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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矛盾的近邻

　　印度总理莫迪的改革能否持续成疑。结构改革、基础设施建设差、识字率低和社会文化等的转变，均难以在一

朝一夕间完成。

记者｜刘朝晖

自1947 年独立后，印度迫切希

望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

色，一直有一个“大国梦”，一代

代印度的政治精英不断求索强国之

路。自 21 世纪以来，印度寻求大国

地位的种种努力更是愈发明显。然

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印度

独立 70 余年来，许多从“娘胎”里

带出来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还进

一步进入难解之境——貌似西方式

的民主制度下，却是土邦林立、种

姓制度根深蒂固、教派冲突不断……

印度对大国地位的勃勃雄心，

与其现实中差强人意的政治社会经

济情势之间，形成强烈反差。这种

现实困境，让印度的国家现代化发

展始终备受掣肘。

西式“民主”政治问题重重

与中国古代的大一统中央王朝

相比，印度古代史上从未出现能够

稳定统治现代印度大部领土的中央王

朝。由于历史上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

统治，印度形成了如千层蛋糕般分散

错杂的割据统治结构，按照民族、种

姓、宗教、阶层的分野，印度社会被

分割成自治、自立的小社区。

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印度建国政

治精英 , 从一开始就把争取民族独立

和保持国家统一当作其至高无上的

两大历史任务。在包容性的印度民

族主义指导下，国大党精英在西式

民主制度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整

套以妥协、折衷为特色的政治体制，

让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种姓、

不同阶层的印度人获得了平等的政

治身份——印度公民。不少印度学

者曾表示，如果印度没有现在这样

的民主制度，国家统一都无法维持。

客观来说，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的

印度发展的现实困境

上图：印度看似实行

了“西式民主”，实

则民主质量不容乐

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