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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解冻 ：知己知彼 刚柔相济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

方经贸往来。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

国实行封锁和禁运，进而对中国实行遏制政

策。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也曾想与

美方进行接触表达善意，但美国方面严格禁止

他们的人与中国代表团有任何接触。尽管后来

建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但中美关系一直没有

得到明显的改善，直到上世纪 60 年代下半期，

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

1967 年 10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外交

季刊》上写道 ：“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

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

怒地在孤立状态生活。”这篇文章在国内大参

考上全文翻译了。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非常

注意，就要周恩来也来看这篇文章。后来，周

恩来就对一个美国记者讲了这个事。毛泽东通

过这篇文章，观察到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

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

果然，1969 年 1 月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就

通过多种方式与中国进行接触，试探改善对华

关系。中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些变化，也在寻求

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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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关系的可能性。

1970 年 10 月 1 日和 12 月 18

日，毛泽东两次接见美国友人斯诺。

毛泽东告诉斯诺，如果尼克松来访

“我相信不会同尼克松吵架。但是，

当然要向他提出批评，我们也将做自

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

国低。毛泽东还向斯诺透露一个信息

说 ：尼克松的使者可能近期到来。”

1971 年 3 月，在日本名古屋举

行的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

间，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表达了访问中

国的愿望。外交部认为时机不成熟，

不同意接待。周恩来亦同意外交部的

意见。毛泽东开始也同意周恩来的意

见，但在夜里突然改变了主意，决定

邀请他们来访。这就是至今还被引

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之作的“乒乓外

交”。周恩来 4 月 8 日在国家体委关

于接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请示件

上批注：“( 邀请美国队访华的 ) 电话

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

的消息，超过了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

消息。”

1971 年 4 月 14 日下午，周恩

来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

体成员和随行记者。这是周恩来继

1957 年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后的第

二次接见美国访华团体。与那次最大

的不同是，由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

提高，周恩来在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

团时的精彩谈话，引起了世界人民、

特别是美国人民的关注。回答美国乒

乓球运动员科恩关于嬉皮士的谈话，

更是使世人耳目一新。第二天，几乎

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都报道了

周恩来的谈话。4 月 16 日，科恩的母

亲从美国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

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感谢周恩来

对他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美

国《华盛顿邮报》载文称 ：“乒乓外

交”不但使“中国改变了它在美国公

众中的形象，从暴风骤雨到阳光明

媚”，而且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积极

回应。

为了接待美国基辛格和随后的

尼克松来访，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

于 1971 年 6 月末，亲自部署成立了

对美工作领导班子，并与外交部、民

航总局领导议定，派一组由领航人员

和接待人员组成的小组，前往巴基斯

坦的拉瓦尔品第，接基辛格来华。

基辛格于7月9日12时抵京，11

日 12 时离京，在北京共停留 48 小

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 17 个多小

时。他回到巴基斯坦的第一件事，是

向华盛顿发出密码电报“我找到了”，

意即北京之行取得成功。

从开始准备基辛格访华一直到

接待尼克松访华，中国方面做了大量

的周到细致的准备工作。周恩来几乎

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既要

坚持原则，又要取得实质性的效果。

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周恩来实际上是接待组的大组

长。下面有航空的、地面的、谈判的、

报道的、警卫的、公报的等好几个小

组。每个小组的工作，周恩来都亲自

部署，亲自落实。

美国总统出访外国时在外国境

内，从来都是乘坐自己的专机。但这

次访问中国，却被要求在中国境内的

活动乘坐中国提供的专机。因此，航

空小组与美国的谈判格外辛苦。周恩

来对大家说：美国总统历史上从不坐

外国飞机，这次到我们国家来访问，

在我们的国土就应该尊重我们的安

排，我们很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

自信心，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力量保

证总统的安全。

航空小组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

望，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国的专机

落地时甚至做到了分秒不差。尼克松

说飞得好，服务也好。听到这两句话，

周恩来很高兴，说这个机组是我们自

己培养的，我非常信任他们。基辛格

还说，在中国坐周恩来的专机是最安

全的。

在周恩来的事必躬亲下，每项接

待活动都在按部就班进行。但是正如

俗语所言：计划赶不上变化。面对情

况的变化，周恩来总是成竹在胸，知

己知彼，显示出高超的外交艺术。

尼克松访华前，最担心的是毛泽

东是否会接见他，一直想落实这件

事。但在双方商定的日程表中，并没有

列出这一项。然而，就在尼克松到达北

京当天下午，毛泽东突然要见尼克松

——此时后者正准备洗澡。周恩来马

上赶到宾馆通知基辛格。基辛格本来

还想“啰嗦”几句，但“周恩来一反常

◆1971年4月，周恩来接见应邀访问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这
次邀请被人们称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

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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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

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

（见基辛格：《论中国》）显然，周恩来

非常清楚尼克松想见毛泽东的迫切心

情，也非常清楚这次会见将会产生多

么大的世界性影响，因而没有顾及到

那些惯常的外交礼仪。这次会见结束

时，尼克松对毛泽东说 :“我们在一起

可以改变世界。”这句话至今仍然影响

着我们今天的世界格局。

另一个大的变化情况是，中美

《联合公报》一度面临夭折。

从 1971 年基辛格第一次公开访

华到尼克松来访的四个月里，中美双

方就《联合公报》的问题，中方以外

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班子和美

国以基辛格为首的班子，一直进行艰

苦的谈判。其间有几次都快谈不下

去。不过，等到尼克松访华的时候，

公报的框架终于形成。尼克松访华期

间，周恩来和尼克松谈了两次，达成

了总的原则。接下来是乔冠华和基辛

格把所谈的公报内容形成文本。毛泽

东批准了这个文本。双方同意待尼克

松结束访华前对外公布。

然而，当尼克松一行于 2 月 26

日到达杭州后，美方代表团中以罗杰

斯国务卿为代表的一些人，不同意这

个公报中的若干内容。尼克松感到很

无奈，他对中方说，我们实在是很抱

歉，有些问题还要重新谈。周恩来电

话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你可以告

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同意

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于是，

当晚中美重开谈判。但是谈判进行得

十分艰难，一度无法谈下去。乔冠华

提出，我们不要发公报算了，就发表

一个简单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应中国

政府之邀到中国玩了一趟。但美方不

同意，说他们回去无法交代。最后直

到凌晨四点，双方才算达成了一致。

但实际上，罗杰斯作梗的原因，

主要的并不是公报内容本身，而是在

于他感到他这位负责美国外交事务

的国务卿，在这次访华中没有受到应

有的重视和尊重，不但磋商公报没有

他参加，甚至连毛泽东的接见都没有

他的份。因此，对于那份在杭州修改

后的公报，罗杰斯等人仍然表示不满

意，并准备到上海再“闹”一番。在

2 月 27 日去上海的飞机上，周恩来获

悉了这个情况。显然，周恩来很快就

明白了问题的症结，于是决定到上海

后立即亲自上门拜访罗

杰斯，解决这个意外的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抵达上海后不到一

个小时，周恩来就来到

罗杰斯下榻的房间。当

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中

国的总理会来拜访，房

间里的人正在激烈地争

论什么。当周恩来出现

在他们面前，他们全都楞住了，争吵

声也平息下来。周恩来不露声色，客

气地对罗杰斯说，罗杰斯先生，我来

看看你。很抱歉，我一直没来拜访你，

我太忙了，所以没有顾得上。罗杰斯

也客气地回应。于是宾主就坐下来交

谈。周恩来根本不提公报的事情，只

是赞扬罗杰斯作为国务卿，做了大量

的工作，对中美关系的打开有很大的

功劳。周恩来还指出，最初双方关系

的改善是从文化交流开始的，民间交

流乒乓球队访问什么的，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接着，周恩来强调说，文化

交流是多么的重要，人民之间的交流

是多么的重要，你们国务院是很重要

的一块。罗杰斯听了很高兴，说这是

他应该做的。然后周恩来就说，我们

应该谢谢你，中美之间打开这个大

门，首先你这边同意了，才能够进行

交流……我们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南海举行会谈，左一为周恩来，右一为基辛格。

◆图为周恩来和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飞往杭州途中，乘坐的是周恩来的专
机——伊尔18。美国总统的“空军一号”跟在后面，这在美国总统出访史上是罕见的。

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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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容易的，希望你继续为中美关系

的发展努力。这次谈话周恩来自始至

终没有提公报的事情。但谈话后罗杰

斯的情绪很好，再没有对公报提出什

么“意见”。周恩来最后说：“待会儿

我们四点钟见。” 四点钟就是中美双

方商定发布关于《联合公报》消息的

时间。

章含之作为周恩来的翻译参加

了对罗杰斯的这次拜访。她认为，中

美《联合公报》能够如期发表，周恩

来的这次拜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尼克松后来回忆道 ：“……外交

上的突破，这体现于 1972 年的上海

公报。首功应该归于一个人，就是周

恩来。”

中日建交谈判 ：坚持原则  
求同存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

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

策，成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严重障

碍。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

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民间先行，

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之间

人民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

化打下了基础。

1971 年 7 月 15 日，中美双方

同时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对

日本形成强烈的冲击，这意味着此

前历届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都

宣告失败。尼克松 1972 年 2 月访华

后，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

占了上风，给当时的佐藤内阁造成很

大的压力。

1972 年 5 月 15 日，周恩来在接

见日本友人时指出，如果田中做了首

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我

们欢迎。同年 7 月 6 日，田中角荣当

选首相。他在首届内阁会议上说：“在

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与尼克松访华的磋商过程不同

的是，中日双方的人民外交早已形成

气候。正如田中自己后来说的，轨道

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

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1972 年 7 月，以中日友协副秘书

长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剧团

应邀访问日本。剧团 7月 4 日从北京

出发，经由广州、香港，于 7 月 10

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在此旅途中，

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田中出任首相。

7 月 17 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

本处处长陈抗随农业团访日，向孙平

化、肖向前（时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

事处首席代表，负责中日建交谈判的

联络工作）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

田中要加紧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我

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

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

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

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

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周总

理针对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生动

地指出 : 孙平化就是要“万丈高楼平

地起”; 肖向前要“继续向前”。“平

地起高楼”和“继续向前”，就是要

在已有民间外交日积月累的基础上，

通过广泛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下决

心采取行动实现访华，以最终解决中

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7月22日下午，田中内阁的大平

外相，与孙、肖二人在东京举行秘密

会谈。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

竹入义胜作为田中首相的“密使”抵

达北京。周恩来与竹入进行了三次会

谈。周恩来针对日方外务省高官称“日

台条约已经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强调

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

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

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

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

的，是应当废除的。在第三次会谈时，

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拟写

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默

契，请竹入转告田中首相。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战

争赔偿问题。这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

化中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因为它牵

扯到日本侵华战争责任、台湾归属、

《旧金山对日和约》及其《日台和约》

的合法性、还有钓鱼岛争议等问题。

周恩来请竹入向田中首相传话，

我们不会要求赔偿，在联合声明中可

以表明放弃赔偿要求。竹入听了后，

◆1972年，田中角荣（右二）会见孙平化（右三）和肖向前（右四）。

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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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万分，用颤抖的声音对周恩来

说 ：“我找不出什么语言向你致谢。”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共中央在

60年代初就确定可以放弃。周恩来在

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关于放弃对日

战争赔偿问题，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

和从中日关系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

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作

的决定。”

从事中日公共外交卓有功勋的

“公共外交家”王泰平，在中日复交

谈判前后那段时间一直被派驻日本

工作。他后来指出，“田中首相正是

在接到周总理关于放弃战争赔款的

传话，了解了中方在这个棘手问题上

的宽大立场之后，才在短时间内下决

心来中国的。如果未吃这颗定心丸，

就不会那么快下定访华的决心。”

1972 年 8 月 15 日下午，田中首

相亲自会见孙平化、肖向前两位。现

任首相正式会见中国代表，是日本战

后的首次。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会见

中，田中说 ：“我已决定尽早访华。”

1972 年 9 月 25 日中午时分，田

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到

机场迎接。下午双方举行周恩来与田

中的第一次限制性会谈。当晚中方举

行欢迎宴会。

9 月 26 日上午，在中国外交部

长姬鹏飞和日本大平外相的第一次

谈判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

郎用一个小时阐述了日方观点。他的

观点大都建立在“法律”依据，即未

经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和约》以及与

之密切的《日台和约》之上。例如，

关于“战争赔偿的要求权”问题，日

方认为在《日台和约》上已经得到解

决。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写进《日中联

合声明》，还强调希望维持与《日台和

约》之间的法律上的一致性，等等。

总之，比起竹入来华时的态度大有倒

退。

姬鹏飞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

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中日首脑第

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对田中在前一天

晚宴会上将侵华战争采用“添了很大

的麻烦”的表述提出了批评，指出，

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

说是“添麻烦”。接着严厉批驳了当

天上午高岛益郎的“奇谈怪论”。他

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 ：“高岛条约局

长是为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来的

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

不是法律问题。”“大平外相关于‘日

中建交，日台之间就要断交，日蒋条

约自然失效’的说法，我们可以同意

（按日方说法，条约是日本国会通过

的，政府不可推翻——引者注）。但如

果把‘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

拿来作为依据，问题就无法解决。我

们可以在日本承认中国的‘复交三原

则’基础上照顾日本的困难，不在联

合声明中提及日台条约，但不能要我

们承认日台条约，更不能说蒋介石早

已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我们

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

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

担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长对我们不

领情，反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

这个话是对我们的污辱，我们绝对不

能接受。”

周恩来的义正言辞，使日方受到

很大震动。日方连夜研究出一个日方

妥协的极限方案，并逐条写出要点提

交给中方。这样，才使后来的谈判进

行得比较顺利。

最大的难点仍然是关于台湾问

题的表述。1972 年 9 月 29 日公布的

《中日联合声明》的表述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

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这

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的立场。”这是为了照顾日方

的困难，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的表

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

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

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日

方就这样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台湾

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中方要求日

方在《中日联合声明》发布后再就台

湾问题进一步阐明立场。大平外相在

随后的记者会上作了说明，表示“日

台和平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宣

告结束。”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根据中方意

见，载入联合声明，排除了高岛局长

的“奇谈怪论”。田中和大平都提到

中国在“不幸战争”中所受损失巨

大，但中国把怨恨置之度外，从大处

着眼。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日联合声明的达成，对中国而

言，除了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外，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

纪念周恩来诞辰 12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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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样摆在重

要的位置。后来有些人质疑在诸如

“战争责任”“战争赔偿”“钓鱼岛”等

问题上留下了这样那样的“隐患”。

但不要忘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

原则基础上达成的国与国之间的条

约，是平等互利的，是不可能只有一

国完胜。双方谈判水平的高低，只能

从战略高度的得分来检验。现在再来

回顾这个文件，完全可以领悟到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度政

治判断力和战略远见。特别是放弃战

争赔偿，除了为中日建交迅速完成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争取日

本民心，借力日本经济实力推进中国

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

《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舆论

对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这一

条尤其强烈，纷纷赞扬中国政府的真

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在感动之

余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

民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要真诚地对

中国给予经济合作。中日建交为本来

比较活跃的中日经贸关系增添了新

的活力。

1977 年 6 月，邓小平第三次复

出，立刻感到要加快中国现代化建

设，非常需要外部的资金援助。当时

发达国家中，虽然中美关系解冻，但

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可能指

望他们。而处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第

二的日本，则有很大潜力可挖。于是

亲自于1978年6月访日，不失尊严地

寻求日本的支持：一方面对“日本天

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

人民表明谢罪之意”表示赞赏，一方

面宣告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希

望日本在经济方面扩大合作规模。

1979年，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宣布日

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基

金（ODA）（内含小部分赠款），这对

当时资金十分紧张的中国现代化建

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983 年

11 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首相中

曾根康弘说 ：“中国现在缺乏资金。”

中曾根说 ：“为了支持中国的现代化

建设，日本政府将从 1984 年度起向

中国提供第二批贷款。”邓小平还指

出，日对华的资金援助同样会使日本

受益很大。日本对华的ODA一直持续

到 2007 年才基本结束。

确实，日本从对华的 ODA 中也获

得了很大的好处。不过，如果我们再

看看今日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难道

还不能清楚地看到当年中日联合声

明谁家的战略眼光更远一些吗？

顺便补充一下，著名的社会活动

家、1972 年中日复交谈判亲历者林

丽蕴于 2013 年回忆 ：“当时周总理

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

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

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

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

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

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

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

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

决定不要赔款了。”（后来日本有所改

变，提供了资金——作者补注）

另外，林丽蕴的回忆还谈到了一

个细节，即田中到达北京那天晚宴会

所说的“添了麻烦”。由于当时田中

的翻译是在台北学的日文，将田中在

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

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译成了“添了麻

烦”。当然，即使是“伤害”，田中

的用词还是不够诚恳。但是，他后来

对于周恩来的批评，表现的态度还算

是可以的。因此，周恩来后来在会见

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 ：“田中

先生一上任就立即做出决断，恢复邦

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

他比尼克松勇敢。”的确，从田中上

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

84 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

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

觉。

最后提一下，有感于中国领导人

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贡献，田

中角荣称毛泽东为圣人，周恩来是日

中邦交之父。中曾根康弘称周恩来为

日中邦交的恩人。

至于今天中日关系的低潮，还

有日本右翼的泛滥，钓鱼岛问题等，

中国方面的立场仍然还是以1972年

的联合声明为基准。最大的变化就

是在这个联合声明以后，中国国力

日益强盛。而日本逐渐偏离了这个

联合声明的精神，这也可以说是造

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主要原因之

一。现在有些日本人在看到中国崛

起，嫉妒焦躁之情难以抑制，因而指

责中国人忘恩负义。这不更能说明

了毛泽东、周恩来当年的政治判断

和战略眼光的正确吗？■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

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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