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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尼泊尔教育代表团时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主席：欢迎你们。

潘迪：能够同您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会见，我们教育代表团的全体团员都感到非常高
兴和十分荣幸。我们无法用言语来表达这种快乐。

主席：谢谢。我没有什么伟大，跟你们差不多，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们还差一些。

潘迪：我们都把您看作是一个伟大国家的伟大领袖。主席：可能你们看得不对。你
们的国王很好，是一个很好的人。

潘廸：马享德拉国王的确是我国最伟大的领袖，在他执政期间，我们的国家很好地
向前迈进了。主席：你们的国家有进步，有发展。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以及某
些人强加给你们的影响，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国家。我们也逐步摆脱了帝国主义
和某些人的不正确影响。

以教育制度来说，我们正在进行改革。现行的学制年限太长，课程太多，教学方法
有很多是不好的，考试方法也有很多是不好的。学生读了课本还是课本，学了概念
还是概念，别的什么也不知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许多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
牛、羊、鸡、犬、豕，也分不出什么是稻、粱、菽、麦、黍、稷（粱就是小米，菽
就是豆子，黍就是黍子）。学生要读到二十几岁才能读完大学，学年太长了，课程
太多。

采取的方法是注入式而不是启发式。考试的方法是把学生当敌人看待，举行突然袭
击。（众笑）所以我劝你们千万不要迷信中国的教育制度，不要以为它是好的。现
在要改革还有很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就是不赞成。目前赞成新方法的少，不赞成的
多。

这可能泼了你们的冷水，你们希望看好的，而我专门讲坏的。（笑声）

但是，也不是一点好的都没有，比如说，拿工业方面的地质学来讲，旧社会给我们
留下来的地质方面的学者和技术工人只有二百多人，现在我们有二十多万了。

大体上可以说，搞工业的知识分子比较好一些，因为他们接近实际。搞理科的，也
就是搞纯科学的就差一些，但是比文科还要好一些。最脱离实际的是文科。无论学
历史的也好，学经济学的也好，都太脱离实际，他们最不懂得世界上的事情。

请喝茶。你们国家的人民是不是也喝茶？潘迪：我们也喝茶，但是要加糖和牛奶。
主席：我们不加糖也不加牛奶，没有这个习惯。

大多数人民喝白水，根本不喝茶。居住在高山上的人要喝茶。潘迪：中、尼这样比
较冷的地方需要喝茶，以增加热量。

主席：西藏的人民以吃牛羊肉为主，他们要喝茶。以粮食为主的地方可以不喝茶。
同时茶叶也没有那么多，供应不了。你们国家产茶叶吗？

潘迪：产得很少。最近几十年才有此习惯，现在不仅有钱的人，一般的人也喝茶。

主席：茶叶相当贵，很穷的人是喝不起的。我们的国家还是个穷国，文化也是落后
的。（问×××部长）普及教育的情况怎么样？



××：城市基本上普及了，农村还不行，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差一些，农村
学龄儿童入学的一般只达到百分之六十几。

主席：比解放前的情况好，城市基本上普及了，但是乡村还没有。

×××：尼泊尔在马享德拉国王执政以后，文化数育有很大的发展。克伊腊克先生
是一位诗人，老教育家。

克伊腊克：我对教育工作很有兴趣。我从事教育工作有五十多年，我的兴趣就是扫
除文盲。

主席：这很好。我也当过几年教员，当的是小学教员。后来闹革命，就当不成小学
教员了。那时组织工会，搞罢工，组织农民协会，同农村的恶霸作斗争。然后蒋介
石搞白色恐怖，把我们赶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进来了，一打又
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吗？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国人又来了，支持国民党
向我们进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鲜战争就是
二十五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这门学问我没有学过，也没有看过什么兵
法，自己也没准备去打。谁人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他们实行白
色恐怖，到外杀人，我们这些人只好上山。当时没有枪，就从蒋介石那里夺取武器
。也没有外国援助。是外国人援助蒋介石，而蒋介石再援助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
说还是有外国援助的。（笑声）

（×××向主席介绍代表团几位团员的身分。）主席：你们会受到中国人民的热诚
欢迎的。我们两国是友好国家。潘迪：我们在中国受到的热情款待，使我们感到像
在亲人家里一样。主席：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不能看不起小国。说小国不行是错
误的。另一方面，小国自己也要有信心。大国有大国的缺点，小国有小国的长处。
你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对帝国主义没有屈服过。帝国主义没有能够征服你们，可是
征服了我们的国家。怎样征服法？就是让中国政府听外国人的命令。清末皇帝是听
外国人的命令的。孙中山建立了第一个共和国，但是几个月便垮了。然后，袁世凯
作皇帝，他也听从外国人的命令。

然后，就是北洋军阀专政，造成中国的分裂。他们之间打了多年的仗。然后，就是
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打胜仗。然后，就是国民党杀共产党，我们就跟他打了十年。

蒋介石统治中国，他开始是听英国人的，后来是听美国人的，因为英国人不行了。
然后日本人打进来，打了八年。日本人走了，又同国民党打了四年，全国才获得解
放。现在蒋介石还在台湾，美国人管着他。他"代表"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而我
们却没有权利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批评我们是"侵略者"，侵略者怎么能够加入联合国呢？头一个"侵略者"是我
。说我们主要是"侵略"了中国，然后是"侵略"了朝鲜，然后听说是"侵略"了印度。
我们跟印度打了几星期仗，为什么后来把兵撤回来呢？因为他们的兵都散了，没有
兵了，打仗没有对象了！（笑声）现在我们撒回到边界以后二十公里的地方。印度
人现在好一些了。比较守规矩了。一条所谓麦克马洪线，中国连袁世凯都没有承认
，他要我们承认，岂不荒唐？我们事实上不越过这条线，而且从这条线后退二十公
里。

我们同你们两国的边界问题解决得很好，很容易讲得通，同缅甸也很容易讲得通，
很容易解决。同巴基斯坦也容易讲得通，很容易解决。同阿富汗也签订了边界条约
。就是印度这个朋友很难讲得通。

马拉：为什么？

主席：我也不知道。印度人民是好的，印度政府中有一些坏人。印友人民的生活并
不怎么好。印度人民对我们，对你们都是好的。



听说印度同你们的关系比较好一些了，这是一件好事，我们赞成。

关系老是那么紧张不好。现在印度政府同我们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坏了，首先他们的
军队不越过麦克马洪线了。过去他们越过这条线到这边来，越过了几十公里，把我
们向这一边挤，现在比较规矩一点了。这就算好。

你们这个国家要通过外国才能进口和出口，人员往来也要通过外国，所以你们同外
国的关系搞好一些是好事。所谓通过外国，就是说通过印度。在关系紧张的时候，
印度就是捣乱，比如机器运到你们国家，他们进行破坏，甚至把一些另件拆掉。现
在不知道情况改善了一些没有？

潘廸：现在稍好了一些，例如，我曾买了一架中国收音机，拔针是坏的，许多人买
的拔针也被搞坏了。

主席：所以你们要开一个后门，现在后门还没有通。

潘廸：中国政府帮助我们修筑的从加德满都到科达里的公路修通以后，就有一个后
门了。除此以外，我们还在开辟别的道路。主席：这可能是有益处的。

巴斯尼亚特代办：团长已经说过，我们正在探索各种通道，除了加德满都到西藏边
界的一条以外，还有一条路，通过巴基斯坦的达卡。

巴特：我们这次来中国就没经过印度，而是直接经过达卡来的。

主席：等几条路都通了，那时印度可能就比较尊敬你们了。

（代表团的团员们频频点头）巴斯尼亚特代办：我曾去过拉萨，这使我相信，从加
德满都到西藏的路修通以后，对中尼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将起重大作用。

克伊腊克：中、印是两个大国，而我们是小国。你们两个大国打架，我们就害怕，
你们两国和好了，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主席：主要问题还不是一条麦克马洪线的问题，而是西藏问题。因为我们进军西藏
，后来又进行了改革，印度政府就不高兴了。因为就是那位麦克马洪先生，在几十
年前背着中国政府，同西藏地方当局签订了一个协定。所以在印度政府看来西藏是
他们的。

克伊腊克：您刚才说中印关系正在改善，这是很好的消息。我们希望中印的争执问
题能够友好解决，那处于二者之间的我们，日子便好过了。

主席：现在不大吵架了，双方对骂的照会也少了。

马拉：希望最近的将来，中印的边界争端能够得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

主席：这是可能的。

马拉：这是个好消息，令人非常高兴。

主席：两个国家应该和好。

马拉：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所以这样伟大的秘密是什么？您怎么能够这样伟大，
您力量的源泉是什么？以便让我们多少能学到一点。



主席：我已经说过，我没有什么伟大。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学了一点知识而已。当然
我们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但是单学马克思主义还不行，要从中国的特点和事实出
发来研究中国问题。

我们中国人，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开始时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知道要反对帝国
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反法。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中国的情
况，同你们要研究你们国家的情况一样。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由中国共产党成
立到全国解放，整整化了二十八年，才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

力量的源泉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
众那里学得知识，制订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
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以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
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所以在教育科学中有心理学、教育学这两门科学。

巴特：主席阁下，中国学校，向青少年进行"五爱"的教育，教育他们爱祖国，爱邻
居（原话如此），爱科学，等等，这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我个人一直这样想，只有
一个伟大国家才能以这样的精神教育每一个人。

主席：你的意见怎么样？

巴特：刚才我已经说过，我对此印象很深。另一件给我们以很深的印象的事情是，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了清华大学，这个学校的付校长谈到他们怎样把高等教育同实际
结合起来。

我国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许多人念了很多书，但是不大了解实际。

主席：清华大学有工厂。它是一所理工科大学，学生如果只有书本知识而不做工，
那是不行的。

但是，大学文科不好设工厂，不好设什么文学工厂，历史学工厂，经济学工厂，或
者设什么小说工厂。（笑声）文科要把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师生应该接触农民和
城市工人，接触农业和工业。不然学生毕业以后用处不大。比如学法律的，如果不
到社会中去了解犯罪的情况，法律是学不好的。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工厂，要以社会
为工厂。

所以比较起来，我国的文科最落后，就是因为接触实际太少。无论学生也好，教授
也好，都是一样。就是在教室里讲课。讲哲学，就是书本上的哲学。如果不到社会
上和人民中间去学哲学，不到自然界中去学哲学，那种哲学学出来没有用处，仅仅
是懂得一点概念而已。逻辑学也是如此，可以读一点课文，但是不会懂得很多，只
有在运用中才能逐步理解。我读逻辑的时候就不大懂。在运用的时候才逐步懂得。
这里我讲的是形式逻辑。还有，比如学文学的要学语法（Vammav），读的时候也
不大懂。要在写作的过程中才能理解语法的用处。人们是按照习惯写文章，习惯讲
话的，不学语法也可以。我国几千年来就是没有语法这门课的，但是古人的文章有
些写得相当好。当然，我并不是反对语法。

至于修辞学，学也可以，不学也可以。伟大的文学家并不学什么修辞的（对克伊腊
克），你是先学了修辞学再写文章的吗？（笑声）克伊腊克：不，思想上得到启发
，或者说有了"灵感"以后，就进行写作，而不是先学修辞学。主席：我就是不理修
辞学的。我看过修辞学，但是不理它。照修辞学上说的办法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清
规戒律太多。

各位还有问题吗？

克伊腊克：要爱一切人，而不要仇恨任何人，这是生活中的一条原则。照此原则行
事，日子就会过得很好。中、印好比两条大牛，尼泊尔好比在旁边的一只小牛犊，



大牛打架时，小牛犊就怕得要命，担心被粉碎了。中、印和好了，我们就很高兴。
小牛犊就能平安无事了。

主席：只能爱大多数的人。比如说，我们爱蒋介石，但是他不爱我们，（笑声）他
要吃掉我们。过去，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大半个中国，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那我
们没有办法，只好打。

克伊腊克：实行自尊、自学、自制（克制自己）的三条原则，就可以使自己获得独
立的主权。我们看到中国每一个人都有自尊、自爱的精神，这是使中国成为伟大国
家的因素。

主席：这个对。

克伊腊克：我个人为了祖国和人民，受过许多痛苦。因此很高兴看到中国发展起来
。

主席：你们正在发展，我们看到了也很高兴。

克伊腊克：让我们两国手携手地向前迈进。可是最重要的是和平。你们打了那么多
年仗，在时间、金钱和精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要是把这些时间、金钱和精力节
省下来，中国的进步会更快一些。主席：可惜我们的敌人不给我们以时间，请他走
他也不走。没有办法，只好打。英国人自己走了，日本人就是不走，到了一九四五
年，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才走的。蒋介石也是不想走的。那时北京城我们是不能进来
的，只有美国人，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才能进来。

后来他打败了，我们就来了。你们也就来了。（笑声）你们的国家承认我们，但是
不承认蒋介石。你们过去同蒋介石建立过外交关系没有？

巴特：没有。我们的政府支持在联合国中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

主席：做得对。蒋介石本身是帝国主义的奴才，但是他却看不起你们，甚至也看不
起尼赫鲁，有一段时间，同印度的关系搞得很紧张。蒋介石这个人我是比较熟悉的
。（笑声）

今天，我们是不是就谈到这里？

潘廸：好，对于您的接见，请允许再一次表示感谢。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今天都
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主席：再见。请你们转达我对国王陛下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