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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6 月，中共曾发表声明：“既不反苏，也不反

美。”意思是奉守中立。那时，国内战争刚刚打起来，敌

强我弱，什么时候形势扭转还是个未知数。进入 1949

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世界已泾渭分明地形成

美苏两大阵营。这时，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没

有盟国，不管是联苏还是联美，抑或奉守中立，都是个

艰难的选择⋯⋯

中苏的隐性隔阂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考虑联苏的。在 1949 年 3 月召

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作总结时就已经

表明态度：我们应与苏联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是盟友，

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布文告，说明此点。

但是，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特别是

在渡江战役前后，斯大林的一系列做法使中国共产党

对斯大林对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警觉。

1949 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地进行渡

江战役准备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起和平攻势，邀请美

国、苏联、英国、法国做国共两党的调停人，企图“划江

而治”。美、英、法拒绝，但苏联却准备充当调停人。

毛泽东很清楚地知道，划江而治的中国无疑便于

苏联从中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已经完全掌握战争主动

权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接受斯大林的建议。

更令中国共产党人意想不到的是，在 1949 年 4 月

21 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南京国民党政府

仓皇南迁广州时，在包括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内

的几乎所有各国驻华大使都留在南京不动的情况下，

苏联驻南京国民党政府大使罗申，却早巳跟随国民党

政府南迁到了广州。这一举动实际上表示苏联在名义

上仍然承认国民党广州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更有甚者，在国民党政府南京已失、残兵败将一触

即溃、全面溃败指日可待的情况下，苏联却同国民党政

府开始谈判《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协定》，这不能不

令毛泽东怀疑苏联是否利用国民党政权最后的苟延残

喘，最大限度地从中国获取最后的利益。

中美双方进行政治摸底
上述所有，都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某

种警惕。恰在此时，毛泽东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

化，并适时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前夕，1949 年 4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设

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会谈，并注意保密，不要走漏风

声，以免引起国会反对派的反对。

4 月 21 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从南

京南迁广州，司徒雷登按照美国国务院的指示留在南

京，继续寻求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上的接触。不仅

如此，司徒雷登还召集其他国家大使，提出留在南京不

动的建议。美国阵营中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大使

表示赞同，全部留在了南京。

美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为同中国共产党进行高

级别的政治接触准备了条件，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

党以及即将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国新政权“事实上

的承认”。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积

极的回应。得知司徒雷登滞留南京的消息，为了便于

同其接触，中共中央特地把其学生，同时也是其私人秘

书傅泾波同班同学的黄华，从天津外事处调派到南京

外事处工作。5 月 10 日，毛泽东特地致函黄华，就同司

徒雷登谈话问题作了七条具体指示。

6 月间，黄华和司徒雷登进行了数次政治性会谈。

会谈中，黄华要求美国军队撤出中国领土青岛，希望美

国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承认新中国政权，新中国需要

并愿意和外国（包括美国）建立商业关系等。

司徒雷登以艾奇逊指示他的美国承认中国共产党

政权三条基本原则作为同黄华会谈的准则。作为积极

回应，在司徒雷登的建议下，美国军队很快撤出了青

岛。同时，在会谈中，司徒雷登也表示美国将很快停止

援助蒋介石，并说明他已建议将美国在上海库存的各

种物资转交给中国共产党。司徒雷登还提出：只有在

中国新政权不与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对中国

新政权予以承认。

刘少奇秘密访苏，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就在中美悄悄地进行互相摸底的接触时，苏联的

态度发生了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变化。1949 年 5 月 30

日，随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的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离

开广州回国，表明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

的支持和利用。

为了释解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猜疑，尽快实现

联苏，毛泽东派遣刘少奇秘密访苏。从 1949 年 6 月 27

日开始第一次会谈至 8 月 14 日启程归国，在长达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就新中国外交和经济建设、中苏两党关

系等问题，刘少奇和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的会谈，其

中，刘少奇特别强调中国将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宣布：“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

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中国人民“真正的友谊的援助

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

去找”。

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宣布“一边倒”，打消了斯

大林对于毛泽东成为铁托（南斯拉夫领导人，以抵制苏

联的干预而闻名）的疑虑，同时也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

政治宣言。

美国决定放弃与中国共产党的进一步接触。7 月 1

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

平”，且务必于7月25日前返归华盛顿。

司徒雷登不甘心就此放弃去北平会见毛泽东、周

恩来的努力，于 7 月 6 日致电艾奇逊，言将于近日面见

从北平返回南京的陈铭枢（抗战名将，与司徒雷登相识

多年，与中共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了解毛泽东、周恩

来的真实意图后，再确定返归华盛顿的行程。

中美直接联系大门关闭

1949 年 7 月 9 日，司徒雷登会见从北平急匆匆赶回

南京的陈铭枢。陈铭枢交给司徒雷登一份备忘录和两

个附件，这些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的答复。

其中批驳了司徒雷登“美国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言论：

诸如，过去美国提供的一切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

情”上，而苏联对中国的援助才是“重大的”，如苏联是

第一个同孙中山的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苏联

承认并支持中国革命、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国以

物质援助，等等。

司徒雷登阅读上述文献时，脸色越来越难看。最

后，他沮丧地感到自己无法填平美国同中共之间的鸿

沟，也不应再拖延回国的日期了。

司徒雷登离华返美后半个月，8 月 18 日，毛泽东发

表批驳美国《白皮书》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美

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

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美国政府予以强烈抨击。

这篇檄文，连同毛泽东另外的七评美国白皮书，在

警告国内民主主义者不要对美国心存幻想、向苏联传

达中国坚定实行“一边倒”政策的同时，也关闭了中美

直接联系的大门。

1950 年 2 月 14 日，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

国政府，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代表苏联政府，签订了《中

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标志着新中国“一边倒”外

交战略以条约形式最终确定下来。

文/白云涛 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附 录／——————

如何评价“一边倒”外交政策
由于“一边倒”外交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初，苏联就宣布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对于我国来

说具有重大意义。随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如

老挝、越南等纷纷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其次，1950 年，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苏联为我国提供贷款、技术设备、贸易等进行各

方面的援助，而且还派各个部门的专家来我国进行亲

自指导，在帮助我国恢复国民经济上起到了很大作

用。毛泽东还全面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对我国

正确处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方法论，最终指导我国完成三大改造。

再者，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新生政权。由于我国

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就相当于获得了

一个可靠的屏障，我国可以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大力

发展经济，迅速提高综合实力。苏联存在的本身，能够

制约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干涉。

最后，从国际意义上来说，它极大增强了社会主义

阵营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第

三次世界大战，为世界创造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一边倒”外交政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具有

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由

于缺乏经验，出现一些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现象，给我

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多不利影响。其次，苏联并没以平

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他们利用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着我们国家的利益。最后，“一边

倒”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各

方面的交往。

在面对美苏两极格局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的“一

边倒”外交政策，对于发展和完善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形成完

整的工业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随着国际和国

内形势的变化，虽然“一边倒”外交政策已经不能适应

时代的发展，但它对于今后外交政策的发展起到了重

大的借鉴意义。

文/冯红丽 据《世纪桥》

新中国确立新中国确立““一边倒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曲折历程外交战略的曲折历程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
助条约》上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