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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 

公元前2000年前後創造了燦爛的印度河文明。  

1526年建立莫臥兒帝國，成為當時世界強國之一。 

1600年英國侵入，建立東印度公司。印度因戰敗而 

逐步淪為英國的殖民地。1849年，英國侵佔印度全 

境。1947年，英國通過「蒙巴頓 

方案」將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 

坦兩個自治領。印度在與巴基斯 

坦分治後實現獨立。 1950年1月 

26日，印度宣佈成立印度共和 

國，但仍為英聯邦成員國。   

莫臥兒帝國 



印度獨立後經濟 

有較大發展 

• 農業由嚴重缺糧到基本自給，工業形成較
為完整的體系，自給能力較強，是世界上
發展最快國家之一。 

•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服務業發展迅速，占
GDP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印度已成為全
球軟件、金融等服務業重要出口國。 

• 2011年 全國人口已達 12 億， 男女比例失
調，有2.4億貧困人口（城市居民月收入低
於6.78美元，農村居民低於6.32美元）。   



印度虎追趕中國龍 

• 1947年，在印度宣佈獨立的時候，其工業實力位
列世界10強之內，遠遠超過當時的中國。如今，
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是印度的3倍，人均收入是印度
的兩倍。這是印度人無法接受的。 

• 許多印度人說，讓中國人去生産冰箱和手機吧，
我們要集中精力發展軟體業，這不僅僅指電腦的
軟體，也包括服務業。外國企業通常在中國建工
廠，在印度投資建立呼叫中心和售後服務部門。 

• 2005年，工業佔據了中國經濟産出的53%，服務
業只占32%。而在印度，這一情況恰恰相反。服
務業占51%，工業占28%。（2010年中國服務業
占40% ，仍比印度低） 



印度斯坦族：46.3% 

泰魯固族：   8.6% 
孟加拉族：   7.7% 
泰米爾族：   7.4%                                      

族繁不及備載       

官方語言：印度語、英語及另外22種語言。        
超過1600種的方言。 



世界第六個具衛星發射能力國家 

1980年，印度首次從本國的發射場，用自製 

的運載火箭成功發射衛星，從而成為世界上 

第六個具有衛星發射能力的國家。  

目前，印度衛星的研發和應用技術已達到或 

接近國際先進水平，已發射各類衛星數十 

顆。這些衛星在印度教育、衛生、減災、自 

然資源利用、國防等方面均發揮了相當大的 

作用。印度內閣已批准一項預計耗資１億美 

元的無人月球探測計劃。  



印度2008年發射首個月球探測器  

印度計劃2015年將首名宇航員送入太空。  



陸、海、空三軍總兵力居世界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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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造核潛艇下水 欲打造核潛艇艦隊 

• 圖紙長達數百公里，潛航時間超過100天，可發射攜帶核
彈頭的制導導彈。 

• 印度計劃建立一支擁有5艘核潛艇的艦隊，印度政府已批
准建造另外4艘 

   「查克拉」級核 

    潛艇的計劃。 

    

 

2009年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7/15/content_11711524.htm


獨佔亞洲鰲頭的印度航母  

早在1957年，印度就從英國購買了一
艘輕型航空母艦，並更名為「維克
蘭特」號，意為「徹底擊敗膽敢同
我作戰之人」，成為戰後亞洲第一
個擁有航母的國家。 

20世紀80年代後期，為進一步加強印
度海軍力量，印度在1986年又耗巨
資5000萬英鎊購買了英國海軍退役
的航母，並更名為「維蘭特」號，
意為「只有強者才能稱霸海洋」。 

第三代航母－－俄制 「戈爾什科夫」
號2012年底前交付海軍。和國產 
「藍天衛士」號預計2011年下水 。 

印度擁有航母數量將僅次於擁有10餘艘現役航母的美國，印度明確
了自己擁有航母的目的：在於「尋求海上霸權地位」。  

印度現役「維蘭特」號航母 



中印關係   1 

• 中國和印度都是世界文明古國。1950年4月
1日宣佈建交後，中印兩國友好相處，在亞
非團結、維護世界和平等方面相互配合、共
同努力。 

• 20世紀60年代，兩國關係因邊界問題出現
波折。    1976年，經過兩國政府的共同努
力，中印雙方恢復互派大使，兩國關係逐漸
改善。 

• 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甘地訪華。拉·甘
地重申，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印
度政府不允許在印度的西藏人進行反華政治
活動。這次訪問結束了中印關係長期停滯和
徘徊的局面。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8/content_445486.htm


中印關係   2 

進入21世紀，兩國關係基 

本保持平穩發展。兩國高 

層互訪不斷，並積極謀求 

多領域、全方位的合作關 

係。 

2010年溫家寶總理訪問印 

度，雙方共同發表中華人 

民共和國和印度共和國聯 

合公報。重申：「將堅定 

致力於通過和平協商，早 

日解決邊界問題等突出分 

歧」 。解決邊界問題是兩 

國領導人商定的「十項戰 

略」之一。 

溫家寶總理邀請辛格總理於 

2011年訪華，辛格總理愉快 

地接受了邀請。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8/content_445486.htm


這富人家的結婚喜宴，除了露天的大排檔，還穿插民俗遊藝表演。 



聖河傳說                                                                                                    

印度教徒用恆河水冲刷掉罪孽，實現死後到天國永生的願望。  
毛塞頓開                                                                     
笑開天下古今事，了卻人間幾多愁。 



鐵路                   
150年的滄桑歷史 



印度火車和汽車超載 
 
 



公路      各種車、各種人、各種獸均可上路。印度尚未建有Free Way，

卻有Free Road. 



大貨物及大車擁有次於聖牛的路權。 



[行車建議]      假設你駕駛小汽車，不必理會任何方向行駛而來的摩托車、
自行車和人力黃包車—它們必須為你讓路。若機會來了。加快油門！猛按
喇叭！閃車燈並祈禱！通常你可以在被公共汽車撞到前達致成功。 



美 麗 的 印 度 

印度的世界遺產23項目 

世界七大建築奇跡之一的泰姬陵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8/xinsrc_e30430dd3b6411d897d700b0d03f0aaf.jpg


印
度

 

泰
姬
陵 

泰姬陵（波斯語，烏爾都語: تاج محل ）全稱爲“泰吉·瑪哈爾
陵”，又譯泰姬瑪哈，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 

http://zh.wikipedia.org/zh-tw/File:Taj_Mahal_in_March_2004.jpg


泰姬陵 阿格拉，距新德里200多公里    
十六世紀莫臥兒王朝沙賈漢帝王為愛妃 

泰姬·瑪哈爾所建造 



泰姬陵 



Detalle de una 

de  

las columnas del 

Taj Mahal 

Agra. 

泰姬
陵 

内部
石柱 

 



印度 德里 胡馬雍陵   

世界最早的莫卧兒式建築 



該廟專為太陽神而建，其代 

表性建築為太陽神之車，車 

子由6匹石馬牽引。雄偉的 

太陽神廟迄今沒有建成。神 

廟早已成為廢墟，但它至今 

仍是全印度最雄偉、最華麗 

、裝飾最多的建築之一。這 

在奧里蘇邦的寺廟建築中是 

獨特的。神廟外部到處可見 

精美的雕刻，描繪對像為神 

、動物和半人半神，以及植 

物圖案。此外還有裝飾浮雕 

，多以性愛為主題。 

印度 戈納勒格 

太陽神廟 



在印度的世界遺產項目中， 

許多都與宗教有關，其中古 

代石窟建築數量很多，如阿 

旃陀石窟、埃羅拉石窟、戈 

納勒格太陽神廟、默哈布利 

布勒姆寺、中央邦的克久拉 

霍古跡、   帕塔達卡爾石雕 

群、哈姆皮神廟、布裡哈迪 

斯瓦拉神廟、   桑吉佛教古 

跡、象島石窟等都被列為世 

界文化遺產，數量幾乎占印 

度23項世界遺產的一半。 

 

印度  
默哈布利布勒姆古蹟羣 

七塔寺 



桑吉佛教古跡由一組佛教建 

築群構成，在12世紀前這裡 

一直是印度佛教的教理中心 

，目前它是現存最古老的佛 

教聖地之一。坐落在印度一 

個小村子—桑奇村的桑吉佛 

教古跡，雖然身處荒遠鄉野 

，但它卻以「佛塔之城」世 

界聞名。  從公元前3世紀至 

12世紀，在這座高不足 100 

米的小山丘上分佈著50多處 

遺跡，其中佛塔、修道院、 

寺廟及聖堂等許多歷史建築 

被部分保存下來。 

 

 

印度 

桑吉佛教古蹟 
 



古代東方文明的奇葩－－印度克久拉霍寺內的精
美雕像，表現人們對生殖力量的崇拜和敬畏。 

















錫克教金廟  

阿姆利則 旁遮普 





焦得普尔 藍色之城 

梅蘭加爾古堡 



Jodpur. 

焦得普爾藍色之城 





印度教廟宇遺跡  

宗教古都克久拉霍 



Palacio de vientos Jaipur. 
風之宮殿（牆） 齋浦爾 

其上有953个窗口  



安伯爾城堡（琥珀堡） 
距齋浦爾12公里 



琥珀堡 (Amber Fort) 位於齋浦爾城郊的一座小山上，是印度古代藩王的都城。  











印度教主神毗瑟拿神廟 

泰米爾州蒂魯吉拉伯利 



法塔赫布尔·西格里
古都城内的皇宫 



阿格拉古堡 又稱紅堡 

十六世紀 莫臥兒王朝王宮 



Castill Jaipur. 齋浦爾城堡 



Kushuma Sarovara Vrindavan. 

印度宗教勝地小城瓦臘納西 
在印度神話中是英雄之神克里 

什那的居住地，十幾萬人口的 

小城共修建了超過4000座供奉 

克里什那的廟宇                



Palacio de Bangalore. 

班加羅爾宮殿 



Mahabat Maqbara cerca de Junagadh. 

Mahabat Maqbara
居那加德  古吉拉特 



Templo de Ranganathasvami  Srirangam. 

蘭甘納薩斯瓦米寺廟 
斯里蘭格姆 



Templo de Somanathpur. 

契納蓋沙瓦神廟 
曷薩拉王朝建築 1268年 



上集完，請看下集： 

袁南生，一個外交官眼中的印度 

袁南生的履歷上有許多「第一」： 

（1）湖南省首批通過自學考試獲得大學英
語專業文憑者； 

（2）北京大學歷史上第一個小學沒讀完通
過自學考上研究生者； 

（3）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 

博士總領事、教授總領事和 

博士大使。  



背景音樂：童丽–天竺少女。 

一個外交
官眼中 

的印度 

袁南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津巴布韋共和國大使，駐蘇里南大使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孟買總領事） 

 
新中國首個博士大使袁南生：「小學生」成高級外交官 

袁南生在中國出口給津巴布韋 

的新舟60飛機前留影  



感受、思考和破解印度之謎 

2002年7月至2004年12月，我作為中國
駐印度孟買總領事，在印度工作了825
天。印度給我的主要感覺之一是難以
理解甚至不可思議，從某種意義上說，
我在印度工作的過程，就是感受、思
考和破解印度之謎的過程。 



   一踏上印度國土，謎就接連湧現出來。在
班加羅爾機場，代表官方接待我的禮賓官
迪爾先生竟是個走路一拐一拐的殘疾人。
印度人口僅次於中國，為什麼讓一個殘疾
人擔任涉外禮賓官員？迪爾先生似乎看出
了我的疑惑，主動告訴我，印度法律規定：
有多少殘疾人，就必須在公務員中為他們
保留相應比例的名額。卡拉 塔克邦有7%殘
疾人，公務員中相應地保留了7%的殘疾人
名額。他是獲得碩士學位後，通過考試成
為禮賓官員的。  

踏上印度國土謎就接連湧現 



我在印度出席的第一個大會是印度商人商會成立96
週年慶典。印度人開會都爭著坐前面，會場秩序出
奇地好，從不見有人在會場抽煙或在台下竊竊私語，
即使上廁所或接聽手機暫時離開會場，也是貓著腰
悄悄離去。中國人多數帶著耳朵去聽會，印度人參
加會議，既是為了聽人家說什麼，更是為了讓人家
聽自己說點兒什麼。也許出於這種原因，演講者講
完後必須留出時間回答提問。提問非常踴躍，會議
主持者一再提示「時間只允許提最後一個問題了」，
提問者仍紛紛舉起手來。 

印度人是怎樣開會的   



提問前，他們往往大侃一通，把自己的看法闡述
出來。許多發言者事先都做了認真準備，上台
時手裡拿著稿子，但很少有人照本宣科。 

班加羅爾2002年國際軟件博覽峰會上，印度總
統加蘭姆講話時說，我的講話稿反正報紙上會
登出來，你們以後自己讀報就是了，我給你們
說點別的東西吧，引得台下掌聲雷動。 

印度人參加會議，既能直抒己見又注意不強加於
人。雖然看法相左 甚至唇槍舌戰，但始終彬
彬有禮，講完後互相握手致意，彷彿多年未見
的老朋友重逢。聽眾對發表不同意見者都給予
掌聲，不中聽的也不發出噓聲。 



逛街也遇到了謎 

我第一次逛街也遇到了謎。印度人理髮， 

男女分開，有為男人開的理髮店，有為女 

人開的美容店；女人不為男人理髮，男人 

須男女成雙成對才能進去，若是單獨一 

人，則恕不接待。按摩室也是男女有別， 

男女分開。  



窮人之謎  富人之謎  官員之謎  

窮人一身謎 
印度貧富懸殊之大可謂世界之最，1400萬人口的
孟買竟有770萬人住在貧民窟，比例高達55%。然
而，兩極對立如此嚴重的印度，社會治安狀況卻不
差，犯罪率並不高。印度窮人很多，卻基本上沒有
拐賣婦女兒童或集體偷渡現象。數億人口沒有脫貧，
許多人露宿街頭，以乞討為生，但非法出境的不多。
印度基本上沒有盜版軟件和光盤，假冒偽劣產品特
別是假冒偽劣藥品，不敢說沒有，但確實難得發現。
印度醫院用血靠捐獻，社會上有負責獻血的慈善組
織，自願捐獻者不乏其人。醫院不買血，窮人也不
賣血。  



富人一身謎 

不少印度富人樂於行善，主動施捨。2003年印度撒哈拉
集團董事長羅易的長子舉行婚禮時，同時為101對無錢辦
婚禮的新人舉辦了集體婚禮，並贈送他們20萬盧比的支
票。第三天，小兒子舉行訂婚儀式，又向14萬窮人免費
發放食品。 

印度不少高校是私立的，但學費不貴（外國學生攻讀碩士
學位的學費、食宿費總共6000美元），維持學校運營的
錢主要來自社會捐款。公立大學，特別 是新德里大學、
尼赫魯大學等著名公立大學，一年學費、吃住加在一起只
合人民幣1600元左右。公立大學的錢主要也來自社會捐
款。印度最大的私人財團「塔塔集團」形成慈善事業贊助
機制，其控股公司「塔塔之子有限公司」贏利的65%進入
慈善基金，投入慈善事業。 

印度首富普萊姆基一人就贊助開辦了100所學校。 



官員一身謎 

也許印度人不怕熱，即便海軍參謀長、空軍參謀長
和陸軍參謀長這樣的高級將領，辦公室裡也沒有
裝空調。 

印度夏天溫度常達45℃左右，他們的辦公室裡只有
風扇在轉。馬哈拉斯特拉邦邦長的會客廳和宴會
廳裡也沒有空調。 

此外，印度政府總理以下的所有官員乘坐的都是同
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顏色的國產車，幾十年
不變，以至老百姓形成這樣一種觀念：乘外國車、
高檔車的都不是當官的。 



社會上處處是謎 

印度火車里程比中國長，但沒有票販子，也沒有假票。假如 

火車已經開動，你沿月台追趕，車上會伸出許多雙手拉你， 

並為你挪出一個呆的地方。中產階級開小車出門，車裡能擠 

多少人就擠多少人，擠不下就塞到後備箱裡，警察對此司空 

見慣，熟視無睹。  車與車相撞了，只要還能走，一聲「拜 

拜」走人，從未看到因此吵架的。英國殖民當局在印度栽種 

鴉片賣到中國，鴉片在中國一度氾濫成災，甚至導致鴉片戰 

爭。但鴉片的栽種國印度卻沒有氾濫成災，直到今天，印度 

吸毒人員仍遠少於中國。中國廟裡拜的是神仙，是菩薩，也 

拜關公、張飛等，總之都是人。印度廟多，不僅拜人還拜動 

物，到處有老鼠廟、猴子廟、蛇廟等。印度萬物為神，究竟 

有多少神，印度人自己都說不清楚。 



「對印度的任何評價都是正確的」 

• 說印度是謎一樣的國度，還因為印 度矛盾的現象
很多，只要稍加留心，這種矛盾現象隨處可見。 

• 第一個矛盾現象是印度人樂天知命，隨遇而安。
對許多印度人來說，發展不是硬道理，隨意一點，
灑脫一點，休息好一點，是第一位的選擇。印度
人假日很多，公務員一年可以休息200天，軍隊
一年有51個節日。某一教派的教徒過節，其他教
徒照樣放假，而印度有印 度教、伊斯蘭教、耆那
教、拜火教、佛教、基督教、錫克教、猶太教、
巴哈伊教等諸多教派。 

• 10億印度人幾乎人人信教，所以，我們見到的印
度人，常常在拜神，在休閒，而不是在工作。 



第二個矛盾現象是印度人什麼事都不著
急，慢慢來，但這並不意味著印度人 

幹事少，效率低。 

在印度，公務員和納稅人的比例是1：92，某些
部門人員少、任務重，但成效頗大。班加羅爾
被譽為南亞的「硅谷」，2003年被評為全球軟
件能力成熟度5級的72家企業中，印度有50多
家，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羅爾。但是，主
管這項工作的卡拉塔克邦政府信息技術、生物
工程和科學技術部的工作人員，全部加起來只
有7人。印度人不急不慢，好像時間不值錢，
但解決電腦「千年蟲」問題卻最快、最徹底。 



第三個矛盾現象是，印度總體上是 一個經濟不
發達的國家，但在一些領域，它又十分先進。 

印度的文盲率極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它
的高等教育卻很發達，在第三世界國家名列前茅。
迄今為止，印度已產生了6名諾貝爾獎獲得者。 

獨立以來，印度培養出的科技人才數量僅次於美國和
俄羅斯。在印度，手機擁有者比中國少得多，但早
已實現單向收費。 

在印度找個網吧特別費勁，但其信息產業卻一枝獨秀
讓世界驚奇，以至比爾·蓋茨1997年3月訪印時說，
「21世紀的軟件超級大國不是美國，不是歐洲，而
可能是印度」。 

印度一些地方至今保持著刀耕火種的傳統，但它卻將
人造衛星送上了太空，並製造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彈。  



第四個矛盾現象是，很多人受的是西方 
 

教育，其價值觀、行為方式卻很傳統 

IT 精英們引領著印度的新經濟，卻 

經常表現出傳統與現代的矛盾—— 

穿著新潮西服，打著領帶，開著轎 

車，住著別墅，可婚姻還是父母包 

辦，更要顧及種姓。 



第五個矛盾現象是，印度 

整體上窮，但關注弱勢群體利益 

例如，除了電影、馬戲，其他演出都免費。不少劇 

場只有發票窗口，沒有售票窗口。我曾在印度欣賞 

過維也納交響樂團、莫斯科芭蕾舞團、南非歌舞團 

等許多演出，從來都是憑免費領的票入場。孟買10 

多個劇場，常年免費演出。公立醫院對所有人免 

費。生活用水、辦公用水沒人裝水表，也沒人收水 

費。印度還有個奇怪的規定：農民可以隨便進城， 

在一個地方居住30年以上，這個地方就可以屬於 

你。所以，印度的城市裡有大片貧民窟，政府還給 

進城的農民提供最基本的醫保等。 



正處在新舊交替、傳統 
與現代共存的歷史過渡時期 

如今，無論走在印度哪一個大城市，隨處可見麥當
勞餐廳裡身著牛仔裝的摩登青年與大街上披著傳統
紗麗的婦女，鱗次櫛比的現代建築與遍佈城鄉的廟
宇神龕，風馳電掣的轎車與高視闊步的神牛……這
些矛盾現象，也許表明印度正處在新舊交替、傳統
與現代共存 的歷史過渡時期。「對印度的任何評
價都是正確的，相反的觀點可能也是正確的。這個
國家太複雜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研究
員孫士海訪問孟買時曾這樣對我說。這句話說絕了，
他不愧為印度問題專家。  



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 

為什麼印度有如此多難解之謎，有這麼多國人難以理解的怪 

現象？首先，這同印度文化的主體是宗教文化有關。其次， 

同印度傳統哲學思想有關。這一思想主張萬物有靈，萬物平 

等，萬物輪迴。再次，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關。如果說 

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認為人生來是有罪的，每個禮拜要到教 

堂贖罪；中國流行樂感文化，相信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煮 

牛宰羊且為樂」，「莫使金樽空對月」；印度則流行苦感文 

化，認為人越受苦，精神越昇華，離神就越近，來世也就越 

幸福。正因為印度倡導苦感文化，即使在現代，大多數人仍 

奉行素食主義，不斷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此外，印度 

文化是張揚個性，強調存異的文化。正由於這些文化特質使 

得印度包容了那麼多不可思議的衝突與矛盾後，仍能平和安 

靜，充滿人性。 



印度知識分子不浮躁 

 中國駐印度孟買前總領事袁南生在其新書 

《感受印度》中，用文字記錄下風格鮮明的 

印度知識分子，引人思考。 

  2002年9月7日，我到印度工作剛好一
個月時，應邀出席印度商人商會成立94週
年慶典，慶典上有兩位主賓講話，一位是
代表印度中央政府專程從新德里趕到孟買
與會的印度公司事務部長，另一位是《印
度時報》的一位著名編輯。那位部長說，
中國為什麼比印度發展快？這是因為中國

全國一盤棋，印度則是一盤散沙。  



報紙編輯敢於在正式的場合 

公開發表同中央部長不同的意見 

接下來是編輯發言，這位編輯一開口就明確聲明不同意 

部長閣下的觀點，說中國發展快是因為政策正確，印度 

落後了是因為政策錯誤，政策錯了，如果全國還要一盤 

棋，則會更加落後。一個報紙編輯居然敢於在正式的場 

合公開發表同中央部長不同的意見，敢於公開批評上面 

的政策是錯誤的，這是我從未經歷也是不可能料到的事 

情。後來這樣的情況又碰到數次。我為此專門請教過印 

度朋友，他們異口同聲地說，這有什麼奇怪嗎？難道可 

以把你認為是紅的東西說成白的嗎？他們說，這是印度 

知識分子應有的特性，堅持操守，不說違心話。 
 
 



印度知識分子不見風使舵、不昧良心 

我經常接觸一批印度知識分子朋友，他們都有著不見
風使舵、不昧良心、不「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可貴人
格。印度最著名的外科大夫之一馬昌德博士，中印建
交50多年來，不管兩國風雲多麼變幻，不管那些戴著
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人如何議論，他始終免費為中國
駐孟買總領事館的外交官及其家屬看病，即使深更半
夜，即使已70多歲了也隨叫隨到。曾留學海外的老科
米卡先生，冒極大的風險，為中國駐孟買中資機構提
供幫助。 

當駐孟買一家中資機構因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不得
不緊急關閉、人員緊急回國時，一些重要的資產資料
委託老科米卡保管，30年後，當中國總領事館在孟買
復館時，這些資產資料完璧歸趙，一份不少地交回中
方。 
 
 



印度學者不會趨炎附勢 

我到印度快兩年了，從沒見過或聽說過哪個印度學者 

為趨炎附勢而濫招 高官、大款為自己的「博士」、 

「碩士」弟子，沒有哪個印度知識分子為了金錢或其 

他私利而為不學無術的大款或權貴「著書立說」以 

「評定職稱」或樹碑立傳，沒見過哪個印度讀書人寫 

《厚黑學》、《怎樣拉關係》、《如何取悅你的領 

導》之類的暢銷書。也從未聽說有誰為了考上大學事 

先需拉拉關係，也沒有聽說哪個讀書人剽竊他人的學 

術成果。順便說及，在印度市場上，基本上沒有盜版 

書，沒有盜版軟件和光盤。 
 
 



醫生救死扶傷 
來印度後不久，我專門到柯棣華大 

夫的妹妹家看望她們。現在，柯棣 

華大夫家親戚、後人中至少有40人 

以行醫為生，他們大多有自己的診 

所，他們一方面在自己的診所裡救 

死扶傷，另一方面定期到大醫院義 

務為病人看病，不收分文。他們告 

訴我，  在印度，任何在私立醫院工 

作的醫生，或者是自己開有私人診 

所的醫生，每個禮拜都必須至少拿 

出一天時間，到公立醫院免費為病 

人看病。  

柯棣華1910年出生在印度
一個普通職員家庭，1936

年畢業於印度格蘭特醫學院。
1939年2月，柯棣華隨印度
援華醫療隊輾轉到達延安，
後奔赴晉察冀抗日前線救治
傷員。由於長期勞累，身體
虛弱，1942年12月9日不幸
病逝，年僅32歲。毛澤東主
席聞訊後親筆為柯棣華書寫
輓詞：「全軍失一臂助，民
族失一友人。」  



不買洋車、不穿洋布、不喝可樂 

在印度，一些知識分子還帶頭發起不買洋車、不 

穿洋布、不喝可口可樂的運動，以保護自己的民 

族工業。印度知識分子一方面在口頭上為貧者、 

弱者呼號吶喊，另一方面在行動上盡其所能為貧 

者、弱者辦實事。在印度，除電影、馬戲外，觀 

看其他演出大多是免費的，參觀畫展和其他公立 

博物館也是免費的，許多藝術家經常深入到農村 

演出，科學家經常免費舉行科技講座，科技館免 

費開放。  



沒有浮躁之風 

印度知識分子對工作態度的最大特點是扎 

扎實實，不急功近利，沒有浮躁之風，讓 

他研究什麼課題，就研究什麼課題，腦子 

裡幾乎沒有「跳槽」、「下海」之類的念 

頭。正因為如此，印度自獨立以來先後3次 

分別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醫學和經濟學 

獎,軟件業的成就更是舉世矚目。 

－－摘自《感受印度》：我眼中的印度知識分子  



引人思考 

  我們應該知己知彼， 

向印度學習好的東西。 

印度和中國都是文明古 

國，今天又是金磚四國（五國）之一。 

她的人口很快就追上我國，經濟發展不比 

我國慢多少，中印曾經有過武裝衝突，西 

藏問題也被關注，兩國關係如何是人們關 

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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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a busy day, be relaxed. 

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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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時間  09:01  休息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