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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吴跃农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
楼上庄严宣告 ：“本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
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
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
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日，
周恩来把毛泽东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公告及他签发的表达与各国建交愿望的外交
部公函迅速送达各国政府。

国际社会极为关注新中国外交动向并在
思考与新中国未来的关系。 英国 《卫报》 称 ：

“1 日（指 1949 年 10 月 1 日。编者注）是亚
洲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法新社电稿指
出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与
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宣言（指毛泽东宣

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编者注）已
由新共和国外长周恩来送达外国政府。”该电
稿还节选了周恩来签发的外交部公函中的一
段话 ：“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
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是必要的。”当时，
摆在西方国家面前的重要问题是，未来究竟
该承认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代表还是新的人民
共和国的代表？

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外交部
副部长葛罗米柯致周恩来外长照会。照会指
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
日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
立外交关系，苏联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政
府的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
正友好关系的始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阁下 ：苏联政府
决定建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同日，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
向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代办发表
声明，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并召
回其外交代表。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

10 月 3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苏联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苏建交的报告 ；研
究苏联政府同原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的
原则立场，决定同意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外交
关系并互派大使，任命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首任大使。会议同
意外交部发出声明，通知原国民党政府驻外
使馆，一律停止活动，听候交接。当日，周
恩来复电葛罗米柯，欢迎中苏两国立即建立
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对苏联成为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表示欢迎。

在两国外交部互换照会表示愿意建立外
交关系后，苏联政府外交部任命原驻北平总
领事齐赫文斯基为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参赞兼临时代办，中国政府外交部任命戈宝
权为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周恩来
当天下午即会见了齐赫文斯基。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苏联的“一个中国”外交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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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在国际社会引发
剧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均报道了
苏联宣布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消息。英
国方面表示，由于“苏联与中共新政府建立
外交关系……使得英国有必要重新考虑承认
中共政权的问题。英国不想草率行事”。而美
国方面认为，“华盛顿关注承认的问题”，但
是“不急于行动”。在苏联的带动下，一些社
会主义国家纷纷同新中国建交。至 1949 年底，
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 10 个，粉碎了当时
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和蒋介石集团试图依靠美
国孤立新中国的图谋。

接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领事馆

戈宝权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
位外交官。1935 年起担任天津《大公报》记者，
留驻苏联 3 年，回国后先后在《新华日报》《群
众》杂志、生活书店和时代出版社担任编辑，
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翻译过《普希金
诗集》《海燕》等，毛泽东称赞他为“俄国文
学专家”。1949 年 7 月，陪同刘少奇访问苏
联后留在当地。

10 月 4 日，周恩来电示戈宝权，要他立
即向莫斯科原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代办发
布命令，指出 ：“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派遣大
使来莫斯科，并将派领事至苏联各地，接管
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你及原国民党政府驻

苏大使和驻苏各地领事馆的一切工作人
员，必须负责保管中国大使馆与各领事
馆的档案、文件和一切财产，安心听候
接管。为了祖国利益，我认为你应当这
样做，如有破坏或迁移行为，中央人民
政府当追究责任，并予以法办。中央人
民政府现已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参赞，并兼临时代办，
并责成戈宝权代办即日前往中国驻苏大
使馆洽商保管和接收事宜。”

实际上，新中国接管国民党驻苏联
大 使 馆 早 在 1949 年 7 月 就 展 开 了。7
月底，随中共代表团访苏后，王稼祥留

在苏联治病。他一边治病，一边领导随团的
戈宝权、徐介藩和几位机要人员着手接收和
清理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中国大使馆。这时，
国民党大使蒋廷黻及使馆人员已离开苏联逃
到欧洲。戈宝权、徐介藩等对此进行了认真
的清理工作，这些人后来都留在大使馆工作。

10 月 4 日，周恩来给王稼祥发电报，同
意在苏联设立海参崴、赤塔和阿拉木图 3 个
领事馆，接管领事馆的工作也同时展开。这
些工作都是在苏联的大力协作和默契配合下
进行的。

中苏互派大使

1949 年 10 月 5 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苏联
政府任命罗申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使。

10 月 10 日， 周 恩 来 与 董 必 武、 郭 沫
若、聂荣臻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前往北京前
门火车站，迎接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首
都 3000 余名群众参加了这一活动。周恩来在
致祝词时指出，中苏两国的邦交，中苏两国
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后经过罗申大使的努力，
将会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16 日，毛泽东接
受罗申递交国书并在致答词时强调 ：“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伊始，即承苏联政府首先响应
愿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我相信，中苏之间

1949年10月3日，中苏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图为10月16日，苏
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向中方递交国书后与中方人员合影



43

的友谊，将因贵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日益发
展和巩固起来。我相信，经过贵大使的努力，
贵我两国的合作，将日趋密切，同时将有利
于共同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

10 月 20 日 晚， 毛 泽 东 设 宴 欢 迎 罗 申。
宴会结束后，王稼祥率相关人员乘专车离京
赴苏上任。周恩来、林伯渠、郭沫若等领导
人，北京市各界群众代表 100 余人及罗申前
往火车站送行。临行前，周恩来叮嘱王稼祥：

“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太大，是搞外交，我们
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
国外交工作的发展。”

10 月 31 日清晨，王稼祥一行 11 人抵达
莫斯科。在车站受到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
米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
区司令员阿尔捷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司
令西尼洛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
鲜、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保加
利亚等国驻苏使节和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参
赞戈宝权等人的欢迎。王稼祥在站台发表演
讲 ：“我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作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驻外国代表并
于现在到达贵国首都，感到非常荣幸。
我代表中国政府对苏联立即与新中国建
立外交关系表示感谢，将尽最大努力来
巩固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

王稼祥还带着毛泽东写给斯大林的
亲笔信，信中写道 ：“兹介绍王稼祥同
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
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
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
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
的资格（他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和
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请
你及联共中央同志们站在同志的立场上，随
时对他给予指导，使他的工作获得较多的成
就。我在这里预先向你表示谢意，致以同志
敬礼！”

11 月 3 日中午，王稼祥率领大使馆参赞

曾涌泉、戈宝权、徐介藩和武官边章五、一
等秘书张观前往克里姆林宫。下午 1 时，呈
递国书典礼正式开始。苏方在场的有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秘书高尔金、外交部副部长拉弗
伦捷夫、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库尔久柯夫、
交际司代理司长布舒耶夫、远东司一等秘书
达克鲁杰柯夫等，经布舒耶夫介绍给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后，王稼祥宣读
祝词，递交国书。

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而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依然占
据着联合国席位。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
合法席位，中苏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合作，
作出不懈努力。

1950 年 1 月 7 日，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
王稼祥陪同下拜访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
建议我外交部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

称“安理会”）发一个声明，否认盘踞在台湾
的国民党政府代表蒋廷黻继续为安理会中国
代表的合法地位。维辛斯基说，中国发表声
明后，苏联将采取行动，即如果蒋廷黻还留

在安理会为中国代表，则苏联会拒绝出席安
理会。毛泽东当即表示，中国外交部可以发
表这样的声明。

当天下午，毛泽东给周恩来发电报，其
中指出 ：“请你们于接电后迅为办理，争取于
九日恩来动身来莫斯科前发出此声明的电文，

1949年11月3日，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向苏方递交国书后
与苏方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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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已发给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外，并以电
报通知苏、英、美、法等国外交部。此事办
理情形望告，并告以一月九日是否来得及发
出。”当晚 12 时（国内已经是 1 月 8 日早晨

5 点），毛泽东亲自起草好致联合国声明文件，
又致电刘少奇、周恩来 ：“兹拟就周恩来外长
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及安理会
十会员国政府的声明电文，请照此发去为盼。”

1 月 8 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
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 ：“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
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
去，特此电达，希予采纳照办为荷。”

声明电文发布后，苏联即向联合国提案
驱逐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1 月 13 日，安
理会表决苏联提案，但在美国操纵下，提案
被否决。苏联表示，既然安理会本身存在不
合法的、苏联不再外交承认的国民党政权的
代表，那么它所通过的任何决定，苏联将不
承认其为合法，也不参与其工作。苏联代表
随即宣布退出安理会。1 月 16 日，苏联与白
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
代表又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程序委员会、
防止歧视与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和无国
籍者及有关问题特别委员会 3 个机构中退出，
以示对蒋介石集团窃占联合国席位的抗议。

苏联反对国民党集团参与联合国组织及
所属机构，这样的行动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有力支持。这就迫使联合国关注中国代表
权问题，秘书长赖伊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进
行斡旋，使安理会能够正常运转。

3 月 8 日，赖伊以联合国秘书长身份向
安理会各成员国印发关于新中国席位问题的
法律备忘录并向媒体公布。此备忘录基本观
点是 ：当一个革命政府对抗现有政府而自称
代表某一国家时，我们要搞清楚的问题应该
是，究竟这两个政府中哪个事实上具有使用
国家资源去指导人民履行成员国义务的地位，
需要判别的主要标准是新政府是否能在其领

土范围内行使有效权力，并为本国人民所服
从。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联合国各机构就
应该通过集体行动给予该政府以联合国代表
本国的权利，即使某些成员国有理由根据其
国家政策拒绝承认，并坚持否认其为合法的
政府。显然，赖伊倾向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和联合
国代表。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认为，
赖伊的这份备忘录无疑是联合国动摇对国民
党政权代表支持的强烈信号，事实上是主张
接纳中共代表团取代中华民国代表团。

4 月 22 日至 5 月中旬，赖伊先后访问华
盛顿、伦敦、巴黎、海牙、日内瓦和莫斯科，
进一步就中国代表权及联合国各常任理事国
等问题，进行积极斡旋。5 月 15 日，斯大林
在莫斯科接见赖伊。苏联方面明确表示，苏
联在联合国及各种机构的原则立场，即凡是
有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而没有中华人民共和
国合法代表的那些机构，苏联代表不参与其
工作。

5 月 16 日中午，王稼祥应邀与赖伊会谈。
赖伊表示，自己一向尽力使新中国参加联合
国各种会议，目前虽然尚未成功，但希望今
夏能解决此问题。赖伊对王稼祥说，他收到
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
的电报，正竭尽全力以求尽快解决中国在联
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针对当时国民党放弃派
代表参加红十字会一事，赖伊建议说，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利用此次机会派出自己的
代表，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完成与英国
建交的谈判，一旦完成谈判，则会对解决联
合国中的中国问题产生有利影响。赖伊的外
交斡旋缓和了苏联与其他常任理事国的关系，
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阻力也大大减少。

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51 年 5 月，新中国
先后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
朝鲜等 18 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迈出了打
破美国遏制和孤立政策的重要一步。

（责编　张晓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