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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1971年出生于湖北武穴市，1992年毕业于湖北大学政治教育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96年再次
进入湖北大学政法学院就读，1999年获法学硕士学位。2002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
，2005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现为江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当代世界社会
主义的研究。近年来，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研究》、《湖北社会科学》、《理论
月刊》、《湖北行政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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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协调同亚洲社会民主党人的关系，1954年，社会党国际派出了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
领的代表团第一次踏上了亚洲的土地。首次踏上亚洲土地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成员与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进行了第一次直接接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团。毛泽东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亲自接见了社会党国际代表团。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不凡风采，给艾德礼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在会见中明确提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与你们的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观点，对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触动很大。毛泽东说：“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你们问我们
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
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有
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
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
后虽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社会民主党的交往面很小，但是，在与极少的社会民主党人
进行直接接触时，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会见中，毛泽东还表达了这样的愿望
，他希望通过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这次接触，将他们作为“中间环节”，向西方世界和美国表明中国维
护世界和平与国家主权的态度和决心。毛泽东对艾德礼说：“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
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这个工作英国人好做，因为我们和美
国人彼此对骂得很厉害。”毛泽东甚至还表达了希望社会民主党人消除对苏联和苏共的敌视，双方通
过直接接触和相互了解，从而缓和东西方关系以结束冷战的愿望。他说：“我认为，英国工党朋友对
苏联的了解是不恰当的。英国是个大国，苏联也是大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搞不好，世界和平就成问
题。问题不在于中国应和苏联离开，而是英国应该和苏联靠拢。我劝你们和苏联靠拢，这是我们的建
议。为什么你们这样不喜欢苏联呢？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
，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中
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亲密接触，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在这次会见中对社会民主
党所表达的愿望和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具有前瞻性的。正是在这次接触后，1954年年底，在中国还
没有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时，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和芬兰，以及瑞士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其中4国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领导和参加的。但值得一提的是，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并不等于与
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党际关系。在这些国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本着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原则，看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从国家的政治利益出发，与中国建立了国家间的外交
关系。再加上这些国家实行多党民主竞选制度，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掌政权，因此，国
家之间关系的建立并不具有党际关系建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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