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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风采

从抗日统一战线到“中间地带”理论

纵观毛泽东一生思想的发展，“三个世界”

的概念，可从 1935 年 12 月他在陕北瓦窑堡的

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及其随后

的几篇文章中找到源头。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

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

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

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

产党的九十年》第 172 页 以下简称《九十年》）

1936 年 7 月，毛泽东通过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

话，又将视野扩大到国际，公开向国际社会阐

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的主张。毛泽东强调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

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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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敌人。” “中国苏维埃和中国

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

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统一战线。” 正是在这

样的基础上，毛泽东在 1937 年 5 月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进一步

提出了“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和世界

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战略思想。他

指出 ：“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

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

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

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

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的关系。”根据这样的战略思想，毛泽

东在 1937 年 7、8 月间发表的《反对

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为

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等著作中，提出了比较具体的抗日的

外交政策。随着形势发展，毛泽东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原理不

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于 1940 年提

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利用矛盾，争

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

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是在中国革命中成长起

来的领袖，他对于中国国情，对于中

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革命在世

界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认

识。因此，他高度评价抗日统一战

线 ：“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

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

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在整个抗战

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统一战线

的旗帜，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

主，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

砥柱。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直接倡导和积极推动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

了引领作用。作为直接效应之一，中

国共产党和美国建立了半官方联系。

二战结束后初期，中国共产党对

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争取美英苏三

国赞助中国的和平，特别是希望美国

运用其影响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对

内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有国共两党和

其他党派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然

而，此后由于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发

动内战和美苏冷战的出现，毛泽东原

先的设想失去了实现的可能。

从 1946 年 3 月起，无论是国际

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在迅速恶化。

“毛泽东不同意苏联领导人所作的悲

观估计和‘不准革命’的错误主张。

他在 1946 年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

形势的几点估计》一文中指出：世界

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世界人民

的民主力量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

能克服战争危险。”（《九十年》第 282

页）这篇短文表明，毛泽东没有被一

时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对美苏之间

不会爆发战争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更

重要的是，他极其鲜明地提出，美苏

之间的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跟着

实行妥协，“各国人民可以根据自己

的情况进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

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

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不但回答了

如何判断战后国际形势的问题，也解

决了国际局势的发展与中国革命前

途之间的关系问题，标志着毛泽东在

思想上摆脱了以往美苏关系在很大

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前途这种观念的

束缚，对后来的新中国外交具有长期

的指导意义。

1946 年 8 月，毛泽东在同美国

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

第一次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

虎”的著名论断，第一次提出了著名

的“中间地带”的理论。他指出：“美

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

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

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

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

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选

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1194 页）

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的理论，

从中国革命的视角，对各种国际政治

势力作了独具特色的划分，指明了中

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实际地位，明确了

现阶段中国革命在国际上的敌友关

系。因此，这个理论在消除党内外对

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悲观估计和妥协

思想的同时，为战后时期中共的国际

统一战线政策奠定了基础。它与“一

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脉相

承，互为支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

◆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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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斗争中有了更加明确的主体意

识和自我主张。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是能够在不

断变化的环境中找到最有利于中国

革命发展的道路和策略。

随着 1947 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

义“两大阵营”的初步形成，战后美

苏妥协的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

于中国处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

的阵营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

主义阵营的“中间地带”，所以毛泽

东深刻地洞察出美帝国主义反苏叫

嚣的真正目的。就是说，中国革命不

但不会引发美苏冲突而导致第三次

世界大战爆发，也不会导致美国对中

国的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

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

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

务》报告。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与

会人员在苏联和英美的关系问题上

存在不同的意见的情况，将 1946 年

4 月起草的关于“中间地带”的分析

材料印发给与会人员，并详细解释了

自己的意见。此报告于 28 日获得会

议通过。在报告中，毛泽东在指出

“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

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

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

后，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阵营”和

“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概念，并把中

国革命力量看成是“以苏联为首的反

帝国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

标志着毛泽东在完善“中间地带”理

论的同时，还接受了“两个阵营”划

分的理论，以此说明中国革命在世界

革命中所处的位置，强调了中国革命

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与不可分割性。这

两个理论到后来都被毛泽东加以进

一步的发展，前者形成“两个中间地

带”的理论并发展到后来的三个世界

划分的理论，后者则成为新中国成立

后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理论

依据。

曾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著名

外交家钱其琛在总结新中国外交时

指出 ：“当时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

败，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

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妄图把新中国

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了反对美国的侵

略和战争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争取

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利恢复经济

和发展我国建设事业，毛泽东提出了

‘一边倒’的战略。这就是站在社会

主义一边，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

的国家和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

相对的斗争。”

从两个中间地带到三个世
界划分

早在 1949 年 4 月 30 日，毛泽东

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

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就提

出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

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

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

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

上。”这就是延续至今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的肇始。

因此，“一边倒”并不是无条件

地倒向苏联一边，或是与美的绝对对

抗。“一边倒”所包含的外交方针和政

策是全方位的，毛泽东并没有把这一

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仅仅局限在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内。

虽然有段时间毛泽东没有提“中间地

带”，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还是

依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制定

的，即为了对付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

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不仅

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

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甚至对包括英、法等在内的资本

主义国家也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反对

主要之敌的目的。这就为新中国奉行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辟了道

路。从 1950 年至 1951 年，中国除了

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了外交

关系外，还同缅甸、印度、巴基斯坦

和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民族独立国

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瑞典、丹

麦、瑞士和芬兰四个欧洲资本主义国

家也建立了外交关系。1954 年 6 月，

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

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

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

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联合

声明。这种突破意识形态束缚，不以

两大阵营划线的外交政策，极大地改

善了中国周边环境，给世界处理国与

国之间的争端提供了很好的先例，因

而“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九十年》 第 477 页）1954 年 8 月

24 日，毛泽东在同英国工党代表团

谈话时重提“中间地带”（即谈话中

的“中间地段”——引者注），并将

西欧国家划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表

达了要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

和平共处，因为“中国是农业国，要

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

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毛泽

东外交文选》 第 160 页） 1954 年 10

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

当时，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

而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

约》，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宣言中也写

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这在

实际上把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两国的

关系巧妙地作了区别。从 1954 年 9

月至 1956 年，中国又与挪威、南斯

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

亚、也门、锡兰等国先后建立了大使

级外交关系，同英国、荷兰建立了代

办级外交关系。此后，“积极支持亚

非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运动，成为

领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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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国在

国际上得到的支持也主要来自于亚

非拉国家。”（《九十年》第 537 页）

当 1960 年代初赫鲁晓夫从追求

同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的外

交战略出发，一心想把中国纳入他的

战略体系轨道，并为此不断对中国施

加种种压力时，毛泽东毅然放弃了

“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在这种形势

下，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

理论，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论

断，对中间地带的内部结构进行了更

为精细的分析，突出了中间地带力量

的多元性质。1963年 9月 28日，毛泽

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 ：“我

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

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

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

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

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

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

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

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

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

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

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

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毛泽东

外交文选》第 506-507 页）

“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对中国外

交摆脱两面受敌、寻找新的战略发展

空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影响

最大的是 1964年 1月 27日的中法建

交。“毛泽东果断决定，抓住这一时

机，与法国达成建交。”“中法建交震

动了整个世界。”（《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二卷 (1949--1978) 下册》 第 663

页）中法建交对中国与西欧未和我

建交国家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值得一提的是自新中国成立起就

与中国保持商务关系的意大利。在中

法建交的冲击下，出于摆脱美国控制

和发展经济的考虑，身处“第二中间

地带”的意大利主动向中方提出互设

贸易机构的建议。经过双方努力，中

意于 1964 年 11 月 30 日签订《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意大利对外

贸易协会关于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协

议》，同意在双方首都互设民间商务

代表处并享有主要的外交特权待遇，

开创了中意贸易发展的新局面。这也

是当时中国外交在“第二中间地带”

的又一次胜利。在这个时期还先后同

日本及欧洲的奥地利等国家建立和

发展了商务关系。

上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国

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

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国防

科技中的不断突破（例如氢弹和人造

卫星等），中国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1971 年 10 月中国重

返联合国，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

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交局面。从

1970 年起，与我国建、复交国家迅速

地逐年增多，中国成为世界上一支举

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此时

苏联转守为攻，与美国争夺霸权，对

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威胁。而苏联在

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特别是 1969 年

珍宝岛事件的爆发，更使毛泽东直接

感受到了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

严重也是最现实的威胁。根据世界格

局的重大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

界划分的理论，对中国的外交战略作

出了重大调整。

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的概念，

源自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时期。

继 1954 年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之后，为经济建设创造外部和平环

境，始终是毛泽东考虑最多的外交战

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本身，也

是为了进一步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

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以结成

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的霸权主

义。1963 年 9 月 30 日，新中国成立

14 周年招待会前的几个小时，毛泽

东在审阅周恩来当晚国庆招待会上

的讲话稿时，加了这么一段话：“我们

向全世界一切愿意同我们建立和加

强友好关系的国家、政府、党派、团

体和个人，表示敬意！”同时，毛泽

东还对讲话最后的祝酒词做出了修

改。原文中，周恩来提出要“为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同志和人民的

伟大团结干杯”。而毛泽东则在这句

话之后，又加上了“为欧洲、北美洲

和大洋洲的同志和朋友的伟大团结”

的表述。除了外交礼节性的考虑，这

个修改同时也体现了新中国从建国，

到抗美援朝，再到中苏论战的展开以

及美苏、美欧以及美国和中东关系的

变化而产生的对于世界和平与解放

进程，以及自身社会主义建设诉求这

一整体战略眼光的发展变化。10 月

2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正

式提到了“第三世界”的概念。他提

到，西方报纸上有两种“第三世界”

的说法，一种指亚非拉，另一种是指

西欧共同市场。“共同市场的出现，

不是偶然的事情，是在美国的压力之

下出现的。共同市场之外，还有以英

国为首的七国自由贸易联盟。不仅六

国同美国有矛盾，七国同美国也有矛

盾。东方经济上强的国家是日本，它

同美国的矛盾正在发展。”（《毛泽东

年谱 1949-1976 第 5 卷》第 266 页、

第 268 页）1964 年 1 月 30 日，毛泽

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 ：“不

许世界上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

屎拉尿。我讲得很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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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之《中

法之间有共同点》）这明确地表示了

中国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的决心。 

1970 年 6 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

宾时谈道，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

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

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第一次

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此后，

领袖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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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多次在接见外宾时表述了对第

一、二、三世界和“超级大国”概念

的理解。1974 年 2 月 22 日在会见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明确、完整地

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2月 25 

日，他又对外宾补充他的观点说：中

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

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

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1974 年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

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

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

东的这一理论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

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

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

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

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

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

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

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

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

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

超级大国。”邓小平的发言在国际论

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

个世界，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特

别是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的

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五

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

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是

根据毛主席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

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主席审

阅’；要求各单位认真学习讨论，领

会精神，贯彻执行。”（《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六卷》第 528 页）

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

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与第三世界

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

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

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又由于侧重

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

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

展。到 1976 年 10 月，中国已同世

界上 110 个国家（当时联合国有 140

多个成员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愈益积极而重

要的作用。

1979 年 3 月 30 日，在党的理论

务虚会议上，邓小平深情地说 ：“现

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

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的

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

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

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

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

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

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

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

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

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

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984 年 5 月

29 日，邓小平在论述当代中国外交

的基本点时，再次强调 ：“中国的对

外政策，在八十年代，实际上到九十

年代，甚至到二十一世纪，主要是两

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

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

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

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增订本第 43 页）

当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遇到巨大挫折的时候，国际、国内都

出现一股企图否认“第三世界”存在、

贬低第三世界地位的思潮。邓小平同

志则鲜明地指出 ：“可能是一个冷战

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

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

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第 344 页）他还在

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毛泽东三个世界

划分理论的正确性及其重大意义，对

第三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发展问题始

终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且表示编辑

出版他的文选，关于“第三世界”的

观点要全部如实收入。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9 日，国务委

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对非洲五国进行

正式访问。这是中国外长连续第31年

新年首访选择非洲，充分体现了中国

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不管风云变幻，

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反对霸权

主义，捍卫多边主义的决心。■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
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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