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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作为政治家、外交家，在各种各样的中外谈判工作中，经常要出席大大

小小的酒宴，无论是国共两党重庆谈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准备参

加日内瓦会议，还是尼克松访华、田中访华……周恩来常以酒调节、活跃气氛，增

强了解，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流传下一段段佳话，充满永恒而迷人的魅力。 

 

  重庆谈判众多酒宴上周恩来 

 

  替毛泽东一杯接一杯地接受敬酒 

 

  1945 年秋天，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政

府到民主党派和各界名流，宴请不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

席敬酒。毛泽东喝酒不行，便打趣地说，愿和任何人比吃辣子。因此，在众多应酬

场合，周恩来总是与毛泽东形影不离，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

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代替毛泽东一杯接一杯酒地干，挡

回一圈又一圈的“攻势”。与民主党派等人喝酒还好些，与国民党官员干杯简直是

在打仗。像张治中这样真心敬毛泽东的还好，其他军统人物便不能不格外提防。周

恩来每次都要连喝两杯，不仅要喝敬毛泽东的，还要喝敬自己的。酒量了得的周恩

来挡在毛泽东前面，一杯接一杯地干。酒酣之后的周恩来愈显神采奕奕，机敏过人，

又不乏诚恳待人。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见此情景无限感慨地说：“唉，一个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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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到红岩办事处时，周恩来的秘书明显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酒气，便心疼地小

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

啊。”“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酒后，周恩来又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毛泽东本人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

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

还得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菜，往往是

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可新一轮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

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

护毛泽东的心情，使他激昂、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周恩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成功后致祝酒词风度潇洒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进行友好访问。毛泽东访苏，是新中

国党和政府 高领导人同苏联党和政府 高领导人的第一次会晤，引起了国际舆论

的高度重视。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电召周恩来率领有关人员前往莫斯科协助

商议和解决各项重大问题。《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

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文件。2 月 14 日，周恩来作为中国

政府全权代表同苏联政府全权代表维辛斯基共同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字仪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等把位于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

特勒保尔大旅社第一层包了下来，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庆贺中苏条约的签订和毛

泽东、周恩来访苏获得成功。苏联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及各部部长、各界知名人士、

各国使节 500 余人出席了酒会。斯大林这次破天荒地出席由一个国家的大使举行的



招待会，不仅轰动了苏联，而且轰动了整个世界。在欢快动听的乐曲声中，周恩来

精神抖擞地致祝酒词。由费德林担任翻译，他手里拿着周恩来的俄文讲话稿。而周

恩来临场没有拿着讲稿，2000 余字的祝酒词竟说得与原稿一字不差。周恩来的祝

酒词字字铿锵有力，句句热情洋溢，深深地打动了在场人们的心，全场响起了暴风

雨般热烈的掌声。经过一轮祝酒后，斯大林起立致词。他讲话很轻松，没有讲稿，

由师哲翻译。席间，毛泽东和周恩来举杯祝斯大林健康，并祝中苏友好万岁。斯大

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和周恩来健康。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日内瓦会议前夕因在莫斯科 
 
  酒宴上喝酒呕吐向中央检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首次参加的国际会议。总理兼外长

的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该会，身负重任，不负众望，出色地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会前

周恩来率张闻天、李克农、师哲等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4 月 1 日抵达莫斯

科后，中苏双方便一连举行多次圆桌会议，进行必要的协商。会谈完毕回国的前一天晚上，

赫鲁晓夫设宴招待周恩来。宴会的气氛很热烈，宾客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赫鲁晓夫等人不

断地向周恩来劝酒。由于多日疲劳过度，加之赫鲁晓夫等人同周恩来拥抱、旋转，肝脏有病

而不宜喝酒的周恩来呕吐起来。苏方见状，马上送周恩来回驻地，并派名医给诊治。 
 
  翌日清晨 8 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

着，问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

容一点也不记得了。”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

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 1928 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了莫洛托

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地

说成莫洛托夫而已。”周恩来又反复问：“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师哲说：“没有，确实

没有！”次日，周恩来启程回国。 
 
  4 月 21 日，周恩来率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

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了。留在莫斯科的师哲等到机场迎接总理时，一见面周恩来就对师哲说：

回去后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喝酒不慎引起呕吐的错误。主席笑着说：这是常有的事，算

不了丢丑！起初师哲不明白总理指的是什么，谈完后，想了一下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地说：

“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向中央作

检讨了。”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因病滴酒不沾的周恩来为 
 
  中美关系会谈成功破例干杯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日理万机，基本与酒绝缘。但也有例外的一次，那是尼克松

访华的时候。作为尼克松访华的必要前奏和有机组成部分，早在 1971 年，美国的基辛格奉

尼克松之命秘密访华。他来到我国时，对中国的一种神秘感使他有点紧张。为了活跃情绪，



周恩来在与他和随行人员握手时，极力寻找话题与他们寒暄。周恩来与美国特工人员雷迪和

麦克劳德开玩笑说：“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

要受处分呢？”周恩来拿酒为话题随意聊聊家常，使基辛格一行打消了紧张拘束的心理。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一行抵京。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

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气氛认真而坦率。当晚，

周恩来设宴招待了大洋彼岸的客人。人民大会堂东大厅辉煌、气派，900 人参加的宴会格外

隆重。周恩来神采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致祝酒词，无线电波将这一声音传播到全世界。紧接

着，尼克松也致词。周恩来与尼克松致词后大厅里都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周恩来举起盛满茅台酒的杯子，满面春风地转向尼克松，完成了象征两国人民友好情意

的碰杯之举。茅台酒散发出来的悠然芳香，使美国客人备感兴趣，笑容满面，心旷神怡。在

尼克松访华谈判有关事宜期间，随着谈判的顺利进展，周恩来还用贮藏了 30 多年的茅台酒

招待贵宾，安排了不少非正式宴请。在酒宴上，周恩来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精神矍铄，依

然谈笑风生，睿智幽默，彬彬有礼。但是，他再也没有在喝酒上表现出以往那种豪爽。他只

谈酒而不喝酒。 
 
  在为尼克松举行的送别国宴上，周恩来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基辛格等贵宾祝酒，

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可是大家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

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

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一

圈下来，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终于发现了这一破绽，朝周恩来投去疑惑的目光， 后，忍不住问：“总理阁下，

听说您的酒量很大啊？”周恩来含笑平静地答：“那是过去的事了。红军长征时我曾经豪饮

20 杯茅台。”说着举看一下手中的酒杯，接着说：“比这个杯子还大。”尼克松不解地问：“可
您今天基本没有喝。”周恩来歉意地笑笑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

多三杯。” 
 
  尼克松很理解地“嗯——”了一声，故作轻松地说着周恩来爱听的长征话题：“我在书里

曾经读过红军长征途中的故事，你们攻占了茅台酒的家乡……”周恩来自豪地追忆着那段峥

嵘岁月：“长征路上，茅台酒不光能喝，还被我们看作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

风感冒，包治百病。”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吧。”也许因为客人盛情难

却，也许因为成功地打破了中美关系几十年的坚冰，周恩来这次把酒痛快地一口全干了。电

视台工作人员拍下了周总理与尼克松满脸喜悦用茅台酒干杯的镜头，并向全世界播送，更使

茅台酒伴随着这个历史性的“干杯”而名震世界。 
周恩来的诚挚感动不善 
 
  饮酒的田中连喝几杯茅台 
 
  1972 年 9 月 25 日，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 230 余人的庞大代表

团飞抵北京。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周恩来为田中首相

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田中角荣在酒宴上致答词时也表示：“我愿意……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



步。” 
 
  次日，在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谈中，周总理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

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您只说“添麻烦”就了事了？用“添麻烦”
一词作为对过去的道歉，中国人民是不能接受的。田中连忙解释，从日文角度讲，“添麻烦”
确有谢罪之意。经过双方 后的几次会谈和磋商， 后在联合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日本

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双方经过 4 天认真坦率而富有成效的谈判，9 月 29 日上午 10 时 18 分，在人民大会堂

西大厅举行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中日两国建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29
日中午 1 时许，周恩来陪同田中首相飞往上海访问，受到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晚，在上

海的宴会上，周恩来流露出近些年来少有的喜悦，举起酒杯频频向客人们祝酒。在这建交日

之夜，他也动了感情。他与田中、大平碰杯的时候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

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田中素不嗜酒，就是喝两口啤酒都要脸红，但听了

周恩来真挚动情的话语，他深为周恩来这多日来交往中一贯的诚挚迷人的外交风度所折服。

于是，心中也难以抑制住激动，想到自己刚刚就任首相两个多月，就顺应潮流、顺应民心，

顶住右翼的威胁，亲手完成了邦交正常化的大业，来之不易啊！他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向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等祝酒，也特别向大平、二阶堂进等鼎力支持的日本官员祝酒，一

连喝了好几杯茅台酒。大平悄悄告诉周恩来：“我还没有见过首相离开座位去敬酒哪，这是

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哟。”中国总理的魅力给日本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田中角荣曾经专

门写诗，称赞周恩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