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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夏天，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

首次亲率苏联代表团赴华进行国事访问，

当时双方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存在分歧，顾

达寿担任苏方翻译。他说“深知毛泽东知

识渊博，谈吐非凡。”会谈前，他担心“赫鲁

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他分析，

“从会谈始末给我的印象来看，我感觉到

毛泽东是看不起赫鲁晓夫的。据我后来

了解，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内部会

议上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讥讽他是‘不读

书不看报专靠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誉的

大党阀’”。

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向毛泽东介

绍了关于苏联将调整的对外政策，包括与

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

的外交政策；关于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根

源”这个问题的重新评论；关于苏联对中国

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

不同看法。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阐述了自

己的看法，并且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苏共

中央的观点。赫鲁晓夫的观点立即遭到毛

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对一系列政治敏

感问题的鲜明立场，使赫鲁晓夫明显感觉

到谈判的气氛对苏联方面不利，但是，他无

法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苏联的观点，也没

有过多地与毛泽东争论。接着，赫鲁晓夫

提出关于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苏

联在中国设置“长波电台”这两个重要问

题，请中国领导人考虑，这是赫鲁晓夫此行

来北京与毛泽东谈判的主要目的。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谈论了苏联将要

实施的这个战略性计划的理由，以证明苏

联的这个计划是对中国最大的军事援助。

然而，毛泽东不等赫鲁晓夫说完就立刻严

正指出：苏联实施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对

中国主权的蓄意侵犯。顾注意到，毛泽东

慷慨激昂地说完这些话，瞪了赫鲁晓夫一

眼，于愤愤不平中竟忍不住骂出声来。这

时，顾当然不能对赫鲁晓夫翻译毛泽东骂

他的话，但此刻赫鲁晓夫已经坐不住了，他

显得非常烦躁不安，并且似乎感觉到毛泽

东刚才是在骂他什么。于是赫问顾：“毛泽

东刚才是不是在骂我？”顾不便直译，只好

说：“毛泽东说的是生气的话，但他不是骂

您。”他半信半疑地看着顾，又看着毛泽东，

也对顾低声说出一句难听的俄语。这时，

顾听见在场的中国翻译将顾与赫鲁晓夫的

对话也悄悄地翻译给毛泽东听。这时，毛

泽东反而平静地笑了，对赫鲁晓夫朗声说

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对原则问题是不

让步的，这个原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真理。看来我们之间有些原则分歧还要继

续争论下去啊！”

会谈结束时，赫鲁晓夫依然沉默着。

毛泽东则微笑着对他说了声再见。这时，

赫鲁晓夫才从沉思中站起身来，迎向前去，

无可奈何地与毛泽东握手告别。顾达寿将

这两次会谈的真实情况在本书的《毛泽东

与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纪实》一文中作了披

露，并且根据其观察和感受对苏中关系的

演变作了分析。读者从中可以管窥到苏中

关系在那个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的缘由始

末。

“赫鲁晓夫恐怕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系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录。他于20世纪50年代初

至70年代初曾作为前苏联外交部特使在中国前后工作了12年，从普通译员一直到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首席翻译，曾亲历新中国

建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前苏联驻华大使首席翻译独家揭秘前苏联驻华大使首席翻译独家揭秘

中苏高层会晤中鲜为人知的内幕中苏高层会晤中鲜为人知的内幕
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字：顾达寿）多次担任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前苏联领

导人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等重大会晤的翻译。《直译中苏高层会晤》一书中对某些历史事件作了客观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

联与中国领导人高层会晤中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的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和轶闻轶事。

邓小平为恢复苏中友
好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
第一步

据顾达寿在书中所述，勃列日涅夫之

后的苏联领导人，不论是安德罗波夫还是

契尔年科，都曾经考虑与中共新的领导人

通过对话和会谈来消除隔阂和分歧，谋求

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顾在书中也深刻

地指出，从勃列日涅夫执政之日起，当年

苏联的老人政治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国

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优化和改革，一些

老一代的苏共领导人依然墨守着僵死的

教条和观念，他们未能及时思考和解决如

何制定新的对内对外政策，特别是研究如

何妥善处理和改善苏中两国的外交关系

等重大问题。因此，改善苏中关系、恢复

苏中友好的历史使命实际上落到了两国

新一代领导人的肩上。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已经看到了戈尔

巴乔夫施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失败，于是他

试图从经济体制上推行全面的“私有化”

改革，而且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作者

还清醒地指出，而这时候，他看到了中国

的快速发展，经过拨乱反正和医治“文革”

创伤之后的中国，在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

中已经走在俄罗斯的前面。顾认为中国

改革的成功得益于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核

心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魄力和

胆略，是他为国家制定了先从经济体制着

手改革的长远规划，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这使中国迅

速改变面貌而令世人瞩目；是他为恢复苏

中友好关系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他的

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本书作者在中国

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与邓小平素有交往，他

在书中写道：“至今我仍记得他可敬的音

容笑貌。”作者的更多的回忆都写进本书

中《百年回忆邓小平》一文。

据《北京日报》

1964年 10月，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

涅夫当政。1964年10月30日，勃列日涅夫

邀请中共代表团来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

命47周年的庆祝活动，借以缓和苏中两党

的不正常的关系。周恩来亲率团赴莫斯

科，然而，其间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以

至于周恩来宣布要提前回国。起因是在11

月7日，当苏联领导人会见各国代表时，苏

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走到周恩来跟

前，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接着突然冒出

一句令人感到惊讶的话：“我们已经把我们

的一个笨蛋赶下了台，现在轮到你们……”

顾达寿试图打断他的话，但并没起作用。

马林诺夫斯基毫无顾忌地说，“该把你们的

笨蛋赶下台。”周恩来当即表示抗议，苏共

高层为此多次道歉，周恩来勉强待够一

周。这次非正式的谈话中影射诋毁毛泽东

的事件，一个没有公开的历史插曲实际上

已经破灭了苏中两党和解的可能。本书中

《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一文真实地披露了

顾目击的这个历史镜头。

周恩来为什么要宣布突然回国

在书中，新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悬而未

解之谜，均属国内首次披露。如，1971年林

彪“7·13”事件爆发时，顾达寿正在中国，坠

机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部立即指示驻华

使馆尽快了解情

况。于是，顾达寿

前往蒙古了解真实

情况。书中，他透

露“我看见飞机残

骸上有枪击的痕迹，而且可以判断子弹是

从机舱里射出的。我们无法猜测飞机坠落

前，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飞机上九具

尸体全部被烧毁，为了确认无误鉴定林彪

尸体的真伪，顾达寿提议通过检验牙齿来

确认，因为林彪曾经在苏

联就医期间治疗过牙齿，

苏联保存了其牙齿档案，

于是莫斯科指示，现场取

下林彪头颅，同时收集飞机残骸标本和有

参考价值的物件送往莫斯科。据顾达寿回

忆，后来，莫斯科方面很快确认了死者林彪

的身份，“我想他的头盖骨应该现在还保存

在莫斯科。”但是至于林彪为什么“叛国”等

等，莫斯科没再传来任何消息。

书中披露诸多悬而未解的历史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