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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

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

谢忠，张佳雨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是其政治军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
以打促谈、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既定目标，为取得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其中，

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引导了国际舆论走向，有理有力有节的外交宣传攻势壮大了支持中国的国

际舆论声势，主动停火后撤的决策及实际行动扭转了国际舆论局势。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

际舆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斗争艺术，对当今复杂国际环境下有效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客观公正的中国形象、坚决

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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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统治印度时期侵略
中国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从中印正式建交至

１９５９年前，“印中人民是兄弟”一直是两国关系的
主流。但由于独立后的印度企图全面继承英国殖

民者的“权益”，对边界问题进行单边曲解、主观

臆测和错误解读，导致中印边界问题从纠纷走向

冲突，最终酿成了１９６２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作为两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之间的边界战

争，中印边界战争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关

注，但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在军事、政治、

外交和经验教训等方面，很少关注舆论问题，更缺

少关于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

应对国际舆论的专题论著。就国内而言，研究主

要集中在边界冲突与中国政府的决策、中印边界

战争与中印关系之间的联系、中印边界冲突与冷

战关系等方面①。目前，从国际舆论角度来研究

中印边界战争的仅有一篇硕士学位论文②。该文

只是从各国媒体报道角度分析了中印边界争端的

发展及后续影响，没有说明中国政府与各国媒体

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没有涉及中印边界自卫反击

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各国媒体的决策。但

我们应看到，应对国际媒体只是应对国际舆论的

手段之一，而不是全部手段。就国外而言，自

１９６０年代初期以来，印度和欧美国家的学者对中
印边界战争的起因、过程、影响、责任及中国速战

速胜的原因、中国单方面无条件撤军的原因、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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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战争的可避免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①，但也

没有从国际舆论角度探讨中印边界战争的论著。

本文以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相关著作和历史文

献为依据，借助中国外交部档案以及《人民日报》

《参考消息》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系统分析中

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

舆论的决策。

一　引导国际舆论走向的和平谈判
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５９年中印边界争议公开
前，国际舆论很少关注中印边界问题。１９５９年中
印边界争端公开，特别是朗久事件和空喀山口事

件发生后，印度政府罔顾事实，用最恶劣的语言对

中国进行诬蔑、漫骂和指责，说中国“蓄意侵略印

度领土”②，造成了明白的侵略事件。印度媒体也

大肆渲染“中国侵略成性”“比西方帝国主义更

糟”③。如此污名化的宣传不仅使国际舆论对中

印边界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而且导致１９５９年国
际上掀起了反华浪潮。此时，国际舆论普遍偏袒

印度，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亚（今马来西亚）、

锡兰等多国媒体争相在西藏问题和边界武装冲突

事件上斥责、诬蔑中国，只有朝鲜、蒙古、柬埔寨等

少数国家媒体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和同情④，连

苏联也在１９５９年９月９日公开发表表面中立、实
则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⑤。面对如此不利境

地，毛泽东等领导人已意识到，我们处于十分不利

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如再次发生中印边界冲突，中

国将在国际上陷入孤立，因而在对国际敌对势力

予以坚决反击的同时，必须尽最大的善意和诚意

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自边界武装冲突发生以来，毛泽东等领导人

对印度的“前进政策”一直保持着忍让和克制，始

终坚持通过和谈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且为此不懈

努力。在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的三年里，“几乎

所有谈判的建议都是中国方面主动提出的”⑥。

１９５９年５月 １４日，在修改中国外交部致印度外
交部的一份答复中，毛泽东写道：“总的说来，印

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⑦他的这一表述为谈判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定下了基调。朗久事件和空喀山

口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讨论决定，由周恩来于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 ７日代表中国政府致信尼赫鲁，建
议两国武装部队沿东、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

后撤２０公里，并停止巡逻；两国总理最近举行会
谈⑧。印度尼西亚、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国报纸刊

载了周恩来致尼赫鲁的信，并发表评论说，中国政

府的建议说明了中国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容

忍和诚意⑨。尽管印度政府拒绝了上述建议，但

印度政界人士、美国合众社却不得不承认周恩来

的信件比以前的信件富有和解精神瑏瑠。

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中央决定由周恩

来于１９６０年４月亲赴新德里与尼赫鲁举行会谈。
尽管因印度立场强硬，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

成果，但是从国际舆论角度看，还是有所收获的。

中国政府在谈判期间表现出的巨大诚意，中国军

队单方面从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并停止巡逻
的善意行动，以及同期中国与缅甸、尼泊尔、蒙古、

巴基斯坦等邻国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重大进展，

促使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从“中国侵略”转移到

中印双方会谈的态度上。一些国家的媒体开始认

识到“中国侵略印度”的虚假性和印度在中印边

界冲突中的责任。如，曾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一直

斥责中国的锡兰《前进》周刊发文称：“缅甸和中

国能够达成这样一个全面的圆满的边界协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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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印度和中国不能呢？显然过错不在中国。”①

从１９６２年初开始，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不断
以武力大肆蚕食中国领土。中共中央一方面指导

边防部队开展有理有节的反蚕食斗争，另一方面

仍尽一切可能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７月 ２３
日，周恩来致电正在日内瓦参会的陈毅，请他约见

印度国防部长梅农，争取发表一个恢复中印边界

谈判的公报或消息②。但是，印度政府不仅未对

中国倡议作出回应，而且挑衅和入侵活动更加猖

獗。为避免边界局势进一步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中国外交部于８月４日、９月１３日、１０月３日
先后三次照会印度驻华使馆，建议中印就边界问

题举行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谈判，但印度政府

却顽固坚持中印边界早已划定，三次拒绝谈判。

对此，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瑞典《新日报》、缅

甸《人民报》和《加拿大论坛报》等都发文谴责印

度③。连英国《泰晤士报》也评论说，印度“未能使

对方关闭谈判的大门”④。

面对印度军队发动的全面进攻，１９６２年 １０
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自卫反击决策。即便
如此，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也是立足于以打促谈，目的是将印度拉回到谈判

桌前。因此，中国政府于１０月２４日发表声明，提
出恢复和平谈判、停止边境冲突、两国总理会谈等

三项建议。声明发表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

境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在有媒体报道中印边

界战争的２０个国家中，同情和支持印度的有 １０
个国家媒体，有５个国家的媒体对中国表示了支
持，还有 ５个国家的媒体刊登了大体中立的文
章⑤；英国《东方世界》《每日电讯报》等报纸也刊

登了客观评价中国的文章⑥。

中共中央之所以始终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印

边界争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因素。就

历史背景而言，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国殖民统治印

度时期侵略中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而独立后

的印度试图全盘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使边界问

题变得更加棘手、复杂，只能通过双方谈判的方式

来解决。就国家利益而言，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

界争端，符合当时中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和国家利

益的主要目标。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外

交在此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国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周边安全环境；中国外交的

战略重点与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因

此，中国政府应该力争与印度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中印边界问题。”⑦就国际环境而言，当时中国既

要面对美国的持续敌视政策和中苏关系恶化带来

的巨大压力，又要面对周边国家的质疑、排斥，可

谓四面受敌，而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的印度不仅

得到苏联、美国等大国的支持，而且得到广大亚非

国家的追捧。因此，在国际舆论场中，印度通常是

被偏袒、同情和支持的一方，而中国则多是被诬蔑

和漫骂的一方。

由上可见，在中印边界问题由冲突到战争的

过程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始终高举和谈的旗帜，并

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最终实现了边界迅速停火

且逐步走向和谈的目标。这种一以贯之的和谈政

策不仅为中印边界问题公平合理解决找到了有效

办法，而且也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理解

和支持，对推动国际舆论逐渐支持中国发挥了引

导作用。历史证明，自１９５９年中印边界争端公开
后，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支持一直呈逐步上升的态

势，在１９６２年中国政府宣布主动停火后撤之后更
是达到了最高点。

二　壮大支持中国国际舆论声势的外
交、宣传攻势

在作出自卫反击决策前，毛泽东曾估计，一旦

我们自卫反击，有可能被孤立。与毛泽东的估计

相同，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印度政客和媒体大肆诬

蔑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是“赤裸裸侵略”，把中国说

成印度的“头号敌人”，叫嚷同中国“断绝一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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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兰“前进”周刊评中缅协定时指出：中印边界问题未解决过错不在中国》，《参考消息》１９６０年２月９日。
金冲及：《周恩来传（第４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５６页。
《印度尼西亚人民日报、瑞典新日报、缅甸人民报和加拿大论坛报，谴责印度拒绝中印边界谈判》，《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３日。
《英〈泰晤士报〉评中印边界问题，印度拒绝会谈并采取军事行动》，《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
李漪镔：《浅析国际媒体对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争端态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０年。
《英国公众舆论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东方世界〉说中国一再努力恢复谈判》，《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３０日；《英报说印

政府挑起边境冲突自食恶果，印度军费开支加深经济困难》，《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５日。
雷英夫口述，陈先义执笔：《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雷英夫将军回忆录》，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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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系”，并把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

面进攻说成是“保卫国家自由”。此时，国际舆论

对印度表示同情者占了多数。美国赤裸裸地支持

印度，英国等西方国家都同情和支持印度，苏联表

面“中立”实则支持印度，亚非大部分民族主义国

家也指责中国对印度的“无端入侵”是所谓奉行

“沙文主义的、好战的外交政策”①。为改变这种

不利局面，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多方外交、宣传攻

势，使国际社会知晓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最大限度

地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壮大了支持中国的国际舆

论声势。

一是开展对印照会战。据笔者统计，从１９６１
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国政府就中印边界问
题给印度政府的照会、备忘录等共计 ３５件。如，
１９６２年２月至６月，中国政府先后五次照会印度
政府，指出印方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

险的，要求印方停止武装挑衅、撤出侵略据点和入

侵军队。又如，随着印军的步步进逼，中国政府于

１９６２年７月和１０月共十次就印度军队不断入侵
中国领土提出严重抗议、严厉警告。尽管印度政

府对这些抗议和警告置若罔闻，但我们仍努力向

国际社会说明了印军入侵中国领土的真相。１１
月６日，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要求印度积极
响应中国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虽

然尼赫鲁迅速拒绝了中方建议，但使国际社会更

加看清了中国政府的诚意。

二是力争亚非国家的支持。中印边界自卫反

击战开始后，周恩来于１０月下旬接见阿联、缅甸
两国驻华大使，向他们阐明事件真相，表达中国立

场②，随后又致电几内亚、坦噶尼喀、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领导人，向他们对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所表示的热心和关切表示感谢③。为了进一步向

亚非国家说明真相，经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于

１１月１５日就中印边界问题致信 ２５个亚非国家

领导人，并抄送 ８３个国家领导人，呼吁他们“主
持公道”④。另外，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由锡兰等六

个亚非国家组织的旨在促进中印和解的科伦坡六

国会议。１９６３年１月５日，毛泽东还亲自接见来
访的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这对争取世界舆

论理解和支持中国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是争取苏联的支持。考虑到中苏同盟关

系，中国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前夕曾向苏联表明中

方的立场，试图获得苏联的支持。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８
日，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时说，印度

可能在中印边境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中

国一直保持忍耐克制态度，但印度决意要进攻，中

国就坚决自卫⑤，但苏联反应冷淡。１０月１６日至
２８日古巴导弹危机爆发，苏联为寻求中国的帮助
以度过危机，暂时改变了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

“中立”态度，转而支持中国面对印度的侵略行为

时进行自卫⑥。中共中央十分注意把握这一时

机，认为争取苏联即使是暂时的支持，也能扩大国

际舆论的影响。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爆发当天，

赫鲁晓夫立即致信尼赫鲁，对印度企图以武力解

决同中国边界争端的报道表示关切，并警告说：

“这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⑦１０月２４日，中国
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苏联

《真理报》即于２５日发表社论表示，“中国政府的
建议是建设性的”，“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从

来未被中国承认过”⑧。

四是争取国际著名人士的理解。同美国等西

方国家相比，英国出于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国家

利益的考量，在中印边界战争问题上较少明确支

持印度⑨。因此，中国政府在对待英国著名人士

问题上尽可能地做工作。１９６２年 １０月，周恩来
两次接见前英国工党议员麦克唐纳，指出在中印

边界问题上，英国政府应当根据事实讲话瑏瑠。１１
月，周恩来两次复信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希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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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漪镔：《浅析国际媒体对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争端态度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０年。
《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０５—５０７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９集）（１９６２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９集）（１９６２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５１页。
《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０２页。
《苏共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人民日报》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日。
内维尔·马克思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１年版，第４０９页。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支持我国政府声明》，《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孟庆龙：《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６期。
《周恩来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５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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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其卓越影响，推动印度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声

明①。经过中国政府不懈努力，在中印边界战争

期间，英国《每日电讯报》《东方世界》《每日快

报》等媒体有时也发出对中国客观评价的声音②。

五是揭露尼赫鲁“不结盟”政策的虚伪。中

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印度全面启动战争机器，撕下

“不结盟”的伪装，不断叫嚣要同中国长期作战。

中方在掌握尼赫鲁政府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请求援

助事实的基础上，决定揭露尼赫鲁所标榜的“不

结盟”政策的虚伪。为此，《人民日报》刊发了大

量文章报道印度求援的事实，如：尼赫鲁于 １９６２
年１１月 １９日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提交了一封乞求
军事援助的信③；他还致信麦克米伦政府，提出英

国援助更多军事装备的请求④；在中国发表中印

边界全线主动停火后撤的声明后，美国向印度派

出了以艾夫里尔·哈里曼为首的美国国务院和五

角大楼高级顾问代表团，英国则派出了以桑迪斯

为首的英国政府代表团⑤；在美英代表团军事人

员的协助下，印度加紧扩军备战，准备把陆军兵力

扩大到二百万人⑥；苏联也将分批向印提供米格

飞机⑦；等等。一些国际媒体在了解了真相后，纷

纷批评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如：印度尼西亚

《社会使者报》揭露印度政府口头上不结盟，实际

上结盟⑧；美国《芝加哥太阳时报》刊文称，美英两

国同印度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军事同盟⑨。

综上所述，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开展对印外

交照会战、积极争取亚非国家及国际著名人士的

理解支持、把握时机争取苏联的支持、充分揭露尼

赫鲁“不结盟”政策的虚伪等有理有力有节的外

交宣传攻势，塑造出爱好和平正义的中国形象。

这些努力起到了壮大支持中国国际舆论声势、削

弱支持印度声音的良好效果。

三　扭转国际舆论局势的停火后撤
决策

关于停战谈判的声明发表后，中国面临的国

际舆论环境有了改善，但支持中国的国家仍是少

数。据中国外交部档案记载，亚洲国家中仅有朝

鲜、缅甸、巴基斯坦和越南公开表示支持中国，非

洲国家中只有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加纳支持中

国。相比之下，支持印度的国家占大多数。据印

度外交部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９日统计，“同情和支持”
印度的国家有 ４０个，“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
有５个，“同情”印度的国家有１１个，即站在印度
一边的国家共有５６个瑏瑠。

为了争取国际舆论，１９６２年 １１月 １５日，周
恩来在致亚非国家领导人信中强调：“只要还有

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瑏瑡

这一表态为接下来中共中央作出主动停火后撤决

策作了某种程度的暗示。１８日，在一些国家领导
人和国际媒体要求中印谈判的呼声下，此前始终

坚持边界问题不容谈判僵硬立场的尼赫鲁，声称

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中印分歧。毛泽东认为，印度

“突然大谈和平解决”瑏瑢，意在争取国际舆论的同

情，遂决定先发制人。２０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
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后

撤。２１日零时，中国政府宣布：中国边防部队从
２２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后撤。同一天，
毛泽东同周恩来商定，由周恩来约集外事办公室、

外交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有关人员开

会，讨论在这次中印边境斗争的胜利中如何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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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９集）（１９６２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５３页、第１６３—１６４页。
参见《英国一些报纸认为是印度拒绝中印谈判，发动进攻》，《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４日；《英国公众舆论主张谈判解决中印边

界争端〈东方世界〉说中国一再努力恢复谈判》，《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３０日；《〈每日快报〉哀叹尼赫鲁的声望江河日下》，《人民日
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９日。

《尼赫鲁致函肯尼迪乞求更多军援》，《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１日。
刘恒：《中印边界冲突背景下英国对印度国防建设的援助（１９６２—１９６３）》，《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美英两国代表团不断相互“交换意见”协调行动》，《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７日。
《在美英代表团军事人员策划下，印政府准备扩军到二百万人》，《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０日。
《尼赫鲁在印人民院说，苏将分批向印提供米格飞机》，《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６日。
《印度尼西亚报纸揭露印度依靠美国继续备战印政府口头上不结盟实际上结盟》，《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２８日。
《美报说印政府的所谓不结盟是幌子》，《人民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孟庆龙：《从印度的心态看洞朗事件》，《边界与海洋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９集）（１９６２年）》，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５１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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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问题①。这表明，毛泽东在作出主动停火

后撤决策的同时，就考虑了由开展国际舆论斗争

的相关部门共同参与，一致行动，以争取国际舆论

朝着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

中国政府采取主动停火后撤的重大和解步

骤，“使全世界人民看得更清楚，谁爱好和平，谁

要战争”②。从此，中国站在了国际舆论道德制高

点上，赢得了世界舆论的广泛赞誉和支持。一些

国家报刊、领导人纷纷发表社论、评论、谈话，盛赞

中国政府声明表现的道义立场、道义原则和道义

举动。巴基斯坦《战斗报》社论说，中国军队在马

上要使自己的敌人遭到粉碎性失败的时候主动停

火后撤，证明中国领袖们坚持高尚的政治原则和

正派的道义价值③。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致函周

恩来，表示中国政府的声明“应当被作为一个慷

慨的行为而普遍予以欢迎”④。就连习惯于抹黑

诋毁中国的西方媒体，也不得不称赞中国的主动

停火撤军行动。法新社评论说，中国“不愿意继

续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⑤。停火后撤声明发

布后，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迅速好转。据统

计，在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后撤后短短７天时间
里，有３７个国家宣布支持中国，这些国家中有１４
个是在战争开始后曾宣布支持、同情和关切印度

的国家⑥。

为了实现停火后撤的目标，中国政府持续作出

了最真诚的努力：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０日和１２月８日、
２１日、３０日，国防部发言人４次就中国边防部队从
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后撤发表声明，说明我军后撤进

程及路线；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５日，中国边防部队奉命主
动完成交还缴获的印军物资、从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
实际控制线后撤２０公里、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
军等行动。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行动表明：“我们

是为正义而战不是为改变现状而战。”⑦

道义自在人心。随着主动停火后撤决策的落

实，中国面临的不利国际舆论环境迅速得到扭转，

而印度却遭到越来越多曾经相信并支持它的国家

的质疑。西方国家和印度的报刊公开承认印度政

府处境孤立。《纽约时报》发文称：“亚洲和非洲

的中立主义者未能给予印度道义上的或外交方面

的支持。”⑧《星期日电讯报》评论说：“亚非不结

盟的信徒们似乎是在中国一边，而不是在印度一

边。”⑨西德《法兰克福报》发文称，整个不结盟集

团抛弃了印度瑏瑠。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梅农夫人

愤然说，除马来亚以外，亚洲国家里没有一个“有

勇气和信心”谴责中国瑏瑡。据英国外交部档案统

计，到１９６３年１月７日，不公开亲印的只有突尼
斯、象牙海岸等９个国家，公开亲印的只有埃塞俄
比亚和刚果２个瑏瑢。

总之，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

导人高举道义旗帜，以真诚态度和实际行动主动

实现停火后撤，使印度政府不得不接受边界停火

的现实。这一系列举措增强了我国对印自卫反击

战的正义性，使我国抢占了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赢

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和支持，迅速扭转了国

际舆论局势，也体现了毛泽东在中印边界自卫反

击战期间应对国际舆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斗争

艺术。

结语

舆论战是一种针对公众舆论的战争策略。随

着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舆论战已经

成为赢得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中印边界自卫

反击战期间，面对某些国家政府、政客、媒体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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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谢忠，等：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

国的污名化宣传或误解误读，为改变我国面临的

不利国际舆论环境，毛泽东等领导人作出了坚持

通过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开展有理有力有节

的多方外交和宣传攻势、主动停火后撤三大决策。

这些决策分别起到了引导国际舆论走向、壮大支

持中国的国际舆论声势、最终扭转国际舆论局势

的良好效果，为取得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胜利提

供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研究中印边界自卫反

击战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应对国际舆论的决策，

不仅能更好理解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演进历

程，认识到国际舆论的重要性，而且对在当今复杂

国际环境下更好地开展国际舆论斗争、塑造客观

公正的中国形象，坚决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安全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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