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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外交上离不开周恩来
□ 张宏喜

1949 年～ 1950 年毛泽东第一次访

问苏联，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毛泽东不快的苏联之行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第一次访

问苏联，目的是商讨两国间的政治、

经济等重大问题，为斯大林祝寿，重

点是处理 1945 年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

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

东希望斯大林能废除同国民党政府签

订的旧约，再同新中国政府签订一个

新约。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到达

莫斯科，当晚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

斯大林问这次来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要搞个东西，这个东西

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斯大林和苏

方其他人员都弄不清毛泽东是什么意

思，目瞪口呆，贝利亚还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说，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

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

规定了条约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

中国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取得了美国

和英国的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

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经决定对中

国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因为即便是

对一个条款进行修改，也会在法律上

给美国和英国以口实……鉴于这种情

况，条约问题无法讨论下去了。毛泽

东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参加谈判，

斯大林感到奇怪，认为有他和毛这两

位最高领导在，什么都可以决定，还

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干什么。

12 月 24 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

第二次会谈，斯大林仍只字不提条约

问题。第二次会谈后，斯大林常给毛

泽东打电话，但仍不提条约之事，而

且不再会见毛泽东。毛泽东被冷落了

十几天，十分恼火。恰在这时，英国

通讯社见毛泽东在莫斯科十来天没有

动静和消息，就散布说斯大林把毛泽

东软禁起来了。这使斯大林十分紧张。

怎么办？驻苏大使王稼祥出了一个好

主意，用毛泽东出面回答记者问题的

方式来戳穿谣言。1950 年 1 月 2 日，

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发表，其中提

到要解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并同意周恩来来

莫斯科。

令笔者不解的是，既然毛泽东心

里最想要的就是条约，为什么在第一

次会见斯大林时不坚持？斯大林一说

否定的话，毛泽东就不再说了。也许

是事先没有准备好，也许是初次见面

不好意思向斯大林提不同意见。那么

第二次会谈呢，中间有七八天的空闲，

为什么不好好准备一篇发言，利用第

二次谈判的机会，阐明中方观点，讲

清楚道理，说服斯大林？时任翻译的

师哲和一些学者写文章说，毛泽东是

故意坚持不主动提的，因为在毛泽东

看来，如果中方先提出来，好像是有

求于苏联，苏联应该主动提这个问题，

苏方不主动提就是不诚恳，毛泽东的

性格就是不低三下四地去求人。可毛

泽东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忍下去，于是

就对苏方人员大发脾气。

不仅如此。其间的 12 月 21 日是

斯大林 70 寿辰，苏方举行庆祝大会。

毛泽东的祝辞是苏方翻译费德林代读

的，高度评价了斯大林的贡献，反响

很大。大会气氛很热烈。可据师哲说，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

脸来同毛泽东说话，无论斯大林和坐

在旁边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怎样引

逗，都未博得毛泽东的一丝微笑。

1950 年 1 月 12 日，美国国务卿艾

奇逊就蒙古问题发表了长篇讲演，说：

“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

这种在外蒙所实行的办法，在满洲亦

几乎实行了。”苏方同毛泽东商定，由

中、蒙、苏三方分别发表官方声明予

以驳斥。1 月 21 日，苏、蒙分别以外

长名义发表了声明，中国的声明则以

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斯

大林约毛泽东和已经到达莫斯科的周

恩来到克里姆林宫晤谈，对中方提出

了批评。苏方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少新闻总署署长是不能与外长等同

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评很不高兴。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特地把毛泽东、

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拉他们到自

己的别墅并设宴款待。在车上，斯大

林与师哲谈到要择机去住处看望毛泽

东时，毛泽东看出了其中的意思，不

等斯大林把话讲完，就对师哲说 :“你

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

去做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之后一路上大家一言不发，气氛沉重

得像灌了铅。到了别墅，晚宴的气氛

仍然冷清、无聊。为打破僵局，斯大

林自己离开座位打开留声机，请大家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外交问题、全球问题都提出过了

不起的战略思想，但他不喜欢处理实际外交问题，所以在外交上他总是离不开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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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音乐、跳舞。尽管有三四个人轮番

请毛泽东上场跳舞，却始终没有成功。

宴会和舞会更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

入的气氛，最终不欢而散。

这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就是这样的

人。毛泽东的确不同寻常，他的言行常

常出人意外。据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

翻译李越然在《中苏外交亲历记》中说，

毛泽东向苏方提出，到达莫斯科后下了

飞机就走，不要人迎接，也不检阅仪仗

队。到莫斯科后，毛泽东不愿住苏方安

排的大房间，而看上了李越然住的小房

间，要与李越然换房。这些当然都不能

按毛泽东的想法办。读到诸如此类的故

事，人们会增加对毛泽东的了解，感到

他的可爱之处。

有学者说，毛泽东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早就对斯大林憋了一肚子意

见，抗日战争时全部援助蒋介石，而

信不过他毛泽东和中共，甚至打压他，

所以见了斯大林情不自禁要发泄。也

有学者赞扬毛泽东，说他用这样的办

法来表示对斯大林和苏联大国沙文主

义的不满，表现了应有的骨气。

不过笔者有所怀疑：用这种方式搞

外交合适不合适？搞外交不能靠使性

子，不能靠发脾气，不能靠给人脸色看，

不能靠偶然。事实证明，斯大林当时

对毛泽东来访是很重视的，对毛泽东

本人也是很尊重的，在一些问题上是

可以听取中方的不同意见的，在签约

问题上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就是明证。

看来，面对已经领导苏联几十年、

长期同美英等大国打交道、很有国际

外交经验的斯大林，毛泽东的办法不

多，所以诚如师哲所说，毛泽东“一

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

莫斯科完成这项任务”。师哲说，有一

次斯大林打电话问毛泽东：“我是想征

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还有什么新的

意见或想法。”毛泽东说：“我没有什

么新的意见，一切由周恩来商谈办理。”

周恩来表现非凡

周恩来一投入这项工作，果然表

现非凡。他于 1950 年 1 月 10 日率团

动身前往苏联，20 日到达莫斯科。随

周恩来访苏的伍修权曾回忆：

“旅行路程太长，随行人员都觉得

十分疲劳困乏，但周总理却一路未露倦

容，利用旅行的时间从事紧张的工作，

在颠簸的车厢小桌上，起草、批阅和

审改许多与这次出访有关的文件材料，

还利用电话与远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商

讨问题。”到莫斯科后，“他一面主持

整个代表团的活动，一面又要不断向

毛主席请示报告和研究问题，更要与

苏方连续会谈。由于当时我们刚刚建

国，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对我国

的政策还很不了解，有的抱着怀疑态

度；加之苏联仗着大国地位，常常过于

强调本国利益，同他们打交道并不是

一切顺利的。毛主席作为中央最高领

导人，处于第二线，一切都由周总理

出面处理。会谈中既要强调团结友好，

努力发展互助合作关系，又要坚持原

则维护本国利益，不为对方单方面意

愿左右。周总理以他杰出的外交才能，

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这一艰巨

任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

起草、修改和签订，周总理更是倾注

了全部心力。从整个条约的宗旨大纲

到每条每款的措辞用语，他不仅亲自

一一反复推敲，还组织发动代表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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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至1950年

2月，毛泽东主席访问苏

联。这是新中国最高领导

人的首次出访。图为毛泽

东主席抵达莫斯科车站时

受到苏联党政领导人布尔

加宁（右一）、莫洛托夫

（右二）等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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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访苏时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在一起。

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一起认真讨论修改，

要求人人都对此开动脑筋，贡献力量，

尽可能使其准确无误。周总理对我们

说，这个条约不仅要适应今天的需要，

还要考虑到以后的形势发展，要经得

起时间的考验和后人的检验，要对我

们的国家负责，维护人民的利益，决

不能出现差错和漏洞。”

在火车上，周恩来还翻阅了一本获

得斯大林文学奖的苏联小说《旅顺口》。

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对这本书的印象

非常坏，这本书宣扬沙俄侵略战争、掠

夺战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实在

令人气愤。书中的“英雄人物”拥护沙

皇的反动制度和侵略政策，这样的人有

什么值得宣扬的？周恩来是带着对《旅

顺口》这样的印象到莫斯科的，所以在

谈判中他除了把握好当时的中苏友好

外，不会不对苏方的错误倾向提高警惕

和进行抵制。其实，早在新中国外交部

成立伊始第一次去讲话时，周恩来就说

过，我们与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体系，

要联合，但不是说没有区别，要认为是

毫无问题，那是盲目乐观。

在与苏方的一系列谈判中，周恩来

充分发挥了他的外交才干。例如，据师

哲说，会谈中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

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

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

冷场。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

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

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被这一反问弄得措手不及，一时

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们的本意是禁

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人进入

我国东北活动。看来，周恩来敢于而且

善于在斯大林面前提出不同意见，使斯

大林难以应付，而不得不暴露出内心的

真实意图。这表现出周恩来善于搞外交

的特点。也许，通过诸如此类的事情，

斯大林就会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一定要

周恩来来莫斯科参加谈判。

条约的第一稿是苏方起草的，周恩

来认为不能用，中方的很多意见没有包

括进去。后经请示毛泽东，决定我们自

己起草一个稿子。师哲说：“周总理花

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我

把它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修改。苏方没有

改动多少，表示满意。看来，这是出乎

他们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我方会提

出内容这么充实的条约。所以说，条

约文本实际上是我方起草的。”条约全

名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

“互助”二字是周恩来建议加上的，这

不是两个字的问题，而是有着深刻的含

义，表明两国之间是互相帮助而不只是

苏方单方面给予中方帮助，从而体现了

平等。在苏联一向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

背景下，周恩来的这一高招表现了他的

外交智慧，是何等重要。师哲说：“周

总理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

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

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联方面对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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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中文文本。这

是新中国与外国缔结的

第一个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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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解释很感兴趣，也相当重视，因此

把这次会谈情况向斯大林做了汇报。以

后，周总理的这个意思在条约中得到了

充分的反映。”其次，这两个字将新条

约与旧条约区别开来，表现出外交上的

善谋。

师哲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他说：

在那次不欢而散的宴会上，“总理虽然

也说也笑，甚至也歌也舞，但他的每

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主席

的步伐和情调，然而又不令人感到他

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

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止符合

他的身份及礼节，没有丧失尊严和原

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

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

方设法自然地调节、缓和紧张气氛，

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泼的环境。在那天

晚上，他的努力虽然不尽如人意，但

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

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

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毛泽东在外交上离不开周恩来

笔者认为，从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谈判签订条约这一历史事件人们可以

看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政治家，离

不开周恩来这样伟大的外交家。毛泽

东必须请周恩来出来办理他想办的外

交。周恩来的重要作用在这里得到了

充分的显现。

不仅是这一次，终其一生，毛泽

东在外交方面都离不开周恩来。毛泽

东与外国领导人谈话喜欢谈大的方向、

战略、原则，海阔天空、无拘无束、

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甚至动不动就

与对方谈哲学，要求苏联派一位哲学

家到中国当大使。当然，方向、战略、

原则都是很重要的，外交中谈谈哲学

也是很深沉的事情，颇得对方的敬重。

但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多边或双边，都

有许多实际外交问题需要解决，仅靠

方向、战略、原则乃至哲学是不够的。

真正把外交局面打开，发展对外关系，

争取实现有利于我国的国际环境，维

护我国利益，还得靠对国际事务了如

指掌、在外交领域得心应手、既能在

宏观上把握战略方向又能在微观上深

入事物机理、而且一向兢兢业业的周

恩来，带领一批能干的专职外交人员

去努力完成。

即使在毛泽东最不喜欢周恩来的

时候，他也离不开作为外交家的周恩

来。建国后毛泽东对周恩来有过两次

严重批评。一次是 1958 年，毛泽东对

周恩来的“反冒进”进行了一次又一

次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以至于迫

使周恩来提出他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是否适当。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

认为周恩来应继续担任总理，而周恩

来兼任的外长职务被免除，由陈毅接

任外长。周恩来兼任外长不是长久之

计，不再兼任本属正常现象，问题是

毛泽东按照“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的原则批示，“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

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设立了财经、

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直属

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国务院和国

务院各部的一些问题要提到书记处讨

论。这实际上就是把国务院的实权收

到毛泽东那里。周恩来的很多领导权

被剥夺或削弱了，但外交仍然决定由

周恩来主管。好在新任外长陈毅一向

内心佩服周恩来，两人关系始终很好。

第二次是“文革”期间，1973 年 7 月，

批评外交部 153 期《新情况》，毛泽东

撇开周恩来对张春桥、王洪文说：“你

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

上那些老爷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

上他们的贼船。”“结论是四句话：大

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

势必出修正。”同年 11 月，毛泽东又

听信他人谗言，说周恩来在与基辛格

会谈中“右”了，组织开会对周恩来

进行严厉批判。研究者说，这次毛泽

东抓住外交问题批周恩来，是出于林

彪叛逃摔死后对周恩来批极“左”心

存不满而采取的举措。最后，毛泽东

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他不敢把

大权特别是外交权交给别人。江青、

张春桥、王洪文之流对周恩来恨之入

骨，千方百计想利用毛泽东的话把周

恩来扳倒取而代之，但他们终无胆量

也无能耐去插手外交，就是外文也不

是说学就能学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

说明，尽管毛泽东在一些方面不同意

周恩来，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离不开

和信任周恩来的，尤其在外交上，他

只能依赖周恩来。

为什么毛泽东在外交上要依赖周

恩来？ 1957 年 , 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

联同赫鲁晓夫谈话时说出了内中的奥

秘。据翻译李越然在《中苏外交亲历记》

中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他要辞去国

家主席职务了，赫鲁晓夫问谁是接班

人，毛泽东说了刘少奇、邓小平，在谈

到周恩来时，毛泽东说：“这个同志在

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

种复杂矛盾。他是非常精明强干的人，

有弱点能自我批评，是个好人。”毛泽

东一生特别是当上最高领导后，恐怕没

有说过几次谁比他强的话，却不能不坦

诚表示周恩来在外交上比他强。

周恩来是如何在外交上达到这种

境界的呢？人们常说“十年磨一剑”，

而周恩来是终身磨一剑，“活到老，学

习到老，改造到老”。实际上不只“一

剑”，周恩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可以说是个全才、通才，而在外交方面，

达到了全党全国无人出其右而享誉全

世界的地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周恩来不但是新中国总理的不二人选，

外交部长也非他兼任不可。

毛泽东是公认的伟大的政治家，

他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外交问题、全球

问题都提出过了不起的战略思想，但

他不喜欢处理实际外交问题，所以在

外交上他总是离不开周恩来。周恩来

不但是公认的伟大政治家，还是公认

的伟大外交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