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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新中国和平友好的使者 

 

罗辉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宋庆龄作为特别邀请代表

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首次以法

律形式规定了新中国与外国建交的原则。 

 

《共同纲领》所体现的外交原则和精神是宋庆龄高度认可并支持的。她在政治协商会议

上热切地号召道：“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

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宋庆龄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报告 

 

当时，世界保卫和平运动掀起高潮，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举行了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

会，要求裁减军备、争取国际安全，民族独立、禁止原子武器，共同保卫世界和平。新中国

立即积极投入到这一运动中，用开展人民外交来突破美帝封锁。1949年 10月 3日，宋庆龄

出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宣

言》。 

 

1950 年，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上，宋庆龄被推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

员会（后译“世界和平理事会”）委员。在世界和平委员会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她被推选为

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后译“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成员。这是对宋庆龄长

期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的认可，亦是对这位新中国女性领导人国际影响力的认可。 



 

 
1950 年，宋庆龄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在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中签名 

 

1952 年 2 月，宋庆龄与郭沫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的支持下，领衔发起召开亚洲及太平

洋区域和平会议。这是我国作为东道主首次筹办的大型国际会议及大型外事活动。宋庆龄在

会议筹备过程中，发表《中国人民与和平》一文，阐述中国将利用一切机会促进世界和平。

1952年 10月 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出

席会议的有亚洲、大洋洲及美洲太平洋沿岸的 37 个国家的正式代表 344 人，列席代表 34

人，共 378人。宋庆龄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担任会议执行主席，并致开幕词《动员起来！

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她指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对于世界和

平的要求，日益密切地连系起来了。”除此之外，她还利用这样的平台揭露出美国在朝鲜战

争中的丑恶行径。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会议对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产生了

积极作用。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 

 

1952年 12月 12—19日，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在维也纳举行，参加大会的共有 85个国家

1587人。宋庆龄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此次大会。为了体现对宋庆龄的尊重和对会议的重视，

周总理认为宋庆龄的主旨演讲稿不能由外交部直接代拟，而是由周总理、宋庆龄和金仲华共

同推敲，以充分反映出宋庆龄的个人风格及智慧。在会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的她作了题为

《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讲，呼吁：“联合起来了，人民就能扭转局势，走向和平。”受到

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1952 年 12 月，宋庆龄在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上发表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讲 

 

除了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努力，宋庆龄还在周边外交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影响力。1954年 4

月 29 日，宋庆龄出席《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签字仪式。在

仪式序言中，首次公开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仪式 

 

宋庆龄在周边许多国家的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性。正如刘少奇所说：“宋副委员长到国

外去访问，可以调动积极因素，比如调动印度尼西亚的积极因素、华侨的积极因素。有些积

极因素，我们共产党调不动，宋副委员长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可以调动，所以我们大家合

作就有好处。统一战线对革命的意义，对国家建设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1955年、1956年和 1964年，宋庆龄分别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锡

兰这 5个亚洲国家。1955年，宋庆龄在访问印度时，尼赫鲁总理在欢迎会上说：“你是作为

伟大国家的伟大领导人到这里来的。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你在我们的心目中甚至超过

了那个程度。”在访问亚洲五国的过程中，宋庆龄始终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并

弘扬中国和这些国家源远流长的友谊及和平传统。宋庆龄的这些访问，有助于扩大中国的对

外交往、打开和平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和平事业的进展。 

 

 
1964 年，宋庆龄、周恩来、陈毅一行在锡兰受到热烈欢迎 

 



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 1843 号的寓所，以及她在北京先后居住的方巾巷寓所、前海西

沿 8 号寓所和后海北沿 46号寓所，是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她在寓所里热情接待来

访的一批又一批外国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她的寓所成为新中国一个重要的

外交舞台，见证了宋庆龄维护和平、增进中外友好交往的特殊篇章。 

 

 
1949 年 10 月 18 日，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 

访华的外国代表团——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2021年 10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周年纪念

会议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

的共同追求。中国人民始终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世界和平与发

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深知和平安宁的珍贵，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政策。 

 

作为新中国领导人，宋庆龄积极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扩大并加强中国同亚洲其他国家

的联系，并通过多种平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需求和呼声，致力于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为中

国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作出了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