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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原本是为德国读者而写的，因为在我的祖国，我经常听到看到对中国的无知且傲慢的言语，
出版本书的初始动机，就是想对这些言论做一个针锋相对的回驳。
　　七八十年前，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对中国一无所闻，也一无所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我们才第一次听到一些关于中国的具体新闻。
但是，通过报纸和广播得到的信息也非常偶然，且很肤浅。
即使在20世纪后半叶电视出现以后，德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与当时中国公众对德国和欧洲的了解相似
，很不充分。
只是在近30年里，德国人对中国才有了一些了解。
　　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曾有机会访问东亚，由此我得以预见到中国将重新崛起为重要的世
界强国。
因此，我在1975年很乐意地接受了当时中国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当时接待我的东道主是毛泽东
和邓小平。
紧接着这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在几十年里又多次来到了这个国家。
这些访问使我得以体验到中国自邓小平推行改革以来所取得的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成就。
特别是我对几千年来不断发展的中华文明越来越尊敬。
此外，我也结交了一些中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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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5年，施密特结识了毛泽东。
1990年5月，他作为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后的第一个欧洲政治家访问了中国，并同邓小平进行了私下谈话
。
    从毛泽东、邓小平，一直到今天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0多年来，施密特同北京领导人一直保
持着密切的政见交换。
没有第二个德国人像施密特那样兴致勃勃、持续不断地跟踪中国发展成为世界大国的进程。
    施密特在同另一位德国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弗朗克·西伦的交谈中，讲述了他为什么对中国如此神
往，以及他在多次访问中国时有过怎样的经历。
    施密特以简明扼要的语言，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他的分析以清晰的思想和敏锐的判断力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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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赫尔穆特·施密特，德国前总理，德国和世界政坛备受尊重的前辈政治家。
 
　　施密特1975年应周恩来之邀来到中国，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德国总理，也是唯一一位与毛泽东见
过面的德国总理。
他从政期间，积极促成德国与中国的建交。
 
　　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
想家”。
 
　　作者已出版《论均势战略》《西方战略》《伟人与大国》等富有影响力的著作。
近年，80多岁高龄的施密特著书《未来列强》《与中国为邻》（将由我社出版）书中见解之深刻和富
有远见被西方媒体评价为：施密特留给世界的最后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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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的复兴　　拜访毛泽东　　西伦：施密特先生，您1975年会见了毛泽东，而且算是
最后一位亲自结识他的德国人。
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施密特：他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人。
他魅力四射，才华横溢，但是坚定而执拗。
他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但有敏锐的直觉：他把我引入了关于克劳塞维茨和马克思的讨论。
对于这两个人，他说的都是内行话。
然而，他发动的那些大规模运动却远非清醒理智的产物。
与铁托类似，毛也具备一种混合着无情和富有魅力．的品格，不过铁托更受理智的支配。
毛是聪明人，但是理智并非是他的强项。
　　西伦：毛泽东令您着迷还是感到反感？
　　施密特：算得上印象深刻吧。
他欢迎我的话是：“您是康德派。
”然后又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他大约看过关于我的什么材料。
这是一位老人和一个比他年轻二十五岁的人的对话。
直到最后，他精神都很饱满，轻松、活跃、幽默。
但是口齿不清，大概曾经得过中风。
他毫不在乎地说，讲话困难，腿脚也不灵了。
他还能自己站着和坐着，但是单靠自己已经站不起来，坐不下去了。
三位当翻译的年轻女士，首先要自己弄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听懂他的话，她们有困难。
有好几次，为了弄清楚理解得对不对，她们在纸上写些字交给毛看。
然后他就尝试着重讲一遍或者拿过纸来，把他要说的话迅速清楚地写在上面。
这一切都做得坦然自若，没有人低声下气，中间还常常被笑声打断。
　　西伦：您感到他说的话都翻译过来了吗？
　　施密特：我丝毫没有感到那些女译员说了什么他不想讲的话。
因为是译成英语，毛也能够纠正她们。
当时我还不知道，毛曾经不间断地学了多年的英语。
　　西伦：您说三位女士和毛泽东相处毫不低声下气。
其中有一位可是毛的外甥女、副外长啊。
是不是同毛关系远一些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呢？
　　施密特：普通老百姓似乎尊毛为神。
甚至在高级外交官圈子里也能感受到对毛的崇拜。
会见毛之后，有一位大使夫人问我的妻子，是不是握了毛的手。
然后，这位外交官夫人就满怀敬畏地一把抓住了我妻子那只刚刚与毛握过的手。
这种虔诚不免让我的妻子感到难以理解。
　　西伦：是毛泽东这位伟人促使您在五六十年代开始关注中国的吗？
　　施密特：首先不是他个人的因素。
而是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使历经战乱从而备受削弱的中国，重新成为一个自信的国家并且扮演起地
缘政治的角色。
50年代中期，我正在研究当时美国政府的地缘政治思想，中国在其中也扮演一定角色。
不过，只是极其附带地关注一下。
　　在50年代，与关注中国相比，德国人的烦恼另有所在。
　　西伦：当时，中国在德国的政治生活中，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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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密特：从根本上说，没什么作用。
1969年，基辛格总理（指曾任德国联邦总理的基民盟领导人基辛格)在联邦议院的_次竞选辩论中，曾
经大叫“中国，中国，中国”来警告大家。
不过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
70年代初，当议会辩论中讲到台湾问题时，基民盟议员会插嘴喊上那么一两声。
　　西伦：不过，当时中国和德国一样也处于分裂状态，而且是出于类似的原因。
　　施密特：这无关紧要。
我想起50年代末的一次联邦议院辩论。
争辩中，因为我讲到了“福摩萨一耶格尔议员”，那位高高在上的主席，联邦议院议长欧根?格斯登美
尔打断了我的话。
福摩萨是当时德国右派对台湾的称呼。
耶格尔当然不是来自福摩萨，我只是想气一气他。
因为，美国的反共宣传声称台湾是“自由中国”，耶格尔上了他们的钩。
那时候，联邦议院里会给重复的人名加上各人的原籍。
卡洛?施密德就叫法兰克福一施密德，我是汉堡一施密特（施密德和施密特的德文读音相同，因此也算
“重名”——译注)。
所以，我就使用福摩萨一耶格尔的称呼，气一气亲台仇共的耶格尔。
格斯登美尔接着说：“等一等，议员先生。
我认为这样的称呼不对，正确的叫法是⋯⋯”因为不知道耶格尔来自什么地方，他迟疑了。
于是我说：“瞧瞧，议长先生，您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是因为《联邦议院手册》隐瞒了耶格尔同仁的出生地。
”全场哄笑起来，因为谁都知道，耶格尔“错生”在柏林，他却隐瞒了普鲁士出身，冒充是地地道道
的上巴伐利亚人。
这件事促使耶格尔进行报复，他把我叫做“臭嘴施密特”。
所以，对于基督教社会联盟叫我“臭嘴施密特”，毛间接地负有责任。
　　西伦：当时，一个过问政治的人对毛泽东有多少了解？
　　施密特：大家知道他受过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的教育，也受过斯大林主义思想的教育。
但大家同样知道，他已经和苏联决裂。
关于“百花齐放”运动和后来的“大跃进”，也听到过许许多多的说法。
不过，人们对这些事情并没有清晰的概念。
对我来说，直到60年代才明白，虽然西方和苏联这两极居于主导地位，但除此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巨
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当时我对中国并没有多少的了解。
　　西伦：这是与德国“68派”挥舞毛语录同时发生的吗？
　　施密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战略问题一无所知。
“68派”把毛语录当作圣书，却并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做一门科学，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推动老年人前进的现代化进步运动。
他们之所以对中国满怀激情，与电视大有关系。
电视在60年代末变得越来越重要，把中国群众运动的景象传遍全球，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脑海里　　
西伦：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毛泽东竟然能够在世界的另一端煽动起一场德国毛主义者的运动，这在
德国总是一件令人恼火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事。
1967年1月，毛甚至上了《明镜》周刊的封面。
　　施密特：但是，德国并没有真正的毛主义者，只不过有人自命为毛主义者罢了。
他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
这种歇斯底里不仅把毛泽东当作偶像，也把越南胡志明当作偶像。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阿根廷人切?格瓦拉也是一位英雄，虽然他们并不特别了解南美洲。
当时，在公众的意识中和德国记者发表的文章中，很少把左派大学生的毛式鼓噪和毛泽东以及中国看
成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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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伦：您当时是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的？
　　施密特：我感觉“文化大革命”是一种野蛮现象。
革命派如此这般地作践那些为他们所不容的人，就是猪倌也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猪。
　　西伦：您有没有拿毛泽东与希特勒或斯大林作比较？
　　施密特：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斯大林主义，只是从历史书里知道它。
我没有产生过同希特勒作比较的想法。
　　西伦：为什么没有？
　　施密特：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能用希特勒去衡量一切。
他是一根坏的标杆。
不，我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
　　西伦：“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是否削弱了中国对全球的重要性？
您当时一定会认为，中国在混乱中沉沦。
　　施密特：这不是我当时的想法。
之前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发生了混乱，中国依然存在，而且其重要性还增加了。
我的印象是，中国的重要性在缓慢而持续地增长。
后来当我1969年出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中国在我的政治考量中已经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我决心
进行一次太平洋之旅。
由于当时我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我就绕着中国跑了一圈，可以说从外面观察了一下。
我是用日本人、韩国人、泰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眼光观察这个巨大的国家的。
在这次旅行当中，我对中国的评估得到了证实。
　　西伦：1971年，中国进入了世界舆论的视野。
4月4日，美国乒乓球运动员科恩在东京上了中国人的大轿车，并且问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庄则栋，美国
人可不可以去中国打球？
（注：这就是当时所说的“乒乓外交”)两人握手的照片在全球传播。
接着，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
尼克松表示同意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
1971年10月，中国进入安理会。
1972年2月，尼克松去中国。
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
　　施密特：中国在国际上被孤立起来，而美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获得世界承认的机会。
尼克松和中国联合，是为了对苏联施压。
我敦促维利·勃兰特——不是在内阁里，而是在私下谈话时——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尼克松访华之后几个月，1972年10月我们做到了，远比美国人早，他们是1979年才在北京设立大使馆
的，因为在内政方面，抛弃台湾而同共产党握手，对他们说来可不那么简单。
　　西伦：但维利·勃兰特从来没有去过中国。
　　施密特：有过访华邀请，但是他已经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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