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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苏论战,是那

个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邓小

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

有屈服于苏修”，其出色表现得到了毛

泽东的充分肯定。

“一场痛快的争论”

1960 年 4 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

时，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在列宁

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纪念文章，不

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此前提出要在中

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

舰队，以及中印武装冲突时发表袒护印

度的声明等损害中国主权的事情。
6 月下旬，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12 个社会主义国

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举行了一次

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

共 6 月 21 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

国进行全面攻击；会上，苏共动员各兄弟

党批判中国党，赫鲁晓夫在最后发言中

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彭真为团长的

中共代表团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在中共不为压力所屈服的情况下，这

年 7 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

定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

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7、8 月间，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

议，其中一项议程就是研究中苏关系问

题。8 月 10 日，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问

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

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

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

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

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

进得来就出不去。
虽然赫鲁晓夫损害中苏关系，但中

共还是不愿看到两党关系继续恶化下

去，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这年 8

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建议中苏两

党举行会谈，然后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

工人党会议，通过一个宣言，共同对付美

国。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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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

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
9 月 12 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

将《通知书》的《答复书》交给他，并

通知中共将于 15 日动身到莫斯科

谈判。
9 月 16 日，代表团飞抵莫斯科。

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

欢迎宴会。席间，赫鲁晓夫先从阿尔

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

产党。邓小平没有退让，对赫鲁晓夫

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

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

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说：“这不仅仅是苏共

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

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

骂我们。”
邓小平回敬说：“援助是为了实

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

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

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见捡不到便宜，就干

脆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党，说道：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

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邓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

态度是一贯的。”
赫鲁晓夫辩解说：“你们开始拥

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说：“拥护什么？反对什

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

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
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

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

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

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

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

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

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

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

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

果，你一直认识不足。”“要批判，但不

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

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9 月 17 日，两党会谈正式开始。

会谈一开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便抢先说，苏共

中央初步研究了中共中央的《答复

书》以后，认为两党的分歧不是缩小

而是扩大了。接着又指责《答复书》
里讲了许多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不

考虑苏方的意见，是 20 年代托洛茨

基事件以来对苏共最严重的攻击。
最后，他讲了一些希望能够消除分

歧、加强团结的套话。
针对指责，邓小平回答说，你们

那个《通知书》的性质是很严重的，

我们的这个《答复书》是由你们那个

《通知书》引起的，你们不仅有那个

通知书，而且还把我们之间的分歧

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采取撤退专家、
撕毁合同一系列严重行动，所以我

们的《答复书》不能不提到这个问

题，不能不就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现
在你们看了我们的答复，并没有一

点自我批评，我们代表团感到十分

遗憾。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邓小平

质问道：你们究竟要把中苏之间意

识形态的分歧引到什么地方去？希

望你们慎重考虑，做出认真的答复。
9 月 19 日，进行第二次会谈。这

次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

记科兹洛夫首先发言，再次对《答复

书》横加指责，一口咬定分歧不是苏

共引起的，而是中共引起的，还说要

中共代表团改变过去的做法，要谈

实质问题，例如时代、裁军、战争与

和平、和平共处等等。科兹洛夫发言

后，邓小平和彭真作了针锋相对的

反驳，要求苏方不要狡辩，不要回避

事实，苏共中央犯了错误，错了就错

了，应该承认。
9 月 20 日，进行第三次会谈。邓

小平作了系统发言，主要是驳斥苏共

前两次会谈的发言。他指出，自朝鲜

战争以来，苏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颠

倒敌我关系，犯了以敌为友、以友为

敌的错误。在兄弟党关系上，搞的是

父子党，要兄弟党都听自己的。他还

列举了长波电台、共同潜艇舰队等苏

联破坏中苏关系的具体例证。邓小平

声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

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即使这样，我

们也绝不屈服。我们要自力更生，用

自己的双手来弥补这些损失。邓小平

表示，希望苏共能改变这种态度，能

够坐下来好好谈我们之间的分歧。
代表团回国后，将有关情况向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毛泽

东表示，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

双方都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

团结，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

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
总的原则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

持斗争，留有余地。

“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

9 月 30 日，邓小平和彭真再率

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出席将于 11 月

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

议声明稿起草委员会会议。
从 10 月 1 日至 22 日，起草委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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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争论，声明

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仍在战争是

否可以避免、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

大、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兄弟

党之间的关系、平等协商原则等问

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

在 22 日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一次发

言时，将这些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以

加强团结，争取多数人的同情。
据杨尚昆在日记中所写：

宴会开始时，由苏斯洛夫祝酒，
小平同志也祝酒，似乎是很平静。但

到末尾上咖啡的时候，赫起立发言，
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说谁反对他就

是反对苏共中央，他不要为首，如果

共产党用战争进行革命， 他说要退

出这样的党，等等。其中许多话是影

射我们的。
他说完后，小平同志立即讲话，

提出不同意他的意见， 说找不到任

何一个共产党是主张用战争来推行

革命，强调苏联为首是历史形成的，
我 们不想 利用 宴会 来讨 论 问 题。顶

了他。赫又发了言，对为首问题又说

了不少话，说他们受了委屈等等，但

最后还是说了要团结。
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 赫又

是咆哮，十分 粗野。到会者 都知 道，
彼此是针锋相对的。赫受顶，这恐怕

是第一次。

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教条主

义，邓小平回答说：“今天证实了你

们讲我们是教条主义，讲教条主义

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

说，中国在面对海参崴的地区修建

国防工事是反对苏联，邓小平说：

“你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事实不是这

样，我们可以澄清这个问题。”赫鲁

晓夫还为从中国撤回专家作辩解，

邓小平说：“你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绝不允许把思想上的分歧扩大到国

家关系中去。这种完全错误的政治

行为，哪里还有什么国际主义？”赫
鲁晓夫一直对毛泽东提出的“东风

压倒西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宴

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说这样的论

断不正确。邓小平说：“你的说法完

全错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是什

么地理概念，而是对阶级力量对比

变化的正确分析。纸老虎更是对帝

国主义本质的深刻分析。”
10 月 24 日，邓小平、彭真一行

回到北京。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刘

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

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因有 81 个党

参加，又称 81 党莫斯科会议）。
11 月 7 日，苏共送来《答复书》，

《答复书》集中攻击毛泽东、刘少奇

等人的一些论点。
11 月 10 日，召开第一次全体

会议。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会

上发言。他分段解释由苏方起草的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

明草案》，《声明草案》全面肯定苏共

二十大、二十一大，不点名地指责中

共搞所谓派别活动、“民族共产主

义”等。在赫鲁晓夫发言会场起立鼓

掌时，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全部

工作人员静坐不动以示抗议。
14 日，根据会议的安排，邓小平

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一共讲了十

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

歧首先是由苏方引起的；把中苏分

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

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

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

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

国撤走全部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

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

前，还是苏共。邓小平接着说，赫鲁

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

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

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他的就

打击你，压迫你。
邓小平还说，中共在波兰和匈牙

利事件中，都帮助了苏联同志，但赫

鲁晓夫却怀恨在心，在对待兄弟党的

关系上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中
共不能跟赫鲁晓夫走，如果跟他走，

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就违背了马

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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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主义原则，就违背了国际主义，也

对不起苏联人民。邓小平还列举了赫

鲁晓夫认敌为友、认友为敌的若干事

实，并且说，赫鲁晓夫的错误多得很，

他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很多。
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

鉴于大会的情况出现新的变化，一

致认为，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

去中方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代表

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

即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说明情况并请

示方针。收到代表团电报的当晚，毛

泽东同周恩来、陈毅等研究后，同意

代表团的意见。周恩来当即打电话

给邓小平，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

给了代表团。
11 月 22 日，会议一般性讨论结

束。23 日，赫鲁晓夫发言。他除了对

支持苏共的其他党代表团的发言表

示赞赏外，还就时代问题、战争与和

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等作了辩解，

同时在发言中继续对中共进行指责。
11 月 24 日，邓小平作第二次

发言。邓小平除了重申中国共产党

对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
平过渡等问题的原则立场外，着重

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揭露赫鲁晓夫

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

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

己不革命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

线；二是回答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

对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
等论点的攻击。

28 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

团：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

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
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

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

一致的会议声明。
11 月 30 日，中共代表团刘少

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

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

会谈中，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
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

就此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

的关系恢复到 1957 年以前的状况。
12 月 1 日，81 党会议全体大会

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

长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并通过

了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

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就
这样，为期 22 天的 81 党代表会议

结束了。随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

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
彭真等当天晚上乘飞机回国。

“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1961 年 10 月 17 日至 31 日，

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

报告中大讲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的问题，并

大反斯大林，甚至呼吁要把斯大林

的遗体从墓中搬出，焚尸扬灰。此
外，苏联领导人还在大会上对阿尔

巴尼亚劳动党大打出手，号召推翻

阿党第一书记霍查和另一领导人谢

胡，暗喻中共也应该如此。
10 月 19 日，中共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在致贺词中指出：社会主义

各国之间，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很

好地团结在一起，必须像爱护眼珠

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决不应该

有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言论和行

动。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全场大多

数人的掌声。只有主席台上的赫鲁

晓夫等人没有鼓掌。
大会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

进行了 9 小时的会谈。周恩来指出：

“每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具体情况不

同，因此，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

法也会有区别。”谈到苏阿关系时，

周恩来认为赫鲁晓夫等人的做法是

错误的，强调兄弟党之间在对敌斗

争中应该互相支持，兄弟党的内部

事务不能干涉，兄弟党要保持内部

团结。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些意见，

并说：我们过去需要你们的支持，当

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

的意义，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

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出现的不正

常状态，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中
共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会议。

1962 年 2 月 22 日，苏共中央

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共扣上

“反列宁主义的行为”“特殊立场”
“特殊路线”等帽子。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

央，阐述了中共历来强调中苏两党、
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和为团结所做出

的努力，表示坚决维护各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的团结，在兄弟党之间坚

持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和相

互支持的原则，重申中共主张并支

持许多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

和工人党会议的建议。
然而，形势并没有朝中共所希

望的方向发展。这年 4、5 月间，在苏

联驻乌鲁木齐、伊宁领事馆的活动

下，致使伊犁、塔城地区的 6 万中国

公民越境前往苏联。这年 5 月，苏联

还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
1962 年 4 月，印度军队连续侵

入我国新疆、西藏地区，并增设军事

据点。10 月 8 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

驻华大使馆，中国获悉印度将发动

大规模进攻，印度一旦发动进攻，中

国准备坚决自卫。希望苏联政府发

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其悬崖勒马。
6 月，苏联秘密将中程导弹和

“伊尔 -28”型轰炸机运往古巴，却

很快被美国发觉，美国政府发出最

后通牒，要求苏方把导弹和轰炸机

即刻撤出古巴，形势十分紧张。这时

的苏联十分需要中国的战略支持。
于是，赫鲁晓夫于 10 月 13 日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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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表示：“关

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

题，苏联得到的情报与中国是一致

的。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将

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

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

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

是叛徒行为。”
1962 年 10 月，中国进行第二

次对印自卫还击战。中国军队在粉

碎了印军的进攻、拔除了入侵印军

所建的据点、收复失地后，中国政府

发表声明，建议停止边界冲突，重开

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此时，苏联对中国的声明表示公开

支持，《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声名

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

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

国承认过。”
中国军队于 11 月 22 日单方面

在中印边境实行全线停火，12 月 1

日起主动从 1959 年 10 月 7 日控制

线中国一边后撤 20 公里。这时，古巴

导弹危机已经缓和，赫鲁晓夫在中印

边境冲突问题上便改变调子，于 12

月 12 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

讲时，公开指责中国说，中国军队现

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有阵地

前进呢？意思这个仗是中国打起来

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国领土。
1962 年冬，东欧一些国家的共

产党或工人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
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组织

一些党向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发

起围攻。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

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甚至亲自出

马攻击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

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

击。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写作班子写

出了第一篇答辩文章———《坚持真

理，分清是非，反对共同的敌人》，毛

泽东亲自作了审定，并将文章标题改

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

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小平的批

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

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12 月 15 日，

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

发表。至 1963 年 3 月 8 日，中共中

央又先后发表了《在莫斯科宣言和莫

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 7 篇

文章，中苏开始公开论战。
1963 年 2 月，中共中央召开工

作会议，主要讨论城市“五反”运动

和 1963 年的经济计划，同时也讨论

中苏关系和国际反修斗争的问题。
会议分析了赫鲁晓夫发动反华高潮

的几个特点，认为从 1956 年苏共二

十大到现在已 6 年多，看来修正主

义领导集团的观点基本没有变，这

个斗争将会是长期的，要做好思想

准备。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

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每写

成一篇反修文稿，均由邓小平主持

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审阅。
这时，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

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

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

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很重视。3
月 9 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的

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

会谈，宣布从 3 月 9 日起，暂时停止

发表论战文章。同一天，邓小平和彭

真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就中苏两党

会谈问题交换意见，并将中共中央对

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交苏联大使。
3 月 30 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

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

且建议以其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

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

会谈的基础。苏共中央在信中还表

示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就各种

问题双方交换意见。如果毛泽东不

能前往莫斯科，苏共中央“愿意接受

你们所表示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苏

中两党高级代表会谈的意见”。4 月

2 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当面

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开会讨论这封信。周恩来说，从苏共

中央的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但没

有改变其路线，而且还在极力梳妆打

扮推行他们的路线，决不能以他们的

来信作为会谈的基础。邓小平提出，

我们也应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总路线是什么的问题，要提出一个对

案，提出我们对总路线的看法，到时

双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比较顺

利地解决分歧，得出一个共同草案。
会议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先搞

出一个全面阐述中国党的系统观点

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

国际共运总路线，并确定此事由邓小

平负责准备。
根据毛泽东意见，4 月 4 日，《人

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 3 月

30 日的来信。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写作班子

很快写出了初稿。5 月中旬，邓小平

和彭真又主持对稿子进行了反复的

修改。随后征求了一些兄弟党的意

见。最后，经毛泽东修改，复信正式

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

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 会 对 苏 联 共 产 党 中 央 委 员 会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
6 月 12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

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

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

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

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

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
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

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

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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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

6 月 10 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

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
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

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

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复

信稿，并决定于 6 月 15 日交苏共中

央，当晚在国内广播，所署日期为6

月 14 日。
6 月 15 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

力当面将复信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

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17 日，在国内

各主要报刊上发表了复信的全文。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关于总路

线的 25 个问题，我们是根据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

以详细论述。不但提出了总路线，而

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战略和策

略，以及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

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

点。虽然大部分是没有点名的，但是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观点是苏共领

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复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现

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

本内容和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

干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并且表示，

既然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苏方

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

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

莫斯科去进行两党会谈。
复信公开发表后，苏共中央于 6

月 18 日发表声明，认为复信“包含

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

的攻击”，拒绝接受复信。
6 月 30 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

共中央的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

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7 月 1 日，中

共中央发表声明。声明说：“根据已

经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

共产党将在 7 月 5 日开始在莫斯科

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中央决定，由

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刘宁

一、伍修权、潘自力等人组成中共代

表团参加会谈。

“赫鲁晓夫都
搬不动你、斗不过你”

7 月 5 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

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

宫举行欢迎宴会。
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苏联共

产党已经作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

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说：“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

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

诚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

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

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

持。”赫鲁晓夫的意思很明确，消除

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中共接受苏

共的观点。邓小平说：“即便分歧一

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观点，

不要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两

国关系上。”赫鲁晓夫终于按捺不

住，竟然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用餐

刀边敲菜盘边说：“要团结必须停止

相互论战！”邓小平回敬道：“停止论

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

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

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

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
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

7 月 6 日至 20 日，中苏两党会

谈在莫斯科举行。第一天的会谈，苏

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 5

个钟头的发言。讲的还是和平过渡、
和平竞赛那一套，然后解释了苏共

是全民党的问题，大意是苏联全国

人民都拥护党，都拥护马列主义，党

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的各阶层。
7 月 8 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

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

时间，也有 5 个小时。邓小平着重讲

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以及分

歧的实质。他回顾了中苏在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分歧不断加深的经过，指出

分歧的实质是革命还是不革命。

1963 年 7 月， 邓小平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同苏联共产

党代表团谈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到首都机场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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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和 12 日，又是苏斯洛夫

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苏斯洛

夫的发言主要是回答邓小平上次发

言中提出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

实际上是对中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辩

解。邓小平在发言中则着重讲苏联

搞分裂主义的问题，并列举了一系

列的具体事实。
7 月 14 日，苏共中央在《真理

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

央 6 月 14 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公开信说：“许多年来，我们的

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

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

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

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

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

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

的焦虑。”
公开信对中共充满指责的词

句，把两党产生分歧的责任全加在

中共头上。
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决定于 7 月

19 日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苏

共中央的公开信，重播 6 月 14 日中

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声明中

说：“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 7 月 14

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

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

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

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

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

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

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

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

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

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

判唯心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

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

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

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这段文字，是

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去的。
这期间，中苏双方代表团又进

行了几次会谈。其中，第六次会谈由

彭真发言，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
康生在发言中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

何吹捧斯大林，苏共二十次大会又

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苏斯洛

夫听后满脸通红，波诺马廖夫几次

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

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随
后，苏斯洛夫断然拒绝了这个发言。

7 月 20 日，双方举行第九次会

谈，邓小平再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

的情况看来，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

分歧。特别是从苏共 7 月 14 日发表

《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刊纷纷攻

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

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难以做

到。因此，中共代表团建议，中苏两

党会谈暂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

商定的时间再举行。下一次会谈在

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亲自率代表团到中国来同

我们会谈。会议恢复时间可以根据

双方协商来确定。
苏方代表团同意会谈暂停，但

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

不敢答应赫鲁晓夫到北京去。于是，

邓小平说，我们还是希望下次会谈

在北京举行，还是希望赫鲁晓夫能

率团到北京。赫鲁晓夫不是对我们

意见很多吗？他不是昨天在苏联匈

牙利友好大会上对我们大加指责

吗？这些话可以到北京去讲。
会谈的最后是讨论怎样发表会

谈公报。苏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

里面除了讲了两党一些什么人参加

会议外，还有“会谈是在友好的、同
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的”，“两党一

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等语。邓小平

看后，提出中方对稿子有些修改，建

议双方各派两人共同商量如何修

改。在修改中，中方将上面这样的表

述去掉了。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中共代

表团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对邓小平

说：我们两党中间没有严重的分歧，

分歧是臆造的。
邓小平回答说：你不是在苏匈

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
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

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

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是

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 6 月 14 日的

复信和你们 7 月 14 日的公开信，就

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

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说：用这些词干什么，

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

么严重分歧。
邓小平仍然强调说：我们虽然存

在严重分歧，但中国党希望通过讨论

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邓小平还讲

到中国党准备发表苏方的历次声明、
信件和讲话，也希望苏方发表中方的

东西，既然是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

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

来，让大家来判断究竟谁对谁错。
赫鲁晓夫狡辩说：我们不希望加

剧公开争论，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

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
邓小平指出：不是什么“毫无根

据”，很多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讲话。
1960 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

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劝过你，希

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

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

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许多

话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

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

办法，因为就是你讲的多。
赫鲁晓夫听后无言以对，只好耸

耸肩，摊摊双手，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当地时间晚上 11 点，邓小平率

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毛泽东亲

自到机场迎接，表明对代表团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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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十分满意。
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总

的评价。他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

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取得了完全

的胜利。他还说，中苏关系现在还不

是完全破裂，但离破裂也差不多了，

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

小平人那么矮，但却是一个重量级拳

师。事实上也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

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

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

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1963 年 7 月 23 日，毛泽东召

开会议，决定组织文章回应和批判

苏共中央发表的致各级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的公开信，具体工作由康生

负责。毛泽东提出：苏共《公开信》已

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

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

也公开论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的

直接领导下，从这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在 10 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

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名义，

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的文章，即“九评”。这九篇文章是：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

展》（一评，1963 年 9 月 6 日）；《关于

斯大林问题》（二评，1963 年 9 月 13

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三评，1963 年 9 月 26 日）；《新殖民

主义的辩护士》（四评，1963 年 10 月

22 日）；《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

路线》（五评，1963 年 11 月 19 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

评，1963 年 12 月 12 日）；《苏共领导

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

1964 年 2 月 4 日）；《无产阶级革命

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1964

年 3 月 21 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

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教训》（九评，

1964 年 7 月 14 日）。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在运用

各种宣传工具批判对方的观点，并

且调子越来越高。
到这时，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是

无可挽回了。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

段往事的时候，曾这样说：“多年来，

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

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

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

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

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

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

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

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
邓小平又说：“六十年代，在整个

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

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

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

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

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

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

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

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

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

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

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

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

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

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这两段话，实际上对这一段历

史作了很好的总结。茭
题图 1960 年 刘 少 奇 ,邓 小 平 ,彭 真

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人合影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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