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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信任 面向 2 1 世纪

—
在中俄 55 周年友好历程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的发言

李凤林
余

近年来
,

中俄关系在所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

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
,

中俄关系处于双方三百年交

往史上的最好时期
。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双方世代友好
、

永不为敌的思想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

来
。

与其他大国关系相比
,

中俄关系具有牢固
、

稳定
、

不以形势为转移
、

对 战略 目标存在共识
、

两国公众

广泛认同等显著特点
。

两国的合作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
,

从就世界战略稳定与安全进行磋商
,

到边境地

方代表为解决实际问题举行定期会晤
。

两国国家元首
、

政府总理
、

司法机关
、

各种政府间委员会之间的

定期会晤机制顺利进行
;两 国外交部所有对应部 门

,

包括人事部 门和管理部门之间经常举行会谈和磋

商
; 两国在所有 国际问题上进行着富有成效的协作

; 经济合作得到拉动
;
军事技术合作进展顺利

;
人文领

域的交往有所扩大
。

本次研讨会是在两国建交 55 周年之际举行 的
。

5 5 年里两国关系经历 了不同阶段
,

从兄弟般的友

谊
、

军事政治同盟到相互猜疑
、

敌对
、

乃至边界上的军事冲突
。

导致我们关系曲折的主要原因之一
,

我认

为
,

是缺乏相互信任和对民族利益的不正确理解
。

近 15 年来
,

中俄两国通过艰苦的探索
,

吸取历史的经

验教训
,

建立了新型的国家关系
,

即面 向 21 世纪 的
、

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

这种关系的特征

是
:

不结盟
、

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国
。

两国在平等
、

友好
、

相互尊重和理解
、

相互支持稳定与发展以及顾及

对方利益的基础上建立关系
。

这种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

符合冷战后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总体趋势
。

有鉴于此
,

我希望在这里谈几个问题
,

对这些 问题的正确理解将有助于两国间的相互信任
。

我谈三

个问题
,

即所谓 的
“

中国威胁论
” 、 “

非法移民
”

和
“

中国的领土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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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威胁论
”

源于西方而为俄罗斯一些人所接受
。

俄罗斯的中国问题研究者 描述 了中国在未

来 10 一 15 年后几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

包括推行霸权和陷人危机与分裂
,

而
“

后者对于俄罗斯来说是更加

危险的
” 。

在承认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
,

他们强调说
, “

与俄罗斯相 比
,

中国还处于相当早

的现代化阶段
” , “

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至今还 比俄罗斯低
” , “

中国的现代化只限于部分地区
” 。

这些

说法都对
。

那么问题在哪里 ? 原来
,

按照他们的说法
, “

中国的民主化对俄罗斯是最有利的
” ,

也就是说
,

他们不喜欢 中国的所谓极权政治制度
。

这些作者 由此得出一个长远的政治一战略结论
,

建议莫斯科放

弃
“

利用中美 日矛盾玩政治游戏的打算
” ,

实行 明确的政治方针
, “

与华盛顿和东京进行包括政治军事领

域在内的合作
,

以抵消 中国不 良发展带来的潜在威胁
” 。

诚然
,

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才刚刚起步
,

还需要

多年时间来解决政治
、

经济
、

生态等问题
。

但这种假想 的
、

说得神乎其神的
“

中国威胁论
” ,

至少 目前不能

被视为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

至于说到霸权
,

或者说中国
“

在实现武装力量现代化并在经济发展上取得巨

大进步以后将在亚太地区推行 以军事力量为后盾 的扩张政策
” ,

以及
“

中国外交政策可能确立霸权原

则
” ,

则这样的假设只能视为冷战思维的残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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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移民
”

是部分俄罗斯精英
,

尤其是与中国毗邻地区领导人喜欢的话题
,

而且他们常常将此

与两国间的领土问题联系在一起
。

这种论调动辄在俄罗斯媒体
、

政客的声 明中泛起
,

特别是在参加竞

选
、

借此表现爱 国主义之时
。

关于中国人 向俄罗斯远东地 区
“

渗透
”

的规模
,

有各种
“

富有想像力
”

的数

李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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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从数十万到五百万不等
;甚至还流传着这样一种无稽之谈

,

说什么中国中央政府制定 了 一个移民俄

罗斯的计划
,

目的是对领土的实际控制
,

并且他们还往往以两国边境地区人 口的不平衡为借 口
。

现在让

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

俄罗斯不像美国
、

加拿大或是澳大利亚
,

她不是移民国家
。

俄罗斯从来

不曾有过大规模的移民区
。

沙俄时期
,

远东大约有 30 万中国人
,

其 中大多取得了俄国国籍或作 为无国

籍者居住在俄罗斯
。

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国籍
,

但拥有居留证
,

这些人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在俄罗斯工作的劳工及其后代
,

以及很久以前就居住在那里的中国人 众所周知
,

苏联时期中苏边境

是关闭的
,

除 了官方人员
,

其他人实际 上不可能穿越边境
。

而生活在苏联边境地区 的中国人
,

一部分被

迁往内地
,

沃尔库塔地区
,

另一部分被当作潜在的特务关进集中营
。

根据 19 8 9 年人 口普查
,

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移民约有九千人
。

中国人的大量涌人开始于 9。年代初
,

这就是所谓的
“

倒爷
” 。

必须强调的是
,

这些人到俄罗斯去是为了销售商品
,

而不是为了定居
。

根据俄官方

资料
,

在远东定居的中国人总共只有几百人
,

而且主要是由于家庭关系
。

所谓
“

非法移民
”

问题的产生
,

指

的无非是那些逾期未返回中国的
“

倒爷
” 。

他们并不打算留在俄罗斯
,

因此不能视为移民
。

众所周知
,

在俄

罗斯
,

除了极少例外
,

外国人实际上不可能取得俄罗斯国籍
,

即使是居留证也难 以获得
。

但俄罗斯的
一

些

人混淆了
“

人员流动
”

与
“

移民
”

的基本概念
。

现在
,

每年有约一百万俄罗斯人来中国
,

也有大致相同数量的

中国人去俄罗斯
,

但中国并未把这视为俄罗斯移民
。

俄罗斯人的这种恐惧由来已久
,

那就是远东的边界没

有最终划定
。

某州长甚至夸大其辞地讲
,

俄罗斯不能让得克萨斯的历史重演
。

难道我们还生活在殖民时

代吗 ? 这种陈旧的思维模式不该抛弃吗 ? 我希望
,

随着边界问题的最终解决 (这有望在今年实现 )
,

无论是
“

移民问题
”

也好
,

还是
“

领土要求
”

也罢
,

都将不再成其为问题
。

据我所知
,

目前正在成立一个政府间移民

问题工作组
。

非组织贸易问题的解决也正在商讨之中
,

这些都有助于两国相互理解的加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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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问题至今仍是俄罗斯某些人手中的一张牌
,

被用于在两国间散播不信任感
。

他们津津乐道

的论题是
:

在中国的教材中某些俄罗斯领土被涂成另一种颜色
,

这就证明了中国的领土要求 对此该如

何回应呢 ? 这是问题 的两个方面
:

历史的和现实 的领土 问题
。

说到 中俄边界形成的历史
,

要 上溯到

1 68 9 年尼布楚条约
,

双方对该条约的性质存在争议
。

中国认为它是平等的
,

而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认

为它对俄罗斯是不平等的
。

19 世纪
,

一些世界强国
,

包括俄罗斯在 内
,

趁中国衰弱之机
,

通过各种条约

瓜分中国领土
。

中国人认为这些条约都是不平等的
,

是凭借武力强加给中国的
。

对这一时期中国历 史

的阐述
,

是得到世界公认的
,

无论在俄罗斯
,

还是在苏联的历史文献中都没有引起过置疑
。

但是从 正96 4

年准备进行边界谈判起
,

苏联领导人发出指示要重新审视俄中边界形成的历史
。

在 目前 已知的
一

些秘

密档案资料中(我手里就有复本 )
,

苏联领导人指出
, “

苏联教科书
、

学术文献和地图对苏中边界形成历史

的阐述是不正确的
” ,

并列举 了各种
“

错误
更,

的书籍
,

包括百科全书
、

学术书籍和一些教材
,

并指示苏联科

学院
、

外交部和各出版社根据苏联领导人的
“

新观点
”

出版新著作
,

为沙俄侵华政策辩护
。

这些档案材料

所标年份为 1 964
、

1 96 9
、

19 7 2 和 1 9 7 8 年
。

一些俄罗斯学者至今仍在依据对中俄关系某些历史时期的评

价来论证
“

中国的领土要求
” ,

他们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秘密文件
。

显然
,

要求中方根据邻 国的所谓
“

新观

点
”

重新审视历史
,

至少是不恰当的
。

这些分歧只应停留在历史和学术的层面上
。

另外一方面是现实的领土问题
。

还在 19 64 年边界谈判之前
,

中国就在政府声明中阐述 了关
一

于划分

中苏边界的立场
。

这些声明的关键在于
,

尽管 1 9 世纪签订的条约对 中国是不平等的
,

但 中国准备在条

约基础上解决边界问题
。

其后持续了 4。多年的谈判正是由于中国的这一明智态度才终于结束
,

多年来

成为纷争之源的边界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

关于双方都不提出领土要求的条款也写人中俄两国 2 0() 1 年

签订的条约之中
。

领土问题终于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

而那些一而再
、

再而三地利用这一问题做文章

的企图
,

只能视为是不愿看到中俄两国和睦相处
。

更糟糕的是
,

如果这类企图来 自比其他人更了解内情

的中国问题专家
,

就可能对公众造成误导
。

在多元化的世界里
,

对别国政策的评判存在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情
,

但同时不能忽略一个重要的

事实
:

中俄友好合作是 由两国的切身利益所决定的
,

这是两国的民族利益所在
。

在保留所有 可能分歧的

同时
,

努力巩固两国的友好合作
,

这是俄罗斯的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的崇高使命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

以上所说并非俄罗斯 的主流
。

何况
,

作为一个对俄罗 斯多少有些 了解的中国

人
,

我可 以证明
,

俄罗斯的社会舆论正在发生有利于对中国友善的积极变化
。

我们所面临的共 同的任

务
,

就是以自己的工作来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
。

因此
,

我想 向在座诸位呼吁
:

勿将历史问题现实化
,

勿将学术问题政治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