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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周恩来外交的肇始及其初步成效

徐 行 黄 园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国统区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美英等国驻华代表和记者开始接触与交

往。他亲自建立并领导了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工作和联络工作，广交各国各界朋

友，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政策方针和敌后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努力争

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抗战时期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肇始时期，其外交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扩大

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政权的政治影响，争取到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援助，对中国抗

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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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其外交生涯的肇始，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抗日

战争时期。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建立反法西斯阵营的大背景下，周恩来表现出卓

越的外交才能，他积极联系国际上支持中国抗战的人士，大力宣传中共的各项政策主张，为开辟和

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其日后的外交生涯拉开了序幕。本文

拟对抗战时期周恩来如何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事机构、如何与各国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进

行联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领导设立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事机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中国长期处于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的政治

地位，长期受到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残酷镇压，除得到苏联共产党支持外，与其他各国基本没有外交

联系。西方各国由于受国民党片面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主张根本不

了解，甚至还有很强的敌视性。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时也开

始关注中共的政策主张。作为驻国统区最高领导人和中共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积

极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努力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虽然抗战前周恩来已与外国记者有接

触，但当时他并不代表共产党组织处理对外事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外交。20 世纪二三十

年代苏联共产党与中共是上下级的关系，周恩来与苏共的交往更谈不上外交。抗战时期周恩来在

武汉、重庆通过设置专门的外事工作机构，开始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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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外交，亦是其外交生涯的肇始。
随着全民抗战的深入展开，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先后在武汉成

立，这里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也有各国的记者，给中共提供了接触各国人士的机会。在周恩来领

导下，1938 年春中共长江局内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国际宣传委员会

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主要

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①。国际宣传组的具

体工作由王炳南负责。周恩来指示他们，对在武汉的 40 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凡中

共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要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同在武汉的

外国机构要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地参加接待②。周恩

来领导下的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外事机构，它主要肩负着两项职

责: 一是担负对外宣传的任务，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 二是开展对外联络工作，

结交国际友人，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新建中南局和南方局。1939 年 1 月 5 日，中共

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为更好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同时为共产党争取

更多的国际支持，周恩来决定在南方局内部成立对外宣传小组，以加强中共与其他国家官方和民

间的沟通与合作。1939 年 4 月，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 年 12
月，该小组改名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主要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外事组的组

长为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1942 年又增补龚澎为副组长。陆续参加外事组工作的有金涛、罗

清、李少石、章文晋、刘光、廖梦醒、陈浩、沈野、沈蓉、邓光、吴明、柳无垢等人。
根据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周恩来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

广交朋友”的工作方针③。周恩来提出外事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打破

国民党政府外交独霸局面，开展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援中国抗

战。他认为，现阶段我党若想发展、壮大，就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不仅要努力扩大国内的统一

战线，将更多的支持中国革命的人联合起来，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将那些受法西斯

国家侵略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国际法西斯的侵略，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

线。周恩来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加强与国际间联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

党间的联系，通过政党间的联系，增强国家间的话语共识，增进彼此了解。
南方局外事组成立后，周恩来领导这个中共专门的外事机构开展的主要工作有: 与英、法、美、

澳、加拿大、苏联、捷克等国大使馆建立联系; 做驻华美军中开明军官的工作，让他们广泛深入地了

解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 自己主办或参加记者招待会，主动接触美国新闻处和各

国记者。当时美国新闻处的工作由开明人士费正清主持，外事组派了一些人去他那里工作。周恩

来自己也经常会见外国记者，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此外，南方局外事组还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译成英文，油印

成册向外国朋友发送。周恩来认为，虽然中共所坚信的共产主义与西方国家秉持的思想格格不

入，但外事组的工作不应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要抓住双方都具有的反法西斯、争取民主的共同性，

利用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对各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工作，与他们交朋友，并努力实现合作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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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同西方国家间的联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周恩来就考虑以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设立对外联络机构。当时的香港是远东地区唯一的自由港，英国、美国、德
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和蒋介石政府都在这里设立了公开的工作机关或情报机构。鉴

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指示廖承志也在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他认为这一机构将对加强八路军

和共产党同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系具有重要作用。1938 年初，周恩来为落实在港建“八路军办事

处”一事，专门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卡尔不仅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而且还亲自致

电英国外交部。在周恩来和卡尔的努力下，英国政府致电港英当局，同意中共在香港秘密建立“八

路军办事处”①。
1938 年 1 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该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为廖承

志，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该办事处建立后，为冲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

济封锁，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争取

到了其他国家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援助，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反法西斯阵营国家、政党

间的相互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和联系，争取到各方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接受了多批次的各国各界

人士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捐款、捐物，并在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购买一些国内难以买到的必

需品，包括从外国公司购买汽油、药品等。此外，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突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新

闻封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帮助创办、发行了《华商报》、《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等抗日的中

英文报刊和国际新闻社，大量报道了中国抗日军民的真实情况，还组织了对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及

政策、声明的英文翻译和海外出版发行工作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还帮助营救

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一批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国际友人。

二、积极与各国建立联系，争取各方支援

为使各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援，周恩来驻重庆期间积极同苏、
英、美、法等国驻华使节和媒体记者及各界亲华人士接触。1940 年 11 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提出

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周恩来布置了南方局的具体工作: “关于统一

战线: 对上层注意分化，援助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的国民党中层分子; 加强与各党派的联

络，扩大文化活动; 多结交军界朋友; 加强经济联络和社会活动。关于外交: 同苏、英、美、法等国团

体联络，向他们提供信息。关于宣传: 加强《新华日报》社论，铅印朱、彭、叶、项‘佳电’，编讲国际材

料等。”③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周恩来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主动与西方国家的

驻华机构建立联系，互通信息，让他们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
1941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在外交上，同英、

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6 月 28 日周

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明确指出: “伟大的中华民族应运用

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前线的地位，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

对日妥协的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④同年 7 月 7 日，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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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俊华:《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 － 英国关系的嬗变———以中共南方局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
2008 年第 1 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 4)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1999 年，第 814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 》，第 486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 》，第 5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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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七·七四周年》的社论，再次明确指出: “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进入抗战第五年的开

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联合，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还必须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反对国内的分裂倾向和军事行动。”①

1941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建立与英美的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中指

出:“日、英、美战争后，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开展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

日反德的统一战线。”该指示的第二点特别强调:“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们可与英美合

作组织游击战争，由英美提供武器，我们派人帮助组织。”②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继续扩

大与英美等国的交往。
鉴于英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国，其对国民党政府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周恩来对英

国驻华大使馆的作用非常重视，他指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努力与英国驻华大使馆建立联系。他希

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发挥积极的作用，加深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共

产党所实行的主要政策的认识，使英国更多地了解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英勇战

绩，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军事摩擦的事实，从而推进英国政府改善与中共的关系③。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反法西斯阵营最主要的力量。周恩来很重视争取美国对中共的了

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早在 1936 年，周恩来就会见过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他介绍了

中共的主张和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在重庆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先后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

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柯里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艰

苦抗战的情况。为了让美国更多地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政权，周恩来在重庆几次代表中共邀

请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最早一次是在 1942 年 8 月 6 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兼

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致函美总统驻华特使居里，正式提出欢迎美国政府派遣

代表团到延安访问。1943 年 1 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时，向他说明了大批国

民党军队驻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对根据地实行封锁的事实，要求美国政府将援华租借物资的

一部分分配给正在全力抗日的中共军队，同时再次重申欢迎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抗日根据地

考察。同年 3 月，周恩来再次会见了戴维斯，第三次要求美国政府派出代表长驻抗日根据地，以了

解中共抗战情况和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美国协调作战的真诚愿望④。
此外，周恩来还多次向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文森特、英国驻

华大使卡尔、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人积极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关

系情况，表明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希望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尤其希望美国利用其对国民党

的影响改变目前国民党消极抗日、封锁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状况。他建议美国派正式代表前

往延安，或派军事观察组去陕西、山西等地视察中国抗日情况。
在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下和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建议下，1944 年 7 月 22 日，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

到达延安，周恩来同叶剑英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与毛泽东多次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

校，以及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的真

实情况，并详细阐述了对形势、任务及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的看法。观察组根据对延安的了解和他

①

②

③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 》，第 52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21 － 1949 ) 》第 18 册，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727 页。
李时安:《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 1942 － 1976) 》，刘薇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5 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年，第 120 页。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 1943 年，中国卷) ，第 214 － 216 页。转引自胡之信、张德旺、伊胜利、郭纪东:《中国革命中

的国际关系 1919 － 1949》，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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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获得的情报，也感觉到同中共合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观察组组员戴维斯向美国总统罗斯福

写了很多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并适当提供物资，支持中国共产党抗

战。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较多地了解了中国抗战情况后，也改变了对国共两党的一些看法，他觉

得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窘迫、胡乱收税、谎话连篇的政府，并提出要适

时地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建议①。史迪威的建议一度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对中美关系的后

来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4 年 8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9 月 8 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致南方局董必武的电报，指出应利用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等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请董必武代

表中共及军队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正式提出说帖”②。11 月 7 日，赫尔利

飞到延安，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此后几日，他连续陪同毛泽东与赫尔利会谈。在毛

泽东与赫尔利签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 即《五条协定草案》) 后，他

陪同赫尔利飞回重庆③。随后，他又多次代表中共中央与赫尔利会谈，并在重庆会见了中缅印战区

美军司令魏德迈、英国军官哈米士、英国使馆秘书赫戈登等人。
在周恩来等人的外交努力下，抗战时期中共的国际宣传收到了明显效果: 不但争取到苏联、美

国等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和部分物资援助，而且动员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

手，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和中共抗日宣传下，许多海外华侨参与

了抵制日货、认购国内公债和募捐活动，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仅 1938 年秋至 1939
年夏，华侨捐赠的寒衣、暑衣、军用蚊帐等便有 1000 多万套④。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

捐已达到 1350 万元。从抗战爆发到 1942 年华侨认购救国公债达 11 亿元之巨⑤。

三、广交各界朋友，增加彼此了解和沟通

在整个抗战时期，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和中共南方局的书记，周恩来通过参

加在武汉和重庆等地的各种国际活动、拜访各国驻华大使、会见国际友人、开记者招待会等方式，

加强了与各国各界民主人士的交往，展现了杰出的外交天赋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给很多外国大使

和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和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提供

的新闻比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提供的消息还准确和及时，很快受到中外记者的普遍欢迎，当年云集

武汉、重庆的许多外国记者都愿意经常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系。
周恩来在出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后，更是积极利用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外

事活动，“努力开展同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独立交往，以建立不依赖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联

系”⑥。在政治部中周恩来主要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该厅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进行对日宣传和国

际宣传活动。他们开设了外语对敌广播，每天用日、英、法、俄、世界语等语种对外广播宣传，并创

办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半月刊，寄给 50 多个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一般情况下该厅每周

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将中国的抗战情况介绍给外国通讯社记者，使各国及时了解情况。第三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渠冉:《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主张联共抗日》，《福建党史月刊》2012 年第 6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 1898 － 1949) 》，第 59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 1898 － 1949) 》，第 601 页。
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下卷，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172 页。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第 314 － 316 页。
［加］柯让:《周恩来的外交》，汪永红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1992 年，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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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编印了《对敌研究》宣传资料，印制了向日本官兵散发的日语传单、投降通行证，并播放日本歌曲

开展感化俘虏等系列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通过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动员

国际力量向蒋介石施压。他指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

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①。他亲自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希望获

得苏联方面支持。潘友新在随后与蒋介石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不满，并威

胁可能因此停止军事援助，周恩来还在叶剑英陪同下，与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进行了商谈。崔可

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并提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②。
1941 年 2 月，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并言

明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同意周恩

来的看法，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公开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
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③。周恩来还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寓所，向卡尔揭

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指出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的危害性。英国政府收到其驻华大使报告后，

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一定压力，英国政府告诉蒋介石，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④。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积极向国际舆论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共产党的立场，争取国际舆

论的同情和支持。他多次会见国外记者和外交人员，动员和支持他们将事实的真相报道出去。他

曾对德国友人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

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情。”⑤他还致函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见驻重庆

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美国海军观察员卡尔逊、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分别向他们提

供了反映皖南事变真相的资料。周恩来的对外宣传和联络活动很快取得了成效。美国作家斯特

朗很快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了斯诺由香港发

出的消息，同时还发表了他写的评论。外国新闻媒体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引起了一

些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的关注，使国民党政府受到了舆论压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成效也更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

天，周恩来便代表中共致函英美两国大使，表示中国将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抵抗国际法西斯的侵

略。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多次利用各种机会与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接触，使其对中共的抗日

主张和取得的抗日业绩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交往中，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善于外交和热情好客使

卡尔佩服不已，通过双方的广泛交往和接触，卡尔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抗日业绩有了更深

的了解，他们也成为真诚的朋友，并时常交换对中国抗战的看法⑥。卡尔回国后，接任大使工作的

霍勒斯·薛穆受其影响对周恩来印象也很好。周恩来多次与薛穆大使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薛穆

也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较多了解。薛穆认为，从抗战时期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来看，有必要进一

步加强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⑦，1942 年 12 月，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重庆。代表团成员来自于英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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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 二) ，第 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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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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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 1 期。
李时安:《英国对华政策与共产党人( 1942 － 1976) 》，刘薇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5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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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大政党，在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劝说和安排下，原本不打算与中共接触的代表团在英国驻华

大使馆会见了周恩来。通过会谈，许多代表团成员改变了以前对中共的偏见，他们对共产党在抗

战中的作用开始重视起来。
除了与各国驻华机构的官员建立密切联系外，周恩来还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他与许多国家对

华友好人士结下了友谊。他先后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新西兰友好人士

路易艾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一批国际友人多次会面，解答和解决他们提

出的各种问题，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情。1938 年 1 月，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来到

中国，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向他介绍了中国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并指示王

炳南安排白求恩去延安。同年 4 月，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达武汉，周恩来到旅馆看望他，并帮

助他拍摄了中共代表团在武汉活动的镜头。当年秋季，由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

华医疗队来到武汉，周恩来两次会见了他们，欢迎他们前来支援中国抗战，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
新四军的抗战情况。

抗战后期周恩来还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限制，促成了爱泼斯坦等一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1944
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亲自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接待的干部开会，向他们“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访问

目的，交代中共中央接待的方针政策”①。当年 6 月 9 日，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

者西北参观团一行 21 人到达延安，周恩来多次接见了记者团，向他们解释中共的抗日战略和政

策，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争取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四、抗战时期周恩来的外交成效及其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肇始时期，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外交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且有

深远的影响，为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培养和外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具体分析周恩来当年

的外交成效和影响，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 一) 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扩大了中共的外交空间

抗战以前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封锁状态，中共无法与西方各国接触，这使得外国

对中共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而且在国民党的造谣污蔑下，多数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存有偏见。抗战

时期国民党仍对中共多方封锁和压制，《解放日报》曾痛斥国民党: “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

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

诋毁、恶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

“封锁得铁桶似的”②。
然而，毕竟抗战时期与抗战前的国内外形势已有很大不同，周恩来利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建

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有利形势，积极与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向他们宣传中

共的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让他们亲眼看见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是

如何艰苦奋战的，又通过他们将中共的声音传遍世界。一些驻华使节和外国记者返回本国后，写

了大量报道，客观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和中国的抗战力量。这样，由于周恩来积极的对外联络和宣

传活动，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步改变了对中共的印象，逐渐改变了对共

产党全面否定和对国民党支持的态度。同时，周恩来在与英美等国各界人士交往中也扩大了中共

①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 1898 － 1949) 》，第 587 页。
《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解放日报》1944 年 8 月 15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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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交空间，从过去中共仅与苏联一国交往，扩大到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各国交往，提高了中共的国

际地位和影响力。
( 二) 利用国际力量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自身利益急切要求中国投入更大的抗日力量，希望中国战场

把日本的军事力量死死拖住; 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希望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争取到更大的援助，

同时抑制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因此，蒋介石集团与英美等国在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大前提

下，各有打算，存在矛盾。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不满，希望支持包括中共抗日武装在内的中

国一切抗战力量抵抗日本。周恩来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使各国了解了中共的政策主张及其领导

的抗日力量，争取了英、美、苏等国家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援，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

法西斯阵营。
周恩来以世界反法西斯大业为重，同时巧妙地利用英美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多次会见美国

总统代表居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以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等，向他们提供国民党

顽固派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并阐明

蒋介石政权若不改变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促使

美、英、苏等国纷纷向蒋介石政府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

所收敛，为中共几次击退反共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中共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 三) 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争取到了援助和支持，同时结交了一批国际友人

周恩来在开展抗日外交中，冲破了意识形态等限制因素，在国内只要是主张抗日的、在国际上

只要是支持反法西斯阵营的，他都积极联络，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他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是各国、各政党、各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最关心最重要的问题。全世

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互相声援、相互支持，共

同抵抗法西斯侵略。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通过不断加强与各国各界人士的联系，不断地向他们

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业绩和敌后军民的艰难处境，成功地为共

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争取到了一批宝贵的物资援助和广泛的道义支持。这些

援助对中共克服严重困难，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到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恩来在抗战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不仅有官方人士，如美国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

斯、文森特等，还有民间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艾黎、爱泼斯坦等，甚至他与美国著名作家海

明威、美国学者费正清也有友好交往。这些人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都对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态

度。特别是周恩来通过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交往，增进了美国舆论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了

解，加深了美国驻华人员对中国抗日力量的认知和重视，使他们不仅听说而且看到了八路军、新四

军的英勇战绩和敌后抗日力量的威力，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中的作用。
( 四) 初显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奠定了中共外交基本原则和新中国外交基础

周恩来在抗战外交中已经初显出自己的外交风格，在后来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中进一步发扬

光大。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与各国友人的交往中，不卑不亢、彬彬有礼、落落大方、温文尔雅的外交

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产生了迷人的魅力。美国学者费正清回忆说:“周恩来的外交魅力在初次

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 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

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事业。”①

① 费正清:《外国人看中国抗战———中国之行》，赵复三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1988 年，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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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魅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的外交确定了中共日后外交的基本立场

和方针，不但成为其外交生涯的开端，而且成为中共外交工作的肇始。早在中共南方局外事组成

立之初，周恩来就给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总方针，并提出了“站稳立场、坚持原

则、机动灵活、多做工作、扩大影响、争取多数、孤立敌人”和“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

不亢、平等待人、礼贤下士”的工作要求①。1944 年“中外记者访问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访问了延

安。周恩来于 8 月 18 日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

场、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明确指出我们的

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外交工

作的中心应该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合作上面。他还有远见地阐明:“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

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

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

的开始。”②

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的对外交往和联络活动成效是显著的，不但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且确定了中共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积累了外事工作的经验，培

养了外交队伍和外交人才，为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当年在反对法西斯的

共同目标下，周恩来善于联合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把各种抗日力量团结起来，这里面已经包含着

求同存异、互相支持、广交朋友等外交原则。1949 年后，这些原则被很好地运用到周恩来与新中国

外交局面的开拓中去，对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

有着深远的影响。

The Onset of Zhou Enlai＇s Diplomacy and Its
Initial Success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Xu Xing， Huang Yuan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 and in the Kuomintang － controlled areas，Zhou Enlai began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 US，UK and other countries＇ resident representatives and reporters on behalf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
He established and led in person the first foreign affairs agency of the CPC，actively carrying out publicity work and liaison
work． He made friends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and different countries，introducing to them CPC＇s guidelines
and policies，and the heroic deeds of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gainst the Japanese in the areas behind the enemy lines． He
exposed the anti － communist conspiracy of Kuomintang，endeavoring to win other countries＇ support for China＇s anti － Japa-
nese war． This period was the onset of Zhou Enlai＇s diplomatic career，and his diplomatic activities achieved remarkable re-
sults． He expanded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CPC and its anti － Japanese regime，helped to win the sympathy and the
assist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nti － fascist forces，an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nti － Fascist War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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