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回望 1949：为新中国奋斗 

 

加强中苏友好 开启新中国外交活动（1949 年 11 月）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49 年 11 月，新中国第一次

迎来苏联十月革命节。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

个对外友好协会便是中苏友好协会。 

 

 

1949 年 10 月 3 日，新中国与苏联建交。10 月 16 日毛 

泽东接受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送交国书。左为周恩来 

 

宋庆龄 1949年 10月 5日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曾指出： 

 

当苏联的十月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遭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

的造谣诬蔑的时候，孙中山首先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

是的，从三十年前产生的这个大希望，今天终于在我们的祖国有了光辉灿烂的发展了。 

 

诚如孙中山临终时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所说：“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

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现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们终于亲自看到这个日子

了。 

 



 

《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6 日载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时宋庆龄开幕词全文 

 

在举国同庆十月革命节的时候，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苏友协副会长，宋庆龄也

积极投入其中。 

 

11 月 5 日，宋庆龄和中苏友协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体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琴尼

索夫教授，祝贺苏联十月革命 32 周年。这一天，新中国领袖以个人名义致电斯大林表示祝

贺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便是宋庆龄。 

 

 

《光明日报》1949 年 11 月 6 日第一版载《毛主席电贺斯大林大元帅 祝贺十月革命卅二周年 

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刘少奇等电苏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祝贺》《宋庆龄副主席电斯大林大元帅 感

谢苏联对我国的帮助》 



 

宋庆龄的个人电是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发出的。她电贺斯大林道： 

 
在这个十月革命纪念日，我和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一致向您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孙中

山一样，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人类希望底诞生。孙中山和毛主席了解，只有苏联是真正渴望

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我们现在的胜利，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孙中山所梦寐以求的中苏两

大民族底紧密合作，现在成为事实了。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的来到中国，是这种

合作的表现。我们感谢代表团给我们很多的益处，帮助了我们怎样在建设国家，提高人民生

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中，坚决地追随苏联所首创的榜样。中苏人民友好、团结、合作万岁！ 

 

宋庆龄致斯大林贺电底稿（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宋庆龄在电文中提到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是苏联政府向新中国派出的第

一个代表团。代表团以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于 10月 1日上午 11

时抵达北京火车站。当日上午前往车站欢迎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委会主任宋庆龄、副

主任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副主任兼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筹委会主

任郭沫若，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委会总干事钱俊瑞等。各界人士进站欢迎的，共达两百多

人。列车进站时，车上车下一片欢呼声。随后在车站举行了欢迎会。在奏了苏联与中国国歌

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先后致词。头发灰白、高个子的法捷耶夫激动地高呼“中苏伟大人民的

永久的友谊万岁！”“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一切先进的和进步的人类的领袖和朋友

我们的导师斯大林万岁！”下午，这支苏联代表团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亲

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1949 年 10 月 1 日宋庆龄在北京火车站欢迎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人民日报》1949 年 10 月 2 日载苏联代表团抵京盛况 

 

随后代表团一路南下，去往南京、上海、济南等地，在中国刮起了一阵又一阵“苏联旋

风”，所到之处欢迎场面热烈隆重。10月 15日凌晨 2时，代表团一行抵达上海。当天下午，

上海各界举行隆重的欢迎集会。10月 18日晚，刚刚从北京回到上海仅 1天的宋庆龄，就以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在上海寓所举行鸡尾酒会，热情招待这个

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团长法捷耶夫已先行回国，来参加酒会的有西蒙诺夫、格拉西莫夫、瓦

尔拉莫夫、杜伯洛维娜、马尔柯夫、费诺格诺夫、阿格拉则、司托烈托夫、德奥米多夫、伏

兹尼等十人，苏留沪外交人员符拉其米洛夫也出席。出席的中国宾客有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

和副市长曾山、潘汉年、韦悫等。在挂有孙中山像的会客室内，宾主双方畅谈甚欢。酒会中，

宋庆龄向客人们示范如何把筷子当刀叉，格拉西莫夫等也模仿起来。次日代表团离沪赴京时，

宋庆龄亲往火车站送行。 

 

 

1949 年 10 月 18 日晚，宋庆龄在上海寓所里举行 

鸡尾酒会，宴请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在宋庆龄从上海发出致斯大林电报后的第二天，11 月 6 日，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筹

委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庆祝苏联十月革命 32 周年纪念联欢晚会。到各界代表共 800 余人，

苏留沪外侨人员符拉基米洛夫及苏侨协会会长齐布诺夫斯基等 70 余人也应邀参加。会上通

过宋庆龄、陈叔通、饶漱石、陈毅、颜惠庆、潘汉年等 17人组成主席团。 

 

 

《文汇报》1949 年 11 月 7 日第 1 版载中苏友好协会上海分会筹委会在兰心大戏院举办庆祝

苏联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纪念联欢晚会的报道 

 

11 月 7日上午 11时至下午 1时，苏联驻沪总领事馆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招待来宾。主

人佛拉基米洛夫、奥布曹夫、梭波列夫、米德维捷夫、雷特金洛谢夫等殷勤招待出席的六百

多宾客。中国宾客出席者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宋庆龄、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叔通、

上海市长陈毅、市委书记饶漱石、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刘长胜、张耀祥、郭化若、童

蕴、李昌、舒同、冯定、夏衍、陈望道、盛丕华等人。宋庆龄、陈毅、饶漱石一再和苏联友

人干杯，并互祝斯大林大元帅和毛主席健康。 

 

11 月 7日下午 5时 40 分起，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推出了一系列特别

节目。晚 8点放送的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宋庆龄的演讲——《华北

之行所得到的印象》。其中，她讲到：“我深信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在劳动工作中，决不会比我

们伟大友邦苏联的斯塔哈诺夫英雄落后一步。” 

 

 

1927 年宋庆龄在莫斯科与加里宁夫人的合影（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 

 



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和中苏友协副会长，宋庆龄以加强中苏友好为起点，开启了她从事新

中国外交活动的生涯。作为新中国和平使者，宋庆龄为积极推进中外友好作出了独特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