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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 /分而治之0 政策与印巴分治

刘   莉X

  [内容提要] 印巴分治不仅影响了次大陆的经济文化发展, 也给印巴两国人民带来灾难,

至今两国之间及其国内的宗教种族冲突仍然没有摆脱分治的阴影。本文主要探讨英国的 / 分而

治之0 政策与印巴分治的关系, 以及造成分治的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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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 8月 14日午夜, 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议上充满激情的宣告, /一个不幸的时代今

日宣告结束, 印度重新发现了自己0, 而就在尼赫鲁庄严宣告 /一个不幸的时代今日宣告结

束0 时, 在分治中被一分为二的旁遮普和孟加拉, 千万人却笼罩在不幸的阴影中。印度教、

锡克教民众涌向印度, 伊斯兰教徒涌向巴基斯坦。在人类历史上, 如此多的人迅速相互交换

家园和祖国的现象实属罕见。而且在迁移的过程中产生的教派仇杀所导致的伤亡是触目惊心

的: 据当时的估计, 死亡人数是 20万到 200万之间, 如今人们普遍接受的数字是 1000万左

右
¹
。英国撤出的同时, 是让 /独立0 孪生着 /分治0, 几个月内, 死者无数。从表面上看,

似乎英、印、巴的统治者都无须对此负责, 因为英国交出了权力, 印、巴两国分别由两大党

接管了权力, 两国也并没有动干戈。那么谁应该对这人类历史上的大悲剧负责呢? 本文拟对

英国的 /分而治之0 政策与印巴分治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英国 /分而治之0 政策与印巴分治

英国统治者自征服印度以来, 一直利用印度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 实行一种被称为 /分

而治之0 的政策以维护其殖民统治。这种政策的明确提出是在 1857 ) ) ) 1859年的民族大起

义后。莫拉达巴德地方驻军司令官琼#柯克中校在一份文件里写到: /我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
现存的宗教和种族分裂, 而不是使之融合, 分而治之应该是印度政府的原则。0 孟买总督爱

尔芬斯顿非常赞赏这种观点, 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到: /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 也应

当是我们的座右铭。0 »
从此以后, 这个原则成为殖民者统治印度的根本方针。英国的 / 分而

治之0 政策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 抑穆扶印

在1857年大起义前后, 英国殖民者的主要打击对象是穆斯林封建主, 认为穆斯林上层

仍然怀念昔日的统治地位, 在莫卧儿王朝统治时期, 穆斯林不仅垄断了政治、军事权力, 而

且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 英国统治使他们在法律、行政权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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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受到了严重打击。殖民者认为他们不可能心甘情愿地丧失优势, 一旦时机成熟很可能起

义, 是英国殖民统治的主要威胁, 故对穆斯林上层保持疏远。爱伦波罗勋爵在其致伦敦的公

文中说: /这一 (伊斯兰教徒的) 民族从根本上就是反对我们的, 我们的正确政策是和印度

教徒妥协。0 »
抑穆扶印这一政策的作用, 是扩大了印穆这两大社会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

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 以及因这种差距扩大而导致的利益冲突, 从而使这两大社会集团之

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不稳定。

2. 拉拢穆斯林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由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逐步兴起, 对英国殖

民统治形成威胁, 殖民当局开始实行拉拢穆斯林上层, 牵制国大党的政策。发生这种政策转

变的原因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对英印殖民统治构成直接的重大威胁。一方面, 大起义

后, 穆斯林封建主势力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另一方面, 英国殖民者担心印度民族主义运动

的兴起, 于是就拉拢穆斯林上层, 利用穆斯林来牵制印度教徒的活动。英国统治以来, 印度

教徒在参与工商业活动, 担任文官等方面都远远走在穆斯林前面, 穆斯林社会与印度教社会

在经济、文化上已拉开很大距离。穆斯林上层担心这个趋势会随着国大党势力加强而进一步

发展, 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英国殖民者就利用穆斯林与国大党的冲突, 拉拢穆斯林上层,

牵制国大党, 冲淡、抵消民族运动。其主要手段是以 /少数派利益维护者0 为标榜, 许诺照

顾穆斯林的 /特殊利益0。具体做法是: 各级地方政权选用文官要优先照顾穆斯林, 并授意

高等法院在任命法官时也这样做, 西北省和奥德穆斯林占人口总数的 13% , 通过任命, 获

得中高级职位的 45% , 赛义德#艾哈迈德#汗于 1878, 1881年两次被任命为总督立法会议成

员, 1889年又被授予勋章, 都是当局的精心安排
¼
。另外, 还有英国人伯克, 他担任阿里加

学院的院长, 对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的影响很大, 而他是一个英国殖民者的忠实代表。他认

为和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对穆斯林不利, 支持殖民当局才是穆斯林的利益所在。他写到:

/国大党的目的是把这个国家的政权从英国人手里转到印度教徒手中。, ,对穆斯林和英国

人来说, 迫切的任务是联合起来, 和这个鼓动者作斗争, 防止引进任何不适合印度需要和特

点的民主统治形式。0 ½
因此, 他被视为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一个不带官方头衔的执行者。

3. 推行挑动教派冲突的相关政策

分割孟加拉是英国殖民统治者挑动教派冲突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1905年, 殖民主

义者打算把孟加拉一分为二, 使新成立的东孟加拉省的穆斯林人口占大多数, 这样把这个省

变成由穆斯林起支配作用的省, 以便和西孟加拉抗衡。他们的借口是原孟加拉省太大, 不便

管理。其实分割孟加拉的目的一是要分裂民族力量, 使孟加拉这个民族运动最发展地区的民

族力量分解, 二是制造宗教对立的两个省, 使之互成水火。孟加拉全省有 7800万人, 印度

教徒占多数。按照分割计划, 东孟加拉和阿萨姆因穆斯林居住集中成了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

省, 而西孟加拉是印度教徒占多数。两个省因居民多数的宗教不同会产生矛盾, 甚至对立,

这样就能转移民族斗争的大方向。

殖民政府还实施了其它的分治政策, 诸如同意分区选举, 承诺激进的反地主和高利贷的

法案, 让穆斯林大众更加靠近穆斯林贵族和中产阶级。1923年的租赁法加快了穆斯林各阶

层逐步合并, 并产生了新的穆斯林中产阶级, 最后导致了在东孟加拉分治主义者建立巴基斯

坦的运动。1909年, 英国殖民当局正式颁布立法会议改革法, 既给了穆斯林以单独选举权,

又给了穆斯林高于人口比例的席位定额, 而这 /在英国统治印度的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宗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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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选举的基础, 这就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中间永远筑起了一道隔开二者的长城。0 ¾

殖民主义者还从政治上来制造一个穆斯林实体。殖民当局授意阿里加穆斯林领导人成立

一个穆斯林代表团, 向总督明托提出穆斯林的愿望和要求。阿加汗晋见总督提出了诸如实行

穆斯林单独选举制, 不通过竞争考试, 直接任命穆斯林担任各级文官等要求。这些要求总督

在原则上 ) 一应允。晋见后, 穆斯林领导人决定成立一个全印穆斯林组织。从表面上看, 整

个晋见活动都是穆斯林的主动, 其实, 英国官方人士毫不避讳地说, 这实际上是一场由总督

自导自演的闹剧。此时, 明托已经有建立穆斯林单独选区的设想。正如英国殖民者所想, 答

应这个要求就表示官方赞同穆斯林上层提出的两个民族论, 不但使国大党争取穆斯林的希望

化为灰烬, 也将使国大党丧失全民代表的形象。总督明托也承认他的目的是把穆斯林制造成

国大党的对立物, 能与其目标抗衡。

4. 对拉合尔决议的态度

1940年, 穆斯林联盟拉合尔年会正式通过了建立穆斯林单独国家的决议, 即著名的拉

合尔决议。殖民当局对拉合尔决议的通过没有说过不赞成的话, 这是对穆盟的鼓励。而且,

殖民政权进一步拉拢穆盟上层。1940年 4月 18日, 印度事务大臣宣布, 印度未来制定宪法,

必须以国大党与穆斯林等少数派自己达成协议为前提条件。总督林里资哥在一次信中, 幸灾

乐祸的说: /印度今日总的形势是国大党在向陛下政府讹诈, 而穆斯林联盟在向国大党讹

诈。0¿这表明英国统治当局对穆盟提出分治主张是高兴的, 虽然它并非确立了分裂印度的方

针, 但它鼓励穆盟的分治要求。如果穆盟的要求越高, 相应地与国大党的裂痕就越深, 英国

人就可躲在他们矛盾的背后, 抗拒印度民族独立的要求, 并把责任推到印度人身上。

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 默许甚至间接支持穆盟的分治要求, 但是它是否赞成印巴分治

呢? 1946年 2月 19日, 艾德礼宣布派以劳伦斯为首内阁使团去印, 这一内阁使团认为, 分

治不能解决教派矛盾问题, 分治后两方都还有作为少数的教派, 矛盾依旧; 分治还会带来一

系列的问题, 为未来双方的经济发展和治理造成困难。分治不会给英国带来多大的好处。当

初英国默许甚至间接支持穆盟的分治要求, 主要是用来牵制国大党, 以维护其统治。如今英

国已决定退出, 若真的要坚持分治, 不仅会激起国大党、印共、和广大人民的愤恨, 造成局

势动荡, 而且留下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让外国插手, 也不利于英国在次大陆保留经济势力和

政治影响。所以, 蒙巴顿也曾提出保持印度统一的希望, 但发现穆盟是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

才转向说服国大党接受分治。那么, 国大党与穆盟的分歧是怎样产生的呢?

二、国大党、穆盟的分歧与印巴分治

1. 国大党及其政策

从国大党方面来看, 国大党与穆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于国大党对穆斯林政策上出现严重失

误所导致的结果, 主要表现是:

第一, 国大党对教派问题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在具体问题上处理失当。甘地领导下的国

大党, 印度教色彩浓厚, 他把穆斯林称为 /他们0, 而把印度教继称为 /我们0, 而且在民族

独立运动中, 从复兴印度教的角度去激发人们的民族感情, 这样做的后果自然引起了穆斯林

的不安。印度教大斋会发动 /护牛0 运动, 这一宗教极端活动引起了两个教派下层群众的激

烈冲突, 国大党的某些成员也加入了其中, 这更增加了穆斯林的疑虑。

第二, 对穆盟的地位和实力缺乏正确认识, 其表现为对穆盟采取兼并、排斥政策。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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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主要领导人不承认穆斯林文化在印度的地位, 更不承认穆斯林是一个民族, 尼赫鲁甚至这

样说过: /国内只有两方 ) ) ) 国大党和英国人0, 而不存在第三方穆盟。尤其是在 1937 年真

纳关于在大选中建立联合战线和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上, 尼赫鲁提出种种苛刻条件予以拒

绝。
À

1936年到 1937年举行了各省政府选举, 结果国大党在中央立法会议上和五个主要省份

中获绝对优势。当惨败的穆盟忍气吞声地请求成立联合政府时, 遭到了国大党人的拒绝, 并

要求穆盟并入国大党。
Á
这时, 曾经愿意与国大党合作的真纳, 也公开说, 穆斯林在国大党

的统治下不能指望获得公道和公平的对待0。Â

2. 穆盟立场的转变

从穆盟方面来看, 其与国大党关系的破裂是由于穆盟的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导致这种

转变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从政治原因看, 穆盟的启蒙思想家本来是赞同改革的, 但当国大党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

在群众中获得越来越大的反响时, 他们却认为这对穆斯林的未来地位构成了威胁。他们认为

印度教徒占印度人口的 3/ 4, 穆斯林只占 1/ 4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 代议制只对印度教徒有

利。使赛义德思想发生转变的另一事件是语言问题。在 1867年, 贝拿勒斯的一些印度教徒

极力主张西北各省的法庭语言应用印地语, 而不用乌尔都语。为此两大教派展开激烈的论

战。这件事对赛义德的刺激很大, 他说 /我现在认为这两个社团不能通力合作完成任何事

,,0, 这样, 就产生了一系列教派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如 /两个民族0 论, /代议制不符合

印度国情0 等。教派分歧、教派利益至上是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

从穆盟成立后所进行的一些活动, 如支持分割孟加拉, 反对反分割鼓动和抵制英货运

动, 要求实现穆斯林单独选举作为首要任务, 阻止穆斯林参加国大党, 号召继续对英国殖民

当局表示忠顺等等, 可以看出穆盟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利益和国大党的利益是对立的, 联盟秘

书札卡#乌拉说: /我们和国大党没有共同的政治目标, 他们热衷于从事削弱英国统治的行

动, 他们要求代议制, 而这意味着穆斯林的死亡。他们希望实行文官竞争考试制度, 这将剥

夺穆斯林担任文官的机会。, ,0�lv

从经济原因看, 首先, 印巴分治得到穆斯林上层的支持。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从商人

中发展起来的, 伊斯兰教反对收取利息阻碍了商业, 再加上英国人实行压制伊斯兰教徒的政

策, 形成了穆斯林商人少于印度教商人以及穆斯林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居少数地位的情况。所

以穆斯林资产阶级集团为了改变自己的劣势, 以便在经济竞争中取胜, 便要求本集团内部的

协调一致和在政治上的更多权益。当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 印度独立已成为大势所趋时,

他们害怕自己在独立后继续处于劣势地位, 因而坚决要求建立独立的巴基斯坦国, 以保护自

己的经济、政治利益。
�lw

其次, 印巴分治得到穆斯林农民的支持。印度的穆斯林农民与穆斯林地主之间的阶级矛

盾是客观存在的, 农民与佃农恶劣的经济处境促使他们与上层地主做斗争, 争取权益, 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东孟加拉, 广大的穆斯林是与穆斯林上层站在一起支持巴基斯坦运动的。

以1923年的租佃法为例, 最初印度教地主与穆斯林地主一起组织起来反对、谴责该法案,

但1923年 5月以后, 立法委员中的 29位东孟加拉代表 (大多数属于佃主和富裕农民) 一致

投票支持该法案, 而印度教立法委员中绝大多数反对该法案
�lx
。穆斯林上层阶级很清楚以工

作机会等形式提议保护穆斯林共同利益的好处超过他们狭隘的阶级利益, 这样削弱了阶级斗

争, 并且有利于建立巴基斯坦, 因为他们与印度地主、放债者的利益是相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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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和穆盟的分歧本来不是不可调节的。1916年,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签定了共同

的行动纲领 ) ) ) 勒克瑙协定。1913年以后两个组织的接触逐渐发展为共同商讨制定以实现

自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方案。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 一是穆斯林的单独选举制, 一是立法会

议的席位分配。国大党从团结穆斯林的大局考虑, 接受真纳建议, 在第一个问题上作了让

步, 同意穆斯林实行单独的选举区制; 在第二个问题上双方经过协商, 也达成了协议。这一

协定的达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 如果双方都能撇开英国统治者的干预, 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

发, 二者的分歧是可能解决的。当时随着印度穆斯林新兴资产阶级的成长, 产生了被称为

/青年一代0 的伊斯兰教政治家, 其中有著名的穆盟领导人真纳, 他们那时的目标是反对英

国统治、争取自治。但是在 1940年拉合尔协议之后, 国大党与穆盟之间任何想要达成妥协

的想法, 都会在建立巴基斯坦这个问题上受到阻碍。

三、独立形势的压力与印巴分治

独立形势发展的压力, 使英国当局急于退出印度, 国大党和穆盟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来

弥合分歧, 这对分治的最终成为现实也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春, 英国当局感到印度形势

极其严峻: 临时政府无法工作, 制宪会议形同虚设。穆盟开始是不愿意加入临时政府, 后来

同意了, 但仍然以实现巴基斯坦为目标, 当制宪会议召开的时候, 穆盟宣布抵制。因为穆盟

要求召开单独的立宪会议, 制定巴基斯坦宪法; 教派冲突接连发生; 工人罢工, 农民运动也

掀起高潮; 土邦人民的斗争也有进一步的发展。

英国当局急于在形势没有完全失控前移交政权, 1947年 2月 20日, 英国政府发表一个

声明, 宣称它的 /明确愿望 ) ) ) 在不迟于 1948年 6月实行把权力转移给负责任的印度人手

里。0�ly
这是在对国大党和穆盟施加压力, 要他们尽早达成协议, 因为如果届时印度还没有制

定出宪法, 就可能把英属印度的政权移交给某种形式的中央政府, 或者在某些地区移交给现

有的省政府。新上任的总督蒙巴顿在和各党派的磋商中, 也曾提出保持印度统一的希望, 但

是发现穆盟毫不妥协, 1946年 8月 16日是穆斯林联盟为建立 /巴基斯坦国0 而发动的直接

行动日, 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大仇杀, 使各方大为震惊, 3天里仅加尔各答就有 5000

人丧生, 2万人受伤, 10万人无家可归, 而真纳还向印度教徒发出 /要么我们挑起分治, 要

么我们使其毁坏殆尽0, 尼赫鲁、巴特尔等领导人逐渐意识到, 要尽早实现独立, 只有接受

分治。这样, 在英国退出印度之际, 防止分治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最后, 有关各方只好接

受分治方案, 使分治由一种可能性而转变成为了现实性。

四、结论

综上所述, 印巴分治这一事实的出现, 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英国的分而

治之政策是导致分治的重要外因, 除了这种外因之外, 导致分治由一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的还有其他原因, 即内因, 如国大党与穆盟之间不能弥合分歧, 独立形势的压力使两大政党

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求同存异、保持统一的方案等等。外因是通过内因才起作用的, 因

此, 要消除印巴分治的后遗症, 从根本上改善印巴关系, 历史的教训值得认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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