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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运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 法对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

“

一条线
、

一 大片
”

对外战略进行回

顾
,

并对
“

乒乓外交
” 、 “

体育对外援助
” 、 “

亚运外交
”

等不 同形式的体育外交工作
,

在此战略

中发挥的 巨大作用和卓越贡献进行深入的探析
。

建议
:

巧妙灵活的运用体育外交这个特殊的 国

际舞 台
,

形成 团结全球人民 (一 大片 )
、

构建充满正 能量的和平防线 ( 一条线 )
,

一定会有效缓

解直至消除来自外部的威胁
,

早 日实现中国的和平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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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 世纪 70 年代 中国
“

一条线
、

一大片
”

对外

战略的提出

2 0 世纪 70 年代初
,

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与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逐渐成形
,

毛主席对如何应对

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
,

在战略高度有了新的思考
,

并 日渐成熟
。

由于来 自苏联的威胁与 日俱增
,

他

认为有必要在国际上采取孤立苏联的战略
。

1 9 7 3

年 2 月 17 日
,

他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

时
,

正式提出了
“

一条线
”

的构想
。

他说
: “

要搞

一条横线
,

就是纬度
,

按照大致的纬度划出一条

连接从美国到日本
、

中国
、

巴基斯坦
、

伊朗
、

土

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
。 ” l`〕

在谈论到欧洲和 日本问

题时
,

毛泽东从遏制苏联扩张的核心战略出发
,

劝美国要与他们加强团结
,

不要在涉及经济的小

事上纠缠不休
,

不能忽略了威胁的根本来源
,

要

以政治大局为重
12] 。

1974 年 1月 5 日
,

毛主席在

会见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
,

在
“

一条线
”

战

略的基础上
,

又进一步提出了
“

一大片
”

的战略

构想
。 “

一大片
”

就是指
“

一条线
”

周围的国家
,

战略目的就是要团结
“

一条线
”

和
“

一大片
”

包

含的所有国家
。

毛主席的理论深度决定了战略高

度
,

高深志远
、

无可替代
。 “

一条线
、

一大片
”

战

略提出之后
,

对苏反霸成为中国的首要 目标
,

同

时中国并没有完全放弃对美国的批评
,

坚决遵循

做事
“

要有主有次
” ,

强调
“

打击揭露要有重点
” 。

在
“

一条线
、

一大片
”

战略基础上
,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国对外战略正式确立
:
团结第三世界

国家
、

争取第二世界国家
、

对美国实行又联合又

斗争的对外方针
,

建立一条侧重打击和牵制苏联

霸权主义及扩张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

2
“

一条线
、

一大片
”

对外战略下的中国体育外交

2
.

1 加强
“

一条线
”

国家的体育外交

2
.

1
.

1 乒乓外交
:
直接促进了中美建交

19 6 9 年的中苏
“

珍宝 岛事件
”

爆发后
,

苏方

令边境冲突升级的作法
、

苏军在中苏边境的异常

调动以及苏联外交人员对各国态度的试探都令美

国高层感到不安
,

从盟国传来的消息也越来越多

的反应出美国对苏联控制远东地区的忧惧
13〕。

在

这种条件下
,

美国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发生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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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中国是阻挡苏联扩张主义的巨大屏障
,

如果

不转而支持中国
,

美国与西方世界在战略上付出

的代价将不可估量
。

正值美国调整对华政策寻求与中国增加接触

之际
,

中国政府于 1 971 年 4 月 7 日
,

也就是第 31

届世乒赛即将结束的最后一天
,

向美国乒乓球代

表团发出了访华邀请
,

这向美国政府传递了中国

愿意实现改善两 国关系的强大信号
。

毛主席与周

总理以其伟大政治家的嗅觉和魄力
,

决策性地抓

住了
“

乒乓外交
”

这个绝佳的历史舞台
,

冲破障

碍
、

以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为契机
,

对美方的

姿态作出了积极回应
,

打开了中美两国关闭了 22

年的友谊之门
,

实现了两国政府高层的直接对话
,

融化了两 国之间远隔太平洋的坚冰
,

直接促进 了

改善中美关系的历史进程
14] 。

19 7 8 年 12 月 16 日
,

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
,

并将
“

反霸条款
”

列人其中
: “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 太平洋

地区以及世界上任何地区谋求霸权
,

每一方都反

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 。

这

是推进
“

一条线
”

战略形成的核心环节
。

2
.

1
.

2 乒乓外交
:
间接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中美关系的快速升温
,

将整个世界都卷人 了

“

乒乓外交
”

的漩涡
,

对国际局势的变化产生了不

可估量的影响
。

时任 日本乒协主席的后藤钾二先

生
,

虽然没有料到他极力促成的
“

乒乓外交
” ,

会

导致美中加快接近步伐这样重大的
、

戏剧性的后

果
,

但他对于造成这种局面的认识和评价却是完

全正确的
, “

美国积极主动接近中国的姿态
,

对日

本来说就是在中国问题上落后于潮流 了
,

今后将

引起巨大的反响
。 ” 15] 以

“

乒乓外交
”

为前奏的中

美关系的松动
,

震动了 日本朝野
,

美国的
“

越顶

外交
”

彻底消除了战后 日中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的

一大障碍
。

新上任的日本首相 田中角荣顺应时代

潮流
,

积极推动日中关系正常化
,

于 1 9 7 2 年 9 月

25 日率团对中国进行访问
,

在与周总理举行了多

次会谈后
,

于 9 月 29 日共同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
、

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

中日两国实现

了邦交正常化
。

197 8 年 8 月 12 日
,

中日和平友好

条约在北京签字
,

并将
“

反霸条款
”

写人条约正

文
,

由此形成了
“

一条线
”

战略的重要一环
。

.2 2 加强
“

一大片
”

国家的体育外交

1 9 0

.2 2
.

1 参加弟 7 届 亚运会
: 加强与亚洲 国家 的沟

通交流

197 3 年
,

第 7 届 亚 运 会 主 办 国伊 朗提 出
:

19 74 年在德黑兰举行的亚运会
,

一定要邀请真正

的中国代表团参加
。

伊朗国王曾多次表示
:
没有

中国参加
,

就没有亚运会 ; 如果中国不参加
,

亚

运会就不开 了
。

19 7 3 年 11 月 16 日
,

在德黑兰举

行的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理事会特别会议
,

在联合

会主席
、

伊朗的古拉姆亲王主持下
,

经过多次的

辩论
、

斗争和努力
,

终于以 38 票赞成
,

13 票反

对
,

5 票弃权的多数通过决定
,

台湾被开除出亚

运会
,

恢复了我国在亚洲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
。

第 7届 亚运会是新中国首次全面参加的综合性大

型 国际 比赛
,

它的政治意义 远远大于体育比赛本

身
。

新中国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
“

爱好和平
,

主持正义
”

的新兴力量
,

得到了亚洲国家的广泛

理解和支持
,

加强 了亚洲地区各国之间的政治沟

通
,

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有了更多的谅解
,

消除国家分歧
,

甚至弥合亚洲地区国家与民族间

的对立情绪
。

以成功参加第 7 届 亚运会为契机
,

中国加速 了与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谈判工作
,

开

启了与国际体育组织恢复关系的大幕
,

从而为中

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打下 了基础
。

因而它不仅是

体育运动会
,

同时也是亚洲国家团结起来的一次

重要盛会
。

它使亚洲人民认识到团结斗争就是胜

利的真理
,

增强 了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强

大信心
。

.2 .2 2 体育对外援助
:
加强与第二

、

第三世界国

家的友好往来

在配合国家战略与全力满足受援国要求的大

局下
,

在全力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和干涉的国

家
,

以及很多得不到苏联支持的民族解放组织的

前提下
。

向外派遣体育援外教练的数量有了很大

的增加
, “

一大片
”

的被派往能够联合与尽可能争

取的国家
。

1 9 7 2 年和 1 9 7 3年
,

中国向大量的第三世界国

家和地区给予 了体育器材方面的无偿援助
。

并应

邀阿尔巴尼亚体委提出的援助要求
,

向其赠 送了

19 7 0 年建成的长沙游泳池设计图
,

这是当时国内

最现代化的室 内游泳池图纸
。

在 自身经济十分困

难的情况下
,

通过对外经济援助贷款的支持
,

帮



助埃塞俄比亚援建了体育场馆等
t6 , 。 19 7 6年 4 月

,

外派 1名援外体育教练前往叙利亚进行工作 ; 9

月
,

外派 1 名援外体育教练前往墨西哥进行工作 ;

11 月
,

外派 1名援外体育教练前往塞浦路斯进行

工作 ; 1 9 7 7 年 10 月
,

外派 3 名援外体育教练前往

墨西哥进行工作 ; 1 9 7 8年 10 月
,

派遣 1名体育援

外教练前往第二世界国家的法国进行工作
17] 。

到

19 7 9 年底
,

与我国正式建立 了外交关系的国家已

经达到 120 个
。

3 构建
“

一条线
、

一大片
”

战略的新思路

.3 1 利用体育外交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一条新的
“

和平防线
”

( 一条线 )

20 12 年 1月 5 日
,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五角大

楼出席记者会时
,

宣布推出一项新的军事战略
:

强调美国虽然面临预算压力
,

但将努力确保其
“

军

事超强
”

地位
,

同时将美国军事重心转向亚太地

区
。 “

司马昭之心
,

路人皆知
” ,

美国
“

重返
”

亚

太的中心只有一个
,

那就是中国
,

实际上就是试

图利用军事手段强行介人亚太以遏制中国的崛起
。

美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遏制的做法有了

新的模式
,

他不直接和中国做军备竞赛
,

而是让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量向美国购买军事武器
,

与中

国进行军备竞赛
,

这对中国产生 了极大的威胁
。

美国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
,

还有效地遏制

了中国的崛起
,

这就是美国利用的
“

群狼战术
” ,

是新冷战时期美国选择的一种新的遏制方式
。

中

国是礼仪之邦
,

自古就有睦邻友好
、

协和万邦的

民族美德
,

也有重视周边关系的优 良传统
。

新中

国成立后
,

我们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

将
“

安定

四邦
”

作为基本国策
。

新时期
,

中国将继续奉行
“

与邻为善
,

以邻为伴
”

的周边外交方针
,

实行
“

睦邻
、

安邻
、

富邻
”

的友好政策
,

正是基于创造

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的战略考虑
。

当下
,

以

国家利益为 目标
、

从国家对外战略角度出发
。

要

积极举办周边国家和地区能够参与的体育赛事等

活动
,

定期进行体育文化交流年
、

城市之间体育

邀请赛
,

主动建立友好城市等一系列措施进行交

流和宣传
。

与周边国家达成互信
,

共建一条新的
“

和平防线
” ,

将会有效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
,

极大改善我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

.3 2 积极参与多边体育外交与
“

全球人民
”

(一大

片 ) 共建和谐世界

新中国建国以来
,

中国外交中的
“

和平共处
”

原则
、 “

搁置 主权
、

共同开发
”

的实践
、 “

新安全

观
”

的倡导以及
“

和平发展
”

道路
,

这些都大致

是缔造国际信任机制的重要战略理念
。

新时期
,

要积极建立
“

中国—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合

作论坛
” ,

并在
“

中国— 非洲合作论坛
” 、 “

中

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 、 “

中国— 欧盟合

作论坛
”

的平台基础上
,

不断增加对外体育援助
、

设立不同形式的体育发展基金
、

促进全球人民之

间
、

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联系与互动
,

增进青少年

在体育领域的交流 和合作 ; 扩大体育文化交流
,

尤其是高层体育文化代表团的互访
,

设立专门的

体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
,

举办多种形式的对外体

育人才培训班 ; 逐步提高政府奖学金名额
,

扩大

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全球服务计划
,

继续派遣大

量青年志愿者对外从事体育志愿服务活动
,

扩大

资助学术机构和学者开展体育领域的学术研究
、

交流与合作项 目的力度
。

通过积极参与多边体育

外交
,

与全球人民交流互动
、

加深了解
,

从而达

成共建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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