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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

和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作为报道亚非领导

人会议的记者，我有幸随团造访万隆。

抵达时正值午后，万隆市中心的亚非大街上车

水马龙，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显得格外美丽静

穆。这座名为“独立大厦”的小楼是万隆会议的举办

地，如今已被设为博物馆。博物馆外竖起的 100 多

根旗杆上旗帜招展，静静迎候慕名参观的客人。

走进展厅，迎面可见按照会议实景陈设的主席

台，对面硕大的石质地球仪上，与会国家和地区都以

金色标出。展厅内集中悬挂着“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玻璃匾，以 29 个与会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字刻写而

成，在灯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另一侧陈列着会议

文物和图文资料，其中两幅照片格外吸引眼球。

其一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残骸的图片。这

场震惊中外的惨剧警醒所有人，寻求独立、和平、协

作之路绝非坦途。它是一道伤疤，更是一记警钟，不

断提醒人们万隆精神的来之不易。

其二是周恩来总理抵达万隆时接受华侨少年梁

思谋献花的照片。在欢迎的人群中，周恩来总理接

过鲜花，微笑着和他握手，这个温馨的画面被记录下

来，成为万隆会议的经典影像之一。

博物馆时任馆长托马斯听闻我来自中国，热情

地当起了向导，为我一一介绍馆内的中国元素。他

说，万隆会议上，除了提出“求同存异”，中国代表团

在会议期间多次力挽狂澜，弥合会议中出现的分

歧。会议最终能通过“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亚非国

家能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贡献巨大。

出博物馆向东百米，便是萨沃尔—霍曼饭店。

它是当年万隆会议各国代表团的驻地。1955 年，在为期 7 天的万隆会议中，亚非国

家和地区领导人与政府代表正是从此地步行前往独立大厦参会。他们在这条道路

上步行往返，求索一个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崭新未来。酒店大堂里展

示着一本“1955 年亚非会议贵宾纪念册”，第一个签名便是“周恩来”。

历史的足音仍回荡在耳畔，如今的亚洲和非洲已成为“发展的引擎”“希望的大

陆”。在万隆会议 60 周年纪念活动上，亚非国家领导人重现历史性步行，不仅是纪

念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情谊，也饱含弘扬万隆精神的决心。

“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弘扬万隆精神，共同实现亚非振兴梦想，为亚非人民带来

更多福祉，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在亚非领导人会

议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万隆精神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凝聚广泛的发展共识，彰

显合作共赢的诚意和胸襟，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60 多年后的今天，发展问题仍然是许多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当各国携手

推动构建一个平等、开放、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时，弘扬‘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

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印尼总统大学学者班尤说，“中

国近年来大力倡导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我相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都是万隆

精神的重要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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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初心感悟初心R

1954 年 4 月 26 日至 7 月 21 日，

日内瓦万国宫，讨论和平解决朝鲜

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

内瓦会议举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

中国代表团备受瞩目。这是新中国

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与重要

国际会议。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万隆

独立大厦，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领

导 人 出 席 亚 非 会 议（又 称 万 隆 会

议），揭开了亚非和发展中国家团结

合作的时代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登上大国外

交舞台伊始，就让世界看到了中国

外交的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在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中有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

首次作为五大
国之一亮相多边外
交舞台

历时近 3 个月的日内瓦会议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史

上的重要一页，也是新中国第一次

作 为 五 大 国 之 一 亮 相 多 边 外 交 舞

台。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书面声

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

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

“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

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国际

舆论纷纷聚焦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

国外交代表团。

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关于朝

鲜问题的讨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但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在这一回

合的较量中，中国在全世界人民面

前证明“是在寻求用协商方式缓和

国际紧张局势的”。

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时，也

因各方分歧停滞不前。当年 5 月，奠

边府大捷；6 月中旬，法国倾向于早

日结束印支战争的孟戴斯—弗朗斯

受命组阁。根据新情况，周恩来总

理积极斡旋。 6 月 23 日，他在瑞士

伯 尔 尼 同 孟 戴 斯 — 弗 朗 斯 进 行 交

谈，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点。7
月初到 7 月中旬，周恩来总理利用日

内瓦会议的休会时间，分赴广西柳

州和莫斯科等地，同越南领导人胡

志明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最终，周

恩来总理在会议上提出的解决老挝

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即“印度支那

三 国 的 问 题 既 有 联 系 ，又 有 区 别 。

在适用同样原则时，要照顾到三国

的特殊情况”，受到大多数与会国的

赞扬。7 月 21 日，会议通过《日内瓦

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

和平，成为印支三国人民争取独立

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日内瓦会议的成就证明：国际

争端是可以用和平协商的方法求得

解决的。现在世界上赞成不同社会

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人已经越来

越多”。周恩来总理如是总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日内瓦会议期

间，1954 年 4 月 29 日，中印两国政府

签订《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

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的序

言 部 分 明 确 写 有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1954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印

度和缅甸，在同两国签署发表的联合

声明中都写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并强调这些原则也适用于同亚洲国

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期间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迅即引起

巨大的国际反响。世界著名外交学

者罗纳德·基思认为，无论是在会议

谈判之中，还是在谈判之外，中国一

直努力将国家之间关系纳入“和平

共处”的构想之中。

和西方大国接
触取得实质性成果

20 世纪 50 年代，新生的社会主

义中国还处于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封锁孤立的状态。但

是，在日内瓦这个多边外交大舞台

上，西方大国不得不面对他们在外

交上还没有承认的新中国。

对新中国而言，和西方大国进

行面对面交流乃至交锋，也取得了

不少实质性进展。中法两国总理的

接触，对达成解决印支问题的协议

起了决定性作用；中英在会议期间

确定互设代办处，英国贸易代表团

决定访华；美国通过英国代表团成

员杜威廉转达，要求同中国讨论有

关遣返两国在对方的人员问题。

中国在斗争的同时，对美方举

动作出积极回应。会议期间，双方

代表团就两国侨民和留学生问题进

行了多次接触。会议结束后，两国

继续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一

年后，又升格为大使级谈判。持续

达 10 多年之久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就

是从这里开始的，为日后的中美恢

复邦交谈判埋下了伏笔。

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超越意

识形态分歧，同法、英、美等国在日

内瓦会议上接触，实质上冲破了美

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

和禁运，打开了同西方国家扩大接

触的局面，是重要的外交突破。

《华盛顿邮报》当时发表的社论

认为，美中两国在日内瓦会谈“具有

头等重大意义”。

“求同存异”引导
亚非合作行稳致远

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中心的

亚非大街将城市分为南北两部分。

路边一座乳白色的三层建筑是亚非

会议纪念博物馆。1955 年在这里举

行的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由

亚非国家自行发起召开、讨论与亚

非国家相关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

会议秘书长、印尼资深外交家

鲁斯兰在《万隆脉络》一书中回忆，

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再加上意识

形态方面的分歧，一些国家明确反

对中国参会。会议第二天，与会代

表中突然出现反对共产主义国家的

杂音。关键时刻，周恩来总理走

上讲台：“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

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

代 表 团 是 来 求 同 而 不

是来立异的”。

发言中，周

恩来总理向各国

代 表 阐 述 了 中 国

主 张 的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 。 发 言 结 束

后，会场上爆发出经久

不息的掌声。时任印尼

总统苏加诺说，“心里的大

石头总算落了地”。

“（周恩来总理在会议）

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

出……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

端、带来和平的人物”“亚非会

议上发生的一切事件中，最重

要的也许是共产党中国登上了

历史舞台”。全程报道万隆会议

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如是感慨。

据会议工作人员、苏加诺私人

助理司徒眉生回忆，在会议短暂的

休息时间里，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

国 代 表 团 抓 住 机 会 与 各 国 代 表 交

流，参加各种会见，推动会议达成共

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

报》，涵盖了与会各方在经济合作、

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

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

方面达成的共识。公报中提出了载

入史册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亚

非 国 家 对 国 际 关 系 准 则 的 重 要

贡献。

如今，以 29 个与会国家和地区

的文字刻写而成的“万隆会议十项

原则”玻璃匾在会议纪念博物馆展

厅中高高悬挂。印尼战略与国际

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尤素夫·瓦

南迪认为，“中国所倡导的‘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被吸纳进‘万隆

会议十项原则’，为会议的成功

做出了卓越贡献。”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60
多年过去，中国始终是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

者 和 坚 定 实 践 者 。 和 平

共处五项原则载入中国

宪法，是中国外交政策

的 基 石 。 这 五 项 原

则也得到国际社会

的 广 泛 认 可 和 接

受，成为规范国

际 关 系 的 重

要准则。

倡导和平共处 化解会议僵局

展现中国外交鲜明特色和独特品格
本报记者 孟祥麟 张慧中 苑基荣 庄雪雅

■■峥嵘岁月峥嵘岁月R

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巧妙

运用公共外交形式，向世界展示新中国

形象。

1954 年 5 月 13 日晚，中国代表团

新闻处在日内瓦圣彼得广场剧院举行

电 影 招 待 会 ，放 映 纪 录 片《1952 年 国

庆》。能容纳 250 人的剧院座无虚席。

放映前，周恩来总理特别交代，要选好

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

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

请，一种不写名，就放在“记者之家”；放

映时，用英语作简单说明。放映过程

中，掌声不时响起，一位瑞士记者还在

报道中称赞这部影片。

1954 年 5 月 20 日晚，中国代表团

在日内瓦湖滨旅馆大厅放映电影《梁山

伯与祝英台》。根据周恩来总理提议，

请柬上写着：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

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

部 越 剧 电 影 受 到 众 多 外 国 记 者 的 喜

爱。当放映到“楼台会”时，一位法国女

记者感动得热泪盈眶。

放映结束，观众还沉浸在剧情中。

沉寂过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位美国记者说：“这部电影太美

了！”一位印度记者说：“新中国成立不

久，就能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

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根据放映反馈，周恩来总理又要求

扩大影片放映范围，以拉近同各国人士

的距离。一些人观影后赞叹：“这是东

方式的细腻演出”。一位美国教授看完

后还要求购买拷贝。

6 月 8 日，周恩来总理宴请以艾登

为团长的英国代表团，并招待他们观看

《梁山伯与祝英台》。看后，艾登说：“影

片的色彩鲜艳，服装美丽，女主角表演

优异。”他还建议中国向外国出口这部

影片。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影片独

具匠心的安排，增加了外界对新生的社

会主义中国的了解，拉近了中国代表团

与各个国家人士的感情，推动了日内瓦

会议的进展，成为公共外交的成功范例。

“东方式的细腻演出”
本报记者 苑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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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萨沃尔—霍曼饭店。

本报记者 庄雪雅摄

图②：建设中的印尼雅万高

铁。雅万高铁是“一带一路”建设

和中印尼两国务实合作的标志性

项目。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图③：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本报记者 任 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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