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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智利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主席：你们以前都没到过中国吗？

席尔瓦：都是第一次来中国。

主席：第一次来过以后就能再来啦！我们两国记者和两国人民互相联系，这是好事
。我们两国政府还没有建立关系，你们政府大概会有困难。也许你们的政府不高兴
我们。

席尔瓦：不，他们并不是不高兴。前不久智利政府向中国卖了铜和硝石，这就是一
个证明。

主席：有生意吗？

席尔瓦：是。

主席：那好。

席尔瓦：不久前在圣地亚哥举办了中国经济展览会，引起了智利人民很大的兴趣。
许多工人、学生、职员都去参观。他们看到了原来以为中国不能生产的许多机器和
其他产品。

主席：我第一次从你口里知道中国在圣地亚哥举办了经济展览会。看来，我这个人
官僚主义很厉害。

席尔瓦：早在上一世纪，就有中国人到达我们的海岸，他们很勤劳，很受尊敬。我
们的政府是主张民主的，而且实行民主。对其他国家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比如，
我们和古巴就有外交关系，而且哈瓦那有智利的大使馆。

主席：有吗？过去巴西在古巴有大使，现在还有吗？

席尔瓦：没有了。

主席：巴西发生了变化。

巴斯克斯：巴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主席：巴西政变当局把中国人抓起来了，九个人中七个是做生意的，两个是记者。
他们把中国人抓起来，不知对巴西统治集体有什么好处。

席尔瓦、巴斯克斯：毫无好处。主席：他们可能得到一些美元。

席尔瓦：可能是这样。

主席：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做这样的事干什么。

席尔瓦：我要向毛主席谈到这样的情况，拉丁美洲的报纸经常受到美国佬通讯社的
影响，他们经常制造一种气氛，说中国要挑起战争，或准备战争。但是，我们在中
国的参观中亲眼看到的一切，证明中国人热爱和平，渴望和平，不要战争。昨天我
们有机会得到陈毅付总理的证实。中国是渴望和平不要战争的。我们看到并证实中



国人民是在和平的基础上来建设中国。

主席：打仗对我们没有好处，我们要进行建设，打仗就会把我们进行的建设打烂了
。国民党打内战跟我们打了好多年，后来我们又跟日本打了八年。不是我们打到日
本去，而是日本打到中国来。讲长远一点，都是外国打到中国来。中国曾和英国打
了几次战争，如一八四○年在广东的鸦片战争，还有八国联军的战争，八个国家占
领了天津，打到北京。中国和日本战争，是一八九四年在渤海湾的旅顺、大连打的
。以后日本占领了我们东北。在那以前，沙皇俄国和日本还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
那是在旅顺、辽阳、沈阳一带。最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几乎侵占全中国
。这些都不是我们打到外国，都是外国人打到中国来。中国人打到外国去，在古代
有过。那是中国的皇帝。

打到越南、朝鲜。以后日本占领了朝鲜，法国占领了越南。一九一一年，我们推翻
了清朝皇帝，接着就是各种军阀混战，那时中国完全没有共产党。有了共产党以后
，就是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比如我这个人，
也做过新闻记者，当过小学教员，那时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因此也没有想
到自己要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一年中国有了共产党，我就变成共产党员了。那时候
我们也没有准备打仗。那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
怎么知道打仗呢？那就是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
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因为白色恐怖，有一些共产党员不干了，消极了，
只剩下几千共产党员，上山打游击，后来经过万里长征，跑到北方来。军队原有三
十万，剩下两万多人。你看，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用了吗？人数不是很少了吗？两次
人数减少，前一次在一九二七年，这次在一九三四年。我们人数少了敌人就高兴了
。恰好在人数减少的时候，我们改正了错误，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后来人数又有了
发展。日本走了以后，蒋介石再来打我们的时候，敌人就不行了。到现在我们建设
只有十五年的时间。中国要和平。凡是讲和平的，我们就赞成。我们不赞成战争。
但是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我们是支持的，
对阿尔及利亚革命战争我们也是支持的，对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我
们也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不是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的，是他
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是我
们叫本·贝拉革命的吗？以前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到现在我们还没见过他。是他们
自己起来革命的，他们成立了临时政府，我们就承认。他们要支持，我们就给他支
持。帝国主义说我们是"侵略者"，是"好战分子"，在某一点上讲也有些道理。因为
我们支持卡斯特罗，支持本·贝拉，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反美战争。还有一次是在一
九五○年到一九五三年，美国侵略了朝鲜，我们支持了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
战争，我们的这一方针是公开宣布的，我们是不会放弃它的。要支持各国人民反对
帝国主义的战争，如果不支持，就会犯错误，就不是共产党员。你们知道阿联总统
纳赛尔不是共产党员，但支持过阿尔及利亚革命。

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他能支持阿尔及利亚难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支持阿尔及利
亚吗？当一百七十多年以前，华盛顿起来反对英国的时候，法国支持了华盛顿，难
道当时法国人是共产党员？法国在当时已是共和国。美国反对英国的革命胜利在哪
一年？

巴斯克斯：一七八九年。

主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是起义的日子，还是胜利的日子？

巴斯克斯：是起义的日子。

主席：那时中国还没有共产党，全世界还没有共产党。共产党出世是在十九世纪的
事。大概我们这个"好战分子"，"侵略者"的称号还要继续下去。主要一条还是我们
国内问题。在国内，我们把美国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
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我不是指美国人民，而是指美国资本家。在北京也有一些
美国人，他们对我们是友好的。

你们那么喜欢美国资本家吗？



巴斯克斯：我们不喜欢。

主席：美国要把拉丁美洲变成它的殖民地。

席尔瓦：它永远做不到，但在经济上可能做到。

主席：我是说在经济上，许多时候是在政治上。比如说，巴西前总统古拉特，我见
过他，他的党是工人党，不是共产党，美国人都不能容忍它，把他推翻。甚至稍微
不听他的话的吴庭艳，美国都把他杀掉。在美国国内也不是那么和平的。吴庭艳兄
弟是被美国肯尼迪政府杀掉的，没过几个月，肯尼迪又见上帝去了。不知什么人把
他杀掉的。是共产党人还是什么人？美国不说是共产党干的也不说是什么人，这个
案子到现在都审不清。

美国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说他是侵略者，他说我们是"好战分子"，我们说美国
政府的大资本家是好战分子。究竟谁是好战分子，要叫全世界人民看。在我们周围
布满了美国军事基地。总不是我们占领了美国什么岛屿，而是美国侵占了中国的台
湾。你们智利没有侵略我们，我们也没有侵略智利，我们没有侵略任何拉丁美洲国
家和非洲国家。我们只侵略了亚洲一个国家--中国。（众笑）跟帝国主义打了几十
年仗，把它赶走了。这件事情使美国很不高兴，其他帝国主义也不高兴。不过现在
没有办法，总不能从地球上把我们搬走，等于从地球上不能把你们搬走一样。他们
想把古巴搬走也不行。甚至很小的国家它要搬走也不行，比如阿尔巴利亚。

主席：你们智利有多少人口？

席尔瓦：有七百万，相当于北京的人口。

主席：北京城市人口只有四百多万，你们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上海有七百多万人
口。你们去过上海吗？

巴斯克斯：去过。这次在中国旅行还去了沈阳、鞍山、抚顺、长春、南京、无锡、
杭州。主席：你们去了不少地方，花了多少时间？

佩雷斯：二十七天。这次旅行，非常有兴趣，在智利对中国很少了解。这次参观了
工厂、学校、农村等。主席：还参观了工厂、学校了吗?

　　佩雷斯：是，除了工厂、学校，还参观了人民公社、矿山、石油、钢铁、汽车
制造等工厂和上海工业展览馆。

主席：中国的工业建设在我们说来才刚刚开始，和我们的人口比较起来，还很不相
称。因此外国人说：中国是很落后的，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了。要改变中国的落后
面貌，也不是很短的时间能做到的。至少要几十年的功夫，你们国家的工业是不是
比我们先进一些？

席尔瓦：也不。我们的工业发展根据人口看，还可以。我们有纺织工业、冶金工业
，但比起鞍钢来还差得多。

主席：应该按人口比，我们虽然有鞍钢，但按人口比还很不相称。

席尔瓦：不管怎样，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席：有点成就，不算很大，有一点
。

席尔瓦：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和主席所说的相反。我们看到在党的领导下，全体中国
人民干劲十足，抱着牺牲的精神，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主席：这一点是真的，中国人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你看我们的警察很少，只有不
多的交通警。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维持交通。

巴斯克斯：这一点已深深地引起我们的注意。

主席：在旧社会是不可能的，没有军队和武装警察，就会发生抢劫、偷盗。现在北
京抢劫现象没有了，偷盗还有一点，也不多了。

席尔瓦：在这样有七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的觉悟不可能都是一样的。主席：人民自
己来批评那些小偷行为，靠人民自己维持秩序。

巴斯克斯：我们看到在街上，在学校，少先队员维持秩序，使我们深受感动。

主席：解放初期北京还有些车祸，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车祸了，汽车压死人的事可
以说很少了。

佩雷斯：实在是这样。

主席：的确比初解放几年起了变化，我们训练司机避免车祸，也教育行人不要乱闯
。

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贪污分子，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我们把它叫做整风。要做到政
府工作人员不贪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把它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把这
少数人教育过来，总相信多数人是好的。无论哪一国的人民，做坏事的总是少数，
并且做坏事的人也可以改变。甚至跟我们打过仗的，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可
以改变。经过改造，他们不那么反对我们了。还有一个清朝的皇帝也是这样，他现
在全国政协搞文史资料工作，他现在自由了，可以到处跑啦。过去当皇帝，好不自
由。

巴斯克斯：过去他只能看小山的景致，现在他解放了。

主席：过去当皇帝时，他不敢到处跑，是怕人民反对他，也怕丧失自己的尊严，当
皇帝到处跑怎么行。可见得人是可以改变的。但不能强迫，要劝他自觉，不能强压
。美国人说我们"洗脑筋"。脑筋怎么洗法，我还不知道。我的脑筋就是洗过的。我
以前信过孔夫子、康德那一套，后来不相信了，信了马克思主义啦！这是帝国主义
、蒋介石帮了我的忙，是他们给我洗的。他们是用枪屠杀了中国人民。譬如日本在
中国就不知杀了多少人，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后来美国和蒋介石又发动了全国性的
反对我们的战争。

他们都是些给人洗脑筋的人，使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争，中国人民的精
神面貌从而起了变化。你们说是谁把卡特罗的脑筋给洗了？（众笑）

席尔瓦：关于洗脑筋这一点，我要亲自向主席说：你们不仅只洗掉我们脑筋里美国
的谎言，也使我们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中国的现实。

主席：你们过去大概对中国不太清楚吧？看一看就清楚了。你们每五年来一次，看
看我们有没有进步。

席尔瓦：主席，你作为马列主义的最高领袖，可以感到非常满意和高兴。因为有这
样的国家全国人民守纪律，努力工作，在中国全力进行建设。在这十五年中已清除
了在几个世纪里遭受的贫困、压迫和掠夺，你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相信今后将
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主席：不能估计太高，我对我们的工作不那么太满意，我们的工业、农业、文化、



教育、科学所取得的成就，比起我们那么多人口，还不相称，这是事实。我们仅只
说比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进了一步。还有一件事实，美国人说，我们政府不是今
年要倒台，就是明年要倒台，这件事恐怕不那么真实。看来今年不会倒，明年不会
倒，后年呢，我说也不会倒。要把我们政府打倒，需要美国、蒋介石打到我们这里
来，把我们打倒，即使他们来了，也不一定要达到目的。他们曾经来过，可是打输
了。现在南越只有一千四百万人口，美国在那里进也不好，退也不好，陷在泥坑里
。对拉丁美洲，美国也是头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乐观的。全世界人民总要起来
的，自己做主人，不要资本家做主人，因为我们相信这一点，所以那些资本家对我
们不那么好感。但是为什么除了美国，有那么多资本家跟我们做生意呢？就是因为
我们不干涉他们的内政。美国人想跟我们做生意，我们就不做，想派新闻记者来，
不成。我们认为大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这些小问题、个别问题可以不忙着去解决。
所以智利新闻工作者能来中国，美国记者来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来的，总有一天两
国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因为已经过了十五年了，再过十五年就是三十
年。如果不够，就再加。

席尔瓦：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繁忙的工作中，能抽空接见我们，我们能听到主席
亲口和我们谈话，我们将把这些话带回去，作为对我国人民的问候。

主席：问候你们国家的人民，问候愿意跟中国交朋友的一切人。

席尔瓦：我们有许多人愿意跟中国交朋友。

主席：我相信这点，你们就是证明。

席尔瓦：我们在智利也接待过三个中国去访问的记者代表团。

主席：中国有记者到过智利吗？

席尔瓦：在座的常××先生就参加了中国访问智利的第一个记者代表团。

主席：他（指常××）所在的报纸《大公报》有六十二年的历史了。过去为满清皇
帝服务过，替北洋军阀服务过，替蒋介石服务过，现在替人民服务。

巴斯克斯：我所在的报纸，也是一九○二年创办，和《大公报》同年创办，但是现
在还没有为人民服务。

主席：将来可以为人民服务，《大公报》的社长王云生不是共产党员，现在也不是
共产党员，过去他为蒋介石服务过，也为别人服务过，现在为人民服务。过去很多
这样的人，差不多全部大学教授、中学、小学教员等等，许多人都是国民党的，但
都没有走，我们不跟这些人合作就没有教员，就不能办报纸，也没有唱戏的艺术家
，没有画画的美术家。我们有广大的统一战线，其中有许多人不是共产党员，但都
团结在一起。

巴斯克斯：这些都是中国人。

主席：对！但有些中国人就不那么和气，比如蒋介石，他也是中国人。（众笑）那
么多大学教授、工程师、医生、新闻工作者都为人民服务。我们把他们团结起来，
敌人就不高兴。就谈到这里为止吧！

席尔瓦：今天能见到主席，感到非常荣幸和幸福，因为到了中国没见到主席，那就
等于没有到中国。

主席：你们要见我，我就见你们。祝你们一路平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