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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几个问题

孙泽学

（华中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９）

摘要　学术界普遍认为，周恩来在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接见印度来华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但考诸文本，周恩来当时只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并未提出这

一概念。从概念的使用看，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

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在外事活动中明确使用是他在同年１０
月２０日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之时；在国际会议场合使用则是在１９５５年亚非会议上。中国虽然

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一切国家，但从外交实践看，主要用于处理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

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使用过这一概念，却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

国家之间适用；１９５６年底中国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基础上，但为时不久就没再提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定型有一个过程，其第一项、第

四项措辞有过修改，在表述中也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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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念的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国际

社会的普遍认可，“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新型国

际关系作 出 了 历 史 性 贡 献”①。但“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则”的概念源于何时何处，学界普遍认为是周恩

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在会见印度来华代表团时的

讲话中提出的②，继 而 写 进 了 翌 年４月 签 订 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

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下称《通商和交通协

定》）之中，并将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８日中印两国总理发

表联合公 报 定 为 纪 念 日③。就“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的内容而言，是没有问题的，但从概念来说，上

述三个节点并未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概念。下面，我们拟对这一概念提出的过程以时间

为序作一历史梳理，以澄清这一流传已久的说法。
（一）周恩来在国务活动中使用“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概念的

基本情况

１９５３年 底，周 恩 来 在 接 见 来 访 的 印 度 代 表 团

时提出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

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中印关

系。这五项原则继而被写入翌年４月２９日发表的

《谈判公报》和签订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同一天，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为《通商和交通协

定》的签署致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的贺电中重复

了上述两个文件中的五项原则，均没有提出“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④。

１９５４年６月２２日，周 恩 来 在 日 内 瓦 回 答《印

度教徒报》记者提问时说，最近中印两国基于“互相

尊重 领 土 主 权、互 不 侵 犯、互 不 干 涉 内 政、平 等 互

惠、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充分协商，签订了《通商

和交通协定》⑤。６月２５日，他应邀访问印度，在次

日的欢迎宴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印两国在４月签

订的文件体现了“和平共处的原则”⑥。６月２７日，

他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书面谈话中，两次提到

了两国签订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上规定的五

项原则”。同一天，他在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

说中引用了上述原则⑦。６月２８日，中印两国总理

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只是陈述了“和平共处”的“这些

原则”的内容⑧。６月２９日，周恩 来 与 缅 甸 总 理 吴

努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中印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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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各项 原 则”或“这 些 原 则”⑨，没 有 使 用“和 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

７月１５日，周 恩 来 向 毛 泽 东 并 中 央 报 告 前 一

天回拜柬埔寨、老挝外长的情形，在电报中用的是

“五项互不侵犯的原则”和“中印公报中五项原则”
的提法⑩。７月１８日，他在会见老挝外长及国防部

长时说，中国与老挝“适用互不侵犯的五项原则”建
立友好关系瑏瑡。次日，他在日内瓦回答英国工党总

书记菲利普 斯 的 提 问 时 用 的 是“和 平 共 处 等 五 原

则”的提法瑏瑢。７月２１日，他在日 内 瓦 会 议 关 于 印

度支那问题的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表示，亚
洲国家应该 根 据“和 平 共 处 的 原 则 进 行 协 商 和 合

作”瑏瑣。８月１１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３３
次会议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在谈到访问印度、缅

甸的情况时，三次使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提

法瑏瑤。该会议同 时 通 过 的 关 于 周 恩 来 外 交 报 告 的

决议中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达瑏瑥。

８月１２日，在 为 接 待 英 国 工 党 代 表 团 的 一 次

干部会议上，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概念。他说，英国工党即将访华，这是中国改

善同西方关系的开始，这说明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

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倡导

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迫使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说

些和平共处之类的话”，我们对英国的态度是求同

而不求异，“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
是违背和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的”瑏瑦。他 在８月１４日

招待巴基斯坦 驻 华 大 使 宴 会、８月１６日 招 待 英 国

工党代表团宴会和８月１７日庆祝印度尼西亚建国

九周年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均用的是“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的 提 法瑏瑧。他 在９月２３日 一 届 人 大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９月３０日首都各界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大会及１０月１２日招待

苏联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使用的是“和平共处

的五项原则”或“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的提法瑏瑨。

１０月２０日，周恩来在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宴

会上的讲话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

五项原则”的概念并用。他说，本年６月，中印两国

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共同提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作为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印两国

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他还说，“目前世

界上大多数的人是欢迎和平共处的，并且愿意使和

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得到实现”瑏瑩。这是他在外事活

动中首次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他在

１２月２日和１２日欢迎缅甸总理吴努 宴 会 上 的 讲

话和发表的两 国 总 理 会 谈 公 报、１２月８日 代 表 中

国政府发表的关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声明以

及１２月２１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

的政治报告和１２月２５日发表的会议宣言中，都是

使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提法瑐瑠。

１９５５年１月２日，周 恩 来 在 电 贺 缅 甸 联 邦 国

庆时用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１月２７
日，他在祝贺印度五周年国庆的讲话中，使用的是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瑐瑡。４月１９日，他在亚非会

议全体会议的主要发言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五项原则”的概念并用瑐瑢。４月２３日，他在亚非会

议政治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七次使用“五项原则”
的提法瑐瑣。４月２７日至２８日，在 访 问 印 度 尼 西 亚

时，他在向该国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两国总理联

合声明及对印度尼西亚记者所提问题的书面答复

中，均表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原则”
基础之上的瑐瑤。５月１３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

五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亚非会议的报告中，他
三次使用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概念瑐瑥。７月

３０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他在讲到

国际形势与我国的外交政策时用的是“和平共处的

五项原则”和“和平共处的原则”的提法瑐瑦。８月１７
日，在接见日本新闻界广播界代表团时，他在回答

记者提问中曾说，中国同印度、缅甸一起倡议了“和
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瑐瑧。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５日，周恩来在欢迎柬埔寨王国

首相的宴会上讲，中柬两国关系中一贯遵守着“和

平共处的五 项 原 则”。２月１８日 发 表 的 两 国 联 合

声明指出：“双方确认，五项原则（潘查希拉）应被作

为今后指导 中 柬 两 国 关 系 的 坚 定 不 移 的 方 针。”６
月２１日，中柬签署的关于经济援助问题的联合公

报说，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建立在“和平共处的五

项原则的基础上”瑐瑨。６月１８日，在 与 印 度 驻 华 大

使拉·库·尼赫鲁的谈话中，他两次使用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一次用的是“五项原则”瑐瑩。

６月２８日，他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说，
印度“在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扩大和平地

区的影响 方 面”起 着 特 别 显 著 的 作 用瑑瑠。８月２１
日，他在欢迎老挝王国政府代表团招待会上的讲话

中用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并把它写进

了８月２５日 发 表 的 两 国 联 合 声 明 中瑑瑡。９月２５
日，尼泊尔王国首相阿查理雅应周恩来的邀请对中

国进行友好 访 问。９月２７日，周 恩 来 在 欢 迎 宴 会

上的讲话中两次使用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一
次“五项原则”的提法。１０月７日发表的两国联合

声明中则 是“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五 项 原 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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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 的 五 项 原 则”的 概 念 并 用瑑瑢。１０月１９
日，他在同 巴 基 斯 坦 总 理 苏 拉 瓦 底 的 会 谈 中 也 是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五项原则”并用瑑瑣。１０月

２５日，他在欢 迎 来 访 的 缅 甸 总 理 吴 努 宴 会 上 的 讲

话中，也是三个概念 并 用瑑瑤。１１月１日，中 国 政 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

十月三十 日 的 声 明》中，用 的 是“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和“五项原则”的提法瑑瑥。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８日 至 次 年２月５日，周 恩 来

应邀访问亚欧十一国，在多次讲话及与受访国发表

的联合 公 报 或 声 明 中，使 用 了“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五项原则”的概念，
大体次数如下：

表１　三个概念的使用次数

概念 次数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１１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２２

五项原则 ４３

　　资料 来 源：根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对 外 关 系 文 件 集（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第４集），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１９５８年，第１６３－２６６页；《建 国

以来周恩来文稿》（第１３册），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４５３－６１４
页；《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８日至１９５７年２月７日的统计。

（二）毛泽东、刘少奇等在国务活动中使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项

原则”概念的基本情况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９日，毛 泽 东 同 来 访 的 印 度 总

理尼赫鲁会谈时，五次使用了“五项原则”的提法。
他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

去。尼赫鲁总理在上月二十九日的演说中就说过，
应当按五项原则来受约束，承担义务。如果一个国

家说了不做，那末就有理由来指责它，它在人们眼

中就输了理。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受约束，不愿像

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对美国

和英国，“如果我们要同它们根据五项原则发表声

明，它们又不愿意干”。对澳大利亚，我们向它提出

“五项原则，同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它又不干”。
在１０月２６日的会谈中，他又两次使用了“五项原

则”的概念瑑瑦。１２月１日，他在与 缅 甸 总 理 吴 努 的

会谈中，三次使用的都是“五项原则”的提法。在同

月１１日 的 会 谈 中，八 次 使 用 了“五 项 原 则”的 提

法瑑瑧。但收入《毛泽东外交文选》时则以“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为 标 题。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１日，他 在 与 老

挝王国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谈话时表示，“我们

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我们一定在五项原则的基

础上支持 你 们，这 对 双 方 都 有 利”瑑瑨。同 月２５日，

他在欢迎老挝代表团的宴会上讲，中国与老挝是近

邻，两国在历史上是友好的，近代两国间的关系虽

然曾经有过中断，但现在“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又

开始恢复历史上的友好关系”瑑瑩。

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９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大的

政治报告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中，使用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提法：“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以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瑒瑠９月，他在 同 南 斯 拉 夫 共 产

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表示，“我们非常谨慎小

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１０月２日，他在

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宴会上讲：“中国和印度尼

西亚两国建立在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的原则上的

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更加巩固和日益发展。”翌
年９月１９日，在欢迎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宴

会上的讲话中使用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

法瑒瑡。１９５７年１１月，他 在 莫 斯 科 参 加 十 月 革 命 四

十周年庆典时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瑒瑢

刘少奇在 国 务 活 动 中 较 少 使 用 这 三 个 概 念。

１９５５年３月，他 在 党 的 全 国 代 表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中

说，“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中所表述的互相尊重

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运用列宁创立的关于不

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学说的结果，还三次

使用了“五项原则”瑒瑣。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５日，他 在 中

共八大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在论及“国际关系”时
四次使用了“五项原则”的概念瑒瑤。９月２９日，他在

欢迎印度国会代表团宴会上讲，两国总理１９５４年

发表联合声明，“确定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以后，我
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就有了更巩固的基础。现在，
五项原则的精神已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来愈

大的积极作用”瑒瑥。

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２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

于响应苏联最高苏维埃宣言的决议中指出：“各国

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领土主

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的原则的基础之上。”瑒瑦４月６日，亚 洲 国 家 会 议 在

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幕。８日，郭沫若在会议的发言

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和“五项原则”三个概念并用瑒瑧。６月２６日，以胡志

明为首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访华，在７月７日发表的

两国政府联合公报中，两处使用“和平共处的五项

原则”的概 念瑒瑨。在 中 共 八 大 上，陈 毅 在 发 言 中 也

使用的是“五项原则”的提法瑒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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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从“五项原则”提出后的国际认同看，也

多是使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或“五项原则”的

概念。１９５４年７月 初 中 越 领 导 人 在 柳 州 会 晤 时，
胡志明表示“这五项原则完全适用于巩固和发展越

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之间的 友 好 关 系”瑓瑠。１１月

６日，尼泊尔 首 相 柯 伊 拉 腊 表 示，尼 泊 尔 完 全 同 意

中印两 国 总 理 所 提 出 的 和 平 共 处 的 五 项 原 则瑓瑡。
在万隆会议上，西哈努克亲王表示，柬埔寨决心把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国家政策的指针，并希望

在最大 程 度 上 应 用 它 们。老 挝 首 相 克 特 也 表 示，
“老挝政府完全支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尼泊尔

政府认为“五项原则是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正当办

法”瑓瑢。同年４月 在 新 德 里 召 开 的 亚 洲 国 家 会 议

上，印度代表阿努普·辛格在报告中说，印中两国

总理宣布的“五项原则使得新亚洲站在世界事务方

面的最前列”瑓瑣。会议通过的“关于五项原则”的决

议声明，“完全支持中印两国总理宣布并得到其他

许多国家支持的五项原则”，并说“这五项原则构成

了各国相互了解和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瑓瑤。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念提出的时间

从上面对三个概念使用的历史梳理与粗略统

计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其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在国务活动中，对三个概念的使用并不固定，多

是交替使 用，作 为 简 称 的“五 项 原 则”使 用 频 率 最

高，“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次之，而“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居后。周恩来因主管和从事外交工作，对三

个概念使用最早、最频繁，毛泽东则在１９５６年时才

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而刘少奇在外事

活动中偶尔使用这三种提法。
其二，周恩来作为中国主管外交工作的政府领

导人，也 是“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概 念 的 提 出 者。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７年 初，他 向 中 央 人 民 政 府、全 国 人

大和全国 政 协 作 过 多 次 报 告 或 发 言瑓瑥，只 有１９５６
年６月２８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发言中

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可以看出，“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在政府层面尚未成为一种

习惯或固定的表达。而在１９５７年夏之后，他 在 一

些报 告、与 外 宾 的 谈 话、答 记 者 问 中，则 主 要 使 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瑓瑦。
其三，从 严 格 的 概 念 使 用 看，无 论 是 周 恩 来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 接 见 印 度 访 华 代 表 团 时 的 讲

话，还是翌年４月２９日中印两国签署的公开外交

文件，都只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具体内

容，而作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纪念日发表的中印

联合声明中，也没有明确使用这一概念瑓瑧。周恩来

在接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只是发表了包含和平

共处在内的五项原则的谈话，是《周恩来选集》的编

者后来在选 录 这 段 话 时 拟 定 了“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的标题瑓瑨。根据前面胪列的资料，“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的概念较早是１９５４年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在

国内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在外事活动中明

确使用是在同年１０月２０日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

之时，在国际会议场合使用则是在１９５５年亚非会

议上。在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中 较 早 使 用 这 一 概 念 是

１９５４年９月２６日瑓瑩。１９５４年７月２４日，《人民日

报》上第一 次 出 现“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的 概 念瑔瑠，
但不是对中国而言的。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

在新中国初期的外交实践中，“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最初主要针对中国与周边及亚非国家的外交中，
中国与这类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都明确指出，“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国与这些国家相互关系的

基本原则，并表达了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应
该成为指导双边或多边国家关系原则的愿望。

周恩来在致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电报中，对两国

依据“五项原则”签订《通商和交通协定》给予肯定，
并表示“五项原则”有广泛的适用性。他在１９５４年

６月２２日答《印度教徒报》记者问时表示，中印 之

间的协定“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范

例”瑔瑡。６月２７日，他在新德里记 者 招 待 会 上 的 书

面谈话中指出：“这些原则，不仅对我们两国适用，
而且对于亚洲的其他国家以及对世界一切国家都

能适用。”瑔瑢他在向印度人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说：
“尼赫鲁总理和我都认为，这些原则应该贯彻到今

天亚洲及世界 的 国 际 关 系 中。”在６月２８日 和２９
日中印、中缅发表的两国联合声明中均指出，“五项

原则”是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并表示中、印、缅与

亚洲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

则。这些原则如果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为
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

处就有了保证瑔瑣。

７月１８日，周 恩 来 在 日 内 瓦 会 见 老 挝 外 长 及

国防部长时说，中国与老挝“适用互不侵犯的五项

原则”建立友好关系。次日，他在接受英国工党总

书记采访时说，亚洲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在“五
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来审查和

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并建立相互之间的合作

关系，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７月２１日，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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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会议他在第八次全体会议上倡议，为了维护亚洲

的集体和平，亚洲国家应该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进

行协商和合作，并表示“我们并愿与抱着同一目的

的亚洲以外的国家共同努力维护亚洲及世界的和

平和安全”瑔瑤。

８月１１日，周 恩 来 在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委 员 会 第

３３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中指出，“和平共处的五项

原则应该同样适用于各国之间和一般的国际关系

之中”。此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中印两国、中缅

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提出的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应该适用于我国和亚洲及世界各国的关系中”。

８月１６日，他 在 招 待 英 国 工 党 代 表 团 的 讲 话 中 指

出，五项原则“应该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关系之中”。

９月３０日，他 在 首 都 各 界 举 行 的 国 庆 五 周 年 集 会

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应当成

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瑔瑥。１０月１９日，
毛泽东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说，“应当把五

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继而在与来

访的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也说，五项原则是适合

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瑔瑦。从前文也可

以看到，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

外交中多表示，在与它们的关系中适用和平共处的

五项原则。
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对待“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两国外交中

没有提及。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提出之初，虽然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国务活动中曾说它适用于“各

国”“一切国家”“所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包

括在内，但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外交关系中却

没有明确说明适用该原则。１９５４年７－８月，先后

有民主德国、波兰、蒙古和越南代表团来华访问，以
及１０月２日在国庆五周年欢迎苏、波、捷、匈、罗、
保、阿、东德、蒙、朝、越等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
周恩来在接见他们的讲话或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均
未提及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瑔瑧。

第二种是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提及了

“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但不是侧重两国之间的关

系，而是针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如１９５４年１０月

１２日发表的中苏政府联合宣言声明：“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苏联将继续把它们同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

各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严格遵守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 利、和 平 共 处 的 各 项 原 则 的 基 础 之 上。”瑔瑨

１９５５年７月７日，中 国 同 越 南 政 府 的 联 合 公 报 是

这样写的：“双方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

共和国愿意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一切国家

建立正常的和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同它们周围的国

家建立 亲 善 睦 邻 的 关 系。”瑔瑩 同 年１２月，德 意 志 民

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率领的政府代表团

访华，当月２５日签署的中德联合声明表示：“双方

将继续努力根据互相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

同其 他 国 家 的 关 系。”瑖瑠 显 而 易 见，这 是 要 求 中 国、
苏联、越南、东德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发展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三种是１９５６年波匈事件后曾一度明确提出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波匈

事件后，苏联对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作了检

讨和总结。１０月３０日，苏 联 政 府 发 表 的《关 于 发

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

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中表示，苏联政府“对外关系

的不可动摇的基础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一切国家之

间和平共处、友 好 合 作 的 政 策”。１１月１日，中 国

政府发表的《关于苏联政府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

宣言的声明》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成为

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相互关系的准则”，并特别强

调“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就更应该建立在五项

原则的基础上”瑖瑡。受 此 影 响，１１月２２日，中 越 两

国政府总理签署的联合公报说：“两国总理保证，在
他们两国的相互关系中和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将严格遵守五项原则、坚决防止沙文主义的错

误。”瑖瑢这是中国 与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发 表 联 合 声 明 中

首次明确表示两国遵守“五项原则”的。
但为时不久，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是否适用“五项原则”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周恩

来应邀访问亚欧十一国期间，在与苏东国家政府发

表的联合声明中，对“五项原则”的适用性表述则比

较模糊。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６日，中国与波兰政府发表

的联合声明没有明确写上“五项原则”是指导两国

关系的基本原则，但声明确认，包含有“五项原则”
内容的苏联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宣言及

中国政府１１月１日发表的声明，“对于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１月

１７日，中国和 匈 牙 利 两 国 总 理 发 表 的 联 合 声 明 表

示，两国政府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爱好和

平的国家和人民一起，为在国际关系中实现“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各国之间的事务关系而努力，
并重申苏联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宣言和

中国政府支持苏联政府宣言的声明，对改善和增强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瑖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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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年１月，周恩来访问莫斯科，中苏发表的

联合声明指出，苏联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

宣言和中国政府次日发表的声明都强调，“在反对战

争、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社会主义国

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完全可以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进行合作”；“应该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国
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主

义国家的团结。双方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这些原

则发展和巩固相互关系表示满意”瑖瑤。

１９５７年３月，以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总 理 威 廉·西

罗基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两国发表的联合

声明称，“两国政府将继续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并且将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加强同这些国

家的友好合作关系”，“继续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进一步

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两国签订的

《友好合作条约》规定：“缔约双方约定，为了双方的

利益，并且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和

互利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友好关系和兄弟般的合

作。”瑖瑥４月上旬，以部长会议主席 约 瑟 夫·西 伦 凯

维兹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应邀访华。两国政府

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终

究是符合人类利益的，双方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

阵营各国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

的基础上的团结”，并表示，“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平

等、互 相 尊 重 主 权、互 不 干 涉 内 政、平 等 互 利 的 原

则”进行的会谈，进一步改进和巩固了他们之间的

团结友好关系瑖瑦。

１９５７年，一 些 国 家 来 华 参 加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庆八周年庆典。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匈牙利和

保加利亚发表的政府联合声明表示，不同社会制度

国家和平共 处 是 对 外 关 系 的 基 本 原 则，并 未 提 及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

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在各

种场合的讲话中均未提及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

关系中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瑖瑧。

１９５８年，中 国 在 与 也 门 和 柬 埔 寨 的 交 往 中 重

申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与社会主义

国家 波 兰、罗 马 尼 亚、朝 鲜 的 交 往 中 则 没 有 提 及。

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也门王太子访华，两国于１９５８
年１月１２日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双方认为“和平

共处的五项原则应该得到普遍的采用”，并把“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写进了两国签订的《友好条

约》中瑖瑨。这是自“五项原则”提出后首次被写进与

其他国家签订的友好条约之中瑖瑩。
从上述外交实践可以看出，在波匈事件的背景

下，中国虽然曾一度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更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并写

进了与越南的联合公报中。但为时不久，中国在与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实践中，要么对“五项原

则”表述比较模糊，要么只是重申“五项原则”的部

分内容，或 者 只 提 不 同 社 会 制 度 国 家 可 以 和 平 共

处，而在与柬埔寨、尼泊尔、也门等非社会主义国家

的外交中均明确表示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之所以如此，主要与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国

家之间 关 系 的 认 识 有 关。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周

恩来在一个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新型

的国际关系”的观点，并指出它的基础是“互相帮助

和促进共同进步和繁荣的真诚愿望”，苏联对中国

的伟大的、全面的和技术精湛的兄弟援助，就是这

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的体 现瑘瑠。１０月１６日，中 共

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尼赫鲁来华访问的宣传通知中

强调，中苏关系是“新型的国际关系”瑘瑡。

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２日，为 祝 贺《中 苏 友 好 同 盟 互

助条约》签订五周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

给苏联领导人的电文指出，中苏友好合作向世界显

示了这 种“新 型 国 际 关 系 的 伟 大 生 命 力”瑘瑢。３月

２２日，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对

和平民主阵营国家间的“新型的国际关系”做了系

统论述。他指出，和平民主阵营各国的社会主义制

度的性质决定其特征是：不分大国和小国，不分先

进和落后，不分民族文化的各种差别，都以完全平

等、互相尊重民族利益、互相帮助求得共同进步的

原则为基础，“从这里，可以看到各国人民在政治、
经济、文化各方面兄弟般的合作，没有任何不可调

和的冲突和分歧，而只有不断发展和巩固的团结”。
至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总的方面来说，“是共产主

义的‘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关系”，从日常的具体

的联系方面来看，有“整体和局部的关系”、“独立和

联合的关系”及“平等互助和互利的关系”瑘瑣。在刘

少奇看来，“新型的国际关系”下的“团结和合作”，
和平共处是必然的。

宋庆龄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这种新的关

系是“以真正平等和尊重民族独立为基础，并以互

相关注、互相帮助和兄弟般的合作为特征的国际关

系”，它优于以前人类所建立的任何关系，“在这种

新的国际关系中，没有任何不可调和的冲突和不可

消除的矛盾”瑘瑤。张 闻 天 也 指 出，社 会 主 义 国 家 间

虽存在着基本上的一致，建立了亲密合作和兄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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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关系，根本不可能发生这一国侵犯那一国的事

情，但是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独立自

主地执行着自己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解决着自己革

命和建设中的问题。而且每个国家也还有它的许

多特点，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间有着各种差别性。
因此，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相同

制度国家之间也不容许把一个国家的意志强加于

另一个国家瑘瑥。所以，“互不侵犯”在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没有意义，“和平共处”是不言而喻的。
赫鲁晓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之间没有

对抗性的矛盾，没有斗争的仇视”，“在它们之间的

关系中起作用的是友好和互助的原则，是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的原则”。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没有必 要 使 用“共 处”，也 不 会 有 相 互 侵 犯瑘瑦，
因而也认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新型的国

际关系”的认识。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中苏发表的联

合声明指出：“社会主义各国是由共产主义的理想

和事业联结起来的，因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

则为基础的；同时，社会主义各国又是独立的主权

国家，因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以列宁主义关

于民族平等的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各国之间

的这种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瑘瑧

基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新型的国际关系”的

认识，在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
都只 写 进 了“五 项 原 则”的 部 分 内 容。１９５５年１２
月２５日，中国与东德签署的两国友好合作条约申

明，两国愿意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

等互利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加强中德之间的亲

密的友好 关 系 和 合 作瑘瑨。这 也 成 为 中 国 与 社 会 主

义国家之间关系表述的范式。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措辞的修改

如前所述，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周恩来在接见

印度代表团时提出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是：“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

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后来的表述中，对一、四两

项原则作过改动。
先是对第四项原则表述的改动。１９５４年６月

下旬，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在２８、２９日发

表的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将五项原则的第四项

“平等互惠”改为“平等互利”瑘瑩。７月１９日，周恩来

在日内瓦与英国工党总书记菲利普斯谈话时，仍用

“平等互惠”瑝瑠，但 在 之 后 的 表 述 中 基 本 都 用“平 等

互利”。

继而 是 对 第 一 项 原 则 措 辞 的 修 改。毛 泽 东

１９４９年４月３０日 为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总 部 发 言 人

写的声明中提出了处理国家关系时要“互相尊重领

土主权的独 立 和 完 整”瑝瑡。在６月１５日 新 政 协 筹

备会的讲话和６月３０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中使用的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这一提法被写进

了《共同纲领》之中，也是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的五

项原则的最 初 表 述。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 中 苏 签 订

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声明，双方“互相尊

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瑝瑢。１９５４年 中 印《通 商 和

交通协定》签字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给中国总理

周恩来的贺电中，对第一项的表述与协定及两国发

表的公报都是用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但《印度

斯坦时报》在刊载这一消息时将其表述为“互相尊

重领 土 完 整 与 主 权”瑝瑣，比 公 报 上 多 了 三 个 字。

１９５４年在“五 四 宪 法”草 案 的 全 民 大 讨 论 中，有 人

提出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改为“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 完 整 的 原 则”瑝瑤，该 建 议 被 采 纳 并 写 进

了“五四宪法”之中。根据“五四宪法”规定的中国

对外关系的基 本 原 则，１０月１１日，周 恩 来 接 见 来

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在讲话中将“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的 第 一 项 表 述 为“互 相 尊 重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瑝瑥。在次日中苏两国政府发表的联合宣言和周

恩来在尤金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沿用了前一

天接见日本客人时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相同

表述瑝瑦。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已经定

型。在１９５５年亚非会议上，周恩来在４月１９日全

体会议及２３日政治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多次提

到了“五项原则”，虽未完整表述其内容，但强调“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是和平的保障，中

国将严格遵守它瑝瑧。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９日，周恩来在

与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会谈时，特别解释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条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瑝瑨。
考诸史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型之后的

表述中仍用过“互相尊重领土主权”。１９５５年２月

９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发表了促进 国 际 和 平 的 宣 言。２月１２日，中 国 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关于响应苏联最高苏维埃宣

言的决议中，对“五项原则”的第一项仍用的是“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瑝瑩。３月２５日，宋庆龄在《人民日

报》上发表的《五大原则》，以及亚非会议后周恩来

的讲话或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也使用过

相同的表达。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尼泊尔签署的协议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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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原则”的措辞曾有两处改动。１９５５年７月２６
日至３０日，中尼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加德满都举行

建交谈判。８月１日，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达成了

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双

方同意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互派大使，表示双方政

府同意下列“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彼此领土的

完整和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借任何经济、政
治或意识形态性质的理由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
五、和 平 共 处，成 为 指 导 两 国 关 系 的 基 本 原 则。”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９日 至９月２０日，两 国 政 府 就 两 国

关系的各项问题在加德满都举行了谈判，发表了谈

判公报，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

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

间的通商和交通的协定》。该文件重申，去年８月

１日双方达成的建立外交关系的协议中的“五项原

则（潘 查 希 拉）”，为 指 导 两 国 关 系 的 基 本 原 则。
中尼之间对“五项原则”两处措辞的改动只是对范

围的限定，适用于特定国家之间，并未对“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表述产生影响。

结语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提出到最后定型，有一

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严格的概念使用看，周恩来

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底 在 接 见 印 度 来 华 代 表 团 的 讲 话 中

并未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概念，只是提出

了它的五项内容，作为这一外交原则纪念日所发表

的中印联合声明也是一样。但这并不影响对“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纪念。从概念的渊源而言，１９５４
年８月１２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

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在外事活动中明确使用是他

在同年１０月２０日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之时；在国

际会议场合使用则是在１９５５年亚非会议上。中国

虽然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一切国家，但
从外交实践看，主要应用于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

之间的关系；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使用过

这一概念，却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

适用；１９５６年底 中 国 曾 明 确 提 出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关

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为

时不久就没再提及。之所以如此，与中国认为社会

主义国家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有关。“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第一项和第四项措辞在表述中

先后有过修改，其第一项的规范表述实际是回归到

毛泽东１９４９年４月提出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上。需要指出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

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官方或国家领导人对该原则

的表述中仍使用过“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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