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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承节，中国著名印度史专家，1936年生，安徽省金寨县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南亚学会常务理事。长期从事印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
有《印度史》、《印度古代史纲》、《印度近现代史》、《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印度独立后
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印度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主编》、《中印人民友好关系史，1851-1949
》、《殖民主义史·南亚卷》（主编）、《世界近代史》（合著）等，在国内、国外（英国、印度）
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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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学术地对历史梳理，其实更似工具书，反正我读起来甚觉枯燥。
2、其实应该叫《独立运动时期的印度史》，印度建国后就没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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