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赫鲁对中国抗战的贡献

尚劝余

内容提要 尼赫鲁对中国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 谴责日本侵略中

国,抨击蒋介石对日不抵抗, 批判英国对日绥靖,倡导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

战,访问浴血抗战的中国, 身处逆境依旧不忘支持中国。尼赫鲁之所以同情

和支持中国抗战,有其深刻而博大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 即基于世界反帝

反法西斯事业,基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特殊地位, 基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

传统友谊,基于印度自身的利益。

关键词 尼赫鲁 中国抗战 贡献

中国抗战( 1931- 1945)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得到了世

界各国爱好和平与正义的有识之士的同情与支持,印度共和国第

一任总理尼赫鲁( 1889- 1964)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抗战期间,尼赫鲁以其博大的国际主义胸怀和视野, 自始至

终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给予莫大的关注、深切的同情和真诚的

支持。本文试就尼赫鲁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做一简要论述, 作为对

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丰功伟绩的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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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日本久已蓄谋侵略中国, 制定所谓的∀大陆政策#, 对中国进行
蚕食。1931年 9月 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拉开了日本侵略中国和中国奋起抗战的序幕。1932 年 1月 28

日,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 进攻上海。1933年, 日本进攻山海关,

侵犯热河,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 7月 7日, 日本制造卢沟桥七

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昭示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开始。

尼赫鲁密切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 强烈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在 1933年 6月 29日写给女儿英迪拉的信中, 他明确表达了自己

的态度和立场。他写道, 中国除了内部问题外,现在又面临着一个

外部敌人的猖狂进攻,这就是日本。它正在利用中国的软弱和别

的列强忙于其他事务而加紧侵略中国。∃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就提出∀ 二十一条#对中国实行勒索,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反对未

能全部得逞,但捞到了很大好处。军阀混战时期, 日本利用金钱支

持军阀打内战, 削弱中国。这次,日本∀又在中国东北采取公开的

侵略行动#,这是它一贯的侵略扩张政策的新发展,是对 1922年九

国公约、国联协定和 1928年巴黎协定的公然践踏。%

尼赫鲁指出, 日本一向具有强烈的侵略性, 梦想建立世界帝

国。日本以其惊人的爱国主义闻名于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这

种爱国主义极富侵略性, 它以建立世界帝国为目标。&印度人民以

230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

%

& ∋印( Jawaharlal Nehru,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New Delhi, 1982, p. 836.

∋印( Jawaharlal Nehru, 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 New Delhi, 1982, p. 834.

林承节: 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 1851- 1949!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209

页。



往对日本有着很好的印象, 然而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使这一良

好印象荡然无存。∃印度的态度是反对日本侵略,同情中国抗战。

在1936年 2月 4日的一次会议上, 尼赫鲁公开谴责日本侵

略,并指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会得逞。他说: ∀征服中国并非易事。

现在,日本正在蹂躏华北,也许会扩张到华南。然而,我并不认为,

每一个熟悉中国历史或了解中国和世界现状的人会相信日本能够

巩固它在整个中国的统治。对日本来说,中国是一个背不起的巨

大包袱。即使日本征服了中国,这个包袱仍然存在,它会耗尽日本

的精力,导致其崩溃。#在分析了中日两国力量之后, 他认为, 日本

只能暂时占上风,因为日本在国际上很孤立, 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支

持;更重要的是, ∀虽然中国在某些方面软弱, 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

却很强大#。%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 1937 年的国大党主席, 尼赫鲁代

表国大党声明, 印度人民完全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在他的发起

下,国大党采纳了∀完全反对日本侵略, 同情中国#的政策。& 为了

动员印度广大民众支持中国的抗战事业, 尼赫鲁建议举行∀中国
日#,呼吁印度国大党委员会在中国日组织全国集会,通过谴责日

本侵略的决议。在 1937年 9月 26日的第一个∀中国日#, 印度国

大党在印度各地举行了集会, 通过决议谴责日本侵略中国, 表达了

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中国日#活动在印度发展成为一场波澜

壮阔的群众动员运动,使谴责日本侵略和支持中国抗战的运动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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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到了每一个城市和农村。

二 抨击蒋介石对日不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 致使中国

的大片领土和主权落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者的手里。之后直到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给日

本不断扩大侵略带来了可乘之机。

从 1930年到 1935年,尼赫鲁三次被捕入狱, 在狱中断断续续

度过了 33个月。虽然身陷囹圄, 但尼赫鲁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

形势。他对蒋介石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感到震惊, 也感到愤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他在 世界历史一瞥!中写道: ∀奇怪的是,南京

所做的一切仅仅是抗议国联( the League of Nations)。它甚至没有

试图建立对日本的联合抵抗。虽然它大唱高调, 虽然举国群情激

愤,然而它似乎一点抵抗的愿望都没有。# ∃

了解到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和十九路军在得不到南京政府实

质性帮助的情况下仍然英勇抵抗时, 尼赫鲁一方面高度赞扬∀创造

了历史并扬名世界#的∀十九路军的高尚的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强
烈谴责南京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在谈到 1933年日本进攻山海

关、入侵热河、挺进北京时,尼赫鲁说日军又是∀很少遇到抵抗#。

1935年 9月尼赫鲁获释之后,在 1936年 2月的一次会议上,

他公开抨击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他指出: ∀ 我认为,今天中国在

日本侵略面前的软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

的不忠,他们在背叛中国。与其说中国软弱,不如说它的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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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蒋介石等人软弱。# ∃他得出结论: ∀南京政府和目前的国民党在

中国很不得人心,这毫不奇怪。# %他预言: 事态的发展∀ 会导致推

翻蒋介石,形成某种有力的联合抵抗。# &

在 世界历史一瞥!后记中,尼赫鲁回顾了几年前的历史,再次

抨击了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他写道:九一八事变以来, ∀蒋介

石竭尽全力大肆派兵,年复一年进攻苏区, 而不是抵抗日本侵略。

这些围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即使他们占领了苏区,中国苏维埃军

队避开围剿的军队,在更深的腹地建立起他们的根据地#。)他赞

赏共产党不断呼吁建立抗日联合阵线, 并高度赞扬了长征。∗ 1936

年 12月 12日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的要求, 与

共产党合作抗日。1937年 7月 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中

国全民抗战开始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尼赫鲁为中国形

势的变化而欢呼,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从此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三 批判英国对日绥靖

英国对日本侵略中国, 采取绥靖政策。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

义国家,英国一方面不希望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损害和威胁到它在

长江和华南的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又希望利用日本来对抗苏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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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帝反封革命。因此, 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问题上,英国

政府站在日本一边, 甚至为日本辩护。

1933年 2月, 英国议会讨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问题, 许多政

要发表意见,公开为日本辩护。英国外长西门子( Simmons) 将日

本侵略行为视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和∀秩序#。后来的印度事务秘

书阿莫里( Amory) 混淆黑白, 说日本需要市场, 因此它要在中国

北部建立和平与秩序以便保护其免受∀ 中国民族主义的不断侵
扰#。他还说: ∀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在印度和埃及的整个

政策也会受到谴责。# ∃

英国对日绥靖, 也在由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操纵的国联

的活动中得到了揭示。虽然国联曾做出决定, 要求日本在规定时

间内从华北撤军,然而日本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国联对此没有

采取任何行动。后来,国联任命了一个调查小组, 由英国代表乔治

罗伯特 李顿( V. L . George Robert L itton)任组长。经过 6个月

的∀调查#,发表了一个∀调查小组文件报告#, 在许多方面为侵略者

开脱,并提出将中国东北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这是对中国主权的

践踏。

尼赫鲁对英国的政策感到愤慨。他写到,英国部长们和大使

们对日本的袒护是公开亲日, 是鼓励日本侵略。正因为如此,日本

对国联的决议才充耳不闻, 因为它知道许多列强特别是英国站在

它一边。尼赫鲁也强烈批评以英国为首的国联太软弱, 几乎蓄意

怂恿日本侵略。他写到: ∀ 国联已经瘫痪。它只想避免扩大冲突,

而冲突还在继续发展。国联中的列强特别是英国,蔑视国联及其

决议,与侵略者沆瀣一气。和平与安全不复存在, 强者可以肆意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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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弱者。# ∃

英国不仅怂恿日本侵略中国, 而且从印度向中国派兵, 以期混

水摸鱼。1937年, 一支印军在保护印度利益的借口下被派往上

海。尼赫鲁明确表示: ∀我谴责将印度军队派往海外,为帝国主义

目的服务#,没有人相信英国关于印度军队被派往海外是为了保护

印度利益的说法。%有两位国大党人发表联合声明, 如果向中国派

兵是为了保护印度利益, 他们并不反对派兵; 如果向中国派兵是为

了帮助日本侵略,他们则反对派兵。尼赫鲁对这个声明提出批评,

认为它是一个∀愚蠢的#声明,正好中了口蜜腹剑的英国当局的圈

套。他强调指出,不管英国当局打什么招牌, ∀我们决不让我们的

人民被利用,我们决不做帝国主义帮凶#。& 1937年 9月 10日, 尼

赫鲁代表国大党致电日内瓦国际和平运动组织, 强烈谴责英国派

印度军队去上海的行动。)

四 倡导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抗战

尼赫鲁不仅对中国抗战表示出道义上的支持,而且采取各种

方式给中国抗战以实际支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号召抵制日货。1937年 9月 30 日, 尼赫鲁对印度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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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指出,仅仅对中国兄弟姐妹表示深切同情是不够的,还应该以

实际行动进一步帮助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人民。∃ 他赞同抵制日

货的建议。他说,这个建议是自然的、正确的,应该予以认真考虑。

虽然在印度抵制日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日货的进口有限, 品

种多样,然而,必须形成一种抵制的心理气氛, 对中国遭受侵略感

到悲伤的每个人都必须拒绝购买日货。% 1937 年 10 月, 印度国大

党全国委员会在加尔各答年会上通过了第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决

议,号召印度人民抵制日货。尼赫鲁在他后来发表于 印度斯坦时

报!的致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的谭云山教授的信中写到,虽然面临

许多困难,但是印度国大党决心发动抵制日货运动。& 1937年 12

月,杜威( John Dew ey)、爱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罗素( Bert rand

Russell)、罗曼 罗兰( Romain Rolland)从纽约致电, 呼吁全世界抵

制日货。尼赫鲁回电,赞同他们的呼吁。他还发表了他们的呼吁,

并号召印度人民将抵制日货作为一个迫切要求来履行。) 这一号

召得到了广泛回应。许多省份和组织举行集会,通过决议, 抵制日

货。许多商人和店主发誓不再出售日货。对没有发誓的商人和店

主,群众组织纠察队,规劝顾客不去他们的商店。抵制日货运动扩

及全国各地,导致了印日贸易的急剧下降。尼赫鲁高兴地说: ∀ 结

果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成功得多。# ∗

发动募捐。鉴于中国前线战事激烈,伤亡惨重,尼赫鲁号召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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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民踊跃捐献,给中国以财力上的帮助, 以应购买药品之需, 减

轻中国人民的苦难。他相信: ∀印度人民将尽一切可能减轻中国人

民的痛苦和灾难。# ∃公众热情响应尼赫鲁的号召。著名诗人泰戈

尔( Rabindranath Tagore)带头向 ∀中国救济基金# ( China Relief

Fund )捐款 500卢比, 国际大学随之也捐款 5000卢比。尼赫鲁给

泰戈尔写信,表达了他的谢意: ∀你过去和现在一直带头支持中国,

对我们来说,这是无价的。# %在就读于牛津大学的尼赫鲁女儿英

迪拉的建议下, 著名的印度舞蹈家香卡尔( Uday Shankar)和他的

同伴举行义演, 将所有收入捐给中国。尼赫鲁满怀感激地写信给

伦敦的∀中印委员会#: ∀我衷心祝贺香卡尔和他的同伴为支持中印

委员会举行的义演。从古以来,艺术之线就将印度和中国连在了

一起。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伟大的艺术家香卡尔用他的艺术才华

帮助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这个礼物代表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

民的深切同情和全力支持。# &在收到中国出席关于远东问题的布

鲁塞尔会议首席代表顾维钧、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 Agnes Smed

ley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呼吁给中国提供更多帮助和支持的信后,

尼赫鲁于 1937年 12月对印度媒体发表谈话,提议在 1938年 1月

9日举行第二个∀中国日#, 为缺医少药的中国军队募捐。中国日

当天, 尼赫鲁在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会议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讲话。)第二个∀中国日#吸引了印度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全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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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会、印度大学生联合会、海港信托雇员协会、加尔各答北区委

员会、加尔各答中区委员会、自助俱乐部等组织集会,支持中国抗

战,呼吁为中国募捐。

组织医疗队。1937 年底, 尼赫鲁就开始计划组织援华医疗

队。他在 1938年 1月 9日第二个∀中国日#上的讲话中提到,印度

国大党正在考虑派遣援华医疗队。1938年 5月,在尼赫鲁的建议

下,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在其孟买会议上做出决定, 派遣一支援华医

疗队,帮助抗战之中的中国人民。尼赫鲁发表演说,号召印度医务

界人士积极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1938年 9月,一支由 5位医生

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在马丹 爱德尔博士( Dr. M adan Atal)的

带领下,来到中国,辗转到达延安,在抗日根据地工作。他们以无

私而忘我的精神为抗战中的伤病员疗伤治病, 柯棣华医生( Dr.

Dwarkanath S. Kotnis)为此献出了自己 32岁的年轻生命。他的

事迹受到全中国人民的敬仰。毛泽东在 1939年给尼赫鲁的信中,

感谢印度国大党派遣医疗队及其他帮助。∃ 尼赫鲁在给毛泽东的

回信中,对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卓越工作表示满意, 并对八路军和中

国人民表示敬意。% 中共中央 1939年 3 月致电印度国大党, 祝贺

国大党年会的召开, 对国大党对中国抗日的支持表示感谢。新华

日报也发表专文,将印度国大党对中国的支持归功于它的领导人

尼赫鲁、甘地以及著名诗人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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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访问浴血抗战的中国

为了表示对浴血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的坚定支持, 进一步加强

中印两国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事业中的合作, 从 1939年 8 月

23日到 9月 5日, 尼赫鲁作为蒋介石的贵宾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访问期间,尼赫鲁受到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各大报

纸纷纷发表社论,报道他访华,赞扬他是∀印度民众的伟大领袖#和

∀我们民族的亲切朋友#。∃ 他也会见了中共高级官员叶剑英、王

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他参观了工厂、军政学校、学生夏令

营、儿童保育院等。他也遇到了 5次日军空袭,每次都与中国人民

一道钻防空洞。

在渝期间, 尼赫鲁与蒋介石讨论了两国合作的前景。尼赫鲁

写了一篇 增进中印接触备忘录!。他指出,中印面临着相同的历

史任务,即打败外国侵略和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两国人民

应该互相支持, 互相学习。他提出了 7点增进中印接触的具体措

施:成立一个由中印人士共同组成的委员会, 彼此提供新闻; 互派

专家研究乡村工业与合作制发展计划; 建立大学间的文化接触, 交

换书刊杂志、访问学者和研究生; 建立两国民族运动间直接通讯,

彼此交换运动信息;建议中国派代表出席印度国大党一年一度的

年会;中印尽可能制定一个共同对付欧洲和世界新形势的政策, 防

止欧洲列强联合损害亚洲各国人民利益;两国经济发展组织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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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妇女组织建立直接联系。∃

与尼赫鲁会晤和交换意见之后,蒋介石也设想了一些加强中

印合作的措施。后来,国民党中央机构参照蒋介石设想和尼赫鲁

建议,制定了 中印合作措施纲要!:交换教授讲学;交换留学生; 交

换出版物;通过中央新闻社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机构交换新闻; 互

派调查、访问和旅游团体,或派遣专家调研等。中印合作措施不久

就开始付诸实施,这是尼赫鲁中国之行的重大成果,是尼赫鲁在中

印友好史册上添写的又一光彩夺目之页。%

在重庆期间,尼赫鲁也接到毛泽东的邀请, 希望他访问延安。

在 1939年 8月 27日的邀请函中,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人民向尼赫鲁表示热烈欢迎和问候。尼赫鲁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但是由于欧战爆发, 国大党来电催促尼赫鲁急速返国。在 1939年

9月 2日给毛泽东的信中, 尼赫鲁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盛情邀请的

谢意和不能去延安的遗憾。在 1939年 9月 4 日八路军驻重庆办

事处为他举行的告别晚会上的讲话中, 尼赫鲁再次表达了他的遗

憾,说他想去延安有三个理由:看望印度医疗队;访晤延安各领袖;

观察延安政治情势。&

六 身处逆境依旧不忘支持中国抗战

欧战爆发第三天,印度在未得到协商的情况下就被英国拖入

了战争的深渊。二战期间, 印度与英国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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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和其他国大党领导人多次被捕入狱。即使在这多事之秋、身

处逆境的情况下,尼赫鲁依旧关心和支持中国的抗战。

1940年- 1941年,日本的封锁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联系, 中

国面临着最艰难的时刻。1940年初, 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致电尼赫

鲁,希望增加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要求印度向中国出口更多的

产品,如铁路建材、药品、化学品等,建议印度派工业和金融代表团

到中国讨论发展两国经济联系的可能性。收到蒋夫人的信后, 尼

赫鲁邀请工业家、商业家和金融家讨论这个问题, 鼓励他们做出努

力。在给朋友的信中, 尼赫鲁说, 他愿意帮助发展这一贸易关

系。∃中国工业合作社呼吁尼赫鲁,希望印度为中国提供废旧汽车

轮胎,以便加工改制成手推车轮,运输外来商品。尼赫鲁要求印度

国大党和其他组织帮助解决, 将这个∀小礼物#送给中国。后来, 中

国收到了不少这样的礼物。%

在日本的压力下,英国 1940年 7 月 16 日决定关闭滇缅公路

3个月, 从而切断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动脉。尼赫鲁两次撰文,

严厉谴责英国的行为是背叛, 是在中国人民的背后捅刀。他声明,

在这一紧要关头,印度与中国站在一起。&他的文章 印度、中国和

英国!在许多中国报纸上重印和报道。

1940年夏,日本加紧轰炸中国, 造成文化古城的毁灭和无数

无辜平民的伤亡。尼赫鲁在收到国际和平运动中国分部的呼吁

后,立即向媒体发表声明,谴责日本非人道的野蛮行径, 号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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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积极抗议和谴责日本。

1942年 3月,日本军队占领缅甸,开始轰炸印度的沿海城市。

面对日本侵略的危险, 甘地主张发动旨在赶走英国人的∀退出印

度#运动。尼赫鲁帮助甘地,使运动不伤害中国的事业。在尼赫鲁

的建议下,甘地写信给蒋介石,保证印度将在英国撤出印度后允许

盟军留在印度。∀退出印度#运动前夕, 尼赫鲁告诉中国记者,不管

印度国大党采取什么行动, 他们决心竭尽全力避免任何伤害中国

抗战的行动。∃ 他还写了一封 告中国人民书!, 让一名中国驻孟

买的记者带回中国发表。在这封发表在中国的信中,他重申不管

发生什么,印度对中国的友谊不会改变。%

即使在狱中( 1942年- 1945年) ,尼赫鲁在反思印度问题的同

时,仍然关注着中国的抗战。他说,他不能把这两个问题分开, 因

为它们是一个整体。&出狱后,他告诉中国记者, 在被监禁的 3 年

中,他苦思着印度问题及其与世界有关的问题,他没有一天不想到

中国及其坚苦卓绝的斗争。# )

1945年,中国在多年浴血奋战之后, 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日本投降的次日,尼赫鲁致电蒋介石,祝贺战争的结束和中国人民

的胜利。他真诚希望中国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未来得到发扬光大,

以便对世界和平与自由产生更大的影响。∗蒋介石回复尼赫鲁,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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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联结印度和中国的友谊在未来得到进一步加强,两国为建立新

的世界秩序做出更大的贡献。∃

七 尼赫鲁何以支持中国抗战

尼赫鲁对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自始至终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

怀和支持。这些支持有些是道义上的, 有些实质性的, 有些是政治

上的, 有些是经济上的, 有些是直接的, 有些是间接的。这些真诚

的支持使处于水深火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谊、

同志之情,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斗志。尼赫

鲁之所以如此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 有其深刻而博大的理论基础

和思想渊源。

首先, 基于世界反帝反法西斯事业。尼赫鲁具有开阔的国际

视野, 惯于从世界斗争的角度看问题,他将日本侵略中国、德国侵

略欧洲和意大利侵略非洲视为一个世界现象, 即法西斯势力在世

界的兴起。在尼赫鲁看来, 中国抗战是世界自由民主力量与法西

斯力量之间冲突的象征。他将中国抗战看成反法西斯主义的世界

民主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 1938年 1月 9日的第二个

∀中国日#说,中国正在与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作战, 这个帝国主义国

家与法西斯主义没有本质区别。这意味着中国抗战既是反对帝国

主义侵略也是反对法西斯主义扩张的斗争。谈到中国抗战的必要

性,他说,如果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反对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立场, 如

果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世界一个地方的胜利必然会在另外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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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产生影响,我们便会自然而然地同情中国人民的斗争。∃法西斯

主义势力的兴起威胁到世界民主力量的生存, 它的胜利意味着印

度和世界的灾难和毁灭。因而,印度必须全力支持中国人民的反

法西斯主义斗争,两国应该在反法西斯斗争的共同事业中互相同

情和支持。尼赫鲁在 印度为什么支持中国!一文中指出, 印度和

中国同样渴望民族自由并正在为自由而战斗, 两国民族自由的力

量理应互相同情和支持。%

其次, 基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特殊地位。作为亚洲乃至世

界的一个大国, 也是印度的近邻, 中国抗战的胜利对印度、亚洲和

世界具有重大的意义。在 新中国!一文中,尼赫鲁指出,中国是世

界上具有关键地位的国家之一,中国抗战对世界、对亚洲、对印度

意味深远。&在为 印度论中国!一书写的序言中,尼赫鲁指出, 我

们必须理解远东正在发生的激烈斗争的内在意义,因为世界和印

度的未来与这一斗争密切联系在一起。中国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

的胜利,会削弱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统治,会有助于印度民族运动

的胜利。此外, 独立而自由的中国和印度在未来的合作将会有效

地保卫亚洲,免受帝国主义侵略。)

再次, 基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传统友谊。中国和印度有着悠

久的传统友谊和文化交往。尼赫鲁指出,世界上没有哪两个国家

像中国和印度一样有着如此悠久的文化联系。由于两国密切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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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文化联系, 印度任何时候都必然同情中国。到了近代, 由于资

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剥削, 印度和中国沦为殖民地和

半殖民地国家, 从而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使

命。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和中

国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他强调,在新的时期, 两国人民之间的传

统友谊应该用两个热爱自由的国家间的新的合作来加强。∃

最后, 基于印度自身的利益。支持中国的抗战有助于扩大印

度在世界的影响,从而有利于印度争取自由的事业。在 中国与印

度!一文中,尼赫鲁指出, 印度与中国的斗争联系在一起,是出于印

度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帮助中国,印度让世界听到了印度的声

音,让世界了解了印度的问题, 提高了印度的声誉,从而也就帮助

了印度自身的事业。&针对某些人认为印度援助西班牙和中国与

自身无益的观点,尼赫鲁指出,印度国大党通过这个行动所取得的

成果, 是花几十万卢比在国外做宣传也得不到的。)通过帮助中国

和西班牙, 印度增强了国际影响, 提高了国际地位,从而有利于自

身的事业。

正是在这种博大而精深的思想指导下, 尼赫鲁对中国抗战给

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真诚的支持,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是中国人民

的幸运,也是世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幸运。尼赫鲁对中国抗战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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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反法西斯事业的同情与支持,将永远铭记在全世界每一个痛恨

战争、热爱和平的人的心中。

(作者尚劝余,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福特基金亚洲学者;

中国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亚研究)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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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1月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基金资助#

出版了张国镛、陈一容合著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 , , , 中国

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 41万字。该书分上下两编共
12章。这 12 章分别是: 重庆: 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重

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政

治舞台;重庆:周恩来外交谈判的∀练兵场#;重庆:中国民

主党派的摇篮; 重庆: 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阵地;重庆:战

时中国军事指挥堡垒;重庆: 远东战场的军事指挥基地;

重庆:战时中国的外交平台;重庆:美国总统特使的实验

地:重庆:战时中国经济的发展重心;重庆:战时中国文化

教育事业的中心。

246

 抗日战争研究! 2007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