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畏赴会险阻
彰显领袖担当

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行发

起，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各国有关问题的大型国际

会议。面对殖民国家的百般阻挠和破坏，周恩来以求同存异的外交智慧

力挽狂澜，保证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万隆会议对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提升中国的国际威望具有关键意义，也是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里程碑。

杨慧

4月18日上午，万隆会议顺利开幕。

在18日下午至19日的全体会议阶段，大

部分国家代表的发言都表达了对殖民主

义、种族主义的谴责，呼吁扩大亚非国家

间的团结合作，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维

护世界和平。然而，由于与会国在社会制

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再加上西方国

家的煽动和干扰，少数国家代表在发言中

重提反共观点，甚至将矛头直指中国。如

污蔑共产主义是“独裁”，是一种“新形式

的殖民主义”，要“同美国联合起来反对共

产主义”等。这些发言明显偏离了会议主

题，使会场气氛陡然紧张，中国代表团如

何回应受到高度关注，处理不慎，会议将

陷入混乱和分裂。

对于这一突发状况，周恩来临时决

定将此前准备的发言以书面形式散发，

利用休会间隙，重新起草补充发言提

纲。在正式发言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

表明，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来

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

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

异”。“求同存异”理念的提出不仅表明了

中国代表团的诚意，而且为化解国家间

的分歧提供了有效方案，在关键时刻避

免会议误入歧途。接下来，周恩来深刻

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具有广泛的求同

基础，并就此前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提及

的不同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宗教

信仰自由问题和颠覆活动问题进行了

逐一回应，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

策，消除他们对中国的误解。短短18分

钟的发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赢得了会场热烈的掌声，为会议找到了

一条避免对立继续进行的路线，成为会

议走向成功的转折点。

在此后几天的会议中，各国代表对

于会议决议和宣言的起草问题又产生了

严重的分歧，周恩来竭力化解矛盾，使会

议尽可能地表达出亚非人民反殖民主义

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共同愿望，抵

制了以反苏反共为名将会议拖入思想意

识论争的企图。正如美国记者鲍大可所

评论的：“周恩来并不打算改变任何一个

坚持反共立场的领导人的态度，但是他

改变了会议的航向。”

展现外交智慧，拨正会议航向

万隆会议期间，各方人士请周恩来总理签名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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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是我国近代不懂外文却用古

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同时还是一

位颇负盛名的教育家。他21岁时开始

在村塾教书，31岁考取举人后，先后执

教于杭州东城讲舍、北京五城中学、金

台书院、正志学校、京师大学堂和国立

北京大学，并兼职于高等实业学堂和旅

京闽学会，讲学于北京孔学会、文学讲

习会，一生致力于办学堂、兴教育、育人

才，将培养人才与救国兴学紧密联系在

一起。

1882年，林纾携母亲和妻女，举家

迁至福州闽江边的苍霞洲，建新居 5

间。1897年春，林纾与旧友合作，在苍

霞洲旧居创办了福建第一所新式学堂

——苍霞精舍。苍霞精舍是一所与旧

私塾迥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教学内容除

传统经史等课程外，还开设了数学、英

文、历史、地理、时务等新式课程，“学生

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

鑑，迨夜燃烛复治算学。”林纾担任汉文

总教习，兼写作课程，为学生讲授《毛

诗》《史记》。

林纾办学严谨务实，注重培养学生

的思想品行，主张既要学好知识，也要

学会做人，要求学生树立爱国之志，不

可安于一己之私，顾“全局”而无“私

意”，做事要“勤”，行为要“诚”，交友要

“信”；指导学生学西学但不偏废国学，

主张文白并存，反对废除文言，深受学

生欢迎。

林纾后来在《苍霞精舍后轩记》一

文中写道：“聚生徒，课西学，延余讲《毛

诗》《史记》，授诸生古文，间五日一至

……”全文500多字，辞简意真，文清情

笃，描写了苍霞精舍所处的位置环境、

创建过程、教学经历，以及对故人旧物

的深切缅怀，表达了自己对教育的关

注、对亲人的怀念。

周惠斌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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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纾创办“苍霞精舍”

二战后，亚非人民的民族意识迅

速增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

蓬勃发展。但是，殖民主义在亚非地

区的统治并没有结束，新独立的国家

面临许多难题，迫切需要加强团结合

作。为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巩固民

族独立，1954年12月，印度尼西亚、印

度、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

五国联合发起召开亚非国家会议，邀

请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29个

亚非国家参加。会议选在印尼风景

秀丽的山城万隆市召开，因而也被称

作万隆会议。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

非常重视，派出了以国务院总理兼外

交部长周恩来为团长，副总理陈毅、

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

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等组成的

代表团参会。

自1955年2月开始，周恩来即着

手会前准备工作，考虑到了参会面临

的复杂局面。在参会的 29 个国家

中，仅有7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

他的21个国家，有的与新中国不曾

有过来往而心存疑惧，有的甚至与国

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

更为惊险的是，得知中国代表

团参会的消息后，国民党当局策划

了谋害周恩来的阴谋计划。4月11

日，台湾国民党驻香港特务机关指

使在香港启德机场工作的地勤人员

周驹，在中国代表团包租的“克什米

尔公主号”飞机经过香港机场时，在

机舱附近放置了定时炸弹，导致中

国和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以及随同

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制

造了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

事件。周恩来因事先应约去仰光同

缅甸、印度和埃及总理会晤，临时改

变了行程，国民党特务谋害周恩来

的阴谋未能得逞。

面对险象丛生的局势，党中央为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焦虑不

安，提出换人接替周恩来参会。周恩

来却处之泰然，凛然无畏，坚定地表

示：“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

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

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

的，没有什么了不起！”4月17日，中

国代表团如期抵达万隆，受到当地群

众和各国记者的热烈欢迎。

万隆会议为新中国提供了与

其他国家自由接触交往的机会，

对打开新中国外交局面、拓展新

中国外交空间、提升中国国际威

望具有重要意义。在为期7天的

会议中，除了参加大小会议外，周

恩来广泛结交亚非各国领导人，

特别是当时尚未建交的国家领导

人。据当年跟随周恩来的卫士长

成元功回忆，为了充分利用这次

宝贵的机会，周恩来不断地参加

一系列的午宴、晚宴和外交会谈，

7天总共只睡了13个小时。轻松

惬意的会外接触与正式会议发言

相得益彰，消除了与会国对中国

的疑虑。从万隆会议结束到1959

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尼泊尔、埃

及、叙利亚、也门、锡兰（斯里兰

卡）、柬埔寨、苏丹等国都是亚非

会议的参加国。

在亚非历史上，万隆会议是

亚非人民团结合作的一个里程

碑，也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划时

代的创举。正如印尼总统苏加诺

在大会开幕词中所指出的，“这是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色人种的

洲际会议”。在没有西方殖民国

家参加的情况下，亚非国家首次

携手相聚，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友好合作，体现了亚非人

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和信心。

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

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

则，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

“万隆精神”传承至今，为促进世

界和平与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万隆会议促进了亚洲和非洲

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标志

着亚非国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

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1955～

1963年，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先

后有摩洛哥、突尼斯、马来西亚等

近40个国家获得独立，加速了全

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历史进程。许

多参会国此后成为不结盟运动、

77国集团的成员，为促进南南合

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国际

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经

济新秩序的建立。

据《学习时报》

中国外交的新起点
亚非合作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