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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尼克松总统访沪时的简报工作

夏永芳/口述 周峥嵘 殷之俊/采写

回首 40 年前的往事，在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

史进程中，我成为了参与者与见证人。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留着短发，身穿白衬衫、

黑裙子，我走进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踏上外事工作之

路。在尼克松访华前，作为一个进入外事部门不久的

“新兵”，我当时毫无外事经验，对世界格局和外交形

势还处于懵懵懂懂的状态。70 年代，我开始参与了一

些中美交往的重大事件 ：1970 年 11 月，我参加了美

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访问上海的接待工作。斯诺

返回瑞士时带去了毛泽东主席会见他时发出的可以进

行中美首脑会晤、会谈的重要信息。1971 年 4 月我参

加接待美国乒乓球队对上海的访问，这个举动是毛主

席决定的为恢复中美接触和打开中美人员来往大门的

一个重大步骤。接下来就是参与基辛格、黑格将军等

美国先遣组及尼克松总统访华等一系列接待工作。

一、汇总信息 报告中央

尼克松总统为期 7 天的“破冰之旅”，第一个抵

达的城市是上海，最后，又从上海告别中国。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总统一行在虹桥机场入境时，停留

了约 1 小时，再飞往北京。为了接待尼克松总统访华，

上海外事部门（当时叫市革委外事组）根据中央的指

示，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组织了专门的接待班子，

下设几个组，对每个环节都作了精心安排。

为了弄清为什么要接待尼克松、如何接待好他，

我和同志们一样，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央指示、周总理

讲话。我印象最深的是周总理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毛

主席的战略决策。他说，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中美

开始接触。尼克松，我们要争取一下，这对人民有利。

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来搞接待 ? 为了要使世

界起战略性的变化……

当时上海向中央传递上海方面的信息主要通过两

种渠道 ：一种是由外事组的领导通过保密电话直接报

告 ；还有一种就是撰写简报，供中央决策参考。简报

的要求是当天发生的事必须当天汇总，特事特报，急

事急报，有时一天发三四期简报。负责简报工作的主

要是外办秘书处的三四位工作人员，我是其中之一。

为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整个接待班子包括综合信息、

撰写简报的人员进驻锦江饭店北楼办公达三个月之

久。

我被分配的任务是用我的头脑和笔，或自己采写，

或汇总由其他组四处搜集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综合

分析，以最快的速度写成精炼的简报，向党中央报告

上海准备情况。我们的工作很紧张，经常通宵达旦地

写，内容主要有上海的市容市貌、环境布置、机场联检、

安全保卫、通讯联络、宣传报道、基层准备、宾馆设施、

生活接待、文艺节目、群众教育……同时，我还参加

尼克松一行及其一批又一批先遣组人员参观访问的现

场活动，了解他们的反映，整理成文。

在锦江饭店的三个月中，几乎每天都会传来中央

的指示和总理的声音，还有中央有关部门的简报，我

们也从中学习到简报的写法，其中不乏许多细节。从

中我也了解到，除了大政方针，总理还亲自过问礼宾

规格、陪同安排、礼品选择、是否挂国旗、是否奏国

歌、宴会上演奏什么曲子……总之，一些“细枝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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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事关重大，不能有半点马虎。因为，这些都是“以

礼相待，不亢不卑，不冷不热，不强加于人”的接待

方针的具体体现。

在与美方人员的密切接触中，我们注意到，几乎

所有来访的美国人对我们的国家、人民和我们的传统

文化都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他们对能来中国惊喜万分，

新奇万分。好几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有人把餐桌上的

筷子、卧室里的衣架、客厅里的香烟悄悄地“藏”起来，

带回美国去；有的到商店购买中国的瓷瓶、邮票、扯铃；

他们还不约而同爱上了中国的食物，开玩笑地跟我们

说 ：“这次回去以后，不吃美国饭了，留着肚子下次

来中国饱餐一顿。”我们将这些细节通过简报向中央

作了汇报。中央考虑到对美国客人多做友好工作，因

此决定在他们离开上海前赠送一些纪念品。我们按中

央的指示向美方每人赠送 5 千克糖果，美方人员手捧

礼盒，高兴得跳起来，有的激动地说 ：“我们到过世

界上许多国家，从未受到过像中国这样热情的照料。”

不少人临别时说，耳闻不如目睹，中国将长久地留在

他们的记忆之中。

二、深入现场 采写实况

在此期间，我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为总统访华作

准备、打前站的美方人员，其中包括美国总统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副助理亚历山大·黑格准将、

总统军事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准将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

许多美国新闻记者和技术、安保人员。

那时，在中美隔绝 20 多年后，不少来访的美国

客人对中国怀有一种“神秘感”，他们非常希望了解

中国，而又显得有些拘谨。我们都以礼相待，主动了

解他们的要求，为他们安排好各项活动，陪同他们到

现场参观。我记得有一次曾安排一批美方安保人员参

观华山医院“针刺麻醉”心脏手术，接受针刺麻醉后，

胸腔打开的病人还可以吃橘子，开口说话。当时一位

29 岁的安保人员目睹这“神奇”的一幕，紧张得一度

几乎昏厥，经现场紧急抢救才缓过气来。事后，他对

我说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行业的，工作时身上带着

枪的，但在手术室里见到血，看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发

生，非常震撼。”

在接待美方先遣人员的工作中，上海民航前后承

担了 51 架次的美方专机的飞行导航，保证美机在虹

桥机场顺利着陆。客人抵沪后，入境手续均在十几分

钟内完成。电讯部门确保上海与美国之间的全部通讯

线路畅通。接待办公室调集了英语翻译到宾馆总机间

工作，国际电话在 2—3 分钟之内接通。首次在上海

兴建的通讯卫星移动地面站，从土建、安装到调试、

开通不到 20 天。美方人士对上海的工作安排之周到

和办事效率之高留下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博士曾经说：

“中国人办事好像毫不费力。”

2 月 27 日上午，尼克松总统一行 278 人在周总理

和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等陪同下自杭

州抵达上海进行 1 天的访问。我当时在现场采集信息，

那富有历史意义的一幕幕，现在还记忆犹新。能亲眼

目睹敬爱的周总理的风采，我非常激动。尼克松、周

总理走到哪里，大批外国记者蜂拥围去，试图靠近他

们。我年轻气盛，毫不示弱，勇往直前，最后总有办

法挤到他们的前头，采集到第一手的材料。在这激动

人心的时刻，我完全进入角色，成了一名能“抢新闻”，

能作特殊报道的“外事记者”。

当天上午，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参观了上海工

业展览会。虽然天气晴朗，但寒意袭人。宾主一同步

世纪特稿

1972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与尼克松总统在上海的欢迎宴
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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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展览馆时，尼克松表现得很殷勤，主动帮

助周总理脱了大衣，他也脱去大衣，说 ：“我

的血和总理的血一样热。”尼克松在展览馆

里看得很认真，他停下脚步饶有兴趣地听讲

解员介绍。在观看一部开式双柱冷挤压机的

操作表演时，尼克松试着按了一下启动电钮。

当取出加工件时，周总理笑着对他说 ：“你

这是按了建设性的一钮。”他高兴地说 ：“对，

对，我按的这一钮是建设性的。”

下午，《上海公报》在锦江小礼堂发布。

当天的晚宴上，尼克松总统发表即席演讲说 ：

“公报只是一个开始，今后所要做的更重要的

事情，是建立一座跨越 16000 英里大洋和曾

分割我们 22 年敌对情绪的桥梁，要做到这点，

还要做更多的事。”这段话当然被我完整地写

入当天的简报中，而且四十年后仍记忆犹新。

三、记者“疯狂” 群众自如

我面对面接触的第一批美国人是 1971 年来访的

美国乒乓球队和随团记者。尼克松访沪前后，更多的

美国记者云集上海。他们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有的说 ：“美国人已经同中国隔绝 20 多年了，所以现

在顾不上休息、吃饭，要拼命工作。”他们带着与中

国隔绝 22 年的“饥渴感”到处猎取信息，希望将第

一手的新闻最快地传递给美国人。

美国记者的“疯狂”甚至让我有些头痛。他们到

了农民家里，有时一句话不说闯进厨房就掀开锅盖，

看看农民吃什么菜，有没有肉。他们提的问题很具体，

刨根究底，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房租、交税、饭菜、

工资、退休、食堂、菜场、储蓄等，问到对美国、对

尼克松有何看法等等。在工人新村、市郊农村，记者

们都与普通百姓开展对话。有一批美方人员在参观工

人新村时问一位老妈妈 ：“你是否欢迎我们美国人来

访问？”老妈妈笑着说 :“当然欢迎。解放二十多年

了，现在的上海同旧社会已经大不一样了，你们是该

来看看啦！”一批美国记者在参观一家工厂时问主人：

“你对这次中美会谈有何看法？”主人答道 ：“世界形

势变化了，看来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些不同了。

这次会谈是件好事，但我们还要看美国今后怎么做！”

不少美国记者感慨地说，他们在与中国人接触中，“深

深感受到中国人的信念、自尊和对政府政策的信任！” 

世纪特稿

我后来知道周总理在 1972 年 2 月 25 日曾说过，

要转告新华社，美国这次随尼克松来中国这么多记者，

从他们在这里的工作中，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学的东西。

我对美国记者的工作效率、敬业精神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 ；同时也感受到西方媒体的“无冕之王”具有难以

对付的特点。在机场、参观单位和宴会席上，我也成

为他们追踪采访的对象。我是中文系毕业生，以前学

的是俄语。用英语与美国记者交流常常让我处于被动

应付的状态。他们快速提问，言辞犀利，我用几年来

自学的英语，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单词与他们对话，

刻把钟以后便“粮尽弹绝”，无言以对。我心急火燎，

美国人十分失望，他们带着遗憾的口吻对我说 ：“希望

下次见面时，你的英语能说得好一点 !”这也直接促成

我两年后，在市外办领导的支持下，重返大学校园学

英语，掌握外交、外事人员与世界沟通的主要语言工具。

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也打开了

中美跨文化交流的大门。我作为一名地方外事干部，

参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历史事件，在国家的外交全

局中，犹如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发挥了虽然很微小，

但也是不可或缺的作用。尼克松访华后，我接待了大

批美国访问团组，并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三次

以“了解美国，宣传中国”为主题的跨文化之旅。

（口述者夏永芳为上海市外办原主任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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