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小平曾强调中国不会输出革命

回望历史，会发现在我
国的三次命运转折处，都曾
醒目地出现过“宁波帮”。

1916 年 8 月 23 日，孙
中山在宁波各界欢迎会上
对“宁波帮”推崇备至：“凡吾
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
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
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
可首屈一指者也。”

1949 年 5 月 6 日，解放
军兵临上海，毛泽东在电报

中特别交代：“要注意保护宁
波帮大小资本家的房屋财
产，以利我们团结这些资本
家在上海与我们合作。”

1984 年 8 月 1 日，邓
小平在北戴河向当时分管
沿海开放工作的中央书记
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询问
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

进展，特别问到“宁波怎么
样”，谷牧作了简要汇报。

“宁波的事情好办点，
宁波有那么多人在外边，世
界上有名的两个船王包玉
刚、董浩云都是宁波人。”谈
话中，邓小平还讲了一句后
来被广为传诵的话：“把全
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
来，建设宁波。”正是邓小平
重新唤回“宁波帮”的这句
话，让沉寂已久的著名商帮
和它的家乡再次为人瞩目。

邓小平对宁波情有独
钟，大抵是因为宁波有改革
开放的两个优势：“宁波港”
的地理优势和“宁波帮”的
人文优势。

对“宁波帮”，邓小平有
相当高的评价。邓小平长女
邓林说过，父亲在上海做地
下工作时就对宁波人有深
刻了解，知道他们精明能
干，会做生意。

“宁波帮”中，与邓小平
关系最密切的要算“世界船
王”包玉刚。

1978 年 11 月，在时任
国家旅游局局长、包玉刚表
亲卢绪章的牵线下，包玉刚

与邓小平在北京凛冽的寒风
中第一次握手，一见如故，谈
了很多问题。不久，包玉刚通
过卢绪章表示：打算以其父
亲包兆龙的名义向祖国内地
捐款 2000 万美元，其中 1000
万美元在北京建一座现代化
旅游饭店——— 兆龙饭店。

这可难住了卢绪章，因
为当时中国一般不接受“外
援”，更何况包玉刚是“大资
本家”，他的钱该不该接受？
卢绪章向邓小平请示，邓小
平相当干脆地说：“别人怕接
出麻烦，我出面接受这笔捐
款。”并批示“请国家旅游局
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
建一个饭店”。1985 年 10 月
25 日，日理万机的邓小平还
破天荒地出席了北京兆龙饭
店的开业典礼。

1984 年 10 月 28 日，
阔别家乡 40 多载的包玉刚
回到宁波，面对家乡人民的
热情，吐出肺腑之言：“我是
宁波的大使，宁波的事也是
我的事。我愿为宁波的事跑
腿。”

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又
在北京会见包玉刚，像老朋
友一样谈了 40 分钟。包玉
刚说：“宁波的面积是香港
的 10 倍，人口也跟香港差
不多，但还没有一所综合大
学，我打算在宁波办大学。”
邓小平笑着说，“我赞成”，

并答应题写校名。1985 年
10 月 29 日，由包玉刚捐资
2000 万美元的宁波大学奠
基。

此后，包玉刚几乎每年
都要到北京接受邓小平的
接见，他也成为邓小平会见
次 数 最 多 的 海 外 商 人 。
1991 年 9 月 23 日清晨，包
玉刚因突发呼吸系统疾病
辞世，时年 73 岁，邓小平以

“生前友好”的名义送了花
圈，并派女儿邓榕赴港出席
包玉刚的葬礼。

邓小平动员“宁波帮”的
号召和对宁波的关怀，极大
地鼓舞了海内外宁波人。他
们利用各种途径、方式为家
乡建设献计献策、出资出力。
除了包玉刚，还包括王宽诚、
应昌期、顾国华、赵安中、李
惠利、邵逸夫、李达三、曹光
彪等“宁波帮”著名人士。

1985 年，也就是邓小
平提出把“宁波帮”都动员
起来建设宁波的第 2 年，海
外宁波帮人士向宁波捐赠
折合人民币 5700 多万元，
是前 1 年的 37 倍。

据《现代金报》

邓小平与“船王”包玉刚的友谊
今年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本版选编三篇相

关回忆稿件，以示对这位伟人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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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世纪 80 年代中联部新闻发言
人吴兴唐撰文梳理中共同东南亚国家共产
党的关系，该文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1953 年朝鲜停战之后，亚洲形势
开始发生变化。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召
开，达成越南南北分治的协议。同年，周
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中国同印度和缅
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政党关系要服从于国家关系，中共
随之调整了对亚洲国家共产党的政策。

1954 年 12 月 11 日，毛泽东会见
缅甸总理吴努。他说：“(一个国家)靠外
国的帮助，靠外国输出革命，而取得胜
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就在这个意义上
说，革命不能输出。”他还说，中国决不
会在云南边境组织军队打进缅甸，而且
教育在缅甸的华侨服从侨居国的法律，
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
得联系。中国在华侨中不组织共产党，
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中国在印尼和新
加坡也是这样做的。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同泰国代表
庵蓬等人谈话时说：“我们也不在你们
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
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
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
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
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
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
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
政府。”

1956 年春，毛泽东和中央决定停
止帮助其他国家共产党制订纲领和政
策。

从 1 9 6 0 年代“中苏大论战”开始
后，中共对外工作受“左”倾思想影响，
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向。

1963 年 6 月，中共中央提出《关于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又
称《二十五条》)，重新树起了“世界革
命”的旗帜，提出要坚决支持亚非拉反
帝革命斗争。同时，批判了苏共以及意
共、法共等的“和平过渡”思想。

“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共已开始着
手纠正对外关系中左的倾向。

1975 年，缅甸领导人奈温来访。11
月 1 2 日上午，邓小平与他举行会谈，
称：“我们一向认为，任何国家的革命采
取外国的样板，不可能解决问题。根据
自己的情况去处理，这是各国的内政，
是各国自己的权利，中国不干预。”

“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对外工作
“拨乱反正”，打开了政党外交的新局
面。首先，摈弃了“世界革命”的指导思
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为时代的主
题。第二，明确了政党外交是“总体外
交”的一个部分，重新强调“革命决不能

输出”。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泰国、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
谈时，李光耀表达了对中国支持东南亚
共产党活动的担忧。邓小平强调：中国
不会输出革命，也不在任何地方谋求势
力范围;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
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
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 ;东南亚国家的
共产党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内政，应由这
些国家自己处理。

根据这一原则，中共跟“修正主义

政党”恢复了关系，同第三世界国家政
党和西方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
工党以及保守党发展党际关系，对“小
左派”则逐步中断了联系。

对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也相应进行
了调整。不再提亚非拉是“世界革命中
心”，积极发展同东南亚国家民族主义
政党，包括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的联系
与交往。对于当时仍留在中国的少数东
南亚国家共产党成员，则进行了妥善安
置。大部分人员都回了国，或去了欧洲
国家。希望留在中国的，则请其不要进
行政治活动，安排其从事教学或社会工
作。 据《中国新闻周刊》

邓小平一生都没有辞去的职务
1987 年 4 月 20 日，邓小平会见印

度客人时曾回忆说:“宋庆龄是一个了不
起的人。蒋介石叛变后，国民党内有两
位女性是真正左派，一位是宋庆龄，一
位是何香凝，她们一直同共产党合作。”

特殊情况下的奇特会面

上世纪 30 年代初，宋庆龄发起成立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共产党人和爱
国人士“七君子”等人，在抗日方面与中国
共产党紧密合作。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
国同盟”将大批捐款、捐物送给解放区和
敌后根据地，介绍白求恩大夫、印度援华
医疗队等前往解放区为八路军伤病员服
务。1937 年 8 月，中共领导的主力红军改
编为八路军，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他
对于宋庆龄给予八路军的大力支援，深知
其重要意义。

但直到 1949 年，邓小平才第一次与
宋庆龄会面。这年 5 月底的一天，人民解
放军第三野战军一个营进驻上海林森中
路后，连长指定武康大楼对面一所宽敞房
子，要排长带一排人去宿营。当敲门要进
去时，却遭到了门房的拒绝。正当双方争
执不下时，宋庆龄亲自下楼来，对战士们
说:“我是宋庆龄。这里是我的公馆，你们
部队不能住。要住，请陈司令(陈毅)打电
话给我。”5 月 31 日，陈毅和邓小平(时任
中共华东局书记)一起到宋庆龄寓所拜访
道歉。按照中央指示，军管会下令:保存孙
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旧居，以资纪念；从优
供给宋庆龄的日常费用及实物。

更深理解在几经波折之后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了，宋庆
龄当选为国家副主席，邓小平被选为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

“文革”开始后，宋庆龄和邓小平都受
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1973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
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回到工作岗位上
不久，邓小平便致电问候宋庆龄，并与夫
人和女儿一起到宋庆龄北京寓所探望。

1977 年 7 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邓小
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
务。宋庆龄闻讯十分高兴，7 月 24 日，她
在致友人拉维那的信中说:“昨天晚上全
城欢腾，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再
度担任要职。”8 月 24 日，宋庆龄接到邓
小平紧急请求，要求面谈，她为此推掉了
与廖梦醒等人的会见，专门等候这次谈
话。与第二次复出之后去探望宋庆龄一
样，邓小平的这次会见再次争取到了宋庆
龄的大力支持。

1979 年 3 月 30 日，宋庆龄出席了中
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这次会上邓小

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

率先垂范支持小平改革

1980 年，邓小平提出了废除领导干
部职务终身制。7 月 28 日，宋庆龄即在致
中共中央建议信中，言辞恳切地要求辞去
领导职务，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改革率
先垂范。在解放思想、实现四个现代化等
方面，宋庆龄坚定拥护邓小平。在一些
对外交往特别是接见美国友人的场合，
她和邓小平一起出席，向西方世界表明
了她的立场。

1981 年，宋庆龄渐渐病重了。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宋庆龄入党和
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问题。 3 月 30 日，
邓小平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随后
发出宋庆龄享受国家元首待遇的指示。
5 月 15 日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
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
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
国名誉主席称号。16 日上午，邓小平前来
寓所探视，祝贺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实现了宿愿，宋庆龄听后点头微笑。邓小
平希望她安心养病，并说:“您如有不测，
我们会妥善安排。”5 月 29 日，宋庆龄逝
世。在追悼大会上，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
价了她伟大光荣的一生。

1982 年 5 月 29 日，为纪念宋庆龄
同志，继承和发扬她的未竟事业，以
“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的宋庆龄
基金会成立，邓小平担任宋庆龄基金会
名誉主席。 据《人民日报》

邓小平一生担任过许多党

和国家要职，但一直到最后也

没有辞去的一个职务是中国宋

庆龄基金会名誉主席，在任期

间，他还把自己的稿费捐给了

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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