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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11月2~21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

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一、研究状况综述 

  四个时期及其特点 

  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的影响持续了近

民日报》每年都有几十篇至上百篇新闻和文章涉及这次访问。1960年以前，国内报刊以正面报道毛泽东访苏

首”、中苏友好和中苏一致，认为《莫斯科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纲领性的文件

和中国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和世界形势的第三个转折点，提出“如何以莫斯科会议宣言的基本理论指导世界

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媒体从强调莫斯科会议的中苏一致转为揭露中苏分歧的由来。苏共二十大与莫斯科

题之一。中国认为1957年兄弟党会议在许多重大原则性问题上拒绝并且纠正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错误观

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旗帜”，“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②]相反，苏联则坚持莫斯科

针，认为中共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文集的实质，是反对莫斯科宣言的和平共处等政策。[③] 

  从1966年起，中国不再承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看来，《莫斯科宣言》作为这个组织

会议及其宣言从此淡出中国报界，被人遗忘。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和1957年莫斯科会议作为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进入史学研究领域。

和研究著述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历史文献 

  20世纪50—60年代虽然公布了一些相关史料，但不全面，尤其缺乏毛泽东在莫斯科的多次重要讲话以及他

种情况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的出版有了根本改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

话、一封感谢信和一则感谢电。 

  毛泽东与苏共及其他兄弟党领导人的双边会谈是莫斯科会议取得成功的基础。这方面的档案资料目前

容已通过有机会接触中央档案的研究者或回忆录作者的著作（如《毛泽东传》、《十年论战——1956～1966

哥穆尔卡》[④]），与读者见面了。 

  2001年问世的《杨尚昆日记》亦属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它记录了1957年11月2~19日毛泽东和中国代表

夫驻苏大使韦利科·米丘诺维奇也有日记问世，中译本书名是《莫斯科的岁月：1956~1958》[⑤]。作者



各国党的会议”。 

  2006年5月，外交部开放了1956—1960年该部收藏的解密档案，涉及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文献约十几卷，其中大部分是

革命庆典的安排。涉及莫斯科会议的文献也有一些。还有一些文献虽纯属苏共党内问题，但与毛泽东访苏

件》等。这批档案解密不久，尚有待利用。 

  俄罗斯现存苏联档案是研究1957年莫斯科会议的重要文献来源，但大量涉及中苏关系和毛泽东第二次

[⑥]国内只有个别有条件的学者利用了这些档案。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献披露方面，中国提供的史料大大多于

中外学者著作的引文中得到证实。 

  回忆录 

  1980年以来，涉及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中外回忆录陆续问世，迄今已有几十部（篇）之多。伍修权以首任

1957年1月中共向南共建议由两党发起世界各国党会议的情况。[⑦]在毛泽东所率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用一章五节的篇幅来叙述莫斯科

参加莫斯科会议，这一章五节是他根据代表团发回国的电报和参加政治局、书记处会议讨论时所了解的情

央档案。 

  在回忆录作者队伍中有三名老一辈俄语专家。他们是李越然、阎明复和朱瑞真。翻译这个身份，使他

[⑩]

  《赫鲁晓夫回忆录》自70年代问世以来，不断有新版推出。国内最新一版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全译本”。它提供了有关1957年莫斯科会议期间与毛泽东对话的更多信息。20多年来，国内还出版了其他外

长卡德尔回忆了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演讲结束后南共代表团与毛泽东举行两小时会晤的情况。

也提供了这次演讲的一些情况。[?] 

  丁明整理的《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一文[?]是研究者与亲历者之间以及中苏双方

殊的史学价值。它记录了1997年10月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中苏问题的情况。与

辛（《真理报》派驻新中国首位记者）和库里克（苏共中央国际部中国处处长）。他们在回顾中苏关系演

关情况，并作为历史见证人交流了各自的亲身感受和历史反思。这些回忆录与上述历史文献构成了迄今为

议的主要资源。 

  研究成果 

  尽管专门叙述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学术专著尚未问世，但是许多研究国史、新中国外交史、人物传记

次访苏列为重要章节。[?]有些著作虽然没有专门列出章节，但用重笔叙述了毛泽东访苏。[?]研究或叙述毛

[?]

  1989—199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40周年或50周年，国内陆续出版了一批国史工具书。这类书通常以

“要事录”冠名，其中列出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条目的有十来本。[?] 

  除学术著作之外，还有一些纪实文学谈到了1957年毛泽东访苏。[?] 

  二、争论的问题和值得注意的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的研究，一是积累了大量史料，为编撰国史提供了基础；二是理

基本过程；三是再现了毛泽东等历史伟人的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学术界也提出了需要

  关于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总体评价 

  吴冷西认为莫斯科会议总体上是成功的。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

的成功。[?]周文琪则认为莫斯科会议并没有真正消除分歧。宣言是妥协的产物，糅合了许多矛盾的观点



在后来的中苏论战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摘取宣言的某些字句，攻击对方，指责对方没有遵守自己签

否定1957年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的积极作用，它为各国共产党人讨论交流、表达不同观点提供了讲台，同

宣言存在不少问题。他的结论是，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虽不能说毫无所得，但所得不多，所失却十分明显

  莫斯科会议及其宣言到底解决或基本解决了中苏分歧，还是根本就没有解决分歧。国史工具书因其条

据作者的主观意见下笔，形成了不是强调达成一致便是强调分歧的两种极端写法。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传

取分开说的办法：先说毛泽东访苏获得了圆满成功，原来存在的一些分歧，由于各方面的需要和妥协，基本

时间的推移，局势的变化，这些分歧随后不久又重新暴露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成为深刻的分裂。[22] 

  谁最早发起莫斯科会议 

  这个问题是沈志华提出来的。不过，他并没有提出有力证据支持他的论点。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过于

党在召开国际会议的问题上，包括中共建议中南两党共同发起会议，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沟通。要对这个问题

于发掘更多史料。 

  莫斯科会议的目的 

  按一般观点，中苏两党倡议莫斯科会议是为了加强已受到损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阵营的团结。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

斯科会议前夕，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23]从某种意义上说，召开莫斯科会议是为了抵制赫

泽东11月18日的讲话不点名地批判了赫鲁晓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