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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宋庆龄当选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后又连任会长，在将近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

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此期间，宋庆龄两次出访苏联、接待苏联代表团及领

导人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宋庆龄之所能够出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人并在中

苏友好关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与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自

身与苏联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对孙中山联俄遗愿的继承和发扬。

宋庆龄；中苏友好协会；中苏关系

中苏友好协会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

的对外友好组织，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中

苏友好关系的构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

学界已经从不同方面进行过探讨。比如潘鹏的

《中苏友好协会的缘起、历程及终结》一文以

时间为线索，考察了中苏友好协会的历史发

展。[1]余敏玲通过对中苏友好协会的研究，着

重讨论了民间社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宣

传苏联的态度与反应。[2]李巧宁《新中国的中

苏友好话语建构：1949—1960年》一书，则以

“中苏友好话语建构”为切入点，考察了中苏

友好协会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3]姜超将目光

聚焦于上海中苏友好协会，梳理了1949至1965

年上海中苏友好宣传教育运动。[4]此外，也有

文章对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的情况进行介绍。[5]

总体来看，现有中苏友好协会的研究，更

多的集中于总会及各地分会历史的梳理以及对

其宣传工作的考察，针对中苏友好协会高层领

导人的关注不足。其中，宋庆龄作为中苏友好

协会的发起人之一，长期担任会长一职，致力

于中苏友好，在任期间两次访问苏联，多次接

待苏联代表团，并发表过一系列有关中苏关系

的讲话，中苏友好协会也成为宋庆龄政治生涯

的一个重要印记。因此，通过对这一时期宋庆

龄与中苏友好协会的梳理，不仅可以丰富宋庆

龄的研究，而且还有助于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中

苏关系的演变。

一、宋庆龄与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

抗战结束后，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考虑，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9年6月30日，毛

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一次提出向

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边倒，是孙中山

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

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

倒。”[6]特别强调中国需要在帝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并且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

选择。与此同时，国内民众对于苏联普遍存在

“疑苏”和“反苏”的态度。日本战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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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

约》，大量苏军进驻东北。由于初期军纪废

弛，烧杀抢掠的事情时有发生，再加上撤离之

时，苏军大量拆卸东北境内各企业的设备运回国

内，使得这一时期民间反对苏联的情绪高涨。

因此，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成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原中苏友好协

会总会秘书张再回忆：“当时，为了得到大多

数中国人对‘一边倒’政策的认同，为了消除

一些人的疑虑，同时也是为了争取苏联更多的

援助，需要做大量的工作。”[7]在此背景下，中

苏友好协会应运而生。

除了“一边倒”政策及消除民众“反

苏”“疑苏”的态度，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立也

受到中苏文化协会的影响。中苏文化协会是由

徐悲鸿、张西曼等人于1935年在南京发起筹建

的。协会以研究和宣扬中苏文化，促进两国人

民友谊为宗旨。由孙科担任会长，协会成立后

通过举办讲座、纪念会、展览、创办《中苏文

化》杂志等方式宣传苏联文化。①尽管中苏文化

协会带有明显的国民政府色彩，但是许多中共

地下党人参与其中，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

方局的同志经常到那里活动，被认为是共产党

的“外围组织”。新中国成立前期，郭沫若等

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来到北平，积极宣传中苏

文化协会的作用和成就，倡议成立中苏友好协

会。[8]郭沫若在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上，专

门指出：“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曾经有过

‘中苏文化协会’的组织，那个组织在某一段

时期，在某些进步人士的运用下也曾起过一些

进步的作用，那个旧时的‘中苏文化协会’在

成立的当时本来也打算用‘中苏友好协会’的

名义的，但因为反对派不高兴中苏友好，因此

才选用了‘文化协会’的名目。”[9]中苏友好协

会发起人大会上选出的五十一人主席团，其中

就有多人是中苏文化协会的成员。两者在宗旨

与机构设置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说

中苏友好协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苏文化协会的

继承和发展。

1949年5月，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处成

立，由钱俊瑞负责，张仲实具体操作。为了更

好更快地完成协会的筹备工作，钱俊瑞提出了

“大干50天成立友协总会”的口号。[10]1949年

7月16日，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在北平中南

海怀仁堂举行，由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领

衔，包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民主人士共

计698人。会议选举出56人的主席团以及81人的

筹备委员会委员。[11]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

自此成立。次日，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推

定宋庆龄担任主任，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担任

副主任，钱俊瑞担任总干事。[12]

1949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苏

友好协会筹委会名单和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名

单，宋庆龄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筹备的领衔者，

被列在首位。不过，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召开

之时，宋庆龄并未去到北平，之所以仍有其

名，这是因为7月13日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

专门致电宋庆龄：“我们希望你能领衔发起，

以资号召。是否可以，盼即电示，以便列名发

表。”[13]该电报由邓颖超转交给宋庆龄，在得

到其首肯后，邓颖超当即回电告知周恩来并转

郭沫若。[14]8月6日，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电报

再此提及:“请她于九月下旬在平参加中苏友

好协会，届时将有苏联对外文协访华团代表参

加。”[15]

此时的宋庆龄正在考虑是否北上参加新政

协，为此中共做了大量的努力。毛泽东、周恩

来通过函电等方式诚邀宋庆龄的同时，也派遣

邓颖超、廖梦醒去到上海，历时多月才最终得

以确定。中共邀请宋庆龄参与新政协，不仅仅

是出于对宋庆龄本人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将她

作为孙中山夫人的象征意义和她在海内外所具有

的广泛影响纳入到新中国建设事业之中。[16]由宋

庆龄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的发起人以及筹备委员

会主任，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

的陪同下到达北平，在火车站受到了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及社会各界代表的欢迎。[17]9月6

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召开全体会

议，并对宋庆龄的到来表示欢迎。宋庆龄在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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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致辞中表示：“二十四年前，孙中山先生

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

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

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

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18]她特别强调中苏合作是和平

与民主胜利的有力保证。

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第五天，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便宣布成立，并确

立了“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的友好关系，增进

中苏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和合作，

介绍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经验和科学

成就，加强中苏两国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共

同斗争中的紧密团结”的宗旨。[19]会议选举刘

少奇担任会长，宋庆龄、吴玉章等七人担任副

会长。根据之前筹备会议的安排来看，宋庆龄

应当是会长的不二人选，但最终选择刘少奇为

会长。对此，王光美在《永恒的纪念》一文中

作出过解释：原本是安排宋庆龄担任会长，但

后来党中央考虑两党关系复杂，怕她难处，所

以在友协正式成立时，由刘少奇担任会长，宋

庆龄担任第一副会长。这一隐情直到斯大林去

世，中苏交恶后刘少奇才告知宋庆龄。对此，

宋庆龄表示很谅解，并感谢党对她的体贴。[20]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北地区因为与苏

联往来较多，已经成立了地方性的中苏友好协

会，并开展座谈会、学习班、展览会、播放苏

联电影等活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后，大

大促进了各地中苏友好协会的发展，这一时期

各地的中苏友好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总

会外，在各地成立了总分会、分会、支会及支

分会等组织，各类活动也相继展开。

二、宋庆龄与苏联的渊源

宋庆龄和苏联之间渊源可以追溯到十月革

命时期。刚刚经历了反袁和护法运动的孙中山

“痛苦的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怎

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得越来越多的问

题”[21]，而十月革命的成功让他看到了新的希

望。消息传到中国后，宋庆龄同孙中山一样感

到兴奋，并对之十分向往。除了继续担任秘书

处理英文函电及进行法文翻译外，宋庆龄又加紧

学习俄文和德文，为加强联系苏俄作准备。[22]

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

接的联系，并多次进行函电往来。孙中山的信

函由宋庆龄和廖仲恺、朱执信起草，其中大量

的工作主要由宋庆龄来承担。[23]与此同时，宋

庆龄还陪同孙中山会见了维经斯基、马林、越

飞、达林等人。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也逐渐加

深了对苏联的了解。

1927年，大革命失败。7月14日，宋庆龄发

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

明》，表示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并决定到苏联去。“这是有意地、鲜明地反抗

那些借国民党之名，行背反孙中山三大政策之

实的那些人。” [24]这也是她第一次到苏联。

在莫斯科，宋庆龄发表声明，阐明了此次访问

的三个目的，其一感谢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

帮助；其二要全世界明了“盘踞在长江流域的

人”，他们不能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也不能代

表中国的革命群众。其三是完成孙中山访问苏

联的遗愿。[25]

在苏联，宋庆龄经常被作为贵宾邀请参观访

问，发表各类演讲。1927年12月，斯大林亲自

会见了宋庆龄与陈友仁。宋庆龄先对几个月来

苏联政府的盛情招待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她

再次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国民党愿意和中国共产

党继续合作，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斯大

林表示希望宋庆龄、邓演达和陈友仁能早日回

国，继续领导中国的革命。至于具体的合作办

法，第三国际及苏联党和政府正在研究中，以

后会随时派人到中国来告诉他们三人。[26]斯大

林的态度，让宋庆龄感到迷茫和失望。她晚年

曾回忆说：“当我意识到斯大林不愿意继续帮

助我们，而是听任蒋介石为所欲为的时候，我

就不再在莫斯科多待了。”[27]

尽管第一次苏联之行，宋庆龄的政治目的并

没有实现，但是在苏联八个月的生活经历，让

她对苏联对社会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在这里她还结识了加里宁夫人，每当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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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莫斯科之行，她都要提到加里宁夫人给她

的温暖和愉快。[28]1929年在从德国回国途中经

过莫斯科时，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回到

这里真高兴。这里的生活充满了乐趣和活跃的

气氛……我要离去真有点依依不舍，但我还没

有老，我盼望着有一天回来。”[29]

中共中央邀请宋庆龄北上期间，因为荨麻

疹复发，宋庆龄也曾萌生过去苏联治病的想

法，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允许。[30]但是到北平

之后，宋庆龄便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各项工作

中，去苏联治病的想法便被搁置。

三、宋庆龄在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

1949年10月，宋庆龄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

会副会长。1954年12月，在中苏友协召开的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当选会长。1959年

5月，又连任会长直至1966年。②在将近二十年的

时间里，宋庆龄一直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

与发展。

（一）参与中苏友好的纪念活动。中苏友

好协会成立不久，适值十月革命三十二周年，

宋庆龄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央人民政

府副主席致电斯大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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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此后，每逢十月革命纪念日，

宋庆龄都会致电表达对十月革命的庆祝之意。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

订后，宋庆龄给予盛赞：“最近中苏新条约和

新协定的签订，是具有史无前例的重要作用。

因为过去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都是

些不平等条约。现在苏联以伟大的友好合作精

神，与我们订立平等、互利的条约，使全世界

三分之一的人口紧密地团结起来，巩固了反侵

略的和平阵营。”[32]她甚至认为条约的签订给敌

人以沉重的打击，超过了原子弹的力量。[33]自条

约签订后，在每年举办的纪念活动上，宋庆龄

也会发表讲话，致电苏联。无论是对十月革命

纪念还是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周年

庆祝，这些纪念活动的举办，表达了对苏联的

政治情感和对构建中苏友好关系的希望。宋庆

龄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也承担起了这

一职责。《人民日报》和苏联的《真理报》上

时常会看到宋庆龄与苏联之间往来的贺电。从

1949年到1965年，她写了五十多篇文章，阐述

中苏友好的传统和意义。[34]

（二）接待苏联代表团及领导人。新中国成

立后，互派代表团、访问团体成为这一时期增

进中苏友好关系的重要途径。1949年10月1日，

新中国成立当天，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

表团便来到中国，宋庆龄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前往车站欢迎并致欢迎词：

“诸位先生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当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的时候。这是一个巧妙的象征，表示

伟大的苏联乃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

个友邦，表示中苏友谊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发展而发展。”[35]据统计，从1949年到1952

年三年间，由苏联派到中国的代表团就有十八

个。[36]宋庆龄接待了其中的大部分代表团。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领导及代表

团访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设家宴款待了伏罗

希洛夫一行。同年10月4日，宋庆龄又举行茶会

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1959年9月27日，

宋庆龄接见以吉洪诺夫为首的苏中友好协会代

表团，吉洪诺夫将一个义和团起义时用的旗杆

顶上的金色拳头送给了宋庆龄，这件礼物也成

为当时中苏友好的象征。

（三）两次出访苏联。1953年初，宋庆龄率

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回国途经苏联，距离她上一次到苏联已经过去

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宋庆龄晋谒列宁陵墓

并献花圈，游览了莫斯科名胜，参观文化、医

疗机关和许多博物馆。[37]她还想去看望老朋友

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可惜此时加里宁夫

人正在被流放中，未能实现。只能安排她去到

城郊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原来加里宁那座乡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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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的外面看了一眼。[38]1月13日，同郭沫若一起

拜会斯大林后于次日返回国内。

1957年11月2日，宋庆龄作为庆祝十月革

命四十周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再度访问苏联。

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宋庆龄代表

中国代表团发表了题为《全人类将选择社会主

义》的讲话，向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表示热

烈的祝贺。在讲话中，宋庆龄还回顾了她第一

次来到苏联的情景：“三十年前，当我到你们

这里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

议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和对中国革命的背叛，

被迫离开了我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

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

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

虽然在当时处于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

来，人民是会胜利的。”并表示：“在我们所

进行的改造世界的历史性事业中，中国将永远

同他们的伟大朋友苏联站在一起。”[39]宋庆龄

还在莫斯科会见了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

弥补了几年前的遗憾。

1957年11月25日，在招待苏联各界代表团的

宴会上，宋庆龄谈及此次苏联之行，“几天以

前，我刚从苏联回来，我在苏联看到了苏联人

民各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看到了以苏联为

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联共产党为首

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也亲身体会到

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关怀和热爱。

这一切都使我们激动和欢愉的心情长久不能平

静下来”[40]。

（四）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

奖金。194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七十寿

辰，苏联专门设立“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

际奖金。规定凡在维护与巩固和平的斗争中贡

献卓著者，不论其政治见解、宗教信仰和种族

如何，均可获得此项奖金。1951年4月，“加

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召开会

议，决定将奖金授予宋庆龄、约里奥·居里等

七人。同年9月18日，授奖典礼在北京举行。

郭沫若在会议致辞中指出：“宋庆龄先生早年

是孙中山先生的很好的助手。孙中山先生逝世

后，一贯地站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

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而奋斗。对于中国儿童的福利，中国人

民的福利，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世界和平事

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贡献。”[41]爱伦堡在致

辞中说道：“作为一个苏联作家，我想说，我

是在把镌有斯大林像的奖章授给一位使中国人

民引以自豪的妇女。让这一事实成为苏联人民

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与深厚敬意的又一次的证明

吧！”[42]宋庆龄对获奖感到十分荣幸。“我将

永远记得今天这个晚上，我将把它长系心头，

这不仅是为了我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这个光

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保卫和平不是任何个人

所能够完成的事……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

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43]

之所以会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

金授予宋庆龄，一方面是因为她长期致力于世

界和平事业，同时也是基于她在中苏友好方面

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此次的授奖也成为这一时

期中苏友好重要的见证。得知宋庆龄获奖的消

息，中央领导人、社会团体、组织和个人纷纷

致电表示祝贺，莫斯科各家报纸也以首页显著

地位登载宋庆龄受奖典礼的消息。[44]

（五）与苏联之间的电函往来。中苏友好

协会成立后，与苏联之间互相致电也成为这一

时期双方交流的重要方式。1949年7月17日，中

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便致电

斯大林，向他解释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的目

的：“在建立和发展中苏两国文化经济等方面

的联系，向中国人民介绍苏联建国的丰富经验

和科学文化，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深厚

友谊，为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奋斗。”[45]每逢

十月革命纪念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周年庆、新年等纪念日，除了发表讲话外，都

会相互致电表示祝贺，在电文中常常会看到

“中苏友谊万古长青”“中苏两国人民永恒不

破的友谊万岁”“伟大的牢不可破的中苏友好

同盟万岁”等话语。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在对内对外政

策上的矛盾逐步暴露，并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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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1960年，苏联撤走在华专家，中苏关系破

裂公开化。这对中苏友好协会的工作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从1960年开始，宋庆龄有关中苏关

系的讲话逐步减少，与苏联之间致电的频次也

逐步减少，只是在重大节日（新年、劳动节、

建国周年纪念）以及苏联科学技术成就方面表

示祝贺。《人民日报》有关中苏友好协会的报

道不断减少的同时，刊载的版次也由之前的第1

版、第2版变为第4版、第5版。

对于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宋庆龄有着自

己的判断：“我觉得在（中苏）关系上出现的

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46]但是她作为中

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仍在致力维护中苏关系，与

苏联之间的函电一直持续到1966年。③即便是中

苏政治论战激烈的时候，宋庆龄仍然坚持尊重

事实。据爱泼斯坦回忆，1966年第1期《中国建

设》将吉林化肥厂写成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

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宋庆龄看后指出：这不

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47]

四、结语

从1949年10月被推选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

长开始，到1966年中苏友好协会更名为中苏人

民友好协会，无论是中苏关系“蜜月期”还是

“交恶期”，宋庆龄一直致力于两国友好关系

的建立与发展。宋庆龄之所以能够出任中苏友

好协会领导人并在中苏友好关系的构建中发挥

重要作用，是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成立

后，百废待兴，无论是在巩固政权方面，还是

社会经济建设方面，都需要获得世界大国的

承认、支持和援助。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

自然成为重要的选择，紧靠苏联的“一边倒”

外交方针确立后，中苏友好协会应运而生，成

为负责中苏友好话语建构的专门机构。宋庆龄

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发起人以及筹备委员会主

任，在协会的组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

所以选择宋庆龄担此重任，是因为中共希望将

她在国际上所具有的广泛影响纳入到新中国建

设的事业之中。

（二）宋庆龄对苏联的了解与交往。宋庆龄

和苏联之间渊源可以追溯到十月革命时期，在

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对苏联的了解

不断加深。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专门去到苏

联，在苏联长达八个月的生活经历，使她对社会

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成为她一直

致力于中苏两国友好关系构建的重要原因。

（三）对孙中山联俄遗志的继承和发展。新

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在谈及中苏友谊时，就多

次提及孙中山与苏联的关系，她也谨记孙中山

临终前的交代：“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

盛独立之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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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她所

进行的一系列有关中苏友好的活动，无一不在

践行着孙中山的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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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有关中苏文化协会的研究可参阅李玉贞：《抗

战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侧面——孙科与中苏文化

协会》，《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11期。

②1966年9月17日，中苏友协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

协会。从1966年5月开始，《人民日报》没有刊载

宋庆龄以中苏友好协会会长身份发表的各类讲话

及贺电。

③笔者查阅《人民日报》，1966年5月1日宋庆龄

和波波娃、安德烈耶夫相互致电祝贺五一国际劳

动节，此后再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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