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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深圳河畔罗湖桥头，理论上随时可以收回

香港。可如果回看历史的话，英国做出如此选择，理由并非如

此简单。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当时的全球霸权濒临解

体。未来，是唯美国马首是瞻，还是需要一定灵活性？ 1948 年

12 月，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称，在

必要的时候要与中国的新政府建立非正式的外交关系，沈阳、

天津、北平的英国领事馆都没有撤。当时的中国，国共内战，

淮海战役正在进行中。此后，在渡江战役时，英国军舰“紫石英”

号亦曾在南京江面惹事而遭到人民解放军炮击、赶跑。可另一

方面，1949 年 3 月，英国内部已经决定一旦新中国成立就适时

承认，并将这一决定通报了美国。

除了因为占据香港以外，英国于 1949 年 11 月 1 日向美国

方面送交的一份备忘录，将其与初成立的新中国打交道的原则

解释得很清晰了。英国准备在中国“门内留一只脚”，原因大

致有二：其一，“苏联及其卫星国已经承认中共政府，一大批

俄国技术人员已经到达华北”，英方预计如果由苏联力量完全

影响中共政府，对西方并不利；其二，英国认为自身在华经营

多年，如果就这么完全放弃“数量很大并有着很长历史”的贸

易利益，也太不划算了。

得知英国的决定，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震怒了。美方简直

不敢相信——“五眼联盟”竟然可以不统一行动。所谓“五眼

联盟”，缘起于二战时期美英之间情报共享的“优库萨”（UKUSA）

体系。在 1948 年，英国又拉着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进入

这一情报共享体系。“五眼联盟”有个特点——都是盎格鲁撒

克逊国家。这就决定了英国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又不敢过分

得罪美国。其在与新中国达成代办级关系之际，又对外宣称，

这并不改变与美国一起“反对共产主义的长期目标”。随着朝

鲜战争爆发，西方对华贸易禁运等，英国与新中国的进一步谈

判表面上中断了。可双方联系渠道并没有中断。随着尼克松访华，

1972 年 3 月 13 日，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署联合公报，双方建

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同一年 12 月 21 日、22 日，澳大利亚、新

西兰先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在“五眼联盟”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的是加拿大。1955 年、1958 年、1963 年，加拿大曾三次拿出

了承认新中国和改善加中贸易关系的方案，可生生被艾森豪威

尔、肯尼迪、约翰逊这三任美国总统的强烈反对给压下了。但

即便如此，在日后见面时，周恩来曾对 1968 年 4 月接任加拿大

总理的皮埃尔·特鲁多说：“中国非常感谢加拿大的慷慨，在‘三

年困难时期’，当别国不卖粮食给我们时，是你们卖给了我们

小麦。”

皮埃尔·特鲁多是现任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

在上任总理之后，老特鲁多亲自推动加拿大的外交系统，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中国进行了长达 20 个月的沟通，终于拿出

了中加建交方案——两国在 1970 年 10 月 13 日建交。老特鲁多

在加中建交公报中选择的有关“一个中国”问题的措辞，日后

亦为不少西方国家所应用。

如今回看，“五眼联盟”殊途同归，除了美国等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与新中国正式建交以外，其他四国都在 70 年代初

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特别是英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与日本、联邦德国、希腊、荷兰、卢森堡、墨西哥等国，

都是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一年内，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的。当然，这也不代表全世界都为美国马首是瞻。回看 20 世纪

50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巴基斯坦、

印尼、芬兰、挪威、瑞典、列支敦士登等国就纷纷与新中国建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之际，1971年与15个国家建交。

这之后，再一次掀起建交高潮则是在 90 年代苏东剧变以后，中

国政府审势度时，与独联体和东欧一些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而在世界主要大国中，法国又是在外交上比较独特的一个

国家。早在1964年 1月27日，中法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不仅冲破了美国的阻挠，更预见到 21 世

纪新中国的和平崛起。1964 年 1 月 31 日，戴高乐在法国总统

府会见记者时说：“中国是古老的国家，历史悠久，人民吃苦

耐劳。总有一天中国会强大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个有

效的政府，我们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世界的现状。”如今回看，

戴高乐的讲话无疑仍具有现实意义。

1973年，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