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百年：
改变世界格局 昭示人类方向
中国近代史的屈辱记忆和抗争细节，在这片中西混搭的建筑间回荡，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在盛世强烈的对比中迸发着自豪。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共一大纪念馆6月初在上海开馆。其新建展馆与中共一大会址同为石库门建筑风格。
100年前，中共一大在法租界一幢石库门建筑里开幕。旧上海遍布石库门建筑的租界，被称为“国中之国”，是列强侵略欺凌中国的标志，也是弱肉强食、丛

林法则的国际格局缩影。
那时，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之问。与会的代表们相信，马克思主义能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进而建立理想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
100年后，人类依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世纪抉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可有效解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
纵观100年，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明确昭示着人类发展方向。

（一）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外交

官，102岁的康岱沙现居的北京
东交民巷，至今仍保留着不少
当年帝国主义国家使馆的旧
址，记录着近代史上中国遭受
的欺凌。

1901年，清政府签订的《辛
丑条约》把这里划为帝国主义
国家的治外法权之地，行政管
理权完全归属外国使馆，中国
政府无权过问，中国军队不得
进入。

1949年2月北平解放后的
入城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开着
坦克、炮车隆隆驶过东交民巷，
身后是一面面低垂的外国国
旗。看此情景，许多夹道欢迎
的群众不禁热泪盈眶。

当年，立志当新中国外交
官的康岱沙感叹：“中国的‘弱
国无外交’时代将一去不复返

了。”
这个场景不仅揭示中国命

运的深刻改变，也意味着弱肉
强食、丛林法则的国际格局开
始发生重大变化。

从诞生到领导建立新中
国，中国共产党不断扩大对外
交往，不断影响世界格局。

193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取得了二
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翻开了中
国人民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对
外交往史的重要篇章。

今年4月中旬，延安晴空万
里、群山青葱，标志性建筑宝塔
巍然矗立，一支由10个国家留
学生组成的团队到此参观。他
们在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
曾到过的地方驻足凝思。

中共中央曾前后13年以延
安为中心领导中国革命。“在那
个年代，通过斯诺的客观报道，

西方世界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中
国共产党。”哈萨克斯坦留学生
张诺说。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穿越国民党层层军事封锁
到达陕北，“红色大门”开始向
世界敞开。

斯诺在陕北采访了4个月，
与毛泽东彻夜长谈；走入最偏
僻 村 庄 ；在 暗 淡 油 灯 下 写
作……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
形象随着他的报道呈现给
西方。

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
书中，中国共产党员们是这样
的形象：常吃不饱肚子，却拥有
坚定信仰，带领一个被压迫的
民族寻求解放，脑子里思考的
是如何让全人类不再有压迫与
剥削。

在斯诺这次访问5年后，中
国共产党在延安组织召开18个

国家130多名代表参加的“东方
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组成东
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盟址
设在延安。延安成为世界瞩目
的东方反法西斯斗争中心。

延安的电波讯号，也影响
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走势。

1944年9月开始，一个个发
自延安的无线电讯号被美国方
面捕捉并记录下来，并每日汇
编成册，分送给政府高层。

那是当年9月1日正式开播
的新华社英文每日电讯。从
此，美国决策层了解到了中国
华北战场的真实情况。此前，
他们的主要信息源是日本军国
主义控制的日本同盟通信社。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艰
苦牺牲和重大贡献，也引起了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注。

1944年7月和8月，美军观
察组分两批抵达延安。实地考

察后，他们在发回国内的报告
中大胆预言：“未来的中国属于
中国共产党。”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的胜利结束，是近代以来
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斗争，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
的历史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在
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
作用。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窑洞里
的预言，1949年10月1日成为
现实——— 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
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建
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改变
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还冲破了
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改变了
世界政治格局，重塑了中国与
世界关系，对世界历史进程产
生了深远影响。

（二）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

致力于推动构建有别于西方国
际关系范式的新型国际关系。

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
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
系到雅尔塔体系，西方政治文
化对权力与利益的追逐，给近
现代国际关系烙上了弱肉强
食、丛林法则、强权政治、大国
争霸的西方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立即执行
了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
方针，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
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此后10年
间，中国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
建立起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全面合作和互助为特征的
新型国际关系。

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
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

兴民族国家中获得广泛认同。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的成功理论实践。

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
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关闭了
22年的中美两国交往大门重新
打开。“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
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了中美
关系发展和世界形势变化。

50年后，当年访华的美国
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之一康妮·
史维利斯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
新。在中国的一周，美国乒乓
球队跟中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友
谊赛，还参观了长城等景点。
在康妮的记忆里，中国人很
友好。

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
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五星
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

从此，中国作为联合国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
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
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
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
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
克松访华。1979年，曾在朝鲜
战场上交锋的中美两国正式
建交。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
开启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
共产党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
的外交实践，坚定奉行独立自
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
平的外交政策，开始推进超越
意识形态的全方位外交。

1985年，邓小平明确提出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
大问题”重要论断。中国共产
党至今坚守“和平与发展的时
代主题不会改变”的重大判断。

到了世纪之交，中国建立
起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

系新格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和斗争中日益主动，国际战略
空间不断扩展，国际影响力持
续提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全球权力结构发
生着“东升西降”变迁。全球性
的风险和挑战也日益凸显———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
和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
头，全球治理失衡、失序、失灵、
失能缺陷时常外露，治理赤字、
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的消除还看不到最后期限。

春天，一个新的万物复苏
季节，一个新的播种希望时刻。
2013年3月，习近平在担任中国
国家主席后出访的首站俄罗
斯，进行了一次极具开创性、影
响深远的重要演讲。习近平首
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
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是
首个将“合作共赢”作为处理国

与国关系的目标的大国。
2017年，“推动建设相互尊

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被写入了中共十九
大报告。

“中国提出的新型国际关
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开辟
了一条文明发展新道路。”英国
剑桥大学前高级研究员马丁·
雅克评论称。

截至目前，中国共产党与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
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建立了不同
形式的联系。中国的建交国数
量增至180个，确立的各种形式
伙伴关系达110对、遍布全球。

中国加入了几乎所有普遍
性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600
多项国际公约。中国在世界银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
份额升至第三位。中国是联合
国会费和维和经费的第二大分
担国。 下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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