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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 10 月，时年 55 岁的法国人埃德加·富尔携

带戴高乐总统的亲笔信到达北京。之后仅仅三

个月，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两国政府就发表联合公报，

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中法建交过程比中美建交要快很多。中美建交的第一步，

起始于 1971 年的“乒乓外交”和基辛格秘密访华。然而，中美

真正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要到八年以后的 1979 年 1 月 1 日。

中法建交新闻事件当时举世惊愕。特别是美国——时任美

国国务卿腊斯克表示，“朝鲜战争以后截至当时，与中国建交

的 42 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法国”，惊慌之态溢于言表。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紧急约见法国驻美大使阿尔方，情绪

激动地责怪法国“妨碍了美国总统和他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

这个选举年”。美方甚至一口咬定，法国人的主要目的是“向

美国炫耀他们的独立性”。

然而，时间能证明法国的做法无非先行了一步。西方国家中，

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于 1970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随着基

辛格访华，以及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英国、

日本、联邦德国等等纷纷与中国建交。直至 1979 年中美建交时，

已经很难找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外交关系的西欧、北美主

要国家了。中美，也必然地走上建交之路。

西方大国中，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上，法国无疑是

领先一步的。

法国看到了什么？早在十多年前就解密的法国外交档案显

示，在回复腊斯克时，阿尔方按照戴高乐总统的指示称：“法

国认为北京政府已存在了 14 年，北京政府在中国大陆的权威是

不容争辩的，它代表着中国 6.5 亿人口，这些人口的现在、过

去和未来作用构成一个政治事实，即不得不重视北京政府。”

岁月流逝，世界局势也在不断变化。然而，中法关系却长

期稳步前行。

从蓬皮杜、德斯坦、密特朗、希拉克，到萨科齐、奥朗德，

再到如今的马克龙，法国历任总统的多次访华，是明证。

1975 年 5 月 12 日至 18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

法国，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大国。德斯坦总统同

邓小平举行两次会谈，并破例出席在中国驻法使馆举行的午宴。

访问期间，双方决定成立经济贸易混委会。从此开始，中国历

任领导人的访法之旅，也都是明证。

新时代以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 2014 年 3 月、2019 年 3

月两次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的无疑也是中法关系走在中

国同西方国家关系前列。2019 年，中法建交 55 年之际，为继

续深化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达成中法关系行动计划。

如今，中法建交一甲子，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更期在更广

泛的全球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动荡变革期的交流弥足珍贵

在中法建交 6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2023 年 11 月 24 日，

中法人文交流机制中方牵头人、外交部长王毅同法方牵头人、

法国外交部长科隆纳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该机制第六次会议。

王毅在此次会议上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动不同

文明交流对话，消除隔阂偏见，在国际关系中营造开放包容、

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在世界人民心中播撒尊重理解、友好共

赢的种子，是通向和平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前进的正确方向”。

王毅此言，意涵丰富，对世界格局、国际关系有着“变”与“不

变”的辩证分析。“新的动荡变革期”，其实讲的是世界格局之变。

从曾经的动荡变革期，到国际局势相对平稳时期，再到一段动

荡变革期，及至如今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可能比过

去的动荡变革期更为剧烈。但穿越了动荡—平稳—再动荡的周

期回看，中法关系尽管也有过些微的波折，却总体上稳步前行。

回顾历史——中法之所以在 1964 年 1 月建交，实际上是因

为在那个国际局势很是动荡的年代，双方就认识到了不同文明

交流对话，以及消除隔阂与偏见的重要性。不过，这些认识并

非一朝一夕达成。

众所周知，在西方国家中，英国于 1950 年 1 月 6 日成为第

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大国。其中当然也有不少奥妙。

1963 年 10 月，周恩来会见戴高乐总统代表、法国前总理富尔 ( 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