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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国外交史上最强硬十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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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
(diplomacy)

，一个国家在
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 如参加国
际组织和会议， 跟别的国家互派
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
等。 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
权的活动。通常指由国家元首、政
府首脑、 外交部长和外交机关代
表国家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

一
20

世纪
60

年代初，由于大陆
经济困难，美国觉得有机可乘，积
极支持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 当
时中美正在波兰秘密接触， 周总
理指示我方代表警告美国：“如果
台湾胆敢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之
时，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
湾之日

!

” 美方立刻表示不支持
台湾反攻大陆。

二
1960

年
4

月下旬， 周恩来总
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
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
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

?

”周恩来总
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
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
经是中国的领土。 ” 对方说：“时
间太短了。 ”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
离现在已有

700

多年的历史，如果
700

多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

那么， 美国到现在只有
100

多年
的历史， 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
个国家呢

?

这显然是荒谬的。 ”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三
1982

年
9

月，在西方素有“铁
娘子” 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
人访问北京， 与小平同志就香港
主权进行谈判。 小平同志斩钉截
铁地说：“如果到

1997

年还收不
回香港， 那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
晚清政府， 中国领导人是李鸿
章
!

”面对撒切尔夫人要以非和平
方式保留香港治权的威胁， 小平
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中
国人穷是穷一点， 但打起仗来是
不怕死的。 ”

四
1987

年，菲律宾总统访华，谈
到南沙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
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 ”邓
小平说：“在地理上， 菲律宾离中
国也很近。 ”

五
1989

年
7

月， 邓小平提及钓
鱼岛问题时说：“尖阁列岛， 我们
叫钓鱼岛， 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
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
日邦交正常化时， 我们双方约定
不涉及这一问题。 这次谈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的时候， 双方也约定
不涉及这一问题。 倒是有些人想
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 来障碍
中日关系的发展。 我们认为两国
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
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
十年也没有关系。 我们这一代缺
少智慧， 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
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
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 ”

六
2006

年
3

月
14

日
10

时，温
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

,

针对美国全
国广播公司记者提到在美国以及
其他地方， 大家对中国在因特网
方面进行的内容审查都颇有微辞
时说

:

我想先引用两句话，一句是
萧伯纳说的，“自由意味着责任”，

一句是你们美国的老报人斯特朗
斯基说的，“要讲民主的话， 不要

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
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

七、八、九
1965

年
9

月
29

日，陈毅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

当时有不少外国记者， 所提的一
些问题也颇尖锐，这次会上，陈毅
的外交部长风度发挥得淋漓尽
致———

关于国共合作， 陈毅说，“欢
迎台湾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
怀抱，参加国共合作，条件只有一
个，就是摆脱美帝的控制，忠实于
自己的祖国。 ”

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 陈毅
说，“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
弹来决定外交政策， 中国制造原
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 是为了
自卫， 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
使用原子弹。 ”

关于反对美国侵略政策，陈
毅说，“如果美帝决心把侵略战争
强加给我们， 那就欢迎他们早点
来，欢迎它明天就来，我们将采取
一切必要手段打败它

!

”

十
陈毅的外交智慧令人惊叹、

折服。 据《陈毅年谱》，

1959

年
10

月
2

日， 陈毅智驳赫鲁晓夫曾是
当年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当时， 时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第一书记、 苏联部长会议
主席尼谢赫鲁晓夫， 来北京参
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

10

周
年活动。 苏联老大哥的老大来
了，自然要好好接待。 毛泽东、

周恩来专门与赫鲁晓夫举行了
会谈。作为外交部长，陈毅自然少
不了。

在会谈中， 赫鲁晓夫不时指
责中国大陆

1958

年炮击金门是
“冒险”的行为，是“好战”的表
现， 是“对亚洲和平不负责
任”。 陪在一边的陈毅坐不住
了，忍不住进行了反驳。赫鲁晓
夫招架不住， 急不择言地说：

“好，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
个中将， 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
的， 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
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
听我的。 ”

陈毅依然不饶， 不客气地回
答赫鲁晓夫，“什么第一书记，你
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
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

”

（据新华网）

为放蒋介石大吵
1936

年
12

月
23

日到
24

日，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同宋子文、宋美龄达成了停止内
战、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

24

日晚，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表示以人格保证接
受六项协议，并邀请周恩来到南京就国共合作直接同他谈判。 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
人格”保证。 蒋介石不肯签字，张学良却同意放蒋，这让主导这次“兵谏”的杨虎城深感不
安，并因此与张学良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据《宋子文日记》披露，

12

月
24

日当晚，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交谈，杨虎城反对释放
蒋介石，为此与张学良激烈争吵。 杨虎城觉得这样放人放得不明不白，至少也得让蒋介石
签个文件，有个书面的保障。 杨说：“你发动了政变，在未获任何保证下，而今你竟允委员长
离去，他定会让你我人头落地。 ”张说：“我个人对政变负完全责任，如果我们接受他的领
导，一切均会好转，若否，则尽可开枪将他打死。对其行动方针，难道还有其他选择？难道我
们不想结束此等局面？ ”杨虎城不满地离去。

1936

年
12

月
25

日
15

时左右，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话，通知他，自己已经决定放蒋回
南京，杨虎城示意劝阻，但张学良已然不允许他再辩解了，只是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杨
虎城措手不及，只好服从。

在张学良亲自陪同下，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 离开西安前，张学良留下手令，把东北
军交给杨虎城指挥。 没想到这一次竟是他们二人的诀别，张学良因此永远失去了自由，而
提议“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杨虎城在

1949

年死于国民党特务的暗杀。

（据新华网）

揭秘：西安事变的“主谋”并非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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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2

日凌晨，西安临潼几声枪响，时任西北“剿
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和

17

路军的总指挥杨虎城，用“兵谏”的方
式扣留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若问这场由张、杨联合发动的“西安事变”中谁是主导者，名
气更大的张学良一直承担“犯上作乱”的主要责任。 然而在

1991

年张之丙姐妹对张学良的采访中，他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
城……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
了。 当然由我负责任。 ”

“兵谏”是谁的主意
1935

年，曾经号称中国最强军队的东北军正处在落魄时期。 热
河战败后，东北军丢了东四省和河北的地盘，十几万大军依靠蒋介石
提供补给，一举一动受蒋节制，境况非常凄凉。 背着一个“不抵抗将
军”骂名离开东北的张学良有抗日的决心，不希望参与任何内战。 但
结果却事与愿违，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派到西北“剿共”。

来到西安的张学良， 很自然地结识了时任陕西省主席、 国民党
17

路军总指挥的杨虎城。 只不过，张学良开始对杨虎城的态度非常
傲慢，认为杨虎城草莽出身，不过就是个“老粗”。而在杨虎城眼中，张
学良却是一个可以联合抗日的对象。

1935

年
10

月初，杨虎城向张学良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
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产党，区区如彼
之军队，能何为乎？ ”

同年
11

月， 当东北军的
109

师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歼灭后，张
学良也向杨虎城袒露了“倦于内战”的心情，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向
蒋公进言，停止内战，团结抗日。

1936

年
12

月
2

日，张学良只身飞到洛阳，向蒋介石进言，要求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双方发生尖锐冲突。

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
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
完，决不抗日。 ”老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犹如凉水浇头”，对蒋绝
望。

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张学良问杨虎城“有何高策可以达到
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 杨虎城趁此机会问张学
良是否有抗日决心，如果有，可趁“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
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听后愕然，沉默未语。然而，后来西安事变基本
上是按照杨虎城“武力扣蒋”的思路发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