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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CHINDIA》

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首先作者讨论了中国伊斯兰教，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中对中国回
族等伊斯兰少数民族的研究将使印度读者大开眼界。其次，他讨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再其次，
兰密施论及中国和印度共同面临的问题——艾滋病。他认为中印两国必须处于临战状态，与艾滋病进
行搏斗，他高度赞扬中国在抗艾滋病上所取得的成绩。除此之外，兰密施适时论及中国经济数据，以
及批判地审视数据来源的必要性。他指出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增长数字，以及如何把中国的未来看作
经济的动力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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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杰伦·兰密施，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印度商务部部长，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国会联邦院议员。兼任国
家咨询委员会重要成员、国会审计委员会、财政常务委员会和政府诺言监督委员会威员。曾长期担任
国大党秘书，是卡纳塔克邦、拉贾斯坦邦、恰蒂斯加尔邦等邦顾问。曾就职于总理办公室、财政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部和能源顾问委员会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部门。他是《今日印度》《印度时报
》《电讯报》和《商业标准报》等报干U的专栏作家，已出版两部著作，在印度及国际舆论界享有盛
誉。同时是数家公共服务组织董事会成员。早年分别在印度理工大学的孟买分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
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程学、管理学和科技决策学，2001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杰出校友”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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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前言致我的中国读者信中文版前言 [印度]谭中中文版序 [印度]谈玉妮英文版序 [美国]斯特罗布·
塔尔波特引言第一部分 从中印对抗到中印大同  1.1  中印美三角关系    印度和美国对抗中国毫无意义 
1.2  印度-中国模式    99.9％好，0.1％不好  1.3  瓦杰帕伊去中国    大胆开创新的双向地域性互动的时代 
1.4  重新发现尼赫鲁    印度总理在北京表现出了政治远见和勇气  1.5  请不要搞太空竞赛     中国是表现
良好，但印度不必妄自菲薄或感到威胁  1.6  新的中巴印平衡    中国在推动巴印展开对话上表现出的高
压力和低姿态  1.7  你也湄公河，我也湄公河    中国在次区域合作方面似乎比印度更认真第二部分 通往
中印大同的大商业通道  2.1  日益增长的矛盾心理    印度已经张开双臂同中国开展贸易，印度会害怕中
国的投资吗?  2.2  异床同梦    瓦杰帕伊告诉胡锦涛邓小平15年前跟拉吉夫说过的话  2.3  货币难题    中国
和印度都面临汇率的艰难选择  2.4  国外直接投资的修正主义    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对中国持怀疑态度，
却对印度充满信心  2.5  他们的西部，我们的北方    地区差异对于中国来说，有着和印度不一样的意义 
2.6  蓝领，白领    由于本国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对中国和印度感到恐惧  2.7  严峻的石油现状    中国和印
度都是而且将继续是石油进口大国  2.8  钢铁的讽刺    印度对中国的钢铁出口大幅上升，中国政府对此
表示担忧  2.9  并不快乐的生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周年纪念日第三章 中国关注  3.1  毛(泽
东)遭遇穆罕默德    很少有人把伊斯兰和中国联系起来，实际上两者联系紧密  3.2  儒教的悖论    中国式
民主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吗?  3.3  酝酿中的风暴    世界把印度和中国看作巨大的艾滋病毒定时炸弹  3.4  数
据游戏    突然之间，北京被指责像安然公司一样篡改统计数字结语附录  1.CHINDIA世界媒体的新关键
词  2.孙玉玺大使在“Chindia-竞争还是合作”研讨会发表重要演讲跋：释■(CHl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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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在这个十年余下的时间里，中国力使石油的来源多样化，但是仍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对中东的
依赖。随着美国对这一关键地区不断加强战略控制以及对从波斯湾到中国南海的海上航线的控制，中
国肯定会感到焦虑。令其更为不安的是，美国和印度海军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升温，这从近期印度海军
护送美国军舰通过马六甲海峡可见一斑。　　很久以来，俄罗斯人一直恐惧中国人对西伯利亚和他们
的远东的人口侵略。根据《印度人报》（The Hindu）驻莫斯科记者维拉迪弥·罗度恒
（VladimirRadyuhin）的报道，这一恐惧已经变成现实。根据即将发布的2002年俄罗斯人口普查报告，
中国人已经成为俄罗斯第四大族群，位列俄罗斯人、鞑靼人和乌克兰人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
始到现在，已经有超过300万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定居。这就难怪长达4300公里的边境贸易的开放
会导致像海参崴（Vladivostok）、哈巴罗夫斯克（Khabarovsk）、伊尔库次克（Irkutsk）和库页岛
（Irkutsk）这样一些地方的“中国化”。但是在深知俄罗斯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量的中国人心里
，还有一幅更大的战略图画。中国一直在同俄罗斯谈判以谋求从东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城（Angarsk
）修建一条长达2300公里的输油管到大庆，这一投资将耗资大约25亿美元。但是急切地想把外国投资
引入这一偏远地区的俄罗斯人却在寻求另外的方案，即把输油管通到太平洋海岸的纳霍德卡
（Nakhodka）。这一方案使得俄罗斯可以同时把石油输送到日本和韩国。中国人对于这一规划感到非
常不快。　　中国还把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区。中国石油旗舰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承认为了
获得在哈萨克斯坦、委内瑞拉、苏丹和伊拉克境内利润丰厚的石油经营权已经投入了近80亿美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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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一，有了它，中国和印度就会互相借鉴、共同努力把人类三分之一变成和谐的小康社会，扫除
贫穷、落后、疾病、野蛮与道德败坏，成为全球发展的典范。　　第一，在它的灵感鼓舞下，在中国
和印度会涌现出十多亿具有悠久文明传统、高新知识技术与高尚道德的社会精英，他们将在世界事务
中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在它的精神指引下，亚洲以及整个东半球会变成全球化、和平共处的太
平世界，这样就会帮助消除当今世界公害——“文明冲突”与“圣战”恐怖。　　兰密施提
倡CHINDIA是大胆之举，具有种真正以国际主义精神投身于“天下家”的高尚境地。在当今世界朝着
“世界大同”方向发展的时刻，如果占人类人口38%的24亿中国和印度人民都能像兰密施一样心目中
有个“CHINDIA，也就是说有个超越了“China”和“India”的更高理想境界，有个比祖国更大的“
大我”，那全人类都会变得和谐、合作，共同奔赴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　　——新加坡《联合
材艮》谭中：《CHINDIA：中印文明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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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阅
2、　　这书基本上分为3个部分：前言、序言和正文——前言、序言能写这么长的书，我还真是第一
次见。
　　
　　这1、2年，由于某位美籍华裔黄教授的印度比不过中国的言论，我对印度的兴趣不断增长。看了
这书，我对印度的好奇又增加了：这个国家最近，至少在国内的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极度不喜欢中国
的态度，却曾经出过那么喜欢中国的领导人？它对中国的兴趣居然超过美国？非典时期，是什么让印
度的领导在中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访华？好奇好奇，真的非常好奇！
　　
　　此外这书真的让我深刻反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国家居然在近代这么短的时间内差不
多和周围的领国都交战过——你可以说是美国在后面作怪，但我们居然没有在外交的层面上破解问题
，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我们自己的失败。而最近不少军事媒体表现出来的对领国的态度现在想来也让人
无语——如果真以为自己是个大国，那麻烦在有争议的战争历史里，至少拿出点大国的气度来吧！
3、看看别人是怎么说我们的
4、过瘾。不知道中译本有没有删节。大概有。
5、邂逅：2013.2.6.电子书；
旅程：2013.2.6.-2013.2.；
地点：家中；
这本书好奇葩序跋推荐附录神马的也能占整本书的50%！内容上来说，说印度人不关心中国（以及某
种程度上的中国不关心印度）感觉已经有些过时。作者是政客，政客写作的毛病就是话题分析总是点
到为止，很浅；但优点是涉及的议题广（何况作者业余也研究文化神马的），所以看到伊斯兰教、艾
滋病、郑和等段落还是蛮有信息营养的。春节前的最后一本书虽然不算质量上乘，但文中提到的三个
关键词：中国、印度、美国，大概也预示了这一年乃至今后几年的研究方向。晚安，本命年：）又，
这人以前做过环境部长现在又是农业部长，看来是个prominent policymaker啊！
6、有点诡异的是，这一本书基本上别人的文章页数和作者自己的文章差不多一样多
7、没理解。。。
8、为了做一作业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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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亚洲的新主角－－中国与印度　　　读＜理解CHINDIA＞　　　　2008-8-1　　印度对于
普通中国人，就了解程度而言，相当于中国对于美国人。普通美国人很少会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情，普
通中国人也很少关注印度发生的事情。对印度的了解，很多人似乎仍停留在佛教时期，这就好像很多
美国人仍以为中国人是辫子的。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夸大，但也离事实不远。　　近一段时间有关印
度的新闻，一是印度及其它三国的入常，二是最近印美关系趋热，就在今年9月，在印度洋将会举行
一次由印、美、日、澳、新（加坡）参加的联合军事演习，这是迄今为止印度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
演。引起中国的关注是由于我们怀疑这次演习是否有针对中国的意图，尽管当事各方都极力否认这种
猜测。　　对于印度，我只能说我们了解的太少了，就目前中国的双边关系的重要性来说，中印关系
至少要排在五名以后，双方无论就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合作都非常之少，并不符合双方大国
的身份。也许目前印度的整体实力并不能引起中国的更多关注，但是在可以看到的将来，这种情况有
可能会大为改观。就像在20年前，又有谁能想到今天中国的样子呢？　　这本＜理解CHINDIA＞是由
印度著名经济学家、商务部长杰伦·兰密施所著，他向我们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印关系的大门，让我们
了解到现代印度人如何看中国，以及如何看待中印关系的未来。作者很有创造性地发明了这个新词－
－CHINDIA，被同样有创造性的译为“中印大同”，即使不经过翻译，我们也能看出这个词中同时包
含了CHINA和INDIA两个词，它将中国和印度有机地融为一体，它非常恰当地体现了作者及和他一样
众多中印友好人士的共同理想。　　　我曾一度认为这是一本歌颂中印友好的赞歌书，但事实刚好相
反，书中从印度人的观点非常客观地阐述了对中国的理解和对中印关系的理解，这让我们有机会以外
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我们有时并不能真正客观的看待自己。书中的观点是很
有趣的，也包含了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事实（当然也可能不是事实）。在本书正文前面有长达六十几
页的序（全书也不到200页），主要是华裔印度学者谭中和印度德里大学东亚系副教授谈玉妮的两篇文
章，篇幅虽然很长，但却很有意义，简要回顾了中印两国近年来的交往史和历史背景，让我们脑海里
对目前中印关系的背景产生了一个大概的轮廓。　　就像书中所述的那样，中印之间有相当多的共同
点－－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同处发展中，面临着很多相似的问题，印度对中国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和钦佩，希望与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并不希望与中国为敌（当然也有部分军方人士有敌视中国的态
度）。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下一个经济腾飞的大国很有可能就是印度，那个时候，亚洲大陆上将会
同时有两个人口大国共同发展，西方学者所谓“龙象之争”也可能成为“龙象”之间的合作，就
像CHINDIA那样，深圳大学的郁龙余教授还特别创造了一个字（繁体“龙”字的左半边，右边加上一
个“象”字，读LIANG，4声，很遗憾我没办法把它打出来），以对应这个新词。　　整体而言，这
本书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自己，同时也了解到目前仍未成为主流的
中印关系，提示我们它的发展潜力。从这方面来说，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印
关系以及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仍然发展缓慢，这仍需要两国官方及民间学者的共同努力。
2、这书基本上分为3个部分：前言、序言和正文——前言、序言能写这么长的书，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这1、2年，由于某位美籍华裔黄教授的印度比不过中国的言论，我对印度的兴趣不断增长。看了这
书，我对印度的好奇又增加了：这个国家最近，至少在国内的媒体上表现出来的，极度不喜欢中国的
态度，却曾经出过那么喜欢中国的领导人？它对中国的兴趣居然超过美国？非典时期，是什么让印度
的领导在中国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访华？好奇好奇，真的非常好奇！此外这书真的让我深刻反
省：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这个国家居然在近代这么短的时间内差不多和周围的领国都交战过——
你可以说是美国在后面作怪，但我们居然没有在外交的层面上破解问题，这实在不能不说是我们自己
的失败。而最近不少军事媒体表现出来的对领国的态度现在想来也让人无语——如果真以为自己是个
大国，那麻烦在有争议的战争历史里，至少拿出点大国的气度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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