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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尼克松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总统之一，在中美关系史上也有着显著地位。
《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通过对尼克松的研究，反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
半个世纪美国政界对国际政治和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并从中追寻到20世纪美国最具争议的和最有影响
力的政治家尼克松的中国观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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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慧，1963年9月生，四川成都人。
1981年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1988年自四川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入香港大学历史系深
造，200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曾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进修；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和世界现代史研究。
主编《世纪难题》系列丛书，并发表学术论文lO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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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四、尼克松的北京之行    1971年7月15日晚上7点30分，尼克松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的讲话
只有几分钟，但尼克松自己认为，他的话“制造了本世纪最大的外交惊奇之一”⑤。
尼克松宣布，他将要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是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努力的重大进展。
他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7．5亿人民参与，世界将没有持久的和乎，这就是为什么他要
在各个领域打开中国大门并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他还表示，减轻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建立更好的中美关系，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有好处。
他希望这次访问将是一次和平之旅，“不仅是为了当代人的和平，而且是为了地球上将来的几代人的
和平”①。
    尼克松突然宣布要访问中国的消息，无疑是具有震撼力的。
帕特里克。
泰勒形容尼克松发布这个消息后，“世界暂停，静默无声”②。
在片刻的震惊之后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强烈反响。
美国媒体所用的语言包括“令人晕眩的”、“难以置信的”、“不可思议的”等。
在伦敦，外交官们相信，尼克松的这一举动将突然地和极大地改变世界的政治形势；在巴黎，法国的
报纸称这是国际政治的转折点；在莫斯科和华沙，这个消息也是极其令人震惊的③。
    1971年8月31日，罗杰斯国务卿在休斯敦举行的美国军团的一次会议上说，“在解决西方世界所有问
题时我们必须充当主要角色”的那一天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与盟国及朋友分享领导作用”的这一
天已经来临。
他说，尼克松总统相信，如果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期望在本世纪剩余的岁月
里生存下去，互不接触“对于我们自己和对世界都将是危险的”④。
尽管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尼克松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不知道他的这次访问是否会取得成功。
在飞往中国的路途中，罗杰斯还在担心，因为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日程还没有落实。
尼克松也同样担心，但他没说出来⑤。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率领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国事访问，随行的有国
务卿罗杰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同时随行的还有87位记者、电视评论员及广播
工作技术人员。
尼克松访华期间，不仅受到最高规格的接待，而且会见了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
在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而举行的国宴上，周恩来强调中美两国人民有着传统的友谊，并指出友好接
触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尼克松则答以毛泽东的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他提出中美两国人民也要开始一次长征，从不同的角度，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世界
的和平与正义。
尼克松说，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权形式，不受外来干预和统治，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去统
治别国山。
设在北京和上海的卫星地面站转播了尼克松访问长城、明陵、紫禁城的过程，全球估计有数千万人收
看到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场面。
尼克松在长城上，向他身边的记者们说，长城的确伟大，它是有着伟大的过去和伟大的未来的伟大的
人民建造的②。
    美国人民从电视里看到了尼克松总统夫妇在中国的访问，他们参观学校、医院、商店等，所到之处
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他们也通过记者们的镜头和报道，看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面貌。
美国的媒体对其给予了大量的报道，称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周，并将对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
。
尼克松自己则称之为他任总统期间“最有戏剧性的事件”和“创造历史的首次访问”，将其与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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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月之旅相提并论①。
    除了尼克松访华本身的轰动效应外，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会见更具有深远意义。
尼克松与毛泽东只进行了一次会谈，而且主要是集中于“原则”问题，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喜欢右
派，因为右派敢做左派敢说而不敢做的事。
他还说，美国侵略中国和中国侵略美国的问题，都是小问题，是不存在的。
同时，毛泽东说他觉得中美两国在过去22年里一直没有达成交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也自我批评说
中国当时拒绝美国提出的进行人员交往、先就小问题进行谈判、开展有限贸易等建议，而是坚持如果
大问题不解决，其他任何问题都不谈。
尼克松说，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的是两国对新的国际形势的共同认识，并解释说他已经改变了过去的
观点，因为他感到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哲学与它对外部世界的政策是不同的。
他还向毛泽东保证，他做的将会比他答应的还要多①。
    虽然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谈是他此次访华的高潮，但他与周恩来的一系列会谈更具实际意义。
27年之后，美国国家档案局公布了尼克松与周恩来会谈的记录，虽然仍有少数敏感部分处于封闭状态
，但它已经提供了比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披露得更为丰富和详细的内容。
    总的来说，尼克松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是直接的、坦率的和诚恳的，他们不仅讨论了各项感兴趣的
问题，而且表达了各自的基本立场。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正式开始之前，尼克松说，他知道两国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坚定信念和原则
，谁也不会要求对方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立场，也不会对对方提出领土要求，所以，两国没有理由成为
敌人，而有很多理由为一个和平的太平洋地区和一个和平的世界携起手来。
他说，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与差异，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也是为了使中美两国人民能够有机会彼此了
解，两国政府能够相互交往。
他希望既要讨论过去的分歧，更要看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建立起两国新的友好关系。
尼克松说，坦率地讲，这次访问“除非能达成向前看的共识以服务于我们的国家利益，否则毫无意义
”②。
    会谈中，周恩来回顾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中美关系，认为历史证明，在中国没有所谓的真空
地带，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不可能控制中国，中国人民是自己国家的主人。
对中国来说，最坏的可能是所有的敌人都来进攻中国，苏联从北面来，美国和日本从东面来，印度侵
入西藏，但他相信，中美之间不会有冲突。
他说，从中、美各自的国家利益看，没有必要发生冲突，即使双方意识形态不同，美国也没有必要占
领中国的领土。
他还说，中国提出的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只是“放空炮”，也就是一种宣传而已。
因此，周恩来认为，从现时两国的利益出发，两国能够找到共同点。
同时，周恩来也表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美关系的基本导向。
    除了以上原则问题外，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国际形势是会谈的主
要话题    周恩来让尼克松选择，是先讨论国际问题，再讨论台湾问题和正常化的问题，还是反过来，
尼克松回答说，他愿意先概述台湾问题，再讨论国际形势，最后再回过头来讨论台湾、朝鲜、日本、
南亚次大陆以及其他相关的国际问题。
显然，尼克松最感兴趣的是国际问题，他希望把中美双边关系的讨论纳入“整个世界的框架之内”，
甚至过分强调世界形势的问题。
    在国际问题上，尼克松与周恩来讨论了中苏关系问题、日本问题、越南停战谈判问题、朝鲜战争中
的战俘问题、柬埔寨问题、南亚冲突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北非问题等。
这是中美最高领导层首次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坚持美国有必要保持其现有的军事力量，保留在欧洲和日本的驻军，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
。
他说，如果美国削弱它的军事力量或从这些地区撤出，对美国是危险的，对中国更危险，因为这只会
增加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
    周恩来谈到了中苏分歧的一些细节，强调中国不寻求扩张领土，并希望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与邻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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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问题，包括与苏联的问题。
中国不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霸权，也不希望其他任何国家在这一地区称霸。
中国不反对、也不会挑动其他国家反对美苏之间进行接触和谈判，反而鼓励他们这样做。
他说，如果美苏之间能够达成限制军备协议，对世界有利，否则，其结果会是战争。
当然，周恩来认为，核武器存在越多，核战争越难打得起来。
对于尼克松坚持美国试图与苏联达成限制军备协议，周恩来说，美苏是在两个非常高的山颠，是很难
走下来的。
    尼克松同意，中国并不对苏联构成威胁，因为苏联对中国拥有核优势，但是，美国也不会利用这次
会晤来表示，美国和中国正在建立一种联合的小集团来对付苏联。
老谋深算的尼克松说，他的立场是与中国和苏联都建立友好关系，能成为美国的朋友的国家并不会成
为其他国家的敌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谈中，尼克松并没有特别强调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只是说，美国不会从
鼓励中苏冲突中得到什么，无论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不会从中得到好处。
同时，他也说，理想是一回事，现实世界又是另一回事，而给自己留下后路。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尼克松寻求利用中国去抵消苏联的影响，并希望北京在越南与美国的谈判中向
河内施加压力。
但中国的政策并不是美国所想像的那么简单。
一方面。
中国支持美国从印度支那撤出军队，并鼓励越南政府与美国谈判；另一方面，中国向越南政府表示，
不会放弃自己的承诺，以此减少越南对中国的离心倾向，避免使之滑向苏联的怀抱。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一系列会谈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立场是既然美国继续推行越南化、老挝化及
柬埔寨化的政策，以上三国的人民将继续战斗，中国也只能继续支持他们。
但与此同时，他也说“最迫切的问题”是印度支那问题．中国愿意将台湾问题暂时搁置，直到越南及
整个印度支那的问题解决以后再说，因为越南问题更为紧迫。
周恩来还保证中国没有向东南亚扩张的意图。
尼克松回答说他的目标是“以适当的方式”实现最后撤出印度支那，也就是意味着美国不会在关系到
自己的国家利益、保护美国军队及释放美国战俘的问题上妥协。
他坚持，如果谈判没有结果，那将会是越南迫使美国军队继续采取武力措施。
他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结束越南战争，而不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动作之后毫无所获。
虽然周恩来没有进一步说明中国将如何在越南问题上与美国合作，但中国无疑是支持美国撤出越南的
。
    2．台湾问题一直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大问题，也是解密档案中仍然被覆盖的部分    尼克松对台湾
的政策将在下一章做详细分析。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一方面，尼克松把台湾问题同他此次访华联系起来，说美国的左派希望这次访问
失败，而右派绝不会允许他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让步。
因此，他必须在言辞上满足中国的要求，但又不能让反对派得到口实，联合起来说美国总统到北京是
去出卖台湾，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引起大规模的公开辩论，将会威胁到他的整个对华政策。
他强调，如果反对他的人有机会攻击他跨越千山万水到中国来是为了背弃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将会恶
化未来的中美关系。
但在另一方面，尼克松也向周恩来保证了三条：①美国将逐步撤走并最终完全撤出在台湾的美军；②
不支持台湾独立运动；③美国仍在台湾之时，不允许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台湾。
而同时，他也声称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
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并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周恩来拒绝承诺放弃武力，他说，如果中国表示放弃武力，就等于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于预，
这是中国不能接受的。
但同时，周恩来也理解尼克松所面对的情况，也不希望将尼克松置于尴尬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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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台湾问题已经拖了20多年了，中国可以再多等几年。
中国争取能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这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的事情。
他也向尼克松保证，即使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以后，中国也不会在台湾建立核基地。
周恩来希望，而且不仅仅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在尼克松的下一任期得到解决。
当尼克松说这可能要花上10年的时间时，周恩来说那就太久了。
可见，周恩来对解决台湾问题是过于乐观了，没有预见到之后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3．关于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不仅没有专门
谈及中美关系正常化，而且似乎中美两国对正常化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
对中国方面来说，正常化意味着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希望这是尼克松访华的成果之一；但对美国
方面来说，访华本身已经是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而正常化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尼克松访华只是正常化的开始，换句话说，他希望能够尽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并认为这是重要的和首要的任务，而且在与尼克松的会谈中，共有7次提到这个问题。
而尼克松强调在朝着正常化迈进的过程中，找到共同的基础。
他只有一次提到将正常化作为他的对华政策目标，强调台湾是完成正常化的一大障碍，解决台湾问题
是实现这个目标必不可少的环节。
他还说，眼下的外交活动和决定都要与这个长远的观点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实现正常化是一个人方
向，需要一步一步地去做。
尼克松也表示，如果他能获得连任，那就将有5年的时间去处理这件事，这实际上承诺了在他的第二
任期内考虑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同时他也强调，朝着正常化前进的行动包括深化双方的人员往来，加强在体育、科技以及医疗人员方
面的交流。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晤是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层之间第一次直接的会谈，他们不仅表达了各自的立场
和原则，而且表现出了不同的谈判技巧和风格。
尼克松的基本出发点是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他一方面强调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危险，另一
方面强调他在国内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能以最小让步得到最大收获。
他的底线是当他回国时不至于受到猛烈攻击。
尼克松是一个老练的谈判高手，他在全球战略的问题上立场鲜明，但在一些有关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
上则含糊其辞。
尼克松说他不经常做出承诺，但只要是答应了的事，他总是能做得更好。
但是，他也给自己留出后路，他说，“我们总要有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相对来说，周恩来表现出的是一种东方文化的魅力，他对尼克松的观点和立场表示理解，但认为无论
在此时，还是在将来，两国领导人的世界观都是截然不同的。
周恩来在原则上毫不退缩，但在具体问题上又有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在坚持信念的同时也愿意做出让
步。
    虽然分歧仍然存在，但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是成功的，尼克松对此次坦率的会谈感到满意，觉得
超过了他的预期。
周恩来也很高兴，因为双方陈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也讲出了不同领域的分歧，并找到了达成共识
的基础，他还赞扬此次会谈打破了外交惯例。
相对而言，对于将来的发展前景，中方比美方更为乐观。
虽然周恩来说这次会晤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但他的看法似乎是只要有了第一步，今后的路就相对
会容易走了。
周恩来说，要在一年内走完长征可能是不行的，所以会比一年更久一点，但他显然相信，只要发扬只
争朝夕的精神，中美之间全面的正常化会很快实现。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周恩来希望尼克松总统本人和他的顾问、助手们都能继续留任。
当罗杰斯说在美国的制度下，如果连任，尼克松总统最多也只能再有5年的时间，周恩来回答说，5年
足够了!可惜，后来形势的发展超出了他的预想。
    1972年2月27日，当尼克松访华进行到尾声时，双方在上海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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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访华的实际成果。
《上海公报》包括五项基本内容：一是简述尼克松的访华；二是分别表述各自对国际问题的看法；三
是双方就国际关系和双边关系在五项基本原则下达成的共识；四是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五是双方
就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达成的一致。
《上海公报》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但是，它在承认分歧的基础上，打开了互相交
流与了解的大门，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P13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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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在我读过的关于尼克松的一些最好的著作中，这是其中之一。
    ——琼．霍夫(Joan  Hoff，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前执行秘书)    何慧
博士的这本书是全面追踪研究尼克松中国观和对华政策的第一本专著，是填补空白之作，其不仅具有
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善于把丰富的资料纳入国际和美国国内政治的框架之内，理出清晰的脉络，表述自己的观点，加
之文本流畅，使人读了饶有兴趣。
她的立论和分析客观公正，论必有据，言之凿凿，令人折服。
奉书确乎是近年来少见的优秀学术专著。
    ——戴可来  (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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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尼克松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总统之一，在中美关系史上也有着显著地位。
本书通过对尼克松的研究，反映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美国政界对国际政治和对中
国看法的变化，并从中追寻到20世纪美国最具争议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尼克松的中国观的演进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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