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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印两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纪念１８５７年印度人民起义

百周年
           【字体：小 大】

一百年前中印两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纪念１８５７年印度人民起义百周年

作者：余绳武  张振鹍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511日第6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9-10-13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０日，是印度人民反英大起义一百周年纪念日。这次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鼓舞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亚洲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的斗志，在亚洲人民反殖民主义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百年前的印度人民大起义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它发生在亚洲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运动普遍高涨的年代，这些运动彼此间存在
着多方面的联系。以中国来说，太平天国革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时间上几乎都是同印度起义平行的；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印人民当时
还不可能建立直接的合作关系，但是因为英国侵略者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所以无论中国或印度人民的斗争，客观上都发挥了互相配合的积极
作用。我们纪念印度人民起义一百周年，使我们回忆起中印两国人民当年在各自的民族解放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牵制敌人的情景。 

  十九世纪中叶中印两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密切联系，可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过程中找到清楚的线索。早在这次战争的初期，中国人民就已开始
得到印度人民的声援。１８５７年初，当挑起战火的英国侵略者在广东人民英勇抗击下遭到挫败以后，他们的驻华公使包令和远东舰队司令西马
糜各里曾一再向印度总督坎宁求援，要求他“尽可能地立即派遣五千人和一支有限的炮队到香港来”（蓝皮书：“额尔金出使中日文件”，页
八）。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印度向来是他们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蹂躏中国的英军，绝大部分就是从印度调来的。但是英国
侵略者没有料到：１８５７年的印度已经不同于１８４０年，英国在印度所实行的一贯的极端残酷的殖民政策，已经在广大的印度土地上燃起仇
恨的火焰。１８５７年春天，觉悟的印度士兵连续举行许多次小规模的反英暴动，预示着人民革命大风暴的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印度英国
当局的处境显然并不比在中国的英国侵略者顺利多少，从印度调兵打中国完全是虚妄的幻想。包令等给坎宁的求援信结果是石沉大海，在档案柜
中无声无息地埋葬了。 

  同年３月，英国政府为摆脱它在中国的狼狈处境，决定远从本土及毛里求斯岛等地调集援兵，并任命额尔金勋爵充当全权特使，到中国来进
行大规模武装勒索。但是出乎侵略者意料之外，这个侵略计划又遭到印度人民的有力破坏。正当英国“远征军”源源东调的时候，英勇的印度人
民在５月１０日从米勒特城发出了反英大起义的信号，德里很快被起义者攻占，英国的殖民统治面临着空前未有的复灭危机。不久以前包令还曾
向坎宁乞援，这次却轮到坎宁向额尔金求救了。６月３日额尔金途经新加坡，他立即收到坎宁从印度寄发的一封火急公文，历述印度起义如火燎
原的形势，并恳求额尔金把“远征”中国的兵力立刻调往加尔各答，借以维持英国在孟加拉一带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蓝皮书”中清清楚楚地
记载着：尽管额尔金急于完成侵略中国的使命，结果却不得不接受坎宁的请求。这样，印度人民用争取自由独立的坚决行动，拖住了“远征”中
国的英国侵略军，再一次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额尔金原定立即率领“远征军”前往华北，用武力逼迫清朝中央政府签订新的不
平等条约。然而由于印度起义，这项侵略任务竟被迫延迟到一年以后才有机会执行。 

  对印度人民来说，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同样具有共同牵制敌人的积极作用。在印度起义爆发后，英国人曾企图集中在远东的全部兵力先把印度
人民镇压下去，再转头对付中国；但是由于中国人民对侵略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竟使英国人这一打算始终未能实现，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强盗
利益，不得不把相当数量的海陆军继续留在中国。 

  １８５７年６月间，印度起义的火焰已蔓延到恒河流域各地，英国统治者草木皆兵，惊惶失措，坎宁接连向额尔金（这时他在香港）告急，
要求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然而尽管如此，自顾不暇的额尔金却无法从中国战场抽出多少兵力。正如他在同年７月２９日给外交大臣克拉兰登的
报告中所说：“为了尽最大能力去满足坎宁勋爵的请求，我特把属我支配的兵力调查了一下。我所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把我们这里的海军减
少相当数量，那就要冒很大的危险，因为各通商口岸的英人都赖海军保护，我们同广州之间的往来也依靠海军维持”（“额尔金出使中日文
件”，页二六）。最后额尔金对坎宁采取了一种妙不可言的“精神支援”方法，他仅仅带着两只兵船到加尔各答跑了一趟。据他自己解释，这样
一来就足以鼓励印度英军的士气，因为他的出现会使人认为“真的从中国来了一大支援军”（“额尔金出使中日文件”，页二六）。英国侵略者
在中印两国人民共同打击下真是捉襟见肘，穷相毕露了。 

  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弟兄的英勇斗争抱着热烈的同情，印度人民在独立斗争中的每个胜利，对中国人民都是振奋人心的鼓舞力量。虽然当时中
国还没有自办的反映社会舆论的报刊，但从统治阶级记载的片言只字中，我们还是不难知道广大中国人民对印度起义的态度。薛福成“书汉阳叶
相广州之变”一文记载：“粤民疾视英人，互播流言，或称英属国印度已叛，英兵败绩，连丧其渠……”。其中隐约透露广东人民把印度起义消
息奔走相告的情况。当时广东南海知县华廷杰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触藩始末”一书，对广东人民如何欢迎印度起义有较详细的记述：“时有自
香港裙带路来者，……或去闻伊属国孟加拉作叛，彼军战败。逾一二月又云，彼军在孟加拉大败，中埋伏，复其全军，亡一大帅，或谓亡一驸
马，诸酋忧惶无措云云。展转传言，众口如一。质之叶相亦云各处探报相符。偶见客商自香港来信，大略亦同，于是人心俱大喜”。这段记载所
涉及的印度起义实况虽不尽准确（这在当时是难免的），但充分表明了广东人民对这次起义的深切关怀。当时广东省处在反侵略战争的前线，而
且地理上距印度较近，香港更近在咫尺，因此广东人民对印度起义的消息获悉最早，反映最敏锐，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对印度起义的同情和关
心，说明中国人民已从事实中开始认识到被压迫民族在反侵略斗争中的共同利害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中印两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系，在太平天国革命后期历史中也获得清楚的反映。这个揭开了近代中国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民
主革命序幕的伟大斗争，从开始便遭到英国侵略者的敌视。１８５７年的印度起义因封建主的叛变而遭到英国殖民者残酷镇压，第二次鸦片战争
也在第二年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结束。在此以后，英国侵略者更公开同太平天国为敌，开始驱使印度士兵到中国来帮助清政府镇压起义人民。从这
一“以亚洲人杀亚洲人”的罪恶勾当中，我们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印两国人民革命成败的相互关连。 

  但是，英国侵略者强迫印度士兵参与对太平天国的镇压，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直接间接受到１８５７—
１８５９年大起义风暴的洗礼的印度士兵，并不可能使英国侵略者称心如意。当英国把千百印度士兵（如孟买士兵第五步兵团、旁遮普土兵第二
十二步兵团等）先后投到反太平军的战场上时，尽管这些士兵遭受着英军当局的高压和严密控制，他们之中的若干先进者却主动地或在被俘并受
到太平军的教育后志愿地参加了太平军，成了中国革命人民的战友，倒转枪口同太平军一起反击包括英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干涉军。这是中印关系
史上的光辉一页，它标志着中印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直接合作的萌芽。 

  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来，太平军中印度人的踪迹最早见于太平军死敌曾国藩的一段记载。他在一封复胡林翼的信中写道：“闻伪忠王围玉



山，实挟有黑夷数人同行”（“曾文正公书牍”，页六六。见世界书局版全集第三册）。这里所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统兵围攻江西玉山的事，
时间是在１８６１年初。引文中的所谓“黑夷”就是印度人，因为当时清统治阶级通常把他们称为“黑夷”、“黑洋人”或“天竺国黑兵”。大
家知道，当１８６０年８月忠王督军进攻上海时，英国侵略者曾强迫印度士兵对太平军作战。忠王军队中这几个印度战士，很可能来自侵驻上海
的英方军队。 

  此后不久，在太平军同外国干涉军展开最严酷的斗争的年代里（１８６２— １８６３年），在那种斗争进行得最惨烈的江浙战场上，越来
越多的觉悟的印度人投入了太平军的营垒，同中国人民并肩进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下面是几个见诸记载的实例。 

  １８６３年２月１９日，在浙江绍兴的一次战斗中，有“黑洋人五六十名”同太平军协力攻城，并当场击毙了帮助清军的法国军官达耳第福
（“李文忠公奏稿”，卷三，页五—六）。 

  同年５月２日江苏太仓一战，在殉难的太平军中包括有“同太平军并肩作战的印度土兵三名，他们原先是属于孟买土兵第五步兵团的”（威
尔逊：“常胜军”，页一五二）。 

  同年１０月７日在杭州同余杭之间十里长街的一次战斗中，清军同法国势力的联合自称“毙‘贼’多名，并枪毙‘贼’中黑夷一名”（“左
文襄公奏稿”初编，卷十一，页五）。 

  除此以外，还可以找到关于太平军中印度人的其他记载，例如有一个自称为呤唎的英国人，在一部著作中曾记述他与一位“印度伙伴”在１
８６３年１０月间从上海去苏州投效太平军的情况（呤唎：“太平天国”，第二册，页六三二—六三六）。在同书的另一处，还说到１８６５年
初曾有一个“英属东印度人”随白齐文等潜往漳州，打算加入福建的太平军（页八○○）。又如姚济的“小沧桑记”一书记载，１８６３年８月
１１日，曾有太平军中的印度人在松江附近被俘。 

  这些投效太平军的印度人是一百年前开拓中印人民友谊道路的先驱，奠立了两国人民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初基。在他们同中国革命者并肩进
行的战斗中，体现着两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共同利益，他们不愧为１８５７年起义的英雄们的直接继承者，是这些英雄们的不朽精神的发扬
者。在追念印度大起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印度人也寄予深深的敬意。 

  百年以前中印人民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相互关怀、相互支援的珍贵历史，证明两国人民反殖民主义的利益很早就是一致的，他们的命运是血肉
相关的。现在，一世纪过去了，帝国主义的势力已从我们两国的国土上被驱逐出去，两国人民已经争得了各自的独立。今天，在保卫世界和平、
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的共同目标下，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正以五项原则为指南，进行着更广泛、更密切的合作，在平坦的友谊道路上迈步前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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