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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关系史中， 中美关系一直是足以直接影响世界格

局的重要篇章。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历程中，以 1972 年的《中美上海

公报》、1978 年的《中美建交公报》和 1982 年的《中美“八·一七”公报》的

出台最为引人注目，这三份公报浓墨重彩地构筑了中美关系的基石，而它

们相继出台的经过， 也生动地见证了中美关系从解冻到逐步发展的清晰

足迹。 今年是中美关系正常化 40 周年，本刊特发此文，以示纪念。○孟 红（山西）

中美关系三份公报

———《中美上海公报》出台背后的曲折故事

（一）出台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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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时 局 的 变 化 促 使 中

美从对立走向缓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

其强大的政治、 经济和军事实力，
到处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而这种

侵略扩张政策必然受到世界各国

进步力量的一致反对。随着国际形

势的发展变化，美国的国力逐渐下

降， 并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而

苏联则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

事实力到处伸手，苏美两个超级大

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

方向发展，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

守的态势。 深感力不从心的美国，
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增

加与苏联对抗的筹码，开始寻求同

中国接近，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同中

国改善关系的措施。
1969 年初， 尼克松出任美国

总统。 在其执政期内，美国经历了

战后最重大的外交政策调整， 即：
推行“新亚洲政策”，实行越南战争

越南化，力求从越战中脱身；承认

世界上有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

中国“五大力量中心”，推行以“实

力地位”、“谈判时代” 和 “伙伴关

系”为三大支柱的“尼克松主义”，
调整美苏关系，改善美国与其盟国

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 在

尼克松实现其外交设想的过程中，
对华关系是极为关键的一环。

尼克松上台前夕，曾通过美国

《外交季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

同中国接近的主张。 他任总统后，
于 1970 年 10 月 1 日向美国 《时

代》杂志记者发表谈话，第一次公

开表示愿意访华。他说：“如果说在

我去世之前， 有什么事情要做的

话，那就是到中国去。 如果我不能

去，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随

后， 尼克松于当年 10 月 25 日和

27 日， 分别在同巴基斯坦总统叶

海亚、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

晤时，请求他们向中国转达美国已

经决定设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

口信。中国十分欢迎尼克松政府这

一谋求中美接近和建立关系的信

息。 此后，中美之间就建立了互通

信息的“叶海亚渠道”和“齐奥塞斯

库渠道”。
在当时，中国同样有着改善对

美关系的需求。 首先，中国面临苏

联的严重威胁。 20 世纪 60 年代以

后，由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到 60
年代末， 双方已在边界屯兵百万，
有随时爆发战争的危险。为了对抗

苏联的军事威胁，中国必须重新调

整外交战略。 其次，“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中国外交由于受极“左”思

潮的影响，遭遇重重困难。 中国的

对外交往几乎中断，建交步伐迟迟

迈不开， 面临国际环境也日益恶

化。 为扭转中国外交的被动局面，
急需调整外交政策，建立一条更为

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因此，上世

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中国领导

人不失时机地调整了对美国的政

策，与美国国内有远见的政治家一

道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1 年 4 月，经毛泽东决定，

周恩来开展了著名的“乒乓外交”，
邀请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

国乒乓球代表队访问中国。这一举

措表明了中国缓和中美关系的诚

意，被誉为用“小球带动了大球”。
同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 尼克松总

统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

密访问北京， 为尼克松访华做准

备。 7 月 16 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

公告，宣布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

统在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

访 华 。 1971 年 10 月 20 日 至 26
日，基辛格再次来访，为尼克松访

华作具体安排，并与中方着重讨论

了台湾问题和尼克松访华期间将

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的草案。1972
年 1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

助理黑格又来到中国，为尼克松出

访做最后的准备。
1972 年 2 月 21 日，美国总统

尼克松乘“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

京，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他在机

美国《生活》杂志 1971 年第 4 期所刊载周恩来与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会见之图文

岁月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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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热烈握手。
尼克松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打破

国际惯例、不同寻常的访问，堪称

解决和推进中美关系的 “破冰”之

旅，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令世界瞩

目，意义非同寻常。

尼 克 松 对 周 恩 来 的 秘 密

承诺定下了《公报》的基调

尼克松抵达北京后，先后与毛

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

会晤，而由尼克松与周恩来进行的

会谈则是双方最关键、最具实质性

的会谈。《中美上海公报》的基本构

思与框架，都是在两人的会谈中商

定的， 他们一共进行了 5 次会谈，
在北京会谈 4 次， 在 上 海 会 谈 1
次。1972 年 2 月22 日，在第一次秘

密会谈中， 尼克松对周恩来作了

《中美上海公报》 文字中所没有的

秘密承诺， 主要是对台湾问题的

“五点原则”：
第一，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

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能控制得住

官僚体系的话，不会再有台湾地位

未定之类的声明出现。
第二，我们不曾也不会支持任

何台湾独立运动。
第三，在可能范围内，我们将

运用影响力，劝阻日本军队在美方

减少在台驻军时进入台湾。□□□
□□□（此句以下有 4 行被删除）。

第四，我们将支持任何台湾问

题能达到的和平解决。与此点相关

者，我们将不支持台湾政府作任何

以武力回到大陆的军事尝试。
第五，我们寻求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系正常化。我们知道台湾问

题是完全正常化的阻碍，但在我以

上表述的框架下， 寻求正常化，努

力向该目标迈进。

乔 冠 华 与 基 辛 格 在 一 场

反复拉锯的艰难谈判之后终

于商定了《公报》草案

尼克松与周恩来的会谈定下

基调后，《公报》的具体条文内容由

基辛格与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华谈判议定。当他们在钓鱼台

一座小楼里进行艰难的谈判时，尼

克松一行正在故宫、 长城等地游

览。 在会谈间隙，基辛格忍不住打

开电视， 看了看尼克松的新闻，然

后风趣地对乔冠华说：“乔，我明白

了， 我是被你们用作试验的豚鼠

了。 ”
乔冠华不解地问：“什么？试验

的豚鼠？ ”
基辛格笑答：“你看，总统去的

这些地方，你们都事先安排我去过

了，来试验总统访华的时间安排和

保卫措施，来检验外行的美国人在

中 国 文 明 古 迹 前 作 一 些 什 么 反

应。 ”
乔冠华哈哈大笑。
这时的基辛格和乔冠华看上

去轻松而不失诙谐，然而，在这两

位谈判对手的会谈中，更多的时候

他们却要去解决如大山一般横亘

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众多难题。
台湾问题是会谈中最棘手的

部分。基辛格与乔冠华逐字逐句研

究公报的每一句话，但始终分歧很

大。
会谈的第三天，即 2 月 24 日，

双方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

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希望美

方在《公报》中做这样的表述：“美

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

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

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说：“我希望你

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

说成一个目标。 即使这样，我们仍

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及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

来。 ”
乔冠华坚持道：“但是，这个前

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 ”

尼克松在来华途中与基辛格、罗杰斯等政府要员举行会议

岁月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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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 2 月 24 日，尼克松夫妇在李先念夫妇陪同下游览长城。

岁月风云

基辛格毫不相让：“这样做会

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与社会舆

论决不会答应的。 ”
每到出现这种剑拔弩张、相持

不下的情况时，这两位出色的外交

家都会理智地设法把绷紧的弦放

松，用一两句玩笑话来冲淡紧张的

气氛。 乔冠华果然松了弦，他笑着

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

在德国获得的学位。 从这点上，我

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 可是，在哲

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
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

因吧。 ”
到 2 月 25 日， 会谈还是无法

取得突破。此时的基辛格与乔冠华

表面上都显得很轻松，好像明天尼

克松无须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

海发表《公报》。其实两人都暗地着

急， 也都在设法向对方施加压力。
双方都明白，如果不能在最后时刻

达成协议，那尼克松的这次访华就

可能失去意义，这是双方都不愿意

看到的结果。
这天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

汇报、 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
两人再次碰头时都拿出了新的方

案，都作了相应的让步。
会谈取得了突破， 随后， 尼

克松、 周恩来也进来参加了半小

时的谈判。
尼克松坦率地在会谈中对周

恩来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

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辞过于

强硬， 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

难。 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

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

叉火力之拼命攻击……到时候，如

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

而落选，我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

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 ”

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

批准。于是周恩来表示可以考虑美

方经过修改的论点。尼克松也同意

接受中方经过修改的论点。
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结

束之后， 基辛格与乔冠华于晚上

10 时 30 分再次会晤。 晚上的这次

谈判十分顺利， 只花了 15 分钟就

解决了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行文

如下：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

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

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

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

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

已归还祖国； 解放台湾是中国内

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

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

“一中一台”、“一个中国、 两个政

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

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 美国认识到，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

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

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

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

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

目标。 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

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

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2 月 26 日凌晨 2 点， 预定在

上海签署的《公报》文本终于落实

了！

美国国务院对 《公报》突

生异议使尼克松措手不及

《公报》大功告成，使得尼克松

飞往杭州时的心情特别轻松愉快。
他一想到翌日到上海后就可以向

全世界发布这个《公报》，便觉得兴

奋不已。
然而，冷不丁 “半路上杀出个

程咬金”。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

国务院的专家看了《公报》草案后，
一路上都在嘀咕这份《公报》不理

想。他们本来就对这次谈判中被排

斥在草拟《公报》 的过程之外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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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间隙乔冠华陪同基辛格游览天坛公园

岁月风云

看法， 看到 《公报》 草案后便向

国 务 卿 罗 杰 斯 提 出 了 很 多 意 见。
到达杭州的当晚， 罗杰斯把国务

院专家们对 《公报》 的一大堆意

见以及要求进行修改的材料交给

尼克松， 材料中提出了许多要修

改的地方， 例如， 有人对 “在台

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

只有一个中国” 这句话提出了异

议， 说这话说得太绝对了， 建议

将 “所有中国人” 改为 “中国人”
……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 竟

有 15 处之多。
望着这份材料，面对这猝不及

防、节外生枝的局面，身穿睡衣的

尼克松在套房客厅里走来走去，气

得拉长了脸。那些保守派对访华的

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了。在已经

通知中方说他同意《公报》以后，又

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

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

统？
晚宴开始之前，尼克松把基辛

格找来商量。脸色阴郁的基辛格看

了材料后说：“《公报》 文本是我和

乔在北京花了 20 多个小时搞出来

的，现在要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

等于推翻重来。 ”
尼克松近乎在吼叫：“我批准

了，毛泽东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

面提出修改，我这个美国总统还有

没有脸？ ”
基辛格一脸为难之色，说：“总

统，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等着看

明天在上海发表《公报》了。 ”
脸色铁青的尼克松思忖良久，

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后，你再

找乔谈一谈。 ”
晚上 10 时 20 分，基辛格与乔

冠华两人再次会晤。基辛格说出了

一番经过精心琢磨的话：“乔先生，
在正常情况下， 总统一拍板，《公

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

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主张，还未能

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 乔，我们需

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

针……”
乔冠华挖苦地笑道：“博士，这

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动

不动就搬出来用。 ”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

生能够进行合作，从而使我们的国

务院觉得自己也做了贡献，这对双

方都是有利的。 ”
“你拐了一个大弯子， 是想说

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 《公报》
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吗？ ”

“是的。 是这个意思。 ”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

惊讶而严肃地回答说：“双方已经

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

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许多让步，尼

克松总统也接受了这个《公报》。昨

晚， 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这个 《公

报》。 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

间不到 24 小时了， 怎么来得及重

新谈判呢？ ”
基辛格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

简述了一番，最后诚恳地说：“希望

你们能认真考虑。 ”

毛泽东拍板表态：台湾部

分不能同意修改，其他部分可

以商量

乔冠华暂停了会谈，去向周恩

来请示。 周恩来听着乔冠华的汇

报，沉思着。
其实在晚宴之前，给罗杰斯国

务卿那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已经

找周恩来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罗

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脱

稿的《公报》文本大发牢骚，还听说

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

直在考虑如何应对这件事。
周恩来要乔冠华谈谈自己的

看法。乔冠华气呼呼地说：“他们内

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

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

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
周恩来说：“冠华，《公报》的意

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它背后

无可估量的含义。 你想一想，《公

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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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

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

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

化， 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

的。 ”
乔冠华恍然大悟：“总理，我明

白了。 ”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

弃应该坚持的原则。修改《公报》文

本的事，还要请示主席。 ”
周恩来随即拿起了红色直通

电话要通了北京。 毛泽东听了汇

报，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

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

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

量。”毛泽东停顿了片刻，又严厉地

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

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

报》的可能性。 ”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宾馆

又开了一次夜车。 凌晨 2 时许，最

后的《公报》文本终于完成了。 此

后，在宾馆的一个八角亭里，尼克

松与周恩来草签了 《中美联合公

报》。

《中美上海公报》的问世打

开通向中美建交之门

1972 年 2 月 28 日下午 5 时，
尼克松、周恩来率领的中美双方人

员出现在上海锦江饭店那个著名

的大厅里，从全世界各地赶来的数

百名记者将大厅挤得满满的，各种

闪光灯一起闪亮。中美双方经反复

磋商后形成的 《中美联合公报》即

“上海公报”， 终于在此宣布诞生

了。 《公报》发布后，其内容迅速通

过电波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当晚，在上海举行的庆祝宴会

上， 尼克松举起斟满茅台的酒杯，
红光满面地作即席演讲：“我们在

《公报》中说的话，远不如我们在今

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

要建造一座跨越16000 英里和 22
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今天

的《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

的桥梁……”
兴奋之情溢满脸颊的人们为

尼克松的话使劲鼓掌，掌声经久不

息。 尼克松又乘酒兴即席发挥，兴

奋地说了一句十分敏感的话：“美

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

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后来有

挑剔的西方记者评述说，美国总统

在鼓吹“美中”联合“主宰”世界。
接着，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

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

世界的一周……”
《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后，极大

地震撼了世界，影响了世界格局的

改变。法新社评述说：“改变世界的

一周” 应该是 “改变尼克松的一

周”。 开罗《金字塔报》评论说：“西

方帝国封锁新中国的神话破灭了，
这是亚非人民的伟大胜利！ ”

作为第一位踏上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土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来

访和作为中美关系重要里程碑的

《中美联合公报》 的发布， 意义深

远，影响重大，是中美关系发展史

上极为重要的一页。它表明美国曾

经长期推行达 20 多年之久的在政

治上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的破产，
标志着中美两国从此开始了实现

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为以后两国关

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公报》 所体现的求同存异的

精神和双方在讨论中展示的原则

性和灵活性，为以后中美关系的发

展留下了有益的历史启示。它打开

了通向中美建交谈判之门。
然而，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

的立场还相差甚远。尼克松政府尚

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

一的合法政府，也没有为从台湾撤

军规定时间界限，这些都表明了实

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仍然需要走一

段艰难的行程（待续）。 （题图为走

下飞机的尼克松热切的与周恩来

握手）
（责任编辑：徐 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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