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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内容概要

作者在书中回顾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演变和印度边境政策的形成过程；着重叙述了印度方面如何一
步步走上同中国对撞的道路，触发了边境战争，以及印军失败的全部过程和停火后印度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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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作者简介

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是澳大利亚人，一九二六年出生于伦敦。曾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
读书。一九五五年进入《泰晤士报》当外交记者，后派往该报华盛顿办事处工作。一九五九年后，他
任该报驻南亚记者，常驻新德里。当时正值中印边界争端日益激化和印度对华战争爆发的前后，在此
期间，他同印度军政官员接触频繁，对当时印度局势的发展和中印边界争端有过不少报道。一九六七
年他回到伦敦，进入东方和非洲学院，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着手写作本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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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精彩短评

1、关于这场战争的必读作品，看了真是很窝火，印度确实是长于辩术
2、难以相信那时的印度居然从上到下都这么愚蠢
3、看到是71年的书籍...尿崩了....
4、1.印度从一开始的决定到之后的政策再到后来的战争一以贯之的错误，可以说真得是在错误的道路
上越滑越远。2.印度这种自以为是强加于人的想法究竟来源于哪里？3.这本书印度人会好好看一遍吗？
5、看看能寫出通順的句子伐。
6、从一个靠近印度的第三方的角度，去解读中印边界战争。看着印度的官僚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做
出实际明显愚蠢，但是合规和看起来漂亮的决策—跟中国赢刚。同时有助于观察到：在领土问题上，
政府调动民族主义一不小心，反而会被其绑架。
7、1. 印度人的思维方式非常的奇怪，建立在日不落帝国模式下的思维方式。
2. 尼赫鲁晚年对印度的伤害远远超过文革。
8、暑假里断断续续读完，作者是亚非学院的研究员，从印度方面的资料和视角出发解读这段较少人
知晓的历史，并得出自己的结论和看法。有所收获。不过对中国战胜却主动后退依旧不解。
9、中方可以承认麦克马洪线来换取阿克赛钦，可惜阿克赛钦对于印度，就好像朝鲜之于中国。历朝
历代征服印度者，无不是从西北方向的山口入侵，顺势往下攻。对我们来说一片荒野的地方，对印度
来说却是要害。以东换西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罢了。
10、  推薦給想詳細了解那場戰爭的人，資料翔實，但是也可能讓你很睏。
11、阴险的英国人制造边界问题，印度人继承了这些问题，尼赫鲁和印度议会企图用武力单边解决，
其中不乏美英及苏联的支持，还掺杂了西藏叛乱，可惜印度军队不堪一击。从这段历史意外联想到为
什么英国的乐队支持zd，可能是源于英帝国时期分离xz的政策。。。
12、了解中印之间边界纠纷的好材料
13、我被印度人的逻辑震惊了，两国果然差异很大
14、胜利者得到了失败者的一切。开始的忍让，放纵，最后的无奈反击。只能说是一场误会，由于印
度低劣的理解能力，民意绑架了政府。
15、视角不错，对了解藏南问题很有帮助。
16、换个角度看印度依然是多奇志啊⋯书不错能耐得住枯燥的可以看看。
17、看着很窝火，都是英国人的惹的祸，完全只是考虑自己的利益，还想象俄国可以打过去！所以国
家为什么要强大，必须得强大。 政治都是利益的游戏而已
18、中印边界的争端最早当然是因为英国人起头，但印方一根筋地坚持“不存在边境争端”，地图上
是它的就是它的，并且自大到不相信中方会对他们的蚕食动武，这种盲目和僵硬的思维倒让我想起了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开始前的场景。在一个个人主导下的政策能这么极端，不知彼也不知己，最后一败
涂地一点儿也不稀奇。尢为吊诡的是，按马克斯韦尔所说，中方本来是打算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但这
种接受不是无条件认同不平等条约，而是出于对现实边界的尊重和两国友好的考虑。
19、三联社在上世纪70年代其实出版过此书的中译本，后来就绝迹内地了。从西方的视角来看这场我
们口中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作者的论述还是非常客观的——三哥那种毫无缘由的自信和作死精神
实在是令人无语。
20、每次不宣而战搞偷袭，倒是师承旧日本帝国
21、结论一：印度人没实力不谈判的态度就是在玩火啊；结论二：原来不只有麦克马洪线，还有阿克
赛钦地区；结论三：尼赫鲁也是糊里糊涂一人；结论四：幸亏作者不是中国人，否则我一定以为这是
土共写的五毛文；结论六：看到半夜，才发现只买了上册，我真是个傻帽。
22、借阅，已购
23、毛主席那一代人真实战略高手！
24、阿三是得寸进尺的。 印度的强硬映射出我们的软弱。
25、甘地和平立国加上阿三的花花性格，遇到国际关系刺刀见红的弱肉强食的本质时候是有些吃亏，
不过说到底这也只是历史演变上又一次博弈和交换，南疆现在也被印度通过移民实际占有了
26、一本从印度角度分析这场被遗忘战争的不错读物。
27、印度实在是囧死人啊。学界没头脑，人民不高兴，媒体从来都没搞清楚状况，政府更是糊涂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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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
28、花了周末两天时间看完这本书，从此对中印边界战争有了清晰的认识，加深了对当时印度及中国
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印度一方和国际形势。很久没试过拿着一本书如饥似渴的读完。
29、印度人的嘴，解放军的腿，都让人不得不服。中印边境争端把印度劣质民主制度的弊端暴露无余
，不管实行什么制度，最终都要回到人的层面上，人的素质和见识才是第一位的。另，尼赫鲁作为政
治领袖的光环被这本书完全摧毁，整本书其实更像一个关于尼赫鲁及其附庸梅农和考尔的一个超长政
治讽刺段子，可位列我今年看过最好笑书籍榜首。
30、相当无聊的战争，相当无聊的政治，相当无聊的共党
31、阿三蠢得可笑，民族自卑感也就造成了过度的自信心和物质，好似棒子一样。
32、后半本都可以当长篇笑话集读了⋯⋯
33、考据党。
34、和尼赫鲁治下的印度比决策拉低了政治局的层次，比指挥拉低了解放军的层次。果然西方人也这
样想......珍爱生命，远离阿三......
35、非常详实的报道和分析，以英帝的血统和家学得出这样的公允结论， 实属不易， 难怪基辛格对周
恩来说：看了这本书， 觉得可以和你们（中国）做生意了。
欠缺？当然是忽视了帝国主义的因素对战争的影响，满篇的美国政府和大使的影子，时不时出现的英
国人和伦敦，英帝给印度的是思维和认识的传承， 美帝是提供情报，军火和政治承诺的印度的新主子
。
三哥继承了英帝的帝国主义之衣钵，无奈印度产的心脏不够宽广，政治水平和能力都是下等，还自己
洋洋得意，实不知全都在美帝大哥的掌控之下。。。。三哥唯一胜出的是那张嘴，到今天我们也搞不
过他。
36、在边界问题上，政府和普通的民众态度往往有着微妙的差别，出于获取信息的不对等，高位的人
往往对合法性与合理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能够容忍一种模糊化的主权，而民众则更加倾向于非此
即彼。我无意谴责政府在初期便意欲承认麦克马洪线的立场，情感上不能接受，但是理性上告诉我这
是最佳选择。而印度这个邻国的暧昧态度则透露出极大地不成熟，不成熟的民主制度在这个时候影响
了政府，而相应的政客也推波助澜，终于导致局面恶化。依本书的记载来看，在当时中国对于中印边
界问题保持了相当大的克制甚至容忍，风度令人赞许，战后主动停火令人敬服，不得不承认，当时这
场战争确实是必要且取得了至少最低限度的效果，当时那批人物的国际视野，不得不说是相当高远。
37、通過對於印度文獻的分析來敘述62年邊境戰爭的起源和經過，批評印度政府的無能與謊言
38、中印边境战争必读文献
39、印度不行是有原因的。果真sb。。
40、外国人写的战争纪实真的是严谨，虽然感觉啰嗦了，但却非常细致详尽。结合印度的民族性，值
得静下来品读和思考~也了解到现代外交中很多有趣的细节。
41、我觉得书名取得不是很恰当，不知是否和翻译有关，有机会想看看原版。内容有些重复冗余，但
整体来看，此书内容真实性应该较高！
42、立场比较客观，遗憾的是缺少中国的档案资料。对印度方面详细的刻画暴露出其国民在边界问题
上的偏执与自大。战争的爆发应当主要归咎于印方的判断错误。
43、印度嘴炮帝尼赫鲁
44、用藏南的实际丢失来换取阿赛克钦的长治久安，就是这场战争的全部真相
45、写得很好看～bless自己快点改完纠结的毕业论文初稿～～
46、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47、很赞的打脸佳作，阅读体验真是轻松愉悦。
48、极好。此书地位可参见wiki词条，是一部中印战争的权威级作品。
其真实性可通过2014年Max neville公开的1963年Henderson Brooks–Bhagat Report以证实。如果有同学看
不懂中国的外交思路，请去翻看基辛格的相关书作。
不过网上找到的PDF扫本只有500页，等于说只有一半？
49、大致的原因和经过维基百科上已有叙述，但本书作者因为身在印度，因此对印方的思路和反应有
更详细的描绘，但对应的不足就是关于中方的资料和分析都比较简单，并且带有不少为中国打抱不平
的意思。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希望更多的史料被披露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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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50、中印战争，在诸多复杂的历史背景之后，也透露着亚洲新兴国家的不成熟，以及中国外交环境的
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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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对华战争》

精彩书评

1、在写这个书评之前，本人还未有幸阅读本书。按照常理来讲，是没有资格来写的，但是还是见猎
心喜，耐不住心痒，胡乱诌几句。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应当是还不错的，毕竟人家也是有把关的
。1971年出版，本人觉得这或许是个敏感的年份，70年代的旧事在这里就不赘言了，大家都知道。因
此恐怕这本书在立场上会有些偏颇，带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这是很要命的。然而，以上都是假设，只
是根据其时代臆测其可能性的，是需要阅读之后才能尽知的。
2、中印战争被普遍认为是印度的悲剧, 当然中国从中所获亦不多. 这场龙象之战, 以龙的怒火烧焦了大
象的硬皮告终 - 印度其实损失甚少, 中国的惩罚性战争因为经济和补给等原因也相当克制. 对于这场短
暂的局部战争关注的人并不多, 所幸其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公开资料, 因而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就可以利
用这些资料, 来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其研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中印这两个第三世界的大国, 在1960年前
后各自虚弱不堪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样一场战争. 印度以国大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赢得了独
立, 因而在其原始教义中, 暴力和战争都是属于恶魔一方的, 而自己则要极力维护一种圣徒的形象. 尼赫
鲁就反复宣称自己对于战争这类的字眼想想就觉得厌恶. 但是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却逐渐形成. 在这一
整场闹剧中, 媒体和某些议员为他们盲目的民族主义所驱动, 反而去影响尼赫鲁的中央政府的决策. 印度
立国后为了发展经济而一直武备不足, 其不结盟政策和国大党的历史有关 -- 更多地是依赖印度版本的'
以夷制夷'之道. 但62年前夕媒体成功地推动了议会和政府, 去把自己破破烂烂为世所知的军队送到一个
连正经地图都没有的地方去. 当时的文官政府对军方颐指气使, 而印度军方只能按照政府的要求把军队
运到进退失据的位置上. 退一步讲, 当时的印度中央政府和世界其他政府并没有多大不同, 也是厚颜无耻
阳奉阴违者组成的, 一边自诩为第三世界的代表, 一边向喜马拉雅山诸国寻求建立宗主权. 欲壑难填之态
和国际运动上的左右奔走大公无私状, 确实是一大景观. 中国方面则一开始就抱定了追求面子而不是实
利的做法: 藏南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只要另订新约, 即交割印度. 也就是接受麦克马洪线(严格说是实际控
制线). 但其前提条件是, 一定要另订新约, 这项新约一定要体现出来两国是平等邦交. 在中国与缅甸政府
划界的过程中, 中国政府已经按此办理. 这样可以减少争端, 并给全世界留下一个对文明的共产主义中国
的好印象. 此外中国在中印边境西段也要按此办理. 但印度的民众和中国的民众没什么区别, 认为那遥远
的从来没人去过的地区代表着伟大的祖国的神圣边界, 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宣传使得政客们也不敢在这
个问题上有任何退步. 结果就是, 中方提出的要求就是东段藏南地区目前在印度手里, 那么条约后就属于
印度; 西段目前在中国人手里, 所以条约后要属于中国. 印方的观点则是两边都是印度的神圣领土, 不能
有任何退让. 中国人提出的要求印度政府在咬文嚼字之后确认为是保藏祸心, 在当时印度人还不习惯于
中式措辞, 因而也没有正确解读其含义, 反而是执行其'前进政策'. 在印度哨所越过麦克马洪线的时候中
方忍无可忍--中国人的自尊心在过去100年的耻辱中已经十分敏感. 于是战争爆发.严格来说, 战争爆发的
直接原因是印度在未界定的边境地区的军事行动导致的. 但因为当时印军众所周知的弱小, 世界舆论并
不相信这样一支烂军队敢于挑战共产主义中国. 因而中国的国际声誉受到了损害, 直到中国宣布无条件
撤军为止才有所挽回. 战争的结局基本是一边倒的, 并造成了印度的大规模恐慌. 印度能做的就是立刻将
不结盟政策抛到九霄云外, 向美苏双方申请军事援助. 尼赫鲁的自信和傲慢和印度军队一起被干净利落
的摧毁了.中国在短暂的军事胜利之后立即执行无条件撤军, 其中有几点考虑: 1, 藏南地区过于遥远, 鞭
长莫及, 如果长期作战就会选入供给困难. 2, 怕引起其他国家干涉. 3, 如果占领藏南地区, 等印军从初期
失利的恐慌中冷静过来, 就会在藏南地区形成长期战争 - 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这是不能接受的. 何
况, 中方从一开始就打算放弃藏南地区. 总体来说, 这场短暂的战争将印度作为亚洲领导人的美梦毫不留
情地抹灭了, 并且在藏南地区保持了较为长久的和平, 损失极为轻微. 中方作为战争胜利者的地位是无可
置疑的.
3、读此书之前，对中印边境战争存在最大的疑问就是：为什么中国在战场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不但单方面先停火，而且还单方面的撤退？真的是补给跟不上么？此书还没读到一半，这个疑问就有
解答了，其实中国自始自终就打算以麦克马洪线为最终边界划分线了，唯一的问题是必须重新签订双
边条约，否则等于承认当初签字的西藏是个独立国家了。所以北京方面在战争前、战争中和战争后应
该都没有考虑将藏南的国境线前移，当时他们的想法应当是：如果印度同意马上谈判，则就以麦克马
洪线为边境线，具体标界上中国吃点亏也无所谓，就像先前和缅甸划界中的那样；如果保持现状也不
错，因为中国对将来更有信心，绝对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大。所以，中印边界双方
最大的分歧其实是在西线，就是阿克塞钦地区。然后读着读着就产生了新的疑问，印度究竟是个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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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国家，有着怎么样的政府和军队，才会做出那些愚蠢的决策，导致最后被严重羞辱的结果呢？这
本书因为无法得到中国国内决策过程的材料和文件，所以只能从外交文件、官方报刊评论等少数公开
材料推测中国当时的想法。而印度是个民主国家，一方面有很多政府公开的材料，如议会中的会议记
录等，另一方面新闻自由也使得很多幕后材料被记者捅出来，于是乎印度乱糟糟的政府、军队就通过
本书一一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说实话，印度作为一个国家，实在无法不让人轻视它，印度人很聪明
，印度文化也相当有魅力，但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实在毛病太多了。。。。最后，看完此书，不仅又
产生新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貌似中国处处有理，到了国际上却人人都认定中国是恶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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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5页

        序言中曾写道本书出现一种不可避不平衡状态，由于作者在印度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
，同时印度就其政治上的工作程序而言，一定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社会之一使作者获得了印度政
府方面大量第一手的信息与资料，相对另一方而言，作为就内部工作程序而言，没有哪一个政府比中
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公开的中国方面一直对事件的发生过程讳莫如深，作者也希望也许将来研究这些
事件的人们能够纠正本书中的不平衡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印战争期间外交部档案开始解密，非常
期待一部全面从中国角度来描述那场战争的研究著作的出现，从而使本书作者的遗憾得到弥补。

2、《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0页

        阿克塞钦地区寸草不生，英国人就没有勘定明确的边界，但就是这个地区成了两国战争的导火索

3、《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9页

        英国和俄国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划出了一个狭长的突出地带（瓦罕走廊），并诱使中国占领该地
区，但中国拒绝参加边境会议。原因是中国在边境问题上吃了大亏，被俄国侵占了大量的领土，使的
对所有边境问题的谈判具有畏惧感。

4、《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0页

        

5、《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0页

        1846年英国邀请清政府共同确定中印边界，但清政府却置之不理，从而为中印争端埋下了祸根

6、《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9页

        电子书的第45页有错字，“看”应该是“着”

7、《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0页

        英国人的初衷是以边界的划定束缚辛格对西藏入侵的野心，从而少给自己招惹麻烦

8、《印度对华战争》的笔记-第18页

        约翰逊私自把争议地区划入了克什米尔境内，这时恰逢隶属中国的喀什噶尔叛乱，使英国和克什
米尔都兴奋不已。但很快清政府平息了叛乱并成立了新疆（新抚之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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