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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

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致当选总统尼克松关于对华关

系的备忘录（节选）

签署人 : 杰罗姆·柯恩（Jerome 

Alan Cohen）, 哈佛大学法律系教授，

系主任；费正清（Joho K·Fairbank），

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夫·霍夫海

兹（Rov Hofheinz），政治系助理教

授；帕金斯（Dwight Perkins），经济学

教授；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

教授；史华兹（Benjamin I.Schwartz），

历史学与政治学教授；詹姆斯·汤

姆逊（James Thomson），历史学助理

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社会关

系学教授；鲍大可（A.Doak Barnett），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白鲁恂

（Lucian Pye），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

教授。（以上人员除来自哥伦比亚和

麻省理工学院各一人外，其余都来自

哈佛大学）

1968 年 11 月 6 日

我们作为研究东亚的学者，在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研究所

的支持下，就美国与东亚关系完成了

为期一年的不公开的讨论后，今将我

们对美国与中国关系这一关键问题

的想法以书面形式向阁下申述：

美国的目标

过去二十年来统治美国与东亚

关系的中心现实是中美的敌对与僵

局。显然，越南问题的解决不论性质

和时机如何，中国问题将继续在新政

府的任内乃至整个 70 年代统治着我

们与东亚的关系。

共产党中国的幅员、意识形态、

相对孤立状态、潜在的力量以及当前

的国际动荡，增加了世界这一常年不

稳定的地区的危险性。美国对华政策

的中心目标一直是，并应继续是避免

与中国作战和尽量减少它对周围地

区的扰乱。

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前几届

政府大体上执行一种双重政策以达

到这一目标：一方面进行军事遏制以

威慑其可能的扩张企图；一方面努力

通过大使级会谈与大陆中国沟通，并

不时提出进行非正式接触的建议。当

然，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第一种

政策占压倒优势，盖过了第二种政策

的作用。

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到了应该在

这两方面之间取得平衡的时候了，这

样，在避免与中国作战而又使它不敢

轻易对外进行干涉的同时，我们可以

更加积极地走向中美关系缓和并最

终达到和解。

为达到上述目标，我们提出以下

具体建议。不过同时需要做一些重要

的提醒：尽管中国过去三年来国内动

荡混乱所造成的后果还不清楚，我们

现在并不预期中国有改善与美国关

系的愿望，所以很可能我们所提出的

建议中的任何一条乃至全部在可以

遇见的将来都会被中国领导人当即

拒绝。

但是我们还是提出了这些建议，

是出于这样的信念：美国向中国提供

一种明确的对外部世界较少敌意的

政策选择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至

少，这样可以使北京的决策过程复杂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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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一决策至今一直是简单地建立

在美国敌视中国不可改变的理论基

础上的。同时，我们还能以我们的言

词和行动向那些对毛泽东对世界的

看法有所怀疑的现在或将来的其他

中国人传话。除非我们采取更加平衡

的做法，否则我们轻则可能失去一个

使北京的行为温和一点的机会；重则

可能为与中国打一场双方都没有希

望“获胜”的战争打下基础。

建议：A. 与大陆中国的关系

1）探索性会晤。您应该认真探

索以下可能性：安排一名您所信任的

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

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您

的特使应传达这样的意思：新一届政

府有兴趣倾听中国人对一系列广泛

问题的看法，包括越南、裁军等问

题，并在比华沙更加非正式的场合对

建立正常关系的前景进行非官方性

的试探。中国人很可能拒绝接受这样

一位特使，但是做这样的努力，显示

美国的态度有所改变，还是值得的。

2）越南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

曲折很可能为改善对华关系和把中

国纳入世界秩序提供一个机会。尽管

中国目前对谈判解决持敌对态度，新

政府应该敏锐地抓住机会以使北京

以某种状态卷入越南谈判的进程—

—或者通过重新改组的论坛，或者通

过一揽子最终方案把中国、两个越南

和其他分裂的国家都纳入联合国。主

要考虑是：应把越南谈判视为通向更

广泛的亚洲问题解决的一个步骤，因

而是可能使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一

种手段。

3）降低论战的调子。不论北京

的言词如何敌对，所有美国政府官员

在评论中国时应避免挑衅性的说法，

这是至关重要的。过去，我方诚意的

“和解”往往被那种把中共比作德国

纳粹的新闻发布所破坏。特别使中共

反感的是美国表面上把台湾当作唯

一的中国的态度。新政府应及早地

找到机会消弥这一言词和现实之间

的差距。自从 1955 年以来，在两党、

三届政府下，美国在日内瓦、华沙和

台北与自称为“中国”的两个政权都

在打交道。您或您的国务卿找到某种

场合，不事张扬地指出一个事实：我

们给予北京“事实上”的承认已经有

十五年了，而“法律上”的承认显然

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需要进行讨

论，这样做当收益良多。

4）反导弹体系（ABM）。新政

府需要决定是否继续最近批准的“稀

薄”ABM体系。我们认为现政府对

这样一种体系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

的后果欠考虑。撇开美苏军事平衡的

问题不谈，建立 ABM计划不但在军

事上作为对北京的威慑是不必要的，

而且很可能被中共视为美国有意进

攻北京的证据。我们恳请重新考虑建

立 ABM体系的决定。

5）贸易。新政府应及早寻求机

会改变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这项政策

是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并没有剥夺

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主要

盟国都不支持，经常在我们与第三国

关系中造成麻烦，剥夺了美国最起码

的可能改变中国的经济杠杆，并阻

止我们的商人分享中国的市场。在这

方面，新政府应以其前任的试探性

的说法为基础，将我们与中国的贸易

与苏联和东欧同等对待（非战略性物

质）。

6）旅游与其他接触。新政府应

该取消控制美国人访华政策的最后

残余，同时应表示愿意接纳北京政府

同意派来的任何中国人入境。这些步

骤不但反映出一个自由社会的自信

和力量，而且将向未来的中国领导人

可能做出的“非孤立化”的选择打开

大门。在官方的接触之外，新政府

应鼓励中美记者、教育工作者、科学

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之间私人的和

非官方的会晤。

B. 与台湾的关系

上述步骤涉及重新建构华盛顿

和北京关系的初步尝试。与此同时，

重组华盛顿与台湾的关系自不可避

免。在这个问题上的宗旨仍应是消弥

言词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美国承认中

国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政府，名义上

统治着大陆和台湾以及澎湖列岛；但

是华盛顿早已把他们作为仅限于台

澎的政府来对待，默认国民党不会重

新征服大陆的事实。自从 1951 年以

来，历届政府都明确表示台湾在法律

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其地位留待将

来事态的发展。新政府现在应以这一

现实为基础。它应重申保护台澎的承

诺，只要在台湾的人愿意保持与大陆

中国分离的身份。但是应采取以下四

点措施以预先防止国民党使华盛顿

为难的潜在可能性：

1）您的政府应派一名理解、并

能传达政府对华大战略的人作为大

使到台湾。为了显示您对政治考虑的

重视高于军事考虑，此人不应是一名

军人。

2）只要台湾海峡相对和平，政

府应利用此机会重新迫使国民党人

从金门、马祖及沿海岛屿有秩序地撤

退（只要这些岛屿为国民党所占领，

就可以被任何一个中国作为杠杆把

美国牵入不必要的亚洲冲突中去）。

3）政府应通过与中国国民党人

坦率的讨论，为美国逐步转变对北京

的关系做准备，特别是为定将出现

的关于联合国席位的复杂问题做准

备。

4）最后，政府应对台湾潜伏在

表层以下的政治力量的活动有所警

觉，有机会到来时应督促蒋介石及其

继承人给 11，000，000 台湾人和 2，

000，000 大陆籍人以更多的充分参

政的机会。

⋯⋯

以上各项建议既表明了美国对

所宣布的目标坚定不移的姿态，又能

表现出通情达理、深谋远虑和为解决

政治问题而互谅互让的意愿。这样一

种姿态将赢得美国广泛的中间选民

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

从这份文件的内容和措辞可以

看出以下几点 ：

一、在那个时候，美国对华政策

必须有所转变这一前提已经很少疑

议，所以《备忘录》的重点不在于阐

明应该转变的理由，而是就适当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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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方式和美国可以做出的让步提出

建议。

二、显然，美国人那时对中国情况

的了解甚为模糊，对中方——也就是

毛泽东的意图完全不摸底，所以每次

提出主动采取的步骤，都作被中方断

然拒绝的准备。但是，认为即使这样

也值得一试，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以

外的领导或其继承者的身上。殊不知

当时正是毛泽东本人正在考虑打开中

美之间的僵局，而且在中国的特定环

境也只有他本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在当

时双方似在捉迷藏，而且从那时起，

直到实现基辛格秘密访华，双方又继

续了一年半的互相摸底，这说明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确起步维艰。

三、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走出第

一步煞费踌躇。最值得注意的是《备

忘录》中的一条建议 ：“您应该认真

探索以下可能性 ：安排一名您所信

任的人员与中共领导人进行秘密的，

甚至是可以加以否认的晤谈。”这与

后来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刚好相符。尼

克松、基辛格的这一决策是否受到这

份文件的启发，现已无法证实。不过

当时反对此举的右派议员认定是这

批哈佛学者的“绥靖”思想产生了

影响，在国会提出此

事，并要求载入国会

纪录，因而这份文件

得以正式公开。可能

这也是尼克松和基辛

格本人后来对此讳莫

如深的原因之一。另

据《备忘录》作者之

一的一位教授称，这

批作者绝大多数亲民

主党，基辛格既然参

加了共和党政府，自

然就得和过去的这些

校友拉开距离。不过

基辛格秘密访华已是

在“乒乓外交”之后，

多少对中国方面的积

极意向有所了解，而

《备忘录》提出此建议

时却是对中方可能的反应完全心中

无数的情况下，因此更为难能可贵。

四、当时美国国内反越战运动已

经兴起，有一批比较激进的大学青

年教师和研究生已经对美国的亚洲

政策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必须改弦更

张。《备忘录》的作者显然不属于激

进派，而是基本上与政府认同。从其

进言的小心翼翼的语气中可以看出

他们不仅对中国不摸底，对当时美国

国内的接受程度也顾虑重重。因此对

于必须打开对华关系僵局的态度虽

然很积极，但在实质问题的建议上却

比较保守。特别是在关键的台湾问题

上，其主张还是“台湾地位未定论”、

“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而尼克

松访华达成的《上海公告》正是在台

湾问题上有所突破才得以打破僵局，

开始正常化的进程。这是由于中方态

度坚定，以及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反复

争论、磋商，互相了解对方的底线而

获至的成果，这是 1969 年的《备忘

录》的作者所预见不到的。

五、自《备忘录》出台以来，已

过去了 40 多年，中美两国关系已走

了很长的一段路，与那时当然不可同

日而语，这期间的长足进展和曲折不

必言说。但是有一点令人遗憾的是，

就基本态势而言，似乎尚未有根本的

变化，也就是尚未像一般的双边关系

那样达到真正的正常化。《备忘录》

基本上是把中国作为不可捉摸的、一

支潜在的扰乱国际秩序的力量来看

待的。主张减少敌对、打开僵局是鉴

于中国之大、可能成为强国的前景以

及中共领导的政权将长期存在的现

实，美国的遏制与孤立政策行不通，

因而认为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更能

减少危险性。实质上就是 60 年代中

期一些谋士们已经提出的对中国的

“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经过 80 年

代中美关系的积极改善和 1989 年之

后的部分倒退，现在美国官方对华政

策定位在“接触”上。这个词的含义

一直众说纷纭，但是基本态度还是一

方面承认必须改善对华关系的现实，

一方面对强大起来的中国可能起的

作用充满疑虑，因此除了谋求改善关

系的积极方面外，另一方面即使不是

“遏制”，至少也是“限制和防范”。

尽管中国与 1969 年处于“文化大革

命”高潮时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根本

的变化，尽管两国之间的交往和信息

相通与那时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

似乎美国对中国真正的了解和信任

还有相当的距离。在《备忘录》中已

经充分否定的对华经

济制裁政策，到 90 年

代又一次被提出来。

更有甚者，那个时候

美国一般舆论在推动

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

走在政府前面，而今

天，对舆论起很大作

用的传媒对政府对华

政策却起着扯后腿的

作用。《备忘录》的作

者除个别外，自那时

以来都在中国和东亚

研究方面继续做出了

重要贡献，现在是这

一界的知名专家，其

中不少人仍不断对美

国的对华政策提出促

进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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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会见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
从此，中美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