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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

姬文波∗

【内容提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ꎬ印
度自认为已居于“强有力的优势”地位ꎬ重施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ꎬ先
是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旺东地区)ꎬ随后又进入克节朗地区ꎬ并展开

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ꎬ对中国进行挑衅ꎮ 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

政治因素影响ꎬ有意加剧边境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ꎬ巩固政权ꎮ 为遏制印军

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ꎬ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对的军事斗争ꎬ西藏边防部

队进入旺东和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ꎮ 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 １９６２ 年边

界战争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对峙ꎮ 中印边界局势再次到了一触

即发的程度ꎮ 由于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ꎬ以及两国军事力量有

效威慑和国际政治的制约ꎬ中印两国政府都没有选择以战争手段来解决边

界纠纷ꎮ 在中印双方的外交努力下ꎬ中印边界危机在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后逐步平

息ꎮ 此后较长时间ꎬ中印边界东段的局势保持了相对平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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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 年ꎬ由桑多洛河谷事件(即旺东事件)所引发ꎬ中国和印度发生了自

１９６２ 年边界战争以来最严重的领土纠纷ꎮ 桑多洛河谷(旺东)位于所谓“麦
克马洪线”以北、娘姆江曲以东、康格多山以西ꎬ属于西藏错那县勒布乡太宗

山ꎮ 这个地区不仅远在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以北ꎬ而且也在中印边界东段双方

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ꎬ一直是中国的领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印度政府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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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①ꎬ派军队渗透到桑多洛河谷ꎬ导
致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旺东事件的发生ꎮ １９８７ 年ꎬ印军进一步越过哈东山脊ꎬ进入克

节朗河谷(印方称为南姆卡曲河谷)ꎬ并展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ꎬ对
中国进行挑衅ꎮ 为遏制印军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和渗透ꎬ中国军队展开针锋相

对的军事斗争ꎬ举行了“８７４”演习ꎮ 中国军队越过拉则拉山脊(印方称塔格

拉山脊)ꎬ在克节朗河谷北岸设点驻防ꎬ与印军形成军事对峙ꎮ 中印边界局势

再次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ꎮ② 对于这段历史ꎬ由于各种原因ꎬ除了英国著名学

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在著述中有所涉及之外ꎬ相关的专题研究很少ꎬ而有

关这方面的非学术文章多有谬误ꎮ 本文将散见于文章著述、回忆传记中的相

关资料加以搜集整理ꎬ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和探讨ꎬ希望能对中印边界

问题的研究有所帮助ꎮ

一、旺东事件的发生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ꎬ在印度当局“前进政策”主导下ꎬ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对
西藏山南地区错那县克节朗河谷以及拉则拉山脊(即塔格拉山脊)的冒险入

侵ꎬ成为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中印边界战争的导火索ꎮ 在取得自卫反击作战重大胜

利后ꎬ中国政府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表声明ꎬ决定单方面主动停火和主动

后撤ꎮ 中国边防部队“从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

线ꎬ后撤 ２０ 公里ꎬ”并在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民警检查站ꎮ③

在中国军队撤退后ꎬ１９６３ 年 ５ 月 ６ 日ꎬ印军再次占领了“麦克马洪线”以北克

节朗河谷(印方称为南姆卡曲河谷)东端的兼则马尼(沙则)据点ꎮ 距离北面

中国军队设立的得芒边防点约有 １０００ 米ꎮ 中方未采取行动予以阻止ꎮ 此后

很长时间ꎬ印方未敢再越过哈东山脊向克节朗地区推进ꎬ中印双方在克节朗

地区基本脱离接触ꎬ中国方面一度停止了在这一地区的巡逻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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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中印两国总理谈判之后ꎬ印度政府为改变边境现状ꎬ侵占中国领土ꎬ又进一步酝酿向

中国“占领”地区派遣巡逻队和插入在中国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建立据点ꎮ 这一侵略计划ꎬ后来被印

度政府称之为“前进政策”ꎮ “前进政策”的目标是:印军要尽可能多地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建立哨所ꎬ
以此来逐步改变边界的军事力量对比ꎬ并且在中国哨所之间建立印度哨所和巡逻队ꎬ遏制中国的补给

线ꎬ最终使印度有足够优势赶走中国军队ꎮ
«马克斯韦尔撰文评中印边界局势(上)»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９ 日ꎮ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编写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ꎬ北京ꎬ军事科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版ꎬ第 ３７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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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ꎬ自认为已居于

“强有力的优势”地位ꎬ印军的战略思想也由 ７０ 年代的纵深防御发展为强调

进攻性的“攻势防御”ꎮ① 在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主导下ꎬ印度政府重拾

尼赫鲁时期的“前进政策”ꎮ １９８１ 年ꎬ英迪拉甘地内阁做出决定ꎬ将“保卫”
达旺地区作为印军的一项基本任务ꎮ 按照印度军方一贯的占据战略制高点

的思想ꎬ这意味着必须把其防线再次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所谓分水

岭ꎬ“理想”阵地是其 １９６２ 年遭受挫败的克节朗河以北的塔格拉山脊ꎬ至少也

要在哈东山脊占领居高临下的阵地ꎮ 作为新的“前进政策”的倡议人ꎬ印度陆

军参谋长 Ｋ Ｒ 克里希那劳上将(任期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６ 年)命令印军“突入印

中边境未被占领的争议地区ꎬ随后又前调轻装满员的合成部队ꎬ以加强印度

同中国 ２３５０ 公里边境的薄弱边防力量ꎮ 以主力前推ꎬ在战术上便有可

能发动有限攻势ꎬ越过边境进入对方薄弱或未占领地域”ꎮ② 在上述“前进政

策”主导下ꎬ从 １９８３ 年夏季开始ꎬ印军每年都派出情报小组ꎬ渗透到“麦克马

洪线”以北的桑多洛河谷地区进行侦察和试探ꎮ 英迪拉甘地总理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被刺身亡后ꎬ继任的拉吉夫甘地政府并未停止该政策ꎮ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ꎬ印军深入到中国西藏境内松多地区的旺东(桑多洛河谷)ꎬ并设立季节

性据点ꎮ③ 这个哨所“对中国人在塔格拉山脊背后的军事部署一览无遗ꎻ而
且这个新哨所不仅是位于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中国一边ꎬ还由于它

曾是边界战争的爆发点ꎬ因而是个具有特别意义和敏感的地区ꎮ”④ １９８６ 年 ２
月ꎬ所谓“鹰派”将领 Ｋ. 森德吉上将继任印度陆军参谋长ꎮ 他明确提出ꎬ一旦

开战要把战争推向别国领土ꎮ “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向侵略者本土发动

反攻ꎮ”可以看出ꎬ印度对华军事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ꎬ发生质的

变化ꎮ⑤

１９８６ 年ꎬ印军在旺东地区的渗透被中国军民发现ꎮ １９８６ 年 ６ 月ꎬ为捍卫

主权ꎬ制止印军的蚕食ꎬ西藏边防部队受命在旺东地区设点ꎮ⑥ 西藏军区山南

军分区某边防团先遣连在原始森林地带边寻路边推进ꎬ翻山越岭ꎬ长途跋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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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目的地ꎬ立即组织部队宿营、构筑简易防御体系ꎮ 在很短的时间内ꎬ完成

了整体防御工事构筑、阵地建设、营区道路、开辟直升机场ꎬ形成正面与印军

对峙ꎮ① 为加强对旺东边防点的控制ꎬ６ 月底 ７ 月初ꎬ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团长

高明诚带领一个巡逻分队在桑多洛河源头“无名湖”高地一带勘定建连地点

时ꎬ突发重病而牺牲ꎮ② 印军则迅速增兵设点ꎬ越过“麦克马洪线”向北推进ꎬ
对西藏边防军旺东守点分队形成包围态势ꎮ 在旺东哨所ꎬ中国军队只有一个

连ꎬ处于三面受敌ꎮ 当面印军有三个连ꎬ且居高临下ꎮ 两军前沿阵地相距只

有七八米ꎮ③ 西藏军区边防某部六连五班ꎬ坚守海拔 ４１１０ 米的无名高地ꎬ临
危不惧ꎬ制止了印军对旺东地区的蚕食扩张ꎬ被成都军区授予“边防模范班”
荣誉称号ꎮ④

在军事上采取对抗措施的同时ꎬ印度外交部也向中国方面提出抗议ꎬ指
责中国入侵印度领土ꎮ 不久ꎬ印度媒体对桑多洛河谷发生的事件进行了渲染

报道ꎬ在印度国内掀起轩然大波ꎮ ７ 月 １５ 日ꎬ印度官方公开指责中国入侵印

度领土ꎮ 印度外交部官员说ꎬ将近 ４０ 名中国人ꎬ其中有些穿着军装ꎬ在中印

东部边界地区“麦克马洪线”以南侵入印度领土六七公里ꎬ这是中国自 １９６２
年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入侵行动ꎮ ７ 月 １６ 日ꎬ中国外交部驳斥了印度上个月向

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ꎮ 发言人说ꎬ即使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原图看ꎬ桑多

洛河谷地区也在该线以北ꎮ 印方完全把事实搞颠倒了ꎮ 中方理所当然地拒

绝了印方的无理抗议ꎮ⑤ ７ 月 １６ 日晚间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议会会见

反对党领导人时表示:将在下一轮在北京举行的印中边界谈判中提出桑多洛

河谷这件事ꎮ 他说ꎬ自 １９７４ 年以来ꎬ“这种边界争端就一直不断ꎬ印度政府除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０ 年这段时间外ꎬ一直在注视着这类事件ꎮ”拉吉夫甘地并解

释说ꎬ中印边界并未发生什么反常事件ꎬ只不过中国的这次入侵的深度比以

前深了些ꎮ ７ 月 １７ 日ꎬ印度的各大报纸都报道了拉吉夫甘地的讲话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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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ꎬ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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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月 １９ 日ꎬ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会见了由印度外交部外事秘

书文卡特斯瓦兰率领的前来参加中印第七轮官员会谈的印度代表团ꎮ 吴学

谦说ꎬ你们把一些事情公诸舆论ꎬ印度报纸发表了一些文章ꎬ我们的新闻界也

不得不做出反应ꎬ这样不利于会谈ꎬ这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ꎮ 他希望双方平

心静气地摆事实ꎬ讲道理ꎮ 文卡特斯瓦兰说ꎬ印度报纸的报道有的是事实ꎬ有
的不是事实ꎮ 解决印中两国的边界问题是印中双方所希望建设的友谊大厦

的基石ꎮ① 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在接见印度谈判代表时说ꎬ谈判桌上可以吵ꎬ
但在边境上不要动武ꎮ②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３ 日ꎬ中国和印度第七轮官员会谈在

北京举行ꎮ 双方的会谈气氛友好坦率ꎬ但没有在边界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

展ꎮ 双方商定下一轮会谈在新德里举行ꎮ
但中印第七轮官员会谈后ꎬ印度领导人又多次指责中国方面人员越过了

中印边界东段的所谓“合法”国际边界“麦克马洪线”ꎬ在桑多洛河谷地区“入
侵了印度的领土”ꎬ一些印度报刊也对此连篇累牍地大肆渲染ꎮ ８ 月 ６ 日ꎬ印
度人民院对此问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紧张讨论”ꎬ并对印度政府提出“严厉

批评”ꎮ③

此时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尚能保持理性和克制ꎮ ８ 月 １１ 日ꎬ从国外

访问回来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记者表示ꎬ中印边界问题很混乱ꎮ “麦
克马洪线”划得“相当粗”ꎬ“对于这条线所处的地区是可以谈判的”ꎮ 拉吉

夫甘地表示ꎬ“目前的状况是ꎬ我们双方都已后撤了一定的距离ꎮ (中国

人)肯定是违背了这一点ꎮ 我们正在同他们联系ꎬ希望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

题ꎮ”④ 拉吉夫甘地召集阿萨姆邦和“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⑤ 藏南情报

分局的官员商讨边界局势ꎮ
中印两国边防部队都加强了在桑多洛河谷地区的巡逻ꎮ 两军巡逻队不

时相遇ꎬ距离很近ꎬ有时达到面对面的程度ꎮ 为避免擦枪走火ꎬ使事态升级ꎬ８
月中旬ꎬ中印双方派出军事和谈代表举行了边界维稳军事会唔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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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学谦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希望中印会谈解决边界问题双方都要摆事实讲道理»ꎬ载«人民

日报»ꎬ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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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宝:«向党致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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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月 ２３ 日ꎬ中国政府以“中国新闻社答读者问”的形式ꎬ公开表明了中国

在这次边界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ꎮ 文章以严厉的语气强调:印度方面利用中

国方面一度停止巡逻的空隙ꎬ不断蚕食中国领土ꎬ制造新的争议地区ꎮ 多年

来中方对此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ꎬ但是印方的越线活动有增无减ꎮ 印方企

图扩张到哪里ꎬ就把那里的中国领土说成是印度的ꎮ 桑多洛河谷地区的问题

就是一例ꎮ 中国方面对此当然不能听之任之ꎮ 中国政府重申ꎬ互谅互让是解

决边界问题的关键ꎮ 只要求一方作让步是绝对不可能解决问题的ꎮ① 从«人
民日报»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ꎬ印度在旺东地区的蚕食扩张ꎬ已严重挑战了中

国政府的底线ꎮ 中国政府已是忍无可忍ꎬ立场绝无松动ꎮ
看到中国政府这次在边界问题上的坚定态度ꎬ印度政府内部也在探讨

“采取一种新的外交立场”ꎮ 考虑中的建议之一是ꎬ拉吉夫甘地总理应该致

函中国总理ꎬ强调有必要达成一项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的谅解ꎬ并使边界沿

线的所有地方保持现状ꎬ这样不会损害中印各自的领土要求ꎮ② ８ 月 ３０ 日ꎬ拉
吉夫甘地在接见«阿尔及利亚现实»杂志记者时ꎬ再次排除了以军事冲突来

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可能性ꎮ 拉吉夫甘地说ꎬ“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在谈判

桌上求得解决ꎬ现在该是我们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了ꎮ”中印边界谈判已举行了

七次ꎬ谈判并不像“我们原先希望的那样富有成果”ꎮ 拉吉夫甘地提到

１９８５ 年在纽约与中国总理的会见“是一次很好的会见ꎮ 在那次会见后我曾

十分乐观ꎮ 我们希望我们能使边界谈判恢复到令人乐观的水准上去ꎮ”对于

“麦克马洪线”ꎬ拉吉夫甘地说:“我们认为这条线是在这里ꎬ中国则认为它

在那里ꎮ 我们必须要弄清楚它到底在哪里ꎮ”③

但印度军方回应称ꎬ印度军队目前的阵地是以印度对这个地区的“麦克

马洪线”的解释和英迪拉甘地夫人在 １９８１ 年所做出的内阁决定为依据的ꎮ
印度军方认为ꎬ为保卫在 １９６２ 年中印边界战争头三天中国即占领的达旺地

区ꎬ印军必须占据达旺北部的几个山脊ꎬ设立居高临下的阵地ꎮ 一旦从这些

山脊撤退ꎬ对达旺的防御就不能保证ꎬ防线也得转移到达旺南部几十公里外

的邦迪拉ꎮ 印度军方的立场仍然是坚持要中国单方面撤出桑多洛河谷(旺东

地区)ꎬ退到印度所“理解”的“麦克马洪线”之外ꎬ即印度所谓的分水岭以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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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为此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ꎬ并做出了积极努力ꎮ 但是ꎬ印度

政府的态度没有根本变化ꎬ坚持要求中国单方面从旺东地区撤退ꎮ 军委副主

席杨尚昆明确指示:旺东点一定要守住ꎮ 它不单是个军事问题ꎬ更重要的是

个政治问题ꎮ① １０ 月初ꎬ印度外交部部长希夫尚卡尔和中国外交部部长吴

学谦在联合国再次就所谓桑多洛河谷问题举行了会谈ꎬ但没有取得任何结

果ꎮ 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也放弃了写信给中国总理的想法ꎮ

二、印度政府决定采取强硬姿态

拉吉夫甘地此时的政治地位不稳ꎮ 两年来ꎬ这位锐意革新的总理经济

上举步维艰ꎬ政治上积怨甚多ꎬ加上党内纷争ꎬ使他的威信不断下降ꎮ 在国内

政治压力下ꎬ他开始更多地听取他的将军们、特别是总参谋长森德吉将军的

意见ꎬ而不是他的外交官们的意见ꎮ 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ꎬ拉吉夫甘

地决定采纳军方意见ꎬ在边界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ꎮ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甘
地现在孤立了ꎬ甚至听不到他的助手们的好建议ꎮ 在这种时刻ꎬ一位将军带

着一些草草拟就的图表告诉总理他可以打赢同中国的战争ꎬ总理就可能听得

进去ꎮ”②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ꎬ拉吉夫甘地召集有关部长与高级官员开会研究对中国

的政策ꎬ并对谈判解决问题的前景重新评估ꎮ 随后ꎬ拉吉夫甘地政府决定

在政治、军事两方面采取措施反击中国ꎮ
政治上ꎬ作为对所谓的中国军队“长期驻扎”在桑多洛河谷的回击ꎬ印度

总理办公室提出ꎬ应该使“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正式成为印度的第 ２４ 个

邦ꎮ 这个提议遭到了当时的外交秘书文卡特斯瓦兰③ 的激烈反对ꎮ 文卡特

斯瓦兰认为ꎬ这是对中国进行的不必要的挑衅ꎬ会使边界谈判变得复杂化ꎻ大
部分印度外交官都同意这种意见ꎮ④ 但是国内的压力使得拉吉夫甘地拒绝

了他的劝告ꎮ 在印度政府授意下ꎬ１９８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和 ９ 日ꎬ印度议会两院通

过一项法案ꎬ将印度在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上建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

区升格为“邦”ꎮ 印度的这一举动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ꎮ 国际舆论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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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ꎬ印度的这一决定可能使棘手的中印边境谈判进一步复杂化ꎮ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中国政府郑重声明ꎬ中国绝不承认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ꎮ 发言人指出ꎬ在
中印双方进行边界会谈的时候ꎬ印方蓄意采取上述步骤ꎬ使这一问题更加复

杂化ꎮ 由此而带来的后果也是严重的ꎮ １２ 月 １２ 日ꎬ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表

谈话ꎬ指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绝不承认“阿鲁纳恰尔邦”的谈话是“干涉

印度内政”ꎬ“有悖于中国想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ꎮ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中国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ꎬ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友好协商和互谅互让地解决中印

边界问题ꎻ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ꎬ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ꎮ 但是ꎬ令人遗

憾的是ꎬ由于印方所采取的行动ꎬ中印边界事态变得更加严重了ꎮ①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 ２０ 日ꎬ印度当局宣布所谓“阿鲁纳恰尔邦”正式成立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

地出席了仪式并讲了话ꎮ ２ 月 ２１ 日ꎬ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ꎬ对印度这一行为

表示愤慨ꎬ并强调ꎬ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办法只能是友好协商ꎬ互谅互让ꎮ 印

度只要中国单方面让步ꎬ企图把殖民主义者炮制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强加

给中国人民ꎬ那是行不通的ꎮ②

在军事上ꎬ印度政府授意军队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ꎬ抢先进入克节朗河

的南岸占地设点ꎮ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ꎬ印军再次派兵进驻中印边界克节朗争

议地区的莫惹打ꎮ 当年年底至 １９８７ 年年初又进驻克节朗地区的扯冬等地

区ꎬ并设立了十余个据点ꎮ③ 这样ꎬ印度已基本恢复了它在 １９６２ 年 ６ 月占领

的哨所阵地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后ꎬ印度在达旺—克节朗地区大举增兵ꎬ使得边界形势进一

步激化ꎮ 在印度陆军参谋长森德吉将军主导下ꎬ印军相继在印巴边界拉贾斯

坦和古吉拉特沿海和中印边境举行代号为“铜钉”和“棋盘”的演习ꎬ这是印

军在边界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ꎮ 印度军方将三个步兵师从

西部边界调往东部“麦克马洪线”地段ꎮ 在这个区域ꎬ印度部署了 １２ 个师和

数个独立旅ꎮ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印度东北边界地区军队及战略空军基地已进入戒

备状态ꎬ至少有五个战斗机中队ꎬ特别是将“米格 － ２３”等战斗轰炸机部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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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前沿地区ꎮ 位于“阿鲁纳恰尔邦”的贾布瓦地区的前沿战略基地奉命执

行监视和拦截任务ꎮ
印军最高指挥部还在印中边界地区进行针对西藏拉萨进攻的陆空联合

“模拟演习”ꎮ 在这次“有限战争的模拟演习”中ꎬ战争一开始ꎬ印度空军即对

西藏的主要基地和军事设施进行了一次“全面空袭”ꎬ平均日出动 ５００ 架次ꎬ
于 ７２ 小时内取得了对该地区的制空权ꎮ① 随后ꎬ“在直升机的支援下ꎬ陆军以

第 １１４ 山地步兵旅为先锋向拉萨发起进攻”ꎬ“途中只遇到战术上的抵抗”ꎬ
“这次演习使印度相信ꎬ它有能力就任何地区性的对抗做出成功的决定ꎮ”②

印军抢占了桑多洛河谷附近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通往达旺地区的山口ꎬ
即苏如拉山口、土伦山口和哈东山口ꎬ以及不远处的津山口ꎮ 印度从这几个

山口跨过“麦克马洪线”ꎬ建立了七个哨所ꎮ 到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ꎬ印度军队已越过

哈东山脊ꎬ以巨大的兵力据守塔格拉山脊下的克节朗河阵地ꎬ那里是 １９６２ 年

边界战争开始的地方ꎮ 印度报纸披露:印度陆军计划并准备以一个师的进攻

来清除在桑德洛河地区的中国人ꎻ但在最后一分钟撤销了攻击令ꎮ③

三、中国边防部队举行“８７４”演习对印方展开反渗透、反蚕食斗争

为防止事态继续扩大ꎬ国务院、中央军委于 １９８７ 年年初ꎬ下达了“加强边

境控制ꎬ保持边境稳定”的指示ꎮ 总参谋部决定采取争锋相对的策略ꎬ于
１９８７ 年 １ 月 ５ 日正式下达命令:成都军区组织西藏边防军在朗久、克节朗地

区进行设点ꎮ 任务代号为“８７４”演习ꎮ④

成都军区党委决定由廖锡龙副司令员负责ꎬ陶伯钧参谋长协助ꎬ共同指

导完成这次设点任务ꎮ 国务院、中央军委都极为重视ꎬ为做到万无一失ꎬ授命

总参谋部、外交部、军委空军组成了联合调查组ꎬ总部工作组组长为总参作战

部作战处处长陶智ꎮ 总部工作组于 ３ 月中旬赴西藏ꎬ就设点事宜展开深入细

致的调查研究ꎮ 总部工作组在西藏调研 ２０ 天ꎬ３ 月 ３１ 日回到成都ꎮ⑤ 总部

工作组向成都军区转达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设点问题上的明确意见:这次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９９ 页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９４ 页ꎮ
[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下)»(郑经言译)ꎬ第 ４０ 页ꎮ
王学东:«傅全有传(上)»ꎬ第 ４７７ 页ꎮ
王学东:«傅全有传(上)»ꎬ第 ４７８ 页ꎮ



　 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

在争议地区的军事活动是去设点ꎬ而不是去拔点ꎮ 要树立两种思想ꎬ一是要

敢于对峙ꎬ二是不怕犬牙交错ꎮ 要严格遵循中央军委的指示“既要设点ꎬ又要

避免武装冲突”ꎮ①

成都军区原决定先在克节朗河设点ꎬ为了防止被印军抢先行动ꎬ西藏军

区建议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同时设点ꎮ 成都军区接受了此建议ꎮ 成都军区司

令员傅全有认为:如在克节朗河的南岸设点ꎬ要慎之又慎ꎬ必须要考虑能够站

得住ꎬ否则就被动了ꎮ 要在整个态势上逐步创造对我有利的局面ꎬ既要考虑

政治斗争、外交斗争ꎬ也要考虑军事斗争ꎮ 傅全有强调:去年印军在旺东失利

后ꎬ就抢先进入克节朗河的南岸占地设点ꎬ企图阻止我过河设点ꎮ 所以我军

若在河的南岸设点ꎬ时机和位置选择都是关键ꎬ一是要钻空子过去ꎻ二是设点

要站得住ꎬ若被印军挤出来ꎬ问题就大了ꎻ三要避免武装冲突ꎻ四要考虑长期

生存ꎮ②

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边境控制的决策和上级关于在朗久、克
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的指示精神ꎬ西藏军区部队自 １９８７ 年年初开始ꎬ进
行了一系列反蚕食斗争的准备工作:军区专门召开了“８７４”演习会议ꎬ系统地

传达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总部和成都军区关于加强中印边界控制的一系列重

要指示ꎬ研究部署了坚守旺东、朗久点和在克节朗地区设点的实施方案ꎻ军区

领导多次带领军区机关、组织参演部(分)队领导勘察地形ꎻ各部队认真抓了

临战强化训练ꎻ４ 月 ３ 日ꎬ参演部队相继进点演习ꎮ 与印军展开了蚕食与反蚕

食的斗争ꎮ
西藏军区工兵 １５ 团担负“８７４”军事演习的所有工程保障任务ꎮ ４ 月 ３

日ꎬ西藏军区工兵 １５ 团出动 ８５２ 人的兵力ꎬ向错那方向开进ꎮ ４ 月 ７ 日开始

展开作业ꎬ历时 １０７ 天ꎮ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ꎬ完成军区前进指挥所构筑ꎬ旺
东工事构筑ꎬ波勒、得克、勒拉骡马道抢修ꎬ勒生、勒得急造军路等七大工程保

障任务ꎮ 改善构筑各种道路 ６５ 公里ꎬ构筑了 １７ 个各种工事和隐蔽部ꎮ 在旺

东执行装配式工事构筑任务的三营七连被成都军区授予“高原模范筑城连”
荣誉称号ꎮ③ ４ 月 ７ 日ꎬ驻拉萨西藏军区炮兵独立第 ３０８ 团向演习地域开进ꎮ
第 ６５１ 高炮团负责演习地段的防空火力掩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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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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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节朗河设点任务由第 ５２ 旅和山南军分区边防第 ２ 团完成ꎮ ５ 月 １ 日ꎬ
山南军分区部队开始举行演习ꎮ ５ 月 １７ 日ꎬ第 ５２ 山地步兵旅正式出动ꎬ５ 月

２３ 日抵达克节朗河北岸的生漠掌—拉则拉山口ꎮ 山脚下便是克节朗河ꎮ 西

藏军区边防某部特务连侦察排执行侦察设点任务ꎬ先行抵达克节朗河北岸ꎮ
在缺水断粮的情况下ꎬ连续五天四夜ꎬ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ꎮ 成都军区授予

该排“机智勇敢侦察排”荣誉称号ꎮ①

５ 月 ６ 日ꎬ总参谋部指示:定于 ５ 月下旬寻机设点ꎮ 再次要求:这次设点

的主要原则是ꎬ“你设你的ꎬ我设我的”ꎬ尽量避免迎头相撞ꎮ ５ 月 １１ 日至 １４
日ꎬ西藏军区召开作战会议ꎬ反复研究了设点和坚守旺东等问题ꎬ进一步统一

了思想ꎮ 廖锡龙出席了会议并讲话ꎮ 他说ꎬ傅全有司令员再次明确:我过河

设点ꎬ既不是主动进攻ꎬ更不是出击拔点ꎬ而是着眼政治、外交斗争需要ꎬ想方

设法乘敌之隙ꎬ钻空子过河设点ꎮ 避免以攻势行动强行过河ꎬ争取“不战而

胜”ꎮ② ５ 月 １７ 日ꎬ西藏军区和成都军区空军拉萨指挥所联合召开了陆空协

同会议ꎮ 廖锡龙出席会议指出ꎬ这次任务要由地面部队和航空兵部队共同完

成ꎬ并要有地方配合ꎮ 会议确定了行动方案ꎮ③ 成都军区空军组织空第 ３３ 师

９７ 团 １ 个大队 １２ 架“歼 － ７”歼击机ꎬ于 １７ 日由重庆大足紧急转场拉萨贡嘎ꎬ
首次进驻西藏ꎬ担负战备值班任务ꎮ 该月ꎬ成都军区空军紧急组织指挥空军

部队入藏ꎬ开创了解放军高原地区最大规模的空运ꎮ④

西藏军区在麻玛开设前线指挥部ꎬ西藏军区司令员姜洪泉全权负责前线

指挥工作ꎮ ５ 月 ２２ 日ꎬ成都军区工作组向军区汇报:由于气候寒冷ꎬ克节朗地

区积雪没有融化ꎬ设点的时机尚不成熟ꎮ ５ 月 ２３ 日ꎬ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

指示:朗久设点计划不变ꎬ照常进行ꎻ克节朗地区时机推迟ꎬ任务不变ꎮ⑤ 朗久

地区的设点行动没有受到印军阻挠ꎬ设点任务顺利完成ꎮ 从朗久向南推进 ８
公里至形琼普张 ３１９７ 高地与印军马加哨所对峙ꎮ

５ 月 ２８ 日ꎬ总参谋部指示成都军区ꎬ要尽快研究制定出先在克节朗河以

北地区设点和在南、北两岸同时设点的两种方案ꎮ ６ 月 ４ 日ꎬ成都军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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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伯钧向军区汇报ꎬ当前印军在克节朗河以北活动比较克制ꎬ主要是防范我

军渡河南进ꎮ 据此分析:我军在河北岸设点ꎬ印军可能加强戒备ꎬ但主动对我

采取行动ꎬ挑起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很小ꎮ 而我军如过河设点ꎬ印军可能反应

强烈ꎬ甚至制造事端ꎬ挑起武装冲突ꎮ 成都军区随即制定了«在克节朗河河北

设点的方案»ꎬ上报总参谋部ꎬ建议先在克节朗河北岸设点ꎮ ６ 月 １１ 日ꎬ总参

谋部批复同意成都军区的报告ꎬ设点时间确定在 ６ 月 ２０ 日前后ꎮ 而过河设

点的方案暂不实施ꎮ 并强调要加强对克节朗河北岸的有效控制ꎬ防止印军过

河设点ꎮ①

６ 月 １４ 日ꎬ印度外交部部长蒂瓦里抵达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ꎮ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ꎬ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ꎬ布置设点工作ꎮ 要求山南

军分区边防 ２ 团和第 ５２ 山地步兵旅各进点部队在 １７ 日 １８ 时准备就绪ꎬ１０
时行动ꎬ争取在 １８ 日 ６ 时设点成功ꎮ ６ 月 １８ 日ꎬ西藏军区边防部队分别在克

节朗河北岸设立了日廷布、拉丁拉、旺登、杜让尚、踏瓜登、克乃宁等六个边防

点ꎬ控制了克节朗河北地区ꎮ ７ 月 ３ 日ꎬ国务院、中央军委通报表扬了中印边

境地区的设点部队ꎮ
“８７４”演习是从属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ꎬ是在特定的条件下ꎬ在特定的

环境和范围内采取的军事行动ꎮ “８７４”演习是解放军边防部队自 １９６２ 年对

印自卫反击作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ꎬ参加这次演习的有 ８０００ 人左

右ꎬ② 演习持续至 ８ 月结束ꎮ

四、中印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努力淡化危机使局势缓和

随着中印边界争端的迅速升温ꎬ关于中印可能爆发战争的传闻开始出

现ꎬ印度防务专家里克耶甚至在«印度时报»上撰文说:“有消息表明ꎬ中国今

年夏季会发动进攻ꎮ”他说:“预计中国会发动一系列小规模进攻ꎬ也许会向前

推进某段距离ꎬ跨过三四个谷地ꎬ打入印度境内ꎮ”③

中印官方尽量淡化双方在边界的紧张局势ꎬ并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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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办法ꎮ 中国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同印度方面进行了多次交涉ꎮ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３ 日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措辞谨慎地简要提到了中印关系ꎬ他表

示印度希望和平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ꎮ “这需要耐心ꎬ需要克制ꎬ需要智慧

和政治家的风度ꎮ”① 人们认为这是他向中国传递的一个恢复边界问题谈判

的重要信息ꎮ 拉吉夫甘地同他的助手就改善中印关系进行了磋商ꎬ印度总

理秘书处和外交部就改善中印关系而制定新的策略问题多次交换意见ꎮ ４
月ꎬ深陷政治丑闻困扰的拉吉夫甘地开始主动采取行动缓和边境局势ꎮ ４
月 １６ 日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会见了即将离任的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ꎮ
拉吉夫甘地表示ꎬ印度和中国应发展文化、经济和商业方面的关系ꎬ同时寻

求谈判解决边境问题的途径ꎮ② ４ 月 １７ 日ꎬ印度新任国防部部长潘特③在从

朝鲜回国途中突然对北京进行了一天的访问ꎮ④ 潘特是第一位访华的印度国

防部部长ꎮ 虽然是非正式的访问ꎬ但中国对这位印度新任国防部长的接待是

积极的ꎬ会谈气氛诚挚ꎮ 双方同意早日在新德里举行官员级会谈ꎮ 这次短暂

会谈的结果给印度的决策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ꎮ
４ 月 ２０ 日ꎬ邓小平会见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南布迪里巴

德ꎮ 在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邓小平指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只能合情合理地

“一揽子解决”ꎬ就是东西段“一揽子解决”ꎮ 如果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

家解决了边界问题ꎬ则意义非常重大ꎮ 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

的国际国内政策来看ꎬ地都摆在非常实际的基础上ꎬ我们提出解决国际争端ꎬ
都照顾到对方ꎬ讲“一揽子解决”就是照顾到对方ꎮ 中国照顾到印度ꎬ印度照

顾到中国ꎮ⑤ 南布迪里巴德回国后对«印度时报»记者表示:“我不想透露会

谈的内容ꎬ但是我要说ꎬ中国看来正在朝着解决所有尚未解决的问题的方向

前进ꎬ那些问题中包括同苏联和印度的争端ꎮ 印度政府采取主动ꎬ争取同中

国政府进行有意义的对话ꎬ是合适的ꎮ”⑥

４ 月 ２２ 日ꎬ中国外交部向印度释放出和解信号ꎮ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ꎬ中国边防部队正在进行正常巡逻ꎬ没有集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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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ꎮ 印度报纸毫无根据地说中国要“教训印度”ꎬ是别有用心的造谣ꎮ 中国方

面已通过外交途径同印度方面进行了交涉ꎮ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ꎬ为了维持中

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ꎬ中国方面做出了真诚的努力ꎮ 中国“希望印度方

面要从维护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ꎬ避免制造事端”ꎮ①

４ 月 ２３ 日ꎬ印度外交部部长蒂瓦里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承认国防部

部长潘特在途经中国首都时作了短暂停留ꎬ但否认双方曾进行任何秘密的会

谈ꎮ 蒂瓦里表示:“我们并不想同中国发生任何边境小规模武装冲突ꎮ 作为

原则问题ꎬ我们决心致力于通过对话解决所有争端ꎮ 希望中国也这样ꎮ 我们

已为第八轮谈判做好了准备ꎮ”② ４ 月 ２９ 日ꎬ印度总统宰尔辛格会见了即

将离任的中国驻印度大使李连庆ꎮ 辛格总统在会见时表达了希望印度和中

国应尽早解决边界问题和建立密切的友好关系的愿望ꎮ
５ 月 ６ 日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中印边境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时指出ꎬ

中印边境地区出现的形势ꎬ中国方面不能无所作为ꎬ但也没有像有的报道所渲

染的那样ꎮ 发言人强调:“中方已经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印方提出了交涉ꎮ 要

解决这个问题也容易ꎬ只要印方停止入侵活动ꎬ撤出所有越线的人员ꎬ中印边界

的局势就会缓和下来ꎮ”③ 印度外交部的发言人随即回应说ꎬ“我们真诚地希望

中国人不要破坏气氛ꎬ也不要扰乱印中边界的和平与安宁ꎮ”印度没有占领“哪
怕是一寸的中国领土”ꎬ并已严令本国公民不得进入中国境内ꎮ④ 在新德里的外

交观察家们认为ꎬ新德里对印中边界的紧张局势采取的是“等着瞧的政策”ꎮ⑤

中印边界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ꎮ ５ 月 １４ 日ꎬ芬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赫尔辛基新闻»援引一位“非常有资格的人士”的话说ꎬ在过去几天里ꎬ中印

边境发生了激烈交战ꎮ 这个消息引起轩然大波ꎮ 美国表示“对发生冲突的可

能表示关注”ꎬ并且敦促这两个亚洲大国举行和谈ꎮ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否

认了芬兰报纸刊登的这则消息ꎬ说它“纯系捏造”ꎮ 印度政府也予以否认ꎬ称
“没有收到关于发生这种冲突的消息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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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 １４ 日ꎬ印度外交部部长蒂瓦里在加尔各答宣布ꎬ他将于 ６ 月 １２ 日左

右访问中国ꎬ以讨论激烈的边界争端和商定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的日期ꎮ 他

重申:“我们不要战争ꎬ我们要的是和平ꎮ 我们不主张对抗ꎮ”① 同日ꎬ印度前

外交秘书拉斯戈特拉在一篇题为«解决边界争端»的文章中指出ꎬ在过去的二

三年里ꎬ我们一直在向中国人发错误的信号ꎮ 我们坚持逐段逐段地解决边界

问题和优先考虑东北边界ꎬ这种立场造成中国实际上放弃了它以前所持的立

场ꎬ即容忍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东段的边界的主张ꎮ 拉斯戈特拉认为“中国

在桑多洛河谷插曲中的意图可能是为表示在政治上支持巴基斯坦做出的一

种姿态”ꎮ 为了使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ꎬ不管存在什么困难ꎬ继续就“边界争

端同中国进行对话是必要的”ꎮ②

５ 月 ２１ 日ꎬ中国外长吴学谦在途经卡拉奇时向记者表示ꎬ有关中印两国

军队在边界发生冲突的报道不属实ꎬ“看来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夸大了中印边

界的事态ꎮ”③ ５ 月 ２２ 日ꎬ«人民日报»发表文章ꎬ对印度前外交秘书拉斯戈特

拉的文章做了公开回应ꎮ 文章说:拉斯戈特拉先生所反映的正是广大印度人

民的意愿ꎮ 印度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是有诚意的ꎬ中印边界问题只能通过

对话来解决ꎬ其他办法是行不通的ꎮ④ ５ 月 ２７ 日ꎬ中国外交部再次明确表示ꎬ
在中印边界问题解决之前ꎬ应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ꎮ 中方为此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ꎮ⑤

５ 月 ２９ 日ꎬ中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在会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时明

确表示ꎬ我们边界上最大的麻烦是北方ꎮ 关于中印边界问题ꎬ张爱萍特别强

调:“最近印度和我们在边境上有摩擦ꎬ是摩擦ꎬ不是双方在打仗ꎬ在开火ꎬ说
准确点是印度制造了些麻烦ꎮ”⑥

在印度政府施压之下ꎬ印度军方也降低了对抗的调门ꎮ ５ 月 ３０ 日ꎬ印度

陆军参谋长桑德吉将军在国防学院讲话时说ꎬ在中印边界地区不存在紧张关

系ꎬ报界一些报道“同事实相差太远”ꎮ 桑德吉将军同时很自信地表示ꎬ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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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双方都否认边境发生冲突»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ꎮ
«中国希望同印度关系正常化　 印度应继续同中国进行对话»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５ 月１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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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５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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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ꎬ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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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队在 １９６２ 年短时间的边界战争中完全打垮了印军的抵抗ꎬ但今天中

国军队已不可能向印度领土内推进了ꎮ①

６ 月ꎬ中印边界局势开始和缓ꎮ ６ 月 ３ 日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对记者

表示ꎬ尽管有消息报道中印两国边界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ꎬ但中国不可能袭

击印度ꎮ② ６ 月 ７ 日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在途经加尔各答时发表谈话ꎬ
再次否定了中国向中印边界地区增派军队和中印边界发生冲突的谣言ꎮ 他

强调指出ꎬ中国主张谈判ꎬ反对在边界附近集结军事力量和进行军事演习ꎮ③

６ 月 １４ 日ꎬ印度外交部部长蒂瓦里抵达北京进行非正式会谈ꎮ 拉吉夫
甘地希望他此行能打破僵局ꎬ成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具体步骤ꎮ ６ 月

１５ 日ꎬ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述卿同印度外长蒂瓦里举行了会谈ꎮ 印度外长

蒂瓦里转达了拉吉夫甘地总理的口信:印度希望和中国重建两国的友好关

系ꎮ 双方应该消除过去的误解和怀疑ꎬ以便找到两国关系的新开端ꎮ④ 蒂瓦

里表示ꎬ在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之前ꎬ要防止边境地区发生冲突ꎮ 刘述卿强调ꎬ
目前双方应严守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实际控制线ꎮ 为缓和边界紧张局势ꎬ唯一

的办法是印方把越过实际控制线的印度军事人员撤回去ꎮ 双方商定下一轮

中印官员会谈将于 １９８７ 年下半年在新德里举行ꎮ⑤ 国务院代总理万里会见

了印度外交部部长蒂瓦里一行ꎮ 万里说ꎬ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ꎬ双方应当努

力发展两国在其他领域里的友好关系ꎬ并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ꎬ
不做任何刺激对方的事情ꎮ 蒂瓦里表示ꎬ“印度政府希望恢复和重建与中国

的友好关系ꎮ 我们愿意消除过去的疑虑ꎮ 我们希望通过谈判ꎬ公平合理地和

平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ꎮ”⑥

除印度外长蒂瓦里访问了北京之外ꎬ印度总理还派了一名私人特使前往中

国ꎬ以求平息边界局势ꎬ并且告诉中国人ꎬ现在是把边界会谈提高到政治水平的

时候了ꎮ⑦ 从中国方面传来的积极消息使身陷国内政治麻烦漩涡的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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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说:印中边界地区不存在紧张关系»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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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政府同军方有分歧»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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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鼓舞ꎮ 拉吉夫甘地公开表示:“要想在同中国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方

面真正取得进展ꎬ就必须改变谈判的级别和方法ꎮ”① 印度政府建议ꎬ中印边

界会谈应该升级到政治或部长一级ꎬ既在官员一级也在政治一级举行ꎮ② 而在

６ 月下旬ꎬ在完成克节朗河北岸设点任务后ꎬ中国已准备将演习部队大部分回撤ꎮ
在如何处理中印边界危机问题上ꎬ印度军方仍然与印度政府存在着分

歧ꎮ 印度政府开始向军队施加压力ꎬ要求考虑撤离它在边界的前沿防御阵

地ꎬ以促进同中国的边界会谈的重新开始ꎮ 印度政府的一些官员ꎬ尤其是总

理秘书处和外交部的官员ꎬ试图争取印度军队撤离边界ꎮ 而印度军方不愿接

受任何撤军的建议ꎮ 印度军方认为ꎬ从军事意义上说ꎬ将军队从边界固定据

点撤离不是轻而易举的抉择ꎮ 理由是部署在西藏高原的中国军队通过公路

运输只需 １ ~ ３ 个小时就可到达边界地带ꎮ 而印度一侧的道路状况糟糕得

多ꎬ印度部署在边界地区的阵地离公路至少也有几天的路程ꎮ 因此不愿将军

队从边界撤退ꎮ 为打破僵局ꎬ一些外交人士建议在一些容易发生冲突的地点

实施部分撤军ꎬ即将达旺地区绒日拉的两个阵地和苏如拉的一个阵地对峙的

中印部队共同撤回到主要的防线ꎮ 而印度军方甚至还想再搞小动作ꎮ 为了

向中方施压ꎬ再次向争议地区增兵ꎬ６ 月 １９ 日ꎬ印度国防部部长潘特在视察中

印边境地区时强硬表示ꎬ印军将“随时准备对付任何挑战”ꎬ印度不会放弃

“一寸土地”ꎮ③ ６ 月底ꎬ印军一个山地旅越过苏如拉山口向中国“肖”哨所方

向推进ꎮ 克节朗河南岸的印军也增加了兵力ꎮ 形势骤然紧张ꎮ 西藏总前线

指挥命令参演部队搞好一切战备工作ꎬ随时准备打仗ꎮ 但印度军方的冒险行

动很快被拉吉夫甘地所制止ꎮ
７ 月ꎬ中印军队指挥官在边界举行了会谈ꎮ ７ 月下旬ꎬ中国参演部队大部

分回撤ꎬ印度军队也开始“部分撤军”ꎮ 撤军是中印军队指挥官在边界举行谈

判期间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ꎬ目的是要在当年下半年在新德里恢复中印正式

谈判之前缓和紧张局势ꎮ 根据双方商定的方案ꎬ中印两国将把各自军队撤退

到各自在麦克马洪线一带的主防线ꎮ④ 从 ８ 月开始ꎬ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迅

速缓和下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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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打破了中印边界谈判的僵局»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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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结论

第一ꎬ印军坚持所谓“分水岭”划界原则ꎬ自信军事力量已占优势ꎬ恢复

“前进政策”ꎬ抢占战略制高点ꎬ是导致 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的直接原因ꎮ
所谓“麦克马洪线”的西端起点是东经 ９１ 度 ３９. ７ 分、北纬 ２７ 度 ４４. ６ 分

处向东延伸的ꎬ也就是经过哈东山口、沙留山口向东延伸的ꎮ 中国政府始终

没有承认这条非法的“麦克马洪线”ꎬ但是中国军队却从来没有越过这条线ꎮ
中国军队现在守卫的地区都在这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ꎬ亦即在哈东山

口、沙留山口之线以北ꎬ而印度军队侵占的兼则马尼(沙则)、扯果布、扯冬、卡
龙、章多地区ꎬ也都是在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ꎬ亦即在哈东山口、沙留山口

之线以北ꎮ① １９６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ꎬ在中国边防部队已取得自卫反击战重大胜

利的时候ꎬ为了释放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最大善意ꎬ中国政府宣布主动停火

和后撤ꎬ并在边界设立若干民政检查站ꎮ 对位于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 ２０ 公

里内的扯东地区(克节朗河南岸)和朗久等四个地区ꎬ中印双方对停火安排存

在争议ꎮ 中国政府“为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号召ꎬ决定把他们空出来ꎬ在我边防

部队后撤以后ꎬ也不设立民政检查站ꎮ”②在中国边防部队后撤以后ꎬ印军逐

步派军队回到“麦克马洪线”ꎬ恢复了之前丢失的据点ꎮ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ꎬ印军再

次非法占领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河谷东端的重要据点沙则(即
兼则马尼)ꎬ没有受到中国的阻止ꎮ 其后相当时间ꎬ印军未敢越过哈东山脊进

入克节朗南岸ꎮ 但由于中国在 １９６２ 年撤军之后没有在塔格拉三角地区(“麦
克马洪线”、不丹边界和塔格拉山脊(拉则山脊)之间的三角地带)保持阵地ꎬ
并一度在这个地区停止巡逻ꎬ给了印度以可乘之机ꎮ １９８４ 年以后ꎬ印度军队

趁机渗透到桑多洛河谷ꎬ企图向克节朗地区进一步推进ꎮ
几十年来ꎬ印度政府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根本立场依然如故ꎬ坚持以喜

马拉雅山的分水岭为印度的“边界线”ꎬ“对于印度来说ꎬ只有将它的军队驻

扎在喜马拉雅山顶时才能确保它的防务”ꎮ③ 即使这些分水岭位于所谓“麦
克马洪线”以北ꎬ印度仍然将这些地区任意划为印方的领土ꎬ并坚持“寸土不

让”ꎮ 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强ꎬ印度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重新采用了曾在 ６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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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初使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前进政策”ꎮ 新的“前进政策”思想的

倡议人是时任陆军参谋长的 Ｋ. Ｒ. 克里希那劳上将(任期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６ 年)ꎮ
“其战略是以主力部队在尽可能靠前的战术要地打一场大的‘防御战’ꎬ以期

在这场短期高强度的战争结束时ꎬ能在谈判中使之发挥力量倍增器的作用ꎮ
此外ꎬ以主力前推ꎬ使战术上便有可能发动有限攻势ꎬ越过边境进入对方防守

薄弱或未占领地域ꎮ”① １９８３ 年ꎬ印军突然在巴属克什米尔东北角锡亚琴冰川

设点ꎬ翌年又抢占了巴方的两个山口ꎮ 印军基本控制了该地区后ꎬ直接威胁

到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巴国际公路和新藏战略公路ꎬ并使中巴在 １９６３ 年划定

的现行边界线名存实亡ꎮ 印度的“前进政策”尝到甜头ꎬ于是在下一步ꎬ将其

前进的触角伸向念念不忘的克节朗地区ꎬ终于造成了桑多洛河谷事件(旺东

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在克节朗地区的长时间大规模的军事对峙ꎮ
第二ꎬ拉吉夫甘地政府受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ꎬ被公众舆论干扰和裹

挟ꎬ有意加剧边界危机以转移国内矛盾ꎬ巩固政权ꎮ
印度自恃兵力优势ꎬ恢复“前进政策”ꎬ获得甜头ꎮ 印度军方鹰派势力崛

起ꎬ甘地政府在国内地位不稳ꎬ也企图通过边界争端来获取政治优势ꎮ 但与

尼赫鲁相比ꎬ拉吉夫甘地则相对清醒和克制ꎮ
在桑多洛河谷事件(旺东事件)发生后ꎬ拉吉夫甘地初期的反应是比较

温和的ꎮ 因此ꎬ印度军队在坚定地坚持他们的立场的同时ꎬ对中国施加压力

的手法一直采取克制态度ꎬ以避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件ꎮ 但是ꎬ由于拉吉

夫甘地当时在国内的地位不够牢固ꎬ面对党派纷争、地方选举失利和各种

政治丑闻ꎬ为巩固其政权ꎬ拉吉夫甘地顺从军方意志ꎬ自 １９８６ 年 １１ 月起ꎬ
相继在印巴和中印边界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实战化军事演习ꎬ意图制造

危机转移国内压力ꎮ 特别是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以后ꎬ拉甘地与总统的关系公开

恶化ꎬ国大党在一系列邦议会选举中失利ꎬ让党内对拉甘地领导能力产生

信任危机ꎮ 印度国大党内部矛盾日趋激化ꎬ而博福斯军购弊案更使得拉甘

地总理在印度国内的威望急剧下降ꎮ
此时ꎬ印度国内媒体正大肆炒作美国可能向巴基斯坦提供侦察机并盲目

认为美国热衷于巴基斯坦的核计划ꎬ巴印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ꎮ 在南

边ꎬ斯里兰卡近期对泰米尔族分裂主义者的进攻使新德里同科伦坡之间的关

系紧张化ꎮ 一些印度政客认为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同印度西北部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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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之间有联系ꎬ并大肆宣扬ꎮ 在这种情势下ꎬ拉甘

地顺势拿起民族主义的旗帜ꎬ以国家安全为号召ꎬ以挽回他日益下降的政治

影响力ꎮ １９８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拉吉夫甘地在国大党召集的大约有 ５０ 万人参

加的集会上指责一些“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企图在印度制造不稳定ꎮ 他说ꎬ
为了印度的团结和领土完整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ꎮ① 拉甘地又谈到了他已

故母亲即他的前任英迪拉甘地总理提出的一些论点ꎬ说“印度正受到包围”ꎮ
观察家们认为ꎬ拉甘地重提担心“外国力量”的目的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ꎮ②

执政的国大党地位越来越脆弱ꎬ拉吉夫甘地政府遇到了执政以来最强

有力的挑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拉甘地政府既希望造成一定程度的边界危

机ꎬ同时也不敢采取难以控制的冒险行动ꎮ 缺乏尼赫鲁那样的政治强势ꎬ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拉甘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选择余地ꎬ同时也使他不敢在

边界问题上冒险ꎮ 印度军方上层所谓“鹰派”的军事挑衅行动始终受到了印

度政府的限制和利用ꎮ 因此ꎬ当其国内形势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固之后ꎬ在边

界危机达到最高点时ꎬ拉甘地断然采取了缓和危机的措施ꎮ
第三ꎬ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平息ꎬ除了中印两国政治领袖的理性和克制

以及国际政治的制约ꎬ更重要的现实因素是中印两国军事力量的相对平衡ꎮ
“８７４”演习是解放军边防部队自 １９６２ 年对印自卫反击作战后ꎬ所进行的

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ꎮ 为了与入侵印军展开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ꎬ中国

边防部队在海拔 ２９００ ~ ４５００ 千米的山间、丛林展开了山地作战背景下的

“８７４”军事演习ꎮ “８７４”军事演习面临诸多困难:战斗规模和式样呈多元化

发展ꎻ部分部队二十余年未参加过战斗ꎻ演习区域的地理环境复杂而恶劣ꎻ运
输线长且道路崎岖难行ꎬ后勤补给极其困难ꎮ 这些特殊的战场地理环境造成

的困难ꎬ使得中国的战争潜力及军队的综合作战优势难以充分发挥ꎬ而印军

在前沿兵力部署和空中力量等方面占据优势ꎮ 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傅全

有上将曾向中央军委报告说:从西藏现有兵力部署上看ꎬ是一线空、二线弱、
三线远ꎮ 一线现有兵力ꎬ只能守在口子上ꎬ人家从其他地方进来ꎬ就管不了ꎻ
二线只有第 ５２、第 ５３ 这两个旅的兵力ꎬ已经捉襟见肘ꎬ再要缩编ꎬ难以承担繁

重的维稳任务ꎻ三线的部队也不多ꎬ且距离太远ꎮ③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随着印军在印中边境的军力增强ꎬ自认为已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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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优势”地位ꎬ印军的战略思想也由 ７０ 年代的纵深防御发展为强调

进攻性的“攻势防御”ꎮ 印度防务专家估计ꎬ中国在边境上只能在短期内维持

９ 个师的供应ꎮ① 而印军则可以部署数倍于中国的军队ꎮ 印军自认为其空中

力量占据绝对优势ꎮ 印度军方一致认为ꎬ在 １９６２ 年的边界战争中未敢动用

空军支援地面作战ꎬ是个“战略性的错误”ꎮ② 针对中国空军在中印边界所处

的劣势:装备落后、数量少、航程远、海拔高和地面部队补给线长、防空能力弱

等弱点ꎬ印军认为初战便可以迅速夺取整个战场的全面制空权ꎮ
但中国的核力量和远程导弹威慑从战略上抵消了印军的常规军事优势ꎮ

这一点ꎬ印度政府以及狂妄自大的印军高层也非常重视和敏感ꎮ 印度一向依

赖苏联的核保障来对付中国ꎮ 印军将领认为ꎬ“在印度未取得对中国核武器

进行有效反应的能力之前ꎬ印度对西藏采取的任何有影响的行动都只限于防

御或者为了加强北线防御而实行有限的推进ꎮ”③ 印度防务专家认为ꎬ
印度在对华常规作战领域里的行动自由为中国的战略核力量所制约ꎬ印度只

有具备与中国相对称的核威慑能力后ꎬ才能充分发挥其在中印边界已取得的

常规的威慑效果ꎮ④ 而配置在西藏高原北部和中部的中程导弹无疑对印度是

一个巨大威胁ꎮ⑤ 在中印边界危机达到最高点时刻的 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５ 日ꎬ中国

在新疆自治区的罗布泊试验基地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威力最大的一次核试

验ꎮ 荷兰比尔特的观测站的发言人说ꎬ这次在格林威治时间 ５ 点进行的地下核

试验在里氏震级表上测到的震级为 ６. ２ 级ꎬ估计威力在 ２０ 万 ~４０ 万吨 ＴＮＴ 当

量之间ꎮ 法国东部斯特拉斯堡的世界物理研究所的地震仪的显示以及法国原

子能委员会表示ꎬ这比中国在 １９８３ 年进行的爆炸当量最大的核爆炸的威力大 ５
倍ꎮ⑥ 中国这次核试验可能在时间上仅仅是个巧合ꎬ但无论如何ꎬ这个威力巨

大的爆炸有助于使那些自信心已严重膨胀的印军将领冷却一下大脑ꎮ
印度政府首脑和军方坚定认为ꎬ只有在印度能够部署核导弹时ꎬ印度才能

对中国保持“慑止”姿态ꎬ其“最大的好处是在同中国谈判解决边界纠纷时ꎬ中
国的核弹不再能使我们屈从于不利的地位”ꎮ⑦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ꎬ印度当局连续进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３２３ 页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９７ 页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９２ 页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１４３ ~ １４４ 页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３２３ 页ꎮ
«外电报道:中国进行一次威力最大的核试验»ꎬ载«参考消息»ꎬ１９８７ 年 ６ 月 ７ 日ꎮ
陈平生主编:«印度军事思想研究»ꎬ第 １２８ 页ꎮ



　 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回顾与反思

行了五次核试验ꎬ公开拥有核武器ꎬ中印两国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微妙变化ꎮ
第四ꎬ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和平解决使得此后中印边界东段保持了相

对平稳ꎬ印度军方找回了自信ꎬ认为稳固了其在边界争端中的优势地位ꎮ
虽然中印双方军队在旺东地区的四个哨所眼对眼的对抗依然如旧ꎬ在整

个中印边界东段ꎬ印度陆军仍将兵力部署在前进阵地上ꎬ但 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

危机的解决方式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是可接受的结果ꎮ 对中国而言ꎬ取得了

坚守旺东点加强对无名湖地区的控制和在朗久、克节朗地区增设新的边防点

的胜利ꎮ 印度则将防御阵地向北推进至哈东山脊ꎬ并在克节朗河谷站稳了脚

跟ꎬ离它理想的“分水岭”塔格拉山脊仅一步之遥ꎬ基本上收复了它在 １９６２ 年

战争中失守的阵地ꎮ 印军高级将领骄傲地表示ꎬ这使其部队“自他们 １９６２ 年

正是在这些山地上受辱以来第一次在斗志上胜过了中国人”ꎮ① 印度陆军参

谋长森德吉上将更是直言不讳地说:他曾提出挑战ꎬ而北京对它的反应被动ꎬ
这恢复了印军在 １９６２ 年丧失的斗志ꎬ“将其尾巴再次翘了起来”ꎮ②

１９８７ 年边界危机后ꎬ印度政府决定将若干山地部队前推至边界线附近ꎬ
修筑防御工事并常年驻守ꎮ 而在此之前ꎬ印度的山地部队并没有部署到这么

远ꎬ而是驻扎在距边界线很远的后方地域ꎮ 根据印度国家领导人的明确指

示ꎬ印度陆军开始全力建设保证分水岭部署计划所需的后勤和防御设施ꎬ为
此印军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ꎮ 印军认为ꎬ它在同中国分界的锡金北部和东部

地区的分水岭一线已取得军事优势ꎮ 此后ꎬ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实行“东守

西攻”的军事战略ꎮ 印度军方认为ꎬ在中印边界东段ꎬ印中双方能展开一个师

以上兵力的地形只有达旺和亚东两个地区ꎮ 达旺北高南低的地形不利于印

军采取攻势ꎻ而在锡金边界的亚东方向ꎬ印军具有进攻的有利条件ꎮ 该地区

临近铁路ꎬ公路交通较为发达ꎬ兵力与后勤支援迅速ꎻ空中支援便捷ꎻ地形开

阔平坦ꎬ适于印军出动坦克和装甲车ꎬ有利于印军发动进攻ꎮ③ 印度当局认

为ꎬ印军在边界上的这种军事优势在外交上会产生深远影响ꎮ “国家政治领

导人现在已经有能力同中国解决边境问题ꎮ 我们的谈判地位得到加强ꎬ我们

可以实力为后盾同中国进行谈判ꎮ”④印军在洞朗地区的越界对峙ꎬ充分体现

了这种战略思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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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１９８７ 年中印边界危机的和平解决为改善两国关系长期僵持的局面提供

了契机和条件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ꎬ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ꎬ中印关系正常化

迈出了重要一步ꎮ 中印双方表示在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办法

的同时ꎬ应积极发展其他方面的关系ꎬ努力创造有利于解决边界问题的气氛

和条件ꎮ 双方同意建立关于边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联合工作小组ꎮ １９９２ 年ꎬ印
度从中印边界东段撤走了三个山地师ꎮ １９９３ 年ꎬ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

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ꎬ并成立了专家小组ꎬ讨
论制定协定的实施办法ꎬ取得一些积极进展ꎮ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ꎬ中印双方撤除了

两军在边境东段旺东地区过于接近的哨所ꎬ使边境局势更趋稳定ꎮ 尽管中印

边界尚未划定ꎬ但是 １９８７ 年以来中印边境地区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摩擦或冲

突ꎬ总体上保持了和平安宁的局面ꎬ这对中印双方都是有益的ꎮ
在边界危机应对中ꎬ积极有效的沟通十分重要ꎮ 避免因误判导致军事冲突是

解决边界问题的前提条件ꎮ 中印边界谈判机制有助于相互理解和达成共识ꎬ也是

保持中印边界稳定、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佳选择ꎮ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底ꎬ中印两国政

府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ꎮ ２００３
年ꎬ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建立ꎮ 中印双方已签署的协议和议定书对维

护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发挥了积极作用ꎬ双方应致力于加强边防合作ꎬ积极开展

两军总部和相邻军区年度访问和交流ꎬ努力开通两军总部间热线电话ꎬ通过在中

印边界各段设立边防会晤点等措施ꎬ实现边界线上两国边防部队积极有效的沟通ꎮ
强大的军事威慑和认真的军事应对准备是应对边界危机最有效的手段ꎮ 近

些年ꎬ印度国内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不断发展ꎬ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地区加强部署ꎬ
咄咄逼人ꎬ不时制造事端ꎮ 如 １９９９ 年在错那地区浪波乡发生的历时 ８２ 天的“东
章对峙”、２０１３ 年在中印边界西段天南河谷(德普桑峡谷)地区的“帐篷对峙”、
２０１４ 年楚木惹地区的千人级别武装对峙和 ２０１７ 年的洞朗对峙等ꎬ虽然没有酿成

流血冲突ꎬ但也不得不让我们对印度的军事冒险提高警觉ꎮ 为应对突发事件ꎬ必须

加强西藏地区的防空力量和空中打击力量ꎬ重视运用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加强对边

界地区形势的掌控ꎬ加强装甲兵力和炮兵火力特别是增加远程火箭炮和中近程地地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部署数量ꎬ大力增强中国军队的军事威慑力和实战能力ꎮ
(编　 辑　 吴兆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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