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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罗湖桥畔迎接富尔。22 日，富尔抵达北京；23 日，会见周

恩来。之后富尔又与周恩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

上海进行了六次实质性会谈。

会谈之所以进行了数个回合，是因为中法之间都有自身极

为关切之事。

也正因此，富尔此番来华前，戴高乐给出三套对华关系方

案——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短期内承认。他关照富尔，

尽量做到第一方案，亦即无条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戴高

乐也在给富尔的书面指示中写道，“严格来说，我们无求于人”。

中国自然有泱泱大国的气度。周恩来会见富尔时对戴高乐

的建交三个方案明确做了答复，指出：法国可以从与中国完全

平等地位出发，在以下方式中任选其一：全建交方式，如瑞士

与北欧诸国那样，也就是说法国先同台湾当局“断交”，然后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半建交方式，如英国、荷兰那样；暂

缓建交。周恩来指出：中方欢迎积极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中法都想着最好能够直接建交，但许多事又绕不开。

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问题是自身的核心利益，绝不会为了

希求与法国建交而同意“两个中国”之类方案。对于法国来说，

则希望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过程中，有一个在其看来体

面的与台湾当局“断交”之法。

富尔一再告知中方，“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者丢脸的条

件”。周恩来则正告富尔，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

独立的国家”。换言之，严格来说，中国何尝有求于人？

富尔诚恳地表态称，早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就曾企图承认新中国，可一直没有逢着机缘。“法

国在 13 年前已经犯下一个错误。”富尔表示，“我本人很愿意

承认这个错误，但作为大国，法国很难去主动认错。”

其实，法国对新中国并非从一开始就有好感。1951 年戛纳

电影节期间，苏联方面携带影片《新中国》来到法国，令法国

外交部非常恐慌。在法方对苏百般交涉之下，《新中国》没能

放映，可见法国方面对中国的戒心。1954 年 4 月到 7 月，解决

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周恩来率团与会。同

样与会的法国方面本可以借此机会与中国对话。可当时法国总

理拉尼埃并不想在印支谋求和平。他的“拖字诀”，令会议初

期的中法代表形同陌路。会开到一半，拉尼埃倒台。接替他出

任法国总理的孟戴斯－弗朗斯在组阁后，以法国总理兼外长的

身份来到日内瓦，并成功与周恩来会面。

这是中法总理首次会晤。会晤之后，本该迎来中法关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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