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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

真正能称得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

件并不很多。但是，1972年2月28日正

式公布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肯定算

得上是一件永载史册的历史性事件。

这份寥寥数百字的公报对于中美两国

人民和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

和巨大的。这是中美两国经历了许多

复杂、微妙的外交努力而达到的—个

顶点。从此，封闭了20余年的中美关

系大门终于打开了，整个的世界为之

震动。 

一、毛泽东和尼克松历史性的

会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

克松启程前往中国，开始了一次他称

之为“谋求和平的旅行”。他在离开白宫前谨慎

地说：“我们并不幻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美利坚

合众国之间二十年的敌对情绪将会由于我们到那

里进行一周的会谈而完全消除。……当我们瞻望

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将来我们之间

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求某

种办法使我们能够有分歧而不致成为战争中的敌

人”。1

到达北京的这一历史性时刻是经过精心安排

的。尼克松读过基辛格在1971年7月秘密访华后

写的报告，其中说周恩来对1954年杜勒斯拒绝和

他握手心存芥蒂（其实是根据不确实的传闻）。

因此，他决定要突出他与周恩来历史性的握手，

其他人员这时都应留在机舱里，直到他们握手结

束。为此，美方特地派了一名高大的保镖把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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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主意，后来周恩来总理曾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中引用了其中的后面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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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舱的门口，以防止其他人员紧随总统一起走下

飞机。

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当代

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历史性场面终于出现了。尼

克松总统的专机在中国民航人员的领航下，经过

１小时45分钟的平稳飞行，由上海安全抵达北京

东郊的首都机场。这时，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

李先念等中国高级官员，已站在停机坪上等候尼

克松总统。尼克松在快走下舷梯尽头时，急切地

向周恩来伸出手来，主动与迎上来的周恩来紧紧

握手，相互致意。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主席对尼克

松和夫人表示欢迎。中外记者当场拍下了这一历

史性的一幕。

然而，欢迎仪式是低调的。除了350人组成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之外，机场上没有组织

欢迎群众的场面，没有安排外交使团参加迎接，

在驶往钓鱼台国宾馆的沿途也没有组织欢迎的人

群。这一做法符合当时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但

与美国人原来的想象大相径庭（当时美方的一些

官员还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那里会是人山人海）。它似乎是在提醒人

们，只是由于最紧迫的需要才使这两个反差极大

的国家汇合一起来了。美国客人被彬彬有礼地安

排在钓鱼台18号楼下榻。

不过，美国人的失望很快就得到了补偿。当

天下午2时许，周恩来找到基辛格说，毛泽东想很

快会见尼克松。尼克松在到达北京不足3小时就被

邀请去会见毛泽东主席，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

中国方面对这次中美会谈的重视。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毛泽东以他特

有的挥洒自如的谈吐为中美历史性的对话定下了

基调。毛泽东巧妙地把台湾问题作为中国内部的

一个争端提了出来，毛泽东提醒尼克松说，其

实，我们跟他（指蒋介石——笔者注）做朋友的

时间比你们长得多。

毛泽东还用幽默的口吻对尼克松奉行新的政

策表示赞赏，他说，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尼

克松连忙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家伙

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毛泽东则表示：我喜欢

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

我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尼克松完全理解了毛

泽东这番话的含义，他说：我想重要的是，在美

国，左派只能夸夸其谈，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

前是如此。

在谈及中美接近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特意

提到巴基斯坦前总统叶海亚•汗的功劳，并且坦

率地批评了美国过去的对华政策。他对尼克松

说：是巴基斯坦总统把你介绍给我们的。当时，

我们驻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接触。

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不过我

们是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总

统。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任总统。然而在那段时

间，你们也没有想通。

对此，尼克松表示：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少

年来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完

全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

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

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哲学，主要

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尼克松讲

的的确是真心话。

毛泽东在会谈中还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没有

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应当努力寻求改善两国

间的关系的途径。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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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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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

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

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

出国。所以我们两国也怪得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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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又说：“我跟早几天去世

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

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

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

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

谈成了，你怎么办啊？”尼克松对此

表示赞同，他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

道：“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

毛泽东这次谈话给美国人留下深

刻的感受。基辛格曾回忆道：“后

来，我对毛泽东谈话的多层含义了解

得多些了，这时我才明白，毛泽东的

谈话就像紫禁城里的庭院一样，每个

庭院都引向一个更深的庭院，庭院之

间只有面积上微小的区别，而最终的

意义寓于整体之中，只有经过长时间

的思考才能抓得住。”

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会晤之后，周恩来总理于

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历史上第

一个美国现职总统访问中国。

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到：“美国人民是伟大

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

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

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

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

了。”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

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

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

政党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 周恩来

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

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

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2

尼克松在答词中用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语言

表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实用主义基础。他说到：

“过去的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

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

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的时

候，我们哪一方都不会在我们的原则上妥协。但

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

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入会

谈。”接着，尼克松富于感染力地号召：“让我

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

在一起迈步，而是在不同的道路上向同一个目标

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和正义的世界

结构，在这个世界结构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一

1 《毛泽东外交文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5页。

2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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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享有同等的尊严：每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有

权利决定它自己的政府形式，而不受外来的干涉

或统治。”尼克松还直接引用了毛泽东那铿锵有

力的诗句来加强他的论点：“多少事，从来急，

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然

后他又加上了自己的新的理解：“现在就是只争

朝夕的时候了，是我们两国人民攀登那种可以缔

造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的伟大境界的高峰的

时候了。”1

美国总统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天，就引用毛

泽东的话来阐明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不仅别出心

裁，而且标志着美国战后的对华战略有了一个历

史性的转变。

在尼克松讲话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为

客人演奏了美国名曲《美丽的阿美利加》。这曾

是尼克松总统就职仪式上选用的曲目，中国方面

的细致和周到由此可见一斑。周恩来此前曾对军

乐团的演奏员们说过：演奏《美丽的阿美利加》

这首曲子，要使尼克松听到像回到自己家乡那样

亲切。这首曲子优美动听，反映了美国的风光，

歌颂了美国人民，我们选奏这首曲子就是要表达

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

从现场的效果来，中方达到了预期

的目的。尼克松一行对此赞不绝口。这

种热烈的场面通过卫星传递在美国早晨

的电视节目中实况转播，（由于时差的

关系，中国的晚上恰好是美国当的早

晨。）产生了极为轰动的效应。它以迅

速而又直观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中美

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在经历了20余年的敌

对之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宴会刚一结束，美方记者一拥而上，争相把

周恩来和尼克松用过的象牙筷子和中英文菜单抢

走（这份精美菜单上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味

佳肴有：大拼盘、芙蓉竹笋汤、三丝鱼翅、两吃

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另有杏仁酥、点心

和水果，除此之外，还上了一道中国名菜——西

湖莼菜）。如愿以偿的记者在第二天的报道中，

大肆炫耀他们得到了最为珍贵的纪念物。

为了纪念中美两国领导人这次历史性的会

晤，中美双方正式互赠了礼品。中方向美国总统

和夫人赠送了白玉釉瓶、双面苏州刺绣大屏风、

玻璃纱手绣台布等。美方则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

瓷器大天鹅一对。此外，尼克松总统还赠送给毛

泽东主席四棵生长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红木树树

苗。

二、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

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就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

关心的国际事务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

讨论。他们是重大问题的主要对话者。尼克松向

1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90-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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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表示，1971年7月他在堪萨斯城

的讲话，代表了他深思熟虑的看法，

即一个以美、苏、中、日、西欧五个

力量中心为基础的新的世界战略格局

正在形成。美国对亚洲没有领土野

心，他深信中国对美国也没有领土野

心。因此两国之间存在着建立合作关

系的基础。

谈到台湾问题，尼克松重申了基

辛格1971年7月秘密访华时代表美国

所作的承诺，说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

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不再

说“台湾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

湾独立运动”；美国将谋求同中国关

系正常化，并将支持任何关于和平解

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但与此同时，他

也表示，美国还不能马上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还不能丢弃台湾。由于美国不肯

在台湾问题上迈出大的步子，谈判的

气氛变得有些严峻起来。周恩来不客

气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

“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

了一大堆了。谈到美国和台湾的防务

关系，尼克松表示，美国同意最后将

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

但仍坚持其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保证

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

则认为，中国用什么方式实现自己的

统一，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决不许任

何外国加以干涉。1

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分

歧，这些分歧也将不可避免地要在联合公报中反

映出来，但双方也都谨慎地注意，不让这些分歧

危害中美建立在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上的新关系，

因此这次中美最高级会晤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基调

是把台湾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

1972年2月27日，中美双方经过反复磋商，

终于在上海签订了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即

《上海公报》），并于28日正式发表。2

中美《联合公报》是一份指导两国关系的纲

领性文件，它一反过去外交上的常规，没有用一

般化的语言来佯称一致，而是用极其鲜明，有时

甚至是冷峻的笔调，分别阐述了双方在一系列重

大问题上的看法，明确地划分了双方在意识形态

和对外政策方面的界线，没有丝毫的含糊与粉

饰。

关于总的国际局势，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

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

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

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

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

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

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愿

意，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

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美国方面

则声称：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

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

1 参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23-224页。

2 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19

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

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

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

国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

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

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

之间的联系，以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

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

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

行动作出最后判断。

也许正是由于中美双方如此坦率地陈述了各

自对世界事务的看法，反而使两国取得一致意见

的那些方面显出愈加突出。谈判的结果表明，中

美之间除了真正的分歧之外，也有双方都同意的

广泛的国际关系准则。而且，重要的是，双方都

有信心通过解决分歧和发展共同点来改善彼此的

关系。

公报指出，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

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

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

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

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

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

行这些原则。为此，中美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

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双方都

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任何一方都不应

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

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

力。公报的这一部分由于双方共同确认了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和包含有反霸条款，引起了国际社会

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反霸条款，在当时特定的国

际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十分微妙地但

又是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明，中美双方将毫无

含糊地反对苏联或是苏联集团试图在亚洲——太

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的一切努力。

在中美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地台湾问题上，

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一贯立场。美方声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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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这

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方面的这一立场，虽然

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也没有为其从台湾撤军规定最后的

期限，但它毕竟在中美两国的交往中第一次公开

承认了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

且最终确认了美国从台湾撤军的前景，这就为两

国下一步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原则基础。

公报的最后一部分是高度建设性的。双方同

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发展双方在贸

易、科技、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联系与交

流。双方还同意，“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

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些具体的规定将有利于推

动中美两国政府以及人民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就中美《联合公报》本身来讲，至少在四个

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就是：1、双方首次

共同确认了和平共处的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是50年代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共同

倡导，并且在1955年4月举行的亚非国家万隆会

议上，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成为公认的国际准则。1

美国方面这次几乎是毫无改动地接受了它，而在

此之前美国是一直拒绝接受这些原则的。承认国

1 万隆会议列举了各国和平友好合作的10项原则，其核心内容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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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争端“应该”在此基础上解决，而

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并表示“准

备”在同中国的关系中实行这些原

则，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如果美国

能够遵守这些原则，将不仅有利于进

一步改善两国关系，而且也将为解决

亚洲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冲突作出贡

献。2、双方共同确认了反对“霸权”

的坚定立场，这对于维护亚洲乃至世

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为，任何一个企图称霸的势力或集团

都不会无视于这样一个有力的声音。

3、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实际上承认，

台湾的命运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

国方面在美军最终从台湾撤军的期限

上表现了灵活的姿态，这些都是理智

的抉择。4、双方决定通过不同渠道保

持和加强两国间的接触，其中包括派

遣美国高级使节前往北京。这表明，

双方打算通过增加接触，来加快两国

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1972年2月27日晚上，中国方面在

上海为尼克松总统举行的最后宴会，

标志着中美最高级会晤已圆满结束。

双方谈判人员一周来的紧张情绪也随

着轻松的乐曲烟消云散了。尼克松在

他的即席讲话中谈到了中美《联合公

报》的意义和影响。他说：“联合公

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

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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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六千

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

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这时中国总理

周恩来就坐在美国总统的旁边，他点头表示同

意。最后，尼克松不无夸张地说：“我们访问中

国的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三、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世界意义

1972年2月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结束了在

中国的访问，返回华盛顿效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

地，受到了凯旋英雄般的迎接。在人们的记忆

中，“这是华盛顿最大和最欢乐的一次迎接仪

式”（路透社的报道）。美国所有的广播电视网

都在最适宜的时间转播了尼克松到达的场面。

美国副总统阿格纽的欢迎词中说：“由于你

的访问，我们今晚感到比较安心了”。2

面对数千名前来迎接的人群，其中包括各国

外交使团的成员，3尼克松发表了总结性的讲话，

他首先谈到了这次出访的动机，他说：“在过去

三十年中，美国人在亚洲和太平洋参加了三场不

同的战争，有几十万人去打仗，有些人死亡了。

我的中国之行的主要动机之一是防止这样的事降

到下一代的美国人头上。”他进而指出：“和平

不只意味着仅仅没有战争。从法律意义上说，在

这次访问前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处于和平状

态，但是相隔几乎一万二千英里以及二十二年没

有联系和抱敌对情绪的鸿沟，把美利坚合众国

同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七亿五千万人民隔开

1 美联社华盛顿2月28日电，《参考消息》1972年3月1日。

2 在通常情况下，只邀请同总统访问有关国家的使节来迎接总统回国，但这一次美国国务院破例邀请了驻华盛顿的所有

外国大使出席了欢迎仪式，不过台湾当局的所谓“大使”沈剑虹没有出席。

3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第9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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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这些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接下

去，他谈到了这次中国之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由于这次旅行，我们已经开始了在这个鸿沟上

搭起一座桥的漫长过程，甚至我们现在的情形已

经比仅仅没有战争更好一些。我们不仅完成了历

时一周的在最高级进行的深入的会谈，而且建立

了一种程序，使我们可以在将来继续讨论。我们

已经表明，有着很深的和基本的分歧的国家可以

学会在不放弃各自原则的情况下，心平气和地、

理智地、坦率地讨论这些分歧。这是一种和平的

结构的基础，在这种和平的结构中，我们可以就

分歧进行会谈，而不是因分歧而进行战争。”4

不出所料，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中美《联合

公报》的发表，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许多国家都由此面临着一个新的“对前途的选

择”。当然，不同的国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

其不同的选择。

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及其他问题上提出了超

出预想之外的新的方针，使得日本首相佐藤再一

次“深为震惊”1。日本政界一批有识之士以此

为契机再一次强烈要求日本当局迅速改善日中关

系。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使日本原来的对华

政策再也难以为继了。1972年7月，在中国问题

上拿不出新方针的佐藤内阁终于下台，田中角荣

继起出任新首相。他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坚

决地表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同年9月，田中首相访问中

国，中日两国签署了联合声明，终于完成了两国

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打开了两

国关系中的新篇章。

中美最高级会晤所取得的成果对西欧各国同

中国的建交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自从美国

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事实上承认台湾是中国的

一部分并许诺最终将从台湾撤军之后，英国就不

能再“单独行动了”。1972年3月，英国政府终

于放弃了曾遭到中国领导人严厉斥责的“台湾地

位未定论”2，转而承认了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场。两国由此达成了正式

建交的协议，两国关系由互派代办升格为互派大

使。

同年5月，荷兰也作出了新的选择，表示尊

重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的立

场，中荷签署了建立公报，将两国关系由代办级

正式提高为大使级。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各界要求同中国建交的

呼声也随之高涨，1972年10月，联邦德国外长谢

尔访问中国，双方正式发表了建交联合公报。

在此之后，欧共体成员国卢森堡也于1972年

11月16日，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大洋洲，一贯主张承认中国的澳大利亚工

党于1972年在大选中获胜，惠特拉姆出任新总

理。中澳两国经过友好谈判，于同年12月21日发

表联合公报，澳大利亚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中国和澳

大利亚正式建交。

同一天，中国还同新西兰政府签署了建交联

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2年12月22日起建立外交

1 《参考消息》1972年3月1日。

2 1971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同《星期日时代周刊》记者马克斯韦尔的一次谈话中，严厉批评了英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指

责英国“企图帮美国的忙”。参见法新社驻京记者迪萨布隆的文章，《人民中国和英国之间关系正常化〉，载《参考消息》1972年3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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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1973年3月，中国同

西欧重要国家西班牙也发

表了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

公报。至此，中国同西方

工业发达国家中的绝大部

分都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

关系。

在中美最高级会晤期

间，柬埔赛国家元首西哈

努克亲王在越南逗留。

1972年3月15日，他由河

内经上海返回北京，并发

表了一项声明说，美国想要中国对印

度支那三国施加压力的企图“没有成

功”。美国政府对这一点保持沉默，

并且对其他关于中美会谈中讨论印度

支那问题的各种报道，一概拒绝评

论。

也许对毛泽东和尼克松历史性会

晤最感痛苦的国家莫过于苏联。在

经历了几天难堪的缄默之后（这是惯

例，以显示苏联对此泰然处之的大将

风度），苏联《真理报》于3月5日发

表权威评论员格奥尔基•拉季阿尼的

署名文章，猛烈攻击中美最高级会晤

的所谓“反苏”特征，指责美国在台

湾问题上“同北京成交”而“牺牲越

南人民”。文章进一步无理指责说，促进美国要

改善对华关系的，是“北京的反苏政策而不是对

这个地区和平的关心”。在此之前，苏联《新时

代》周刊还发表了沃利斯基的一篇评论，忧心忡

忡地说，中美公报“象是一个冰山底，还有很多

东西仍在隐藏着”。苏联方面作出的反应比人们

预料的要早，而且是采取了最严厉的、充满了猜

忌的全面否定的态度，这也从反面说明，中美会

谈的结果的确击中了苏联的要害，妨碍了其在世

界各地建立霸权的战略部署。

不管怎样，战后苏美两家平分世界的时代结

束了，一个新的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战略格局为中

国外交提供了进一步施展身手的舞台，也为所有

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遇。

（责任编辑：杨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