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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
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
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
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
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
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
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
义的基本制度。
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
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
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
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
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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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是在1999年出版的《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
这次增补再版，对原有书稿未作大的改动，删掉了原第十五章，增写了五章内容，叙述1992-2008年间
中国外交新思维和重大外交事件。
    本书虽为外交卷，但并不想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更不愿把它写成一本外交政策文献史，而是把那
些对中国发展乃至国际政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以纪事本末体手法，详述其来龙去脉。
尤其着眼于发掘一些重大的外交内幕，即它的历史背景、互动过程、决策考虑及其实践效果，以叙为
主，略加点评。
为此，作者广为搜集、发微钩沉，运用了迄今所能看到并可以使用的材料及国内外研究成果。
写作中，以我为主，同时也用较多笔墨分析了对方。
本书力求文笔流畅、文气顺达，避免了大量引述，所叙各事，皆有所据，宁缺毋滥。
至于历史本身的空白，只好把遗憾留给自己，把希望寄予将来，有待更多的历史档案的披露了。
    本书选择的23件大事，不是任意而为。
细心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出，每个问题虽独立成篇，却都围绕一条主线，即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对外战略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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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毛泽东这次出访苏联，与原来拟议中的访苏有重大区别，不再只是两党首脑的会晤，也不必秘而不宣
。
这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的一次正式的公开的国事访问。
这次访苏的目的，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国民党政府与
苏联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
毛泽东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轻松。
一方面要实现中苏两党的紧密团结和两国的联盟，争取苏联的多方面援助；一方面又要收回属于中国
的主权利益。
关于前者，困难不会太大。
中苏结盟和修好，是双方共同的愿望。
社会主义是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联合抗美是中苏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
在对中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方面，斯大林和苏方已经表示出“老大哥”的慷慨和热情，更乐于把苏联的
经验传授给中国。
何况，中国领导人虽然希望获得尽可能大的援助，但也不会强求。
毛泽东体谅苏联本身的困难，且一贯主张独立自主，不依赖外援。
困难在于后者。
废旧约、立新约，另起炉灶，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当然也包括国民党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
同盟条约》。
1945年3月雅尔塔会议，斯大林与罗斯福达成秘密交易，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苏联重新获得旧沙皇政
府在日俄战争后失去的中国东北的特权，即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享有对大连商港的优先权益，苏
中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承认外蒙古独立等。
旧的中苏条约把这些权益确定下来，且规定30年不变。
雅尔塔协议并未使中国国共两党与闻，旧的中苏条约更是绕过了中共，对此，中共是不满的。
新中国成立后必然要解决这些问题。
鉴于中苏的特殊关系，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审慎的态度。
1949年初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首次委婉提出。
刘少奇访苏期间，又有分寸地与斯大林进行了当面商谈，虽是众多议题之一，却是敏感问题所在。
对此，斯大林曾说：“我们承认这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那个时候不得不采取那样的政策，对日和约未签字，美国不从日本撤兵，苏联在旅大驻军是为了抵制
美蒋的进攻；如中共愿意苏联撤兵，我们就马上撤出。
”显然，斯大林在为不平等条约作辩解，其真实想法是不愿放弃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和特权，尤其断然
拒绝了改变外蒙古独立的可能。
至于从旅大撤军，与其说出于真诚，不如说是一种策略。
中共没有海军，此时还要仰仗苏联。
斯大林的态度，加重了毛泽东处理中苏条约问题的困难。
困难还来自于两位领导人的个性。
毛泽东与斯大林不仅来自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从未谋面。
对于斯大林支持的王明等人对自己的多次排斥打击，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多次干预，毛泽东心存抱怨
。
斯大林对毛泽东也缺乏信任，尽管中国革命宣告成功，他依然不太相信毛泽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
新中国成立，斯大林没有给毛泽东本人发来贺电，而在10天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时，他给民主德
国第一任总统威廉·皮克和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发去一封很长的亲笔信。
毕竟，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两国国家利益的汇合，使两位历史巨人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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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六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十年国事纪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