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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IAL
新民一周

震撼世界的中法建交

1963年 10 月 22 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迎来了一

位神秘的贵宾：埃德加·富尔。富尔曾任

法国总理，此时既不是政府成员，也没有正式外交头衔，钓

鱼台国宾馆为他敞开了大门。

富尔带着一封法国总统戴高乐的亲笔信。这封信是写给富

尔的，但戴高乐希望看到信的是其他人，或者说是中国领导人。

这是中法即将建交前，最关键的时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变了世界版图。东方世界的

许多国家纷纷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西方一些国家也承认

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美国干扰下西方大国依然显

得十分僵硬。1959 年 1 月戴高乐再度当选为法国总统后，把

目光投向了新中国。

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

士。1940 年希特勒占领法国后，法国国防和战争部副国务秘

书戴高乐飞往伦敦，并在那里号召法国人民起来抵抗侵略者。

丘吉尔半开玩笑地问他：“你一个人能代表法国吗？”戴高乐

思考了很久后回答说：“当然能！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合法地出

卖它的国家和人民。现在政府成员中只有我坚持抵抗。一旦现

任政府宣布投降时，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

正是这种维护民族独立的坚定决心，使得戴高乐领导的

法国在战后世界风云中，体现出不畏强权的独立自主精神。

1954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孟戴斯－弗朗斯以法国总理兼

外长身份出席会议，并在 6 月 19 日专程到瑞士伯尔尼中国大

使馆，会见了周恩来总理，成为一次重要外交突破。两度担

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二战时是戴高乐流亡政府的副

秘书长，一向主张承认新中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1957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22 日，下野的富尔及其夫

人对中国进行了广泛考察，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分别会

见了富尔夫妇。

1963 年 8 月 20 日，富尔来到我国驻瑞士大使馆，提出

希望再次访华。收到中方正式邀请后，富尔立即去见戴高乐。

戴高乐十分高兴，要求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中国。由于此

时两国并无外交关系，戴高乐十分艺术地亲笔写了一封信给

富尔，信中以特殊的方式确认了富尔的官方身份，表明将代

表他同中国领导人商谈法中关系问题。这封给富尔的信，实

际上真正的收信人是中国领导人。

1963 年 10 月 21 日，富尔从罗湖口岸进入中国内地，第

二天抵达北京。先后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北京、

上海共进行了六次实质性的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

11月2日，毛主席在上海接见了富尔夫妇。毛主席对客人说：

“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正常关系建立起来。”富尔说：

“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我将把结果报告戴高乐总统。” 

当天，中方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向富尔

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当晚，周总理和富尔在《周恩来总

理谈话要点》这份直接建交的方案上签字。

富尔回到巴黎后，法国外交部派公使衔欧洲司司长雅

克·德博马歇去瑞士，与中国驻瑞士大使就建交具体事宜进

行了多轮商谈。双方商定，1964 年 1 月 27 日格林尼治时间

11 时、巴黎时间 12 时、北京时间 19 时，中法双方同时发布

建交公报。

就在中法建交紧锣密鼓推进过程中，得知消息的美国政

府发疯般使出各种手段进行捣乱，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同时发布联合公报，全文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

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 3 个月内任命大使。”

短短的两句话，公布后犹如“外交核爆炸”一样，在国

际上引起了巨大连锁反应。法国作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

西方大国，打破了冷战造成的世界极化格局，为西方国家带

了个好头。新中国通过与西方大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进一

步提升了新中国国际地位，进一步突破了帝国主义封锁包围。

戴高乐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因心脏病突发惜未如愿。

据说，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评价，是西方各国领导人中最

高的。毛主席说，戴高乐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

族独立的不屈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