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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50 年 1 月 12 日，阿富汗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

达了建立阿中双边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建议，但其后不久却又以国内财政困

难为由单方面地搁置了建交进程。当然这里自然有反映其国内实情的一

面，而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值得深究: 一方面，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虽继

续坚持中立政策，但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 另一方

面，美国为遏制苏联，加强了对阿富汗的拉拢和渗透。因此，阿美关系日益

发展。在美国孤立、封锁、包围新中国的大形势下，阿富汗出于维护其自身

国家利益的考量，暂时搁置了中阿建交进程。从 1953 年下半年开始，阿富

汗国内政局的变化和阿美关系出现裂痕、阿苏关系不断改善、中国积极推行

睦邻外交政策以及此一时期中印正处于“蜜月期”等综合因素，导致中阿建

交进程开始出现转机。经过一系列政治对话和外交谈判，1955 年 1 月 20
日中阿发表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成为其后几十年中阿友好合作关

系发展的历史起点。
【关键词】 新中国 阿富汗 建交

＊

阿富汗是中国的陆地邻国之一。1950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

久，阿富汗即正式向中国方面表达了建立双边外交关系的愿望和建议，是最

早承认新中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之一。但迟至 1955 年，两国才正式建交。对

这一复杂多变的历史过程，虽有诸多著作提及，但对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却

鲜有深入、细致的探寻。笔者拟以近年来中国外交部新解密的相关档案为主

要支撑，并辅以其他相关资料，对中阿建交的历史进程重新进行一番梳理和

阐释，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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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蹒跚起步———阿富汗对新中国的承认与

中阿建交的搁置

阿富汗与中国新疆毗邻。历史上，中国与阿富汗的民族接触早在汉朝时

就已载诸史册。自张骞通西域之后，阿富汗就成为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

之地。1747 年阿富汗正式建国后，1762 年曾向清朝遣使进贡四匹良马。据

魏源《圣武记》记载:“爱乌汗( 即阿富汗) 亦闻中国之盛，未知其道里远近，遂

遣使偕来，欲一睹中国广大。二十七年( 乾隆二十七年，即 1762 年) 入贡，为

中国回疆最西之属国。”①19 世纪以后，阿富汗沦为英俄“两头狮子之间的一

只山羊”②，饱受侵略与战争之苦，其外交权一度被英国控制。19 世纪末，英

俄抛开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和阿富汗，私下达成瓜分中国帕米尔的

协议，由此确定了阿富汗的东北部边界，并威逼利诱阿富汗接受。1944 年 3
月 2 日，阿富汗与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为巩固现在两国关系起见，决定订立

友好条约”，“建立两国间外交关系”③。1945 年 1 月，国民政府任命原驻土耳

其公使邹尚友为中国首任驻阿富汗公使。
新中国成立不久，阿富汗王国政府外交大臣阿里·穆罕默德便于 1950

年 1 月 12 日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阿富汗国王陛下政府已承认新中华共和

国”，并保证“将永远努力维持和加强我们两国间如此幸福地存在着的友好关

系”。④ 阿富汗之所以比较早地承认新中国，与其地缘政治和固有的传统的中

立政策密切相关。阿富汗位于亚欧大陆的中央部位，处于东西方陆路的要冲，

西屏波斯高原，北控中亚，南瞰南亚次大陆，东临中国。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

阿富汗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面临着随时可能被强国干涉、侵略的危险。因

此，阿富汗自 1919 年独立以后一直奉行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与其他国家尤其是

大国和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以确保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二战后，在东西

方对抗的两极格局下，阿富汗再次成为美苏觊觎的战略要地。在这一国际形势

和历史环境下，作为一个贫穷弱小的内陆国，阿富汗要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夹

缝中生存和发展，仍然坚持也不得不坚持传统的中立政策，与所有邻国保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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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圣武记》( 上) ，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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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7 年版，第 719 页。
《关于阿富汗政府承认新中国的来往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105 － 00006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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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关系。① 其承认新中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1950 年 1 月 14 日，台湾当局出于驻在国承认新中国及经费困难两大原

因关闭了其驻阿富汗的公使馆。1 月 16 日，周恩来复电阿里·穆罕默德，

“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欢迎之意并向阁下致谢”。② 随后，

1 月 26 日，阿富汗来电询问:“前中国政府使馆代办现正自喀布尔离去，请指

示使馆财产应交何人接管。”③根据刘少奇的批示，经过与苏联政府商议，中

国外交部以周恩来的名义复电阿富汗，“现已征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阿富汗的使节到达以前，暂请苏联大使馆代为保管”，“并对贵国

政府表示之关怀，谨申谢意”。④ 3 月 28 日，阿富汗外交部代理外交大臣阿佰

杜·萨马德再次致电周恩来，请求中国政府为前阿富汗使馆代办穆高南出境

提供便利，“前阿富汗驻南京代办哥纳姆·莫哈默德·汗( 即穆高南) 现在上

海面遇困难，幸而贵我两国之间具有良好之友邻关系，故愿阁下给他一切旅

行便利，则阿富汗外交部至为感谢。”⑤在此前后，穆高南本人也宣称阿富汗

已宣布承认新中国，故要求按照外交官待遇让其随身行李在天津出境时免

验。但新中国成立初期奉行“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

倒”的三大外交政策，规定“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

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

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

予以切实保护。”⑥因此，中国外交部决定，“阿富汗之穆高南出境，不应当外

交官看待。”⑦对此，经过中国政府的解释，阿富汗表示认同与接受。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一度要求阿富汗等国出动地面部队入

朝参战，但阿富汗“表示抱歉”，拒绝了美国要求出兵的命令。⑧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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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美国心知肚明。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Vol． 6，Part 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 ，p． 2011．

《关于阿富汗政府承认新中国的来往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105 － 00006 － 01。

《关于委托苏联代管我在阿富汗财产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071 － 01。

同上注。
《前阿富汗驻南京代办穆高南出境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228 － 0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18 册)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版，第

45 页。
《前阿富汗驻南京代办穆高南出境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228 － 02。
新华社:《赖伊为美国侵略者搜罗炮灰成绩甚微 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困难重重 无力派遣

地面部队赴朝鲜帮凶》，载《人民日报》，1950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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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阿富汗没有附和美国关于中国“台

湾地位未定论”的议案。① 此后，在联合国召开的多次会议上，阿富汗对有关

危害新中国利益的议案几乎都表示弃权或反对。② 但是，阿富汗虽表态“赞

成我国加入联合国”，③“愿与我国建立邦交”，④但在 1950 年 6 月至 1951 年 8
月期间，阿富汗驻苏和驻印使节相继向中方表示:“该国因财政困难，不能派

使节至我国，两国事务往来，可在莫斯科进行。”⑤中阿正式建交问题就此搁

置。是什么原因导致中阿建交搁置呢?

诚如阿富汗驻苏和驻印使节所言，此时的阿富汗经济极其困难。阿富汗

本是个落后的农牧业国家，二战后，阿富汗的经济形势更加恶化。不仅对外

贸易锐减，而且国内农业歉收，再加上军费庞大和宫廷用费浩繁，结果导致财

政收支的实际赤字由 1948 年的 8000 余万阿尼增加到 1952 年的 21000 余万

阿尼，⑥而且失业增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 30． 5%，一些地区甚

至因此出现部落起义。⑦ 但以财政困难为由搁置建交，虽的确反映了其国内

的实情，但实则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一方面，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1946 年 5 月，亲美的沙赫·马茂德担任阿

富汗首相。马茂德上台后，虽继续坚持中立政策，但把加强阿美关系作为其

对外政策的支柱，“把美国当作真正的朋友，希望美国帮助阿富汗在自由民主

国家世界中取得它应有的地位，”⑧“其着眼点在于以美国的存在弥补英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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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敦促联大政委会讨论美国侵略中国案 苏联建议邀我国代表参加 指出开罗协定
与波茨坦协定已肯定台湾为中国领土 “福摩萨问题”应从大会议程上撤销》，载《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19 日。

笔者仅根据《人民日报》披露资料作了一个粗略的、不完全的统计，从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
战争爆发到 1951 年 12 月 31 日，阿富汗在联合国会议上对有关危害中国利益的提案弃权或反对达到
11 次。

新华社:《安理会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台案 我代表伍修权严正提出控诉 向安理会提出制
裁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罪行等三项建议》，载《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30 日。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载《人民日报》，1950 年 10 月 1 日。
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解密外交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49—1955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04 页。
其时阿尼和美元汇率约为 40∶1。1955 年阿富汗政府收入达到 13 亿阿尼。这已是马茂德下

台后，达乌德任首相时经济有所发展的数据。由此可见当时阿富汗的贫穷及其政府相当严重的财政
赤字。1952 年阿富汗政府的收入显然小于此数，但阿富汗政府较少公开其收入，1952 年阿富汗收入
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参见《阿富汗王国经济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
档案号: 203 － 00197 － 05。

《阿富汗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2 － 00054
－ 0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Vol． 11，Part
2(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3) ，p．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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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真空，并谋求华盛顿的经济军事援助”，①企图借助美国的技术经济援助

来推行其十年经济发展计划，并平衡苏联的影响，以稳定其政权。
另一方面，美国出于与苏联在全球进行冷战的考虑，在英国逐步撤出南

亚的情况下欲取代英国，成为在阿最主要的外国势力，企图把阿富汗当作进

攻苏联的军事基地，至少要把阿富汗变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缓冲国”。
1950 年美国《现代历史》杂志就曾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关心阿富汗的原因之

一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将来会有作为进攻俄国军事基地的重要意义，西方国

家是早晚要进攻苏联的，而俄国软弱的部分是它的亚洲部分的回教国家。阿

富汗可以充当苏联亚洲部分一切不满分子的集合地。”②

在美国的拉拢下，阿美关系日益发展。在政治方面，1948 年阿美关系升

格为大使级。美国通过驻阿使馆的活动以及借联合国的名义，和阿富汗的政

治联系愈来愈密切。乃至阿富汗政府各部，包括外交部、内政部和军政部等

关键部门在内，一度都有美国顾问或“联合国”顾问。在外交政策上，也基本

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在经济方面，一方面，美国加大了对阿富汗的经济技术

援助。1946 年 3 月，美国摩里逊·努德森公司承包了坎大哈地区的预算费用

为 1750 万美元的赫尔曼德河水利工程，由阿富汗在二战期间向美国出售紫

羔皮的货款来偿付。该工程全部完成后可灌溉 100 万英亩土地，并可发电 12
万千瓦。但后来发现资金不敷使用，1949 年和 1951 年马茂德两次亲自赴美

为赫尔曼德工程进一步施工求援，并接受“杜鲁门第四点计划”③。于是 1949
年 11 月 22 日美国进出口银行贷给阿富汗 2100 万美元。④ 根据杜鲁门的第

四点计划，1950 年美国在阿富汗设立了“美国驻阿富汗工作代表团”。此后，

美阿之间还签订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技术援助”之类的协定，美国派遣不少

“专家”、“顾问”、“教员”等渗入阿富汗的工矿部、国民经济部、财政部、农业

部、教育部、银行和矿山等。另一方面，双方贸易往来密切。阿富汗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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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第 231 页。
《我驻阿富汗使馆报回关于阿富汗王国首相达乌德访问美国及阿富汗的中立政策和阿美关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988 － 06。
“杜鲁门第四点计划”也称“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因为是 194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总统杜

鲁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侵略计划中的第四点，故名。其主要内容是对亚、非、拉美不发达地区实行经
济技术援助，以达到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地区的目的，是当时实施于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的补充。阿
富汗与美国正式签订这一计划的日期是 1951 年 2 月 7 日。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Vol． 6，Part 2，p． 2006．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Vol． 6 (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 ，p． 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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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紫羔皮几乎全部输往美国，①仅此一项所换得的外汇一度约占

阿富汗全部外汇收入的 80%。美国也出口大量物资到阿富汗。仅就喀布尔

市而言，市场上不少商品是美国货。美国汽车在阿富汗也占绝大多数。配合

着经济活动，美国在阿富汗也大大地加强了文化渗透活动。美国通过“美国

国际合作机构”与阿富汗教育部建立技术合作，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训练阿

富汗的职业青年以及训练小学及中学师资。前一“援助”开始于 1952 年，由

美国怀俄明大学负责; 后一工作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承担。通过这些活动，

美国控制了阿富汗许多学校的教学活动和行政管理工作。美国还以国际合

作署的名义捐助喀布尔大学修建新校舍，设奖学金吸引阿富汗学生赴美留学

等。另外，美国驻阿富汗使馆还在喀布尔设立了图书馆、阅览室和英文班等

笼络一些青年和职员，并向学校赠送书籍。在军事方面，1951 年 1 月美国正

式提出“美阿军事协定”草案: 由美国装备阿富汗六个师，整编阿军并允许美

国在各重要地点修建机场。② 尽管马茂德担心此举会威胁到阿富汗的主权和

独立而没有接受，但此时阿美关系之良好可见一斑。
经过多年的活动，美国在阿富汗的影响日益扩大，培植了一批亲美力量，

加之贫穷落后的阿富汗对美国的经济援助亦有较大期盼，同时在经济上对美

国也有依赖性。这些情况“就形成了美对阿政策一定程度的影响”。③ 再加

上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实力与地位，阿富汗这样弱小的国家不愿也不敢得

罪美国。因此，在美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新中国的态势

下，阿富汗虽多次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朝鲜战争及台湾问题上向

中国示好，但“阿有顾虑”，中阿建交“存在若干困难”。④ 阿富汗出于维护自

身国家利益的考量，就此搁置中阿建交进程。而当时中国考虑阿富汗等“伊

斯兰教国家，我们同它们关系较少，影响也小，工作可以逐步进行”，⑤也放缓

了中阿建交的步伐。

二、柳暗花明———中阿建交问题再次提出

从 1953 年下半年开始，中阿建交进程开始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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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美国外交文件，其时阿富汗紫羔皮出口到美国的数量占其总额的 95%。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Vol． 6，Part 2，pp． 2005 － 2006．

《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203 － 00197 － 06。

《阿富汗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054 － 03。
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解密外交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49—1955) 》，第 604 页。
《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 1952 年 4 月 30 日) ，《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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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阿富汗国内政局发生变化以及阿美关系出现裂痕。马茂德当政六

年后，由于其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始终相当严重，从而引起统

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1953 年 9 月，阿富汗国王查希尔的堂兄达乌德发动政

变并出任首相。达乌德上台后，最初仍然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以得到更多

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美国对阿富汗的战略兴趣却并不大。美国一度认为:

“对美国而言，阿富汗只有很小的或是根本就没有战略重要性。它的地理位

置，再加上阿富汗领导人对苏联能力的认识，表明一旦形势需要，苏联就可以

控制这个国家。”①在美国遏制苏联的“北层计划”②中，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

坦等国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和美国源源不断给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③上与阿

富汗有宿怨的巴基斯坦援助相比，阿富汗获得的经济援助非常有限，军事援

助几乎一无所获。对此，达乌德公开抨击:“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是对

和平和阿富汗的安全的双重威压。”④对美国策动与巴基斯坦缔结军事同盟

的图谋，达乌德也明确表示反对，他指责美巴军事同盟威胁阿富汗的安全，

“阿富汗反对美巴军事条约是完全正当的。”⑤在此前后，1953 年 9 月和 12
月，美国参议员威廉·诺兰和副总统尼克松先后访阿，以提供经济援助诱迫

阿富汗加入中东军事集团。1954 年 1 月美国助理国务卿约翰·杰尼干访阿，

图谋使阿富汗同巴基斯坦就组织“共同防御”联盟进行秘密谈判。由于这些

举措不符合阿富汗的中立外交和不结盟政策，遭到阿富汗拒绝。由此，美国

对达乌德极为不满。在 1954 年甚至传闻美国开始着手进行颠覆达乌德政权

的活动。
阿富汗对美国提供的一些经济技术援助也颇有怨言。不少援助附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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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Mohammad Khalid Ma’aroof，Afghanistan in World Politics: A Study of Afghan － U． S． Relations
( Delhi: Gyan Books Pvt． Ltd． ，1987) ，p． 64．

1953 年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杜勒斯主持下美国国务院制定了第三个中东集体安全计划，即
“北中东司令部”( 或“北层联盟”计划) ，其目的是在中东拼凑成一道“遏制”苏联的“屏障”，完成对社
会主义国家的包围。

1893 年英印政府外事秘书杜兰以武力胁迫阿富汗签订了《关于阿富汗与印度边界的协定》
( 即《杜兰协定》) ，规定了阿富汗东南部的边界———北起瓦罕走廊的南沿，南至伊朗查希丹附近的胡
尔木克，即所谓“杜兰线”。“杜兰线”把原属阿富汗管辖的一千多万普什图族人民一分为二，将“线”
以东的部分并入英属印度的西北边省。1947 年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独立继承了英属印度的这一地
区。自 1949 年起，巴阿双方就该地区的归属问题发生多起冲突事件。这即是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至
今仍是阿巴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敏感问题。参见《中国和阿富汗贸易关系及存在的问题、中阿边界简
况、中阿关系大事记( 1950 年—1964 年) 及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
档案，档案号: 204 － 01327 － 05; 姚大学、闫伟: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缘起、成因及影响》，《西亚非
洲》，2011 年第 2 期，第 5 ～ 10 页。

《阿富汗的基本情况和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2 －00054 －02。
新华社:《印度反对美巴军事同盟的运动日益壮大 阿富汗总理指责美巴军事同盟威胁阿国

的安全》，载《人民日报》，1954 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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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苛刻条件，不仅“未能使阿富汗得到多少好处，反而加深了财政经济危机

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并有受制于美国的危险”。① 原计划三年完工的赫尔曼

德河水利工程由于设计失误，工程进度十分缓慢，不仅一再拖延完工日期，而

且耗费了巨额外汇，仅阿富汗政府所聘用的美国专家顾问每年薪金就达 700
万美元之多，而阿富汗出超所得外汇平均每年不过 350 万美元。但阿富汗政

府如果放弃工程，则前功尽弃; 若继续兴建，则财力不足，经济包袱将越来越

重，对美国的依赖越来越深。因此该工程成为阿富汗政府骑虎难下的严重负

担，在阿富汗官方与民众中被称为“填不满的沟壑”。在万般无奈之下，阿富

汗被迫接受极其苛刻的条件，② 美国才给予了 1850 万美元的贷款。③

在贸易方面，阿富汗对美国也有诸多不满。阿富汗主要出口货物紫羔皮

全部为美国垄断，所以美国在阿富汗对外贸易中举足轻重。但美国不仅肆意

压低紫羔皮的价格，而且大幅减少紫羔皮的进口量，再加上国际市场的竞争，

使阿富汗的紫羔皮出口额大幅减少，从 1949 年的 1600 万美元下降到 1953 年

的 1050 万美元左右。④ 这使本来就很困难的阿富汗经济雪上加霜。这些因

素导致阿美两国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第二，阿苏关系不断改善。二战后，美国势力迅速侵入阿富汗，阿苏关系

一度较为冷淡。达乌德上台后，尽管阿富汗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仍然是中立

的，但仍把美国作为平衡苏联影响的一个重要砝码，同时希望继续得到美国

的援助。但是，其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其迫切地需要外国资金和技术，当

然也由于美国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支持巴基斯坦的立场，迫使达乌德不得

不转向苏联，和苏联进行更密切的接触和来往并获取帮助。并且，同苏联接

近后，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使美国的援助降低条件，从而不会轻易地落入美

国的控制。与此同时，1953 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推行主动灵活的外交

政策，并适时地抓住时机，努力扩大对阿富汗的影响，以期打破美国在中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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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203 － 00197 － 06。

美国提出的借款条件是: 第一，阿富汗可将此款用于保障阿富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美
国专家将有最后决定权; 第二，美国专家将控制所有的工程; 第三，此款的所有支出均由美国专家控
制，美国专家可到阿富汗的各个部门了解情况; 第四，所有机器与装备均需通过美国进出口银行在美
国购买，并需直接支付给出口商。美国不仅要通过这些条件控制该项工程，而且要借此渗入阿富汗政
府的各有关部门。参见《我驻阿富汗使馆回报关于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纠纷及美国在阿富汗的活
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776 － 01。

《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访问美国及阿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105 － 01179 － 03。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Vol． 11，Part
2，p． 1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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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圈，确保苏联南面的安全。因此，阿富汗和苏联的关系迅速升温。
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苏联就给阿富汗提供了诸多技术上和财政上

的帮助，且承诺不附加任何条件。1953 年 12 月 24 日，苏联和阿富汗两国经

过谈判，在喀布尔签订了 1954 年的贸易议定书。“议定书”规定: 苏联将输给

阿富汗石油产品、金属、糖类、化学品、药品、棉织品、汽车和其他设备; 阿富汗

将输给苏联羊毛、棉花、皮革、干果和各种含油种子。① 两国的贸易额由此不

断增加，1954 年比 1950 年增加了一倍多。1954 年 1 月，苏联给予阿富汗 350
万美元的低息贷款，规定由苏联供给建立面粉厂、轧棉厂、油库和架设电报电

话线的机器装备和技术援助，阿富汗则以出口货物分五年偿还。② 1954 年 1
月 27 日，苏阿两国又在喀布尔签订了一项由苏联政府贷款给阿富汗政府的

协定，以帮助阿富汗建设两个设有起卸机装备的谷仓、一家磨粉厂和一家机

器面包厂。③ 1954 年 2 月 9 日，联合国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举行会议，讨

论亚洲和远东的经济情况。会后，苏联代表邀请阿富汗代表在 1954 年 9 月

和 10 月间到苏联进行一个月的访问，了解苏联的经济发展情况，以便发展贸

易、缔结互相购货的长期合同和研究给予技术援助的具体要求。④ 1954 年 10
月，苏联又贷款 210 万美元给阿富汗修筑喀布尔市街，并派专家协助阿富汗

建设生产柏油和混凝土的工厂。“苏联大规模的真诚援助给阿富汗很多好

处，使阿富汗向社会主义阵营逐渐靠拢。”⑤

在苏联加大对阿富汗经济技术援助的同时，苏阿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所

发展。1953 年 12 月，由前喀布尔大学校长阿纳斯率领的阿富汗文化代表团

访问了苏联。翌年以苏联科学通讯院士塔利津教授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

亦应邀到阿富汗作友好访问。正是由于“苏、阿关系很好，中阿建交的政治上

的障碍不存在”，⑥ 使中阿建交进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第三，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积极推行睦邻外交政策，以创造一个和平安

定的周边环境。1953 年 7 月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把中国看做是比苏联更危

险的敌人，对中国的遏制与孤立更加不遗余力。美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双边

或多边的“共同防御条约”，形成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月形”包围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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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新华社:《苏联和阿富汗签订一九五四年贸易议定书》，载《人民日报》，1953 年 12 月 28 日。
《阿富汗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0054 － 03。
新华社:《苏联和阿富汗签订贷款协定》，载《人民日报》，1954 年 2 月 2 日。
新华社:《苏联代表在联合国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上发言 苏联准备和亚洲各国缔结长期

购货合同》，《人民日报》，1954 年 2 月 15 日。
《阿富汗首相达乌德访问美国及阿美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105 － 01179 － 03。
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解密外交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49—1955) 》，第 6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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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加紧了安定周边四邻的外交工作，从而为新中国的

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1953 年 12 月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即着眼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1954 年，中国与印度、
缅甸等国共同倡导并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付诸处理国家关系的实践，并通过

出席日内瓦会议，充分展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大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

新中国的分量。此后，中国又屡次表示:“我们也认为上述和平共处的五项原

则，应当同样适用于我国同锡兰、巴基斯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之中和

一般的国际关系之中。”①这些举措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断提高，也赢

得了周边国家的好评，获得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的支持。由于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符合阿富汗的国家利益和中立政策，“阿富汗继印度、缅甸、印尼之后，

赞成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②从而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共同基础，使阿

富汗看到了中国妥善处理周边关系的诚意，有利于打消其对华建交的疑虑，

而且与新中国建交，也有利于拓展其政治生存空间，提高其国际地位，从而使

其对同中国建交抱积极态度。于是，1954 年 1 月 30 日，阿富汗新任驻巴基斯

坦代办阿提克拜访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声称阿富汗政府拟于当年派使节来

中国，和中国商谈建交事宜。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印度的外交政策对阿富汗也有一定影响。

因为阿印在南亚有着共同的战略对手———巴基斯坦，因而“阿政府对于国际

重大问题的态度，往往先看印度的做法，而后表态。”③而这一阶段中印正处

于“蜜月期”，这更进一步坚定了阿富汗与中国建交的决心。

三、乘风破浪———中阿顺利建交

在 1954 年 1 月阿富汗对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表达了正式建交意愿的试

探之后，由于美国一度加紧对阿富汗的拉拢，此后阿方数月中从未提及此事。
而中方考虑到中国和阿富汗是邻国，历史上有着长期的友好往来，从无利害

冲突; 而在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彼此又曾互相支持; 新疆毗邻阿富汗，许多

风俗习惯相同，新疆的建设和进步对阿富汗人民有很大的影响; 同时为打破

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故决定主动采取措施，争取尽早实现中阿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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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1954 年 9 月 24 日。
《阿富汗王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

号: 203 － 00197 － 06。
《近年来阿富汗同印度关系的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 105 －

01506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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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 2 月中国外交部接到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的报告后，即于当月和 8
月，两次致电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要求他们同阿富汗

外交人员进行接触，对中阿建交问题进行探询、研究。经过接触，袁、韩均认

为“与阿建交有必要有可能”①。而且韩念龙向外交部建议“由于苏、阿关系

很好”，中阿建交谈判“在莫斯科进行似更方便”。②

9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鉴于目前和阿建立正常外交关系，有重大战略

意义，且有一定的可能”，指示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温

宁和驻印大使袁仲贤即与阿富汗商谈交换使节的问题，准备“三管齐下”尽早

解决中阿建交问题，并决定派韩念龙拜访阿富汗驻巴代办，向其表示，“奉我

国政府指示，我国愿与阿富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就此问题与阿富汗政府

进行谈判。请他报告政府，并予答覆。”而谈判的地点，“我可提出喀喇蚩③，

征求阿方意见，如阿方提出其他有我使馆的地方，亦可同意。”④其时，考虑到

阿富汗与国民党当局早已断绝关系以及“阿在联合国有关我国问题上，均未

采取与我敌对的态度”，符合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基本原则———“凡与国民党反

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

建立外交关系”。⑤ 因此中国外交部决定“原则上简化关于建交的谈判，直接

提出我国愿与阿富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使节”。⑥

接到中国外交部的指示电报后，9 月 13 日韩念龙即拜访阿富汗驻巴代

办，说明来意后，阿富汗代办“即对我提议表示欣悦与感谢。并称: 彼将报告

其政府，希望能于短期内建立外交关系。”⑦对于谈判地点，阿富汗代办个人

表示可在卡拉奇进行，并准备在 9 月 17 日阿富汗外交大臣路过卡拉奇赴联

合国开会时商谈此事。此后恰逢阿富汗代办回国休假，其间曾就中阿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问题请示其首相达乌德和副首相阿里及其他大臣，他们均十分欢

迎中方提议，决定具体磋商事宜等外交大臣纳伊姆自联合国回来向内阁提出

并通过后正式通知中国政府。不久，阿富汗外交部通知其驻巴使馆，让其通

过中国驻巴使馆告知中国政府:“阿政府已接受我建议，同意中、阿建立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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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正保、王景堂、黄韬鹏:《解密外交文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49—1955) 》，第 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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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关系、互派使节。”且“阿方意见目前两国互派公使而非大使”。与此同

时，“阿政府指令阿驻德里大使与中国驻德里大使具体商谈签约问题”。①

11 月 30 日阿富汗驻巴一等秘书代办访问中国驻巴使馆，将以上阿方态

度与决定告知中国驻巴使馆。当日，中国驻巴使馆临时代办郑为之就转报中

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印使馆。12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致电中国驻印使馆临时代

办申健和郑为之，决定中国驻印使馆“可主动问阿使节”，“进行商谈”建交事

宜，并指示驻印使馆可采取下列步骤:

( 一) 对阿方同意和我国建交表示欢迎。同时表示希望此次双方接触即

作为正式谈判，征阿方同意。
( 二) 阿方在巴已提出互派公使，经部考虑，认为目前中阿互派公使是适

当的，可予同意。如阿方提出互派大使，亦可同意。
( 三) 此次与阿谈判有结果，因此应向阿方提出此次商妥后，最好发表公

报。阿方如同意即商定时间，两国同时发表。
( 四) 至于我派去使节人选问题，部正商量，不妨先与阿方谈及，待定后再

按照惯例征求阿方同意。②

此后，关于建交事宜的交涉、谈判主要由两国驻印度使馆进行。
接到 12 月 9 日中国外交部的指示，中国驻印使馆即主动与阿富汗驻印

大使接触两次，不巧的是阿富汗大使正处病中。18 日上午阿富汗驻印使馆

一等秘书马可木耳③回访，称“阿内阁已经决定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并互派公使”，“此次接触即作为正式谈判建交程序的开始”。他

还询问“关于下一个步骤应如何进行”。对此，中国驻印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建

议“程序上可以比较简单些”:“第一我们互通照会，拟定建交公报，商定分别

在北京及喀布尔公布时间，该公报之草稿如你认为需要我可先拟定供你考

虑，第二双方提出使节人选，并征双方政府同意后公布。如阿富汗政府愿意

互相互换大使，我们也不反对，对以上步骤你有何意见我们仍愿考虑。”马可

木耳表示“愿将此意立即电告阿政府”，并“由信使带书面报告给阿政府，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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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指示立即告知”。①

12 月 31 日，阿富汗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可木耳告知申健已收到指示，阿富

汗政府“决定在一月二十日同时在北京及喀布尔宣布中阿正式建交，并经阿

富汗内阁决定中、阿均将成立大使馆”。阿富汗内阁之所以改变成立公使馆

之前议而决定互相建立大使馆，“主要因为: 第一中国系世界大国; 第二中国

系阿富汗之友好邻邦。”对此，申健“表示欢迎并即报告政府”。双方还商定

1955 年 1 月 1 日中方送一照会给阿富汗驻印大使提出建交公报内容草稿，阿

方由信使送回阿富汗，等阿富汗国内批复后再以正式照会的方式回复中方。
1955 年 1 月 1 日，中国驻印使馆正式照会阿方: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程序问题。经

过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及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德里两次友好和愉快地商

谈，现双方已同意即将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至于在两国首都同时发表公报的时间订于 1955 年 1 月 20 日，我已报告

我国政府，一俟得到答复，当即奉告。
兹谨附上该项公报草稿全文，请转告贵国政府。如蒙同意，请即惠覆。②

收到驻印使馆的报告后，1 月 3 日，中国外交部即致电中国驻印使馆:

“同意于一月廿日在北京和喀布尔同时发表中、阿建交公报。”1 月 13 日，阿

富汗驻印大使来照会称，“两国建交公报内容阿政府完全同意我方所拟草稿，

并订于本月二十日同时在北京与喀布尔公布”。③ 1 月 20 日，两国正式发表

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基于增进双方关系的共

同愿望，双方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王国之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

并互派大使。”④至此，新中国与阿富汗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阿建交后，双方又就大使人选进行了一番磋商。1955 年 2 月 15 日，中

国外交部致电驻印大使袁仲贤:“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决定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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钰为驻阿富汗大使，请你即约见阿驻印大使，请其转达阿政府征求同意。”①3
月 2 日，阿富汗驻印大使以备忘录交袁仲贤，同意中国驻阿大使人选，表示阿

富汗驻华大使不久当可任命，但未谈及时日或人选。6 月，丁国钰大使到任。
9 月底，阿富汗外交大臣纳伊姆致丁国钰照会，决定“阿富汗现驻巴格达公使

阿卜杜尔·沙玛德( Abdul Samad) 已被调职并被任命为阿富汗驻北京大使”，

“希望你惠将上述决定尽速通知你国政府，以便接纳对他的任命”。② 10 月 9
日，中方复照表示同意。1956 年 1 月，阿富汗首任驻华大使阿卜杜尔·沙玛

德抵达北京。

结 语

总的来说，中国与阿富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过程虽有波折，但还是比

较顺利的。尽管阿富汗在承认新中国后有颇多顾虑，但其国内国际的局势变

动、美阿关系的松动及苏阿关系改善和中国的积极主动，使两国最终走到了

一起，共同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局面。不得不提的是，中阿建交还开创了中

国建交史上的一个先例。中阿建交后，阿富汗驻印使馆一等秘书马可木耳建

议“中、阿两国外长就建交互相通电祝贺，若我同意，通电的时间为一月二十

五日”，“若毛主席与阿国王能互通电则更佳”。“为了争取阿对我之友好”，

中方同意两国外长互相致电祝贺，而“主席与阿国王互通电似无必要”。③ 1
月 25 日，两国外长互相致电祝贺，开创了中国与他国建交后两国外长互致贺

电的先例。中阿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

利益和愿望，而且将使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和和平合作关系得到发展”，“必

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也再次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

和平共处，而且能够发展彼此之间的和平合作关系”。④ 从此，中阿两国友好

合作关系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编 辑 毛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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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 －Afghan Relations
Zhang An ＆ Zhang Mingxia

ABSTRACT: On January 12，1950，Afghanistan recognized the People’s Repub-
lic of China，and expressed its desire to establish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hina．
Not long after，Afghanistan stalled this process，citing domestic financial difficul-
ties． While this did reflect the reality in Afghanistan，there are deeper reasons as
to why progress was stalled that are worth considering: first，while the Afghan
government insisted on maintaining a policy of neutrality，it also made the en-
hancement of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mainstay of its foreign policy; sec-
ond，in order to contain the USSR，the United States pulled Afghanistan closer，
resulting in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U． S． – Afghan t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U． S． efforts to isolate，blockade，and contain the new China and out of consid-
eration of its direct national interests，Afghanistan suspended the process of estab-
lishing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1953，changes
in Afghanist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a fissure in ties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the U． S． result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Afghanistan and the U．
S． S． R． As China was then positively advancing friendly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during this“honeymoon period”between China and India，space
opened for a shift in Sino － Afghanistan relations． After a series of political dia-
logues and diplomatic talks，on January 20，1955 China and Afghanistan issued a
communique on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ties，beginning several
decades of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KEY WORDS: PRC; Afghani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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