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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共领导人最为轰轰烈烈的出访就是前往苏联，毛

泽东在苏联访问了一个多月，还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从北京叫去，与苏联方面磋商

两国间的具体事务。之后，两国高层领导不断交往。然而，50 年代中期两国矛盾

激化。在彻底崩裂之前，一个喜剧式的事件似乎令事情出现转机的可能——1964

年粗暴无礼的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于是，在当年 11 月，中共派出了周恩来率领

的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莫斯科。这是两国高层领导集体最后一次面对面，直到 25

年后的 1989 年 5 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国关系才开始恢复正常。

这期间，两国曾兵戎相向，核大战的阴云一时骤然密布。世事飞旋，四分之一世纪

的时光流逝了。 

 

  一、双喜临门，中苏关系走向何方?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正在崛起的国家承受着两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阴影压迫，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扔原子弹核爆炸的惨烈收场，使核战争的威慑力空前强

化，大国手中的原子弹成了让人屈服的不二法门。 

 

  中苏交恶的最直接动作是，苏联方面撤走了一切技术专家，赫鲁晓夫当然也拿

走了他本来准备放下的手中王牌——核专家。赫鲁晓夫不怕毛泽东的倔强，他知道，

对于原子弹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一支难以空防的地面游击部队。苏联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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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克履带可以碾轧在东欧大地，苏联的原子弹照样可以悬吊在不听话的邻国的上

空，保持足够的核威慑。 

 

  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国家关系后面的恶动力：核讹诈。 

 

  中国人是坚强不屈的，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成了重中之重。周恩来主持了中国

的核力量发展工作，陈毅说，中国人就是没裤子穿，也得造自己的原子弹。周恩来

曾经与邓颖超一起到西北新疆的核研究中心视察工作，他对陪同介绍情况的聂荣臻

说：“没有一声巨响，就没有人会理睬我们。”后来，毛泽东说得更为直截了当：

“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 

 

  这个“响屁”放出来了。 

 

  在这个“响屁”放出来的同一天前几个小时，好事成双，同样令人高兴的事发

生了。1964 年 10 月 16 日凌晨，在苏联方面解除赫鲁晓夫职务几个小时后，苏联

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通报了情况。契氏从皮包中掏

出公文，照本宣科：“1964 年 10 月 14 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年迈和健

康状况恶化的原因，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决定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选

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0 月 15 日，苏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会议，

决定解除赫鲁晓夫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契尔

沃年科念完，将这份俄文文件交给伍修权。伍修权没有迟延，立即驱车前往国务院，

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得知后，不顾毛泽东凌晨刚睡下不得打扰的“纪律”，带着

伍修权推开毛泽东的书房，径直坐到毛泽东的床边，将刚入睡的毛泽东叫醒，让伍

修权当面向中共最高领导报告这一天大的好消息。  毛泽东听后两眼放光。 

 

  1964 年 10 月 16 日这天，中共中央高层是异常兴奋的，因为中国爆炸了第一

颗原子弹。事情就是这么巧，同一天，中共得到了曾对中国封锁核技术的赫鲁晓夫



下台的好消息。当天，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最后一次

彩排，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审看节目。演出结束，常委们在预定

程序之外令人惊喜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合影留念。之后，毛泽东率中央常委一

行人上楼开会，周恩来留下来给全体演职员讲话，要求站在合影阶梯上的演职员们

听后不要跳跃。他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第二，赫鲁晓夫下台了。现在，中央领导到楼上开会，研究国际国内形势，我也要

上楼参加会议，大家要把节目排练得更好，用实际行动向党中央汇报。 

 

  赫鲁晓夫一直在孤立中共，原计划准备在 1965 年 6 月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会

议，目的是为了“修理”中共，将中共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也就是不承认中

共是一支马列主义的政党，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悬在中共头上的一颗

政治“原子弹”，现在赫鲁晓夫下台了，是不是这颗政治“原子弹”也哑了? 

 

  在人民大会堂楼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很快从高兴的气氛中冷静下

来，大家对赫鲁晓夫的下台当然是很高兴的，这批久经考验的领导人，什么样的风

波、什么出人意外的事件没有经历过?所以在没有搞清苏共中央为什么突然变更领

导人的真实原因前，是难以彻底开怀大笑的。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赫鲁晓夫下

台事件。在进行了种种分析后，大家感到，苏共中央一班人一点儿风声都不透，就

把一个气焰极盛的最高领导搞了下来，这事绝不简单。苏共新领导的政策走向，特

别是他们会不会改弦易辙，采取与中共修复关系的新政策是当务之急。较为一致的

看法是，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不变，完全承袭赫氏的做法，因为赫氏的下台

毕竟是苏共内部的权力之争；二是微变，会有一些调整，毕竟新人有新的想法么；

三是不仅不变，还会变本加厉，新的领导人可能会比直来直去的赫鲁晓夫更难对付。 

 

  要了解真相、把握中苏关系的走向，只有与苏共新的领导人接触，别无他法。

为此决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

院总理周恩来联名向苏共中央新的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苏联最



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发出贺电。贺电于 10 月 16 日发出，

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这个姿态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中共试图修

补趋于紧张崩裂的中苏关系。 

 

  中央还决定，派出以周恩来任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 11 月 7 日

苏联十月革命 47 周年的庆祝。团员有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等。

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搞清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 

 

  这年的苏联十月革命 47 周年，虽不是一个逢五逢十大纪念日，但中共决定抓

住此契机，并联系兄弟党一起前往。10 月 29 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

见朝鲜、越南、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古巴 5 国驻华大使或代办，请他们转达中

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关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党政代表团赴苏庆贺十月革命47周年

的建议。 

二、莫斯科——踏雷之行 
 
  周恩来与毛泽东有着多年的默契，一柔一刚，他当然很清楚此行的意义，清楚知道自己

将要做什么。 
 
  11 月 1 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 149 次全体会议时就国际形势讲话说，对于赫晓晓

夫的下台，我们一是欢迎，拍贺电；二是做工作，要推动苏联的变化；第三，要同苏联争一

争，该反对的、该弃权的我们还要反对还要弃权。这三条的根本当然是重新建立中苏两党两

国间的紧密关系。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苏共新领导人几乎一致地把赫鲁晓夫与毛泽东视为对手。他们

认为，影响中苏关系的障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因此想趁中共代表团到来之际，暗示

或动员中共像周恩来这样老资格的领导人在中共掀起一场波澜，像苏共赶赫鲁晓夫下台一

样，把毛泽东主席也赶下台。 
 
  显然，中国代表团此次莫斯科之行波谲云诡，本来想修复中苏关系，却成了一次踏雷之

行，差点让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引爆而无法收场。 
 
  11 月 5 日，飞机飞往莫斯科。飞机降落了，滑行在熟悉的莫斯科伏努科沃夫国际机场。

周恩来透过弦窗，看到许多苏联高官站在停机坪迎接，为首的是新的苏共第一书记勃列日涅

夫，还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最高苏维埃主席米高扬、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

夫。 双方礼节性地客套。但周恩来与米高扬有一番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米：我想，周恩来同志，你是有经验的人，是不是带来了恢复我们之间关系到 10 年、

15 年前那样的方案? 
 
  周：我们的愿望已经在我们的贺电中表达了。我没有带来方案，只是想了解两件事，

一是赫鲁晓夫为什么下台?二是各国共产党会议还开不开?我们希望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斗争。正是根

据这一目的，我们这次来除了参加庆贺活动外，还希望进行接触，交换意见。 米高扬笑笑，

不置可否。 当晚代表团下榻列宁山苏联政府别墅，这是国宾馆，上次中共代表团来苏联，

也是进驻这里的。晚饭后，大家在园中散步，熟悉的环境，使人不由得感叹丛生，如果中苏

能回到以前，那该是多好啊，来的目的，不就是这样的么? 
 
  尽管礼仪还算隆重，但从一开始，中国党政代表团就感觉很沉闷，苏共新的领导人对中

国党政代表团并没有热情洋溢。抵达的第二天，11 月 6 日，周恩来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

一书记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给人感觉温吞吞的，硕大的身体行动迟缓。周恩来向勃氏提

出，在明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中方准备作一个发言，呼吁中苏两党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勃列日涅夫浓眉一挑，显然不太高兴，想了一想，叫来办公厅

主任，询问明天的议程，然后向周恩来双手一摊说：感谢你们的祝贺，但由于议程已经排好，

所以这事没有安排。 
 
  周恩来没有将不快表现在脸色上，还是不卑不亢地说：“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致贺的机

会。”勃列日涅夫想了想说，晚上有一个庆祝酒会，在酒会上大家可以发表致词。 
 
  11 月 7 日晚，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庆典的包括中共代

表团在内的兄弟党代表团。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气氛颇为隆重。周恩来致过贺词后，举着酒

杯穿行在人群中，施展着他外交家的风采和魅力。他尽管感觉此行不可能有很大的收获，但

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与勃列日涅夫会谈时，这个不太动声色的苏共新贵提出中

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多呆几天，多看看。让周恩来高兴的是，苏共几个重量级的人物勃列日涅

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将于次日与中共代表团一起进餐。周恩来对与苏共领导

人的深入会谈已经有了腹稿。 
 
  晚会的气氛还是轻松的，周恩来随处走着，与苏共及兄弟党的领导人随意地交谈着。随

后，他见一边聚集着一群苏联元帅，就走过去，举举手中的酒杯与他们招呼。 
 
  这时，苏联国防部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像是喝醉了酒，朝周恩来身边逼了过来，通红

的脸几乎要贴着周恩来的脸了。旁边的元帅们似乎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似的，脸上露出幸灾乐

祸的表情。周恩来与他打过招呼，刚想与他寒暄，见他脸色恶狠狠地一副挑衅样子，忙扭过

头去。谁知，这个马林诺夫斯基劈头盖脸便对周恩来出言不逊：“你们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

术!” 
 
  周恩来一愣，马上清楚对方的话中话。由于马林诺夫斯基讲话几乎是吼叫的，一些西方

和美国记者已经在引颈相望了。周恩来不想与马林诺夫斯基纠缠，马上与他打哈哈说：“马
林诺夫斯基元帅，下次来中国我请你喝茅台酒，喝北京的二锅头，好么?”马林诺夫斯基不知

是真醉还是借酒撒疯，他狂呼着挥舞着手中的酒杯，酒洒了一地，差一点洒到周恩来的身上：

“不要让任何鬼妨碍影响苏中两党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



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也不要任何毛泽东来……” 
 
  周恩来不等他说完，脸色大变，厉声正言：“你的话我不懂。”扭身就走。这个马林诺夫

斯基冲着周恩来的背影嚷道：“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采取行动，搞掉毛泽

东，苏中两党只有这样才可能和好!”按照官级，马林诺夫斯基根本就不够资格与周恩来论说

两党关系，更不可如此出言不逊，然而他却说了。马林诺夫斯基确实来者不善。 
 
  马林诺夫斯基为什么敢如此说话?他是以中国人民的功臣自傲的。20 年前，马林诺夫斯

基对中国来说确实算是个“功臣”。1945 年，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是

他指挥了苏联红军出兵东三省，歼灭了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从此他认为是自己帮助中国

人打败日本人，是中国东北人民的解放者。此人清醒的时候认为苏联与中国是盟友关系，出

兵东北赶走日本人这事天经地义；不清醒时就认为自己是救世主，中国人应该感激苏联红军，

应该对苏联有所补偿，如土地使用权和矿产开发等等，而这些，毛泽东寸步不让，没有任何

商量余地。马林诺夫斯基更认为中国安全依赖于苏联，中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军

队的保护。 
 
  两年前的一件事马林诺夫斯基还记忆犹新。马氏作为国防部长，为了中苏军事合作关系，

主持编辑了一本毛泽东军事著作。赫鲁晓夫知道后极不高兴，冲其咆哮道：“马林诺夫斯基

同志，我知道你们在发行毛泽东的著作，这简直是笑话，是荒谬的事情!是苏联红军打垮了

德国的精锐部队，是苏联红军消灭了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而毛泽东在干什么?他们用了

20 年到 25 年的时间只是在玩弄梭镖和刺刀而已。可是你们却在抬举他们，在印刷发行毛泽

东的军事著作，这是为什么?你要回答我!难道要让我们强大的现代化的红军部队学习毛泽东

的土办法?去打游击战?你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你们是怎么想的?”马林诺夫斯基本来

是做表面文章，立即宣布停止发行毛泽东军事著作；已发行出去的，收缴销毁。 
 
  马林诺夫斯基一定是知道了苏共高层的底牌才会出言不逊，连基本的外交礼节都不讲

了。见周恩来扭身而去，他意犹未尽，讪讪地站在原地，转眼见贺龙在不远处正在和朱可夫

元帅聊天，又向贺龙大步走去。贺龙见他过来正要举杯，马林诺夫斯基一脸怒气，对贺龙说：

“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

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一愣，立即严词驳斥：“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两件事，我们党和你们

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的想法是极端错误的，你这样讲话也是无礼的，你的想法是不会

实现的。对不起，我不能与你谈话了，请你让开。” 
 
  这时，周恩来走了过来，对贺龙说：“贺老总，这个家伙太放肆了。看来，他说出了他

们想说的话，我们只能退席表示抗议!”于是，中共代表团在全场凝视中愤然退场。 
 
  马林诺夫斯基气急败坏，对着转身而去的中国代表团的背影，大骂斯大林和毛泽东。 
 
  在与苏共高层聚会时退场抗议，对于周恩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3 年前的 1961 年 10 月

17 日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中共派出了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由于赫鲁晓夫采取了“围剿”
中共的态度，周恩来以退会返回北京表示抗议，留下彭真代理团长。会议在列宁格勒参观一

天，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斯皮里唐诺夫在招待会上含沙射影，指责中共领导人。彭真为了顾会

大局没有立即驳斥，只是在敬酒时让代表团成员出面向苏方提出不满。彭真说，这叫先礼后

兵，以后再遇到此类情况，他将站出来严厉驳斥。 



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 
 
  离席后的中共代表团召开驱车急驶，抵达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到了大使馆，中共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如何处理此事。周恩来首先召集几位翻译

核实马林诺夫斯基说了些什么，一一记录备案。 
 
  大家分析认为，马林诺夫斯基这次行动背后有内容，不是孤立的，不是他的心血来潮酒

后失言，这说明在苏共高层有一部分人认为中苏两党关系的不愉快，是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个

人之间的冲突，因此有了马林诺夫斯基要中共也搞掉毛泽东的叫嚣。对此我们坚决反对，而

且苏共方面必须赔礼道歉，并有所交代。 
 
  周恩来平静而威严地说，这事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苏共曾经有过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

这不仅是对中共，也是对中国人民和领袖毛泽东的严重侮辱，是极为严重的事件。马林诺夫

斯基公然煽动要推翻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毛泽东，是不可容忍的。明天我将向苏共中央总书

记勃列日涅夫严正交涉，提出抗议，看他们是什么态度，再相机行事。 
 
  周恩来冷静地分析说，马林诺夫斯基代表了当时苏共最高层对待中共两种态度中的一

种。赫鲁晓夫一下台，苏共也有与中共改善紧张关系的想法，立即派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通

报情况。这一举动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当时两党关系实际上已经中断，相互间的交往是通过

外交部国家关系的层面来进行的。正是应和他们的“主动”，中共立即派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

革命 47 周年活动，试图修补恢复两党关系。现在马林诺夫斯基唐突地冒了出来，在背后一

定有强大的力量，这使改善两党关系的想法显得很脆弱。 
 
  确实，苏共方面对改善苏中两党关系分两派意见：一派是绝望派，认为只要中共党和国

家的大权在毛泽东的手上，实现关系好转是不可能的，马林诺夫斯基实际上就是这一派的代

言人，后面的大人物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这派人物的观点是，赫氏的下台并不代表

苏共向中共“示好”，帮毛泽东清除他们讨厌的人。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明确表态，不对赫鲁

晓夫的撤职原因作说明，不向中共解释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这是内部事务，中共无权知道

其原因。另一派是温和务实派，认为改善苏中关系，毛泽东在台上也还是有希望的，只要作

出一定的让步，就有可能修补与北京的关系，这一派人物以柯西金、戈尔巴乔夫为代表。 
 
  但正式对话还没有开始，喜欢发号施令的苏共“老大哥”通过马林诺夫斯基的嘴已经泄露

了天机。这个马氏搅乱了一锅粥。勃列日涅夫见中共代表团愤而退席，只能装着没看到，其

他党也装着没看见，都不想卷入这个敏感事件。 
 
  尽管发生不快，第二天一早，苏共中央的车队仍如约驶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周恩来、

贺龙等一干人站在门口迎接。双方一一握手，在大使馆门厅合影之后，周恩来做一个请的手

势，双方步入会客厅会谈。 
 
  坐定下来，大使馆工作人员为客人沏上周恩来专门带来的龙井茶。顿时，满室茶香氤氲。

周恩来浓眉一挑，对勃列日涅夫说：“昨天，我们在庆祝活动中向你们献上的贺词以及兄弟

党的贺词，你们准备如何处理?”勃列日涅夫一愣，想不到周恩来突然说起这事，他还根本就

没有想到这问题，仓促中搪塞着回答说：“你们的贺词、兄弟党的贺词，都充满了热情，显



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前景，我们准备出版一个贺词专集，在专集上登载。” 
 
  周恩来听着，很不满意，当日一早他就翻看《真理报》，并未发表中共及兄弟党的贺词。

按照惯例，发表贺词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发表，显然是苏共方面并不重视中共代表团的到

来。周恩来单刀直人，对勃列日涅夫说道：“昨天晚上，本来是庆祝十月革命很好的一个酒

会，各兄弟党团聚一堂，机会难得，然而，却发生了严重的问题。在西方国家和美帝国主义

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你们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对我、对贺龙副团长说了一些侮辱性的、

挑衅性的话……” 
 
  勃列日涅夫喝口茶，看着周恩来，装糊涂：“是么，他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是想听听中国

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站起来，把马林诺夫斯基说话的大意说了一下，说：“为此，我们昨天

晚上退场表示强烈抗议。勃列日涅夫同志，苏共所有在座的同志们，你们苏共中央欢迎中共

代表团来，不是要当，众向我们挑衅吧!你们必须澄清，你们邀请我们来，目的是不是就是

马林诺夫斯基说的，要我们也撤消毛泽东的中共最高领导权?” 
 
  勃列日涅夫侧头与柯西金耳语一阵，然后对周恩来说：“马林诺夫斯基出言不逊，我们

是等你们退场后才知道的。我们为此也感到愤怒和不安，我当时就把他找到办公室严厉批评

了他。他的举动，当然不代表我们苏共中央的意思，只代表他个人在酒后胡说八道，是酒后

失言吧。周恩来同志，马林诺夫斯基并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他的话当不得真的，我们

在中央委员会上将对他进行谴责。他的翻译也有问题，火上浇油，翻得很不准确，我们也要

处理。”勃列日涅夫向中共代表团表示遗憾和道歉。 
 
  周恩来与贺龙耳语一阵子，然后语气坚定地厉言驳斥，马林诺夫斯基并非酒后胡说八道，

恰恰是酒后吐真言，这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是反映了苏共领导人中仍有人在继续赫鲁晓夫

的那一套，以老子党自居，坚持对中国主权进行干涉和颠覆，对中国党政领导指手画脚，看

不顺眼就公然鼓吹“搞掉”。周恩来指出，马林诺夫斯基昨天的挑衅，是对我们的公然侮辱，

也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面前的公然叫嚣，只能让帝国主义幸灾乐祸。今天一早，美国、法

国、英国的通讯社都从莫斯科发出了消息，说这里的苏联元帅说，苏共中央已经与中共中央

达成了协议，要赶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中共中央主席，难道这是偶然的巧合么?如果不

是苏共领导人中有这种思想，马林诺夫斯基敢于这样胡说八道? 
 
  勃列日涅夫不作声，安德罗波夫打圆场，说我们和马林诺夫斯基划清界线。 
 
  这天的会谈因为马林诺夫斯基而阴云密布，无法进行实质性的谈话。在紧接着的 9 日、

11 日、12 日的三次中苏会谈中，苏方对周恩来询问的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置之不理，而且

坚持要召开赫鲁晓夫定下来的意在向中共施压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勃列日涅夫没有回旋余地

地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路线和方针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制定的，这是集体制定的正确路

线，你们要我们修改二十大制定的路线方针，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我们是做不到的。”米
高扬直言：“赫鲁晓夫下台后，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对中苏关系问题，即苏

联对华政策没有什么改变，是和赫鲁晓夫的政策一致的。” 
 
  周恩来、贺龙的心情非常沉重，本来是抱着希望而来，现在基本上破灭。当中国党政代

表团离开时，莫斯科乌云密布，看来，云开日出的可能性不大了…… 
 



  代表团飞回北京，党中央、国务院在京的主要领导都到机场迎接，有毛泽东、刘少奇、

朱德、聂荣臻、李富春、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习仲勋、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

毛泽东很少到车站、机场迎送，这次却去了，毛泽东还给周恩来送上一大束百合花。 
 
  这是极具政治意义的姿态，表明中共领导人紧密团结，不会被苏共牵着鼻子走，坚决支

持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苏联的正义立场。 
 
  这次莫斯科会谈，是中共试图挽回中苏两党关系免于彻底决裂之举。但马林诺夫斯基借

酒把苏共高层想法鲁莽地和盘托出，使中共如梦猛醒。毛泽东对此事高度警惕，对与苏联当

局特别是与马林诺夫斯基有“染”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也狐疑顿生。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曾经与

马林诺夫斯基关系密切，为此，他首先被怀疑上了。 
 
  这次事件的影响极为深刻。后来，“文革”爆发，对内揪走资派，对外反帝反苏修，内容

和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毛认为这两股势力拧在一起，都是要搞掉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