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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为最

急”，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鼓民力”
是根本，要从国民的体力教育入手，培养国

民崇尚体力的精神风貌。这一观点得到了当

时大多数具有忧患意识知识分子的认同，并

掀起了一股重视体力的“尚力思潮”与“贵武

精神”，国民敢于同封建礼教作斗争，以实际

行动去反对的封建礼教传统思想观念。这些

对近代后期国人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3.增强体质，强种保国。严复认为，只有

具有强健的体魄，英勇无畏精神的国民才能

肩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国民的强健是实现

国家富强的基础，是保障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的根本。他将国力比作一堵墙，将国民比作

构成这堵墙的砖，只有每一块砖强硬结实、
尺寸合格，那么才能筑起坚固的墙体。他认

识到必须改变中国“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

已薄”的社会状况[6]，否则就会亡国灭种。为

了实现强种保国，严复提出了两点主张：第

一，禁鸦片，禁缠足。近代中国最害人者“莫

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7]。清末中国，吸

食鸦片成风，国民体质衰弱，鸦片给中国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白银流失、政治腐败、军队

丧失战斗力，国民身体素质受到严重伤害，

严复从个人健康以及国家安危的角度提出

要禁止鸦片，扫除“鼓民力”的障碍；另一方

面，严复对传统“三纲五常”封建礼教进行了

批判，尤其是女子缠足，对于女子身体以及

下一代的发展产生众多不利影响。严复主张

女子身体解放，提升妇女地位。第二，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吸取尚武精神。严复不仅学习西

方思想，同时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精

华，从中挖掘尚武精神的元素。严复通过研

究发现，在秦汉时期，中华民族极具武士之

风，“狩猎、击球、挟弹、拔河、剑舞诸戏,皆躬

自为之, 故于血气精神有鼓荡发扬之效”[7]。
因此，要学习古代尚武精神，改变重文轻武

现状，增强体质，强国保种。

严复体育思想是时代产物，代表着近代

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出路的探

索。严复在充分吸收中国先进文化以及对西

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全面比较的基础上，提

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鼓民力、开民智、兴民

德”的思想，尤其是“鼓民力”思想，打破了统

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重文轻武”思想，

开创了中国体育研究的先河，促进了学校体

育的形成。发扬其进步体育思想，将对促进

我国体育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范成文.论严复的“鼓民力”体育思想[J].船山学
刊，2009（1）.
[2]熊晓正,等.从“师夷长技”到“民富力强之本”[J].
体育文史,1997（2）.
[3]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M]//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4]丁一平.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M].贵州教
育出版社,1993
[5]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1995.
[6]王栻.严复集（第三卷）[M].中华书局，1986.
[7]王宪明.严复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
出版社，1999.
★作者单位：谢会，河北医科大学；刘占辉，河北
体育学院。

1955 年中国与尼泊

尔建交时搁置了边界问

题、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

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双方

也没有设立大使馆，在随

后的几年里，尽管两国间

仍存有一些分歧，这些问

题很快得到了相应解决。本文拟重温这段历

史，考察这一时期中国对尼泊尔的外交政策

及影响中尼双边关系的因素，以更好地认识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国处

在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东西方冷战的大

格局仍在持续，中国与苏联的裂痕在苏共二

十大之后却逐渐在增大，新中国建国初期所

确立的“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实际上已名存

实亡，中国外交面临新挑战，中国除了要面

对西方国家的威胁外还要担心苏联的野心。
在中苏关系紧张情形下，中印之间的边界争

端也逐渐在升级，中国与尼泊尔解决历史争

端、划定边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中。
中尼建交后不久两国高层便开始互访，

由此可见两国领导人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

友好关系的决心。1956 年 4 月底 5 月初，中

国特使乌兰夫副总理对尼泊尔进行访问，参

加了马亨德拉国王加冕典礼，中尼双方讨论

了我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关系等问题，同意

在一年内签署两国友好条约。9 月 20 日，以

中国与印度 1954 年签订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为参考，中国和尼泊尔签订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

中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

的协定》，重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

导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重申两国间互派大

使级外交代表的决定；立即废除所有在此以

前存在于中尼之间包括中国西藏地方和尼

泊尔之间的条约和文件[1]。此外中尼双方还

互换了双边关系中若干问题的换文，使协定

的一些条款具体化，包括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的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同意尼泊

尔在拉萨建立总领事馆，尼泊尔在 6 个月内

撤出在拉萨及其他地方武装卫队问题以及

侨民国籍问题的处理方式等[2]264。该条约解

决了中国西藏地方与尼泊尔之间的历史遗

存问题，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新进程，为

深入发展两国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9 月底尼泊尔首相阿查里雅访问中国，

10 月 7 日两国签订经济援助协定，中国三

年内向尼泊尔提供约 6000 万印度卢比的国

家建设发展援助资金，这笔无偿援助其中三

分之一分期支付外汇，其余的三分之二则是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机器设备原料等。不过，

中国对尼泊尔的善意行动却引起印度的怀

疑，印度担心中国在尼泊尔扩张势力，威胁

到印度的安全。中国对尼泊尔的经济援助便

是如此，相比印度对尼泊尔的援助（印度从

1951 年起到 1957 年 3 月，向尼泊尔提供了

大约 5380 万印度卢比的经济援助, 并计划

为尼泊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供 1 亿卢

比的援助[3]185），协定再次强调两国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签订的，中国对尼泊尔的

援助无任何附加条件，对于尼泊尔资金的使

用也不作干涉，可以自主使用，中方也不派

遣技术人员前往尼泊尔[4]。相比印度，中国平

等对待尼泊尔的方式无疑为中国在尼泊尔

赢得了更多赞扬，尼泊尔认为中国的做法是

更正确和更负责任的[5]66。中国与尼泊尔的关

系无法绕开印度，中国对尼、印度之间的关

系有深入的调查，明白尼、印之间存在的地

缘、文化、经济上的联系比中国更紧密[6]，主

观上中国与尼泊尔双边关系的提升并非以

牺牲印度为目标，却还是无形中影响了印度

在尼泊尔的利益。印度不安地注视着中尼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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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的发展，10 月底印度总统普拉萨达

出访尼泊尔寻求加深印度与尼泊尔两国关

系，同时邀请尼泊尔领导人访问印度。两个

月后阿查里雅访问印度，在谈及尼泊尔与

印度的传统友谊，称赞印度在国际和平中

扮演的重要作用时，演讲中却常常会涉及

中国。在印度人看来，印度对尼泊尔的特殊

地位已有所下降，中国在尼泊尔的影响力逐

渐却在增加[5]67。
1957 年 1 月底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

理出访尼泊尔。周恩来一行在加德满都受到

热烈欢迎，周恩来高度赞扬了阿查里雅访问

中国是中国和尼泊尔关系发展史上一个重

要标志，深信“两国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友

谊的发展将能对改善各国之间的关系提供

良好的榜样”，并特别强调：“国家无论大小，

都是平等的，有其他国家学习的地方。”[7]256

中国反复强调两国间的平等关系，这无疑是

尼泊尔与印度的交往中所缺乏的。
1957 年 6 月之后一段时间尼泊尔政局

不稳，所幸对中尼两国关系影响不大。1958

年 12 月，尼泊尔在拉萨设立总领事馆，并在

日喀则等地设立商务代理处。随着两国关系

的发展，两国边界问题提到了日程。1959 年

10 月，针对中国和尼泊尔的边界问题，周恩

来指出，虽然两国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两

国间有一条习惯线，在边界未正式划定之

前，双方同意维持这一习惯线，和平共处互

不侵犯，周恩来特别强调，“为表示中尼友

好，在亚洲树立典范，如尼政府同意，我们也

愿立即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并且经过勘

测，划定边界。”[8]2601960 年 3 月尼泊尔首相

柯伊拉腊应邀访问中国，中尼两国边界谈判

正式拉开序幕，不过两国最终确定边界条约

还有待时日。由于此时中印之间争端已日趋

白热化，印度不断向尼泊尔施加压力，柯伊

拉腊访问中国前先拜访了印度，多次强调尼

泊尔的独立和主权，表示在中国和印度争端

中保持中立[2]271。尼泊尔对中国保持善意的

中立，这是难能可贵的———当然这不仅是因

为中国对尼泊尔友好的结果，也是尼泊尔对

国际局势自我判断的选择。尼泊尔积极参与

不结盟运动，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在印度

和中国之间，尼泊尔选择中立在印度看来实

际上是尼泊尔要减少印度的影响。尼泊尔选

择不结盟政策，走自己的道路，无疑对中国

是有利的。柯伊拉腊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和

尼泊尔同意先签订边界问题协定，组成联合

委员会商谈解决边界问题，以后再正式签订

边界条约。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提

供 1 亿印度卢比经济援助，且不附加任何政

治条件，双方还商定互相在北京和加德满都

设立大使馆，以进一步加强双方联系与合作

（1960 年 7 月底，中国正式在尼泊尔建立大

使馆；1961 年 9 月底，尼泊尔正式在中国建

立大使馆，两国关系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1960 年 4 月底，周恩来总理再度访问

尼泊尔。4 月 28 日，中尼两国签署《中国尼

泊尔和平友好条约》，又一次强调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条约》第二条明确双方保证

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双方之间的一切争

端，第三条约定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

原则，发展和进一步加强两国间经济和文

化联系[9]。条约向世人展示了两国保持友好

合作关系、协商解决争端的信心和决心。
1960 年 12 月，尼泊尔局势发生重大变

化，马亨德拉国王下令解散内阁和议会，逮

捕首相和各政党领袖，亲自执政。1961 年 1

月，尼泊尔宣布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在全国

实行无党派评议会制度。印度总理尼赫鲁对

马亨德拉的做法表示不满，这引起了尼泊尔

官方对印度的反感情绪，中国则表示不干涉

尼泊尔内政。印度与尼泊尔的特殊关系对尼

泊尔是把双刃剑，印度认为维持这种特殊关

系是必须的，有利于印度的安全，但在尼泊

尔看来却并非完全如此，尼泊尔要想获得彻

底的独立自主，势必要减轻印度的束缚。中

国给尼泊尔提供了机会，这对尼泊尔和中国

双方而言是双赢的。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基础上，中国秉承了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与尼

泊尔的双边往来。同时，由于中国在尼泊尔

的利益要远小于印度在尼泊尔的利益，在中

尼关系中，中国可以更轻松处理。尼泊尔政

局的变动一方面使得中尼关系存在不确定

性，另一方马亨德拉期望得到国内外的支

持，树立威望，也期待中尼边界问题早日解

决[10]。马亨德拉国王 1961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5 日访问了中国，期间两国于 10 月 15

日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

边界条约》，两国边界问题得到一劳永逸的

解决，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外交谈

判所正式勘定确立的第二条陆地边界线（中

国和缅甸边界为第一条）[11]。至此中尼两国

之间存在的历史问题基本已得到了解决。
1962 年当中国与印度发生边界战争

时，中国和尼泊尔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由

此也能看出中国、印度、尼泊尔之间的复杂

关系。由于中印争议边界处印度军队中有服

役的廓尔喀士兵，中国向尼泊尔提出撤回这

些廓尔喀士兵的要求，尽管尼泊尔拒绝了中

国的要求，此前与印度关系更加密切的尼泊

尔还是选择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尼泊尔之间保持

友好关系是在相当不利的环境下实现的。中

国与尼泊尔之间传统贸易一直存在，但所占

尼泊尔对外贸易的份额却不大，尼泊尔与印

度之间的贸易占了尼泊尔对外贸易 90%以

上，以此可以看出尼泊尔经济上对印度的依

赖程度。另外尤其要注意的是，作为夹在中

国、印度两大之间的小国，尼泊尔吸引的不

仅仅是中印两国的注意力。苏联在 1959 年

向尼泊尔提供了 3000 万卢比的无偿经济援

助；为防止尼泊尔倒向共产主义，这一时期

的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技

术援助，派遣专家和技术人员前往尼泊尔；

英国也与尼泊尔达成协定，每年向尼泊尔提

供 100 万卢比资助，每年从尼泊尔招募 500

名廓尔喀雇佣兵[3]186。
总之，从 1955 年两国建交起到 1962 年

底，中国并不以大国的强势姿态与尼泊尔交

往，中国多次反复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因此中尼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逐渐解决了双

边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互相在对方首都设

立了大使馆，较为稳妥地解决了边界问题，

并经受住了中国与印度战争的考验。从两国

关系发展的轨迹来看，早期中尼之间的良好

关系为两国未来保持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此后即使在尼泊尔国内局势发生较

大变化的情况下，两国关系仍保持了较为平

稳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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