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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开门红。

抗美援朝作为催化剂，将中朝两国紧紧绑在一起，结成了

血盟的友情。而对于南朝鲜的李承晚来说，自然意识到自从中

国出兵后，这已经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半岛局势已经

不是他们能够左右的，最终还是要接受南北分治的局面。

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也着实让日本人为之震惊，首相吉

田茂更是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中国人是怎么把美

国击败的。当时就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所

表现出来的战力已经证明，中国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被随时蹂躏

和践踏的封闭国家了，这个国家已经真正觉醒了。” 日本政

府也正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十分“识时务”地将所有官方和

正式文件中对于中国的侮辱性用语全部去除，转而普遍地使用

“中国”“中华”等词汇，就连日本社会也受到这种影响，开

始改变之前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正视新中国的强大。

正是因为朝鲜战争的胜利让苏联终于明白新中国的与众

不同，想要对新中国施加霸权主义是根本不可能的，而斯大林

也对自己身边的人这样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

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

不可能不是这样。”

为“第三世界”打下基础

1954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21 日，联合国的四个常任理事

国美苏英法决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一致同意邀请中国参加。

当时的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由于中国在朝鲜

战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所以，中国成了日内瓦会议中的

一个重要参与者，当时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代表团参

加。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朝鲜战争之后五大国之一的

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历史意义非

凡。如果当年没有这场抗美援朝战争，很难想象中国能够以五

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这次日内瓦会议。

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对亚洲战略格局的改变、对两

大阵营的对峙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朝鲜战争之后，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阵营面对的不再仅仅是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

国家集团，而是面对欧洲与亚洲的社会主义联盟。

的美国媒体，对于朝鲜战争的结束，并没有进行大力报道，仅

仅作为记录者，这与二战结束后的反应完全不同。当然美国媒

体的口径相当一致，均为自己的失败做掩饰。但不管是白宫里

的领导人物，还是社会上的美国民众，几乎都对新中国是刮目

相看。美国前总统胡佛更是直言不讳说道：“‘联合国军’在

朝鲜被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

了。”不仅如此，就连美国官方也承认：“从中国人在整个朝

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

国已经清楚地看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的国家了。” 

美国人显然是在朝鲜战场上吃到了痛，长了点记性。后来

在越南战场上，美国直到退出战争，其地面部队也没有越过北

纬 17 度线，这是因为中国警告美国不准跨过北纬 17 度线。

欧洲众国的态度值得思考。他们从战前的抱团进攻，到战

后态度不一，可以说很直观地展示出西方国家的投机心理。英

国作为美国最坚强盟友，从各个方面都和美国保持一致，所以

战争结束后保持安静，他们知道这场不光彩的战争是失败的。

但英国政府后来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去那个旧时代的中国早

已不复存在，从此之后我们需要小心这个冉冉升起的新中国。” 

英军将领法勒·霍利克后来也感叹道：德国步兵比苏联、美国

的同行都强，但是和中国步兵相比，还差得很远。

法国人则开始正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意识到中国

与那些亚非拉国家不同，就像拿破仑所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

狮子，毫无疑问，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这头雄狮醒了，朝鲜

战争告诉了西方国家这一事实。尽管有美国的干涉，法国后

来顶着巨大压力选择主动和中国建交，这也是中国走进西方

1954 年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