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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双方就中共党史、中共新政权的政体、

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共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为中苏新同盟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1]；但中苏两党在两国历史、两党意识形态等一些问题没能得到及时的化解，这些问题

成为中苏同盟分歧与破裂的隐患。

一、米高扬密访西柏坡的背景

1948年底，中共军事行动发展迅猛，夺取全国胜利指日可待。12月30日，毛泽东特意为新华社撰

写《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

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2]。随后，心情大好的毛

泽东尊称斯大林爱听的称号——“大老板”，向斯大林陈述了自己的访苏计划：“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

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并设想1949年春召开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在会议结束之后就动身到莫斯

科。1949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毛泽东马上致电斯大林：“我准备到您那里去。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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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的研究参见沈志华：《从西柏坡到莫斯科：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关于中苏同盟建立之背景和基础

的再讨论（之二）》，〔北京〕《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 4期；〔俄〕安·列多夫斯基、李玉贞：《1949年：毛泽东与米高扬密

访》，〔福州〕《领导文萃》2014年第8期。

[2]毛泽东：《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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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

任何一天到达。”次日，中共胜利结束了淮海战役，毛泽东兴奋地把战况简要地电告斯大林，并再次提

出访苏要求：“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

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1]

然而，斯大林却在10日电复毛泽东：南京国民政府希望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充当国共停战调停

人，征求中共方面对调停的意见，提议毛泽东的访苏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次日，斯大林把南京国民

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备忘录原件转交给毛泽东，同时解释苏联对调停问题的答复，“其用意在于阻止

和平谈判”[2]。不过无论斯大林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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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在握，西柏坡肯定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比较适宜举行中苏两党高层的秘密会谈，中国共产党人更

能以中国未来政权执掌者的姿态与苏共代表开展会谈。

然而，23日斯大林突然通知毛泽东：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你们所指定的城市。26
日，联共（布）代表米高扬一行从莫斯科飞往中国，28日抵达大连，斯大林才把米高扬的行程和化名告

知毛泽东，并要求对米高扬到访一事保密。毛泽东闻讯即复电斯大林，希望米高扬于2月2日至5日
抵达石家庄，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将在2月1日前离开石家庄，毛泽东是设想以此掩护米高扬

的到访。然而斯大林却电告毛泽东：米高扬已经出发在路上了，将于1月29日或30日抵达中共中央

驻地。毛泽东只好回复斯大林：同意苏共代表在1月29日或30日到来，委派朱德和任弼时迎接他[1]。任

弼时随即紧急通知聂荣臻：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2]。

30日米高扬一行乘飞机到达石家庄附近的机场，受到朱德、任弼时和师哲的迎接，随后，经过6小
时的车程抵达西柏坡[3]。虽然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是斯大林出于考虑平息毛泽东不能访苏的不满，安排

米高扬的行程时也没有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然而在此之前，斯大林还从来没有派政治局委员到任何共

产党打内战的国家去过，更不用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与苏联还有外交关系，因此，斯大林其实是相当

看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他对中共的关心和支持也是真诚的[4]。

二、中苏两党高层会谈与中苏新同盟的开端

30日午后，米高扬和随员И.科瓦廖夫（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时任中国长春铁路苏方负责人）、Е.科
瓦廖夫（汉学家，担任米高扬翻译）及其警卫员一行抵达西柏坡，毛泽东在会客室接见了他们，并把他

们介绍给周恩来等其他几位书记。接着，毛泽东话中有话地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

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5]言外之意是抱怨斯大林数次拒

绝自己访苏。米高扬只能置若罔闻，在尴尬中转达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呈上斯

大林赠送毛泽东的礼品——一块毛料；介绍自己的来意，解释了斯大林不主张毛泽东近期访苏的原

因。在交谈中，由于苏方翻译Е.科瓦廖夫的中文口语不行，更听不懂毛泽东讲的湖南口音，最后只好

由师哲担任会谈中的全部翻译工作[6]。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8天里，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12次正式会谈。中共领导人详细而全面地介

绍了中共的历史和中国的现状，以及中共正在或即将实行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方

针。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苏两党第一次高级别的成功会谈，中苏两党高层经过直接的交谈和

接触，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使苏共领导人对中共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认识。米高扬结束与毛泽东的会

谈后，在和师哲的私下闲谈中，坦言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虽然

这可能是米高扬的客套话，毕竟毛泽东的农民革命家形象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不大可能

经过两三天的谈话就得以消除。但可以肯定的是，经过这次会谈，苏共领导人长期形成的对中国共产

党人的偏见是有一定的改观。2月4日下午，双方在会谈间隙时，米高扬又表示：任弼时的谈话给他留

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他觉得任弼时是一个成熟的共产主义者，一位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

[1][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61页、第364-365页，366页。

[2]《聂荣臻元帅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

[4]伍修权：《伍修权将军自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5]师哲回忆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时间是31日午后，俄罗斯解密档案显示的是30日，师哲的回忆有可能因年事久远

出现纰误，故本文采用俄罗斯档案显示的日期。《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66页。

[6]《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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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一位很有涵养、有政治修养、有丰富工作经验的难得的领导人。这说明，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

的，中共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的第一个保证。在离开西柏坡前夕，米高扬又对师哲说，你们成

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

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1]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由朱德、任弼时陪同抵达石家庄，乘车游览了市容后登机回国。送走米高扬

后，朱德、任弼时重入石家庄市区约见市长柯庆施，柯庆施才明白刚刚听到的飞机轰鸣声和几天前也

曾听到的一样，才恍然大悟[2]。中共保密工作之严格与高效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情况也

很快为斯大林获悉。所以，当米高扬回到苏联远东地区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时，斯大林的秘书即打来电

话，对米高扬在中国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要求米高扬尽快回莫斯科作详细汇报。米高扬回到莫斯科

后，斯大林和苏共政治局委员都对米高扬的秘密访华感到满意，认为米高扬很好地完成了使命[3]。而

中共经过与苏共的高层交流，尽管斯大林对毛泽东个人仍有怀疑，但毕竟承认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领袖，并尽力加强他的权力威信，以便起到莫斯科分配给他的亚洲革命首领的作用。也由于这个原

因，米高扬访华期间没有任何对王明的议论，这也意味着斯大林认可了毛泽东对王明路线的清算[4]。

中苏两党取得的这些共识，坚定了中共“一边倒”的对苏政策，成为中共新政权成立后，开启中苏新同

盟的重要政治基础。

四、米高扬密访时的中苏两党分歧与误会

虽然米高扬密访西柏坡加深了中苏两党的相互了解，然而，由于斯大林更多是站在苏联利益来考

虑中苏两党关系，所以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期间还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分歧，影响了中苏两党日后的

关系。

1. 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南迁

随着中国内战的明朗化，国民政府大势已去。1月，国民政府谋划南迁广州，并知会各国驻华大

使馆一同南迁，英美等西方国家均不予理睬。可是，在米高扬抵达西柏坡的次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

竟然随败退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苏联此举引起了中共领导人的强烈不满，毛泽东借故没有出席2月
1日和2日与米高扬的会谈；3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渡江的指示[5]。当米高扬走后，2月10日，中共中

央颁布《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对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厉的谈判条件，迫使国民党自动停止谈

判[6]；次日，中共又迅速调兵遣将、发布命令：“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7]为争取全国

胜利作好准备。接着，毛泽东接连撰写了《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国民党

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等文章[22]。中共此举既

[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9-281页。

[2]师哲的回忆是2月7日，但俄罗斯档案及米高扬在1960年的报告都陈述2月7日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因此，师哲

应是记错了日期。《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81页。

[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九卷），第227-228页。

[4]〔俄〕亚·弗·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赵永穆等译，重庆出版社

2007年版，第207页。

[5]《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页。

[6]《中央对同南京代表团谈判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8），〔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页。

[7]《中央军委关于同意三月底渡江作战计划等问题的指示》，《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二十六册），第118页。

[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1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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戳破国民党和谈的幻想，也表达对苏联的不满。

虽然斯大林向中共解释苏联驻华使馆随国民政府南迁“是为了侦察，以便他（罗申）可以经常向我

们报告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

的”。斯大林还表示：“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

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1]可见，斯

大林也知道自己的解释相当牵强的，很难以让人信服，因为侦察有很多手段，大可不必把体现对政府

权力承认的大使馆一同南迁，苏联此举无疑为中苏两党关系蒙上一层不悦的阴影。

2. 李敦白事件

在斯大林与毛泽东商谈苏联调停国共内战的电报往来间，美国首先发表声明不参与国共调停。

这让斯大林非常恼火，他认为中共泄密了，于是批评中共的保密工作做得不好：美国搞的和谈花招是

不符合我们意愿的，但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2]。1月28日，遵照斯大林命令的米高扬秘密到中共

中央的驻地西柏坡进行访问。米高扬在乘车前往西柏坡途中，一路上几次下车在沿途的村镇中访问

农民，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还自负地认为：“在你们这里哪能做到保密？！”没几天西方媒体就会把苏

联人抵达西柏坡的消息披告全世界。然而，事实与米高扬的预测恰恰相反，为此，米高扬在1950年初

专门就此事向师哲道歉。师哲认为米高扬不只是一般不了解中国，而且更不了解中国的漫长历史、古

老文化、中国劳动人民的高尚品德和政治觉悟水平[3]。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主观地

认为中共中央的保密工作很差，所以，毛泽东后来生气地说：斯大林等苏共人员一直不相信中国人，

“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

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4]。

在会谈中，米高扬秉承斯大林旨意地对毛泽东说，苏联知道，英、美、法等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

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苏联和中共都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也就放弃了调停，“因

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

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

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据他所知，英美

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米高扬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

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于是说，不排

除一种可能，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当米高扬确认中共中央机关里有位名叫李敦白的

美国人，而且李敦白是美国记者斯特里的学生兼同事，两人正一起合作撰写、著述颂扬中国共产党独

立自主的路线以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让斯大林担心毛泽东成为铁托第二，脱离苏联的控制，于是，

斯大林立刻命令米高扬向毛泽东通报：“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

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

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

同情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

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随后，米高扬立刻把毛泽东等人的

反应向斯大林汇报，并表示：实际上他们（中共）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5]。虽然毛泽

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不相信斯特朗和李敦白是间谍，可是在斯大林的蛮横强令下，只好逮捕了李敦

[1][2][5]《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一卷），第394页，第354页，第410页、第418页、第440页。

[3]《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最新修订本），第270-271页。

[4]《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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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违心地制造了这一起冤案，直至斯大林去世才为李敦白平反[1]。

3. 斯大林对中共性质的怀疑

1948年之后，中国革命形势逐渐明朗，可是，斯大林却延续了对中共的不信任，尤其南斯拉夫事

件发生后，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中共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增添了斯大林对中

共的不信任。这迫使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竭力向苏联示好，主动向米高扬询问：南斯拉夫人是

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并特意表示：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

叛徒。毛泽东还多次在会谈中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在谈到自己1945年所写

的关于中国革命基本方向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又借机说在斯大林的信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

攻”的指示，使他非常高兴，他马上把斯大林的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2]。显然，毛

泽东是希望在米高扬面前主动批评南斯拉夫，向斯大林表明自己不会成为铁托式的人物
交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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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的疑虑，毛泽东又借口白崇禧曾提及：在伊犁州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随

后毛泽东又描述中共对新疆的规划：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

路，加强中苏联系。任弼时接着提出：为什么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

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由于事关重大，米高扬不敢马上作答[1]。不过苏联确实是考虑到苏联中亚地

区的伊斯兰民族因素，以及英美等国对新疆的觊觎，因此在新疆问题上，斯大林除坚持保留苏联在新

疆的一些商业利益（主要是以苏联入股的合资公司的形式），在主权方面开始作出退让，停止了对主张

新疆脱离中国而独立的所谓“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首领们的支持。后来斯大林主动劝告毛泽东占领并

严格控制新疆和西藏[2]。1949年下半年，苏联在中共进军新疆时提供了很大的援助和支持。尽管如

此，可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还是十分怀疑苏联对新疆的意图，毛泽东后来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斯大林

在中国犯的错误很多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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