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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历者说■ 亲历者说

■ 峥嵘岁月

■ 国际回声

因为我们之间的政治制度不同，我们外
交政策的某些方面不同，在我们国家利益的
某些方面也不相同。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利益
相同的方面，而这些方面比我们利益不同的
方面重要得多。我们不得不说，当我们决定
架设或者说开始架设这样一条跨越鸿沟的桥
梁的时候，这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有人认
为几乎不可能。但如同毛主席所说，“世上无
难事，只要肯登攀”，因此当我们想到他这些
话时，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就敢于
登攀，我们就开始架设这座桥梁。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42年前，当邓小平副总理和我决定美利
坚合众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全面外交关
系之时，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两国开启了一个

充满机会的时代。我为自己目睹了接踵而来
的惠利——东亚的和平、双边不断扩大的贸
易和投资关系和美中两国人民持续深化的友
谊——感到骄傲。

——美国前总统卡特

我很荣幸在过去 50 年里近百次访问中
国，亲眼目睹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50
年来，美中关系有过起伏波动，但总的方向
始终是向前的。现在，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变
化，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双方应该
加强战略沟通，努力找到妥善解决分歧的办
法，继续开展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这对两国
和世界都至关重要。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美中两国加强交流与合作，不仅有利于
双方的利益，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
与发展。21世纪是具有诸多挑战的世纪，为
了更好地应对挑战，美中双方必须加强合作。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
津斯基

美中两国的命运和未来休戚相关，特别
是在经济领域，中国市场对美国的消费者和
产业工人都十分重要。我们彼此需要，就是
这样简单。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必须搞好美
中关系。

——美国乔治·布什美中关系基金会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方大为

（本报记者 胡泽曦整理）

“尼克松说，访问中国那一
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那的
确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傅立民
接受采访时如是感叹。

1972 年 2 月，傅立民作为
美方首席翻译，陪同时任美国
总统尼克松访华，见证了美中
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性时刻。

时至今日，傅立民对那次
访问的细节记忆犹新。据他回
忆，尼克松政府当时对访华之
行格外重视，早在 1971 年秋末
就着手准备工作，傅立民本人
撰写的相关简报就达 47 份。在
出访准备的最后阶段，傅立民
还被要求为尼克松夫人撰写一
整部参考书，提供关于中国地
理、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
面的信息。傅立民回忆称，尼
克松访华震惊了世界，在美国
国内也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

那次访华，让傅立民第一
次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他认
为，从那次访问起，美中之间
不断扩大的人文交流，给两个
国家都带来了巨大益处。“尼克
松访华前，美国民众对中国的
认知较浅，非常不准确。”他
说，美国民众突然有机会看到
一个真实的中国，而且这个中
国和之前想象的很不一样。“从
此，我们两国开启了一段相互
了解的历史。”

尼克松结束访问之际，两
国发表《上海公报》。这份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文件写道：“双
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
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
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
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采访中，傅立民直言，今天美中处理彼此关
系时，也应回归《上海公报》所确立的这一原则，“我
们当时就认识到，我们有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但这
不应阻止我们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进行合作”。

傅立民说，上世纪 60 年代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
他就已经意识到，当时美中间的那种隔绝状态终究会
被打破。因此，他选择成为一名外交官，希望能亲身
参与两国重新接触的历史进程。“迄今，我和中国打交
道已超过50年。50多年来，我看到中国的变化，看到
了中国人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希望中国能取得更
大的进步。”

在傅立民看来，《上海公报》生动体现了外交工作
的要义——求同存异。“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中
关系发展是基于共同的利益。”他表示，美中两国历
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不同，但双方仍旧可以相互学习。

穿过中式圆拱门，走进位于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约巴林达市的尼克松图书馆，游人的视线
被“空军一号”旁的场景牢牢吸引。铺着红色
地毯的舷梯旁，尼克松和周恩来微笑着向彼此
伸出右手。历史瞬间定格——1972年2月21日
至 28 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尼克松正式访
华，这一“破冰之旅”，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
化进程。

尼克松的外孙克里斯·尼克松·考克斯说，
外祖父经常跟他谈起中国的事，最常说的一句
话是：“中国对我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从“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到尼
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再到中美正式
建交、邓小平访美……中美两国推开了冰封数
十年的交往大门。

“这‘乒’的一声全世界都
听到了”

1971 年 3 月底 4 月初，第三十一届世界乒
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一
位美国运动员匆忙间误登上了中国代表团的巴
士前往赛场，这场意外相遇，拉近了两国运动
员的心。美国乒乓球队几次表示，希望在世乒
赛结束后访华。

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几经考虑，在世乒
赛的最后一天作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邀
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以中美人民之间的
交往作为打开两国官方关系的序幕。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
北京。在首都体育馆，1.8 万名观众观看了中
美友谊赛。美国民间掀起一阵“乒乓热”，美
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实况在黄金时段播出。

正如美国 《时代》 杂志所说：“这‘乒’
的一声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

“小球转动大球”外交经典，源于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变化的深刻洞察。

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世界政治
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1967年，准备竞选
总统的尼克松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时
提到：“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
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1969年1月20
日，尼克松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
有意改变对华政策。

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
领导人决定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作出努力。

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向
美方发出访华邀请。同年 7月 9日至 11日，时

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
北京，双方就尼克松总统访华达成了一致。

“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
时代开始了”

1972 年 2 月 21 日 11 时 30 分，尼克松乘专
机抵达北京。

在回忆录里，尼克松这样描述他同周恩来
的历史性握手：“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
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尼克松，
宾主谈话寓意深刻而又幽默风趣。毛泽东说：

“过去 22年总是谈不拢……所以就打乒乓球。”
尼克松说：“是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将有
益于美中两国，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会有益于
世界。我就是为此目的而来的。”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即《上海公报》）。在《上海公报》中，双方
以坦率和现实的态度列举各自对重大国际问题
的不同观点，肯定了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
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上海公报》 强调，双方
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

谈及这份历史性文件，基辛格说：“这个
公报是我所知道的外交文件中的首创，它保留
了双方所持不同意见的内容，也正因如此，使
得协议一致的内容更具有意义。”

在欢迎宴会上，尼克松坦言：“我们有巨
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越
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临别的答谢宴上，
尼克松再次强调，“我们决心不让这些分歧阻
碍我们和平相处”，“我们每一方都有这样的希
望，就是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同制
度和不同价值标准的国家和人民可以在其中和
平相处，互有分歧但互相尊重，让历史而不是
让战场对他们的不同思想作出判断”。

周恩来在宴会祝酒词中所说的一番话同样
耐人寻味：“时代在前进，世界在变化。我们
深信，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不管历史的发展
会有什么曲折反复，世界的总的趋势肯定是走
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每天都是全新的探索”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际友谊馆中，有一组

烧瓷工艺品——一只雄天鹅引颈展翅，一只雌
天鹅曲颈梳理，三只小天鹅偎依在父母身边。
这是尼克松访华时赠送给毛泽东的国礼，传递
了人类美好的愿望——和平与友谊。

《上海公报》 发表后，中美两国人民交往
热情迸发，两国间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
贸易等方面交流逐年扩大，地方性的美中友好
协会蓬勃发展，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
障碍——台湾问题，依旧突出。

1977年 6月，美国卡特政府在总结几年来
的对华谈判后，重新拟订美国对华基本政策，
开始谋求加速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政
府发出的信息，中方很快给予积极回应。

1977年 8月，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美国国务
卿万斯时强调，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
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

1978 年 4 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公开宣
布：美国承认大陆和台湾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的概念，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符合美国最大利益。5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
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向邓小平转达
了卡特关于接受中国所提三个条件的决心。7
月初，中美双方开始在北京举行建交谈判，两
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加快。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发表正式建交的
联合公报。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正式建立外
交关系。

“这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我认为，它为我们两国发展经济、促进世界和
平和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提供了合作的机
会。”卡特回忆。

1979年 1月建交伊始，邓小平应邀访问美
国。在白宫，邓小平同卡特紧紧握手，意味深
长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建交之后，中美多领域交流迎来新局面，
美国时任财长布卢门撒尔一行、美国波士顿交
响乐团、美国国家男子篮球队相继访华。“每
天都是全新的探索。”谈起 40多年前访问中国
的日子，时任 NBA 球队华盛顿子弹队副总裁
杰里·萨克斯说。

过去半个多世纪，国际关系中一个最重要
的事件就是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虽然期间也
经历了不少曲折和困难，但总体不断向前，而
且取得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促进
了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关口。推动中
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
的共同期盼。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
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图①：人民日报关于中美建交的号外。
本报图书馆供图

图②：尼克松图书馆外景图。
本报记者 王如君摄

图③：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成员在长城
游览时合影。 本报图书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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