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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

　　他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贡献了非凡的智慧。

撰稿｜知　蓝

周恩来的外交风范

在贵州赤水“耿飚将军纪念馆”二楼展厅，有一幅由耿飚

孙女耿静提供的珍贵历史照片，记录了周恩来总理最后

一次接见外宾的情况。照片拍摄于 1975 年 9 月 7 日下午，当时

住在 305 医院的周总理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本来不允许再进行

接见外宾的紧张工作。

但周总理为国家命运担忧，拖着病重的身体接见了以维尔

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并在简朴的医院门厅同客人

们合影留念。周总理当时穿的是原来的中山装，可却显得空荡荡，

这次会见超过了本来约定时间 20 分钟。 

在接见外宾的 4 个月后，即 1976 年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恩

来总理离开了我们，首都群众洒泪十里长街，自发为总理送行。

在周恩来在新中国 26 年的总理生涯中，一直分管外交工作，他

以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位一体的身份，为新中国的外交

事业贡献了非凡的智慧。

头脑像针一样犀利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

失败，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周恩来

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以外交领域为阵地开始了艰难

的破局之战，并从一开始就充分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精神。

周恩来先通过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各地党、政、军、民、学

组织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建立起一支初具规模的外交队伍。他

宣讲外交政策、外事纪律，明确各项外交任务。

1950 年 4 月 1 日，新中国正式与印度建立外交关系。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

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

到周恩来逝世前，总共有 107 个国家与中国建交。据上世

纪 80 年代中期曾在外交部工作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外交部的

任何一个办公室都可以看到周总理的照片，要么是压在办公桌

的玻璃板底下，要么挂在墙上，可以说周恩来是中国外交事业

的灵魂人物。

周恩来的外交风格是尊重别人的人格，摆事实讲道理，以

理服人，从不回避任何问题。1972 年尼克松总统到中国来，与

周恩来总理会谈，尼克松讲到如果美国从某个地区退出的话，

那么苏联就会趁机填这个真空。

周恩来听了之后，很耐心地解释说，我们理解美国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想法，但事实上，国际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空”

的说法。过去英国退出美洲，美国人民就自己填进去了，没有

出现“真空”，同样，美国退出中国以后，中国人自己也会填

补进去。

听了这样的解释后，基辛格和尼克松也不得不频频地表示

认同。尼克松后来自己也多次说过，在周恩来面前，“任何不

信任的感觉或怀疑的判断，几乎都烟消云散”。

此外，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还体现在头脑的犀利和成熟的心

智。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曾经写道：有一位苏联时期的

外交部长叫莫洛托夫，他曾经跟美国的谈判代表说，“要是你

们认为我们是难打交道的话，那等你遇上周恩来，你们就知道

什么叫难打交道”。

1972年 2月 2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