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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中法政治关系中的柬埔寨因素∗

李　 云　 逸

　 〔摘要〕 １９５４ 年日内瓦会议后， 中法两国都与柬埔寨建立起 “特殊关系”， 西哈努克亲王提出的中

立政策所牵动的印度支那问题亦成为三个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基石。 １９６５ 年后， 中法政治关系出现波

折。 当中法试图修复两国政治关系的尝试陷入僵局时，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柬埔寨爆发 “朗诺政变”，
西哈努克来到中国。 借贝当古率领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机会， 两国高层围绕柬埔寨在内的印支

问题展开政治对话， 并达成了谅解与共识。 两国的政治关系最终得到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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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４ 年日内瓦会议之后， 中法两国与西哈努克 （Ｎｏｒｏｄｏｍ Ｓｉｈａｎｏｕｋ） 政府都建立起紧密的外交

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 中柬关系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下的重要典范， 柬埔寨也是中国打破美国对华

封锁与稳定印支局势的重要战略伙伴。 对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而言， 柬埔寨是第一次印支战争后在

前 “印度支那联邦” （Ｆéｄé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ｏｉｓｅ） 国家中与其走得最近的国家。 因此， 法柬关系成为维

系法国在原殖民地影响力的关键一环， 柬埔寨还是戴高乐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Ｇａｕｌｌｅ） 对抗美国印支政策的

前沿阵地。 与此同时， 中法两国都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 从而逐步形成三国之间的良性互动。
当国际冷战格局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７０ 年代初进入动荡与调整的前夜， 中法双方都高度重视两

国关系的改善。 法国试图修复两国的政治关系来重新定位自身在美苏两极格局中的作用， 中国则希

望借此向外界释放与西方缓和的信号。 但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中法在重新互派大使之后， 两国的政治关

系依然没有大的起色。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１８ 日， 柬埔寨发生 “朗诺政变”， 西哈努克来到中国。 ４ 月， 美

国和南越派遣地面部队进入柬埔寨， 印支地区局势持续恶化。 与柬埔寨都有密切关系的中法两国利

用贝当古 （Ａｎｄｒé 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 率领法国政府代表团访华的机会， 就柬埔寨与印支局势进行磋商， 并

达成了谅解与共识， 开启了中法两国政治关系的恢复进程。
近十年来， 随着中国与法国外交档案的相继解密以及对东南亚当代史的重视， 在中柬关系、 法

柬关系等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新成果。 本文拟以法国解密档案与中方材料为基础， 进一步分析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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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柬埔寨等印支问题上的微妙关系、 两国在处理柬埔寨危机时所面临的矛盾以及中国对法外交方针

的政策变化及其结果。

一、 柬埔寨在中法两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

在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发生 “朗诺政变” 之前， 中法两国与西哈努克政府都保有良好的关系。 柬埔寨

在中法两国的东南亚政策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西哈努克也试图依托中法来维持柬埔寨的中立

地位。 就中国方面而言， 对柬外交可以防止柬埔寨成为美国在亚洲遏制中国的基地。 在 １９５４ 年日

内瓦会议与 １９５５ 年万隆会议期间， 柬埔寨代表团向中方说明王国政府并不会与美国政府签署任何

军事条约， 同时保证将按照 １９５４ 年的 《日内瓦协议》 恪守中立， 不会参加任何军事组织， 也不允

许美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 此后，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指导下， 中柬关系逐步升

温。 西哈努克视中国人民为朋友， 周恩来则称赞他是开明的国家元首。 １９５６ 年， 两国实现高层互

访， 中国开始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 出于共同遏制美国在印支半岛影响的目的， 中国坚定支持西哈

努克的中立政策， 力挺王国政府在柬埔寨与南越边界问题上的诉求， 而西哈努克也决定在 １９５８ 年与中

国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６０ 年， 两国签署友好与互不侵犯条约， 中柬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典范。
从法国角度来看， 柬埔寨是其维持在印支地区的存在并抗衡美国力量的重要立足点。 １９５４ 年

《日内瓦协议》 签署后， 法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 并依靠军事顾问团帮助王国政府训练

军队。 为了不使法柬关系受到破坏， 尽管顾虑中国在柬埔寨影响的扩大， 法国并不反对西哈努克的

亲华政策①。 而西哈努克也理解法国的担忧， 表示将恪守中立， 但同时希望法国能与中国建立外交

关系②。 在美国不断加大对越南武装干涉的 １９６１ 年， 印支各方都迫切期盼法国能够重返中南半岛。
同年， 时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的戴高乐提出通过国际会议实现 “印度支那中立化”， 限制或排

除美国对印支事务的影响， 并恢复法国在该区域特权的设想。 因此， 戴高乐承认并尊重西哈努克的

中立政策。 西哈努克也希望法国能在确保柬埔寨中立地位的问题上发挥关键性作用③。 在此基础上，
两国关系日趋深化。 从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起， 法国承诺向柬埔寨提供更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以强化自身

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影响④。
由此看来， 中法两国在对柬关系上都强调反对美国干涉印支事务， 共同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

策。 在此背景下， 中法于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建交之后， 中法柬三国围绕印度支那问题形成了良性互动，
在多次会谈中达成很多共识。 首先， 三国都认同联合国不应介入印支事务。 因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

中国还未能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又过于巨大， 所以由联合国产生的决议既无

法保证柬埔寨的中立， 也无益于印支问题的解决。 在戴高乐认为中国愿意支持 “印支中立化” 倡议

之后， 他在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与西哈努克的会谈中提出了这一观点⑤。 随后，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 当

法国外长德姆维尔 （ Ｃｏｕｖｅ ｄｅ Ｍｕｒｖｉｌｌｅ） 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谈及该问题时， 中方表示赞同与支

持⑥。 其次， 中法与法柬都在不同场合的双边会谈中多次强调， 印支问题应当通过重返 １９５４ 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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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 年的 《日内瓦协议》 并以和平方式予以解决。 中法两国因此都支持了西哈努克于 １９６５ 年 ３ 月

１ 日在金边组织召开的印度支那人民会议。 该会议旨在加强印支人民在反对美国干涉斗争中的团结，
并以此促成一个针对印支问题的 “新日内瓦会议”。 周恩来在 ３ 月 １７ 日向法方建议， 中法两国可以

先从维护柬埔寨中立地位的国际会议入手， 检验美国的和平诚意①。 ４ 月 ２７ 日， 法国向中方表示，
法国赞成先召开仅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 在法方看来， 这个会议比较容易组织， 因为问题仅

限于柬埔寨同南越和泰国的边界纠纷。② ５ 月 ３ 日， 《人民日报》 转载了西哈努克关于召开仅限于柬

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的立场。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以示支持， 强调柬埔寨问题同越南和老挝问题绝不

能混为一谈， 因为柬埔寨问题是排除外来干涉， 保证柬埔寨独立、 中立和领土完整的问题。③ 但是，
西哈努克于 ５ 月 ６ 日向法国驻柬埔寨大使表示， 一个仅讨论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是没有任何意义

的④。 最终， 在 １９６５ 年 ６ 月， 西哈努克放弃了中法提出的方案。 戴高乐的 “印支中立化” 计划彻底

失败⑤。 再次， 戴高乐于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 １ 日在柬埔寨发表著名的 “金边演说”， 重申了法国对柬埔寨

中立政策的支持与维护， 严厉谴责了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战争行为， 并要求他们在一个确定的期限内

无条件撤军⑥。 在 １１ 月 １６ 日会见法国大使时， 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表示， “金边演说” 代表了中法

在印支相关问题上意见的高度统一， 印证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⑦。 戴高乐的 “金边演说” 从此成

为中国评判法国后续对柬政策和对越政策的准绳， 在日后与法方商谈印支问题时被多次提及、 引用。
由于柬埔寨在中法外交政策中的重要性， 两国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 中柬建交后， 法国担心如

果柬埔寨与中国走得过近， 会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在法国人看来， 一个既接受法国技术援助

又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柬埔寨， 必然会成为中法背后两大阵营争夺的焦点， 从而丧失中立性⑧。 而

戴高乐所提倡的 “印支中立化”， 从表面上看是要排除美国的干涉， 但深层原因之一是要保证中南

半岛不被中国所左右， 从而实现该区域的所谓 “独立” 与 “自由”⑨。 中法在 １９６４ 年就印支问题开

始磋商后， 中国一方面强调要利用法美在印支问题上的矛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另一方面又提出需

时刻防范法国压制印支人民革命斗争的 “阴谋”�I0。 当然不能否认， 中法柬三国都是这段关系的受

益者。 西哈努克获得了中法的共同支持， 拥有了在美国对印支干涉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保障柬埔寨中

立和领土完整的底气。 在西哈努克心中， 应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和法国那样了解与支持他的中立

政策�I1。 同时， 中法支持下的柬埔寨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有所提升， 柬埔寨成为中法两国主

张其独立与和平外交政策的场所。 法国试图依托对柬外交重建自身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力， 并阻止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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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战争催生新的世界大战， 最终实现法国主导下的两极缓和。 出于西哈努克在国际社会上的特殊身

份与地位， 柬埔寨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条纽带， 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照。 另外，
柬埔寨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关系也可保证印度支那的革命活动在低烈度的条件下进行。① 因

而， 当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的 “朗诺政变” 发生之后， 柬埔寨局势就明显影响了中法的外交政策与两国关

系的走向。

二、 中法在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朗诺政变”上的政策分歧

西哈努克虽然宣称柬埔寨执行的是中立的对外政策， 但是其默许 “胡志明小道” 通过柬埔寨领

土的做法引起了国内高层的不满， 这其中就包括集武装部队总司令兼总参谋长、 内阁首相兼国防和

新闻大臣于一身的朗诺将军 （Ｌｏｎ Ｎｏｌ） 和以第一内阁副首相施里玛达 （ Ｓｉｓｏｗａｔｈ Ｓｉｒｉｋ Ｍａｔａｋ） 为首

的一批政府要员。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初， 西哈努克启程前往法国疗养， 并计划在此期间会见中国与苏联官

员。 他希望两国能与越方协调， 以缓和国内的紧张局势②。 但是亲王的离开， 为朗诺和施里玛达反

对他的政策创造了条件。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８ 日， 在柬埔寨东南边境， 首先爆发了大规模示威。 ３ 月 １１
日， 示威升级。 朗诺随即要求境内的越南士兵在三天之内撤出柬埔寨领土。 这在法国人看来， 无异

于最后通牒。 周恩来在 ３ 月 １４ 日向柬埔寨驻中国大使表示中方将继续支持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③。
面对事态的严重性， 西哈努克在巴黎表态称， 如果越方不尊重柬埔寨的中立政策， 那在金边就会出

现一个亲美政权。 他决定前往莫斯科和北京， 与两国领导人磋商， 希望中苏能向越方施压。 但是，
局势的恶化速度远超预期。 ３ 月１８ 日， 柬埔寨国民议会和王国议会通过了 “罢黜” 西哈努克亲王的

决议， 而此时他正在莫斯科。 ３ 月１９ 日， 柬埔寨驻法国大使告知法国外交部说， 柬埔寨王国政府将

不改变之前独立自主与中立的外交政策④。 同日， 周恩来与李先念在机场迎接了抵达北京的西哈努

克。 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 （Éｔｉｅｎｎｅ Ｍａｎａｃ’ｈ） 作为法方代表， 也前往机场迎接。⑤ 周恩来希望亲王能

够在中国先安顿下来， 西哈努克接受了中方的建议⑥。
中法两国在政变初期就表现出政策上的差异。 法国对于政变后的局势持谨慎态度。 法国外交部

在 ３ 月 １９ 日提出， 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成功地维持了越南战争中各方势力的平衡， 并限制了战争

扩大到柬埔寨的可能性。 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 很有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⑦ 同日， 法国外

交部部长舒曼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急电马纳克， 让他务必传达法国的意见， 并了解中方对这一问

题的立场⑧。 然而， 从目前解密的法国档案与马纳克的回忆录来看， 他并没有机会见到中国领导人，
这可能与中法之间的政治对话尚未恢复有关。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法国外交部在草拟的声明中提出

法国一贯承认一个国家的现状， 因此对于柬埔寨的新政权， 并不存在承认或不承认的问题。 法国外

交部援引了戴高乐的 “金边演说”， 指出法国政府比以往更加确信， “中立” 仍然是唯一能够确保

柬埔寨民族独立与恢复整个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⑨ 对于朗诺成立的新政府， 法国采取了模糊态度，
但维持一个 “中立化的柬埔寨” 是法国对柬政策的底线。 而中国方面， 周恩来于 ３ 月 １９ 日便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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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努克表示中国将不会支持金边成立的新政权①。 同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同意

满足西哈努克关于以柬埔寨国家元首的方式进行广播、 接受中外记者的采访并在中国或苏联开展

反对朗诺的斗争的请求。 ３ 月 ２０ 日，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的结果。 毛泽东决定全力支持西哈

努克。②

３ 月 ２０ 日之后， 法国和中国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柬埔寨问题。 法国希望保持其在

柬埔寨的影响力， 并限制越南战争的规模， 所以希望西哈努克倡导的中立政策能够得到延续。 法国

政府认为应该通过国际会议的方式实现问题的政治解决。 中国则决定支持西哈努克， 加强与西哈努

克的合作， 提升他在印度支那革命事务中的影响。
通过中国的斡旋， 西哈努克与印度支那各抗美反帝力量建立了统一战线。 ３ 月下旬， 在与北越

进行磋商后， 西哈努克同意在中国广州或南宁召开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 即 “印度支那三国四

方” 会议来协调抗美斗争。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在中国的支持下， 西哈努克亲王成立了 “柬埔寨民

族统一阵线”， 以反对帝国主义敌人， 争取解放斗争的胜利。 ３ 月 ２６ 日， 毛泽东在审阅了周恩来的

汇报后， 同意了在中国召开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方案③。 ４ 月 ２４ 日， 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在广

州举行。 西哈努克在会议上强调中国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全力支持。 他强调自己已经不再相信与

美国谈判及和平共处的可能性， 表示只能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才能消除帝国主义的威胁。 这次会议标

志着亲王接受了中国在目前局势下以军事手段抗衡美国的政策。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人民日报》 全

文刊载了该会议的联合声明， 强调印度支那人民将最终战胜美帝国主义。 ５ 月 ５ 日， 西哈努克在中

国建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中国随即与朗诺政权断交。 ５ 月 ２０ 日， 毛泽东发表声明， 指出

弱小的国家只要敢于斗争， 就一定能够战胜强大的帝国主义。
此时的朗诺政权则积极寻求法国的支持。 深感自身军事实力不足的朗诺极力显示出他维护中立

政策的意图。 在照会法国驻柬埔寨大使时， 柬埔寨外交部重申维护国家中立的宪法不会被修改④。
在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２１ 日的声明中， 朗诺宣布柬埔寨将恪守中立政策⑤。 ３ 月 ２２ 日， 朗诺政府希望法国

支持重启被西哈努克暂停的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来迫使越军撤出柬埔寨。 朗诺也希望法国能说服

在巴黎与美国谈判的北越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 共同寻求一个能够被各方所接受的解

决方案。⑥ ３ 月 ２５ 日， 法国政府表示支持朗诺的主张， 并认为必须尽快重启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
同时决定与苏联就此事展开磋商， 以避免形势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与西哈努克⑦。 但是重启该委员会

遭到了阻力。 苏联没有积极回复， 而加拿大向法国坦言， 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可能将由于内部分

歧而瘫痪⑧。 朗诺政权对此颇感不满， 于是在 ３ 月 ２９ 日又向法国提出由联合国安理会向柬埔寨派遣

调查团的想法， 但后者不太支持这一方案⑨。 法国政府继续强调一个没有中国和北越加入的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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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对于法国人来说， 最为理想的解决方案仍然是依托国际监督和监察委员会的

框架， 迅速召开一个新的国际会议或者一个扩大化的美越巴黎和谈来寻求政治解决①。 与中国和西

哈努克的紧密合作关系不同， 此时法国与朗诺政权的关系逐渐产生了裂隙。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１ 日， 法国政府发表关于印度支那局势的声明。 在该声明中， 法国政府表示希望看

到柬埔寨保持中立地位， 强调应该通过召开一个国际会议来促成谈判以避免战争升级， 并最终建立

“印度支那中立区”。 法国政府将准备为此作出 “积极贡献”。② 朗诺政权对这一声明表达了不满，
认为如果召开会议， 将导致自身的孤立。 同时， 他们也不愿意与西哈努克出现在同一张谈判桌上。③

当然， 西哈努克也不愿参与有朗诺政权人员在场的会议④。 而北越与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则

向法国人表示即使召开会议， 美国也不会同意问题的政治解决⑤。 ４ 月 ２５ 日， 《人民日报》 发文抨

击苏联要求召开新的国际会议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议， 同时暗示法国政府的声明及其表明的法国

立场与 “美帝苏修” 无异⑥。 毛泽东于 ５ 月 ２０ 日作出的声明不仅是对法国人态度的有力回击， 更是

让法国外交部认为在目前反美斗争氛围高涨的情况下， 中国明显无法接受法国提出的方案⑦。
与此同时， 法国与朗诺政权的关系也渐行渐远。 朗诺筹备废除柬埔寨君主制、 建立共和国的举

动触碰到了法国的底线。 法国外交部认为， 如果这样的政策付诸实施， 那么柬埔寨很有可能会失去

先前的中立地位， 并将使印支局势变得更为复杂。 为了表示法国的不满， 外交部建议既不接受向柬

埔寨共和国提交新的国书， 也不参加共和国建立的任何仪式。⑧ 而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初发生在越柬边境对

越南民众的屠杀事件， 也加深了法国对朗诺政府的不满。 法国政府拒绝为朗诺政府的特别使团与北

越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在巴黎的接触创造条件， 也不接受任何关于新的军事援助的会谈。
法国外交部亚洲—大洋州司司长向朗诺政权的大使表示， 柬埔寨危机的产生完全是 “废黜” 西哈努

克亲王与向越军发出最后通牒所致。⑨ ４ 月 ２８ 日， 法国外长与法国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讲话

明确表示西哈努克的中立政策是能够维护印支和平的政策， 而目前朗诺政权的种种措施是对这一政

策的背叛。 这样的表态， 自然遭到了柬埔寨国内的口诛笔伐。�I0

法国在柬埔寨危机期间的种种政策让自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对于新上任的蓬皮杜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Ｐｏｍｐｉｄｏｕ） 总统来说， 鉴于 １９５４ 年后与柬埔寨保持的长期特殊关系， 法国并不想失去在

柬埔寨事务中的 “特权地位” 与经济利益。 同时， 为了能在东西方阵营的缓和中发挥作用， 法国也

需保持与北越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联系， 因此又不得不在马纳克的建议下通过驻华使馆

维持与西哈努克若即若离的关系。 这样的选择， 让法国成为两边政治力量的众矢之的。 朗诺政权对

法国与西哈努克保有联络极为不满， 逐步倒向美国， 仅与法国维持经济与文化往来。 而蓬皮杜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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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朗诺政权的做法也让中国与北越认为他背离了戴高乐的印支政策。 法国在柬埔寨政治事务中的

作用被削弱。 法国被迫寻求政策的调整， 同时希望与中国磋商， 交换意见。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法

之间的政治对话恢复了。

三、 贝当古访华与中法就柬埔寨问题的磋商

由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了极大干扰， 至 １９６７ 年， 中法之间正常的政治对话彻底中断，
中法关系由此遭遇建交以来的波折。 随着 １９６９ 年中共九大的召开， 法国外交部认为中国内部局势

已经发生变化， 外交中的激进因素将逐步减少。 于是， 戴高乐把恢复与中国的政治对话提上日程。
而此时， 中苏之间的边境冲突亦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共领导人决定在与苏联进行边境谈判的同时，
寻求与西方阵营实现缓和来应对北方的威胁。 法国是当时唯一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

国， 与法国的缓和， 既可以加强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 满足引进先进技术恢复生产的需要， 也是向

西方传达中国缓和意愿的窗口。 因此， 当戴高乐提出新的驻华大使人选时， 中国欣然接受。①

马纳克作为第二任法国驻华大使在 １９６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抵达中国， 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也在同日返

回巴黎。 双方大使的相继赴任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改善。 受戴高乐所托， 曾担任法国外交部亚洲—大

洋洲司司长的马纳克肩负起恢复中法政治对话的重任。 但是， 此时中法关系的缓和十分有限。 黄镇

对法方与他商讨印支问题和中美关系的意向采取了回避态度， 强调目前只希望探讨经济与文化合

作②。 而马纳克询问中国领导人关于国际事务的看法， 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答复③。 为了打破僵局， 马

纳克向外交部提出派遣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建议。 此时， 距离上一次法方高层访华已经过去近四年之

久。 马纳克鉴于中方深入发展两国贸易的需求， 提出代表团如若成行， 访华期间两国可以仅限于经

济合作展开洽谈。 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中法双方所接受。 行程与议题的选定也颇为顺利。 按照计划，
曾在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作为法国议员代表团成员访华的法国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贝当古将带领法国政

府代表团在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中旬访问中国， 并就经济与文化合作问题与中国领导人会晤④。 然而， 这一

切随着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 “朗诺政变” 的发生而改变。
为了避免激化与朗诺政权的矛盾， 法国政府决定贝当古在出访中国期间不与西哈努克进行官方

层面的接触， 即使是以私人形式的会面也不得见诸报端。 同时， 法国希望亲王不出席中国政府欢迎

法国政府代表团的宴会。⑤ 原先制定的议题随即作出了修改， 包括柬埔寨问题在内的印支问题被提

上日程， 而中法之间的经济问题则成为次要。 考虑到世界舆论已偏向于认为中国支持西哈努克的斗

争， 法国外交部要求贝当古向中国领导人充分阐释他们在 ４ 月 １ 日提出的倡议， 让中国能够听到并

理解法国的意见。 法国外交部认为， 如此一来， 即便法国未能与中国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一致， 这

种分歧也不会阻止日后中法之间就该问题的进一步对话， 因为一个友好而坦诚的交流会比试图隐藏

双方的矛盾更好⑥。 为了避免让外界将这次访问解读为法国屈服于中国对柬政策的表现， 在与中国

领导人的对话中， 外交部认为贝当古应强调法国将会为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而继续努力。 法国仍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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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柬埔寨问题， 并重申戴高乐 “金边演说” 的精神。① 中国则似乎希望

借法国政府代表团访华的机会， 向他们进一步表明毛泽东在 ５ 月 ２０ 日的声明中就已经明确了对西

哈努克的支持和美国必须无条件撤出印度支那的态度。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７ 日， 法国政府代表团抵达中

国。 在次日的欢迎宴会上， 李先念在致辞中突出了中法两国在历史上共同的反抗外来侵略和干涉的

传统。 随后， 他谴责了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政策和战争罪行， 并表示中国政府是西哈努克亲王和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斗争的坚强后盾。②

在随后的两天时间中， 贝当古按照法国外交部的指示，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和周恩来等

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了长时间洽谈， 这也是 １９６７ 年以来中法之间首次就国际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７ 月

９ 日， 贝当古首先向罗贵波表示法国希望能与中国就国际上重大问题的解决进行磋商与合作， 这次

法国代表团访华就是希望向中国传达法国独立的外交政策没有改变， 法国仍相信对民族国家主权的

尊重是解决目前印支问题的基础。 贝当古进一步表示希望中国能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行动中扮演

重要角色。 贝当古对目前中法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分歧表示遗憾， 同时强调美国希望从印度支那撤

军， 而法国则会帮助美国通过国际会议的方式来化解眼下的危机。 罗贵波则表示中国希望和法国发

展良好的政治关系， 赞成美国需要从印支撤军的主张， 但是中国不认为目前美国愿意和平解决印支

问题。 罗贵波并未对法国所倡导的国际会议作出表态。③ 在 ７ 月 １０ 日贝当古与周恩来的会谈中， 他

强调法国的政策现在不会改变， 未来也不会改变。 当法国人表示这次访问是为了谋求与中国在柬埔

寨问题上进行合作并为印支地区的和平作出贡献时， 周恩来对法国的政策深表怀疑。 他并不认为在

当前的局势下， 法国能够通过和平共处的方式实现东西方的缓和， 也不认为法国所倡导的国际会议

可以解决问题。 周恩来表示法国这种只有意愿而不顾客观条件的政策是无济于事的， 因此他也没让

贝当古继续阐释法国政府在 ４ 月 １ 日声明中的立场。 周恩来反而在会谈中多次引用戴高乐的 “金边

演说”， 并批评法国误判朗诺集团意图的做法。 他强调了戴高乐所提出的印支人民在没有外来干涉

的情况下自行决定自身命运的主张。 周恩来也支持法国要求美国从印度支那在规定期限内撤军的做

法。④ 随后， ７ 月 １３ 日， 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则向法方指出中方认为法国承认朗诺政权而不承认

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做法违背了戴高乐时期的外交政策⑤。
而在 ７ 月 １３ 日贝当古与毛泽东的会谈中， 法国大使马纳克觉得， 毛泽东不会比周恩来更有兴趣

了解法国在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⑥。 但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中， 贝当古有时间充分地向毛泽东

说明法国的主张， 并强调蓬皮杜政府的政策将继续遵循戴高乐时期的路线。 听完贝当古的陈述之

后， 毛泽东赞同法方提出的印支问题等国际问题不能由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导解决， 中国和

法国都应当参与其中的思想。 毛泽东对中法能够一起对抗冷战的两极体系表示高兴。 当然， 尽管他

对法国要求美国撤军的主张表示赞同， 也强调国际事务都应该通过和平谈判的形式来解决， 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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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够接受法国的建议。①

经过三轮主要会谈， 中法在美国是否愿意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判断上存在分歧。 法国坚持认为

尼克松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ｘｏｎ） 政府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态度是诚恳的。 中国则坚持谈判的前提是美国军

队首先从印支地区撤军， 同时认定美国当局将会继续他们的战争政策， 不相信美国想要恢复该地区

的和平。 这一情况是法国外交部在贝当古访华前便已经预计到的。 从总体上看， 贝当古率领的法国

政府代表团通过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 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 贝当古向中国领导人充分阐明了法国

的立场以及法国对柬政策的动机， 打消了中国对法国外交决策的误解和疑虑， 尤其在法国与朗诺政

权保持外交关系以及蓬皮杜政府是否继续遵循戴高乐 “金边演说” 精神这两方面。 中国与法国最终

在包括柬埔寨问题在内的印支问题上达成了一些共识和默契。 两国都重申戴高乐的 “金边演说”，
并认为美国撤军是实现印支问题和平解决的必要条件。 同时， 中法都相互理解在柬埔寨问题上各自

外交政策的初衷， 往后不再抨击双方的分歧之处。 通过对档案资料的梳理可以发现， 也正是从贝当

古访华之后， 中法之间就重要国际问题的政治对话开始恢复。
７ 月 １４ 日， 在贝当古访华期间， 周恩来、 李先念、 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法国大使馆举办

的国庆招待会。 这是自 １９６４ 年以来周恩来参加的第二次法国国庆招待会， 也是 １９６５ 年以来出席规

格最高的一次。 《人民日报》 在 １４ 日、 １５ 日连续两天对贝当古访华做了较大篇幅的配图报道。 对

于参加法国的国庆招待会， 中国的态度一直较为谨慎。 中国外交部在 １９６４ 年中法建交后就指出，
如果出席规格偏高， 会引起社会主义左派国家和非洲友好国家对中国的误解， 因为法国此时依然是

西方阵营中 “帝国主义” 的代表。 但如果出席规模偏低， 又会引起法方的猜疑， 对利用法国对抗美

国的政策产生不良影响。② 而 １９６５ 年的法国国庆招待会更是因为法方的一些错误言行， 导致周恩来

与李先念均拒绝出席。 最终对于陈毅的出席， 周恩来表示， 这个规格也给高了。③ 所以， 对于 １９７０
年的法国国庆活动， 中国方面给予如此高度的重视， 一方面可以进一步说明中国领导人对与贝当古

的会谈表示满意， 另一方面可能是要借此向外界传达与西方缓和的信号。

四、 结　 语

因为中国与法国在印支地区都有对抗美国的共同诉求， 中法柬三国在 １９５４ 年日内瓦会议后逐

渐形成了一种 “特殊关系”。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的 “朗诺政变” 和美军介入柬埔寨而导致的越南战争扩大

化， 使得中法不得不对自身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就法国而言， 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与柬埔寨之间

形成的 “特殊关系” 为提升法国在印支事务中的影响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及至蓬皮杜时期， 随着

“朗诺政变” 的发生， 这样的政治遗产却变成阻碍法国进一步施加影响的绊脚石。 法国政府 １９７０ 年

４ 月 １ 日关于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倡议无法被各方接受的原因之一， 就是法国试图维系柬埔寨冲突

两方的平衡。 法国在柬埔寨拥有大量的经济与文化利益， 因此无法与朗诺政权断交， 而作为 “戴高

乐主义” 继承者的蓬皮杜也不能与西哈努克断绝往来， 这样就招致冲突双方的不满。 中国则希望西

哈努克政权维持一种 “革命的中立”， 以此维护中国在印支地区的政治影响。 政变发生后， 反对柬

埔寨 “革命中立” 的朗诺自然无法与中国合作， 故而支持西哈努克继续与美国展开抗争， 就成为中

国外交的必然选择。 中法对柬政策也因此异路殊途， 成为两国关系中的重大分歧。
然而， 因为 “朗诺政变” 的发生， 原先与柬埔寨问题毫无关联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访华成为中法

建交之后具有转折性的事件。 中共高层从 １９６９ 年开始就计划与西方缓和， 以应对苏联的威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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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系于 １９６９ 年的改善可以看作是中国向西方释放的信号， 但是两国缓和仅止步于经济层面。 如

果金边的政变没有发生， 那么按照两方制定的最初计划， 贝当古访华将仅限于中法之间贸易与文化

议题的探讨， 中法政治关系的恢复可能将会是一个更为漫长的过程， 可见历史的偶然因素在这次事

件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朗诺政变” 导致中法两国调整了磋商的议题， 使得这次访问重启了

中法高层政治对话， 并为逐渐消除由极左思潮对两国政治关系带来的不良影响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

次访问之后， 中法之间的政治对话逐步恢复至 １９６７ 年之前的水平。 两国亦开始就重大国际事务进

行磋商， 尤其是在印支问题上， 两国的交流更为频繁、 务实。 中法两国高级别的代表团相继实现互

访。 中国再次重视法国在印支事务中的作用。 在贝当古访华期间， 中法在美国从印支撤军的问题上

达成了共识。 中国似乎希望通过法美在印支撤军问题上的矛盾来限制美国进一步扩大战争的可能

性， 这也许是中方希望法国在国际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 同时， 中方似乎也有意利用中法关

系的缓和， 向西方显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
此外， 也应该看到， 中法在柬埔寨问题上的互动是两方试图突破冷战两极格局的一种尝试， 尽

管这种尝试终究被两极格局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冲突所阻碍。 表面上， 中法可以在共同对抗美国的前

提下在柬埔寨问题上达成诸多共识， 但是出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相互提防。 法国本质上反对社会主

义在印支半岛上的发展， 所以希望柬埔寨能维持中立局面。 而中国对法国政策的赞同可以看作是利

用法美矛盾实现自身目标的外交策略。 这一意识形态冲突在西哈努克执政时期方可实现合作， 但由

于朗诺在金边建立的政权更偏向西方阵营， 故而中法产生巨大的政策分歧便在情理之中。 尽管中法

政治关系趋于缓和， 却最终只是在柬埔寨问题上默契地维持着表面的和平， 这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中

国外交在与西方缓和问题上所遭遇的困境。 中国既希望达成超越意识形态体系的国际关系与合作，
但又必须突出自身的 “革命性”， 以避免来自他国的曲解。 如果说在考量中法关系时， 中国只是担

心亚非拉左派国家的看法， 那么当涉及中美缓和时， 中国所要面对的则是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误

会。 直到毛泽东在 １９７４ 年正式提出 “三个世界” 划分的战略思想， 中国外交的这一困境才逐步得

到化解。

（本文作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吴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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