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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恩来外交思想 

马彦丽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濮阳  457000） 

 
[内容提要]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在十分困难的的情况下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

局面，他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的许多外交思想在今天对

我们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依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周恩来；外交思想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427（2013）02-0046-02 

 
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第一任外交部长，是新中国

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早在建国前夕，就和毛泽东一起致

力于新中国外交方针和基本政策的制定，建国以来所有的重

大外交活动都是周恩来亲自实践或直接指挥的，在新中国外

交中周恩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不仅有外交家的头

脑、胸怀和风度，更富有外交家的独特魅力，他那博大精深

的外交思想和独具特色的外交风格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不仅征服了世界，征服了时代，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为之

折服，其光辉的外交思想很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学习的和发

掘。 
周恩来坚持处理外事活动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不要受

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列

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思想，提出了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还主张世界各国不分大小强弱都应享有独立

自主的平等权利，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等。周恩来

丰富的外交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建国初期，我国

在外交上面临许多困难，在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情况下，美

国对中国采取了经济上封锁、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威胁的政

策，影响了一大批国家，使中国在外交上陷入困境，中国该

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才有利于更好地巩固新生的人民民

主政权呢？周恩来指出，坚持独立自主是我国制定外交政

策、处理国际问题的出发点。即在政治上不允许任何外来干

涉，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反对霸权主义；经济上不依赖外援，

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这也是新中国外交同近代屈辱外交的

根本区别。早在 1949年 11月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就
对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们讲到，我们不能像清朝的西太后、

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屈辱的跪在地上办外

交，而是要采取主动，无所畏惧的搞外交。在同外国友人的

谈话中，周恩来也经常谈到要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独立和

主权，要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各种大型国际会议

上，周恩来也总是申述我国的独立自主政策，旗帜鲜明地反

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力主国与国之间恪守平等互利的原

则。每遇有损国家独立和主权的言行时，总是予以坚决的反

击。例如，1971 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派遣的先
遣组代表黑格，在周恩来总理会见他们时，口出狂言，歪曲

事实，无中生有地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是保护中国的独立

和生存能力，从而掩盖了美苏争霸中苏攻美守的事实，引起

了周恩来总理的强烈不满，当即反驳：中美谈判应放在平等

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让美国来保护中国。任何国家决不能依

靠外力维护维护其生存和独立，否则，只能沦为别人的殖民

地或保护国，中国在近代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迫使黑格进

行道歉。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是非常

坚决的。由于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使得新中国

拥有较大的战略选择空间。独立自主政策已成为中国外交的

基本思想和政策，至今仍在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 
第二，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基

本准则。1953 年年底，周恩来在会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
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第二年，周恩来访问

了印度和缅甸，在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中正式倡

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便遍准则。

1955 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再次重申了和平共处五
项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并写进亚非国家《关于促进和平与合

作的宣言》。周恩来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同时，也指

出，五项原则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

整，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和平共处；只有保

证互不侵犯，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只有

保证互不干涉内政，各国才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适合

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才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

技术、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五项基本原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可分割的。在中美和解的历史进程中，周恩来一直坚持只

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平等协商才能达成谅解，只

有坚持五项原则，中美关系才能健康发展。50 多年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显示出强

大的生命力，为许多国家所接受，并被国际组织确认为当代

国际社会公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历史已经证明，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仅是 20世纪最伟大的理论，还将
影响 21世纪以致于人类的整个未来。 

第三，坚持以“求同存异”的方针作为中国处理国际关

系各种矛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方法。美国作家斯诺在其著作

《旅华岁月》中高度评介周恩来的外交成就，他这样写道：

“周恩来是天生的外交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如此。无论是

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基点在于联络，在于寻找共同基础

与连结的纽带。”周恩来就是一位非常善于在尖锐的矛盾中

求同，善于在适当的条件下存异的处理难题的外交艺术大

师。周恩来常说，国与国之间在政治上不可能没有差别，应

当通过相互接触，沟通彼此思想，努力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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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和减少分歧，求同而不是立异。早在 1955年的万隆会
议上，周恩来针对有些国家代表污蔑共产主义，指责共产党

领导的国家制度等就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

立异的。在我们之间有无存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
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

受着殖民主义者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

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

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

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周恩来的发言，拨正了会议的方向，

促使了万隆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1972 年中美上海《联合
公报》的发表，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又一光辉典范。中

美两国多年的敌视和对抗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周内消除，比如

双方在国际关系、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双发存在巨大的分歧，

将双方分歧明白表述出来，才是最真实的反映，它向世人表

明，中美双方的会谈是真诚的。对于存在的分歧，目前虽不

能解决，但至少表明双方对此已达到了一致看法。中美上海

《联合公报》是周恩来求同存异思想的成功运用，显示了这

一伟大外交思想的生机和活力，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作出

了巨大的贡献。 
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在中国处理对外关系

中不断地得到继承和发展。比如邓小平同志关于解决香港和

澳门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以及针对我国与一些邻国存

在和海域划界争议和岛屿归属问题上提出的“主权在我，搁

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都是对周总理外交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 
第四，见机而作，后发制人，细水长流等外交策略和外

交技巧。周恩来特别善于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结

合外交实践，提出一套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外交策略和外交

艺术。例如，“见机而作，当行则行”主要讲的是抓住时机

的重要性。机会稍纵即逝，一定要牢牢把握，当没有机会时，

要有耐心，而当条件成熟机会来临时，要善于把握，不要错

过良机。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善于发现时机并能捕捉时机，

迅速打开局面的高手。1969 年在华沙文化宫举行的南斯拉

夫时装展览会上，发生了美国驻波兰大使追赶中国驻波兰代

办并表示愿意同中国代办会晤的事件，消息传到国内后，周

恩来马上拿着电报向毛泽东主席报告说：“找着门道了，找

着门道了，拿着敲门砖了。”第二天一早，周恩来就迅速回

电，反应之快，使美国政府感受到了中国政府是愿意同它打

交道的，从而使中断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恢复。中

国政府从尼克松上台后，对美国传递出的每一个消息都进行

认真的分析，并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这一过

程中，作为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始终是处于第一线的。正是这

一系列的试探、反应，反应、试探的过程，促使中美双方都

了解了对方的意图，加强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决心，促进了中

美关系的正常化。 
周恩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那博大精深的外交思想和

独特的外交风格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去进行深入的学习。改革开放后，新一代领导人邓

小平纵观国际形势发展，把握时代特征，继承和发扬了他的

外交思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要以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实现中国现代化和建立国际经济、

政治新秩序为目标，及时调整、发展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

外交政策，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当前，我国正处

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新的形势要求我们要加大对周恩来外交

思想与风格学习和研究，特别是最近两年，我国在某些岛屿

归属和南海主权问题上，由于某些大国的干涉面临着较大的

外交困境，更要求我们对周恩来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平

共处、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思想进行研究与分析，以便更好

地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

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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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ou Enlai’s Diplomatic thoughts 

MA Yan-li 

[Abstract] As the first foreign minister, Zhou Enlai opened the new page of China's diplomacy with MAO 

Zedong in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His profound diplomatic ideas and unique diplomatic style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people. Today many diplomatic thoughts put forward by him are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deal with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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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P50 页） 
与“东壁”、“西园”相提并论，足见当时规模之大，储书之
多，培养人才之广了。崇古书院 又名崇古冠山书院，为别
于城内的官办冠山书院，约定之成的称呼。清代私办。嘉庆
十一年（1806）孙裕重新修建，地址在冠山腹部，建筑保存
尚为完好。书院座西朝东，靠山临谷，两重院。外院窑洞一
眼，为仆役居息之所。内院正面为西窑，共 5眼，称“崇古
洞”。南窑 3眼，额书“广业”。北窑与南窑同，额书“新德”。 
四、清末平定地区书院的废止 
清朝末年，封建社会已经穷途末路，传统教育也面临着

种种危机。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到了清朝末年，舞弊成风。
书院官学化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远远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明令废科举兴学堂。平定地
区的书院也走完了他的最后历程。1903 年平定上城官办冠

山书院改成平定中学堂，山长郭士璜为首任堂长。平定近现
代教育的序幕由此展开。 
平定地区书院从北宋末年的萌芽，元代的壮大和发展到

明清时期书院的鼎盛直至清末书院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前
后历经漫长的历史。期间的兴衰历程折射着我国历代文教政
策的变化也是全省乃至全国书院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今后的
研究中要进一步整理和挖掘书院在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资
料，深入研究和思考其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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