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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张力教授（图）

[ 作者 ]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 单位 ] 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 

[ 摘要 ] 张力，男，生于1955年12月3日山西五台，毕业于四川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印关系，印度外交。 

[ 关键词 ] 四川大学;教授;国际关系;中印关系;印度外交

       姓名：张力性别：男出生年月：1955.12.3 民族：汉籍贯：

山西五台毕业院校：四川大学专业：国际关系外交史学历：研

究生职务：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中印关系/印度外交

联系方式：85410977 主要学习工作经历： 1981.12—1984.12 四

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1984.17— 迄今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1987.12—1989.4 英国牛津大学对安

东尼学院/访问学者/现代国际关系 2002.6—2002.9 香港大学亚

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印关系项目主要研究成果：《印度

总理尼赫鲁》1997、《亚太世纪的号角》1998、《当代印度》

2000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2002、《近代史研究》、

《国际观察》、《亚非纵横》、《四川大学报》、《视点》、

《南亚研究季刊》、《人大复印资料》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的50

篇论文，主要著作内容简介：《印度总理尼赫鲁》是一部有关

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评论。为目前我国内唯一一部系统研究尼赫鲁的政治、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学术专著。书中以战后60年代中期的印度与世

界为大背景，以众多重大事件的发展为基本线索，对尼赫鲁时期印度的内外政策、尼赫鲁的政治外交谋略及他个人的丰满人格，作了比较

全面的考察与探索，重点分析了尼赫鲁时期的印度在控制了全球冷战，调解地区冲突、促进亚非团结、反帝反殖发起不结盟运动、推动国

际和平、反霸与裁军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事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书中认为，除了当时作为不结盟大国的主要影响外尼赫鲁时期的

中印关系也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之一。书中依据大量事实，客观分析和评价了尼赫鲁对华政策的多重性和中印关系的发展演变，探索了他对

中国的认知变化及其对印度对华政策的拐导性影响，对他促成朝鲜停火、在国际上支持中国外交，推动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等方面积极作用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对他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某些偏见与失误、对我国西藏局势的错误认识，尤其是直接导致中印战争的大国沙文主

义态度和扩张主义进行了剖析与批评。该书获2001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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