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识形态大论战时期
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

———以“中苏条约”签订两次周年纪念活动为特定视角的解读

齐鹏飞 郭 昊

［内容提要］ 苏共二十二大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分裂趋势日益明显。至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

之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主旋律是意识形态大论战，双方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苏

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的纪念活动，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均显得相

对冷淡，表明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经无法维系两国传统的同盟关系。我们

可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为主要依据和支撑，从这个特定视角来管窥这一时期中苏两党

两国关系的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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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

同盟互助条约》( 以下简称“中苏条约”) ，标志着

双方同盟关系的正式确立。从 1951 年开始，中苏

两国政府每年都会依照惯例举行庆祝“中苏条

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活动，作为双方友好合作关

系的见证，并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密切双方的

同盟关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后半期开始，在中

苏两党两国关系逐步恶化并走向全面破裂的背景

下，双方对于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周年的热情起

伏不定。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庆祝活动已经成为

直观反映中苏关系冷暖走向的一个“晴雨表”。
本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新解密的档案，集中

对双方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活动

进行尽可能细致和深入的双边考察，以管窥意识

形态大论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微妙变化在“中苏条

约”庆祝活动中的具体体现。

一、中苏双方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

三、十四周年活动的历史背景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后，中苏

关系持续交恶。在国家关系方面，先是在 1962 年

4 月至 5 月间，苏联策动“伊塔事件”，致使中国新

疆地区六万余名边境居民非法越境前往苏联，给

两国关系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①在随后的“古

巴导弹危机”期间，赫鲁晓夫起初为了争取中国

的支持，在 1962 年 10 月的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

一度持观望态度，但在美苏达成协议后，却立即恢

复了偏袒印度的立场。②1963 年 7 月，赫鲁晓夫又

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与美、英两国

代表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

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禁止了除在地下外的一切

核武器试验。③这种名为“裁军”、实为“核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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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遭到了中国政府公开坚决的反对，④双方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分歧，苏联驻华

使馆甚至违反外交惯例，在未将中方 7 月 31 日交

予的《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

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

议的声明》和照会转交苏联政府的前提下，直接

退还给了中方。⑤这一系列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

剧了中苏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在党际关系方面，从 1962 年 11 月初到 1963

年 1 月下旬，保、匈、捷、意、德五国共产党分别在

自己的党代会上公开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其中

以赫鲁晓夫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并指责中共

为顶峰。中共则以 1962 年 12 月 15 日发表的社

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

人》为始，至 1963 年 3 月 8 日发表社论《评美国共

产党声明》为止，连续发表七篇评论文章作为回

应，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的序幕由此揭开。⑥1963
年 7 月，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九次会谈，双方

在国际共运和中苏关系等问题上坚持各自立场，

虽然最后未能达成一致，双方还是表达了继续谈

判的愿望。⑦但是在会谈期间，苏共发表了《苏共

中央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对中

共进行点名攻击。中共继而从 1963 年 9 月 6 日

至 1964 年 7 月 14 日陆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苏

共中央公开信”进行还击，两党意识形态大论战

进入高潮。⑧至此，两党两国同盟关系逐渐走向全

面破裂，且 始 终 没 有 得 到 缓 和，并 一 直 持 续 到

1964 年 10 月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双方庆祝“中

苏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活动正是在这种两

国两党关系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二、中苏双方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

三周年活动的基本情形

1963 年，在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周年之

际，两党尚未掀起全面论战高潮，从而使得双方此

次庆祝活动在形式、规模与宣传力度等方面与

1962 年相差无几，仅在政治上稍显冷淡。
( 一) 苏联方面的庆祝情况

1963 年 1 月 31 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代司

长苏达利科夫就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周年

一事，将苏方庆祝草案通知了中国驻苏使馆参赞

张德群，并希望尽快获知中方安排，双方都强调了

“中苏条约”对增进两国团结和友谊发展的重要

意义，苏达利科夫还表态称“很愿意单独为中国

同志组织活动”⑨。中国使馆随即于当天将会谈

情况汇报中国国内。⑩

2 月 11 日上午，苏联对外友协联合会东方社

会主义国家部主任费奥克基斯托夫、苏联苏中友

协负责秘书司高磋正式通知中方既定庆祝计划。
计划主要包括举行“莫斯科画家介绍人民中国”
美术展览开幕式，并由莫斯科市委、苏对外友协联

合会、苏中友协、总工会和文化部在“友谊之家”
联合举办庆祝会; 在莫斯科大学、门捷列夫化工学

院等高校举办庆祝晚会; 苏联对外友协联合会主

席波波娃和苏中友协主席安德烈耶夫将向中苏友

协会长宋庆龄致贺电; 此外，还要在列宁格勒、基
辅、伊尔库兹克、塔什干等地举行庆祝活动。瑏瑡

2 月 13 日，“友谊之家”庆祝会如期举行，苏

联苏中友协主席安德烈耶夫、副主席崔可夫、外交

部副部长佐林、对外文委副主席麦德维捷夫、全苏

工会中央书记索洛维耶夫以及个别中央部长和副

部长出席大会。与会群众约 300 人，较 1962 年为

多。瑏瑢苏共中央委员、苏中友协副主席兼高教部长

叶留金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辞，他的讲话重点突出

苏联在赫鲁晓夫领导下贯彻苏共二十二大纲领、
1962 年苏共中央 11 月全会以及实现七年计划的

成就，强调苏联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给予的“无

私”援助，表明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是列宁主

义的政策。瑏瑣现场观众情绪比较热情，当叶留金刚

提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以毛泽东同志”
时，话未讲完即赢得全场热烈掌声。瑏瑤

驻苏大使潘自力在随后讲话中，重申了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中苏条约”的忠诚态度，强

调了不断巩固中苏同盟对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

重要意义，表达了中国将永远同苏联及其他社会

主义国家一起争取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决心。瑏瑥

他的讲话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共获得全场

九次鼓掌。瑏瑦

在随后的宣传报道方面，苏联的整体规模与

1962 年相同: 莫斯科电台发表了广播谈话节目

《友谊的节日》;《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
《共青团真理报》等六大中央级报刊也都发表了

纪念文章。瑏瑧例如，《真理报》在 13 日至 15 日分别

对莫斯科庆祝大会的情况瑏瑨、北京方面的庆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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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瑏瑩、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晚会瑐瑠等进行了报道，

并 以 较 长 篇 幅 刊 登 了 一 篇 个 人 署 名 的 纪 念 文

章瑐瑡。节日前夕，宋庆龄曾致电波波娃和安德烈

耶夫，苏方也有回电，《真理报》就此只发了简短

消息，未刊全文。
( 二) 中国方面的庆祝情况

早在 1963 年 1 月 12 日，中国驻苏使馆既已

草拟出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 三 周 年 活 动 草

案。瑐瑢活动方案拟参照 1962 年实施办法进行庆

祝，对外宣传则侧重三个方面: 一是“中苏条约”
对增进中苏团结、反对美国战争政策以及保卫远

东和世界和平的意义; 二是中方维护和加强中苏

两国、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运以及全世界人民团

结的一贯立场; 三是两国建设成就( 对苏联成就

只一般提及) ，对苏联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但不

提 倡 其 他 驻 外 使 馆 和 代 办 处 与 当 地 苏 联 单 位

联欢。瑐瑣

2 月 5 日，中国国内方面确定了最终方案，规

格大致等同于 1962 年。具体方案主要包括: 由中

苏友协总会联合北京市友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庆祝

晚会，并邀请苏联驻华大使作简短讲话; 北京市中

苏友好人民公社以及各地有苏联人员工作学习的

单位，举行联欢活动，不安排讲话，其他城市的庆

祝规格比 1962 年稍低; 由宋庆龄向波波娃和安德

烈耶夫致贺电，全国性群众团体以及部分地方友

协和基层单位，亦可按惯例发简单贺电; 新华社、
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他中央一级报

刊，只报道庆祝活动，不发表社论文章。
2 月 13 日晚，政协礼堂庆祝晚会如期举行，

中方出席人员包括中苏友协总会、北京市友协和

其他方面负责人吴玉章、郭沫若等，外宾包括苏联

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苏使馆全体外交官、苏联留

学生代表等。北京各界代表共出席 1500 多人，中

苏友协副会长吴玉章主持晚会，友协代理秘书长

张致祥和契尔沃年科先后讲话，双方均强调了

“中苏条约”所固定的两国同盟关系符合彼此的

根本利益。张致祥还表达了中国将继续维护和加

强中苏团结的决心，契尔沃年科则主要谈到苏联、
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成就。瑐瑤

与此同时，中国驻苏使馆也组织了四次庆祝

晚会: 参赞郑拓彬邀请苏联经贸和科技部门人员、
大使潘自力邀请苏联外交部和中央联络部等相关

人员、潘自力再邀请苏联事务机关系统工作人员、
林代武官邀请苏联国防部及军事院校人员，苏方

出席总人数大体等同于 1962 年。晚会上，中方分

别放映了电影《达吉和他的父亲》和《中印边界问

题真相》，苏联外事部门态度较冷淡，但多数苏联

客人尤其是军方代表态度比较友好，不少人还主

动表达了对毛泽东的尊敬。而当有人发表了一些

诸如“对帝国主义就是要讲妥协，列宁说过要妥

协”等不利于团结友好的言论时，这些行为都遭

到了制止和驳斥。瑐瑥

在宣传报道上，中方此次在报刊上刊发的文

章数量不多，《人民日报》从 2 月 14 日至 16 日共

刊载了三篇文章，内容是中苏两国部分庆祝活动

的简单报道以及双方领导人在庆祝会上的讲话。

三、中苏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四周

年活动的基本情形

中苏庆祝“中苏条约”十四周年之时，正值中

苏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的高潮期，从而使得双方

此次庆祝活动在形式、规模与宣传力度等方面都

与 1963 年相差甚远，政治上则更加冷淡。
( 一) 苏联方面的庆祝情况

1964 年 2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

徐明向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契尔巴柯夫通知了

有关中方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四周年的活动

计划，这次谈话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双方对待此次

纪念活动态度上的强烈反差。其完整记录如下:

“徐: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纪念日快到

了。以前你们都在 1 月份就同我们商量如何共同

庆祝，但是到今天你们还没有通知我们。现在离

节日只剩一个星期了，不知你们今年打算怎样做。
现在我奉命通知你，我们准备像过去一样，热烈、
隆重地庆贺这个纪念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节

日。大致的项目有: 2 月 13 日在政协礼堂举行隆

重庆祝晚会，有讲话，如大使到时能赶回来，就请

大使讲话，否则就请代办同志讲话，并邀请苏联驻

华使馆全体外交官同我们一起庆祝这个节日，会

后有文艺节目。一些大城市亦举行庆祝晚会，报

刊报道庆祝活动消息。我驻苏使馆也要举行庆祝

活动，请转告苏联外交部予以协助。详细的庆祝

活动将由中苏友协邀请使馆同志面谈。
契: 政协礼堂的晚会是由社会团体举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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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由中苏友协举办，过去历来都是中苏友协

举办的。详细情况友协会跟你们讲的。
契: 具体情况和细节和友协谈。你们主动地

把庆祝活动通知我们，这很好。这个节日是很有

意义的。至于苏联方面，我现在没有接到通知，希

望能在最近几天把我方做法告诉你们。我们原则

上要庆祝，使馆也将根据莫斯科的做法相应地举

行活动。
徐: 我们准备热烈地、隆重地庆祝节日，说明

我国政府和人民非常珍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

团结，我们不仅这样讲，也这样做。根据你刚才讲

的，今年莫斯科给你的指示迟了。但原则上你们

要庆祝，我高兴听到这一点。希望代办同志很快

地把我刚才谈的通知苏联政府。至于苏联方面如

何庆祝，如果能够告诉的话，我们也愿意听。
契: 我已经说过了，最近通知你们。谁先通

知，对庆祝不起什么作用。过去我们先通知，今年

你们先通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徐: 这方面我不同你争论。我只说明我们很

珍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
契: 我们也珍视这种友谊，因此准备庆祝，但

庆祝方式暂时还没有接到通知。你谈的情况我将

报告政府。”瑐瑦

2 月 13 日晚，莫斯科在“各国人民友谊之家”
举行了庆祝集会，由苏联对外友协联合会副主席

戈尔什科夫主持，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

佐夫和苏中友协副主席杜伯洛维娜、格拉西莫夫

等 200 余人出席，中方人员包括中国驻苏大使潘

自力和中国使馆外交官员。14 日，苏联驻华使馆

举行了电影晚会，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全国人大

副委员长林枫和相关负责人应邀赴会，并在苏联

大使契尔沃年科的陪同下观看了电影。瑐瑧

在宣传报道上，1964 年 2 月 10 日至 16 日，即

庆祝活动最为集中的几天，苏联《真理报》全部以

红色标题陆续报道关于 1964 年苏共中央二月全

会的消息，仅在 2 月 14 日的第六版最下方，刊登

了一篇塔斯社关于中国驻苏使馆举行庆祝晚会的

报道，瑐瑨除此再无其他任何有关“中苏条约”庆祝

活动的报道。
( 二) 中国方面的庆祝情况

1964 年 1 月 25 日，中方就庆祝“中苏条约”
签订十四周年制定出详细计划，形式和内容大致

等同于 1963 年。在各种讲话中，除了“中苏条

约”的意义，拟重点宣传中国保卫和平、反对战争

的立场，强调中国的建设成就，并表达出一贯重视

两国友好团结关系的态度，不提“反修”，且计划

对苏联建设成就一般提及，不做阐述。瑐瑩

2 月 2 日，鉴于苏方对此次活动反应冷淡，预

计出席人员会受到严格控制，中国外交部向中国

驻苏使馆提出补充意见。要求对苏联民众多做团

结工作，邀请莫斯科市苏维埃有关人员以及与中

方有过联系的苏联部分单位的基层人员进行联

欢，还可安排中国学生和科研人员主动邀请苏联

师生举行小型联欢活动，以回应苏方诬蔑言论，扩

大中方影响。瑑瑠

在徐明和契尔巴柯夫会晤之后，中方于 2 月

11 日再次就庆祝安排作出大的调整。一是取消

国内庆祝会讲话，也不邀请苏方讲话，不再设主席

团，但原定人员仍需出席，适当增加外交和军情等

方面负责人，社会团体负责人则不出席，以体现中

方举行纪念活动的出发点是两国关系; 二是缩小

上海、广州的庆祝规模，地方报纸不再作庆祝报

道; 三是中苏友协和社会团体的贺电内容再作删

减; 四是预计在莫斯科举行的活动可能非常清冷

甚或被取消，但同时也不排除苏方会在表面上更

隆重，故要求潘自力作两手准备: 在莫斯科群众大

会上，苏方如不讲话，中方也不讲，苏方如讲话，中

国使馆可提前索要其讲话稿，如内容一般，则中方

既定讲稿不变，但可简短些，若苏方指名道姓或含

沙射影地进行攻击，则可当场给予回敬，但措辞上

要考虑外交礼数。瑑瑡

2 月 11 日晚，北京石景山中苏友好人民公社

举行了电影晚会，中苏友协副秘书长李沾吾等出

席，苏联驻华使馆参赞杜博思等外交官员应邀到

场。瑑瑢12 日，宋庆龄向波波娃和安德烈耶夫致贺

电，仍然强调了“中苏条约”对加强两国团结、反

对帝国主义以及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传达

了对中苏联合他国人民结成反帝统一战线、取得

反帝斗争胜利的信心，表达了中国希望巩固、发展

同苏联的友谊与团结的决心。瑑瑣次日，波波娃和安

德列耶夫向宋庆龄回电。瑑瑤13 日，中苏友协总会联

合北京市友协举行庆祝晚会，友协负责人以及其

他相关人士，包括郭沫若、廖承志等出席晚会，外

宾包括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和苏联外交官员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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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等。瑑瑥同一天，上海友协分会也举行了庆祝晚

会，出席总人数约数百名。瑑瑦

2 月 14 日晚，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在中国使

馆举行了招待会，苏联高教部长、苏中友协副主席

叶留金，对外文委主席罗曼诺夫斯基，外交部第一

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负责人和

各界人士共 100 多人应邀出席。瑑瑧同日晚，广州友

协分会也举行了庆祝晚会，共约数百人出席。瑑瑨

在宣传报道上，中方此次自 1964 年 2 月 12
日起至 16 日，共刊发文章八篇，文章数量和涵盖

范围都胜过 1963 年，但除了宋庆龄的贺电之外，

并 没 有 刊 载 其 他 有 实 质 性 内 容 的 讲 话 及 纪 念

文章。

四、对中苏双方庆祝“中苏条约”签订

十三、十四周年活动的总体评析

中苏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活

动的总体特点是气氛冷淡、规格不高。虽然两党

曾达成协议，即非“逢五逢十”的条约签订周年不

搞大规模庆祝，瑑瑩但这两次庆祝活动，无论是前期

准备、举办过程，还是报刊宣传、领导讲话，双方表

现更多得是提防和敌意。这与彼时中苏矛盾分歧

日益加剧、两党间意识形态大论战逐渐升级的大

背景不无关系，间接证明了这一时期中苏关系不

断恶化的事实，也证明了“中苏条约”对巩固两国

同盟关系的作用不断弱化。
( 一) 苏联方面庆祝活动的特点

对于“中苏条约”十三周年纪念活动，苏联在

活动形式上整体参照了 1962 年规格，但也略有不

同，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一是 1962
年由苏联对外文协负责通知中方，而此次是由其

外交部直接通知，姿态更为主动，其方案制定虽

早，但通知中方的时间却较 1962 年为晚，且内容

更为简单; 瑒瑠二是在庆祝大会上，苏联参会主席团

陪同观看文娱节目的人员虽然比 1962 年多，但是

大会的整体规格却较低，既没有苏共中央主席团

委员出席( 1962 年有沃隆诺夫) ，也没有准备正式

报告，且苏方高层人员态度很冷淡，避免与中方过

多接触或讨论问题; 三是往年苏方都会邀请中国

驻苏大使作电视演说，《莫斯科新闻》报纸会向中

国大使约稿，《新时代》杂志也会发表纪念文章，

此次则统统取消。瑒瑡

在讲话和纪念文章中，苏方的做法突出了以

下几个特点: 一是着力宣传苏联在中国革命的各

个时期都曾给予了无私援助，几乎每篇文章都详

细列举了苏联援中项目，却很少提到中国对苏联

的支援; 二是片面强调“中苏条约”对中国的作用

和意义，却不提及中国在履行条约义务过程中所

作出的努力; 三是声明苏联一贯维护中苏和社会

主义国家的团结; 四是着重宣传赫鲁晓夫在经济

建设和贯彻苏共二十二大决议方面的成就，但是

没有提及中国的建设成就，也几乎不提“毛泽东”
和“中国共产党”等字句。瑒瑢

关于“中苏条约”十四周年纪念活动，苏联的

态度则更为冷淡。从徐明与契尔巴柯夫的谈话记

录中可以看出，当徐明积极主动地通告有关中方

庆祝计划时，契尔巴柯夫并没有显得非常热情，而

是用带有官方色彩的语言进行一般表态，且明确

表示，截止谈话当天，苏联驻华使馆尚未收到苏联

国内关于这次节日的庆祝计划。在徐明进一步和

盘托出中方的庆祝计划时，契尔巴柯夫仍然不做

答复，甚至对徐明一再追问有关苏联庆祝计划的

做法表现出反感和不耐烦。
在宣传报道上，从 2 月 10 日开始，《真理报》

各主要版面几乎全被有关 1964 年 2 月苏共中央

二月全会的系列报道所占据，且都以红色醒目字

体作为标题。在 2 月 14 日( 即“中苏条约”纪念

日当天) 的头版，仍以中等篇幅的规模刊载了 1
月 31 日至 2 月 10 日苏共和越南劳动党在莫斯科

举行会谈的公报，瑒瑣而关于“中苏条约”庆祝活动，

则仅仅在第六版最下方的缝隙中，有一篇塔斯社

关于中国驻苏使馆举行庆祝活动的报道，简单介

绍了晚会主办方、苏方应邀出席人员以及晚会

内容。瑒瑤

综合苏联的两次庆祝活动特点可以看出，对

于“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周年的纪念活动，苏联虽

然表面上紧抓“团结”的旗帜，但在政治上则态度

冷淡。宣传报道上，苏方虽然在主要官方媒体做

了相应报道，但是只突出其在中苏关系中的主体

地位，高调拥护赫鲁晓夫政策和苏共二十二大决

议，其意在限制和削弱中方影响，且从《真理报》2
月 14、15 日两天的整体版面看，苏方的更多笔墨

显然在于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访苏一事，“中

苏条约”周年庆祝则次之又次。关于“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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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周年纪念活动，通过徐明与契尔巴柯夫的会

晤可以看出，苏联彼时确实还未拟定庆祝计划，或

者驻苏使馆已收到计划，只是不想和中方就此事

进行交流，但无论哪种可能，都足以体现出苏方对

纪念活动的冷漠态度，其谈话语气中则更透露出

警惕、不信任甚至敌视。在宣传报道方面，按照惯

例，每年的 2 月 14、15 日，都是苏联关于“中苏条

约”庆祝报道最集中的时间，但 1964 年 2 月这两

天的《真理报》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中苏条约”的

纪念报道。在中苏矛盾逐渐加剧的大背景下，苏

联倚仗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对“中

苏条约”纪念活动采取冷淡处理的做法不足为奇，

上述做法完全可证明“中苏条约”对苏联而言或已

成为一纸空文。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坚定了实行军控的决心，瑒瑥并于 1963 年 7 月同美、
英两国达成部分禁核试验协议，这有悖于中国坚持

全面禁核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方针政策。双方交

涉无果，遂以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相互进行指

责，瑒瑦这对彼时脆弱的中苏关系无异于雪上加霜，

也使得苏联对待两次周年纪念的态度略有不同。
( 二) 中国方面庆祝活动的特点

对于庆祝“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周年，中国方

面准备时间较早、周期较长。早在 1963 年 1 月初，

中国驻苏使馆党委即着手讨论和研究庆祝方案，活

动拟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同时加强正面宣传，多

方邀请苏联友人以拓宽影响范围( 如 2 月 14 日中

国使馆晚会邀请了苏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苏中友

协主席安德列耶夫等，往年只请到副外长瑒瑧 ) 。
在中国驻苏使馆的四次晚会上，中方都祝了

酒，苏联宾客也都作了回应。13 日的庆祝会上，

叶留金讲话时提到了诸如“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

中共中央”等字句，但潘自力在讲话中却未提及

赫鲁晓夫。中国使馆考虑到 14 日晚会上葛罗米

柯也可能提到毛泽东，而祝酒时中方在先，如果中

方仍不提赫鲁晓夫，应邀出席的苏联客人可能会

感觉中国方面不够友好和礼貌; 如果在葛提后中

方再补，则显得刻意和被动。所以，中方最终确定

在 14 日晚会上由潘自力在祝酒中主动提出“为

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领导

同志的健康干杯”一句，而葛罗米柯随后提的是

“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

为首的中共中央干杯”。瑒瑨

在宣传报道工作上，《人民日报》从 2 月 14
日至 16 日共刊载了三篇文章，报道内容集中为双

方领导人在各种庆祝集会上的讲话。而在系列纪

念活动中，中方的宣传力度比 1962 年加强很多，

且内容更具针对性，在各种讲话中除了介绍中国

的国内建设成就、阐述对外政策以及强调中方一

贯维护中苏团结的立场外，还提到了中印边界问

题，放映了《中印边界真相》的电影。
对于“中苏条约”签订十四周年纪念活动的

规划，中方最初既安排了双方代表讲话( 如 2 月

13 日中苏友协与北京市友协联合举行的晚会) ，

又安排了一定规模的地方庆祝活动及宣传报道

( 如在上海、广州举行晚会等) ，同时还安排相关

群众团体、友协分会和基层单位按惯例发贺电或

贺函，并指示驻苏使馆可按 1963 年规格在各种活

动中宣传“中苏条约”的意义、中国的反帝立场、
中国的建设成以及中苏友好关系，并拟定不提

“反修”。但在具体实施时，却取消了双方在中国

国内主办的庆祝晚会上的讲话，缩小了上海、广州

的庆祝规模，地方报纸也不再报道庆祝消息，且又

缩短了中苏友协和相关团体的贺电内容等。
在宣传报道工作上，中方主要报刊上的报道

内容虽多流于形式，但无论就整个宣传周期、刊登

文章的数量，还是内容所涵盖的范围，都远远胜于

苏联。
综合中国的两次庆祝活动特点可以看出，对

于“中苏条约”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中方在形式上

大体参照了 1962 年的规模，但在政治上则偏冷

( 如 2 月 13 日晚会地点在政协礼堂，1962 年则在

中南海怀仁堂瑒瑩 ) 。在活动中虽不打算主动挑起

事端，却作好了坚决回击苏方挑衅的准备。中国

方面拟定祝酒词的过程，也说明当时的一些友好

措辞并不能掩盖彼此已经产生的裂痕，而只是为

了防止政治上的被动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而已。宣

传上，中方抛开了形式上的隆重而更注重内容，以

便达到扩大中国影响和突破封锁的目的，还说明

这一时期中共对“中苏条约”在巩固两国友谊、加
强两国团结方面所起的作用，尚保留了一定程度

的认可态度。对于“中苏条约”签订十四周年纪

念活动，中方的态度则经历了由“一般处理”到

“冷漠对待”的转变。中方本意是按照 1963 年惯

例举行庆祝活动，但在徐明与契尔巴柯夫谈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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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苏联对于纪念事宜的冷漠态度已现端倪，中

方随即对庆祝计划作出较大改动，且在发表讲话

和讲稿内容等问题上强调针锋相对，中方的做法

则有助于占据舆论高地、把握斗争的主动权。
由此看出，“中苏条约”签订十三、十四周年

庆祝活动已经淋漓尽致地体现出当时已经恶化的

中苏关系。这一时期，中共一方面对苏联进行口

诛笔伐，另一方面则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外交政

策。1963 年 9 月，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

理论，决定将广大亚非拉国家作为重要的战略依

托，力图打破美苏的战略围堵，同时强调不与苏联

进行公开彻底的分裂。瑓瑠中方在这两次庆祝活动

的安排上坚持紧跟苏联步伐，同时又采取将计就

计、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即为这种对外政策的具

体体现。
注释:

①⑧ 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 2 卷

人民出 版 社、当 代 中 国 出 版 社 2012 年 版 第 312 页，第

314—315 页。
②③瑒瑦 王泰平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57—

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49 页，第 252 页，第

253 页。
④《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

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政府首脑会议的声明》，载

于 1963 年 7 月 31 日《人民日报》。
⑤ 参见《姬鹏飞副外长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

科谈话记录( 转交周恩来总理致赫鲁晓夫建议召开各国

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核武器问题信等) 》( 1963 年 8 月

2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 档案号:

113—00451—12) 第 2 页。
⑥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

录》( 下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05—530 页。
⑦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邓 小 平 年 谱 ( 1904—

1974) 》( 下 卷) 中 央 文 献 出 版 社 2009 年 版 第 1763—
1766 页。

⑨⑩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瑦瑏瑧瑐瑢瑐瑣瑐瑥瑒瑠瑒瑡瑒瑢瑒瑧瑒瑨瑒瑩 参见《中苏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三周年庆祝活动情况》( 1963 年

1 月 7 日—1963 年 2 月 2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

案馆馆藏档案( 档案号: 117—01075—01) 第 35—37 页，第

18 页，第 6 页，第 8、23—24 页，第 8 页，第 24 页，第 25 页，

第 13—16 页，第 20—22 页，第 27—32 页，第 23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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