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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初心■ 峥嵘岁月

■ 亲历者说

当地时间 1971 年 10 月 25 日晚，位于美国
纽约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人们聚精会神、高
度紧张地注视着巨大的电子计票显示屏。23时
20分，显示投票结果的数字终于跳停锁定。第
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
对、17 票弃权通过 2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
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这一天，
联合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同联合国合
作开启了新的篇章。

“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
进去”

从1949年10月1日成立那一天起，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就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
唯一合法政府，理所当然地享有中国在联合国
的席位。

1949 年 11 月 15 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
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要
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
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中国政
府的要求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原则和
规定，是完全合法的。

为争取中国的合法权利，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开展了“不懈的、不疲倦的斗争”。中方
明确表示，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代表，

“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
中国的斗争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支

持，逐渐成为联合国内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
斗争。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
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是对
美国多年来阻挠联合国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
一大突破。自此，联大在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
国席位问题时，赞成票不断增加。1970年第二
十五届联大，赞成票第一次超过反对票，预示
着美方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做法
已走到了尽头。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前，美国政府
尽管已认识到很难再把中国拒于联合国大门之
外，但又不甘心失败。美国政府伙同日本佐藤
政府再次提出“重要问题”案，企图要求任何
改变中国代表权的提案，都必须由联大 2/3多
数赞成才能决定，同时炮制所谓“双重代表
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进入联
合国，但“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对美
方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外交
部于8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台湾国民党
当局的“代表”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
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
长时间的掌声”

1971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是伸张正义
的一届联大。自 10 月 18 日起，大会就中国
席位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10 月 25 日，大
会就提交讨论的三个有关中国席位的提案进
行表决。

大会首先表决美日等国所谓“重要问题”
提案，结果以 59 票反对、55 赞成、15 票弃权
被否决。表决结果一出，挤得满满的会议大厅

里顿时欢呼起来，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
声。不少亚非拉国家代表高声唱歌、欢呼，互
相拥抱祝贺，有的代表甚至离开座位在走道里
跳起舞来。

随后，大会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国提出的联合提案进行表决。该提案要求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并立即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
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该提案最终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
通过。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2758号决议。

由于2758号决议的通过，美日等国的“双
重代表权”提案成为一项废案，被自动否
决。2758 号决议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
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
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至此，中国在
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政治、法理和程序上
得到彻底解决。

这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永远值得纪念，值
得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之自豪。据西方通讯社报
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
国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
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热烈掌
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
时刻”

1971年11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
国升起。

11 月 15 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
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在欢迎
讲话中兴奋地指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时刻”。

57 个国家的常驻代表轮番登台致辞欢迎，
历时近 6个小时。智利常驻代表先是引用该国
著名诗人聂鲁达的诗句描写昔日中国人民的苦
难，接着又全文引用毛泽东的诗词赞扬新中
国。匈牙利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副部长察托
尔道伊·卡罗伊用中文致欢迎词，令全场为之
动容。他说，2758号决议的通过“纠正了一个
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
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我们主张，任何一个国家的事，要由这

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
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
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
断。超级大国就是要超人一等，骑在别人头上
称王称霸。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
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
国。”在掌声和欢呼声中，乔冠华登上联大讲
台，阐述中国的外交政策。乔冠华发言结束
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来到中国代表团席位前，
与代表团成员紧紧握手，表示祝贺。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联合国
有了占世界人口 1/4 的中国人民的真正代表，
使联合国真正有了普遍性，并成为一个名副其
实的世界性组织。正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所说，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绝不会成
为真正的联合国。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中国外
交的重大胜利，也是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从
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出席了联合国的历届会议，与其
他会员国一道，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
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维护世
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
业，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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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陈列着中国
1974年赠送的“长城”壁毯。

江广富摄 （人民视觉）
图②：2015年 9月，为纪念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中国政府决定向联合国赠送一座“和平
尊”。“和平尊”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的“尊”
为原型，表达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视和支持，也
是中国人民对联合国的美好祝福。“和平尊”
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当代文明，
也体现不同文明和文化交流互鉴、兼容并蓄、

共同进步。“和平尊”传递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愿望和信
念，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图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陈列的“和
平尊”。 江广富摄 （人民视觉）

图③：在利比里亚蒙罗维亚，中国第五支驻
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医护人员进行义诊。

赵小新摄 （新华社发）
图④：纽约联合国总部外景。

新华社发

得知我需要有关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
资料后，联合国总部哈马舍尔德图书馆很快发来
了联合国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的照片。黑白照片
中，两名青年站在旗杆旁，正将五星红旗系到绳
子上。这张照片拍摄于当地时间 1971年 11月 1日
上午8时左右。

从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至今，纽约联合国总
部的中国元素日益增多。中国为纪念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赠送的“和平尊”，为纪念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赠送的“世纪宝鼎”，与1974年中国赠送给联
合国的壁毯等，无声地讲述着重返联合国 50年来
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的辉煌历史。

50 年来，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贡献与日俱
增。中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定维护
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如今，中国已
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与维和摊款国，是联合
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
家；在联合国专门机构中，中国人担任主要领导
职务的目前有4个。

50 年来，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
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致力于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新型
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推动世界和平发
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
理念、中国方案获得广泛认同，中国作用备受世
界瞩目。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维
护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发挥了重要的
稳定作用”“联合国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
多领导力，愿给予最全面的支持和配合”……联
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多次如此称赞中国。

50 年来，为什么中国能在世界舞台上成为维
护和平、促进发展的重要力量？答案就在于：中
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为世界谋大同。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中国人民不仅要自己过上好日子，还追求天
下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维护世界和平、促
进共同发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将
继续不懈努力，推动全世界在联合国旗帜下实现
更大团结和进步。

1971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外交部收
到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
内容是通知中方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
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的 2758 号决议，
并邀请中国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
合国大会。

时年32岁的施燕华，当时在外交部
翻译室工作。即便已过去50年，她依然
清晰记得，那是北京时间 10 月 26 日下
午，她和同事们认真翻译了这条电文并

上报。
随后，施燕华被选为中国代表团的

一员。
11 月 11 日，中国代表团乘机抵达

纽约肯尼迪机场。“下飞机之前我们被
告知，机场有 400 多名记者在等着我们
到来。这阵势前所未有。”回忆起初到
美国的日子，施燕华说，代表团走到哪
里都备受关注。“我在街上走，一个五
六十岁的美国人对我说：‘我们衷心欢

迎你们来，你们早该来了！’”
11 月 15 日，中国代表团肩负全国

人民的重托，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受
到大多数国家代表极其热烈的欢迎。施
燕华记得，旁听席、观众席坐满了人，
没有位置的就站着听，场面十分壮观。

“我们翻译的中方发言稿英文版最
初只打印了 400 份，结果被各国代表和
记者一抢而光，赶紧又加印了一两百
份。”施燕华说，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到
来，当天的会议几乎成了中国代表团的
欢迎会，不少国家的代表排队申请发
言，要求表达欢迎之情。

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施燕华亲
历了许多中国重要外交事件。在她看
来，1971 年的这段历史有着特别的意
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到联合国工
作，是我外交生涯最自豪的时刻。”

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

李晓宏

“你们早该来了！”
本报记者 王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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