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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赫鲁建国思想研究》集中探讨尼赫鲁的建国思想。
该书将尼赫鲁建国思想归纳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世俗主义和不结盟思想，清理其来源，阐述尼赫
鲁的识见，重点探讨了尼赫鲁如何运用它们来确立和构建独立后印度的立国原则和国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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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永平，男，江苏泰兴人，历史学博士，红河学院副教授。
先后曾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科研课题，并确立了主要以边疆、民族为特色的研究领域。
今后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云南与周边国家关系、东南亚与南亚（国家）研究、云南地方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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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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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第三节 英属印度宪政改革对尼赫鲁的影响一、英属印度的宪政改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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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方权力划分的实践第二节 经济思想的实践一、独立前的经济思想二、建国后经济思想的实践第三
节 民族与世俗主义思想的实践一、民族和语言邦问题的由来及解决二、尼赫鲁的世俗主义思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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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与和平共处二、不结盟政策和不结盟运动三、大国思想和表现第五章 对尼赫鲁建国思想及其实践的
评价第一节 尼赫鲁建国思想对印度发展的影响一、政治领域二、经济领域三、社会领域四、军事、科
技和教育领域五、外交领域第二节 尼赫鲁建国思想的影响一、尼赫鲁家族和印度政坛二、后继执政者
对尼赫鲁建国思想的继承和修正⋯⋯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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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殖民地时期，印度在反对种姓压迫、反对性别歧视，解放贱民和妇女的社会世俗化进程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
一方面，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实施的含有某些西方人道主义和理性精神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客观上促
进了社会世俗化进程的展开；但殖民者总是想方设法地把世俗化进程引导到延续殖民统治的轨道上去
，如殖民当局充分利用印度的教派矛盾，实行穆斯林单独选举区制，结果使得教派政治无限地膨胀起
来，最后肢解了印度。
另一方面，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为社会世俗化的深入进行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
殖民统治政策的负面影响。
殖民地时期社会世俗化进程所取得的成就，为独立后的印度解决这一历史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
础。
②　　在新宪法起草以前，尼赫鲁主持制订了《目标决议》，成为指导起草宪法的大纲，决议提出宗
教平等，信仰自由，对“少数教派提供充分保护”。
以尼赫鲁为首的多数人在印度制宪会议辩论会上，主张建立世俗政体，保护所有宗教，给每个宗教以
自由，反对设立国教，并对部分人要求宪法体现印度教政体特征的建议予以否决。
印度宪法充分体现了尼赫鲁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印度共和国的世俗民主性质：不设国教；政
教完全分离；在世俗原则基础上开办学校；保证个人和团体的宗教自由；确保一切公民社会、经济和
政治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公民思想、言论、信仰、结社等自由，等等。
⑧　　尼赫鲁指出：印度所建立的世俗国家，并不是不允许各种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而是保证一切宗
教都能自由发展，甚至保证不信仰宗教者即无神论者的自由。
在处理宗教事务中，世俗国家保持中立的态度，决不偏袒某一宗教而打击其他信仰，也不允许某种宗
教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
把一切宗教都放在“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水平上”，一视同仁，公平平等对待之。
尼赫鲁反复讲：“我们在我们的宪法中宣布，印度是一个世俗的国家。
这意味着给一切信仰以同等的尊重，给一切信仰的人以同等的机遇。
”“我们将建立一个自由的，世俗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中任何宗教和信仰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受到同样的尊重。
”尼赫鲁认为印度教种姓制度支配的社会“不是真正世俗的社会”④。
对于印度宗教种姓制的不可接触制度，认为是“人性的堕落，它助长了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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