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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第一代领导人金日成晚年与中国领导人
邓小平有过5次交往。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他对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质疑转为逐渐接受，并开始在
朝鲜实施经济改革的积极尝试。

1978年
邓小平到朝鲜学习经验

20世纪70年代，朝鲜依靠苏联、中国和东欧
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经济发展迅速。70 年代
末，朝鲜建立了比较发达的石化产业，实现了相当
程度的农业机械化，粮食自给自足，推行免费教
育、医疗，处于“吃米饭、喝肉汤”的黄金年代。

此时，中国刚结束“文革”，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边缘。1978 年9 月9 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
团参加朝鲜国庆庆典，一方面为了拉住朝鲜，不让
其全面倒向苏联；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实地参观朝
鲜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学习一些先进的经验，并
寻求其对中国即将实施的改革开放的理解和支
持。金日成对中美和中日关系日益升温有些敏
感，但最终对此表示理解。对中国要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他表示赞同和支持。

1982年
打消金日成对中国的疑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启改革开放的道
路。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走得越来越近，
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越南却关系紧张、对立严
重。金日成心中充满疑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
吗？会不会倒向美国？还是可以信赖的盟友吗？”

为了解开金日成的心结，同时向金日成介绍
新任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邓小平和胡
耀邦于 1982 年 4 月 27 日至 30 日共同访问了朝
鲜。邓小平指出，中国与美国发展友好关系，引进
资金和先进技术是重要原因，在涉及核心利益的
台湾问题上中国是不会让步的；中苏关系总有一
天会改善的。中国在美苏之间不存在选边站的问
题，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
策。胡耀邦向金日成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一
方面会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引入外国资金和先

进技术；另一方面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加强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
过深入会谈，双方找到了利益共同点，基本消除了
金日成关于“中国会全面倒向美国”的疑虑。

1982年
金日成决心尝试经济改革

朝鲜在20世纪60至70年代经济发展要好于
韩国，具有较大的优势。但从70年代末开始，韩

国经济发展增速，到了1980年人均GDP为朝鲜的
两倍。面对韩国的挑战，金日成认识到必须进行
经济改革，并认为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中国是最
好的榜样。

1982年9月，金日成访问中国。邓小平陪同
金日成到四川进行了访问参观。邓小平谈了

“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体现社
会主义优越性，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观点，
金日成十分赞成。通过这次访问，金日成对中

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具体做法有了深刻的认
识，同时也开始反思朝鲜全盘苏化的工农业经
济体制，并在不久后进行了经济改革的初步尝
试。1984 年 9 月，朝鲜颁布了《合资企业法》，以
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1985 年 3 月，又颁布《合
资企业税法》和《外国人所得税法》，邀请外国企
业来朝鲜投资合作。朝鲜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序
曲。

但这时朝鲜的开放仅局限于具体的法规政
策，没有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之对意
识形态过于敏感，其开放对象只局限于苏联和东
欧国家。这些举措支撑了朝鲜上世纪80年代经
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为以后苏联东欧剧变导致
其经济大衰退留下隐患。

1987年
邓小平拒绝抵制汉城奥运会

新中国建立后，与韩国一直处于冷战状态。
1983年5月，发生卓长仁劫持中国民航客机事件，
韩国向中国释放了善意，很快把劫持降落在其境
内的中国客机和旅客送还中国。中国政府为了投
桃报李，在1983年8月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
时保证，将为包括韩国运动员在内的所有亚奥理
事会成员国派发签证。此后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
切。

邓小平认为，与韩国改善关系具有战略意
义。一是有利于改革开放。二是孤立打击台
湾。韩国是亚洲唯一一个与台湾有“外交关系”
的国家，我们跟韩国关系改善并建交，对台湾是
一个孤立和打击。中韩要改善关系，中方需要
让朝鲜接受这个现实。1987 年 5 月 22 日，金日
成访问中国。当时，韩国准备举办 1988 年奥运
会（即汉城奥运会），朝鲜担心韩国借机扩大国
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希望中国带头以促使一
些国家抵制这一届奥运会。邓小平表示，中国

没有理由不参加汉城奥运会。谈到中韩关系的
改善，邓小平特别谈到，处理国际问题需要从更
加广泛的角度观察问题、回答问题、解决问题，
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
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

1991年5月，邓小平借李鹏访朝之机向金日
成提出了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金
日成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1991年9月，朝鲜和
韩国同时加人联合国，为1992年8月中韩正式建
交铺平了道路。

1991年
朝鲜照搬中国深圳特区做法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
和苏联解体，朝鲜失去外来援助，也失去了对外
贸易的主要市场，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
1991 年 10 月，为了学习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先
进经验，同时在政治上向中国靠拢，金日成最后
一次正式访华。邓小平年事已高，已不再会见
外国客人，但破例会见了金日成。邓小平深刻
分析了复杂的国际形势，并指出，我们搞改革开
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
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核心的是发
展生产。

这次访问，金日成看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巨
大成就，坚定了学习中国的决心，回国后便向全党
提出“贸易第一主义、轻工业第一主义、农业第一
主义”的纲领，于1991年12月宣布建立罗津先锋
经济自由贸易区，简称罗先特区，基本照搬了中国
深圳特区设立时的政策和做法。1993年10月，朝
鲜通过了《外国人投资法》等10多个法规，允许外
国投资者在朝鲜建立合作企业、合营企业。就在
朝鲜的改革起步之际，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
与世长辞。

此后几年，朝鲜安全局面空前恶化，继任的金
正日选择推行“先军政治”，并努力开发和研究核
武器，朝鲜刚刚开始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

（摘自《文史精华》）

上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对
多年的老战友、好搭档，都进入了生命的最
后几年。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而为国家大计
忙碌，并一直互相关怀着对方。

一副再普通不过的眼镜
1973年春，毛泽东的视力急速下降。多

年来他每天都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批阅
文件、撰写文章，视力的下降让他非常不便，
也十分难受。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经常
接见外宾，摄影灯在他的眼前接连闪动，对
他的视力更是不利。

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他将杜修贤等摄
影人员召集在一起，指示拍摄毛泽东外事活
动的时间必须控制在三分钟以内，时间一到
立即关灯。

1974年8月，毛泽东被确诊为双眼患有
老年性白内障。由于手术时机尚未成熟，医
生只能让他一直服药、滴眼药水，并继续休
养一段时间。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组织眼科专
家会诊，还将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副眼镜送给
了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
信中写道：“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
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
诉我，给主席重配。”

一年后，实施手术的时机成熟了。当
时，周恩来也正饱受疾病的折磨，在三O五
医院住院，但他还是专门向主刀大夫详细地
询问了毛泽东手术的相关情况。

1975年7月23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接
受了白内障手术。其时，周恩来查出癌症已
有三年，自己也动了多次手术。但他却强忍
着病痛，坚持来到手术现场，一直等到手术
顺利结束，才放心离去。

“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正如周恩来关心毛泽东，毛泽东同样也

时时牵挂着他的老战友好搭档。工作人员
为毛泽东做了一个合适的沙发，他马上嘱咐
工作人员：“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个去。”
在与李先念谈到周恩来的健康问题时，他
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1972 年 5 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
癌。毛泽东一字一句地将病情报告读完，表
情严肃，心情沉重。他亲自指示由叶剑英、
邓颖超、汪东兴等领导医疗组的工作，并要
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

同年11月，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医务
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毛泽东阅后批道：

“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1973年，周恩
来突然出现了尿血的症状，泌尿科专家吴
阶平成功地用电烧手术器械烧掉了病灶，
毛泽东得知后马上让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医
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

之后，毛泽东也一直惦记着周恩来的病
情。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他总是
格外认真仔细，当患有眼疾无法自己阅读
时，就让工作人员念给他听。听过之后，毛
泽东甚至还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
以及施行手术的次数。

“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另一方面，周恩来却因自己的病情让毛

泽东牵挂担心而心存不安。1975年，周恩来
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他亲自写了一封
信向毛泽东详细说明了自己几年来的病变
情况，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
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在
不安。”同时，他还特意另写一封信给毛泽东

身边工作人员，嘱咐她病情报告“或在主席
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
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几天过后，工作人员给周恩来打来电
话：“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
有几天睡不好觉。”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也每况
愈下。进入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恶化到吃
药吃饭都需要人喂，讲话困难，行动更是不
便。就在这时，周恩来逝世了。

1月8日上午，毛泽东正卧床听文件，中
央办公厅负责人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
世的噩耗。他沉默许久，之后点了点头表示
知道了。下午，工作人员为毛泽东读中共中
央政治局送来的周恩来逝世讣告清样。他
一言不发地听着，眉头紧锁，双泪直流。

14日下午，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念周恩来
追悼会上的悼词稿，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
情绪，痛哭起来。15日，工作人员问他是否
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这位悲伤的老人拍
了拍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回答道：“我也走不
动了。” （摘自《纵横》）

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访朝争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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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晚年毛泽东和周恩来

越南战争时期，越南分为北越、南越。败退台湾
的蒋介石与南越当局“建交”后，曾试图取道南越“反攻
大陆”，最终失败。

蒋介石欲组“四国同盟”失败
从一开始，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种种企图就遭到

美国的坚决反对。冷战初期，美国将台湾纳入西太平
洋战略防御线的重要一环，但历任政府都不愿被蒋介
石拉上“反攻大陆”的战车。美国仅容忍其在一定限度
内对大陆进行小规模的侦袭窜扰，而不允许它向大陆
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台湾当局向美国提出巩固
其在东南亚的地位。2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先后向华盛
顿提出：第一，由美国牵头组建美国、韩国、南越和台湾
的“四国同盟”，各个“成员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由盟国
支配；其次，如果美国不赞成参与“四国同盟”，可由韩
国、南越和台湾三方缔结“盟约”，美国则允诺给予海空
力量的支持；第三，请求美国支持台湾和东南亚国家发
展“双边关系”，即支持台湾和南越、韩国分别签订“军
事互助条约”；鼓励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和台湾建立“外
交”或贸易关系；美国出资赞助台湾扩大对南越的技术
援助规模等。美国明白，蒋介石此举名为加强其远东

“国际地位”和支持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实际是想为“反
攻大陆”做准备，故予以断然拒绝。

鼓噪“开辟第二条反攻道路”
1964年4月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抵台“访问”。这是

约翰逊上台后美国高级官员对台湾的首次“访问”，蒋
介石试图通过说服腊斯克来改变美国对台湾“反攻大
陆”的态度。

蒋介石在与腊斯克会谈时，要求美国支持其对大
陆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运动”。腊斯克生怕美国被国民
党拖入与中共的战争，马上表示异议说，除非美国军事
力量直接大规模介入，甚至使用核武器，不然国民党军
队不可能在大陆站住脚跟；他驳斥蒋介石的第二个理
由是，台湾对大陆的行动将使中苏握手言和，他说如果
台湾进攻大陆，“赫鲁晓夫很可能重新倒向毛泽东，整
个北半球将因此陷入战争的火海”。双方话不投机，不
欢而散。

没有获得美国支持，台湾当局暗地里自主加强和
东南亚“反共势力”联系的努力。1964年4月19日，老
挝右派将领库普拉西斯·阿贝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自己
为新政府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并声称其政权得到台
湾、越南和泰国等的支持。美国获知消息后，立即警告
国民党当局，要求其马上停止在老挝的行动。但国民

党当局矢口否认曾经支持过阿贝集团。然而，台湾的
报纸却一直在鼓噪：“国军入越作战将可能开辟第二条
反攻道路。”

美国警告国民党“中止行动”
1964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的不断

升级，华盛顿对台湾当局在东南亚的动态保持高度警
惕，以防止国民党对局面的搅扰而起中共的干涉。《纽
约时报》5月13日报道，美国陆军突击队正在台湾的深
山老林中秘密训练国民党特种部队，并猜测这些经过
挑选的突击队员可能将被偷偷送到中国大陆。美国国
务院立即发表声明：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帮助国民党训
练军队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台湾，而不是为了用于“越
南共和国”。

1964年8月之后，越战升级，在东南亚的国民党残
军蠢蠢欲动。9 月 4 日，美国驻缅甸大使馆报告国务
院，缅甸当局对驻扎在缅泰边境的国民党军队的活动
表示担忧。腊斯克立即致电“大使”赖特，要他转告台
湾当局，“美国反对国民党残军进入这一地区，以免引
起美缅之间的误会”，并要他警告国民党“立即中止在
东南亚采取过激的轻率行动，以免局势更加复杂化”。
10月12日，国务院副助理国务卿马歇尔·格林也通过
国民党“驻美公使”沈铸警告台湾，不要和老挝右派政
要交往太密切。

蒋介石一直援助南越
蒋介石知道美国不会支持他取道越南“反攻大

陆”，但他支援南越的热忱并未稍减。1965年后，台湾
以各种方式参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目的是通过扩大
对南越的援助以“套牢”美蒋关系，阻止美国对华政策
的调整。仅至1965年5月下旬，台湾总共向南越派出
了包括 86 个人组成的农业援助小组、18 个人组成的

“心战”顾问团、10个人组成的医疗队、9个人的电站维
修队。此外，还在岛内帮助训练200多名南越军事人
员。

1964 年10月，台湾派遣“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
团”赴越。1967年2月台湾军事顾问团改为“中华民国
驻越军援团”。台湾顾问团和军援团驻越期间，协助南
越成立政战总局、建立各级政战组织、开办政战教官班
等。1973年，南北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后，所有援助
南越的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必须全部撤出。但国民党
基于共同反共的立场，决定军援团以“驻越建设顾问
团”的名义继续留越援助，直到1975年4月南越灭亡。
这时，蒋介石去世，其取道越南“反攻大陆”的图谋彻底
落空。 （摘编自《百年潮》《国际政治研究》）

蒋介石图谋取道越南
“反攻大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