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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国家名片”
看1949年至1978年的中非友谊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非关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力图突破西方

国家的封锁，努力探寻新道路。这时的非洲大

陆正努力摆脱殖民枷锁，成立了很多新兴国家，

引起了中国的关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指出，二战后“许多人民民主国家成立……整

个亚洲和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蓬蓬勃勃地

起来了”，指出中国人民要“好好地和一切人

民民主国家团结一致，好好地和世界上一切同

情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团结一致”。在此背景下，

非洲元素第一次出现在新中国邮票上。1952年
4月12日至4月16日，国际保卫儿童会议在奥地

利的维也纳举行。为庆祝这次大会，在会议召

开的当天，中国发行纪14《国际保卫儿童会议》

邮票，全套两枚，面值为400元（绿色）和800
元（蓝色），由邮票设计师孙传哲设计。两枚邮

票的图案均为一支巨大健壮的手臂，保卫着世

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儿童，图案下方有“国际保

卫儿童会议”字样。邮票图案中包括非洲儿童

的形象，从侧面体现了中国对非洲大陆的关注，

以及中国外交的开阔视野。

195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希望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系，以增加

互相的接触和了解，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

利条件”，表达了中国对发展中非关系的坚定

立场。

亚非会议对中非关系的推动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又称万

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周恩来总理

率领新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议强调了促

进亚非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性，指出了亚非国

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和发展前景，为日

后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和争取国际经

济新秩序奠定了基础，也为中非开展密切的文

化交流提供了指导。

此后，中国积极开展与非洲国家的友好

导语：中国同非洲的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汉朝时期。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

之路的发展，中非交往日益增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非关系逐渐密切，中国向非洲国家

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非洲国家也给予中国诸多有力支持。非洲形象多次出现在邮票这一新中国

“国家名片”上，这些邮票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1949年至1978年中非友谊的发展历程。

  1952年4月12日发行的纪14《国际保卫儿童会议》邮
票，全套两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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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建交，开

启了新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的先河。20世纪

五六十年代，中国先后与非洲大陆数十个年

轻的国家建交，这成为推进中国外交工作的一

个战略支点。中国越来越多地把非洲民族解放

运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外部环境问题联系起

来。在这样的环境下，非洲元素不断地出现在

邮票这一新中国“国家名片”上。

1959年5月1日，为纪念当时迅猛发展的

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展示我国劳动

人民的新面貌，邮电部发行纪61《国际劳动节》

邮票，孙传哲设计，全套3枚，图案分别为“学

习马列主义”（蓝色，4分）、“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红色，8分）和“庆祝‘五一’节”

（绿色，22分）。其中第二枚邮票的图案为三

只不同肤色的手紧握一面印有“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的红旗，三只手的颜色从上到下依

次为白色、黄色、黑色，表示非洲人民同世界

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独立和自由而奋斗。

整套邮票反映了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

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认识，以及对发展中非

友谊的期待。

同年7月25日，为纪念第一届世界保卫和

平大会10周年，邮电部发行纪63《世界和平运

动》邮票，刘硕仁、韩象琦设计，全套两枚，

图案分别为“约里奥·居里像”（8分，棕色）

和“黑、黄、白三种不同肤色人像剪形”（22分，

紫色）。其中，22分邮票图案中，黑、黄、白

三种不同肤色的人像剪影胸前，有着一只白色

的和平鸽，鸽子旁边有橄榄叶的装饰，象征着

包括非洲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为争取和平

  1959年7月25日发行的纪63《世界和平运动》邮票，
全套两枚

美好的生活而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非关系

1960年前后，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

形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坚持对中国实

行孤立封锁的政策，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曾经

关系亲密的苏联也开始与中国频频交恶。与此

同时，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发展。1955
年亚非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只有4个，到

1963年底，已经增至34个。毛泽东、周恩来

等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非洲的新兴独立

国家已经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

舞台，新中国要想打破政治封锁、开拓外交新

局面，契机在非洲。在此背景下，1960年3月
8日，邮电部发行纪76《“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五十周年》邮票，万维生设计，全套4枚，

分别为“‘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创始人克拉

拉·蔡特金像”“保卫母亲、保卫儿童”“妇

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妇女大团结”。

第4枚邮票图案为欧洲、亚洲、非洲妇女的头

像，这是新中国邮票上第一次出现非洲妇女的

形象。

新兴独立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后，为了冲破

西方大国对体育事业的垄断，于1963年11月10
日至22日，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了第

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共有来自亚洲、非洲、

欧洲、拉丁美洲的2400多名运动员参加。1963
年11月17日，为祝贺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胜

利举行，邮电部发行纪100《第一届新兴力量

运动会》邮票，由孙传哲、吴建坤、周令钊设

计，全套5枚，分别为“足球”（8分）、“铁饼”（8
分）、“跳水”（8分）、“体操”（8分）和“新兴力

量大团结”（10分）。4枚8分邮票的图案均取材

于参赛运动员的动作造型，其中10分邮票的图

案通过描绘来自不同大洲的运动员，不分种族，

不分信仰，挽手并肩，朝气蓬勃地行进在绿茵

大道上，显示出新兴力量的大团结已经形成一

股汹涌澎湃的巨流，势不可挡，表达了中国对

包括非洲在内的新兴独立国家的重视以及同这

些国家友好交往的期待。

1963年12月到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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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4月18日发行的纪110《万隆会议十周年》邮
票，全套两枚

1963年11月17日发行的纪100《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邮票，全套5枚

行访问亚非14国，其中包括埃及、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

埃塞俄比亚、索马里10个非洲国家。这是新中

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非洲国家进行正式友好

访问，访问过程中，周总理根据万隆精神与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宣布了同非洲国家发展国家

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八项原则，

体现了中国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同广大亚非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的真诚愿

望。访问中，中国与突尼斯正式建交。此后40
年间，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正常

的外交关系。

周总理结束访问非洲后，非洲元素更加

频繁地出现在新中国的“国家名片”邮票上。

1964年4月12日，邮电部发行纪103《庆祝非洲

自由日》邮票，以庆祝“非洲自由日”诞生6周
年。邮票由孙传哲设计，全套两枚，分别为“中

非友好”和“战鼓”，面值均为8分。“中非友好”

的主体图案是一个中国工人和一个穿着民族服

装的非洲人携手前进，人物表情友好热烈，充

满信心，背景是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象征着非

洲人民必将迎来独立、自由、解放的曙光。“战

鼓”刻画了一位非洲人拍击战鼓的形象，人物

表情坚毅果敢，动作强劲有力，象征着非洲人

民在战斗中即将迎来胜利的黎明。

1965年4月18日，中国邮电部发行纪110
《万隆会议十周年》邮票，万维生设计，全套

两枚，分别为“万隆会议会场外景”和“亚非

人民欢庆团结”，面值均为8分。第一枚邮票

图案为万隆会议会址—位于印度尼西亚万隆

旧城区市中心的独立大厦；第二枚邮票图案为

亚非各国人民共同庆祝万隆会议召开10周年。

整套邮票充满了喜庆气氛，表达了亚非人民对

万隆精神的热爱和尊重，也展示了亚非人民团

结一致、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为世界和平作

贡献的决心。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非洲始终相互

同情，相互支持。中国对于非洲人民争取民族

独立的斗争，给予道义、物质上的支持，在自

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帮助非洲国家

发展经济；广大非洲国家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的斗争也给予了有力支持。至1979年
底，中国已经与44个非洲国家建交。

中国对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在这

一时期的邮票上也有所体现。阿尔及利亚位于

非洲西北部，1962年7月正式宣告独立。1962
年7月10日，邮电部发行特52《支持阿尔及利

亚民族解放斗争》邮票，孙传哲设计，全套两

枚，分别是“火炬及地图”（8分）和“战斗的阿

尔及利亚战士”（22分）。8分邮票主图为火炬

和阿尔及利亚地图，地图正中印有“支持阿尔

及利亚解放斗争”字样。22分邮票主图描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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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战士手持武器、冲锋陷阵的场面，

背景为阿尔及利亚国旗。

毛主席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

革命家，他曾发表声明支持非洲裔美国人的反种

族歧视斗争。1967年10月1日，邮电部发行文6《毛

主席与世界人民》邮票，邵柏林设计，全套两

枚，分别为“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

太阳”和“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爱毛主席”，面

值均为8分。第一枚邮票图案将毛主席的头像设

计成光芒万丈的太阳，头像下方是世界各国人

民高举红色的书，图案下方写着“毛主席是世

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第二枚邮票图案

为毛主席被世界各国人民簇拥，面带笑容同他

们亲切交流，下方写着“世界革命人民无限热

爱毛主席！”两枚邮票的图案均绘有非洲人形

象。邮票展现了毛泽东思想鼓舞着包括非洲在

内的世界人民为争取独立和自由而奋斗。

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施“乒乓外

交”，推动了中美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也巩

固了中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友谊。1971年4月，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毛主席邀请美

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

球队访问中国。同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亚非

乒乓球友好邀请赛，有51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

乒乓球代表队参加。邀请赛的成功举办，增进

了亚非拉人民间的友谊，也间接促进了中国同

非洲国家的交往。国家邮政总局于1971年11月
3日发行了编21 - 24《亚非兵乓球友好邀请赛》

邮票，全套4枚，张克让设计。其中第一枚邮票

面值为43分，其余三枚为8分，分别为“邀请赛

纪念章”“热烈欢迎亚非朋友”“互相学习共同

提高”和“亚非人民的友谊”。第三、四枚邮票

上均绘有非洲运动员的形象。

1971年11月，亚非邀请赛扩大为亚非拉乒

乓球邀请赛。1973年8月25日至9月7日，北京举

办第一届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86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队参加。1973年8月25日，邮电部发行

编91 - 94《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邮票，张

克让设计，全套4枚。前三枚面值为8分，分别

为“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的标志”“热烈欢

迎亚非拉朋友的到达”和“女乒乓球运动员”，

第四枚22分邮票为“团结和友谊”。其中第二枚

和第四枚邮票上都有非洲运动员的身影。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的改善，中

国越来越多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组织，更积极地

参与各种国际性事务。万国邮政联盟成立于

1874年，总部设在瑞士伯尔尼，是最早的世界

性组织之一。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万国邮政

联盟的合法席位。1974年5月15日，邮电部发

行J 1《万国邮政联盟成立100周年纪念》邮票，

杨白子、叶武林、邓锡清设计，全套3枚，分

别为“人民邮递员”“团结和友谊”和“万里长

城”，均为8分。第二枚的图案描绘了5位不同

国籍、不同肤色的人面带微笑聚在一起，最中

间的人物为非洲人形象，象征万国邮联作为国

际性的邮政组织，冲破了国界，打破了地域界

限，密切了国际间的联系。

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发行的邮票可以看

出，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有着坚实的基础，并

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作者单位：天津博物馆历史研究部）

（责任编辑 王双）

1973年8月25日发行的编91 -94《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邮票，全套4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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