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塔什干讲话”到“海参崴讲话”
———中苏关系正常化历程

○吴跃农（江苏）

（下）

以 邓 小 平 为 核 心 的 中 共

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勃列日涅

夫的讲话迅速作出回应并采

取相应措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

革开放已经开始，经济建设成为党

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中共中央致力

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

是周边环境，这为我国调整对外战

略，包括缓和对苏关系打下了坚实

基础。
为了创造较长时期的国际和

平环境， 在处理中国对外关系上，
邓小平着力于推进4个方面的改善

关系： 一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
二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三是解

决香港回归问题；四是实现中苏关

系正常化。 继中日关系正常化后，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

关系。 随后，邓小平作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位国家领导人访问美

国。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

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八一七”公

报———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 第

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

的新框架基本确立。
勃列日涅夫 “塔什干讲话”发

表后，邓小平马上注意到了这篇讲

话所传递的信息，他和陈云、李先

念等中央领导一致认为，要采取一

个大的行动， 向苏联传递信息，争

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1982年3

月26日，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

会在主楼门厅进行。这是一场不设

座位、 只发布不答问的发布会，是

一场特殊而又意义非凡的发布会。
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

布了一个只有3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

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

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

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

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

联的实际行动。 ”钱其琛不到一分

钟的简短声明，第二天刊登在《人

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西方5大通

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

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

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

年的中苏关系， 有可能发生变化，
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

中苏关系坚冰时代的解冻开

始了。
1982年4月， 罗马尼亚总统齐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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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塞斯库来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他此行的目的，除了来了解一下改

革开放后的中国外，也想就勃列日

涅夫的演讲，试探一下中国政府的

态度。4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

堂福建厅会见了他。宾主谈话十分

坦率。 很快，话题就转到了中苏关

系上。 邓小平告诉齐奥塞斯库，中

苏关系现在还没有多大变化，勃列

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我们除了

对他骂我们的话表示拒绝外，对其

他的信息我们表示注意到了。 他

说：“我们重视实际行动，实际行动

就包括阿富汗、柬埔寨问题，包括

在我们的边界屯兵在内。 ”说到这

里，邓小平显得有些激动，他加重

语气对齐奥塞斯库说：“屯兵100万

啊！ 不谈这些具体行动，有什么基

础？但是我们不排除在他有某种表

示的时候恢复谈判。 ”
齐奥塞斯库表示理解中国的

立场，但他试图劝说邓小平像国际

舆论所设想的那样去“响应”勃列

日涅日夫的“建议”。邓小平不以为

然地说：“他总要把它的霸权主义

改一改吧，勃列日涅夫的话讲得不

坏，但是我们要看行动。 你见到勃

列日涅夫的时候， 可以告诉他，叫

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 从柬埔寨、
阿富汗的事情上做起也可以，从中

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没有行

动，我们不赞成，世界上的人都不

会赞成。 ” 邓小平表示，现在是应

该、也有可能在这一方面认真开始

做一些实际事情的时候了。双方有

必要坐下来平心静气地讨论，通过

共同努力，设法排除妨害两国关系

的障碍，从有助于改善两大邻国关

系的一个实质问题做起。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在中共

十二大作报告，一改对苏联先前的

全部是谴责的句式，除了先谴责苏

联和美国是“霸权主义”外，讲话根

据邓小平的3点意见， 重申要求苏

联减少部署在中国边境地区的苏

联军队， 停止支持越南占领柬埔

寨， 从阿富汗撤军。 1982年9月12
日，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有了

明显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愿望，去

掉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提法。

中苏双方经过协商，从10月开

始，举行副外长级特使磋商，讨论

和解决消除两国关系的障碍问题。
中 国 政 府 坚 持 以 首 先 解 决3个 障

碍，尤其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为先

决条件，但苏联以不损害“第三国

利益”为借口，不同意商谈越南撤

军问题。 这样，谈谈停停，磋来商

去，两年过去了，没有获得实质性

进展。

勃 列 日 涅 夫 缓 和 中 苏 关

系的政策被他的继任者安德

罗波夫所继承

在勃列日涅夫 “塔什干讲话”
的前后，苏联已经启动改善同中国

关系的一系列举措。 1982年3月13
日至21日，时任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司长米哈伊尔·贾丕才 （勃列日涅

夫逝世后的1982年12月被任命为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访问北京。 这

是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之后两国外

交部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尽管苏联

公开的官方报道只是把贾丕才的

北京之行说成是应苏联驻华大使

的邀请而进行的私人访问， 但是，
贾丕才同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钱其

琛、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于洪亮

举行了会谈。 之后，1982年8月，于

洪亮访问了莫斯科，商谈重新恢复

中苏边界争端的谈判事项。 9月1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一旦

一切安排就绪，中苏即恢复中苏边

界谈判。
1982年春夏两季，中苏两国的

接触开始增多。4月，两名中国科学

家参加了在苏联塔吉克斯坦加盟

共和国首府杜尚别举行的国际专

题讨论会。 6月和9月，苏联运动员

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体育比赛。 7
月， 两名苏联经济学家访问北京，
这是自1966年以来，苏联经济学家

第一次访问北京。
中苏经贸关系开始得到改善，

1982年双边贸易额由最低点1969
年的1.2亿 瑞 士 法 郎 回 升 至6亿 瑞

士法郎。1983年3月10日，中苏两国

外 贸 部 副 部 长 在 莫 斯 科 签 订 了

1983年贸易支付协定，根据这个协

定，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期望从1982
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8亿美元。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

逝世。 11月14日，时任中国外交部

长黄华飞往莫斯科，参加11月15日

举行的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安德罗

波夫接任勃列日涅夫任苏共中央

总书记，后来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 勃列日涅夫的葬礼结束后，
安德罗波夫举行了简短的接见仪

式，接见各国代表团的领导人。 在

接见时，安德罗波夫同黄华谈话的

时间最长。时任苏联外交部长安德

烈·葛罗米柯也会见了黄华。 塔斯

社对此进行了报道。 塔斯社指出，
苏联外交部已经强调，“实现同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常化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苏联将努力使中苏关

系回到友好邻邦的轨道上来”。 据

塔斯社的报道，黄华表达了他的一

个愿望， 即：“经过两国的共同努

力， 中苏关系将会逐步实现正常

化。”塔斯社还报道说，黄华和葛罗

米柯一致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

共 和 国 将 继 续 进 行 政 治 对 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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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18日，黄华回到北京时

说，他同葛罗米柯讨论了“排除就

中苏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会谈存

在的障碍”议题。 他对中苏关系的

前景“抱乐观的态度”。
安德罗波夫担任苏共总书记

期间主张 “改善苏中关系”，“恢复

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 1982年11
月22日，安德罗波夫在一个公开场

合表示：“苏联希望改善同社会主

义国家的关系。其中包括我们伟大

的邻邦，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政

界和舆论界都敏锐地注意到，这是

苏联领导人自1969年以来第一次

用“伟大的邻邦”来称呼中华人民

共和国。 11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

表评论说，中国已注意到安德罗波

夫的讲话，希望看到“苏联新的领

导人为排除妨碍两国关系正常化

的障碍而作的新的努力”。紧接着，
中国政府在发给苏联政府庆祝苏

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成立（1922年成

立）60周年的贺电中说：“中国政府

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一步一步地

实现正常化， 并建立友好邻邦关

系。 中苏双方应通过谈判的方式，
采取具体的行动，排除障碍，为实

现 上 述 目 标 而 共 同 作 出 努 力。 ”

1982 年 12 月 26
日，《真理报》刊

登 了 贺 电 的 全

文， 两天后，新

华 通 讯 社 英 文

部 对 该 贺 电 作

了报道。
安 德 罗 波

夫认为，中苏两

个 社 会 主 义 国

家 之 间 的 对 抗

只 会 使 美 国 等

西方国家获益，
苏 联 除 了 在 全

球战略中不得不抽出相当一部分

力量来应付中国从而加重自身的

负担之外，什么也得不到。当然，反

过来说对中国也是如此。
1983年8月26日，安德罗波夫公

开呼吁，中苏应扩大贸易，发展双边

交流，缓和边界紧张局势。 他表示，
苏联愿意就巩固世界和平、 巩固国

际安全的问题同中国进行对话。 而

这一切， 都是两国为实现长远的经

济任务所必需的。作为呼应，时任中

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对安德罗波夫的

呼吁表示欢迎。1983年9月2日，李先

念说， 尽管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

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中国政府真诚

地希望，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

碍将会得到排除。 这样，“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两国能够发

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安德罗波夫决心利用自己作

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推

进中苏关系的全面和解。尽管在党

内存在一些反对意见，但在外交部

长 安 德 烈·葛 罗 米 柯 的 大 力 支 持

下，安德罗波夫力排众虑，最终统

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的

意见，于1983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

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提议派遣中国

领导人比较熟悉的苏联部长会议

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前往中国

访问以改善双边关系，同时，还指

定外交系统内公认的中国通、担任

外交部副部长的米哈伊尔·贾丕才

尽快组织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相关

人员制定这次访问的具体日程和

相关文件，并直接向苏共中央政治

局汇报。
阿尔希波夫于1984年12月 对

中国进行了成功访问，此行被视为

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走出的重

要一步。这也是在中苏两党关系恢

复正常化之前，率先推进两国关系

正常化的典范。
但两党两国关系毕竟紧张了

20多年，许多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

决，中苏双边谈判一开始就陷入了

相互指责的僵局。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重申，改善中苏关系存在着三大

障碍：1、苏联在蒙古和中苏边界部

署了大量的苏联军队。2、苏联武装

干涉阿富汗。3、苏联支持越南侵略

柬埔寨。 苏联谈判代表指出，中苏

谈判应局限于讨论双方悬而未决

的问题，不应该涉及影响第三国的

问题。 在这一时期，双方在各自的

政策声明中，都反复强调了上述的

立场。
1984年1月24日， 时任中共中

央总书记胡耀邦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重新提出了与苏联恢复友好关

系的呼吁。他要求苏联谈判者采取

更加灵活的方式，改善中苏关系的

“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且“这也是

我们的愿望”。

勃列日涅夫“改善中苏关

系”的“塔什干讲话”终于在7
年后实现

安德罗波夫于1984年2月9日

!!!!!!!!!!!!
!!!!!!!!!!!!!!
!!!!

勃列日涅夫（左1）、安德罗波夫（左2）和契尔年科（右 1）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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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中国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

积极主动政策，委派时任国务院副

总理万里代表中国参加安德罗波

夫葬礼，这是20年来中国最高级领

导人访问莫斯科。在葬礼之后为外

国领导人举行的短暂招待会上，后

来接替安德罗波夫任苏共中央总

书记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同万里

进行了简短会谈。他对中国采取了

一条继续强硬路线的政策。
邓 小 平 在1984年2月22日 指

出：只要“三大障碍”依旧存在，中

苏关系的“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其他一些领

域里改善和发展关系”。 万里也认

为“一个国家的政策不会因一个人

的逝世而改变”。
尽管如此，中方对改善双方关

系仍持积极态度。 1984年4月26日

至5月1日， 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

国， 中国电视广播报道了1984年4
月27日里根总统发表的讲话，特别

删去了他暗指苏联对中国边境的

威胁、占领阿富汗、
“镇压”柬埔寨以及

1983年苏联战斗机

击落南朝鲜班机的

评论。 中国主流媒

体 还 删 去 了 他4月

28日接受中国电视

台采访期间发表的

讲话， 这个讲话间

接地涉及苏联的威

胁，说，美国没有在

中国边境 “集结军

队”。中国外交部发

言人解释说，中国宣传媒介发表里

根总统对第三国的评论是“不合适

的”。
1985年3月， 戈尔巴乔夫出任

苏共中央总书记。 之前，中国政府

利用派团赴莫斯科参加苏联领导

人契尔年科葬礼的机会，本着实事

求是的原则，恢复称苏联为社会主

义国家，以“祝愿苏联在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措词

加以表达， 苏方对此也心

领神会。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

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点，是

1986年7月28日 苏 共 中 央

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 “海

参崴讲话”。戈尔巴乔夫宣

布， 苏联将分阶段从阿富

汗撤军； 正同蒙古讨论撤

出大部分苏军的问 题；愿

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

地区的陆军； 同意按主航

道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
边界线走向； 尊重和理解

中国的国内政策。 这是苏

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在消

除“三大障碍”问题上作出

明确的承诺， 正式确认按

主航道中心线划分两国界

河的原则，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

苏联领导人历次讲话中调子最为

和缓的一次。
1985年10月9日， 邓小平请访

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

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

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

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或胡耀邦

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 邓小平说，
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
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9年5月16日， 邓小平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访的苏共中

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这是30年来

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第一

次晤面。 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

注。
邓小平握住戈尔巴乔夫的手

说：“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

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

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

化。 ”戈尔巴乔夫笑容满面地点头

同意。 随即，邓小平又指着正在忙

碌的记者说：“趁他们还没有离开，
我们也宣布两党的关系实现正常

化。 ”（题图为1991年5月16日在莫

斯科举行的《中苏关于中苏国界东

段协定》的签字仪式。 ）
（责任编辑：吴 玫）

岁月风云

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握手。

1985年10月，邓小平接受罗马尼亚共产党总

书记、总统齐奥塞斯库授予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

共和国之星”一级勋章。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