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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打开 中 美关 系大 门的战略决策
'

中 共 中 央 党校 国 际 战 略研 究 所教授 宫 力

世纪 年代后期 , 国际 战略态势发生重 大变化 , 美国在与苏联的争霸 中开始处 于不利态

势 , 被迫 进行 战略收缩 , 并 考虑改善 对华 关系 。 而 苏联锋芒毕露 , 急 剧扩张 , 对 中 国构成很大

威胁 。 国家利益 的迫 切需要 , 促使毛泽 东重新审视中美关系 , 逐渐形成利 用美 国全球战 略调整 ,

推动 中 美关系走 向缓和 的战略设想 。 在历史 的转折关头 , 毛泽东展现出 非凡的洞察力 和 决断力 ,

与 美 国政治家尼 克松
一起 , 打开 了尘封 已久的 中 美关系 大 门 , 由 此形 成了 国际关系 的新格局 。

这是 世纪外交史上最重要的外交突 破之一 。

一

、 敏锐把握时机

年 月 ,

“

文化大革命
”

第
一 阶段 的混乱 刚过 ,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 召开 ,

并选举 了新的 中 央委员会和 中央政治局 。 至此 , 中 央文革碰 头会取代 中 央政治局 会议的 反 常情

况终于结束 。 此后 , 毛泽东就很少参加政治 局会议 , 但中 央政治局几乎所有 的重 大决策均需请

示他 , 并经他批准后才能实施 。 在 中 美关系解冻期间 , 中 国 的外交决策程序如下 。

中 国外交部 、
政策研究部门 、 新华社 以及军方分别 向 中 央及 毛泽东等重要领 导人报送外交

和军事动态 (重点是美 国 和苏联 ) 的分析意见和建议 , 以及有关国 际形势 、 美 中 苏关系 的 内 部

参考材料 、 外电报道 , 供决策参考 。

中共中 央主席毛泽东从战略上把握对外关系 的大政方针 , 批阅有关政策 的重要文件 , 经周

恩来组织落实其外交战略部署 。 毛泽东有最后决定权 。

中 央政治局就
一些 重大 问题进行讨论并做 出

一些决定 , 但需得到毛 泽 东 的最后批 准 。 在调

整对外战略的过程 中 , 中 央政治局 曾 多 次召 开会议商讨 中 美关 系问 题 , 制 定有 关政策 和策略 ,

并将结果上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 副主席林彪批阅 。 毛泽东对此积极过 问 , 并 有大量重要批

示 。 林彪主管军 队不主管外交 , 对此很少有具体批示 。 毛泽东做 出 缓和 中美关系 的决 策 是
一个

层层递进和对问题反复认识的过程 , 在此期 间 , 毛泽东最先注意 到 , 尼克松于 年 月 发表

的一篇文章 中写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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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① 毛泽东

阅后认为 , 尼克松的动 向值得注意 。

尼克松上台后 , 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针对 中 国提到 :

“

经过一段对抗时 期 , 我们正进人
一个谈

判 时代 。 在这个世界中 , 任何 民族 , 不论 大小 , 都不会生活在愤怒的孤立之 中 。 我们 不能指望

本文系 国家  发银行资 助中共 中 央 党校 年 校级重 点项 目
“

新时期 中 国 外交战略研究
”

(

之 阶段性成果 。 匿 名 评审专家对本文提 出 宝 贵 的 修改 意 见 , 在此谨致谢忱 !

①

② 周 恩来在 年 月 日 会见 美 同 参 议院 民 主党领袖 费斯 菲 尔 德时 曾 说 :

“

打开 中 美关 系 , 是毛 主

席 的决策 , 他很早就 读 了尼克松
一儿六八年 当选 以前 写 的

一篇 论 文 。 基 卒格 博士 说了 句公道话 。 他说 ,

打 开大门 的 , 在 美方来说还是尼克松下 的 决心 。 当 然 , 在发 展 中 美 关系 中 的 贡献 , 基辛格也 是有
一 功

的 (中共 中 央 文献 研究室 编 : 《 周 恩 来 年谱
—

》 下 卷 , 北京 : 中 央 文 献 出版 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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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成为我们 的朋友 , 可是我们能设法使任何人都不与我们为敌 。

”

毛泽东理解 了 美方传

递的信息 , 就此评论说 :

“

从 年起到 现在 , 他们尝到 了我们这个愤怒 的孤独者 给他们的真

正滋味 。

”

年 月 , 由 于 中 苏在珍宝 岛发 生武装 冲 突 , 毛泽东认为 已是大敌 当前 。 在 中共九大 召

开前后 , 毛泽东提议由 陈毅挂帅 , 叶剑英 、 徐 向前 、 聂荣臻参与 ,

“

研究一下 国 际 问题
”

, 并将

意见上报中央 。 在此后的 多次讨论中 , 四 位老帅认 为 , 在 目 前中 、 美 、 苏 三方斗争错综复杂的

形势下 ,

“

美要利用 中苏矛盾 , 苏要利用 中美 矛 盾 , 我应有意识地利用美苏矛 盾
”

。 在周 恩来 和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首都机场会 晤之后 , 四位老帅 认为 , 尼克松一定会急起直追 。 陈毅说 ,

中苏首脑会谈震动全世界 。

一旦举行 中美首脑会谈 ,

一定更会震动全世界 。 四位老帅 的真知灼

见 , 与 毛泽东不谋而 和 , 促使他下决心 改善 中 美关 系 。 后来 , 陈毅 曾感慨地说 , 只有主席 才会

下这个决心 , 只有主席才敢于打美 国这 张战略牌 。 主席下 了这着棋 , 全局都活 了 。
④

二 、 因势利导 , 独创乒乓外交

从 年开始 , 中美两 国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 , 相互传递 的信号 由 弱渐强 , 逐步 明 朗 , 相

互信任有所增长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美外交接触已势在必行 , 美 国人 急起直追利 用华沙外交场

合 向 中方传达 了 改善关系 的信号 。

在此情况下 , 经毛泽东批准 , 中 方邀请美 国驻波 兰大使斯托塞 尔于 年 月 日 来 中

国大使馆 。 这是 中美大使级会谈 中断两年后 , 双方代表的首 次接触 , 虽然 不 是正式会晤 , 却决

定两 国关系的走 向 。 美方提 出 正式恢复两 国 间 大使级会谈建议 , 中 国代办 雷阳 表 示马 上 向 国 内

报告 。 第二天 , 周恩来将外交部转来 的会见材料报送毛泽东 , 并批注 :

“
`

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

应 , 再定如何回答 : 毛泽东批 :

`

照 办 。

' ” ⑤ 随后 , 经 年 月 日 和 月 日 两次中美

华沙大使级会谈正式商定 , 将在北京举行更高级别的谈判 , 讨论 中美 间的 重大问题 。 但是 , 紧

要关头 , 印度支那风云突变 , 美 国 出 兵柬埔寨 , 打断 了 中美接触的势头 。 年 月 日
, 中

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 鉴于 目 前形势 , 需再次推迟 中美大使级会谈 。

不久 , 毛泽东开 始以另
一种方式 向美 国发 出 信号 。 他此 时正在思考如 何利用 斯诺访华来打

开局面 。 同年 月 日 , 毛泽东在 天安 门城楼亲切接见斯诺 , 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 了 国庆游行

队伍 。 自新中 国成立 以来 , 斯诺是唯一获此殊荣 的美国人 。 年 月 日 , 毛泽东会见斯

诺 , 并有意向他探询 :

“

现在我们的 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 中 国来 , 这是不是正确 ?

”

毛泽东

①

:

:

② 林克 、 徐涛 、 吴旭君 : 《 历史 的真实 》 , 香港 : 利文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③ 关于四 位老帅讨论的 细节 , 参 见 熊 向 晖 : 《 历 史 的 注 脚 》 , 北 京 : 中 共中 央 党 校 出 版社 , 年 , 第

— 页 ; 中共中 央党史研究室 : 《 中 同 共产党历史 (

一

》 第 卷下册 , 北京 : 中共党史

出 版社 , 年 , 第 — 页 。

④ 熊 向 晖 : 《打开 中美关系 的 前奏 》 ,
《 新 中 国 外交风 云 》 第 辑 , 北 京 : 世界知 识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⑤ 中共 中 央文献研究室编 : 《 周恩来年谱 (

一

》 下卷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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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进一步解释说 :

“

如 果尼克松愿意来 , 我愿意 和他谈 。

”

这番话 的意 图 是 :

“

我现在就是火力

侦察 , 这一排子弹放 出 去 , 对方会呆不住 的 。

”

事 后 , 根据周 恩来 的指示 , 由 黄华负 责审 编毛

泽东和斯诺会谈纪要 , 并作为 正式 文件发 至全党 和 全 国各基层单位 。 月 日 , 在 毛泽东

岁 诞辰前夕 , 《 人 民 日 报 》 报道 了 毛 主席会见斯诺
“

同他进行 了 亲切 、 友 好的谈话
”

的 消息 。
③

但是 , 毛泽东对美方做 出反应的估计 , 还是太乐观了
一点 。 事 隔 多年之后 , 基辛格 回忆到 :

“

毛

泽东主席曾经通 过斯诺向 我们传达信息说中 国愿 意 同美国 实现关系 正常化 , 但 当时我们怀疑斯

诺传达 的信息不可靠 , 不敢贸然 采取行 动 。 没想 到 , 年 月 中 国方面 大胆地邀请 美 国乒乓

球 队去中 国访问 , 原来 中 国领导人的战略考虑与我们有相似之处 。

”

年 月 末 , 在 日 本开幕 的第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给 中美关系缓和提供 了历史性的机

会 。 在名古屋 , 中 美乒乓球代表 团官 员 和 运 动 员 的接触逐渐增 多 , 美 国 队在兴奋之余 , 明确地

表达了 希望访华的 意愿 。

历史性的机遇 稍纵即逝 。 月 日 晚 , 经过多 方面 的权衡 、 比较 , 毛 泽东 否定 了相关部 门

“

暂不邀请
”

的决定 , 发 出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的指示 。 年 月 日 , 周恩来在北京

对来访 的美国乒乓球队说 :

“

你们这次应邀来访 , 打 了两 国人民友好往来 的大 门 。

” ⑤ 美 国 白 宫

对此立即做 出积极 的反应 , 宣布撤销对华的
一

系列 制裁和限制 。 中美关系 出 现前所未有的转机 。

月 日 , 中 央政治局开会 , 专 门商讨中美关系问题 。 会后 , 周恩来 于 日 致信毛 泽东指

出 :

“

二十六 日 晚上政治 局会议 已开过 , 大家发表 了
一

些意 见 。 我将写 出 带方案 性 的报告 , 经大

家审议后 , 再送主席 、 林副 主席考虑 。

“

毛泽东在
“

经大 家审议后
”
一语下 面 划 了 横线 , 并写 了

一个批语 :

“

这样好 。

” ⑥ 毛泽东于 日 审 阅 《 中 央政治局 关于 中 美会谈的报告 》 , 并批示 同意 。

与此同时 , 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发给尼克松 口信 ,
口信表示 :

“

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 中国

高级官员 举行一次秘密 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 , 提前来 华为尼 克松 总统访问北京做准备工作

并进行必要的 安排 。

”

至此中 国决策层确立 了新的对美政策和 方针 。

月 日 , 尼 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秘密渠道 回 了 口信 , 表示感谢中 国 方面欢迎他访华 , 并具体

建议基辛格于 月 日 到达北京 。 月 日 , 中方回 口信表示 同意这
一

日 期 。 年 月 日 ,

中 国方面如约 在北京接待了美 国总统特使基辛格 , 月 日 双方发表尼克松总统 即将访华的公

告 。 中 美关系的坚冰开始融化 。

三 、 掀开 中美关系新篇章

经过充分准备 , 中方确定 了 尼克松总统访华接待工作 的 总方针 :

“

不 冷不 热 , 不亢不卑 , 待

① 中华人民共 和 国外交部 、 中 共中 央 文献研究室编 : 《 毛泽 东 外交 文 选 》 , 北 京 : 中 央 文献出 版 社 、 世界

知 识出 版社 , 年 , 第
—

页 。

② 林克 、 徐涛 、 吴旭君 : 《 历史 的 真实 》 , 第 页 。

③ 《 亲历 与 见闻
—— 黄华回忆 录 》 , 北京 : 世界 知识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④ 《 基辛格 在纪念乒乓外交 周 年招待会 上 的讲话 》 , 转引 自 周锡 生 : 《

“

乒 乓外交
”

历久弥 新 》 ,

《 瞭望 》

周 刊 年第 期 。

⑤ 周 恩来同 美 乒乓球 代表团 的谈话 ,
详 见中华人 共和 国 外交部 、 中共中 央 文献研究室 编 : 《 周 恩来外

交 文选 〉
, 北京 : 中 央 文 献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⑥ 中共 中 央文 献研究室编 : 《 建国 以来 毛 泽东文 稿 》 北京 : 中 央文 献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⑦ 口信引 自 《 中 央政 治局关于 中美会谈 的 报告 》 附件 , 参 见 宫 力 : 《跨越鸿沟 :

— 年中 美关系 的

演变 》 , 郑州 :
河南人 民 出版社 , 年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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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礼 , 不强加 于人 。

” ① 在尼克松临行的前两天 , 基辛格以备忘录形式向总统建言 :

“

中 国人在

讨论各种问题时 , 会关注你的战略观念 。 他们将希望知道你是否理解他们 的 观点 、 我们如何制

定未来的行动计划 , 以及是否可以信赖我们坚定不移地推动前进 。

” 总之 , 最根本 的是要表现 出

“

我们审慎之至 , 理解世界运行之原动力 , 并且信守承诺

年 月 日 , 尼 克松抵 达北京首都机场 , 成为 第
一

个访 问 中华人 民共和 国的美 国总

统 。 由 于中美之 间没有外交关系 , 欢迎仪式是低调 的 , 没有鸣 响礼炮 , 没有外交使团 出 席 , 没

有欢迎的群众 。 在 中美两 国 国歌的演奏声 中 , 尼 克松在周恩来 的 陪 同下检 阅 了 中 国人 民解放军

三军仪仗队 。 当天下 午 , 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并指 出 : 来 自 美国方面的侵略 , 或者来 自 中 国方面的

侵略 , 这个问题比较小 , 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 , 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 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 。 你

们想撤
一

部分兵回 国 , 我们的兵也不 出 国 。 可 是 我们两家也怪得很 , 过去二十二年总是谈不 拢 ,

现在的来往从打乒乓球算起只 有 十个 月 , 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 出 建议时算起有两年多 了 。 我们

办事也有官僚主义 。 你们要搞 人 员来往这些事 , 要搞点小生 意 , 我 们就死也不肯 。 十几年 , 说

是不解决大问题 , 小问题就不干 , 包括我在 内 。 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 , 所以就打乒乓球 。

” ③

毛泽东的话意在说明 , 既然 中美之间 没 有相互打仗的 可 能 , 因此 , 应 当排除 障碍 , 改善关

系 。 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为中 美新关系定 下基调之后 , 周 恩来 和尼 克松及基辛格在接下来的几天

时 间里 , 先后进行了 五次会谈 。 在此期 间 , 毛 泽东听取情况汇报 , 并及时作 出 指示 。

月 日 , 中美发表联合公报 。 中方重 申 :

“

台湾是中 国 的一个省 广
“

解放 台湾是 中 国 的 内

政 , 别 国无权干涉 。

”

美方则声称 :

“

美 国认识到 , 在 台湾 海峡两边所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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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④ 美方这一立场是在两 国交

往中第
一

次公开承认只有
一个中 国 , 台湾是 中 国 的

一部分 。 这 就为下
一

步实现两 国关 系正 常化

奠定 了基础 。

毛泽 东始终把中美关系看作是 中 国对外关系链条中 十分重要 的一环 , 并且对中美关系充满

信心 。 同美 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关系是毛泽东多年的宿愿 , 也是他毕生为之奋斗 的重要

目标之
一

。 历经艰难 曲折 , 打开中 美关系 的大 门 由此成为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的画龙点睛之笔 。

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 毛泽东在确定 中 美关系的大政方针 , 以及做 出重要 的外 交决策方面 ,

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 调整对美方针的 最初设想不是 自 下而上 (先 由 外交及政策研究部门提

出 ) , 而是 自 上而下产生的 , 即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有 了初步想法 , 然后 让有关部 门探索可行性 。

毛泽东是 中 方决策 的核心人物 。 周恩来和外交部 、 军方 、 新华社等有关部 门 提出 的意见和参考

材料 , 对中 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做出 重大决策亦有相 当 的影响力 , 如 周恩来关 于 中 国乒乓球队应

参加第 届世乒赛的报告 ; 外交部关于美军侵略柬埔寨 中 国应 推迟 中 美会谈 , 毛 泽东主席应发

表声 明的建议 ( 声明 亦 由 外交部 、 新华社 、 人 民 日 报为 毛起草 , 经毛审定 、 批准发表 ) ;

军委 四位副主席关于国际局势的分析意见 (其 中 军委副 主席 叶剑英和协助安 排讨论 的总参二部

副 部长熊 向 晖后来还直接参与 了 中美会谈 )
; 乒乓外交期间新华社 向 毛提供的外 电报道 , 各方反

应等参考材料 (其中最为详尽的是 内 部刊物 《参考资料 》 ) , 对 中 央政 治局 和毛泽东下 最后的决

① 周恩来 同参加接待尼 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部门 负 责 人谈话 , 年 月 日 。 参见中共中 央

文献研究室编 :
《 周 恩来传 (

一

〉 下 册 , 北京 : 中央 文 献出 版社 , 年 , 第 页 。

②

:

③ 《 毛泽东外交文选 》 , 第 页 。

④ 中 美 《联合公报 》 , 《 人民 日 报 》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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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起到很大 的促进作用 。 在 中 国 决策层 内 , 毛泽东 和 周 恩来是缓和 中 美关系 的 主要推 动 力量 ,

他们不是独立于中 央政治局之外 , 而是在 中 央 政治局 内发挥主导作用 。 在外交决策过程 中 , 毛

泽东侧重 于 战略规划 , 周 恩来侧重于具体指挥和 实际操作 。

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下 , 中 国通过缓和 中美关系 , 改变 了 当时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 , 形成国 际

战略力 量
“

大三角
”

的局面 , 奠定 了 中 国 的大国地位 。 但这
一决策在 中苏 、 中越 、 中阿 (阿尔 巴尼

亚 ) 关系方面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 这也许是 中 国 为了 实现当时 的主要 目标所不得不付出 的代价 。

虽然毛泽东生前没有看到 中美 正 式建交 , 但他所确立 的对美政策 思想代表 了 中 国共产党人

对于西方世界一种新的观念 , 超越 了 意识形态 的 束缚来发展 同西方国 家 的 关系 , 由 此对 中 国外

交的走 向产生深刻影响 , 并对双边 关系 的发展起 到 巨大促进作用 。 在 毛泽东和尼克松打开 中美

关系大 门之后 , 中 国开始迎来
一个全新 的外交局面 。 正如周恩来所说 :

“

我们到 现在没跟美国缔

结什么协议 , 只有一个 《联合公报 》 。 但这一突破 , 使世界上的 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 了 。 中美

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 。

”

当 年毛泽东与 世长辞之 时 , 中 国不仅打开 了 沉重 的对美 关系 之门 , 并且 以此 为突 破

口 , 结束 了 同西方发达 国家隔绝 的状态 。 从这个角度来说 , 毛 泽东晚年 以 巨 大魄 力领导实施 了

对美政策 的重大转 折 , 为中 国新时期全方位的对外 开放奠定 了重要基础 。

毛泽东与 中 共党史研究

中 共 中 央 党校 党 史 部 教 授 陈 述

毛泽东是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又 长期担任 中 国共产党 、 中 国 人 民解放军 、 中 华人 民

共和 国 的主要领导人 。 他对中共党史学科的 形成 、 发展作 出 了 卓越贡 献 。 本文 力 图 在这方面作

进一步的探讨 , 以纪念毛泽东诞辰 周年 。

一

、 重视中共党史研究

毛泽东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髙度重视 ,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为提高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 毛泽东通过颁布 指 示等 , 积极推动全党全军进行 中共党 史和 军

史 的研究 。 年 月 日 , 毛泽东等签发 中 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 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

红军战史编辑委员 会 , 叶剑英 为 总编辑 , 其工 作 内 容是搜集 中 国红军英 勇 斗 争 的历史材料 。

年 月 日 , 为纪念中 国工农红军成立十周年 , 毛泽 东 、 朱德发 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

的通知 。 年 月 , 毛泽东为 中共中央 书记处起 草指示强调 :

“

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 习 党在二

十年革命斗 争中 的丰富经验 。

”

可 以说 , 延安 时期是 中共党史研究 的发展时期 , 也是 中共党史学

科 的形成时期 , 更是通过 中共党史研究 , 判 断历史 是非 、 理论是非 , 为 中 国 新民 主主 义 革命确

① 周恩来与金 日 成会谈 记录 , 年 月 日 ; 参 见 中 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室 编 : 《 周 恩 来传 (

一

》 下册 , 第 页 。

② 逄先知主编 : 《 毛泽东年谱 (

—

》 上卷 , 北京 :
人民出 版社 、 中央 文献 出版 社 , 年 , 第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