地形上看，南亚次大陆呈三角形状插入印
度洋，东边是孟加拉湾，南边是印度洋，西边有阿拉伯海，北面是
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是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东部是那加山脉。印度河、恒河流域的肥沃的平原成为印度文明的
核心区域，再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印度文明在这一封闭的地
理环境里一直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孤立发展的状态。

南亚次大陆虽然地形封闭，但是这种封闭并没有给印度河、恒
河流域的印度诸王国和土邦带来安全保护，历史上最早进入南亚次
大陆的是雅利安人，被征服的土著达罗毗荼人被迫向印度南部迁
徙。然后是波斯人，他们攻占了印度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公元前４
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再次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并且为印度
带来了希腊的文化。随后，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
突厥人和莫卧儿人相继入主南亚次大陆。除波斯和希腊以外的入侵
者的文明程度大多低于印度，因此，他们在征服印度并建立政权定
居下来之后，也就逐渐地融入了印度的社会当中。从公元１５世纪
开始，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法国人，最后是英国人开
始从印度洋上登陆印度次大陆。虽然从海上来的入侵者人数很少，
但是他们依靠更加先进的技术征服了印度人。英国人在与荷兰、法
国争夺印度的过程中获胜，由此开始了对印度近两个世纪的统治。

来自外部的文明和不同民族的政府与入侵，并没有让生活在南
亚次大陆上的人们丧失优越感。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印度
文明得以延续下来，这样独特的历史记忆更让印度人拥有了一种特
殊的自豪感以至于进一步产生了大国抱负。印度战略文化的核心之
一是认为印度的地位是自然而然的，是与生俱来的，是客观的事
实，别国只需要承认就行了，没有协商的余地，印度也不需要为此

５



!"#
!"#$%&’!911"

去努力争取什么。① 印度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像
印度那样，有如此漫长而绵延不断的文化。虽然世界上还有更加古
老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实际上已被那里的居民遗忘，并且被新入侵
的文化所掩盖”，“印度的婆罗门却至今还在每天祭拜时反复吟诵三
千多年前编写的吠陀颂歌”。② 尼赫鲁对此的看法是：“印度以它所
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个有声有色
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③ 冷战的经历
更让印度觉得，印度不可能依靠苏联或者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印
度这个国家太大而无法适应在任何一个安全条约中做一个小伙
伴。④ 因此，追求大国地位成了印度独立以来战略文化中最重要的
主题。

３．政治上既要运用霸权和策略同时又强调道义
印度战略文化传统中存在着考底利耶的 “曼荼罗”思想与阿育

王 “法胜”思想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即 “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
度的不同定位”⑤。阿育王的法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
理想政治，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象征战略，是把军事战略合理化的一
种政治托词，而与实际的战略实践毫不相干。印度的历史事实表明
了曼荼罗思想更加适用于实践。而印度大部分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
家如甘地、尼赫鲁等都不约而同地倡导 “道义”原则。“印度的这
个 ‘道义因素’基本上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它也使美国等其他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ｎｅｓ，Ｒｏｄｎｅｙ　Ｗ．，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６，ｐ．７．

［印度］Ａ．Ｌ．巴沙姆：《印度文化史》，闵光沛、陶笑虹等译，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３页。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的发现》，齐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７页。

Ｓｉｎｇｈ，Ｈａｒｊｅｅｔ，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ｎｅｋｓｈａｗ　Ｐａｐｅｒ，１０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ｐ．５．

宋德星：“现实主义去向与道德尺度———论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特征”，载 《南
亚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第９～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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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国际事务王国里对 ‘道义’的一种探
寻，是在 ‘道义’与各国在追求自身目标和利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种种现实行为之间所进行的一种协调。由于没有区分个人道义和民
族道义以及国家利益现实的种种差异，于是这种 ‘道义’令人迷惑
不解。”①

观察独立以后的印度的南亚政策与核政策就可以看到，印度在
南亚地区的霸权行为完全与印度政治家倡导的道义原则不符。印巴
分治之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便展开了对于克什米尔的争夺，以
至于由此引发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７１年的三次印巴战争。印
度独立不久就强迫喜马拉雅山脉诸国签订类似英国殖民时期的保护
国性质的条约，强力插手喜马拉雅山脉诸国的内政外交和国防事
务。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以及施行充满侵略扩张意味
的 “前进”政策，引发了中印１９６２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印度１９７１
年出兵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导致巴基斯坦分裂，孟加拉国独立；

１９７４年吞并锡金，变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１９８１年借口泰米尔民
族问题出兵干涉斯里兰卡内政。印度南亚霸权主义的一个顶峰是英
迪拉·甘地宣布的 “印度主义”。１９８３年７月，英迪拉·甘地宣
称，印度强烈反对南亚地区外的大国干预南亚地区事务，特别是那
些有可能损害印度利益的外部大国；南亚国家不应该向任何区外国
家请求援助，如果确实需要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应该向印度寻求援
助。这就是 “英迪拉主义”，也称为 “印度主义”。这一宣言使得南
亚其他国家震惊，印度的霸权行为使得印度与南亚诸国关系更加紧
张。“这种政策表明印度强烈地反对地区外国家对任何南亚国家的
内部事务的介入，公开追求其在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地位以及合
法性，极力维护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②

７

①

②

［印度］贾万斯特·辛格：《印度的防务》，胡仕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５４页。

陈继东：《当代印度对外关系研究》，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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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核政策也是印度行使霸权行为的一部分，１９７４年，印
度试验了第一个核装置。１９９８年，人民党执政的印度非常牵强地
以 “中国威胁”为理由连续进行了５次核试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
普遍反感与制裁；同年，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印巴两国几乎
同时加入了世界核俱乐部，两国的军备竞赛进入了核时代，一时间
南亚地区弥漫着核威胁的阴云。印度在考虑核试验时完全抛开了所
谓的 “道义”原则，其目的就是为获取大国地位就必须要拥有核武
器，因此，印度完全没有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及可能带来的任何
不良后果。

４．注重历史教益而又缺乏历史感
印度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观念认为，时间是永恒的，不受时间的

限制①；同时，长远的计划在印度人的印象里是模糊不准和不可靠
的②。因此，在印度人的时间观念里面当下是最重要的，过往和未
来都不重要。这表现为印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缺乏
系统的、程序化的对战略史的记录与总结反思，不重视机制化建
设，国家机构日常行动完全不规范、不专业。从研究印度历史的角
度看，穆斯林征服之前的史料极度匮乏，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穆
斯林开始在南亚次大陆建立政权，印度终于开始有了官方的文件和
编年史。这主要是由于印度人本身不重视对于历史的记载，印度文
化里面没有构建起一种有效的保存重大历史事件的制度。公元１１
世纪到过印度的穆斯林学者比鲁尼 （Ａｌ－Ｂｉｒｕｎｉ）评论说，印度人不
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
心的，当要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

８

①

②

Ｊｏｎｅｓ，Ｒｏｄｎｅｙ　Ｗ．，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６，ｐ．６．

Ｊｏｎｅｓ，Ｒｏｄｎｅｙ　Ｗ．，Ｉｎｄｉ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ｆｅｎｃ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ｆｉｃｅ，２００６，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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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总是代之以讲故事。① 印度不存在类似其他国家的相对可靠的官
方史书，却存在着大量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许多重要
的历史事件就混在这里面流传下来，另外一些历史资料大多靠历代
口传保留下来。所以，关于古代印度历史的史料，必须从各种来源
的资料中获取，甚至要到文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去考证古代印度的
历史事件。

对此，贾斯万特·辛格 （Ｊａｓｗａｎｔ　Ｓｉｎｇｈ）指出，很明显，一
个缺失历史感的民族，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每
当与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打交道时，它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这
种历史感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对独立后印度不得不面对的各种
冲突 （除１９４８年的第一次冲突外）至今还没有一份官方记载②。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历程。印度独
立６０多年来，印度各界精英一直呼吁建立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以确立国家的安全机制来维护国家安全。１９９０年，印度第一次建
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这个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开了一次会之
后便夭折了。１９９８年，印度在震惊世界的５次核试验之后匆忙地
重启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的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份也是仅
有的一份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关的官方文件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
会起草的、为应付国际社会舆论而产生的 《核原则草案》。到目前
为止，这个所谓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为印度制定过一份有关国家安
全战略的官方文件，也没有按照规定的章程定期举行会议。

二、传承性：种姓制度、婆罗门等级世界观与英国殖
民的遗产

当我们开始探讨印度战略文化传承性或是继承性的时候，我们

９

①

②

［印度］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第一册），张若达、冯金辛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７３年版，第２７页。

［印度］贾斯万特·辛格：《印度的防务》，胡仕胜等译，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２
年版，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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