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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见古巴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联合会文学部主任比达·罗德里格斯夫妇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主席：欢迎古巴同志，欢迎古巴诗人。

比达·岁德里格斯（以下简称比达）：形式上我是一个诗人，实际上我是一个革命
者。

 皮塔·桑托夫大使（以下简称大使）：主席身体好吗？

主席：夏天有些感冒。到南方走了一个月，身体好一些。在北京要看很多文件，到
外面去可以爬山，可以接近群众。

大使：主席脸色比去年还好。

主席：去年何时见过？

大使：您接见古巴军事代表团时见过。

主席：大使身体好吗？你们二位（指比达夫妇）怎样？

比达：我们身体很好。我们非常幸福，在中国我们变得更年轻了。

主席：你们到中国多久了？

比达：两个月了。到南方访问了一个月。我们在上海时，听说主席也在上海。

主席：那时正是南方秋收的季节。

比达：在上海，我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参观了鲁迅故居。鲁迅是我们长期以来钦佩的
文豪。

主席：鲁迅是中同革命文豪。他前半生是民主主义左派，后半生转为马列主义者。

比达：不久以前，古巴全国出版社出版了《鲁迅选集》十万册。这在古巴是个大数
字，在中国是微不足道。古巴一本书，一般出三万册就很多了。这说明，古巴人民
对鲁迅是多么崇敬。

主席：鲁迅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斗争很明确。他是从那个社会出来的，他知道
那个社会的情况，也知道如何去斗争。旧知识分子说他具有二心，是叛徒，所以他
写了《二心集》，又说他运气不好，正交华盖运，他就出了一本集子叫《华盖集》
，还说他是堕落的文人，他采用了"落文"为笔名。鲁迅对那些人的批判毫不放松。
被他批判的人，有一部分转到革命队伍里来，另一部分跟美帝国主义走了。

比达：对敌人不能给以喘息的机会。

大使：这是真理，可用在生活各个方面。

比达：我们很荣幸地访问了您的故乡韶山。

主席：那是个小地方穷地方，山多地少，可以去看看。



比达：韶山对我们来说，不是值得去看看，而是应该去看看。，我们怀着十分激动
的心情去瞻仰了一个产生革命根源的地方。

主席；过去韶山穷人很多，常侵犯大地主，被大地主称为土匪。我们共产党自成立
之日起直到今天，蒋介石还称我们是"共匪"。帝国主义说我们是"好战分子"、"侵略
者"。我看这些名字倒不错。他们说我们，第一任略中国，因为我们反对美国侵略
中国；第二侵略朝鲜，因为我们在朝鲜跟美国人打仗；第三侵略西藏；还说我们侵
略越南、老挝。大概也说你们在侵略古巴吧！

比达：他们是如此说的。

大使：的确，鲁迅著作，毛主席著作在"侵略"古巴。

主席：哈哈！美国说你们要"侵略"拉丁美洲。我看值得"侵略"一下。

比达：美国害怕古巴星星之火燃烧起拉丁美洲的大火。

主席：那个哈瓦那大会影响很大，尤其是第二个。古巴革命有两个任务，第一个任
务是使古巴能存在下去；第二个任务是帮助拉丁美洲革命取得胜利，让美国的"后
院"烧起火来。每个国家都有革命党，有些所谓革命党不革命了。但总有革命的人
，如在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阿根廷、厄瓜多尔、墨西哥、
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都有革命者。你们国家旁边的两个国家海地、多米尼加也有
革命者。很多共产党跟资产阶级跑。这不要紧，总有革命者起来。古巴即如此。《
七月二十六日运动》开始并不是马列主义政党吧？

大使：不是。

主席：有马列主义者参加，如格瓦拉同志。你（指比达）多大年记？

比达：五十四岁。

主席：你和格瓦拉的年纪差不多吧？

比达：大一些。

主席；比罗加呢？

比达；小一些。

大使：格瓦拉四十五岁，他是古巴革命领导成员中最老的一个。

比达；古巴革命几乎是青年人搞起来的。

大使：有点像中国革命，开始时领导同志都很年青。

主席：一般说来，年青人比较进步，但并非都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进步。有许
多人到后来不革命了。生活把他们拋到后面去了。他们失去了革命的敏感，害怕革
命。其称号为革命党，一谈革命就害怕，这算什么革命党。他们不愿接近人民，接
近最贫苦的下层人民，即工人与贫农。我们的革命胜利，我们的政权巩固下来，就
是依靠工人和贫农。这两部分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只有这两部分人团结起来，富
裕中农就靠拢了。知识分子也有左、中、右，首先团结左派，中间派就跟着靠拢。
右派只要反帝、爱国也可以团结，有暂时的作用，没有他们有时也不行。如大学教
授、中小学教员，都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不是共产党员或很少是共产党员。十四年



来，一部分经过改造，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还保留自己的老观点。文学艺术工作
者也是如此。改造他们要花很长的时间，有小部分人基本上不可能改造。不要紧，
他们是少数，让他们带着右派观点去见上帝吧！我不清楚你们国家的情况，可能也
有这几类人。

比达：完全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斗争，同样的改造过程。我们的革命青年能看到
革命前景，在革命胜利前就参加革命，也有的在胜利后参加革命。另有一部分人在
观望。

主席：让他们看看。北京也有一些人在观望；革命到底谁胜谁负？他们要看看。反
修斗争究竟如何？他们也要看看。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也要看看，每个大风
浪，他们总要动摇。

比达：他们的"耐心"太大。

主席：他们只好看看，我们也只好看看。他们是少数，我们不怕他们，不欺他们，
不杀他们。你（指大使）在北京住了几年？

大使：三年。

主席：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少逮捕人，很少杀人，而用群众监督的办法监督坏人劳
动。依靠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的大多数人民群众去监督百分之一、二、三的人
劳动。一般说来，坏人大多数在一定条件下能改造成为好人。

张××（以下简称张）：比达同志见过溥仪。

比达：我正要告诉主席，见过溥仪。

主席：我也见过他一次，请他吃过饭。他可高兴啦！

张：溥仪今年五十七岁了。

比达：他给我的印象是确实改造了。他和我长谈他过去的错误，很真诚。

主席：他很不满意他过去不自由的生活。当皇帝是很不自由的。

大使：向主席提一个问题；反对帝国主义，保卫马列主义原则的斗争今后的前景如
何？

主席：现在已看得很清楚，帝国主义斗我们不赢，帝国主义是快要灭亡的阶级。美
国出了这样的乱子，即一个总统白天被人打死了。你们国家下了半旗没有?

大使：没有。

主席：奏哀乐没有？

比达：没有。

主席：我们没有下半旗，没有奏哀乐，也没有打电报吊唁。

大使：我们得到国内的指示：如果中国同志下半旗，我们也下半旗。



主席：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这不是一个人问题，是制度问题。你们国家改变了制
度，不是换了巴蒂斯塔个人，巴蒂斯塔没有死吧？

大使：没有。

主席：但他对古巴不起作用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是得不到解决的。首先是工人阶
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法解决，除非革命。其次为这一垄断集团与另一垄断集团的
矛盾。还有所谓盟国问题，美国与欧洲、北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
兰都有矛盾，国与尼赫鲁、铁托也有矛盾。你（指大使）到过印度吗？

大使；在印度呆过几天，深刻的印象是，印度与中国有鲜明的对比。印度走资本主
义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主席：印度人民，百分之九十不赞成尼赫鲁的统治。印度半数以上的人很穷苦，印
度的状况比缅甸还差。你（指大使）到过缅甸吗？

大使：没有。

主席：总之，世界在变，变得对革命有利，对反革命不利。为什么有些修正主义分
子对肯尼迪之死如同丧亡了父母一样悲痛呢？这反映了世界不稳，一些依靠资产阶
级"明智"派的人，"明智"派一倒就吓慌了。这些所谓的"明智"派就是在你们猪湾（
即吉隆滩）登陆的指挥者，也是去年十月加勒比海事件的主持人。吉隆滩事件，艾
森豪威尔未做过。只有你们有警觉。你们领导者提出一手拿砍刀（割甘蔗，生产用
的），一手拿武器的口号很好，不能放弃这口号。美国奈何不了你们。依我看来，
是美国怕你们，不是你们怕美国。是大的怕小的，不是小的怕大的。当然，小的也
有点怕的，说一点不怕也不真实。美国飞机每天在上空飞，那么多海军陆战队，又
有关塔那摩基地，如何不令人担心。但大局说来，是大的怕小的。在南越，美国与
南越统治者的力最不小，可是胜利没有希望，美国与南越统治者怕南越人民的游击
战。你（指大使）想不想去南越看看？

大使：我去过越南民主共和国。

主席：到越南了解越南南方人民如何搞游击战，使美国人如此惊慌。你（指比达）
就要回去了吗？

比达：明天走。

主席：可惜没有抽点时间到越南去看一看。

比达：这也需要我再来一次。

主席：下次来，到越南北方调查南越游击战的情况。再去看看朝鲜人民共和国。看
看他们如何搞自力更生的。他们经过大破坏，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
年、一九五三年，美国把朝鲜炸得稀烂。但是，现在不仅工业，而且农业都解决了
问题，真该去看看这两个国家。中国经验当然应该研究。朝鲜过去是日本的殖民地
。战后只有七百万人口。被美国搞去了二百多万（战争死亡的不算）。从一九五三
年下半年至今，十年来已经完全恢复而且发展了。人口也增加很快，由七百万增加
到一千二百万。

大使：我们占了毛主席很多时间。主席谈到了美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美国与
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美国与盟国的矛盾，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美同发生
肯尼迪事件，主要因素是内部矛盾。这是否说明我们对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应予以更
大的注意。帝国主义一贯玩弄两手，一手和平，一手战争。有人说肯尼迪之死是主
张战争的人于的，当然我不是说肯尼迪是明智派。



主席：也可能，但现在搞不清楚。美国不暴露谁杀死肯尼迪。可以设想肯尼迪事件
对共产党有利一些，民主党受到一次大打击。共和党有好几派，究竟那一派干的，
不知道。现在总统约翰逊能否当选还是个问题。他的威望不及肯尼迪。这个人要钱
，名声不好，是个大贪污分子。我国搞五反，他是五反对象。（众笑）

张：主席该休息了吧!

主席：没有关系，多谈一会儿。总的看来，世界在变，变得对反革命不利，对革命
有利。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古巴的变化，你们自己看到了。古巴就在美国
门口几十海里，起了变化，谁能说古巴没有起变化呢？！中国变化了，这也是事实
，我是知道的，你们也看到了。北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就来不了嘛！非洲也起了
很大变化，亚洲也起了很大变化如印尼、柬埔寨等，小小的柬埔寨竟敢拒绝"美援"
，为何有此大胆？只因为；第一，美国要他的命，第二，国内人民的觉悟；第三，
法国、中国帮助他们。柬埔寨人口跟古巴差不多，有六百万人口。现在发生了怪现
象，美国每年"援助"
柬埔寨三千万美元，过去共"援助"了三亿几千万美元，柬埔寨感到美"援"是危险的
东西。它在收买干部，腐化干部，并搞颠覆活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柬埔寨拒绝美
"援"。好吧，就谈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