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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研究

论建国后毛泽东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思想的时代特色 ＊

唐根华
( 湖南软件职业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发展对外关系、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主权尊严、粉碎分裂图谋、粉碎外来入

侵、面对威胁恐吓等六个方面较为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有关建国以来毛泽东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思想上的时代特色。毛

泽东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思想也奠定了他作为共和国史上永远令人称颂的伟大民族英雄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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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毛泽东是无与伦比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中国
人民为捍卫领土主权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他的主权思
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六性”上。

一 在发展对外关系上的奉行独立、反
对干涉的民族自主性

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对外关系，是毛泽东的一贯思
想。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强调中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独
立思考性，反对一切听命于当时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提出
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54

的重要命题。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反对他国干

涉，他更是特别强调在发展对外关系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
的原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说过: “中国必须独
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
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
的干涉。”［3］1465为此，他做出了未来新中国将采取“另起炉
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决策，意即割断同旧中国
屈辱外交的一切联系，彻底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清除一
切在华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同对我友好国
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建国之后，他领导的中国政府不但
认真地将上述决策付诸于实践，而且在发展对外关系上，
多次明确表明: 为了实现我国的主权独立，中国任何时候
既不做其他国家战略交易的牺牲品，也决不依附于任何一
个国家，更反对任何国家粗暴干涉我国内政。如 1959 年 4
月 28 日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
中，针对当时印度政府对我平定西藏叛乱的胡乱指责，便
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平定

西藏叛乱“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人干涉”。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反对外来干涉问题上，以他为

首的党和政府同西方反动势力借内战遗留问题说事，企图
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行径进行了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
其在此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坚决反对任何借台湾问题而
玩弄旨在于干涉中国内政的所谓平衡外交。如上世纪 50
年代中期，针对当年英国政府既想急于同我国建立外交关
系，但同 时 却“在 联 合 国 投 蒋 介 石 的 票，而 不 投 我 们 的
票”［4］140这种两面派 行 为，他 态 度 鲜 明 地 指 出: “只 要 它
( 注: 指英国政府) 一天如此，我们就一天不同它建交。它
一百年投蒋介石的票，我们就一百年不同它建交”，最多
“只是交换代办”［4］144。正是由此出发，因而建国以来在有
关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性组织的合法席位、同其
他国家建立邦交关系以及参加重大国际或地区性活动等
重大问题上，我们均始终坚持必须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
先决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进而有力地挫败了任何借台湾
问题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

二 在保卫国家安全上的不畏强敌、勇
于抗击的民族胆识性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便
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我
国的安全。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对于要不要应金日成之邀出
兵支援朝鲜抗美问题，当时国内有不同声音，其主要原因是
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各方面还相当脆弱，对能否打赢
当时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不少人心存忧虑，甚至患上
了恐美症。然而，性格刚强的毛泽东及以其为首的中国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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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却对此坦然处之，毫不惧怕，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的英明决策，组建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
志愿军，于 1950 年 10 月 19 日“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了
长达 3 年的艰苦作战，迫使时任美国第三任联合国军司令的
克拉克不得不在板门店签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没有取
得胜利的停战协定”［5］658。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胜利经验
时，曾明确地警告美国政府:“帝国主义者应当懂得，现在中
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
办的。”［6］103

三 在维护主权尊严上的敢于斗争、毫
不屈服的民族气节性

古人云:“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里所谓的
“傲骨”，即指做人要有骨气，不论是怎样的威逼利诱，决不
为之所动，不会为其吓倒，毛泽东就是有傲骨之人。当年
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他曾说过: 在当今世界上，“不许世
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
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
是不允许的。”［7］370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前苏联党和政府，曾
先后两次借口在军事上搞“合作化”和苏联海军不能发挥
作用等为由提出在我国东北建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企图
达到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之目的。颇有民族血性的毛泽东
非常愤怒，当即予以严辞拒绝，明确答复道: 我们“不希望
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
们的国土上呆了多年，我们再也不想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
土，来达到他们的目的。”［8］170 － 171 他这一严辞拒绝，使得当
时常以“老子党”身份自居的赫鲁晓夫大为不满，不久即在
政治上纠集部分国家共产党在国际会议上对我党进行谩
骂围攻，并在经济上片面撕毁一切援华合同、撤走全部援
华专家以及逼我提前连本带息归还朝战时购买武器的欠
款等，企图迫我就范。然而，满身傲骨的他及以其为首之
中国共产党人全然不吃这一套，不但未有丝毫屈服，相反
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正如当年出席世界共产党代表会
议遭围攻的中共代表团长彭真所说: “宁可被压得粉碎也
决不屈服。”［9］304另外，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也在当
年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同样说过: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
接受父子党父子国的关系。你们撤退专家使我们受到了
损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影响了我们国家建设的整个计
划和外贸计划，这些计划都要重新安排。中国人民准备吞
下这个损失，决心用自己双手的劳动，来弥补这个损失，建
设自己的国家。”［10］事过两年后，作为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
的毛泽东，曾在回忆那段“高天滚滚寒流急”的斗争历史
时，有感而发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冬云》，其中，“独有
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
蝇未足奇”这 4 句，是对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尊严而不惧高
压，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生动写照。

四 在粉碎分裂图谋上的旗帜鲜明、坚
决果断的民族坚定性

这主要体现在两件大事上: 一是平定当年的西藏武装
叛乱; 二是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于前一件
事，本来建国之后鉴于西藏过去长期处于农奴制的特殊情
况，中央政府在 1951 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并未完全即刻
执行之前于 1951 年 5 月与西藏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
西藏办法的协议( 17 条协议) ，而是采取了对西藏民主改革
放慢步骤和耐心等待的方针，如 1956 年 9 月 4 日中共中央
便明确对外宣布了西藏的民主改革“6 年不变”。然而，以

达赖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及极少数上层分子从其反动本
性出发，置国家与民族根本利益于不顾，同境外反华势力
相勾结，公然于 1959 年 3 月 10 日撕毁了“17 条协议”，发
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对此，历来对搞民
族分裂深恶痛绝的毛泽东，即于 1959 年 3 月 20 日以中央
军委名义，命令我驻藏部队予以坚决镇压。在广大爱国僧
侣和人民群众支持下，仅 2 天便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
乱，随后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到当年 11 月平叛基本结束，
后再经反复搜剿，到 1962 年 3 月平叛取得完全胜利。此举
不仅扫清了西藏民主改革的一大障碍，使西藏从此同内地
一样步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力地
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策划搞“西藏独立”以达到分裂中
国之目的的罪恶阴谋。

而对于第二件事，按理中国作为当年联合国五大创始
国之一，在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后，在联合国席位应转归于
1949 年成立后的新中国。然而，在长达 20 多年里，由于美
国政府的极力反对及其背后操纵，致使世界人口最多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被长期排斥在联合国大门之外。对此，中国
政府与美国的霸权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毛泽东早就说
过: 你美国“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
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帐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
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6］343

事实也正是如此。进入上世纪 70 年代，随着国际形势
发生的新变化，美国想继续阻挠我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已
走到尽头。1971 年 7 月 15 日，阿尔巴尼亚等 18 国致函联
合国秘书长吴丹，要求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
列入第 26 届联大议程，并作紧急问题予以讨论。美国政府
预感不妙，连忙抛出了意在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的所谓“双代表权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有代表权，
而同时应当规定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对这一玩弄
“两个中国”的阴谋，我国政府表示了坚决反对。8 月 22 日
我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只要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他类似情况，中华人民
共和国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中国政府的这
一立场是不可动摇的。”［11］315 正是由于我国政府坚决反对
及在大多数主持正义国家支持下，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大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和 17 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
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 23 国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
位并同时立即驱逐中华民国代表出联合国的提案，即 2758
号决议。这一提案的通过，不但挫败了反动势力在联合国
中华民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同时再次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
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而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五 在粉碎外来入侵上的寸土不让、奋
起反击的民族抵御性

毛泽东历来把保卫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视为高于一
切的大事，如他早在建国前夕就曾讲过:“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3］1460 正
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凡发生外敌入侵、危及我国安全
重大事件时，他都态度极为鲜明，明确指示我边防部队务必
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地予以坚决反击，决不能让任何侵略者
的阴谋得逞。用他的话说，那就是“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
敌。”［12］373如当年谈及出兵朝鲜一事时，他便态度鲜明地说:
新中国是“任何地方都不去侵略。但是，人家侵略来了，我
们就一定要打，而且要打到底”［6］104。

正是由此出发，建国以来对于任何严重侵犯我国领土
主权的行径，中国政府均针尖对麦芒地当即予以坚决回
击，直至取得彻底胜利。据统计，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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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70 年代中期，仅毛泽东亲自指挥反击外来入侵的边境
保卫战就有 4 次，即 1952 年 7 月澳门关闸口反击战、1962
年 10 月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1969 年 3 月珍宝岛自卫反
击战和 1974 年 1 月西沙保卫战等，其中的西沙保卫战，是
当时年逾 80 高龄的他最后亲自指挥的一场战事。后来实
践充分表明，通过这几次边境保卫战，既在很大程度上狠
狠打击了那些外来入侵者们觊觎我神圣领土的狼子野心，
同时也确保了较长时期内我国边境无战事。

值得指出的是，在他所指挥的这几场战事中，还特别表
现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3］1151 的民
族自卫精神。如 1962 年针对当时印度尼赫鲁政府一意孤行
地在中印边界“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
太甚”的情况，他就明确指出:“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
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13］470 尤其是当听到西藏
军区负责人汇报到印军不顾我再三警告而变本加厉地蚕食
我领土时，愤怒之极的他大手一劈:“扫了它!”［13］472 又如对
于 1969 年苏军多次以武力在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时，他也
同样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当即表示:“我们不想打仗，但要准
备打仗，不能搞一厢情愿。”如果苏联侵略者逼得我们非打
不可的话，那么“要打，我们只有奉陪到底了!”［14］26

六 在面对威胁恐吓上的无所畏惧、藐
视一切的民族气魄性

建国以来，某些国外反动势力怀着对新中国的极端仇
视，凭借其在军事上的优势，总时不时地向我国发出种种
威胁恐吓。如朝鲜战争刚结束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以
我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为借口，扬言要对我国实行
“大规模的报复，甚至必要时使用原子弹”。对此，早在延
安时期便视“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
虎”［3］1194的毛泽东，不但未被吓倒，反而以蔑视的口吻嘲讽
道:“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们有六亿人
口，有九百六十万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
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
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
事，但对于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6］136 － 137 不仅如
此，为消除国内的“恐美症”，他还从振奋民族精神出发，借
用《聊斋志异》中“打鬼”的故事，号召大家敢于同包括美帝
国主义在内的这些“鬼”作斗争，而不应有任何惧怕。因为
不少“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越有鬼，不怕鬼就
没有鬼了”［7］51。为此，他还曾特别指示编写了一本《不怕

鬼的故事》，号召人们要像《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奋起千钧
棒，三打白骨精，敢于痛打包括美国在内的一切外强中干
的内外反动派这些“鬼”。这样，才能“玉宇澄清万里埃”。

又如另一个霸权主义者前苏联，它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
苏关系破裂后，便一直将我国视为继美国之后的又一个最
大假想敌。珍宝岛事件后，它就曾叫嚣要对酒泉、西昌等
卫星发射基地在内的重要军事、政治目标实施“外科手术
式核打击”，并且长时间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准备伺机突
袭我国。面对这一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中国党和政府一
方面在战略上藐视它，同时严阵以待地做好了迎战准备，
如适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动员令，并相
应地在全国大、中城市掀起了一个以“深挖洞”为中心的战
备热潮等。之后，虽由于各种因素，中苏大战并未发生，但
反映了以他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
权而敢与恶魔试比高的大无畏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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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bout Mao Zedong’s Thought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ANG Gen － hua
( Hunan Software Institute，Xiangtan 411201，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unity of history and logic method，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d profoundly dis-
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s about Mao Zedong’s thought about defen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from the following six aspects，that is develop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safeguarding na-
tional security，maintaining sovereign dignity，crashing attempts to split the country，and facing the alien inva-
sion and threats． Mao Zedong’s thought about safeguard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has established Mao as a great
national hero to be praised forev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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