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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在外交
   史上，要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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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在印尼萬隆會議上精彩對答

伊拉克代表首

 先發難 總理

發言擲地有聲

周恩來抓住時機
發表了演說，
第一句話就擲
地有聲地指出
：「中國代表
團是來求團結
而不是來吵架
的。」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2/


  

 第二回合：錫蘭總理節外生枝
周總理機智巧避鋒芒 

周恩來和錫蘭總理私

下通過交談彼此取得

了諒解，化解了錫蘭

總理所設置的障礙。

翌日錫蘭總理一改前

一天語調。後來還成

為中國的友好國家。

當時錫蘭的反共立場非常極端和強硬。他直截了當地
說：台灣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並建議將台灣置於聯
合國或者亞洲國家的共同托管之下。



  

第三回合：中立國與結盟國家激烈交鋒  
 周恩來選擇時機 後發制人 

    當中立國領導人 印度總理尼赫魯 被親西方國
家

攻擊的異常憤怒時，周恩來不失時機地站出來，

靈巧地避開爭論，   重申求同存異的主導思想 ，

寬宏大量地建議把有人不喜歡的共處改為聯合國

憲章中的和平共處，將 5 項原則改為 7 項原則。

周恩來 充滿和解精神 的講話 再次平息了爭論 。

萬隆會議上中立國家與親西方
的國家為中立和結盟問題吵得
不可開交，在這個過程中，周
恩來幾乎一言未發，其實他是
在冷眼觀察，等候時機。



  

  60 代初，由於大陸經濟
 困難， 美國覺得有機可
 乘， 積極支持蔣介石準
 備反攻大陸。 當時中美
 正在波蘭秘密接觸， 周
 總理指示 中方代表警告
 美國： “如果臺灣膽敢
反

 攻大陸，反攻大陸之時
，

 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解
放

 臺灣之日！” 美方立刻
表

 示不支持臺灣反攻大陸
。

反攻大陸？



  

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
• 1960 年 4 月，周恩來總理與印

  度談判中印邊界問題，印方提

  出一挑釁性問題： “西藏自古

  就是中國的領土嗎？”

• 周恩來總理說：“西藏自古

  就是中國的領土，遠的不說，至少在元代，它已經
是

  中國的領土。” 對方說：“時間太短了。” 

  周恩來總理說：“中國的元代離現在已有 700 來年
的歷

  史，如果 700 來年都被認為是時間短的話，那麼，
美

  國到現在只有 100多年的歷史，是不是美國不能成
為一

  個國家呢？這顯然是荒謬的。” 印方代表啞口無言。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3/


  

打起仗來是不怕死的

• 1982 年 9 月，在西方素有

 “鐵娘子”之稱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問北

 京，與鄧小平就香港主權進行談判。鄧小平斬

 釘截鐵地說：“如果到 1997 年還收不回香港
，

 那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

 是李鴻章！”面對戴卓爾夫人要以 非和平方式

 保留香港治權的威脅，鄧小平不緊不慢地說了

            一句話：“中國人窮是窮一點，
但打起仗

            來是不怕死的。”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4/


  

中菲兩國談南沙問題
• 1987 年，菲律賓前首位女總統科拉桑．阿基諾
訪華，談到南沙問題時說：「至少在地理上，
那些島嶼離菲律賓更近。」鄧小平抽了口煙說
：「在地理上，菲律賓離中國也很近。」從此
，南沙再無戰事。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5/


  

鄧小平提及

釣魚島問題

• 鄧小平提及釣魚島問題時說：“尖閣列島，我們叫
釣魚島，這個名字我們叫法不同，雙方有著不同的
看法，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時，我們雙方約定不涉
及這一問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雙
方也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
題上挑一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我們認為
兩國政府把這個問題避開是比較明智的，這樣的問
題放一下不要緊，等十年也沒有關係。我們這一代
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比
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辦法。”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7/


  

家寶溫 談釣魚島
主權問題不能讓步

•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說，釣
魚島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日方在釣
魚島海域抓扣中國漁民和漁船，至
今不釋放中方船長，這是完全非法
的、無理的，已經對中方船長及其
家人造成嚴重傷害，並激起海內外
全體中國人的憤怒。中方多次嚴正
交涉，日方置若罔聞，中國政府不
得不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在此，
我強烈敦促日方立即無條件放人。
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中方將進一步
採取行動，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
果，日方要承擔全部責任。

－－ 9 月 21 日晚在紐約會見旅美華僑華人、
中

資機構及留學生代表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4/


  

陳毅談國共合作
及核武器等問題

• 1965 年 9 月 29 日，陳毅外交部長
風度發揮得淋漓盡致—— 關於國
共合作，陳毅說，“歡迎臺灣任何
個人和集團回到祖國懷抱，參加國共合作，條件只有
一個，就是擺脫美帝的控制，忠實于自己的祖國。” 
關

於中國發展核武器．陳毅說，“中國並不是根據有沒有
原子彈來決定外交政策，中國製造原子彈是為了消滅原
子彈，是為了自衛，中國保證任何時候不首先使用原子
彈。” 關於反對美國侵略政策，陳毅說，“如果美帝
決心

把侵略戰爭強加給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它
明天就來，我們將採取一切必要手段打敗它！”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8/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陳毅和周恩來前往新德里和印度進行邊境問題談

判，面對印度的狡辯，坐在周恩來身側的外交部長

陳毅猛然站了起來，抓起話筒怒不可遏地喊道：

“夠了，不要狡辯了，我只說一句，中國是受到損

害了，中國是受到了損

害了。毛澤東主席有句

話：‘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人若犯我，我必

犯人’。謂予不信，皇

天可鑒。”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9/


  

陳毅智駁赫魯曉夫

•                                        1959 年 10 月 2 日，當時，時為
蘇

                                          共中委
會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

    議主席尼 ·謝 · 赫魯曉夫，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慶 10 周年活動。在會談中，赫魯曉夫不時指責
中國大陸 1 958 年炮擊金門是“冒險”的行動，是“
好戰”的表現，是對“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陳毅
忍不住進行了反駁。赫魯曉夫招架不住，急不擇言地
說：“好，我知道你是個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
我得聽你元帥的，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只
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陳毅依然不饒，不
客氣

    地回答赫魯曉夫，“什麼第一書記，你講得不

    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0/


  

爭取中國的民主、自由、人權運動

• 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訪問中國

時，朱鎔基告訴她一句話。朱鎔基

說：“我參加爭取和保障人權運動

的歷史比你早得多。”她說：“是嗎 ?” 表示
她不

同意我的意見。我就說“不是嗎 ?我比你大 10
歲，當我冒著生命危險同國民黨政權作鬥爭，

                   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
自由、人權

                   運動的時候，你還在上
中學呢。”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1/


  

朱鎔基
談中日關係

• 朱鎔基： “我想提醒一點，在日本所有的正
式檔中從來沒有向中國人民道歉過，在一九
九五年村山首相籠統地向亞洲人民表示歉意
，但是在所有的正式檔中都沒有向中國人民
道過歉，因此不能說中國沒完沒了地要求日
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們自己的事情，但
我們希望你們考慮這個問題。”—— 2000 年
10 月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2/


  

總理溫 談自由民主

• 2006 年 3 月 14 日 10 時，溫總理會見中外記
者時 ,針對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提到在美國
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對中國在網際網路方面
進行的內容審查都頗有微辭時說 :我想先引用
兩句話，一句是蕭伯納說的，“自由意味著
責任”，一句是你們 美國的 老報人斯特朗
斯基說的，“要講民主的話，不要關在屋子
裏唯讀亞里斯多德，要多坐地鐵和公共汽車
”。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3/


  

台海問題

• 2005 年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在中美軍事交流中談

到，如果大陸攻打臺灣，美軍將全力保衛臺灣，並

驕傲地說，在太平洋美國海軍還沒有對手。中國國防

部長梁光烈聽後，冷冷地說道：“如果事情一旦發

生，我們唯有全力以對，我想在第一島鏈內，解放

軍可以消滅任何對手。 2 ， 3只航母艦隊，還是不
需

要多少導彈的！” 這位太平洋艦隊司令聽後，面
色

大變，在接下來的會談中，再也不提台海問題。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5/


  

台獨問題
• 多年前，日本通過周邊有
事法案時候，有日本記者問
 “陳水扁揚言台獨有日本

最
快支援！大陸會謹慎行動，

怎麼看？”

國防部長梁光烈回答：“台獨問題，晚打
不如早打，小打不如大打，打台獨一個，
不如拉日本一起打。”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6/


  

李肇星談竊聽器

•李肇星出任外長後，有一天會見美國十幾位名牌大
學教授。有一位教授突然發問：網上有消息說，美
國情報部門在中國訂購的一架波音飛機上安裝了尖
端的竊聽器設備，他們估計，這架飛機有可能被中
方派作專機使用。 李部長略加思索後，平靜地表示
：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堅持公平原則。在中美貿易
中，我們買什麼，美國就應該給什麼。凡是沒花錢
的東西，我們都不要。如此巧妙地應對，立刻贏得
教授們一陣喝彩聲。會見結束後，美國一位教授表
示，中國外交學院應該將李外長剛才的精彩回答寫
入教材；美國波士頓外交學院也應將其作為教材案
例。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7/


  

向臺灣出口先進武器用心何在？

• 李肇星談及個
別國家向臺灣
出口先進武器
，表示：“這
就相當於弟兄
兩個人正在擁
抱的時候，有
人給其中一方
遞上一把匕首
，用心何在？
”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8/


  

如何看清達賴喇嘛的謊言？

•                                             
李肇星向記者建言：

                                      “
我推薦你讀幾首詩， 

                                        
西藏一個著名的愛情

                                        
詩人叫倉央嘉措，他

                                        
是六世達賴喇嘛。在

                                        
一首詩中， 他非常深

                                        
刻地指出，有些謊言

往往看起來是非常豔麗的、聞起來是香氣噴噴

的，所以千萬要注意。”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19/


  

為什麼要指責中國軍費

• 中國駐聯合國日內瓦大使沙祖

  康 2006 年 8 月 17 日接受記者採訪

  時，說：“美國的軍費占全世界

  軍費總額的一半， 中國的人口

  是美國的 6倍或 8倍，為什麼要指責中國？
美國

  最好閉嘴並保持安靜！”    在談到臺灣問
題時

  說：“對於我們中國，一寸領土比生命更有
價

  值。”  “美國有權去做他們認為對自己有
利的

  事情。但美國不應告訴中國該如何做。”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20/


  

五星紅旗是我的保鏢

•談到利比里亞國內局勢惡化局，非常危險。
採訪中國駐利比理亞大使林松添接受外國記
者問，美國大使、聯利團最高長官等人都有
貼身保鏢、防彈車，你是否也有保鏢時，林
松添轉身指著身邊的五星紅旗說 :“這就是
我的保鏢！”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21/
http://www.gdtv.com.cn/pic/200612/26/w02.jpg
http://baike.baidu.com/image/61183b2da220ef72349bf7f6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6/19/content_447742.htm


  

想免費買點鏡子送給美國

•2004年 3月 24日，聯合國第 60 屆人權會議上，美國在
大會上拋出反華提案。 沙祖康說道：“西方國家，絕
不是保護人權國家的楷模，發展中國家，也絕不是侵犯
人權的帶領者，人權會議，並沒有授權任何國家，或者
國家集團，成為人權法官，而發展中國家，也不應該永
遠是人權法庭的被告。中國有句古話，‘正人先正己’
，我們希望個別國家，在批評和指責別人之前，先拿鏡
子，好好照照自己。”“美國朋友，我們中國是貧窮一
點，正在發展中的一個國家，但是我們即使再窮的話，
我們買幾面鏡子還是買得起的。我們想免費買點鏡子送
給你，讓你自己照一照你自己，因為你們發表的白皮書
裡缺了一塊，我們國務院新聞辦，寫了一份材料，叫
《美國的人權白皮書》，這是一面鏡子，希望你們看看
，寫得怎麼樣。”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23/


  

具備造航母的能力

• 2007 年 1 月 8 日，國防科工委新聞發言人
黃強在向記者通報中國已具備造航母的能
力後說：“我國今後將適時亮相一些有威
懾力的新型尖端武器，這樣做的主要目的
是為了和平。”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30/24/


  

‘ ’做一個 稱職 的敵人

•中國女軍事專家、軍事科學院世界軍事研究
部第二研究室主任姚雲竹參加美國國際學術
座談會，在回答美國美國人提問時說 : “如
果有人一定要把中國當敵人，我們將接受挑
戰，做一個‘稱職’的敵人。”

• 許多外國朋友都伸出大拇指稱

讚：「姚大校，你是中國軍人的

驕傲！」

http://news.cn.yahoo.com/newspic/news/8827/
http://baike.baidu.com/image/f29faa8f257d41d0f01f36cd


  

查 不 出 的 興 奮服用了 不出的興奮
劑 ?  

• 2006 年在多哈亞運會上 , 當日本《朝日
新聞》記者挑釁性問中國運動員：亞洲人在田徑短跑
上一直是弱勢，許多人懷疑可能是服用了查不出的興
奮劑 ? 劉翔當即抨擊道：「日本和美國的醫學一向比
中國發達，如果有這種藥的話日美的運動員一定用過
了，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就是日本人就算服用了興奮
劑也進不了前三名，更不可能得冠軍！
我先前說過 : 我的成績代表了亞洲，代
表了黃種人，我想這裡面應該不包括日
本。」

http://tupian.hudong.com/a3_58_31_01300000259382123924310284560_jpg.html


  

姚明拒當
產 品 代 言 人某 品代言人

•   某公司為姚明準備了一份多麼豐

厚的廣告合同。但是，結果出乎所有

人的意料，姚明幾乎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就是兩個字：

不行。而且，不負責提供任何解釋。這事兒，姚明沒跟人

說起過，有些決定，往往不需要理由，甚至，沒有必要去

衡量利弊得失。他不想向別人證明什麼，雖然，這並不像

考慮是否買一台日產電視那麼簡單。姚明是屬於世界的，

但姚明首先是屬於中國的。就像一些真正瞭解姚明的朋友

所說的那樣，比起許多擁有同

樣優越的生活方式的人，姚明

更清楚自己首先是中國人。 



  

一個北大的女學生對日本記者的回答
不帶一個髒字罵得全場掌聲

•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了一北大學生，
   以下是現場原版真實問答記錄： 
• 問 : 你支持抵制日貨的這種觀點或行動嗎 ?
• 答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
   我無法左右別人的思想，也無權控制別人的行動。
• 問：你如何定位中日關係？
• 答：客觀定位，平等互利關係。……
• 問：關於歷史問題，中日兩國是否有途徑可以卸下這個沉重的「包袱」？ 
• 答：請注意你的用詞！我不同意你的這種說法。你的這個問題本身就在誣
陷中國。自古至今，中國從不存在什麼「沉重包袱」。中華民族是心胸開
闊，豁達前瞻的優秀民族，寬厚待人，睦鄰周邊是中國的美德。因此我們
正視歷史，但絕不以怨抱怨。我們容忍和解，包括對待日本。請問，中國
和中華民族的歷史包袱是什麼？中國人民做過對不起日本的事嗎？問題恰
恰是 ! 侵略中國 ? 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不正視歷史，在中國燒殺掠奪，
瘋狂地要滅絕中華民族。犯罪的日本不向中國和中國人民認罪賠償損失，
還要叫囂海外出兵擴疆，分裂中國，霸佔中國國土，激怒中國人民。這樣
的史實太多。請問，這是中國背歷史包袱嗎？ …… 



  

此投影片使用了人民網、新華網、
百度搜尋器、 Google搜尋器、

雅虎畫報等
提供的一些珍貴照片和資料，

使投影片有較好效果，
特此鳴謝。又感謝各位的支持

  謝  謝 ！

鳴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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