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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法国事务部长马尔罗时的谈话
（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

主席：马尔罗先生来了多久了？

马尔罗：十五、六天了。见了陈毅副总理，到延安等地去了一次。回来后见了周恩
来总理。

主席：喔，你到了延安。

马尔罗：这次去延安，使我学到很多中国革命的历史情况，比过去知道得多，我今
天能坐在除了列宁之外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旁边，感到很激动。

主席：你说得太好了。

马尔罗：我在延安看到了过去艰苦的环境，人们都住在窑洞里，我也看到蒋介石住
宅的照片，对比了一下就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主席：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弱者总是能战胜强者的。

马尔罗：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曾领导过游击队，不过当时的情况不能同你们比。

主席：我听说你打过游击。

马尔罗：我是在法国中部打过游击，领导农民军队反对德国。

主席：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当时推翻封建统治的那些力量最初也
不是强的，而是弱的。

马尔罗：这很有意思，农民都没有打过仗。不知如何打，但他们能当很好的战士。
拿破仑手下就有很多这样的战士。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
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到我们
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
民。

马尔罗：主席是否认为重要的是土地改革？

主席：土地改革，民主政治，此外还有一条，要打赢仗。如果不打赢仗，谁听你的
话？打败仗总是有的，但少打一点败仗，多打一点胜仗。

马尔罗：在二千多年的历史中，农民习惯于打败仗，打胜仗的不多。

主席：我们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甚至整个南方根据地都失掉了，跑到北方来。

马尔罗：尽管如此，但人民对红军的怀念仍然存在。

主席：以后在北方建立了很多根据地。发展了军队，发展了党，发展了群众组织，
北方人民得了土地。我们解放了北京、天津、济南等大城市。队伍逐渐扩大到几百
万，由北方向南方打。要讲经验还有一条，就是在中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
级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凡是不跟敌人跑的



人。我们在一个时期甚至跟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蒋介石不进攻
我们，我们也不会进攻他。

马尔罗：为什么蒋介石要进攻你们呢？

主席：他想把我们吞掉，他认为他可以。

马尔罗：他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很弱？

主席：我们有许多根据地，人口占全国五分之一，军队有一百万左右。蒋介石却不
同，他有四百多万军队，有美国的援助，我们的根据地很大，但根据地是分散的，
也没有外部的援助。

马尔罗：是不是还有一个原因，即蒋介石只相信城市的力量。

主席：他有城市，有外国援助，同时他在农村的人口比我们多。

马尔罗：我曾去过俄国，曾同高尔基谈过这个问题，同他谈了毛泽东，那时您还不
是主席，高尔基说，中国共产党最大困难是没有大城市。当时我问他，没有大城市
是会失败还是成功？

主席：高尔基回答了你没有？（马尔罗摇头。）他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所以不能答
复你。

马尔罗：高尔基常说各地农民都一样，但我认为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提
一个问题：中国再一次要把中国变成伟大的中国。几世纪前中国从技术上来说是强
国，如丝绸，后来欧洲变成技术上先进的国家，有武器、军火，现在中国也有武器
、军火，又要成为强国了。当然，中国不需要成为欧洲式的强国。中国要变为中国
式的强国，不知需要什么东西。

主席：需要时间。

马尔罗：我们希望你们有你们需要的充裕时间。

主席：至少需要几十年。我们还需要朋友，例如同你们往来，建立外交关系，这就
是朋友的关系。我们有各种朋友，你们就是朋友的一种，同时在北京访问的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还没有见到他，我们同艾地有共同点
，同你们也有共同点。

马尔罗：这些共同点是不一样的。

主席：有一点是一样的，例如如何对付美帝国主义。对于英国的两面派，你们比英
国明朗。

马尔罗：实际上反对美国在越南"逐步升级"的只有法国。

陈毅；英国人支持美国侵略越南，而你们反对。

马尔罗：英国有马来西亚问题。

主席：英美俩要交换。



马尔罗：从戴高乐总统恢复政权后，法国已结束了它的殖民主义立场。每天援助阿
尔及利亚几亿法朗，是我亲自去非洲四国宣布他们独立的。在戴高乐总统看来，中
、法有一个绝对的共同点，如果有苏、美双重世界霸权，那么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
的中国和法国要成为真正的法国是办不到的。

主席：当然啰，一个是你们的盟国，一个是我们的盟国，你们的盟国是美国，对你
们是不怀好意的。我们的盟国是苏联，对我们也不怀好意。

马尔罗：列宁死后，人们谈到苏联时就会想起斯大林，斯大林死后，……斯大林的
制度被推翻了，至少部分被推翻了。但苏联领导人却假说苏联的制度没有改变，赫
鲁晓夫就是这样亲自告诉我们的。我认为现在制度不同了，尽管用的词一样，但是
内容很不同了。

主席：他还进一步说要建立共产主义，这是斯大林都没有说过的。

马尔罗：我感到赫鲁晓夫和柯西金使人想到似乎不是过去所理想的苏联了。

主席：它是代表一个阶层的利益，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

马尔罗：他们甚至改变了政府行政管理方法。

主席：苏联想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对这一点，美国是很欢迎的。欧洲也是欢迎
的，我们是不欢迎的。

马尔罗：难道主席真正认为他们想回到资本主义道路？

主席：是的。

马尔罗：我认为他们在想办法远离共产主义，但他们要往哪里去？去找什么？连他
们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

主席：他就是用这样一种糊里糊涂的方法迷惑群众，你们也有自己的经验，法国社
会党难道真搞社会主义？法国共产党真相信马克思主义？

马尔罗：法国社会党党员中只剩下百分之七是工人，其余主要是职员，在这方面他
们是强大的，因为有工会，是由职员们组成的。另外，还有些党员是南方的葡萄种
植园主，是地主。至于说法国共产党，法国共产主义者，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法国
农民的作用同中国的不一样，不只是绝对数少，占人口比例也不及中国。法国的共
产主义者要起作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力量，一是在真正无产
者中间寻找力量。

法国的共产主义者可能在感情上偏向中国，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于中国，因而实际上
又偏向于苏联。

主席：他们是反对我们的。

马尔罗：作为一个党是反对中国的，但工人、知识分子，农民并不反对中国，目前
党内冲突很严重，法共就像最懒的人一样，两面都想应付，你们可能已看到很多这
种情况了。

陈毅：他们并没有应付我们。

主席：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



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本身内部发生了变化
，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
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
，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但谁也不能担保，几十年后会走什么道路。

马尔罗：现在中国修正主义阶层是否广泛存在？

主席：相当广泛，人数不多，但有影响。这些是旧地主、旧富农、旧资本家、知识
分子、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他们的一部分子女。

马尔罗：为什么有作家？

主席：有一部分的作家的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们把旧的摊子都接受下来了。
我们原来没有艺术家、记者、作家、教授、教员，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

佩耶：我有一感觉，中国青年正朝着主席所主张的方向在培养中。

主席：你来了多久了？

佩耶：十四个月了，从广州到北京一路上学了许多东西。以后参加使节旅行，去过
华中华南，荣幸的访问了主席的故乡韶山，还到长沙、四川，最近又到东北去了一
次，很有意思。我在工厂、公社、街上、戏院都尽量同人民接触。感到青年人没有
那些要你们操劳的矛盾。

主席：你看了一个方面的现象，另一方面的现象没有注意到，一个社会不是一个单
体，是个复杂的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佩耶：我感到有一种力量引导青年，使
他们走向你们所指出的方向，矛盾当然还会有，但是方向肯定了。

主席：一定有矛盾。

马尔罗：主席看，在反对修正主义方面，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我指在国内方面。

主席：那就是反对修正主义，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商人，反
对修正主义的一切基础，不只是在党外，党内也有。

马尔罗：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例如举行党代表大会就要确定一个目标。是否是农
业问题，因为我感到工业问题已解决了，或起码是走上健全道路了。

主席：工业和农业问题都没有解决。

马尔罗：我在西安参观了纺织厂。在法国，纺织厂同革命有很大关系，一七八九、
一八三○、一八四○、一八五一年都是这样，特别在里昂，因为纺织工人是最穷困
的。我在西安看到该地的纺织业已达到解放前上海的水平，大部分机器是中国造的
，机器多，工人少。显然中国党能在纺织工业执行它要执行的政策。但相反在农业
方面，可耕地很少，使中国政府处境困难，现在农业方面是否考虑发动一次超过人
民公社范围的大规模的运动。

主席：人民公社在组织机构和生产关系方面不会有什么改变，在技术方面开始有了
改变。

马尔罗：你考虑可以增加些耕地面积吗？

主席：可以增加一些，主要的还是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作，今



天就不多谈了，请回去问候你们的总统。

马尔罗：关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我已同周总理，陈副总理谈过了，不再向主席重复
了。今天谈的是戴高乐总统阁下最关心的基本问题。感谢今天的接见，并转达戴高
乐总统阁下的问候。（出门时）

主席：我接见过法国议员。

马尔罗：我最不相信议员的话。

主席：他们对美国的态度没有你这样明朗。

马尔罗；可能是因为我更负有责任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