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1） 

中南海这是一个令人崇敬和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党中央和国

务院的所在地，是中国领袖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是我们国家社会主

义大业的谋划中心、决策中心和指挥中心。 

北海、中南海，亦名“西苑”，“太液池”。始建于金代，历经

元、明、清，不断增建、扩建而成。明、清时，为皇家御苑。民国时

期，曾作为总统府，也曾辟为公园。 

1949年 1月 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同年 3月 25日，中共

中央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

住在西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组织力量对破旧凄

凉的中南海进行了清理，使中南海恢复了清洁的容貌。同年 7月，毛

泽东经多次劝说，离开香山双清别墅，搬进中南海，中央机关也进入

中南海办公。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北

京，中南海成为全中国的神经中枢。 

中南海风景秀丽，名胜很多。新华门是中南海的正门。原名宝月

楼，相传是乾隆为其所宠爱的香妃而建。民国时期，变为中南海的南

门，改称新华门。 

进了新华门，迎面是一个大影壁，影壁上有毛泽东的手书：“为

人民服务”。转过影壁，便是宽阔的南海。抬头北望，北边有一个绿

水环绕的岛屿——瀛台，殿阁亭台错落，苍松翠柏掩映。一路北行，

则古槐冲天，垂柳拂岸，海水荡漾，波光闪烁，景色旖旎。 

南海西北是静谷，松柏苍郁，翠竹葱茏，奇石竞秀，芳径探幽，

屏山镜水，月地云阶，如入佛宇梵宫。 



 

 

静谷东面、南海北岸是丰泽园。清康熙年间建。曾占稻田四十

亩，其中演耕地一亩三分，供清朝皇帝举行演耕礼之用。这是一个古

式的大建筑群，内分很多小院落。 

进了丰泽园的楠木大门，迎面便是颐年堂。清康熙年间建。原名

“崇雅殿”，乾隆时改为“惇叙殿”。为庆祝慈禧寿辰，改为“颐年

殿”。民国初年，改为“颐年堂”。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原是康

熙初年儒臣给皇帝讲学之处，后为清朝皇帝宴请宗室王公、联句赋诗

之处。解放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的地方，

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时也在这里会见重要外宾。 

颐年堂东面是菊香书屋。古朴典雅，翠柏挺拔，芳草铺地，俨然

一农家院落。有康熙所撰对联：“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霏清净

香。”这里原是清朝皇帝藏书、读书的地方，1949年 7月后是毛泽

东的住处。菊香书屋的正房“紫云轩”，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勤政殿在中海与南海之间的堤岸上，位于瀛台之北，与灜台隔水

相望。勤政殿坐北向南，正殿五楹。勤政殿匾额“勤政”二字是康熙

皇帝的御书。这里曾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听政的地方。解放后是国家领

导人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会见重要外宾的地方，也是国家领导人

举行重要会议的地方。 

中南海西门内有怀仁堂。原名“仪鸾殿”，是一组传统宫殿式的

建筑群，宏敞庄严，富丽堂皇。原为慈禧寝宫，是她晚年处理政务和

生活的地方。八国联军时遭焚毁，后经重建，成为中式两层楼房。解

放后，这里成为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举行重要典礼、进行外事活

动的地方。 



 

 

怀仁堂东南，春耦斋以北有居仁堂，这是一组西式建筑，雄伟壮

观，有山石点缀，水池映衬，花木拱围。原名“海晏楼”，为慈禧接

见外国女宾之处。新中国成立后，是办公场所。 



 

 

序言（2） 

紫光阁位于中海西北岸，是中海最高的建筑物。为两层重簷，白

石栏杆，雕龙望柱。阁前有四百余平方米平台。原为乾隆皇帝召集侍

卫大臣演习射箭、宴请功臣、殿试武进士、筵宴少数民族头领的地

方。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经常在此会见外宾。 

在中海西岸中部，与东岸的万善殿、海中的水云榭相对，有一个

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可能是民国时期建的。池子东边，搭有遮阳的布

篷，散放着几把藤椅。池子的西边，有看台、更衣室。解放前，曾是

公众的游泳场所。解放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南海的机关干部都

曾在此游泳。1966年毛泽东外出视察时，对菊香书屋进行了修缮。

毛泽东回来后，发现菊香书屋变了样，为此动了肝火，一气之下搬到

了游泳池居住。游泳池不再放水，给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顶棚，

成了大厅。毛泽东的客厅也兼书房，厅内陈设简单，但书籍很多，简

直是书海。毛泽东的垂暮之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游泳池一共居住了二十七年。二十七

年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领袖们描绘了中国未来的蓝图，推动了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关注国际风云变化，制定了中

国的国际战略方针和对外政策。从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

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的民族，

结成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障世界的持

久和平的“一边倒”国际战略方针，到倡导美国、中国、巴基斯坦、

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霸

权主义的“一条线”国际战略方针，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经历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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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刻的调整。随着中国国际战略方针的重大调整，中国在对外交往

方面也出现了巨大变化。 

二十七年来，毛泽东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根据不同情况适

时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方针，制定对外政策和策略，广泛接触和结交

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朋友，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发展国家间正常的

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推动国际形势向

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中南海外交风云》一书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外交

思想、战略方针、对外政策和斗争策略，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

和其他国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有一些是重新撰写的，有一些是从《毛泽东

国际交往录》中选出来，经编者进一步修改加工的。本书所选编的文

章，是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外宾的真实记录。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

时，既有严肃认真的探讨，也有亲切和蔼的谈心；既有平心静气的磋

商，也有唇枪舌剑的交锋；既有深刻智慧的哲理，也有诙谐幽默的话

语。这些文章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深邃、智慧、坚毅、博大、镇定、

从容。 

在编写本书时，我们学习和参考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

东传》、《十年论战》、《在历史巨人身边》等著作，得到了有关领

导和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十分怀念刘万镇同志。在本书酝酿过

程中，他也出了一些点子，只可惜兵马未动，他却乘鹤西归了，我们

谨以此书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资料不全，一定有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朋友

批评指正。 

编 者 

2010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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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周恩来 

1936年的保安。朝霞给古城周围的群山，涂抹上一层金色。山

下河水泛动着金波，绕城而过。7月的陕北山区，清晨空气清新，微

风轻拂，凉爽宜人。住在城边炮楼山下窑洞里的毛泽东主席，通宵达

旦地写了一夜《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搁下笔，站起来步出

窑洞，迎着晨曦，伸了伸双臂，深深地呼吸着带着芬香的新鲜空气。

这时，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叶子龙急步走来，将一份电报呈递给毛主

席，说：“主席，这是东线指挥部周副主席刚发来的电报。” 

毛主席很快浏览了一下电文，笑着说：“好呀！那两个美国人已

经到了安塞县恩来同志的指挥部了。”说着，在院子里走了几步，略

一思索，停住脚对叶子龙说：“子龙，你通知一下接待的同志，这是

第一次到我们根据地来的外国记者和医生，一定要安排好他们的吃住

和采访活动。” 

毛主席说的两个美国人，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一个是

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即马海德）。他们是经宋庆龄的介绍，通过

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和联系，于 1936 年 6 月从北平出发，经西安、

延安，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来到

被蒋介石严密封锁，当时称为“未知世界”的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外

国记者和医生。 

斯诺到达安塞后，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领导入就是大名鼎鼎、温

文儒雅、蓄了黑胡子的周恩来。周恩来温和儒雅地用英语向斯诺表示

欢迎。这使刚从蒋管区来的斯诺大感意外，在世界的这个边沿地区，

一直被国民党宣布为“愚昧的强盗”、“抢掠者”的共产党人竟是这

样的文质彬彬，英语讲得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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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斯诺寒暄后，热情坦率地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

你是一位可信赖的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能够讲真话。”“我们知

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党员，对我们来说，这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欢迎到苏区来访问的任何一位记者。阻止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

而是国民党。你可以把看到的都写出来，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

解苏区的情况。” 

周恩来这种允许斯诺自由行动的诚意，使斯诺感到有点惊奇和怀

疑。他原以为在采访和拍照等方面可能对他会有某些限制，现在看来，

这些都是多余的顾虑。 

“我要见毛泽东先生。”斯诺试探着提出他考虑已久的要求。 

斯诺来陕北的目的，周恩来是早有所闻的。当斯诺提出要采访毛

泽东主席时，周恩来便胸有成竹地告诉他毛泽东在保安，可以安排他

去见毛泽东。这使斯诺喜出望外。不仅如此，周恩来还给斯诺详细地

拟定了一个 92天的建设性采访计划，诚挚地对斯诺说：“这是我的

意见。你是否愿意照办，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想你将发现这是一次

有意思的旅行。”并答应把他来的消息电告毛泽东，同时马上派人送

他去保安。 

周恩来的坦诚朴实，磊落机敏，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

说他“具有一种吸引力”，“头脑冷静，合理而实际，谈吐温和”。

“他的行动同他的学识和信念相协调”，“是中国一切人物中极为少

有的一个”。 

第二天一大早，斯诺便同一支由近 40 人护送物资的交通队出发，

经过两天多旅途的劳累，风尘仆仆地抵达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临时

首都保安，受到保安军民的热忱欢迎。斯诺也未曾想到，他这次陕北

苏区之行，将改变他的一生，对他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不仅写出了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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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作——《 西行漫记》，使他成为世界的知名人物，而且，从此

他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毛泽东主席等一大批中共领导人结下

了终生的真挚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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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人生旅途的四个月 

毛泽东主席对斯诺来陕北苏区采访非常重视。7月 16日，毛主

席在他的住处接见了刚来到这里的大西洋彼岸的客人。 

这是一间简陋空旷的窑洞，四壁粗劣，了无装饰，只张挂了一些

地图；木板床上铺着简朴的被褥，挂着一顶蚊帐。毛主席身着和普通

红军战士一样的粗布军装，佩戴着两条红布做的领章，微笑着在门口

迎接客人，热情地和客人握手说：“欢迎，欢迎。”随即将客人让进

屋内，坐在没有靠背的木凳子上。警卫员很有礼貌地给客人递上了开

水。 

毛主席看着还带有旅途倦态的斯诺笑着说：“蒋介石对我们造谣

诬蔑，封锁得很厉害，你们能到我们这里来，真不容易呀！” 

“我们一进入红区，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天地，给我们带来了

极大的喜悦！使我们忘记了旅途的疲劳。红区的新气象，已经证明了

蒋介石的宣传是骗人的、荒谬的。”斯诺发自内心地说。 

毛主席点燃了烟，吸了一口，深情地对斯诺说：“周恩来同志的

电报上说，你是一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记者，相信你会如实报道我们

的情况。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来我们根据地采访，我们都欢迎。你可以

到根据地任何一个地方去采访，你看到的都可以报道，不限制你的采

访活动，而且要尽可能给你们提供方便和帮助。” 

“我会公正的、如实的向全世界报道你们情况的。”斯诺非常惊

喜，站起来激动地说。 

“好的，希望你能如实报道。”毛主席也高兴地说。随即也站起

来在窑洞里走了几步，幽默地对斯诺说：“不过你的报道蒋委员长看



5 

 

到要大发脾气的。”说着哈哈地笑了起来。这笑声也感染了斯诺和担

任翻译的吴亮平同志，他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接着，毛主席回答了斯诺提出的一些问题。毛主席很能抽烟，他

在谈话时，几乎一根接一根地抽。由于毛主席博学多识，精通中国历

史，对世界历史和哲学也有深刻的研究；加之，毛主席记忆惊人，讲

演才能出众，所以在回答斯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时，兴致很高，开怀

畅谈，旁征博引，意趣横生。毛主席对世界政治、军事的熟悉了解，

对当前形势的精辟分析，特别是对行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开展

国内、国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抗

日战争的长期性和中国必胜等方面的论述，见解独到，观点鲜明，论

据充足，切中时弊，使斯诺非常钦佩和折服。 

“主席，听说你每天都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经常工作到深夜，

有时到天明才休息，难道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就不知道疲倦吗？”斯

诺关切地问。 

“这是少年时代经常参加田里劳动，学生时代坚持长跑、爬山、

游泳等活动锻炼出来的，不过不是铁打的。”毛主席笑着回答。 

斯诺看看毛主席是那样的亲切随和，诚挚好客，毫无国民党官员

那种狂妄自大、使人讨厌的傲慢派头，深感毛主席平凡而伟大，共产

党人和国民党人截然不同。 

时间过得真快，星移斗转，已是银河调角的深夜。斯诺依依不舍

地起身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把他送到门口，用英语说：“祝晚安！” 

此后的几天内，毛泽东主席还同斯诺进行了几次谈话，回答他提

出的各种问题。斯诺除同毛主席谈话外，他还在苏区进行了广泛的采

访活动：访问了苏区大部分领导干部；同农民、工人一起，同睡一个

土炕，同吃一锅小米饭，了解他们的情况；穿着红军战士的服装，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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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与红军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同前线的指战员，以至被称为“红

小鬼”的司号员亲切交谈。广泛地了解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

学习和生活以及他们的文体活动和家庭情况，获得了大量的宝贵材料，

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9月 22日，从前线回到保安。翌日，毛主

席又同斯诺谈了“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可以说，斯诺从北平

出发到西北苏区时的许许多多当时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全部得到了

他意想不到的非常满意的回答。但是，斯诺还不满足，总感到还缺少

什么似的，因为毛主席始终未谈自己的经历和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

用。于是，斯诺再三请求毛主席谈谈他自己的革命经历。毛主席经过

长时间的考虑，才同意斯诺的请求。 

保安 10月之夜，是清凉的、甜馨的。微微夜风，送来阵阵谷子

的清香。在这夜阑人静的深夜里，毛主席的窑洞仍灯光闪烁。灯光下，

毛主席与斯诺相对而坐，他以浓重的湖南口音，生动风趣的语言，凭

着记忆，开始根据斯诺提出的问题，讲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共产党

的诞生、红军的创建、根据地的建设、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以及红

军在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中，斩关夺隘，抢渡天险，艰苦卓绝，惊心动

魄的战斗情景；翻越雪山，跋涉草地，英勇无畏，勇往直前的战斗精

神。毛主席侃侃而谈，斯诺奋笔疾书。毛主席与斯诺的谈话，持续了

十几个晚上，每次谈话通常从晚上 9点多钟开始，一般都谈到凌晨 2

点左右。在谈到十一二点钟时，毛主席招待斯诺吃一顿便餐，有馒头

和简单的菜，为招待斯诺，特地多了一碟有一点肉的菜，这在当时困

难条件下已是十分难得的了。对客人来说，这是夜宵，但对毛主席来

说，则是正常的晚饭。谈话时，毛主席的态度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谦

虚诚恳，谈话又是那样生动活泼，风趣诙谐，久久不倦。斯诺说这是

他平生经历过最难得、最宝贵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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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对他个人生平的谈话很慎重，要求斯诺整理成文后，由黄

华同志译成中文，经他仔细审阅修改后，交黄华同志退给斯诺。 

斯诺在苏区生活了近 4个月后，于 10月中旬依依不舍地告别保

安军民，22 日回到西安。11 月初返回北平。他不顾数月采访的疲劳，

立即昼夜奋笔写作。他用朴实的文字和大量的真实照片，向全世界人

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详细地概述了陕甘宁

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和新的气象。他还用大量的篇幅，生动地、详尽地

记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以及其他领导人的革命活动情况。

文章中多处表达了他对毛主席无限钦佩、崇敬的心情。他以无可辩驳

的事实，向人们宣传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

下，中国人民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苦难的中国才能变成光明的新中

国。他把这本书取名为《 红星照耀中国 》，即中译本《 西行漫

记 》。 

1937年 10月，《 西行漫记 》一问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被

世界上许多评论家称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

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书。 

毛主席后来看到《 西行漫记 》时，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一本

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斯诺是中国人民

忠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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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访陕北（1） 

1939年 9月，斯诺再次来到陕北，这时党中央已迁到延安。毛

主席对再次来到陕北的老朋友表示热烈欢迎。9月 29日，延安举行

欢迎中国和外国朋友大会，毛主席在会上向与会者介绍了斯诺，尤其

是介绍他 1936年秋冲破层层封锁、克服重重困难到边区进行采访的

情况。毛主席赞扬说：“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

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

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会后，毛主席还再次同斯诺进行长谈，

介绍三年来陕甘宁边区和蒋管区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侧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同时，对斯诺此次来边区了解西

北发展工业合作社的可能性予以鼓励。毛主席深邃的思想、敏锐的洞

察力以及对国内外问题的精辟分析，再次吸引着斯诺，使他对毛主席

更加崇敬。 

斯诺在延安期间，再次对边区军民进行了采访，对当地的经济状

况进行了调查。边区军民团结奋斗、誓死抗日的革命激情，深深地感

染着斯诺，使斯诺更加深信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将赢得最后胜利。

他第二次从陕北回到北平不久，写了《 为亚洲而战 》这本书。 

斯诺这次陕北之行后，直至 1944年，在这段时间里，便再也没

有外国记者到延安来采访了。当时，国民党不仅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断绝外界对边

区的援助，严禁外国记者到边区采访，所以，外国记者无法进入边区

采访。 

1941年 1月 6日，国民党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引

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纷纷谴责国民党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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