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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8 日　 苏 联、 美 国、 英 国、 法 国 四

国外长柏林会议闭幕。会议达成一致协议：于

1954 年 4 月 26 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和平

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2 月 27 日　召集参加日内瓦会议筹备工作

的干部会议。在发言中说：（一）日内瓦会议

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该

积极参与；（二）由于美国政府会多方阻挠，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估计难有大的进展，但我们

仍应力争解决一些问题。

2 月底—3 月　为了开好日内瓦会议，参与

并指导李克农等进行出席会议的一系列准备工

作：（一）阅读有关召开日内瓦会议的大量文件、

电报、资料和情报，以及美国政府致苏联政府

的备忘录和苏联政府的复文等；（二）经常约

李克农等商谈出席会议的准备工作和中国代表

团人选等问题，提出对每个环节都要认真准备，

并组织模拟会议，搞翻译练兵；（三）主持拟

定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原则等问题的

各项文件；（四）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汇报准

备工作情况，参与研究出席会议的原则、方针

等。［1］

3月 2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会议原则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

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初步意

见》指出：“关于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议的达成，

是苏联代表团在柏林四外长会议上一项重大的

成就。单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日内瓦会议

一事看来，它已使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工作前

进了一步。”“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

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

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

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上，即

使美国将用一切力量来破坏各种有利于和平事

业的协议的达成，我们仍应尽一切努力务期达

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

甚至是临时的或个别性的协议，以利于打开经

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初步意见》

［1］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

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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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活动纪事

■ 熊华源 

 1954 年 4月至 7月，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

这次重要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

次重要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外交史上的重要一页，对亚洲地区乃至整个世

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篇纪事，根据大量第一手历史档案资料、当事人回忆录

或回忆文章，同时参考有关年谱和传记作品以及其他相关材料等，整理和编写而成，比较

全面、系统和真实地反映了周恩来为争取和维护亚洲国家民族独立、增进中国同与会各国

的了解与友谊、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友好合作，以及对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保卫世

界和平而作出的艰辛努力，反映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外交家，为确立新中国在世界

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打开新中国外交工作新局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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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代表团拟以周恩来、张闻天、王

稼祥、李克农及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五人组成。

准备工作现正由李克农、章汉夫、李初梨三同

志成立领导小组进行。”［1］

3 月 3 日　中国政府复电苏联政府：中国接

受苏联根据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协议发来的邀请，

同意派出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2］

3 月 6 日、10 日　会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外务相南日，商谈中朝双方出席日内瓦

会议讨论朝鲜问题的准备工作事宜。

3 月 8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批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方

案的初步意见》。

3 月上旬　致电越南中国军事顾问团：在日

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

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样，

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3］

3 月中旬初　审改定稿的中共中央致胡志

明［4］和越南劳动党中央的电报发出。电报说：

日内瓦会议已定于 4 月 26 日召开，请立即进行

准备工作；请胡志明在 3 月底或 4 月初来北京

一谈，并赴莫斯科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

3 月 29 日　晚 7 时 30 分，会见胡志明，商

谈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方案。

3 月 31 日　下午 3 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报告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

准备工作的各项意见。会议批准周恩来报告的

意见，并委托他赴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商谈出席

会议的有关事宜。

4 月 1 日　晨 7 时，启程飞莫斯科，同行的

还有胡志明和南日。

4 月上旬　出席有苏联、中国、朝鲜、越南

四国领导人参加的日内瓦会议预备会议，磋商

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

［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46、347 页。　　

［2］参见《我中央人民政府答复苏联政府  同意派全权

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

参加日内瓦会议》，《人民日报》1954 年 3 月 4 日。　

［3］《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48 页。　

［4］ 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

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题。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出席。

4月 12日　下午 2 时，由莫斯科返抵北京。

4 月 19 日　下午 4 时 30 分，应约会见印度

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就亚洲形势和日内瓦会议

的有关问题回答他的提问。强调：“日内瓦会

议是不应该让它失败的，但是美国显然要阻挠

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协议，特别是要威胁法国，

使它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在朝

鲜问题上，美国是要造成一个僵局。”因为，

“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它就散布这种说法，

说日内瓦会议不会在朝鲜问题上有何进展。很

显然，美国是想作出一个僵局来，以便继续占

领台湾、武装日本和维持远东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一、美国要侵

入亚洲，这是肯定的；二、亚洲各国和人民所

要解决的是如何自救的问题，这就是要团结友

好，反对侵略，不参加军事侵略性的集团；三、

要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它们面临着两条任选

其一的道路，要么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

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么它们拒绝这条

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

掉一切而且还会永远被亚洲人民所唾弃，这将

是两头失塌。中心问题是亚洲国家和人民如何

能够自救。”［5］

同日　晚 7 时 , 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商谈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有关问题。

同日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

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6］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

识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17 页。　

［6］ 参见《我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已经中央人民政

府任命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首席代表 》，《人民日报》

1954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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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前夕　在中国代表团［1］全体成员

会议上讲话。讲话说：尽管我们过去在国内谈

判有经验，跟美国人吵架有经验，但那是野台

子戏，那是无法无天，什么也不怕的，闹翻了

也就那么回事；当然我们谈判还不是为了闹翻。

就是说，那时我们进行谈判的范围小，有什么

就说什么。又说：现在，我们是登国际舞台了，

又是一个大国，你总要唱一点文戏吧，文戏中

也有武戏，但总归是一个正规戏、舞台戏。有

好几个兄弟国家参加，要配合，要有板有眼，

都要合拍，又是第一次唱，所以还是要本着学

习的精神。［2］

4 月 20 日　晨 5 时，率领中国代表团飞离

北京赴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夜宿新西伯利亚，

21 日下午飞抵莫斯科。

4 月 21 日—23 日　 其 间， 和 王 稼 祥 同 苏

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格·马·马林科

夫、维·米·莫洛托夫［3］，以及胡志明、范文

同［4］会晤，商讨日内瓦会议议程中的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问题。会上，越方提交《关于印度支

那形势和策略方针的意见》文件。其间，还同

莫洛托夫、南日会晤，商讨日内瓦会议议程中

的朝鲜问题。

4 月 24 日　下午 3 时 30 分，经柏林飞抵日

内瓦，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书面声明指出：“日

内瓦会议就要举行了。”“亚洲这两个迫切的

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

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

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

［1］ 中国代表团组成如下：首席代表周恩来，代表张闻

天、王稼祥、李克农，秘书长王炳南，顾问雷任民、师哲、

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

王倬如、雷英夫。参见《前往出席日内瓦会议  周外长率

领代表团启程》，《人民日报》1954 年 4 月 21 日。　

［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2 页。　

［3］ 尼·谢·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格·马·马林科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维·米·莫洛托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

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部长。　

［4］ 范文同，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兼代理外交

部部长。　

议”，“并热烈地期望着会议的成功”。［5］

同日　下午，到机场迎接以莫洛托夫为首

席代表的苏联代表团。

4 月 25 日、26 日　中国、苏联、朝鲜三国

代表开会，磋商我方在会上发言的有关问题。

会议商定：我方先由朝鲜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

第一次发言，提出关于和平统一朝鲜、撤退一

切外国军队、由主要国家共同保证促成朝鲜和

平统一的方案，然后再由周恩来、莫洛托夫依

次发言，支持朝鲜代表的主张。［6］

4 月 26 日　下午 3 时，日内瓦会议在国联

大厦开幕。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英国、

法国、美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

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

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

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会议

通过由泰国外交部部长旺·威泰耶康（即拉那底）

亲王、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

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依次轮流担任会议主席。

同日　和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王炳

南等出席莫洛托夫举行的宴会。

同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

报告经商谈后确定的近两天中我方三国代表的

发言安排及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

4 月 27 日　下午 3 时，日内瓦会议第二次

全体会议开始讨论朝鲜问题。南日发言提出关

于恢复朝鲜的国家统一和举行全朝鲜自由选举

的具体建议。

4 月 28 日　率中国代表团参观万国宫［7］。

同日　下午 3 时，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第

三次全体会议。在发言中，全面阐述中国政府

对亚洲问题、特别是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

的立场，表示支持南日关于恢复朝鲜国家统一

的三项建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巩

固远东和平的利益和朝鲜人民的民族利益”，

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极为重视”。“南日

［5］《我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  周恩来外长在机场发表

书面声明》，《人民日报》1954 年 4 月 26 日。　

［6］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3 页。　

［7］ 万国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联大厦旧址，1946

年成为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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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相的建议，是完全公平合理的。我们希望

会议的参加者郑重地考虑这一建议，使这一建

议成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基础。”［1］

同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

报告三天来会议的情况。电报说：（一）“根

据三天会场情况看来，朝鲜问题的讨论形成敷

衍局面，因美国不打算解决问题，法国对朝鲜

问题又不便发言，英国也表示不想发言。”（二）

“皮杜尔［2］急于要商谈印度支那问题”，现在“已

与莫洛托夫接触，并表示愿经苏方与我见面”。

他在会外亦设法同中国代表团人员往来。因此，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有提早讨论的可能。［3］

4 月 29 日、30 日　两天下午，出席讨论朝

鲜问题的第四、第五次全体会议。

4 月 29 日　晚上，宴请苏联代表团。

4 月 30 日　上午，会见印度驻瑞士大使贡

德维亚。

同日　中午，应邀出席莫洛托夫的宴会，

并经莫洛托夫介绍同一道出席宴会的英国代表

团首席代表艾登谈话，就朝鲜、印度支那、中

英关系、英美关系和五大国问题交换意见。在

艾登责问中国对美国“以怨报德”时，回应说：

“美国帮助蒋介石压迫和屠杀中国人，怎能不

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4］

5 月 1 日　出席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

和朝鲜、韩国外长举行的关于朝鲜问题的一般

性非正式会谈。会上 , 驳斥美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出的关于朝鲜

问题备忘录中的四点意见，指出：朝鲜战争是

美国侵略朝鲜、干涉朝鲜内政。美国还同时侵

占了台湾，美国是真正的侵略者。［5］

同日　晚上，宴请南日。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5、37 页。　

［2］皮杜尔，即乔治·皮杜尔，当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法国代表团首席代表。　

［3］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4 页。　

［4］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中央文献

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03-206 页。　

［5］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4、

355 页。　

同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

介绍 4 月 30 日同艾登就朝鲜、印度支那、中英

关系和英美关系等问题交换意见的情况。电报

指出：“朝鲜问题讨论中迄今北大西洋国家除

土耳其外尚无一国发言支持杜勒斯，印度支那

问题上美虽放了许多空炮，但未吓倒别人，却

吓倒了自己。美企图组织东南亚侵略同盟，但

英国踌躇，反之法要求增加空援，英、美又不干。

总之，美现已无法阻止印度支那的谈判。艾森

豪威尔［6］最近的发言又打了退堂鼓，使杜勒斯

很窘，只有一走了事，将难局留给副国务卿史

密斯。艾登表示杜勒斯已决定下周返美，莫洛

托夫说‘那末我们四个［7］的责任加重了’。看

形势艾登会留下来，皮杜尔也走不了，因戴高

乐派的雅盖和主张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迈耶都

从法国赶来日内瓦，对皮杜尔施压力，但朝鲜

问题究竟能否达成协议现尚看不出来。”［8］

5 月 3 日　下午，在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第

六次全体会议上发言，驳斥美国代表及其追随

者反复提出的荒谬论点。指出：美国发动武装

干涉朝鲜的战争后，操纵联合国“非法地追认

了美国的这一侵略行动。这就将联合国置于朝

鲜战争中交战一方的地位，因而使它失去了公

平处理朝鲜问题的资格”。之后，联合国又“不

顾中国和世界公正舆论关于美军不应越过三八

线的警告，批准了美国扩大侵略朝鲜战争和统

治全朝鲜的计划”。联合国不仅对中国控诉美

国侵占中国台湾的行为置之不理，反而诽谤中

国人民志愿军的反抗侵略、援助朝鲜的正义行

为，诬蔑中国为侵略者。“这些情况严重地破

坏了联合国的威信，并使联合国丧失了处理朝

鲜问题和其他亚洲问题的道义力量。”同时，

“由于美国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来拖延停战谈判，

并阻挠政治会议的召开，就更加证明联合国已

无能处理朝鲜问题，因而我们现在才在这里举

行这个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会议。我们这

［6］艾森豪威尔，即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时

任美国总统。　

［7］四个，指五大国中的苏联、中国、英国、法国。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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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会议同联合国毫无关系。但是，美国代表却

硬要朝鲜人民执行联合国的非法决议，同意由

联合国监督朝鲜的选举，岂非无理之至”。“为

了使朝鲜人民得以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条件下和

平解决自己的问题，有军队在朝鲜的各国应该

达成协议，定期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并表示支持南日的发言，再次提出南日的建议

“应该作为本会议达成协议的基础”。［1］

同日　杜勒斯离开日内瓦返回美国，副国

务卿、副代表比德尔·史密斯接任首席代表。

5月 4日　上午 11 时 20 分，和苏联代表团、

朝鲜代表团代表在机场迎接以范文同为首席代

表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随后，出席中国、

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磋商关于老挝、柬

埔寨参加会议的问题和召开恢复印支和平问题

的会议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军事分界线的问

题等。

同日　下午，出席继续进行关于和平解决

朝鲜问题的一般性讨论。

5 月 5 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

会议。继续磋商关于老挝、柬埔寨参加会议的

问题和召开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会议可能遇到

的问题，以及军事分界线问题等。

5 月 6 日　晚上，出席莫洛托夫招待中国、

朝鲜和越南三国代表团的宴会。

5 月 7 日　在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下，越

南人民军解放越南西北重镇奠边府，迫使法国

政府不得不同意从 8 日开始在日内瓦会议讨论

印度支那问题。

同日　晚上，和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

等出席南日举行的招待中国代表团的宴会。

5 月 8 日　下午 4 时 30 分，日内瓦会议开

始举行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一次全体

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英国、

法国、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兰西联邦印

度支那三个成员国——越南共和国（即南越）、

老挝王国（即寮国）和柬埔寨（即高棉）等九

国代表团。根据与会国家会前磋商达成的协议，

会议主席由艾登和莫洛托夫轮流担任。会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0-42 页。　

范文同在发言中建议邀请高棉抗战政府和寮国

抗战政府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史密斯在发言

中反对讨论会议的成员问题。周恩来在史密斯

发言后说：“我不同意美国代表的意见。我认

为这个会议有权利讨论这个会议的成员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范文同先生的

建议。我们认为他的建议是公平的、合理的。

我提议，我们的会议应通过越南民主共和国代

表团的建议。”之后，周恩来表示支持苏联代

表团的意见，即由苏、英、美、法、中五国在

会外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建议。［2］

同日　晚上，设宴招待范文同、潘英、陈

公祥等越南代表团代表。

5 月 8 日左右　为争取谈判的主动，同越南

代表团磋商释放奠边府战役中俘获的对方重伤

员问题。10 日，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第二次

会议上，范文同发表准备允许运走在奠边府的

法军重伤俘虏的声明。

5 月 12 日　下午 3 时，出席讨论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问题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言，

揭露美法两国的侵略行为，表示完全支持范文

同关于停止印度支那敌对行动和恢复印度支那

和平问题的八点建议。还指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于目前正在它的邻邦进行的战争和战争

扩大的危险，不能不加以密切的注意。中国人

民认为：朝鲜战争停止了，现在，印度支那战

争同样应该停止。”“美国人自己既然在朝鲜

接受停战，为什么又不容许法国人在印度支那

接受停战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干

涉者害怕和平。他们在朝鲜被迫停战后力图继

续保持和加强国际的紧张局势。因此，美国干

涉者就对印度支那战争采取了进一步干涉和扩

大的政策。”“美国干涉者并不讳言他们企图

接替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他们正

在拉拢印度支那的三个所谓国民政府，要直接

训练所谓国民军队。这种政策，既侵犯了印度

支那人民的独立和自由，而且也是在排挤法国，

以便最后将印度支那变为美国自己的殖民地。”

［2］参见《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范文同建议

邀请高棉寮国抗战政府的代表  周恩来和莫洛托夫一致支

持范文同的建议》，《人民日报》1954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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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

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平等协商方

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

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

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

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

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

和平和安全”。强调：会议进入恢复印度支那

和平问题的讨论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任

务就是要在承认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权利的基

础上，停止敌对行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1］

同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

商讨中立国监督停战和国际保证等问题。

5 月 13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央，介绍 5 月 12 日苏联、中国和越南三国代

表会议磋商印度支那停战的中立国监督停战问

题和国际保证问题的情况，以及 12 日讨论恢复

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情况。

同日　致电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韦

国清并报中共中央，指出西方国家正利用奠边

府伤员问题责难苏联，希望能及时得到有关奠

边府敌方伤兵处理情况的材料，以便据此进行

宣传，粉碎敌人阴谋。

5 月 14 日　 上 午 10 时 30 分， 会 见 前 来

拜 访 的 艾 登， 就 恢 复 印 度 支 那 和 平 等 问 题 交

换意见。

同日　下午，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第四次全体会议。

同日　下午，和莫洛托夫等商谈印度支那

问题，决定在 15、16 日两天研究双方所提方案

中分别有哪些共同点和分歧点、哪些是可以同

意的、哪些是尚需保留或争取的。

5 月 15 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

表会议，磋商在限制性会议讨论有关问题时应

该坚持的原则。

同日　 会 见 印 度 尼 西 亚 驻 法 国 大 使 阿 纳

克·阿贡。在谈话中对科伦坡会议的公报发表

意见，指出：“总的看来，或说基本上是好的。

例如，希望印度支那停战、关于中国的意见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23-126 页。　

其中有一点，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这就是科

伦坡公报提到要运用联合国的斡旋和机构来执

行日内瓦会议的协议。”“联合国参加朝鲜战争，

完全没有能力来处理朝鲜问题，对印度支那问

题它同样没有能力来处理。而且剥夺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所应有的地位和权利。而

科伦坡公报却提到联合国，这是公报的一个缺

点。”“还有一点，便是公报中提到‘外来的

共产主义’问题。”“所谓‘外来共产主义的

侵略’，在我们看来是很可笑的。”许多事实

“都说明中国是愿意和一切邻邦维持友好关系，

而没有侵略意图的”。“印尼不准备参加东南

亚军事集团，这是很好的。”［2］

5 月 16 日　晚上，应莫洛托夫的邀请，与

中国代表团和朝鲜、越南代表团到苏联代表团

驻地观看苏联歌剧影片《欧根·奥涅金》和苏

联杂技艺术。几天后，在苏联代表团驻地邀请

苏联、朝鲜和越南代表团观看中国第一部彩色

电影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热烈欢迎。

5 月 17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 央， 介 绍 我 方 主 动 提 出 释 放 奠 边 府 战 役 中

被 俘 的 法 军 重 伤 员 所 带 来 的 积 极 影 响， 认 为

从 目 前 形 势 看 来， 停 战 可 能 性 增 加， 谈 判 已

有 具 体 进 展， 但 美 国 和 法 国 主 战 派 的 破 坏 活

动也会加紧。

5 月 17 日—19 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

和平问题第一至三次限制性会议。在 17 日会议

上发言强调：“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必须包括

政治和军事问题的讨论和决定，才能使印度支

那的和平得以巩固。”“停战问题，自然应该

是包括整个印度支那的停战，那就是包括越南、

寮国和高棉。”［3］

5 月 18 日　晚上，会见经日内瓦前往挪威

奥斯陆出席世界红十字会协会第二十三届理事

会会议的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

5 月 20 日　上午 11 时，回访艾登。在谈到

法国军队从印度支那撤走问题时说：我们希望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63-365 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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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愈早停愈好。朝鲜停战拖延的结果，是李

承晚吃了亏。［1］

5 月 21 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

题第四次限制性会议。经过争论，对方在程序

问题上作出两点让步。这以后，关于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问题的讨论进入具体协商阶段。

5 月 22 日　下午 3 时，出席讨论朝鲜问题

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为了打破由于美国坚持无

理主张而造成的僵局，在会上就南日 4 月 27 日

的方案提出补充建议：“为了协助全朝鲜委员

会根据全朝鲜选举法在排除外国干涉的自由条

件下举行全朝鲜选举，成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对全朝鲜选举进行监察。”［2］

5 月 23 日　下午 3 时，会见根据印度政府

指令、由纽约来访的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克里希

纳·梅农。指出：“现在有人想把会议弄得无

结果而散。美国要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弄得越小

越好，以便训练保大［3］军队使他日后起而消灭

越南民主共和国。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才愿

意停战，否则就要继续战争。”我们承认印度

支那三国情况各有不同，但要求高棉、寮国两

国抗战部队撤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控制地区“这

是办不到的”。要停火，就要进行地区调整。

“如果不进行区域调整双方都不放心，所以必

须调整区域才能停战。”“除谈判停战条件外，

还要有中立国的监察”，“禁止从境外运入军

队和军火的问题”。［4］梅农转达了潘迪特·贾

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提出的关于周恩来总理

回国时顺道访问印度的邀请。谈话进行三个多

小时。

5 月 24 日　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第五次限制性会议休息时，皮杜尔开始主动向

［1］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9 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51 页。　

［3］保大，原名阮永瑞，越南阮氏王朝第十三代皇帝，

1945 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被迫退位，1949 年 6 月在

法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回到越南，以“立宪君主”名义成

立越南国，任“国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37 页。　

周恩来打招呼。

同日　晚上，出席范文同举行的宴会。

5 月 25 日　上午 10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

梅农。在谈话中，详细解释了印度支那停火不

可能不联系到一系列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的道

理，同时对会议上的争执问题阐明了中方的立

场。指出：“要求立即停火，这是一个好的愿望。”

但是，“停火要联系到一系列的问题，不可能

下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印度支那比朝鲜

复杂，因为印度支那的战线复杂，所以要有一

系列的办法。如果这些办法都是军事性质的，

与政治没有联系，那是不可能的。”“有些政

治问题是与停火的实施有关的，如果不加以解

决，就不能获得牢固的和平。”中国参加日内

瓦会议，“正是为了希望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

中国对待东南亚各邻邦的政策，正如中国对印

度的政策一样，希望与它们和平共处，并作它

们的一个和平的邻邦。我们在会议努力寻求共

同点，减少分歧而不是扩大分歧。但是在日内瓦，

有一些人并不是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

还不仅是美国。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同意应该

朝着协助恢复和平的方向努力”。［5］谈话于 12

时 30 分结束。

5 月 27 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

题第七次限制性会议。在会上发言说：在过去

几天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共同点，

同时还有许多差异点。我希望本会议能够根据

这些共同点达成某些协议，以便作为进一步商

谈的基础。同时，对于那些差异点，也应当寻

找方法加以解决”。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

“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对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

对行动的基本原则协议如下：（一）交战双方

的一切武装力量……在印度支那全境同时实现

完全的停火。（二）双方就有关双方占领区的

地区的适当调整和在进行调整时双方军队的转

移，以及可能发生的其他有关问题，开始谈判。

（三）在印度支那全境停止敌对行动的同时，

停止自印度支那境外进入各种新部队和军事人

员以及各种武器和弹药。（四）由双方司令部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日内瓦会议），第 339、340、345、3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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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对停止敌对行动协定

各项条款的履行，进行监督。对上述协定的履

行，并应由中立国委员会进行国际监察。（五）

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负责保证协定的履行。（六）

互相释放战俘和被拘的平民。”［1］

同日　上午 10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艾登。

在谈话中指出：在印度支那三国敌对双方军队

集结地区的原则确定后，在每个国家的具体实

施办法是会不同的，也是要分别讨论的。艾登说，

提议双方达成一个谅解：除非三国都取得协议，

否则，任何协议都不生效。并根据这一谅解，

先讨论越南问题。周恩来表示，同意在这一谅

解的基础上首先谈越南问题。［2］

同日　晚 9 时，宴请梅农。

5 月 28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央，汇报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进展

情况：“目前谈判的整个形势，是前进了一步。

皮杜尔第二次回巴黎，受到国内压力，趋向于

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美国却支持保大等

在此进行破坏，企图使问题不得解决。［3］

同日　晚 7 时 30 分，宴请梅农。出席的还

有印度驻日内瓦总领事萨马·塞恩。

5 月 29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央：昨晚，莫洛托夫同艾登对英国代表团的

建议进行了修改。“如今日会上美国代表不再

捣乱，即可就此达成协议。”随电发出这个修

改后的建议。［4］

同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

八次限制性会议。会议通过英国代表团提出的

三项建议，并形成以下决议：“一、双方司令

部代表应立即在日内瓦会晤，双方亦应在当地

建立联系。二、他们的首项任务应为制订越南

的各集结地区。三、他们应尽速向会议提出他

们的报告和建议。”［5］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36-139 页。　

［2］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60 页。

［3］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61 页。　

［4］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61 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218 页。　

同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

一致认为：为使日内瓦会议继续进行，并在停

战的各项原则上取得协议，就应同意双方司令

部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本日，将三国代表

会谈意见电告中共中央，并请即转胡志明并越

南劳动党中央。30 日，在得到中共中央、越南

劳动党中央同意中、苏、越三国代表会谈意见

的复电后，致电韦国清转越南劳动党中央并告

中共中央：经与范文同商妥，同意邓性［6］来日

内瓦与谢光宝、何文楼［7］同任越南人民军总司

令部的军事代表，以谢为首席代表。

5 月 30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央，汇报关于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

议的进展情况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同日　中午 11 时 30 分，会见英国政府前

贸易大臣、英国工党领袖、国会议员哈罗德·威

尔逊和保守党议员罗布逊 - 布朗。在谈话中说：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是一个权利的问

题，而不是一个谈判的问题，中国的这一权利

被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在美国的操纵下，

所剥夺了。”“英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可以起一

些作用的。”“英国可以把它与美国不同的意

见向世界表明，从而也可以影响美国。”又说：

“我们承认英国在亚洲有一些利益，我们也愿

意互相尊重利益。”“中、英的贸易应该按照

两国的需要，以及两国人民的利益来进行。”“关

于威尔逊先生建议中国在英国设立贸易机构，

我们将加以考虑。”［8］在此前后，指示雷任民

多找关系同在日内瓦的威尔逊等和英国贸易界

人士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

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

场。［9］

同日　下午，就如何推动讨论朝鲜问题会

［6］ 邓性，当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作战局副

局长。

［7］ 谢光宝、何文楼，当时分别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

部副部长、国防部作战局副局长，二人均为越南民主共

和国代表团成员。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13 页。　

［9］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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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取得进展一事，同莫洛托夫交换意见。随后，

出席还有艾登参加的莫洛托夫的招待宴会。

5 月 31 日　出席转入对停战监督问题讨论

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九次限制性会议。

发言驳斥史密斯所谓朝中方面破坏朝鲜停战、

抹杀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作用而提出印度

支那停战应由联合国监察的言论。

同日　致电韦国清，嘱其转告越南劳动党

中央：关于在停战谈判中的划区问题上我方的

基本方案和策略的运用问题，是不一样的，不

能混为一谈。“基本方案是我们的内盘子，策

略上如何运用则须根据情况灵活运用，并非一

开始就把我们的基本方案提出来。”

同日　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

商定草拟交战双方混合委员会、中立国监察委

员会和国际保证的几条原则，以便统一三国代

表团的认识。

6 月 1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 央： 威 尔 逊、 罗 布 逊 - 布 朗 和 艾 登 共 同 向

雷任民表示，欢迎中国在伦敦建立常设商务机

构。为了推进中英关系，建议我们可向英国正

式提出设立常设商务机构问题。此机构应享有

完全的外交权利和地位，实际上是一个外交机

构。［1］3 日，经商莫洛托夫等苏方代表后，再

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提出“仍以

由谈判代表处兼做（商务代表处）为好”。［2］

同日　下午，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

代表会议。在会上提出关于划区的原则和有关

谈判的方针。莫洛托夫表示：苏共中央同意中

国代表团的意见。

同日　晚 8 时，出席艾登举行的宴会。表

示同意将像英国派谈判代表到北京那样，中国

也将派谈判代表去伦敦。宴会于 10 时结束。

同日　晚 10 时 15 分，前往格莱斯特别墅

拜访皮杜尔，说明中国参加会议的目的。指出：

“我们来日内瓦开会是要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

我们只能使会议成功，不能使会议失败。只要

大家具有这样的决心，会议的工作是会有迅速

进展的。”“我们认为，从印度支那人民的利

［1］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64 页。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397 页。　

益和法国民族的利益来说，战争应该停止。我

们站在领邦和国际事务的立场上来说，我们认

为战争是可以、而且应该停止的。我们不应该

设想战争的扩大。”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的

力量来促成停战，不让战争扩大”。针对皮杜

尔谈到印度支那战争如果不能做到“合理的解

决”，他只有建议法国政府“执行放弃政策”时说：

“皮杜尔先生曾经说过，法国要觅取光荣的和平。

我们认为，光荣的和平是可以获得的，和平的

实现对双方都是光荣的，所以提不到什么放弃

政策。”“总之，我们应该从（达成）协议方

面设想，而不应该考虑不能达成协议、增强力

量和扩大战争。如果战争扩大，那对法国的荣

誉不会有多大帮助，其结果只是会像我们中国

俗话所说的‘渔人得利’而已，遭受苦难的是

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法国的传统荣誉将

会受到损失。”“为了获致和平，希望我们多

多共同努力。”“冷战热战都应停止，我们所

要求的是和平。”［3］

6 月 2 日　上午，出席中国、苏联、朝鲜三

国代表会议，商定本周内争取召开一次朝鲜问

题大会，以及我方的发言次序和内容，并拟由

苏方提出《日内瓦与会各国对于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草案》。

同日　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第十次

限制性会议，讨论对印度支那停止军事行动协

定的履行实施监督问题。在会上发言，表示支

持莫洛托夫关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成员的建议，

驳斥史密斯“只有非共产主义国家才能是中立

国”的说法，强调：“如果说共产主义国家不

是中立国，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中立国了，因为

每个国家不是属于这种政治思想，便是属于那

种政治思想。”“史密斯先生喜欢运用朝鲜停

战的经验”，那么朝鲜停战协定第 37 款中“规

定中立国的定义便是没有参加朝鲜战争的国

家”。“这一定义是双方签了字的，我想也适

用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停战谈判上。”［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268-270 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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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　针对法越双方在同意同时设置交

战双方代表组成的混合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

员会后产生的新的分歧，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第十一次限制性会议上再次阐明我方立场。

指出：混合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这

两种组织是平行、分工而相互有关的，不是哪

一个机构在哪一个机构之上，更非中立国监察

委员会应在混合委员会之上，因混合委员会的

责任就是负责停战条款的履行，而中立国监察

委员会则是负责视察监督双方有无违反停战协

定条款情事，不论在境内或境外”。［1］

同日　就本日越方在法越双方总司令部军

事代表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应对失误一事，提

出补救措施的建议。

同日　晚上，会见来访的梅农。在答复所

提问题时说：如果认为共产主义国家就不能参

加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这就阻挠达成和平。法

国在军事代表会议上企图推迟双方在印度支那

当地的接触，并以拉尼埃方案［2］所提条件来划

区，“这是有意造成僵局”。梅农表示，他将

就有关问题同皮杜尔会谈。

同日　就美国通过英国和苏联要求中国“释

放其在华犯罪在押的美侨”一事，致电毛泽东、

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我们拟再等候一短时

期，如美方果真来谈，我们即按既定方针和他

们进行接触并以接触情况决定在何处举行谈判。

谈判中当然首先要联系到中国留美学生被扣问

题，并区别对待犯法美侨和其他美国人。”6 月

6 日，中共中央复电周恩来：“同意你对美侨问

题的分析和提出的处理步骤。”［3］

6 月 4 日　就法方在法越双方总司令部军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48 页。　

［2］指法国总理拉尼埃 1954 年 3 月 5 日在法国国民议

会辩论印度支那问题时提出的停火条件，即：将越南北、

中、南部划为三个区，越南人民军必须从红河三角洲和

越南南部撤退或解除武装，在越南中部的越南人民军必

须集中在严格划定的地区；寮国和高棉的人民武装必须

撤退等。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83、384 页。　

代表第三次会议上，仍然回避对 5 月 25 日范文

同提出的划区原则方案进行讨论一事，提出越

方代表应继续迫使法方对范文同原则方案表示

态度等建议。

6 月 4 日、10 日　中国代表团和美国代表

团的代表，经英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的介绍，

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11 日，周恩来

致电中共中央并告公安部、外交部，提出 15 日

中美双方再次接触时我方的谈判方针。

6 月 5 日　出席继续讨论朝鲜问题的第十三

次全体会议。在会上提出中国代表团建议：与

会各国“应该在已有的共同基础上，努力达成

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4］

6 月 6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

央，告以我方为揭露美国破裂朝鲜问题会谈的

破坏阴谋的设想。

同日　出席中国、苏联、朝鲜三国代表会议，

商定关于联合委员会（军事停战委员会）、中

立国监察委员会和国际保证问题的十二条规定。

6 月 7 日　晚 9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主要

谈中立国监察问题的皮杜尔。回答皮杜尔说：

在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二者之间，“当然

相互有影响，都要求解决，不应只解决一个问题，

而对另一个问题不求解决或设法阻碍”。为了

取得成果，出席会议的双方都“应采协商精神

寻求共同点”。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法、越

双方应更主动些”。皮杜尔说明：在 8 日的全

体会议上，我“免不了要说些激烈的话”，但“这

并不妨碍我与中国代表团以后的来往”。还说：

我的意见同你的意见“已相当接近”，与你的

谈话“比与某些人的谈话有建设性”。［5］

6 月 8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

央：在越南的地区调整问题上，把南北划成两

个大区的大调整，“对我有利”；“就北、中、

南三战区现有地区的小调整对我不利”。因此，

原有地区的小调整方案，只有在不得已时我们

才能提出。我们“要争取大调整方案的实现”，

但“大调整的最低方案，不宜过高，应有伸缩

［4］《周恩来外长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第四

次发言》，《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7 日。　

［5］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451、4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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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在策略的运用上，大调整的方案，开

始我方不能主动提出，逼迫和诱使对方提出南

北交换的大调整方案。以上意见，范文同完全

同意，请即商越南劳动党中央。

同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

介绍越、法双方总司令部军事代表第五次会议

情况，并报告根据对方的意图而提出的对策。

同日　晚 8 时，宴请艾登、里丁侯爵、杜

维廉等，随后招待观看彩色电影艺术片《梁山

伯与祝英台》。

6 月 9 日　下午 3 时，出席讨论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问题第六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发言，

进一步阐释自己 5 月 27 日提出的六点建议，指

出：“这六点建议是包括了各方意见的共同点

的，本会议应该就此达成原则协议。”“日内

瓦会议的任务应该是，使印度支那的军事问题

和政治问题都获得解决。”同时，批驳美国政

府的阻挠政策和法国主战派的拖延政策，表示

支持莫洛托夫本月 8 日提出的三项建议，要求

本会议对印度支那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立即

开始进行平行的轮番的讨论”，“以便使恢复

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协议，能够迅速达成，使

印度支那全境的早日和同时停火，能够首先实

现”。［1］

同日　致电外交部并中共中央宣传部：“报

道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访问我国的消息，

二十六日电稿登载在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四

版四栏，是不够显著而且也太迟缓了。艾决定

访问我国的消息引起世界注目，特别是在资本

主义国家中反应很大。”“为配合外交斗争，

我党报应表示重视。今后关于这类新闻以及日

内瓦会议重要报道如何刊登问题，外交部与中

宣部应经常联系与研究，以便密切地配合外交

斗争。”［2］

6 月 10 日　中午 11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

梅农，听他介绍印度政府提出的解决印度支那

停火问题的全面建议。在回答其提问时说：“可

以达成和平的基础未变，但是西方国家提出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57、163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79 页。

无法接受的立场。基本的原因是美国要阻碍会

议的进展。”“只要法国排斥美国的干涉，它

是可以得到光荣而合理的和平的，因为越南民

主共和国并未提出不可讨论的条件。”“亚洲

的中心问题就是和平，我们没有带任何条件到

日内瓦会议来，也不打算提任何条件。”“只

要各方面，特别是法国，有和平的愿望，恢复

印度支那和平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此，我

们并未失去希望。”目前的“僵局是史密斯造

成的”。对于美国代表的挑衅，“我们不能不

加以答复。不能说，由于我们作了答复而造成

了僵局”。“如果大家阻止美国干涉，对和平

进行努力，协议是可以达成的。”［3］谈话于下

午 1 时结束。

同日　晚 10 时 30 分至次日凌晨 1 时 45 分，

再次会见梅农。

6 月 11 日　下午，出席讨论朝鲜问题的第

十四次全体会议。发言表示完全支持莫洛托夫

本月 5 日提出的五项建议，指出：“我们既然

已经有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就

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肯定下

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

题达成完全的协议。”我们建议会议采纳莫洛

托夫的建议，“作为继续进行讨论的基础”。

同时揭露：史密斯“不仅要阻挠朝鲜问题的和

平解决，而且还要借此阻挠印度支那和平的恢

复。他所追求的目的是要使已经停战的朝鲜处

于更加不稳定的状态之中，是要使尚未停战的

印度支那根本得不到停战”。［4］

6月11日、13日　两天晚上，相继出席中国、

苏联、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谈目前形势和我

方在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上的谈判方针

等。

6 月 12 日　晨，和张闻天、王炳南等去伯

尔尼。中午 12 时，会见瑞士联邦政府政治部

（即外交部）部长彼蒂彼爱。就对方提出希望

卸除瑞士在朝鲜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责任发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47、349、350 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56、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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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说：“瑞士和其他中立国一样，在朝鲜

监察委员会里已经尽了它的责任。”“我们的

看法与美国不同。美国认为，监察委员会没有

起什么作用。”“我们了解瑞士的处境是困难

的”，不过困难“是可以改善的”。“我希望

监察委员会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对和平是有

帮助的。”［1］随后，由彼蒂彼爱部长陪同，会

见了瑞士联邦政府主席鲁·陆巴特尔。晚上，

陆巴特尔宴请周恩来一行。当晚，周恩来一行

返回日内瓦。

同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

根据目前会议的进行情况，苏、越、中三方共

同认为，为了促进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

题的谈判，军事方面宜迅速转入对划区问题的

具体商谈，并由我方主动提出从军事、政治、

经济、交通各方面因素考虑，北部红河三角洲

应全部划归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至于如何

交换则要对方提出。同时，估计了法方可能提

出的对策。

同日　对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采取拖延政策

的法国约瑟夫·拉尼埃内阁倒台。17 日，法国

国民议会授权孟戴斯 - 弗朗斯组织新内阁。

同日　晚上，出席莫洛托夫举行的宴会。

6 月 13 日　上午 11 时 15 分，会见来访的

梅农，详细答复他 10 日提出的建议，希望印度

能够在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同时，请梅农转告尼赫鲁总理：“科伦坡会议

的基本精神我们是同意的。东南亚的和平必须

建立起来，这主要是东南亚人民的事，应该由

东南亚的人民来实现，而邻邦则应该促成而不

应阻碍，应该协助而不应干涉。我们愿意与东

南亚各国保持和建立像我们与印度那样的友好

关系，只要东南亚各国同样地对待我们。”“总

括一句，在东南亚应该建立起安全的环境，使

我们彼此和平相处，而不让美国有任何干涉的

借口。但是即使如此，美国还会制造借口，这

一点也是不能忽视的。”［2］谈话至下午 1 时 30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00 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52 页。　

分结束。

同日　会见来访的阿纳克·阿贡，回答他

提出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谈判的前景、

美国制造太平洋公约和印度尼西亚愿有中国做

朋友等项问题。指出：“我们希望会议还将继续，

不致中断。现对停战已达成原则协议……印度

支那的和平是有希望的。”因为“法国人民绝

大多数要和平，法国国会的多数表示要停战，

这个机会是不应错过的”。“有达成停战的可能。

我们应该推动，使之继续。”“世界对印度支

那的和平感到有希望。至于政治谈判，我们也

希望能继续。”“我国不愿会议失败，也没有

理由认为会议要失败。”又说：“中国政府的

态度，一向是支持印尼的和平立场。”“我们

希望整个亚洲处在和平环境中，防止美国侵入，

尤其对东南亚如此。”［3］

6 月 14 日　晚上，就对方在会外散布将在

15 日大会上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一事，中国、

苏联、朝鲜三国代表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一致

认为：我方现已不可能在会上从容地提出原定

的第二方案和作为最后一手的补充建议，必须

争取在最后一次会议上把全部牌都打出来，即

使不能挽救会议于马上破裂，亦足以使对方处

于不利地位。我方建议案提得愈低，就使对方

愈被动，使对方破裂愈困难，愈无理由，并使

对方对破裂负更大的责任。同时，磋商了我方

代表在 15 日会议上的行动方案。［4］

6 月 15 日　下午 3 时，出席继续讨论朝鲜

问题的第十五次（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发

言中，表示完全支持南日本日提出的关于保证

朝鲜和平状态的六项新建议，强调“六项建议

提供了保证朝鲜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泰

国代表宣读对方提出的《十六国共同宣言》后，

第二次发言，对这个宣言断然要停止讨论朝鲜

问题的会议，表示“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极大

的遗憾”，为此中国代表团建议：“日内瓦与

会国家达成协议，它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66-368 页。　

［4］ 参 见《 周 恩 来 年 谱（1949-1976）》 上 卷， 第

372、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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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

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适当谈判的

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

明确指出：“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

国军’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

协商和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

良的影响”。继比利时外交部部长、比利时代

表斯巴克发言表示支持周恩来建议之后，再次

发言表示“很满意比利时外长的和解精神”，

同时谴责美国代表“阻止日内瓦会议达成任何

最低限度的协议”的可耻行为。［1］晚 8 时 36 分，

历时 51 天的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由于美国代表的干扰破坏，最终在没有达成任

何协议的情况下结束。

同日　为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谈判

取得进展并达成协议，在中国、苏联、越南三

国代表商谈老挝、柬埔寨问题时提出：在目前

情况下，“我方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应按已

定方针有所让步”，“以使会议继续下去，求

得达成协议的途径”。至于是否承认有越南军

队在这两个国家，这是“目前谈判中的关键问

题”。因此，宜以承认在老挝、柬埔寨有越南

志愿军的让步来“争取在越南划区问题上求得

补偿”。对此，苏联、越南代表表示同意。［2］

同日　就派顾问去越南帮助越人民军在双

方军事代表就地谈判的工作问题，致电中共中

央转韦国清并告章汉夫［3］，提出答复意见。

6 月 16 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

题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在发言中以中国代表

团 5 月 27 日的建议和 5 月 29 日会议的协议为

基础，提出中国代表团关于解决老挝和柬埔寨

问题的“老挝和柬埔寨境内敌对行动的停止将

与越南敌对行动的停止同时宣布”、“交战双

方司令部的代表就有关在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停

止敌对行动的问题在日内瓦并在当地开始直接

谈判”、“战时同对方合作的人员不应受到迫害”

等六点建议，希望日内瓦会议与会各国就此达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67、68、84、85、89 页。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83-384 页。　

［3］ 章汉夫，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成协议。与会多国代表团都认为周恩来的建议

是合理的，“值得仔细研究”。史密斯也不得

不承认中国的建议是“温和的、合理的”。［4］

同日　 中 午 12 时 30 分， 拜 访 艾 登。 在

交谈中说：中国对讨论朝鲜问题的会议在没有

结果的情况下就结束，是不满意的。因为没有

表现一点点和解的精神。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会议上，希望英国不要像美国一样缺乏和解精

神。［5］

6 月 17 日　中午，前往刚从巴黎赶回呼吁

继续召开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的皮

杜尔处谈话。就对方提出“会议既因莫洛托夫

和我（指周恩来——引者注）的建设性的建议

而有进展，就应研究会议如何获得具体结果的

可能性，不应在此时使会议结束”，回答说：“我

同意法国使会议继续的意见，因为我们一向的

立场就是使会议有结果，现在是英、美外长计

划要离去，我们希望在外长离会前能达成若干

具体的，即使不是最后的协议。”［6］

同日　下午，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

代表会议，讨论越南劳动党中央本月 13 日来电

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的划区方案，商议修正意

见。19 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

共中央，介绍三国代表开会情况，指出对现存

问题的解决，“只凭电报的往返”来交换意见，

“是不易取得一致的”，因此，在日内瓦会议

各国外长休假期间，我“有必要于访印后返国

途中去广西南宁一行，请越劳中央的负责同志

多去几位。由我向他们报告情况，说明重点划

区的方针”。［7］

［4］《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限制性会议上  

中越苏三国作建设性重大努力  中国代表团提出关于解决

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建议  越南代表团提出关于解决印度

支那政治问题的建议  苏联代表团提出关于中立国监察委

员会成员问题的新建议》，《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18

日；《就停止在老挝和柬埔寨敌对行动的问题拟出决议  

各国代表团十九日上午举行非正式会谈》，《人民日报》

1954 年 6 月 21 日。　

［5］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75 页。　

［6］《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529 页。　

［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75、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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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就艾登今晨介绍丘吉尔首相将于下

午在下议院发表公报宣布中国政府派遣外交人

员驻伦敦前来征询意见一事，致电毛泽东、刘

少奇并报中共中央：在目前形势下，宣布这项

协议“是有利的，故决定予以同意”。因为，

“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

可以表示两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在双

方经过谈判互换大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

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离谈判建交阶段，

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建议新华社和广播

电台今晚宣布。［1］18 日，《人民日报》发表消

息：中英两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

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

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

同日　在接到本月 13 日中共中央关于同意

周恩来接受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访问的来

电 后， 复 电 中 共 中 央： 同 意 中 央 意 见， 俟 日

内瓦会议休会后绕道访问印度。22 日，致电

毛 泽 东、 刘 少 奇 并 报 中 共 中 央， 提 出 关 于 访

问印度的计划。

同日　拜访南日。

6 月 18 日　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

题第十五次限制性会议，并发言。

同日　中午 12 时，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外

交部部长、澳大利亚代表凯西。双方就政治解

决朝鲜问题、承认新中国及其进入联合国问题

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交换意见。在交谈中

答复说：“中英关系的改善是一个收获，相信

通过中英关系的改善也能增进英联邦国家对中

国的了解。”［2］

同日　晚上，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

代表会议，研究老挝、柬埔寨代表团提出的两

个建议。一致认为：在 19 日限制性会议上，“可

能与对方就老、柬问题达成协议”。

同日　晚上，设宴招待苏联、朝鲜、越南

三国代表团，为朝鲜代表团饯行。

6 月 19 日　经日内瓦会议双方主要国家往

返数次磋商，双方在会外就老挝、柬埔寨问题

［1］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519 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07 页。　

的协议取得一致意见。

同日　中午 11 时 45 分，会见来访的艾登，

商谈关于老挝、柬埔寨问题的建议。周恩来建

议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外长们都能定期回来，这

样对双方军事代表的工作也可以给予一个期限。

艾登表示赞同，还说他最高兴的事，是中英关

系改善了。［3］

同日　中午 12 时 30 分，接见加拿大代表

团代理团长、驻挪威大使切斯特·朗宁。

同日　下午，出席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第十六次限制性会议。会议达成《关于在

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

6 月 20 日　日内瓦会议部长级会议休会。

同日　致电邓小平转毛泽东、刘少奇并报

中共中央，报告访问印度日期，并告：已商得

莫洛托夫、范文同同意，将于访问印度回国时

在南宁同越南劳动党中央领导人会晤，介绍日

内瓦会议情况和商谈划区问题，以便日内瓦谈

判获得进展；代表团由李克农留下主持，并领

导军事谈判；我拟在会晤后，再飞返北京向中

央报告谈判经过，并请批准划区方案，以便及

时指导日内瓦的军事谈判的后一阶段。当天，

中共中央复电，批准周恩来上述意见。

同日　前往机场送莫洛托夫回国。

同日　接见杜维廉。杜维廉转告艾登的口

信：希望周恩来总理设法推动老、柬军事问题

的商谈。

同日　下午 1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柬埔寨

王国外交大臣、柬埔寨王国代表团团长泰普潘

及代表桑·萨里、松山等，表示中国愿意看到

柬埔寨成为东南亚新型的国家，像印度、印尼

和缅甸一样，不让西方国家在本国建立威胁别

国的军事基地。［4］邀请泰普潘明晚同范文同一

道出席宴会。

同日　下午 4 时，接见法国社会党议员拉

科斯特、萨瓦利，就建立中法友好关系和恢复

印度支那和平等问题交换意见。

6 月 21 日　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

［3］ 参见《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543、544 页。　

［4］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78、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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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全体成员会议上讲话。讲话重申：我们过去

的外交谈判“是孙猴子大闹天宫”，“是唱野

台子戏”。“朝鲜停战谈判有些正规，但那是武戏，

是全武行。”这次会议遇到的“完全是新的情况。

因此，首先要学习”。“苏在战后有外交经验，

我们学习就有所本。目的是使会议有进展。”

又说：日内瓦会议在过去 8 周中，我们的目标“是

相当的实现了，但没有完全实现。朝鲜问题连

最低的要求都没有达到，但也不是毫无收获。

我们已向全世界暴露美国是不打算达成协议，

并且也暴露了他们［1］中间的矛盾”，“暴露美

国在朝鲜问题上是不敢打大的。印度支那问题

上有进展，达成了两个初步协议”，“这就为

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找到了途径”。还说：“印

度支那的和平如真能达到，则对欧洲也有影响。

这次会议是战后最长的一次外长会议，已开了

八周的会。前两周谈朝鲜问题。关于印度支那

问题的第一个三周时间，达成第一个协议，第

二个协议也花了三周，希望第三个三周能达成

协议。这些已有的进展连带着产生新的协议的

可能。”“今后的任务更紧张”，“同志仍须

努力”。现在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要

把任务完成到底，不要松劲”。“要使我们有

六亿人口的国家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建设，必须

我们从外交阵线上去争取。”［2］

同日　中午 12 时，会见来访的老挝王国代

表团团长、老挝王国外交大臣冯·萨纳尼空。

在谈话时说：“我们是在尽力促成印度支那三

国的接近，尊重三国的独立，反对美国在三国

建立基地。我们认为，老挝提出需要保持自卫

的武装力量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尊重别国的安

全和独立。”强调：“法国现政府要求和平，

越南和老挝也要求和平，当事者都有这样的要

求，谁还能阻止和平的实现。”［3］同时，邀请

萨纳尼空晚上同范文同一道出席宴会。

［1］ 他们，指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希腊和荷兰等国家。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53、454 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29 页。　

同日　晚 7 时 30 分，介绍范文同、泰普潘、

萨纳尼空认识和建立联系，并宴请越南、柬埔寨、

老挝三国代表。宴会后，请三国代表观看彩色

电影艺术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国代表对

电影大加赞赏：“电影纯是东方风味，使他们

思念家乡。”［4］

6 月 22 日　中午 11 时 45 分，接见法国代

表团代表、法国驻瑞士大使让·萧维尔，就同

法国新任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孟戴斯 - 弗朗斯会

晤的安排问题交换意见。

同日　中午 1 时，离开日内瓦赴印度访问

前，就日内瓦会议的进展、亚洲和平与安全、

中印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等问题，答《印

度教徒报》记者雪尔凡伽问。指出：“八周以

来的日内瓦会议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但是，

在朝鲜问题的讨论中，主要是美国代表团拒绝

考虑一切的合理建议，甚而在最后一天，对于

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要求与会各国表示继续努

力获致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的共同愿望的

建议，也都加以拒绝。这就使关于朝鲜问题的

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虽然如此，朝鲜问题

并没有从日程上抹掉。”“在印度支那的问题上，

会议的进展是迟缓的。但是，会议所达成的两

项协议已经替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解决开

辟了道路。我们希望在最近的三周内，印度支

那交战的双方应该真诚协商，以求在各方面都

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条件的基础上，达成光荣

的停战协议，而与会的其他各国的责任，应该

是推动和支持，而不是阻挠和破坏双方停战协

议的达成。”又说：“把亚洲国家分裂成为互

相敌对的军事集团的侵略政策正日益威胁着亚

洲各国的和平和安全。这是亚洲各国人民当前

面对着的主要问题。”“为了保障亚洲的和平，

为了维护亚洲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

亚洲国家彼此之间应该进行协商，以互相承担

相应义务的方法，共同努力，来维护亚洲的和

平和安全。”还指出：“中国人民很高兴有印

度这样致力于和平的邻邦。最近中印两国基于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0 册，第 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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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互惠、和平共处的原则，经过充分的协商

而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

和交通协定。这个协定不仅加强了中印两个伟

大国家之间的关系，还给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我们深信，在这样新的基

础上，中印两国在国际事业中的合作必将进一

步的发展，中印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也将日益加

深。这对于巩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有着重大的

意义。”［1］

6 月 23 日　下午，抵达瑞士伯尔尼。下午

3 时，在法国大使馆同孟戴斯 - 弗朗斯会谈，

就有关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广泛交换意见。

在谈话中说：“我们两国负责人的早日会面交

换 意 见， 我 相 信 对 今 后 会 议 的 推 进 是 有 好 处

的。”“中国代表团来日内瓦开会，就是为了

实现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这也就是我们的目的，

再无其他条件。我们反对战争扩大化、国际化，

反对使用威胁、挑衅的办法，这样不利于商谈。

中国不怕威胁，这总理先生是知道的，我们是

用和解的办法来推动双方达成协议。”孟戴斯 -

弗朗斯说：“总理［2］把问题提得很清楚。”“我

高兴的是，在主要点上，我们的意见是接近的。

我知道，老、柬问题在这几天内有进展，并得

悉进展大部是周总理所主持的代表团所做努力

而得到的。”“关于老、柬问题，咱们中间并

无不可克服的困难。”［3］随后，发表《周（恩

来）、孟（戴斯 - 弗朗斯）会谈公报》，指出：

“谈话的结果使他们能够期望日内瓦会议将获

得进展。”［4］

6月 24日　飞离日内瓦，应邀赴印度访问。

在日内瓦机场停留时讲话：“日内瓦会议还在

进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希望我们的工作终

将导致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1］《周恩来总理答印度记者问》，《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26 日。　

［2］ 指周恩来总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292、294 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76 页。　

代表团愿继续为此而努力。”［5］

6 月 25 日—28 日　应邀访问印度。先后同

尼赫鲁总理进行 6 次会谈，介绍日内瓦会议情

况，并就东南亚以及整个亚洲的和平问题和中

印关系问题等交换意见。28 日，发表《中印两

国总理联合声明》，重申指导中印两国关系的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6］同时强调：

两国总理“感到在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

家的关系中也应该适用这些原则。如果这些原

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

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

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为信任感所代

替”。［7］

6 月 28 日、29 日　应邀访问缅甸。先后同

吴努总理进行 2 次会谈，介绍日内瓦会议情况，

并就中缅关系问题等交换意见。29 日，发表《中

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强调中印两国倡导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该是指导中国和缅

甸之间关系的原则”。［8］

6 月 29 日　晚上，飞离仰光经香港，次日

上午抵达广州。

7 月 2 日　中午，飞抵柳州。

7 月 3 日—5 日　偕罗贵波［9］、韦国清、

乔冠华、解方［10］同胡志明、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武元甲、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举行 8 次会谈，

围绕关于恢复印度支那三国和平等问题交换意

见。3 日晚、4 日全天，周恩来作关于日内瓦会

议情况和会议中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

［5］《周恩来总理去印度访问  离日内瓦时在飞机场发

表声明》，《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25 日。　

［6］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渐为许多国家所接受，

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7］《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 年 6 月 28 日于

德里），《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29 日。

［8］《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1954 年 6 月 29 日于

仰光），《人民日报》1954 年 6 月 30 日。　

［9］ 罗贵波，当时任中国驻越南顾问团团长、越共中央

和胡志明主席总顾问。　

［10］ 解方，应越南劳动党中央邀请，刚由中共中央以顾

问名义派往越南帮助开展停战谈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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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印度支那问题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

的特点。它超过朝鲜问题的国际化范围的程度。

当年在朝鲜，苏联、美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

所以，朝鲜战争停下来了，形成双方相持的局面。

在越南，由于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的所谓扩张，

因此绝不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大规模的胜

利。如果我们要求过多，印度支那不能达成和

平，美国必然干涉，这样战争国际化，对我不利。

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本身是三个国家的问题，

而且影响整个东南亚，影响欧洲和世界形势。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任务，这就是取得和平。日

内瓦会议今后的谈判应首先谈越南，先把越南

局势肯定下来。关于划区问题，最后的底盘是：

（一）在越南，准备在十六度线划线，如不可能，

拟以九号公路为界。（二）在老挝，要求是上、

中、下寮各有一块地区，要力争到上寮、中寮

有一块地区。如果不行再议。（三）在柬埔寨，

可以要求划集结区，但不能抱希望。胡志明、

武元甲表示同意周恩来的上述意见，力争在划

区问题上达成妥协，迅速把印度支那战争停下

来。［1］

7 月 6 日　返抵北京。晚上，到毛泽东处

开会。

同日　致电张闻天并告李克农：苏联驻华

代办告称莫洛托夫“定于七日飞日内瓦与孟戴

斯 - 弗朗斯会晤，并盼我早日赶回日内瓦，以

推动谈判进展。经中央指示，我须在京逗留两

三日再赶去，故盼你争取七日与莫洛托夫同志

同行”。

7 月 7 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作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

举行中越会谈等项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说：“周

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

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在

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

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

打，这样，它就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平的人

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

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

［1］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84、

385 页。　

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谈判中

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

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

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

美国当局）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

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

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

展一个局势。”［2］

7 月 8 日　下午 , 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

会常委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作关于出席日内瓦

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项

问题的报告。

7 月 9 日　上午，飞离北京前往日内瓦。10

日下午 1 时许，抵达莫斯科。

7 月 10 日　下午 5 时 , 应苏共中央约请，

向马林科夫、克·叶·伏罗希洛夫、拉·莫·卡

冈诺维奇、马·扎·萨布罗夫、安·扬·维辛

斯基［3］等苏联领导人介绍中印、中缅、中越会

谈情况，并交换对日内瓦会议的意见。本日晚

24 时，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并转

胡志明，介绍同苏联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并指出：

“现在从各方面看来，以十六度为界，再加上

土伦港供法方暂时使用和九号公路容许老挝进

出的条件，是大体上可以达成协议的。”［4］

7 月 12 日　晨 5 时飞离莫斯科，下午 3 时

40 分抵达日内瓦。在日内瓦机场发表声明：“日

内瓦会议即将在外交部长们的重新参加下进入

重要阶段。我相信，在有关各方具有谋求和平

的和解精神之下，日内瓦会议是可以迅速完成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重大任务的。我希望大家

［2］ 《毛泽东年谱》第 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3 年版，

第 256 页。　

［3］ 克·叶·伏罗希洛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

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

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马·扎·萨布罗夫，当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

部长会议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安·扬·维辛

斯基，当时任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　

［4］《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

社 2018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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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此努力。”［1］

同日　晚上，分别拜访莫洛托夫、范文同，

介绍其访问印度、缅甸和参加中越会谈的情况，

并说明中国、越南和苏联三国党中央所商定的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一致意见。在同范文

同谈话时说：“要主动、积极、迅速进行谈判

活动和解决问题，要使问题简单化，避免使谈

判复杂化，要以法方为主要的对象，提出的条

件要考虑对方接受的可能性。”［2］

7 月 13 日　上午 9 时，出席中国、苏联、

越南三国代表会议，磋商在越南十六度线划分

集结区的方案提出的时机，决定在孟戴斯 - 弗

朗斯“口气稍松时提出十六度方案”。

同日　上午 10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孟戴斯 -

弗朗斯。就其仍坚持十八度划线一事发表意见，

强调：“我们大家的想法和目标都是共同的，

即在印度支那恢复和平。正如我在伯尔尼与总

理阁下所谈，我们希望看到公平合理的和平、

双方光荣的和平。”“现在的共同点是比较多的，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如果双方再作一些努力，

互相让步，协议是容易达成的。”［3］

同日　中午 11 时 35 分，会见来访的艾登，

介绍中越柳州会谈情况，商谈在越南划分集结

区问题，并针对他说中美彼此认为对方“在东

南亚有野心”的说法，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分

别同印度和缅甸发表联合声明，“我们也表示

愿意与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发表同样的声明，

并受这种声明的约束。这就证明不仅现在，就

是将来我们也无野心。但是美国仍然不放弃在

东南亚搞军事基地和军事同盟。对此，英国应

该能够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4］

同日　中午 12 时 35 分，会见来访的梅农。

［1］《周恩来总理到日内瓦并发表声明  分别访晤莫洛

托夫和范文同并接见梅农》，《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14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90 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03 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245 页。　

在 回 答 梅 农 关 于 同 孟 戴 斯 - 弗 朗 斯 谈 话 后 的

印象的提问时说：“我发现在许多问题上都有

共同点，意见也比较接近。我们谈的主要问题

就是在越南划线。”在就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

交换意见时指出：“关于划线的问题，法国应

该前进一点。”“正如你所说，美国是要破坏

任何协议的。因此，不合理的让步是不应该作

的。但是我们不拒绝美国参加会议和参加保证，

问题是它不来。”“合理的意见是都应该考虑

的。”［5］谈话于下午 1 时 5 分结束。

同日　晚 7 时，同萧维尔谈话，并接受萧

维尔送来的法国代表团关于停战协定和停战后

的一些原则问题的文件。指出：“这已是一个

可供我们考虑的文件。我们愿仔细加以研究，

并尽速给法国代表团答复。”［6］

7 月 14 日　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

中央：“孟戴斯 - 弗朗斯来日内瓦这三天中忙

于分头接触，看来他是想在七月二十日前达成

协议的”，“实际上法国是想在十八度与十六

度之间达成协议的”。法国现已将其起草的越

南停战协定草案（老挝、柬埔寨的两个停战协

定还未拟好）和九国政治宣言以及印度支那三

国监察问题的文件送交我方。我方正指定专人

组织小组进行研究。莫洛托夫已经同艾登商定：

在会外协商没有取得结果之前暂不开会，由各

国外长在会外接触协商，以取得一致意见。［7］

同日　下午 2 时 , 会见梅农。

同日　下午 3 时 47 分 , 回访萨纳尼空。在

谈话中，重申中国“愿意看到老、柬中立”，

并说明“只要大家都努力争取和平，如果与会

八 国 都 同 意 了， 美 国 要 选 择 战 争 也 是 很 困 难

的”。［8］

同日　下午 5 时，回访泰普潘。重申“希

望柬、老两国成为东南亚型的国家”，并告诉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58、359 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07 页。　

［7］ 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88 页。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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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南胡志明“同意中印公报中的五项互不侵

犯的原则［1］”，“愿意按照这些原则与统一后

的柬、老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泰普潘说：“这

次的会谈有很大的好处。”［2］

同日　晚上，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

代表团在苏联代表团驻地的聚餐会。随后，同

苏、越代表讨论并修改法国代表团提出的九国

政治宣言草案，将原拟 9 条增改为 13 条，拟于

15 日由苏联代表团向法国代表团提出，作为我

方意见。

7 月 15 日　致电中央军委并转韦国清：目

前我们正在研究法国代表团提出的有关停战、

撤军、监察等问题的原则条款；提议越方迅速

拟定人民军从南方撤退方案，并速将方案告越

南代表团。

同日　上午 11 时 30 分 , 会见梅农，听取其

对 越 南 划 区 问 题、 选 举 问 题 和 撤 军 问 题 等 的

意见。

同日　下午，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

开会，研究并修改法国代表团提出的越南停战

协定草案。17 日，周恩来回访孟戴斯 - 弗朗斯，

对方对我方提出的先签订一个停战的原则协定

的建议表示完全同意。

7 月 16 日　和范文同听取莫洛托夫介绍他

同艾登、孟戴斯 - 弗朗斯会谈的情况。

同日　下午，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表

开会，磋商关于印度支那三国的选举日期问题、

越南的划界问题。

同日　晚 10 时 , 会见梅农。

7 月 17 日　上午 10 时，会见泰普潘，接收

其送来的关于柬埔寨进入外国武器和进行选举

的文件。

同日　中午 11 时 30 分，拜访艾登。在谈

话中说：现在传说要把印度支那三国拉入东南

亚防御同盟，是否“美国要以这个问题来破坏

对于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达成协议？”“我们

对巴黎会谈的态度是，如果它制造分裂，我们

是反对的。”“我们赞成和平，反对分裂。”

［1］ 指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2］《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1 册，第 42 页。　

同时，重申：“老、柬两国不得有外国军事基地，

两国也不得与外国建立军事同盟。”［3］

同日　下午 4 时 45 分，拜访孟戴斯 - 弗朗

斯，主要谈老挝问题。指出：“现在大家的意

见已经逐渐接近，我们的时间不多，应该迅速

求得解决办法。”“老挝问题最好与越南的划

线问题和选举问题联系起来谈。”“我们认为

不建立外国军事基地、不与外国缔结军事同盟

等问题应该包括进去。”“除了政治问题外，

在停战问题上也要先找出主要的共同点来拟就

一个协议，不然像小本子一样的停战协定，一

时是弄不出来的。”“今天已经是十七号了，

要在两天之内，在主要部分上取得协议，才能

算是成功。”［4］

7 月 18 日　中午 11 时 30 分，会见萨纳尼

空、老挝国防部部长谷·高拉冯等。在谈话中

说：“老挝的抵抗部队应该承认王国统一政府，

王国政府应该承认抵抗部队。”“选举以后，

抵抗运动方面可以参加王国政府，这是一种好

的办法。”“划分集结地区只是临时办法。老

挝只有一个王国政府，这并不是分治。一切外

国军队撤退后，老挝就能成为一个和平、独立

和统一的国家。”［5］谈话进行 1 小时 15 分。

同日　下午，出席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第二十三次限制性会议。莫洛托夫总结了

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以来取得的成就，

希望有关各方对协定中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的各

点表示诚意，并说“今天的会议将有助于推进

问题的解决”。［6］会议休息时，同艾登、孟戴

斯 - 弗朗斯、泰普潘和越南共和国外交部部长

陈文杜交谈。

同日　晚 7 时，宴请定居瑞士的 1953 年国

际和平奖金得奖人、著名英国电影艺术家查尔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246、250、248 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07-309 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33 页。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1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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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卓别麟及夫人，应他要求介绍日内瓦会议

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请他欣赏中国影

片《草原上的人们》。

7 月 19 日　中午 12 时 45 分，会见孟戴斯 -

弗朗斯和艾登，主要商谈老挝停战问题。

同日　下午，出席中国、苏联、越南三国

代表会议，商定我方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

题的《最后方案》和《对有关军事问题的决定》。

本日 24 时，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共中央，

汇报第二十三次限制性会议的情况，并发去以

上两个文件。

同日　 晚 7 时， 会 见 英 国 工 党 总 书 记 菲

利浦斯，并回答他提出的中英关系、日内瓦会

议和维护亚洲和平问题。其中指出：“中英两

国之间的关系，由于最近双方协议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已经得到了改

进。”“中国政府和人民深愿中英关系能够在

现有的基础上获得进一步的增进，并愿与英国

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往

来和文化交流，使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得

以加强。”［1］20 日晚上，这次谈话录音在伦敦

广播。

同日　晚 8 时，邀请梅农共进晚餐。

7 月 20 日　上午 9 时，出席中国、苏联、

越南三国代表会议，商谈几个尚未取得协议的

问题。

同日　上午 11 时，会见泰普潘、柬埔寨王

国部队代表刁隆等。在听取介绍柬埔寨同越南

民主共和国仍然存在的分歧后说：“谢谢你方

提出的一些分歧点。我们都希望今天会议中能

达成协议，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的

问题是要把不同之点使其接近起来，我们相信

可以得到和解的。”“我此次在广西边境与胡

志明主席会晤，他坚决表示越南的立场，他可

以保证不对任何国家侵略，因为侵略注定要失

败的。”重申：中国“对于恢复柬埔寨和平的

基本原则，那就是独立，不受外国干涉、统一

与主权完整”。“我们一直是如此主张并支持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30 页。　

这种主张。”［2］谈话至 12 时 45 分结束。

同日　下午 2 时，出席孟戴斯 - 弗朗斯的

宴请。席间，主人表示：法中关系应该改善。

欢迎在巴黎同周恩来总理见面。

同日　和莫洛托夫、范文同会谈，研究关

于日内瓦会议结束阶段的若干问题。

同日　下午 5 时，致电毛泽东、刘少奇并

报中共中央并转胡志明，发去本日双方在会外

协商中已经取得协议的 7 项内容，并告这些要

点的详细条文仍在协商中，请令外交部、新华社、

广播电台“随时注意收听，随到随译”。

同日　晚上 , 会见梅农。

7 月 21 日　凌晨 3 时 30 分，越南和老挝的

双方代表各自在《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协

定》和《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同日　中午 11 时，会见前来告别的艾登。

同日　中午 12 时 30 分，柬埔寨双方代表

在《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上签字。

同日　中午 1 时，宴请孟戴斯 - 弗朗斯，

祝愿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得到发展。

同日　下午 3 时，出席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问题第八次（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会上发

言说：“日内瓦会议九个代表团经过七十五天

的工作，终于克服了最后的阻挠，就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问题获致了协议。”“我们达成的这

些协议不仅将结束八年的印度支那战争，把和

平带给印度支那人民和法国人民，而且也将进

一步缓和亚洲及世界的紧张局势。毫无疑义，

我们会议的成就是很大的。”［3］会议通过关于

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

言》。下午 5 时 20 分，历时近三个月的日内瓦

会议闭幕。

同日　晚 8 时，中国、苏联、越南三国代

表团在中国代表团驻地花山别墅聚餐并联欢。

7 月 22 日　凌晨 1 时，致电毛泽东、刘少

奇并报中共中央，报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情况和对外交往情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325、327 页。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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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会 见 来 访 的 阿 纳

克· 阿 贡。 谈 话 中 说：“ 关 于 恢 复 印 支 和 平

达 成 协 议 是 和 科 伦 坡 五 国 的 支 持 分 不 开 的。

深切感谢印尼总理与政府对于日内瓦会议的支

持。”［1］

同日　上午 11 时，会见来访的萨纳尼空和

高拉冯。在谈话中说：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这

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老挝问题“是在承认王

国政府的基础上获得解决的”。老挝山地很多，

又无海口，“我们很同情老挝的困难”。“以

后的困难还是会有的，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们的

地方，我们愿意效力，我们愿和邻国和平相处，

并愿看到老挝成为和平、独立、友好和进步的

国家。”［2］

同日　中午 1 时，宴请日内瓦会议（讨论

印度支那问题阶段）秘书长、法国代表团成员、

法国驻泰国大使让·保罗 - 邦古及夫人。

同日　下午 2 时 30 分，会见来访的澳大利

亚出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会议代表团团

长、澳大利亚驻加拿大专员柯普兰。

同日　下午 3 时，会见梅农，就印度支那

问题、朝鲜问题等交换意见。谈话于下午 5 时

50 分结束。

同日　晚 7 时，设宴招待范文同、萨纳尼

空、泰普潘和越南共和国代表吴庭练。宴会后，

观看电影。

同日　晚 10 时，和张闻天召集中国代表团

全体工作人员开会。讲话强调：“由于日内瓦

会议的成功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应更

加警惕不要骄傲。”“由于形势开展的要求，

外交干部不要存改行思想，应钻研业务。”“认

识中国不是孤立的，中国支持世界的和平，世

界的和平也支持我们的建设。”［3］

7 月 23 日　 上 午 8 时， 率 中 国 代 表 团 飞

离日内瓦，并在机场发表讲话。讲话说：“日

内瓦会议已经完成了它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72 页。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74、475 页。　

［3］《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 11 册，第 124 页。　

的任务。举世渴望的印度支那的停战就要实现

了。”“日内瓦会议的成就对于巩固世界和平

和安全，首先是巩固亚洲的和平和安全，是一

个重要的贡献。它又一次有力地证明：国际争

端是可以经过和平协商获得解决的。”“印度

支那和平的恢复，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为

进一步协商解决其他重大国际问题开辟了道

路。”“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与有关各国为达到这个目的

而共同努力。”［4］

同日　和范文同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转越南

劳动党中央，提出关于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生效前，应立即开始做的

几项工作的建议。

同日　毛泽东致电胡志明，祝贺印度支那

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电报指出：“越

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

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

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

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

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

和 平 与 安 全， 有 助 于 进 一 步 缓 和 国 际 紧 张 局

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

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

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5］

同日　 致 函 彼 蒂 彼 爱：“ 日 内 瓦 会 议 已

经完成了它的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任务。在会

议期间，瑞士政府和人民对会议表示了经常的

关心并提供了可贵的协助。”“瑞士政府和人

民对于和平作了有益的贡献。”同时，致函日

内瓦州政府委员会主席杜博莱，对中国代表团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得到日内瓦市政当局和人

民的多方协助和热忱照顾”，“表示深切的感

谢”。［6］

［4］《周总理离日内瓦回国并发表声明  回国途中将访

问柏林、华沙和乌兰巴托》，《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24 日。　

［5］《祝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和政治问题达成协议  毛

泽东主席电胡志明主席》，《人民日报》1954 年 7 月 24 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 1 集（1954 年

日内瓦会议），第 4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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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　分别收到科伦坡五国印度政府总理

尼赫鲁、巴基斯坦政府总理穆罕默德·阿里、

印度尼西亚政府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和锡兰（今斯里兰卡）政府总理科特纳瓦拉的

贺电，祝贺日内瓦会议取得成功，实现印度支

那停战。

7月 23日—26日　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23 日上午 8 时，离开日内瓦。11 时 30 分，抵

达柏林。24 日下午 1 时 30 分，拜会代理总统、

人民议院主席狄克曼和人民议院四位副主席马

特恩（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恩斯特·戈

登堡姆（民主农民党主席）、格拉尔德·戈丁（基

督教民主党总书记）、海·霍曼（国家民主党

副主席）等，向他们介绍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情

况，并出席柏林群众大会。25 日上午 11 时，接

受柏林洪堡大学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在

致答词中说：贵校授予我这个学位，这不仅是

给予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主要的是给予中国人

民的荣誉。它对我是一种鼓励，我应该更加努

力为我们共同的和平事业奋斗。中国和德国人

民都是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的。“德意志人民

在哲学、科学、音乐、文学各方面都出现了许

多不朽的天才。尤其重要的是，德意志是产生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和国际工人阶级的伟大

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德意志人民对于

人类共同精神财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

们珍贵德国文化的丰富遗产，我们更珍贵德国

文化的未来发展。”“我们认为文化只有在属

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基础

和广阔的前途，为人民服务乃是文化发展的基

本方向。”“为了发展文化，我们需要和平。”

同日，和奥托·格罗提渥总理会谈，并发表《中

德两国总理会谈公报》。下午 4 时，参观德国

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马克思展览会。

7 月 26 日—28 日　访问波兰。26 日上午，

飞离柏林抵达布达佩斯。其间，先后拜访波兰

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莱斯瓦夫·贝鲁

特、国务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萨瓦茨基、部

长会议主席约瑟夫·西伦凯维兹。在出席西伦

凯维兹举行的招待会上讲话说：“波兰是欧洲

的一个古老国家，它有光荣的历史和丰富的文

化。波兰人民中曾出现过像哥白尼、米茨凯维

奇和肖邦这样伟大的天才。”“我们两国虽然

距离很远，但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却

是一样。”“波兰在经济文化方面，比中国先进。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从波兰学习的很多。”其间，

接受波兰政府授予的国家最高勋章——一级波

兰复兴勋章。

7 月 28 日—30 日　访问苏联。28 日下午，

抵达莫斯科。29 日上午，和赫鲁晓夫、马林科

夫会谈，介绍中共中央本月 27 日来电所告对日

内瓦会议后中国所面临的形势的分析和将采取

的措施。电文说：中共中央认为，“在朝鲜和

印度支那停战后，美国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

的失败，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

进一步从英法手中夺得更多的势力范围，扩大

军事基地，准备战争和敌视我国的政策”，“最

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

同防御条约”，不断增加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

“并且有把封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

东京湾［1］地区的可能”。鉴于此，“现在我们

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

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

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

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

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心，

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

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

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2］

7 月 31 日—8 月 1 日　访问蒙古。

8 月 1 日　下午，率中国代表团返抵北京。

前往机场欢迎的有：朱德、刘少奇、李济深、

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

沈钧儒、陈叔通、李立三、邓子恢、徐特立、

马寅初、沈雁冰、谢觉哉、曾山、滕代远、陈劭先、

王昆仑等党、政、军、全国政协、民主党派等

各界人士共 6000 多人，还有多个国家驻中国外

交使节前往机场欢迎。

8 月 2 日—4 日　接待日内瓦会议结束后来

［1］ 即北部湾，位于越南北部和中国雷州半岛、海南岛

之间。　

［2］《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4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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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文献研究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活动纪事

中国访问的范文同。

8 月 11 日　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第三十三次会议上作《外交报告》。《报告》

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介绍了日内瓦会

议的情况，阐明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和平外交

政策的成就是：“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进一

步和缓。”“但是，会议在进行中却遭遇了不

少的障碍和困难。这些障碍和困难主要地是从

美国政府方面来的。”还指出：中国外交战线

当前的任务是：“努力与有关国家共同保证彻

底实现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各

项协议，并继续谋求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坚

决解放台湾，保障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根

据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巩固和发展

我国与各国的和平合作关系，并努力建立亚洲

的集体和平。”“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斗争就

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解放台湾是我国

人民光荣的历史任务。”“只有完成这个光荣

的任务，才能实现我们伟大祖国的完全的统一，

才能获得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完全的胜

利，才能进一步地保障远东及世界的和平和安

全。”［1］会议通过决议，批准这个报告。

〔编撰者熊华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17〕

（责任编辑：程莹莹）

［1］《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周恩

来总理兼外长的外交报告》（1954 年 8 月 11 日），《人

民日报》1954 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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