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8 9 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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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

邓小平利用“葬礼外交”改善中苏关系

1 9 7 9 年到 1 9 8 9 年， 是中苏关系的回

暖期。 此时，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

步缓和对华关系。 然而中苏关系正常化

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 这就需要有一

位伟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值得庆幸的

是，邓小平同志这个时候抓住时机，对苏

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动。

举行谈判，打破僵局

1979 年 4 月 3 日，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

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 1980 年 2 月 14 日期满

后不再延长。 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两国政府

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 对此，苏

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 1979 年 9 月 25 日至 12 月 3 日在莫斯科举

行。 在长达 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

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 3 个方向对中国

的威胁。苏方则只泛泛地谈论了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

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 谈判虽无果而终，

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

举行政治谈判所蕴涵的重大的政治意义不可等闲观之。

中苏关系的转机出现在 1982年 3月 24日。苏联最高

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在离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

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 他在讲话

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他们从未否认

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

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

谈判。 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 230 天之后就去世了，

因此这个讲话被称为“勃氏绝唱”。

邓小平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马上打

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

外交部为此召开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

位的新闻发布会。 那是 1982 年 3 月 26 日上午，地点就在

外交部主楼门厅处。 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就站在钱其琛周

围，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

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 3 月 24 日苏联勃列日

涅夫总书记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

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

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

问，也不回答问题，这次的发布会就这么结束了。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

位置。 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

社和其他一些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

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 预示着对抗了 20 多年的中苏关系

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4 月 16 日， 邓小平又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

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

一两件事看看。 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

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 ”

这一年夏天，邓小平还请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

志到家里进一步商讨对策。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

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 但是

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 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事才

行。 他所说的“做点事”就是“三个撤军”。 几位中央领导同

志一致赞成邓小平的意见。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为了不引

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

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 月 10 日， 苏欧司司长于洪亮起程赴莫斯科。 起程

前，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于洪亮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

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苏联

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 会面时，

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 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

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

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

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

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

正合理解决的目标。

当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

副外长级的磋商。

1982年 11月 10 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 邓小平当

机立断，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

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

14日清早，中国驻苏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

表的书面讲话稿。 这篇讲话稿是出自曾多次为毛泽东和邓小平

撰稿的胡乔木之手。 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口授的内容，很快就把

讲话稿草拟了出来。

这篇讲话稿只有七八百字，看后让人感到吃惊：勃列日涅

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领导人，如

今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 被称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

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讲话中还指

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

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钱其琛 8 个月前在新闻发布

会上所讲的内容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 这是邓小平的一个“大

手笔”。

11月 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

是中国领导人将近 20 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 在中苏间人

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 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

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超规格的礼遇。 他

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

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 20 多年来两

国外长的首次会见。

从 1982 年 10 月起，谈判班子的几个工作人员跟随钱其琛

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

方进行政治磋商。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

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

障碍”入手。 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

善两国关系。 双方的观点针尖对麦芒，“聋子对话”了整整三年。

1985年 3月， 年仅 54 岁的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

记一职。

1986年夏天，戈尔巴乔夫的一番讲话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

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为边界谈判的重新启动打开了

大门。 1986年 7月 28日，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说苏联愿意同

中国研讨降低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水平问题，正式宣布苏联将

从阿富汗撤军，称正在讨论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还表示同意

以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江的原则。 这年 9 月，邓小平在接

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指出：“戈尔巴乔夫的讲

话有点新东西， 但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 苏联对中国政策究

竟怎么样， 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

苏间三大障碍问题上走出了扎扎实实的一步， 我本人愿意同

他见面……我已经 82 岁了， 早已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

务，我是决心不出国了。 但如果消除了这方面的障碍，我愿意破

例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 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

善中苏关系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是很有意义的。 ”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方于 1987 年 2 月与苏方恢

复了中断多年的边界谈判。 这次谈判双方本着实事求

是、 互谅互让的精神， 平心静气地讨论边界线走向问

题。 在谈判一开始，苏方就爽快地赞同中方提出的划界

主张。 紧接着，苏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议，成立一个联合

划界专家工作组， 在地图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划定边界

线走向。

邓小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智

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有人曾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

程比作邓小平与苏联最高领导的“长期对弈”，并指出

这是一人对四人，即邓小平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

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四人为另一方，所进行

的最高领导人会晤。

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勃氏绝唱”

利用“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消除“三大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把中苏边界变成睦邻友好的纽带

中苏两国重新结好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

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苏高级会晤的时机业已成熟。

中苏双方商定， 两国外长于 1988 年 12 月初和

1989年 2 月初进行互访， 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

见做准备。

在两国外长的互访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是 1988年 12月 2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

科会见钱其琛外长时表示， 对苏中之间过去发生的一

些事情，苏方“也有过错”。 这是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

苏联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正式向中方承认自己有过错。

第二件事是 1989年 2月 4日， 邓小平在上海会见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说出了已成为“世纪经典”

的八个大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中苏两国外长的互访， 被邓小平称为中苏关系实

现了“半正常化”。

1989 年 5 月 15 日，戈尔巴乔夫开始对中国进行为

期 4天的正式访问。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的历史时刻终于来到

了。 5月 16 日上午 10 时，戈尔巴乔夫来到人民大会堂

东大厅，邓小平迎上前去，两人面对 100 多位中外记者

握手，大厅内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持续近 3个小时的会晤中，邓小平首先提到了 3

年前请人转达的关于希望中苏之间消除三大障碍实现

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戈尔巴乔夫回答记得此事，并说，

这对我们的思考是一个促进。

邓小平庄重地表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

系能够得到改善。 ”他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两国关系

从此实现正常化， 并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这次会见

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

接着，在谈及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苏论战时，邓小

平说，20 多年后回过头来再看那段历史，“双方都讲了

许多空话”，“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得都是对

的”。 他接着强调：历史上的账已讲过了，这些问题就

“一风吹”了，我们都应该“把重点放在未来”。

中苏关系正常化包括两国、两党关系的正常化。 在

会见中， 邓小平还特意与戈尔巴乔夫谈到了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问题。 在苏联当时正面临复杂局面

的时刻，他这样做是有很深用意的。 这表明他怀有这样

一种真诚的愿望：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能不

断发展，十月革命这面旗帜能在苏联上空继续飘扬。

时年只有 58 岁的戈尔巴乔夫坐在 85 岁高龄的邓

小平身旁，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边记、边点头，显得毕

恭毕敬。 他偶尔也插几句话，比如，当邓小平忆及 3 年

前请人给他带口信的事，他便“幽默”了这么一句：“‘三

大障碍’3年时间，正好一年解决一个。 ”他还表示这些

年没有白过，弄清楚了不少问题。

面对俄中关系三四百年的风风雨雨和苏中关系三

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尔巴乔夫讲了三层意思：一、对

俄中、 苏中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成因， 苏方有自己的看

法。 二、 对两国间在不太久远的过去所产生的某些问

题，苏方“也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 三、同意过去的

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在这次会见中， 邓小平所说的话全部是即席讲出

来的，他的面前，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

就这样，在邓小平的不懈推动下，经过 10 年艰辛

努力，在改革开放 10 年后，我们终于赢得了一个有尊

严、真正平等的中苏关系。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