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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库思路

• 建设世界历史专题文献档案数据库，是一
 个十分复杂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

• 需要学术研究、信息化和文献档案等各领
 域专家的通力合作。

• 需要科学、缜密的工作组织和运行程序。

• “印度中国关系史档案文献数据库”，就是
 在上述思路指导下建设的。

• 希望与同行进行交流。



二  数据库建设的学术需求

• 印中关系史的原始档案文献和历史资料、研究成
 果等资源的种类、文种多种多样、丰富多彩。

• 目前有关印中关系史的档案文献多为纸本资源，
 且存放点较分散，获取路径不一。

• 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现实外交需要，从印中边界争
 端的起因和现状及未来可能的解决办法来看，均
 需建设一个汇集主要国家原始档案文献资源和重
 要研究成果的数据库。



边界争端影响印中友好关系

• 印中之间的友好往来占据主流。

• 西姆拉协议及其衍生的所谓边界问题埋下
 了纷争的种子。

• 印度试图继承英殖民主义者的“遗产”，使
 印中关系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 印中至今未签订过任何边界条约，但存在
 着一条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

• 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12.55万平方公里，印
 度占有中国领土9.245万平方公里。



印中边界争端由来已久

• 1914年的“麦克马洪线” 既不为中国中央政府，也
 不为当时的西藏政府所承认，甚至在国际上也站

 不住脚。

• “麦克马洪线”和“西藏独立”的理念都被独立后的
 印度政府所继承，导致中印边界争端不断发生。

• 1962年爆发边界战争，印度完败，中国获胜后主
 动撤军，但边界问题并未解决。

• 印中边界问题成为印中关系史研究中最为重要、
 最为复杂，难度也最大的问题。



研究需要史料支持

• 中外史学家对于印中边界争端的历史原因及发展观点不一。

• 对于1962年印中战争的起因、国际背景、得失，对两国
 关系、地区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影响，史学家们尚未进行足

 够的研究。

• 主要原因是缺乏获取足够的、汇集各方原始档案文献的路
 径。

• 凭单人或一个机构之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庞大的原始
 档案文献搜集整理任务。

• 研究印中边界问题须有资料保证：（1）搜集整理各国档
 案文献及相关重要资料及研究成果；（2）尽可能广泛获
 取各国资料，以保证档案文献资源的全面、客观。



原始档案文献使用不够

有关印中关系史的论著，特别是1962年边
 界战争，不少作者未使用足够的原始档案
 文献支持研究，特别是在战争起因及决策
 考虑、战争影响等重要问题上，许多人用
 的多为二手资料，或辗转得来的“一手资

 料”。因此，虽然观点鲜明，但说服力显然
 不够，有的甚至让人生疑。重要原因之

 一，是作者未得到必要的原始档案文献，
 或得到的原始档案文献不够全面。



资源数字化必不可少

• 获取必要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源是前提。

• 将档案文献资源及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进
 行技术加工，建成综合性或专题数据库，
 是这些资源得以充分利用的保证。

• 资源数字化为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地区
 学者实现资源、讨论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解决现实问题需要历史依据

• 同为“金砖四国”的印、中两国之间的关系已成为
 中国同周边国家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 印中边界争端被世人视为最具爆炸性的国际热点
 问题之一。

• 中印两国边界谈判旷日持久，进展缓慢，两国在
 边界地区多次发生冲突和摩擦。

• 有人断言此热点温度会越来越高，国际因素不断
 介入，印中之间必有一战。

• 印中边界争端使西南边疆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面临
 的威胁和挑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历史研究责任重大

• 处理好印中边界争端及相关问题，不单是政治家
 和外交官的职责，而且首先是史学家的责任。

• 史学家们需要对相关问题提供客观、有力的档案
 文献支持，还要依据历史资料，对有关问题提出
 相应的观点，为政治家和外交官们提供必要的对
 策咨询。

• 要妥善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有赖于在世界历史的
 大背景下，依据足够的档案文献和研究成果，对
 印中关系的历史渊源、发展及现状进行系统、缜
 密的梳理和研究。



信息现状尚难满足研究需要

• 目前的信息现状显然不能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

• 国内从中外关系角度研究中印关系史的学术成果
 和文献资料已经很多，但尚未得到系统的信息化
 处理，从而影响这部分资源的有效使用。

• 从外中关系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成果和文
 献资料还远远不够。

• 由于缺少系统、全面、多语种文献档案的支持，
 能够为此类专业问题提供高质量系统信息服务的
 资源难以满足需要。



印中关系数据库的功能

• “印度中国关系史档案文献数据库”是一个专题信息系统。
 它以多种外文资源为主，旨在通过对分散的分布式的专题
 信息资源进行收集、分析、整理和合并，把印度及南亚各
 国与中国关系的渊源、发展与现状建成专题数据库，将整
 合后的资源呈现给用户。

• 数据库将凭借外文和中文资源，全面、系统地反映印中关
 系的历史渊源、发展演变及现状，特别是为研究热点问题
 和突发事件提供可靠的基础资料，又能为预测双边和多边
 关系的发展提供必要、可靠的依据。

• 数据库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至少是有助于解决印中边界
 争端问题的研究，满足学术研究和公众求知的需要。



三  数据的调研和搜集

• 作为基础研究资料数据库，“印度中国关系史档案
 文献数据库”汇集了中国、英国、美国、印度、俄
 国（苏联）等国家的外交档案和其他原始档案文

 献，特别是与中印边界争端有关的外交档案和历
 史文献，并将其全文数字化。

• 建库工作的第一个阶段，是由学术专家根据掌握
 的学术动态信息，对建库所需的原始档案和重要
 文献的存放点进行梳理，并就使用路径提出可行、

 快捷的实施方案。



1、中国的档案资料

• 中国外交部档案处解密档案中有关中印关系的外
 交档案，其中涉及1962年印中边界战争的档案虽
 然不是太多，但解密的档案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
 价值。该处档案可采取复印或抄录的方式获取。
 我们采取派专人复印的方式来解决。

• 中国其他部门的档案文献资料，经授权后，采取
 复印、扫描、下载等方式解决，如《中国对外关
 系文件集（1962—1963）》。

•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光明日报》和
 《参考消息》等主要报纸自创刊以来所有中印关
 系的文章。



2、英国的档案文献

• 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资源丰富。
 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印中关系档案，保存最为丰富。

• 有关19世纪末以来印度和南亚诸国与中国关系的档案文
 献，英国外交部、自治领部、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国防部、

 内阁办公室、情报中心办公室、海军部、贸易部、首相办
 公室等部门的档案有180余卷，其中一半以上为保密文

 件——绝密、机密、秘密、未分密级和受限制使用。

• 英国国家档案馆还搜集到丰富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如《泰
 晤士报》、《卫报》、《金融时报》、《曼彻斯特卫报》、

 《印度斯坦时报》、《东方经济学家》等剪报，以及极具
 历史研究价值的漫画。

• 档案馆可复印、扫描，可用数码相机进行不受限制的免费
 拍照。我们已由专人赴英完成相关档案的拍照工作。



3、美国的重要文献

• 美国的档案文献数量多，价值大，但原始档案较少。
• 主要档案文献有：

美国国会出版物数据库（Serial Set Digital Collection）
美国国会听证数据库（Congressional Hearings Digital Collection）
美国国会议事录永久数据库（Congressional Record Permanent 
Digital Collection）
美国国会研究数据库（Congressional Research Digital Collection）
美国国会出版物地图数据库（Serial Set Maps Digital Collection 
1789-1969）
美国国务院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中央情报局海外情报档案等数据库中有关印中关系的原始文件、

 研究报告等。



4、俄国（含前苏联）的文献

目前完成数字化的主要有：

（1）中国翻译出版的苏联对外关系文件
 （中国和南亚部分）

（2）《俄罗斯大全》数据库等。

采取扫描和下载的方式予以解决。



5、印度的档案文献

尽管印度方面解密的档案文献十分有
 限，且不易获取，但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搜
 集了部分档案文献，主要是国会的质询会
 纪录、印度领导人的演讲、国防和军事报
 告、经济发展计划、经济发展统计数据、
 媒体评论报道等。



资料搜集和整理

• 除以上5国档案文献外，还搜集整理世界各
 国主要报纸文章、中国学者重要论文、互

 联网上有关资料和文章等。

• 以上各个方面的资料搜集工作，采取团队
 协作，由十余名成员同时进行，而后对全
 部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并按统一体例和
 技术要求进行文件命名，由专人负责登记、

 存储，并进行备份。



四
 

数据的筛选处理和入库

• 1、对数据资源进行汇总并查重。由专人负
 责。由于文件已按统一体列和编辑要求进

 行命名，汇总和查重工作较易完成。

• 2、对数据资源进行筛选。由学术专家来完
 成。由于来源不同的文献资源存在相近、

 类似或不具重要学术研究价值，需由学术
 专家进行筛选，选定入库数据，以保证数
 据的使用价值。



四  数据的筛选处理和入库

• 3、对重要资源重新进行文件命名。有些重要的外文资
 源，原有文件名难以准确反映文件的内容，或原本就没有

 合适的文件名，需由学术专家对其进行概览后给出中文命
 名（内容提要），如此可大大方便用户的使用。

• 4、对数据按入库要求进行技术加工处理。对于各种类型
 的数据，按照统一要求分别进行加工处理。如对数码拍照
 的文件进行编辑、矫正、放大等加工处理。对于WORD、
 TXT文件，也要进行统一的编辑。

• 5、数据库结构设计和数据入库。根据各种文献类型，设
 计不同的数据库结构，既方便了按专题查询的需求，又减
 少了因数据库结构复杂而出现问题的可能性。



数据库的可持续性发展

• 数据库建设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此
 后新增数据亦按以上程序进行。还将适时增加日
 文等其他语种的文献资源。

• 数据库建设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工作，在继续增加
 原始档案文献和一手资料的同时，还要相应增加
 学术研究成果和公众观点等资源的收录和入库比
 例，最终将使“印度中国关系史档案文献数据库” 

扩大为一个专题信息系统，以便为更多的用户提
 供多种形式的服务。



数据库发展远景

• 建库经验总结：学术专家总负责，图书文献、信
 息化专业人员广泛参与，可以避免走弯路、大大
 提高工作效率。

• 建设历史专题数据库，能大大提高历史档案文献
 搜集整理的效率，还可为学者在一个平台上提供
 最大、最多、最全面、最客观的信息。

• “印度中国关系史档案文献数据库”的建成，会成
 为原始档案和重要文献在数量、来源、使用便捷
 程度等方面都较具特色的专题学术研究数据库。

• 我们将使数据库的功能将不断扩大，用户范围会
 越来越广，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会随之不断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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