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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中柬合作关系的建立
( 1954 － 1965 年)

［美］翟 强

摘要: 从 1954 至 1965 年，中柬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一个亮点，周恩来在中柬友好

关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柬埔寨代表团首次接触，在万隆会议上他与

西哈努克首次见面。从 1956 年开始，中国启动对柬经济援助，1958 年中柬两国正式建交。周恩来曾亲

自访问柬埔寨，多次与西哈努克会谈，向其阐明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代表中国政府对柬埔寨的安全

做出承诺，对其民族独立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柬之间建立和保持了一个友好

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互相配合与协调。这是周恩来外交上一个成功案例，我们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了解到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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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4 至 1965 年，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和保持了一个和睦相处的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从陌

生到熟悉，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互相配合与协调，中柬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周边外交中的一

个亮点。周恩来在中柬友好关系的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 他是如何处理柬埔寨事务的? 他是如

何对待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的? 柬埔寨在中国冷战外交中处于什么位置? 为什么周恩来对一

个东南亚小国予以如此高度的关注? 从中柬关系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

哪些特点? 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并通

过考察中柬关系的演变来加深我们对周恩来外交实践的认识。

一、争取西哈努克

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冷战对抗出现相对和缓的苗头和动向。周恩来看准时机，经中央同意，积极

推动和平外交，寻求中国在“中间地带”的突破，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①。
1954 年是中国外交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在这一年，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

瓦召开的有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与西哈努克派出的柬埔寨王国代

表团首次接触，迈出了双方互相了解的第一步。在 6 月 20 日与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外交大臣

狄普芬( TepPhan) 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支持东南亚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希望柬埔寨

成为像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那样的东南亚新型国家，反对美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狄普

芬说:“现在我们和美国没有签订任何条约。”②周恩来的一番话清楚地表明，当时最让他忧虑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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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借法国撤退之机插足柬埔寨，在中国南面再布下一个反华的棋子。狄普芬对柬美关系性质

的说明，无疑使周恩来有所放心。周恩来在日内瓦和柬埔寨代表交往时，谦虚友好，他的通情达理

触动了柬埔寨人。尽管西哈努克本人没有出席日内瓦会议，但在狄普芬从日内瓦回国后，他认真

地听取参加会议的情况，特别是狄普芬对周恩来的印象①。
西哈努克一开始相信西方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宣传，非常害怕共产主义的渗透，担心中国和越

南民主共和国会支持柬埔寨共产党颠覆他的政权。所以，他一度曾考虑向美国寻求军事保护，借

美国之力来抗衡亚洲的共产党国家。但是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友善举动使他大感意外。中国的睦

邻政策坚定了西哈努克走中立路线的决心②。
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首次会面是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双方都表现出建立合作关系的意

愿③。4 月 20 日，周恩来在宴请西哈努克时说，中国对柬埔寨没有敌意，只有好感，希望在两国交往

中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邀请他访问中国。西哈努克表示: 柬埔寨反对附加任何条件的外来

援助，因此得到的美援很少; 柬埔寨严格遵守 1954 年《日内瓦协议》，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持

中立，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不让美国在柬埔寨建立军事基地。在谈到柬中关系时，西哈努克说:

他已经拒绝美国的建议，决定不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建交，不承认在法国殖民时期台湾派驻金边

的外交代表; 亚非会议以后，他计划到中国访问④。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的友善态度给西哈努

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柬埔寨“无需担心他们会来干涉我们的内部事务，中

国人是我们的朋友”⑤。尽管如此，西哈努克对柬埔寨的安全局势仍不完全放心，尤其是害怕越南

共产党的存在。所以，他在对外关系方面紧守中立政策，左右逢源，尽量不得罪冷战中的任何一

方，保留回旋余地。在大国之间搞平衡是柬埔寨作为小国在东西方冲突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手段。
1955 年 5 月 16 日，柬美正式签订“军事防御协定”，此举引起中国领导人不满。6 月 22 日，周恩来

致信印度总理尼赫鲁，指出: 柬美“军事防御协定”的很多条款与《日内瓦协议》背道而驰⑥。

二、推动中柬建交

1955 年，柬埔寨政坛风云突变。3 月，西哈努克出人意料地将王位让给其父，另外组建“人民

社会同盟”( People’s Socialist Community) ，自己担任主席。摆脱了王位的束缚以后，西哈努克可以

不用再高高在上，远离政治，可以直接带领自己的政党同国内的政治对手进行角逐。在 9 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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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选举中，他的“人民社会同盟”大获全胜，随后组成了以他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政府①。新政

府成立后，西哈努克立即向外界阐明外交原则: 柬埔寨的中立政策不变，不同外国缔结军事同盟，

不向外国提供军事基地②。在国内，西哈努克实行“防变为主，防共为辅”的方针③，抓住农村选票，

同时平衡城市中不同社会集团( 军队、知识分子、商人、僧侣等) 的势力，让他们互相牵制，以维护自

己的政权稳定④。
万隆会议以后的两年中，中柬关系发展的步伐迈得不大，主要是西哈努克执行所谓不偏不倚

的严格“中立政策”，不同分裂国家中的任何一方建交。根据这个原则，柬埔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交。1956 年 2 月，西哈努克访问北京。在同周恩来会谈时，他再一次确认柬埔寨的中立政策，

表示柬中关系目前先通过间接方式保持接触，周恩来表示同意。毛泽东在会见西哈努克时，得知

中柬目前建交还有困难，就耐心地说:“让我们看，建交好嘛; 柬埔寨处境困难，我们可以等待。”⑤

九个月以后，周恩来首次访柬，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侧重经贸领域的合作。从 1956 年开始，

中国启动对柬经济援助，无偿提供物资和商品，援建成套设备项目。柬埔寨成为中国对非社会主

义国家进行无偿援助的第一个国家。柬埔寨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⑥。周恩来敦促柬埔

寨华侨遵守当地法律的做法打消了西哈努克不少顾虑⑦。
周恩来对柬睦邻外交的坚持不懈使美国官员坐立不安。与周恩来认可西哈努克中立政策的

态度相反，美国官员对西哈努克在冷战中持中间立场并寻求发展对华关系非常恼火。1956 年 5 月

31 日，美国驻柬埔寨大使罗伯特·麦科林托克( Ｒobert McClintock) 向国务院汇报说，中国正对柬埔

寨展示和平共处的“灿烂笑脸”，旨在“破坏亚洲自由国家的团结”，分化东南亚条约组织。他呼吁

华盛顿加大对亚洲盟国和中立国家援助的力度，以抗衡中国的和平攻势⑧。美国外交官的表述从

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对柬和平外交的成效。
1957 － 1958 年间，柬埔寨同泰国和南越的关系急转直下，剑拔弩张⑨。先是泰国出兵夺取位于

泰柬边境有争议的历史古迹柏威夏寺( PreahVihear) ，并与柬断交瑏瑠。接着 1958 年 6 月，南越士兵

进入柬埔寨领土，并擅自将界碑向柬境内移动两公里。西哈努克恳求美国出面阻止西贡吴庭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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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侵略行为，但遭美方拒绝。西哈努克怀疑华盛顿在为南越撑腰①。尽管中柬尚未建交，但中国

政府却立即明确表态，支持柬埔寨。6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陈毅发表讲话说:“我们坚信，正义

在柬埔寨人民这一边。”这个表态使西哈努克确信中国是柬埔寨抵制美国和南越压力的一个可依

靠的朋友，从而也坚定了他与中国建交的决心②。
同泰国和南越的领土争端是影响西哈努克外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东西方

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西哈努克对美国的失望促使他调整外交政策，更寄希望于中国的支持。7 月

17 日，他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和内阁会议，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8 日，他向周恩来发出两国建

交的提议。翌日，周恩来回复，同意和柬建交并表示中国将尽力支持柬埔寨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③。
西哈努克同中国建交的决定使美国政府大为不满。美国驻柬大使卡尔·斯特罗姆( Carl W．

Strom) 于 7 月 25 日约见西哈努克，指责柬埔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哈努克为他的中国政策辩

护，强调中国是柬埔寨的邻国，是一个现实存在。在谈到柬埔寨和南越的关系时，西哈努克说，尽

管法国殖民时期划定的柬越边界对越南有利，但是越南人还不满意，他们老是要蚕食柬埔寨领土。
他告诉斯特罗姆，和中国人相比，柬埔寨人更害怕越南人④。

美国人的骄横经常使西哈努克很不愉快。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却一直对他保持友善的态

度。1958 年 7 月 24 日，周恩来对柬驻华经济代表团团长杨安( Yong Aun) 说，中国知道西哈努克所

面临的困难，将尽量提供援助，帮助柬埔寨度过难关⑤。8 月，西哈努克对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同

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⑥。西哈努克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很关心柬埔寨的内政外交，

询问他对美国的看法。西哈努克觉得，毛泽东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不像有些西方领导人( 除了

戴高乐) 那样傲慢⑦。

三、支持柬埔寨维护领土主权

1959 年以后，柬埔寨被越来越深地拖进越南的战火之中。为了用武力推翻吴庭艳政权，北越

开始建立为南越共产党运送人员和武器的秘密运输线( 即“胡志明小道”) ，该运输线穿越柬埔寨的

东部领土。为了阻断北越对南越的渗透，西贡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加大了对柬埔寨的攻击，频繁

入侵柬领空和领土。
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柬埔寨表示坚决的支持，他于 1960 年 5 月再度访柬。在金边的欢迎大

会上，他重申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柬埔寨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在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

合声明》，其中特别提到，两国谴责任何用武力侵犯邻国的企图⑧。12 月中旬，西哈努克再次踏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1870 － 1969 : From Curiosity to Confrontation，New York: Ｒoutledge Curzon，2004，

p． 64; Bitar，“Bombs，Plots and Allies: Cambod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1958 － 1959，”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Vol．
14，No． 4，Winter 1999，p． 151．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 － 1969》，第 50 页; 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年，第 43
页。
陈叔亮:《中柬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 1 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年，第 61
页。
Strom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July 25，1958，FＲUS，1958 － 1960，Vol． 16，Washington，D． C．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2，pp． 240 － 243;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New York: Ｒoutledge Curzon，2004，p．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中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54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 《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 － 1975》，第 240 － 24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949 － 1976》中卷，第 161 － 164 页。
Norodom Sihanouk with Wilfred Burchett，My War with the C． I． A． ，Middlesex，U． K． : Penguin，1973，pp． 203 － 204．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 － 1969》，第 50 页;《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 － 1975》，第 277 － 2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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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签署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①。条约明确规定: 缔约双方保证

互不侵犯，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同盟②。这样，柬埔寨就在法律上保证不会参加美国组织的军

事集团。
在周恩来的精心呵护下，中柬关系不断往前推进。《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使两国关系

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20 世纪 60 年代上半期，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互相配

合，保持一致，这些问题包括: 老挝内战、中印边界纠纷、《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等。西哈努克呼吁

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两个中国”做法。他还非常关心中法建交，协助中国和国际社

会建立联系③。他赞扬中国 1964 年的原子弹试验对“抵制帝国主义的核威胁有很大意义”④。从

60 年代初开始，随着中国和苏联以及大部分东欧国家渐行渐远，柬埔寨很快成为中国和外部世界

保持联系的一个难得窗口和渠道。

四、作出给柬埔寨的安全承诺

1963 年是西哈努克与美国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的一年，因为美国不仅继续支持泰国和南越向

柬埔寨施加军事压力，还鼓励它们庇护流亡在外反西哈努克组织，比如，西贡向西哈努克的政治死

对头———山玉成的“自由高棉”( KhmerSerei) 运动提供训练和武器装备，支持他们袭扰柬埔寨。
“自由高棉”运动从南越向柬埔寨播送反西哈努克的广播⑤。

西哈努克迫不得已只有更寄希望于中国领导人。2 月 15 日，他又到北京，对毛泽东说，泰国将

他视为死敌，南越常派飞机越境轰炸柬埔寨的村庄，导致很多柬埔寨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毛泽

东要西哈努克不要在泰国和南越的压力面前低头，并用最近伊拉克的政变教训告诫西哈努克要注

意国内的政变可能，务必牢牢地掌握军队⑥。三个月以后，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访柬，以示支持。
在刘少奇出访之前，西哈努克由于听说台湾方面准备在金边搞爆炸以破坏此次访问的情报，曾建

议不定期推迟刘少奇访柬。周恩来考虑再三后认为: 这是新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不

定期的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他建议刘少奇按原计划访柬，但可以把日期提前，缩小或取

消群众场面⑦。刘少奇如期访柬。在柬逗留期间，他观看了“人民社会同盟”成就展，走访了中国援

建的纺织厂，并与柬埔寨发表联合声明。在刘少奇访柬之后，西哈努克感叹: “中国主席是用生命

把友谊送来。”⑧

与此同时，南越的动荡在不断加剧。整个夏秋季，佛教团体组织的游行示威如火如荼，声势浩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Ｒ． B． Smith，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 War，Vol． I． Ｒevolution versus Containment，1955 － 1961 ，New York: St． Martin
＇s Press，1983，p． 238．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 － 1969》，第 50 － 51 页。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 《有关西哈努克对中法建交的看法》，1964 年 1 月 1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6 －
00824 － 01;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柬报评论中法建交问题》，1964 年 1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6 －
00824 － 01。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致外交部电:《柬埔寨对我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及赫鲁晓夫下台的反应》，1964 年 10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

档案馆，档号 113 － 00396 － 08。
Kenton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1870 － 1969 : From Curiosity to Confrontation，New York: Ｒoutledge Curzon，2004，

p． 100．
《毛泽东主席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记录》，1963 年 2 月 15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204 － 01509 － 03; 又见康岱沙:《在柬埔

寨的日子》，程湘君主编:《女外交官》，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年，第 476 － 477 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 － 1976》下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722 － 723 页; 王幼平: 《去金边执行特殊使

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 1 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第 66 － 82 页。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 － 1969》，第 5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刘少奇年谱，1898 － 1969》下卷，北

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第 575 － 576 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 － 1976》下卷，第 7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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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吴庭艳政权威信扫地。11 月初，南越军官发动推翻吴庭艳的流血政变。吴庭艳一夜之间就

命丧黄泉，这使西哈努克不寒而栗，也向他敲了警钟。他意识道，如果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以如此冷

酷地支持南越亲美军官推翻吴庭艳的话，它也可能用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不听话的他。西哈努克于

1963 年 11 月决定停止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①。
中国领导人称赞西哈努克敢于同美国叫板的勇气，支持他的外交政策。1964 年 2 月 7 日，邓

小平以代理总理的身份对柬埔寨驻华大使西索瓦特·西里克·马塔克( Sisowath Sirik Matak，又译

“施里玛达”) 说: 重要的是西哈努克领导下的王国政府有独立的政策，有民族自尊。过去被别人踩

在脚底下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了。当马塔克提到柬埔寨希望召开国际会议保证柬埔寨中立时，邓小

平马上表示: 我们衷心支持你们召开这个会议②。
5 月 23 日，周恩来在接见柬埔寨议会代表团时，也赞扬西哈努克终止美国军事援助的决定，并

谴责美国是制造印度支那动乱的罪魁祸首。他指出: 南越和老挝的混乱局面都是美国干涉的结

果，“泰国和南越如果没有美国撑腰就不敢向柬埔寨挑衅。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勇敢地站出来，批评

美国，不要美援是值得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钦佩的”。在谈到中柬关系时，周恩来说:“这次你们

来，中国人民对你们特别欢迎。因为亲王领导下的贵国民族独立发展，值得尊敬。我们本来是好

朋友，现在更加亲切。”③

1964 年 8 月初，美国约翰逊政府以“东京湾事件”为由，扩大对越南的干涉，使印度支那的紧张

气氛更加升温。9 月底，心急如焚的西哈努克到达北京，利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15 周年庆祝活

动的机会，急切希望获得中国更明确的安全保证。有西方学者说，西哈努克甚至准备终止中立政

策，与中国缔结共同防卫条约④。
西哈努克在北京访问时，同周恩来举行了三次详细会谈。周恩来不仅向他详细解释中国对柬

埔寨的安全承诺的含义，制定对柬军事援助的具体措施，还帮他安排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越
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的三国四方会谈。在 9 月 28 日举行第一次会谈中，西哈努克

希望他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合作是互利的。他对周恩来说:“在我提出帮助之前，希望能由

他们方面作出一些表示，尊重柬埔寨领土完整、主权，承认柬埔寨的现有边界包括一些西贡现在所

要索取的沿海岛屿。”周恩来认为西哈努克的建议“非常正义，非常有说服力”。西哈努克担心他同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合作会“引起美国和西贡的报复”。周恩来叫西哈努克不要怕，说“这是

英明的措施”。周恩来接着针对美国的威胁向柬作安全保证，他指出:“当我们说‘美国侵略越南民

主共和国就是侵略中国’，‘美国侵略柬埔寨，中国就要全力支援’的时候，我们是懂得和准备着美

国要全面宣战的。我们有了准备以后，如果它敢来，它就将陷在广大的中国泥坑和人海里。”周恩

来强调，中方要在西哈努克这次访华的联合公报中明确阐述上述立场。西哈努克对中国的支持表

示感谢，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是老朋友了。”⑤

①

②

③

④

⑤

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1870 － 1969 ，New York: Ｒoutledge Curzon，2004，p． 101; Osborne，Sihanouk，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p． 160 － 161．
外交部档案馆编:《伟人的足迹: 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年，第 48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邓小平年谱，1904 － 1974》下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第 1795 － 1796 页。
《周总理接见柬埔寨参加中柬通航典礼的议会代表团和其他客人的谈话纪要》，1964 年 5 月 23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档

号: 1 － 35 － 116。
Allen Whiting，“The Sino － Soviet Split，”in Ｒ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The People’s Ｒepublic，Part 1: The Emergence of Ｒevolutionary China，1949 － 196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 534．
《周恩来总理同西哈努克亲王谈话记录》，1964 年 9 月 28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204 － 01548 － 01。



·30· ［美］翟 强: 周恩来与中柬合作关系的建立 ( 1954 － 1965 年)

10 月 1 日，西哈努克同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西哈努克希望在支持柬埔寨的问题上中方能

说“美国侵略柬埔寨就是侵略中国”这样的话。周恩来解释说，虽然他在第一次会谈中表述的“美

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就是侵略中国”和“美国侵略柬埔寨，中国就要全力支援”两句话字面上不

同，但实质的安全承诺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柬埔寨是中

立国家，如果中国说“美国侵略柬埔寨就是侵略中国”，就会给人一个柬埔寨是中国的盟友的印象，

这样不利于柬埔寨的中立形象，但是，一旦柬埔寨遭到侵略，中国会全力支持，包括派出军事人

员①。
10 月 4 日，西哈努克在同周恩来举行第三次会谈时，介绍了他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

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线党的代表没能就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问题达成一个书面协议的经过。
周恩来虽然同情西哈努克的处境，但对越南人不愿以法律书面形式承认柬埔寨现有边界的态度也

无能为力，他只有向西哈努克强调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老挝爱国战线党

结成统一战线、团结抗美的重要性②。
1965 年 4 月，柬埔寨和美国的关系降至冰点。月初，美国一家杂志发表文章，批评西哈努克的

母亲在金边通过开妓院赚钱。月底，美国军机越过越柬边界，轰炸柬埔寨村庄，造成无辜村民死

伤。西哈努克极为愤怒，于 5 月和美国断交③。西哈努克敢于走这一步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

对柬作了安全保证。二是美国的越战政策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戴高乐总统就公开反

对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这样的国际舆论使西哈努克相信美国的越战政策不会成功。三是为

西哈努克出谋划策的法国顾问和助手都鼓励他同美国断交④。
利用参加中国国庆庆典的机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国际局势成了西哈努克这两年外交活动中

的固定项目。1965 年 9 月底，他又去北京参加中国国庆盛会。29 日，他同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大

加赞赏他同美国断交的决定，说“这很好，很不容易”。西哈努克向毛泽东介绍柬国内的社会和经

济情况⑤。11 月下旬，西哈努克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朗诺( Lon Nol) 率军事代表团到北京，和中方

商谈如何将中国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物资通过柬埔寨运输到南越的问题。朗诺回国向西

哈努克汇报以后答复说，柬埔寨同意协助中国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运输物资。中国的大批物

资支持对越南取得抗美斗争的最后胜利起了关键的作用⑥。

五、结 论

从 1954 年至 1965 年，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与呵护下，中国和柬埔寨建立和保持了一个友好的

双边关系，两国领导人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互相配合与协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中国

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阿尔巴尼亚这些社会主义盟邦保持了密切的经济

和军事关系。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受到美国的巨大军事压力时，中国向越南民

主共和国作出过安全承诺。但是，对于柬埔寨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不同的中立国家，中国不仅提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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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ymer，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New York: Ｒoutledge Curzon，2004，pp． 124 － 125; Osborne，Sihanouk，Honolulu: Un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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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borne，hanouk，Honolulu: U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4，p． 164．
《毛泽东接见西哈努克谈话记录》，1965 年 9 月 29 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号 106 － 01521 － 01。
康岱沙:《难忘在柬埔寨的岁月: 忆陈叔亮大使外交生涯片段》，外交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编委会主编:《当代中国使节

外交生涯》第 5 辑，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年，第 25 － 27 页; Marie Alexandrine Martin，Cambodia: A Shattered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pp． 92 － 93．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31·

经济和军事援助，还作出安全保证，这在中国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经历中是极其少见的，因

此，可以说中柬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在美国官员的眼里，西哈努克是一个情绪不稳定、急躁冲动、朝三暮四、花花公子型的领导人。

但周恩来在和西哈努克交往时，总是表现得落落大方，以礼相待，细心周到，有来有往。面对西哈

努克在外交上经常出现的左右摇摆，前后观望，举棋不定，周恩来表现出充分的耐心，求同存异，细

水长流。周恩来在同柬埔寨代表团谈话时，经常使用“好朋友”、“老朋友”这样的字眼，平实亲切。
与周恩来交谈，西哈努克丝毫没有与西方大国领导人谈话时的那种悬殊感。在西哈努克那充满传

奇色彩的、不平凡的政治生涯的多个危难关头，不管是 1964 年他面对美国和南越的巨大军事压力，

还是 1970 年他因为国内发生军事政变而落魄异国他乡，都是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及时向他伸出救

援之手，为他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
在 1954 至 1965 年这段时期中，周恩来在处理柬埔寨问题时，总是从反美斗争的战略大局着

眼，抓住主要矛盾，不厌其烦地做西哈努克的工作，理解他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窘迫处境，争取他对

中国的好感与配合。中柬两国的合作给双方都带来益处。从西哈努克的角度看，中国不仅提供了

他所急需的经济援助，还在他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施以军援之手，作出安全承诺。由于得到中

国的坚定支持，他敢于同有美国撑腰的南越和泰国抗衡，敢于顶撞美国，甚至停止接受美援并同美

国断交。从中国领导人的角度看，防止柬埔寨参加美国在东南亚构建的反华阵线是首要目标，周

恩来成功地说服西哈努克坚持柬埔寨的中立外交政策，没有像泰国和菲律宾那样，加入到美国的

反华包围圈中去。周恩来推动西哈努克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老挝爱国战

线党的合作，使柬埔寨成为越南战争中越南北方向南方运输人员和物资的重要通道。此外，由于

西哈努克是国际舞台上的活跃人物，周恩来通过他向世界传递中国的声音，扩大中国的影响。比

如，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北京通过西哈努克向亚非中立国家表达中国的观点和立场。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代表权、台湾、核武器等问题上，西哈努克都支持中国的主张和看法。这一时

期中柬友好合作局面的打开，是周恩来在外交上为了对抗美国这个主要敌人而运用统一战线策略

的一个成功案例。
中柬关系这个案例反映了冷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几个特点: 第一，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和大部

分的 60 年代，中国领导人一直视美国为主要对手。在中国对柬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如何防止柬埔

寨倒向美国一边一直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考虑因素。对他们来说，柬埔寨具有极其重要的地

缘政治意义: 它靠近中国南疆，地处印度支那这个冷战的热点地区，经常身不由己地被圈入到越南

的战火中去，是冷战双方都非常关注的地方。鉴于美国想方设法地要把柬埔寨变成其反华包围链

上的一环，周恩来通过坚持不懈地争取西哈努克，同他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来巩固中柬合作的基

础，扩大中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抵制美国拉拢柬埔寨的企图。
第二，周恩来对西哈努克中立政策的认可，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冷战时期中国对中立运动看法

的变化过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一度效仿苏联的做法，谴责中立主义。但是从 20 世

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他们不再批评中立主义，开始承认和重视中立主义在世界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和正面意义。由于西哈努克倡导中立外交，又活跃于不结盟运动，因此，处理好与西哈努克的关系

有利于扩大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周恩来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国家为“东南亚新型国

家”，并鼓励西哈努克仿效他们的政策。和周恩来理解和支持柬埔寨的中立路线形成鲜明反差，美

国领导人尽管在口头上有时也会表示支持中立主义，但在骨子里却反对中立政策，认为信奉中立

主义的人是天真幼稚，是非不分，容易被共产主义利用。
第三，由于历史上东南亚封建朝廷之间的经年征战和领土侵吞，再加上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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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时重新划界所留下的后遗症，东南亚国家之间大多存在民族恩怨和领土纠纷。柬埔寨与其邻国

( 泰国、越南、老挝) 都有边界矛盾，所以，中国领导人力挺柬埔寨维护领土主权的立场也会不可避

免地影响到中国与其他东南亚国家( 特别是越南民主共和国) 的关系。对于周恩来在柬埔寨与南

越的边界争端中支持西哈努克的做法，北越领导人怎么看? 北京同河内在这个问题上是如何沟通

的? 目前，由于涉及敏感的中越关系，有关上述问题的相关中越档案都尚未公布。但从越南战争

以后柬埔寨问题成为中越反目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一最终结果来看①，越南共产党领导人当年对中

国在柬越领土争执中站在柬埔寨一边的做法一定是非常不满的。
1954 至 1965 年间周恩来对中柬关系的处理和探索，是新中国与亚洲国家交往史上的一段重

要的经历。从后来的发展看，这段经历所留下的丰富经验为日后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制定打下了基

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有用的先例。
最后，提一下本文没有涉及的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决策者在处理与柬埔寨的关系时，除了考

虑美国这个主要因素外，也考虑过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因素。由于柬埔寨和南斯拉夫都是不结盟国

家，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人之一的铁托在柬埔寨中间派势力中有很大影响。中国驻柬大使馆官员

在发给外交部的报告中时常提到他们对南斯拉夫在柬埔寨影响的担心。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苏关

系破裂后，中国外交官也很警惕苏联在柬埔寨影响的扩大。对于这些问题，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

拟深入探讨，作者将另文论述。第二，本文主要讨论中柬政治和外交关系，对两国之间的经贸、文
化、教育等方面的来往着墨很少。第三，由于受到材料的限制，特别是没有看到中共党际关系方面

的文件( 比如中联部档案) ，本文无法说明周恩来在同西哈努克进行友好交往时是如何平衡与柬埔

寨共产党的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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