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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5册外交卷)》通过历史亲历者的口述和回忆，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
以来的风雨历程，从不同侧面揭示党史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真实面貌，提供了加强党史研究和党史
教育的新资料、新视角。
编撰者权威，口述者角色重要，内容系统全面，具有非同寻常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和价值。

《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第5册外交卷)》(作者谢文雄)记述的重要外交事件有：“中苏友好协会”
成立始末、朝鲜开城停战谈判、建国初期中联部的对越工作、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中缅边界谈判、
赫鲁晓夫访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关于印度支那停战的军事谈判、彭真率团访问苏东六国、
参加苏共二十大、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为恢复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外交行动、周恩来非洲十国之行、
周总理1964年访苏、“乒乓外交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中美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中苏边界谈判、中越关系正常化、中越边
界谈判、博鳌亚洲论坛成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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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到“中苏友好协会”，不能不提“中苏文化协会”。
“中苏文化协会”，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促进中苏文化交流与两国友谊的社会团体。
1935年10月，该协会由徐悲鸿、张西曼等人筹组：在南京召开成立大会。
其章程规定：“中苏文化协会一c以研究及宣扬中苏文化并促进两国国民之友谊为宗旨。
”1938年，该协会迁到重庆。
在抗战期间，协会得以迅速发展，会员人数达到5万多人。
协会经常组织座谈，讨论中苏关系和国际问题，出版苏联政治、经济、文化丛书，并创办了《中苏文
化》月刊等。
至于为何用“中苏文化协会”名称，1949年，郭沫若在“中苏友协”发起人大会上致词时说：“那个
组织在某一段时期，在某些进步人士运用之下，也起过进步的作用。
那个旧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在成立时也曾打算用‘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的，但因反动派不高兴
中苏友好，因此选用了‘文化协会’的名目。
”    在“中苏文化协会”历史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力图施加影响。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苏文化协会”迁到重庆，继续宣传社会主义的苏联，推动进步文化活动，鼓舞
人民抗日意志。
当时，“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成为革命者活动的据点，是重庆的文化人经常聚会的场所，周恩来、
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的同志经常到那里参加活动，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时，也是利用“
中苏文化协会’’的会址与国民党官方人士、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可说是盛况空前。
后来，阳翰笙曾撰文肯定“中苏文化协会”的历史功绩，指出：“中苏文协在抗战时期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
1939年12月21日是苏联领袖斯大林六十寿辰，延安为此召开祝寿大会，并经吴玉章提议发起成立“中
苏文化协会”延安分会。
新中国成立前夕，郭沫若等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来到北平，积极宣传“中苏文化协会”的作用和成就
，倡议成立“中苏友好协会”。
    事实上，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一些城市已经成立了“中苏友好
协会”，并对城市政权接管和巩固起过重要作用。
1945年8月22日，苏军解放旅大。
由于旅大刚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解放，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共两党都力图控制这座城市。
为此，国民党特务乘机挂出国民党支部的牌子，中共地下组织也非常活跃，彭真指示韩光(后为旅大市
市长)不急于挂牌，先发动群众，与苏军接头，搞好关系，于是成立了“中苏友协”。
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妇联、青联等组织也相继成立，与国民党相抗衡。
为了与苏军建立良好关系，“中苏友协”利用俱乐部举办演讲、展览、放电影、开联欢会，并开展纪
念“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收到了良好效果。
不久，哈尔滨、沈阳、东北大区也成立了“中苏友协”，而且不断扩大，迅速形成哪里解放哪里就成
立“中苏友协”的局面，这为以后成立全国规模的“中苏友协”产生了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是“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
义阵营，这对“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刘少奇在论述“中苏友好协会”的宗旨时提出，“中苏友好协会”的目的，“就是要增进与巩固中苏
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与合作，苏联人民所走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
”    1949年5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处成立，由钱俊瑞负责，张仲实具体操作，住宿、办公均
在南河沿BOKC(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今北京市对外友协住地)和翠明庄(原中央组织部招待所)，8月
迁入御河桥2号(今正义路2号)。
全体干部响应钱俊瑞“大干50天，成立友协总会”的号召，全力以赴投入到总会的筹备上来。
    1949年7月16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爱国民主人士齐聚中南海怀仁堂，举
行“中苏友协”发起人大会，698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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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郭沫若、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
炎培等51人为主席团成员。
会议通过成立“中苏友协”的筹备章程，并推举刘少奇、宋庆龄、郭沫若等81人为筹备会委员，宣告
“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会议还通过致苏联政府的致敬电。
电文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大元帅：    我们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很早就开始了反对外国侵略
者、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斗争。
但是直到十月革命后，中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
现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领导之下，经过近三十年的斗争，已经
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今后我们中国人民将进行艰巨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把自己的祖自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
国。
    我们在兴奋愉快地庆祝中国革命胜利的时候，不能忘记伟大的列宁和您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给与
中国人民的启示和鼓舞，不能忘记苏联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伟大同情和帮助，不能忘记苏联在战胜
德日意法西斯中的决定的作用，不能忘记战后苏联对世界民主和平阵营的坚强领导。
在今后继续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人民民主和永久和平的斗争中，您所大大发展和充实了的革命理
论，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将是中国人民建国的强大武器。
我们向您致热烈的敬礼！
并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表示庆贺！
    我们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的目的，是在建立和发展中苏两国文化经济等方面的联系，向中国
人民介绍苏联建国的丰富经验和科学文化，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为争取世界永久和
平而奋斗。
    中苏两国人民友好万岁！
    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    七月十六日    长期居住在上海、一直为促进中苏友谊而操劳的宋庆龄，
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邀请，于8月28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来到北平，参加全国政协和“中苏友协”的
筹备工作。
当日下午4时15分，从上海驶来的火车刚刚在前门火车站停稳，毛泽东即大步走上车厢与宋庆龄握手，
说：“欢迎你，欢迎你！
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    筹备会议于9月6日在北京饭店举行，宋庆龄、朱德、郭沫若、周恩来、林伯渠、李济深、邵力子
、陆定一、李立三等出席。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推举宋庆龄为筹委会主任，通过“中苏友好协会”章程草案及有关事项。
    1949年10月5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宋庆龄、朱德、吴玉章、董必武、张澜、陈云、高岗等出席，各界知名人士
及代表1000多人参加会议。
宋庆龄致开幕词，刘少奇作题为《中苏两国人民永远不朽的友谊与合作万岁》的长篇报告。
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会长(据王光美回忆，中央原打算安排宋庆龄为“中苏友协”首任会长，但考虑到中
苏两国关系的复杂性，才决定先让刘少奇担任此职)，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黄炎
培为副会长，钱俊瑞任总干事；同时选出丁西林等197人为理事。
“中苏友协”总会的成立，将中苏友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专程前来参加成立大会的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马尔科夫也相
继致词，表示祝贺。
何香凝、张澜、吴玉章、邵力子等也发表了讲话。
P2-4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色往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色往事>>

后记

为了更好地发挥党史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资料征集办公
室对过去征集、整理、出版的口述历史和回忆录进行系统梳理，并根据需要，吸收一些新的成果，编
辑了《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系列丛书，以期为史学研究者提供更多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鲜
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为广大党史爱好者提供生动鲜活、可读性较强的党史读本。
    对领导干部、老同志口述历史及回忆录进行征集、整理和编辑出版，是党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正确
总结历史经验，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我们党历来对此十分重视。
1980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
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合并，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正式成立，具体负责口述历史、回忆录和其他
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
2001年6月，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上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期党史工作的地位和
作用，并首次把党史工作概括为党史征编、研究、教育和宣传四个方面。
按照这个精神，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把征集老同志的口述历史和回
忆录作为一项主要工作。
近十年来，征集办所征集并发表的老同志口述历史和回忆录已逾千万字。
这些口述历史和回忆录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是对党的历史文献的重要补充。
由于这些资料在发表时曾经过认真地考订和印证，因而它们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
    这套丛书在策划、选稿、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委会的高度重视，中央党
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副主任曲青山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并担任丛书主编。
宣传教育局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同志承担了丛书的选稿、编辑等具体工作。
济南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丛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劳动。
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由于这套丛书规模较大，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丛书从内容到形式都难免存在不足，欢迎广大读者提
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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