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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不是不对话 只是没契机
为何至今未与中国领导人通话？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7日播出的采

访中，美国总统拜登首次谈及“为何至今未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并阐述中美关

系。拜登表示，“还没有契机对话，而不是不对
话”，同时强调他任副总统期间与习近平有过

二十四五个小时私下会晤，“我很了解他”。目
前拜登已与北约主要盟国以及日澳韩等国领

导人通话，何时与中国领导人通话备受关注。

“不是不想，是没想好。”复旦大学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沈逸用一句话概括对
拜登讲话的观感。

塑造强硬形象
“我们不需要发生冲突，但是会有非常激

烈的竞争。”拜登如是表示，“我不会像特朗普

那么做……我们将专注于国际游戏规则。”
拜登同时称自己非常了解习近平。拜登

在 2009 年至 2017 年任副总统期间两次访
华，并曾参与接待习主席访美。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秘书长刁大
明认为，拜登的“不冲突”是对两国关系理性
务实的表达，但“非常激烈的竞争”则有对内

塑造强硬形象的意图。
拜登 4日发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说，称中

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但表示将在
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美国卡
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拜登明确

了自己的对华政策会与特朗普不同，但相比

国务卿布林肯等人的讲话“没有什么新意”。

进行压力测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6日应约同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通电话，但双方新闻稿措辞存在差
异。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接受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从消息稿中看到
的是美方强权的例证，而非榜样的力量。言辞

示强或是手段强硬都不是有效的外交政策，

也不是外交的正确方式。美方显然需要彰显

相互尊重，展现诚意和善意。”

一面与特朗普拉开距离，一面继续对华
示强。这是拜登对华政策中的两面，也是拜登

备受各方力量掣肘的反映。
刁大明认为，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一系

列政策出台前，拜登都会进行“压力测试”，以
试探各方反应，适时进行调整。拜登的外交团

队很明显有构想，但他们需要观察自己的政

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华盛顿主流和盟国接
受。“拜登表明了中美关系足够重要，但显然

也承受比较大的国内压力。”
沈逸也认为，拜登的表态明显受到国内

制约。“一方面，民主党在参议院优势还不明

显，2022年中期选举是拜登不得不重视的问
题。另一方面，拜登明知美国内政外交诸多事

务亟需大幅调整，却没有足够实力与威望进
行，反映美国内部政治共识缺乏，以及他个人

政治地位不强。”

迎合“政治正确”

拜登的压力测试，不仅针对国内。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 5日由印度

洋驶入南海，美国“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同
日未经允许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

日媒 8日报道，美国商讨与日澳印举行
四国网络峰会，预计重中之重是“应对中国”。

日澳均表示赞同，但会议能否召开取决于在

对华政策上与三国稍微保持距离的印度。美
日澳印四国框架被美国视为印太战略的基

础，此举暗合拜登所称“非常激烈的竞争”。
此前布林肯与菲律宾外长通话后发表声

明，强调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重要性，以及该
条约适用范围包含当菲武装部队受攻击时。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表示，这是美国
向印太地区各方传递的信号。

但中国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
和平稳定，对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定位也

并非没有预期。在沈逸看来，所谓“非常激烈
的竞争”，不过是符合美国政治正确的套话。

本报记者 杨一帆

    带着内部撕裂与外部失和冲击的美国进

入了“拜登时代”，该如何治理这样一个美国，
成为拜登团队的一大挑战。对此，日前逝世的

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
忠告———“信任是王国的硬币”。

“三栖明星”小试牛刀
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前国务卿舒

尔茨 6日逝世，享年百岁。美联社记者马修·李

描述，舒尔茨为冷战中最强势的三位美国总
统服务过，但都巧妙地在公共政策里注入自

己的思想。正是他与当年的里根总统一道，通
过外交手段推动冷战走向终结。

舒尔茨 1920年生于纽约，1942年从普林

斯顿大学毕业，后来参加太平洋战争，退伍后
到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并留校任教。1955年，小

有名气的舒尔茨被艾森豪威尔总统看上，当
了两年经济顾问。接下去几十年，舒尔茨扎根

名校，专搞劳资关系研究。1969年，尼克松入
主白宫，钦点舒尔茨任劳工部长。在劳资冲突

此起彼伏中，舒尔茨以充分沟通赢得各方信
任。1972年他调任财政部长，协助制定稳定经

济政策，还同死敌苏联谈成大宗贸易协定。
“水门事件”后，舒尔茨到华盛顿外谋求

发展，出任著名工程公司贝克特尔总裁，兼任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师，率先开设公共事务

和非营利管理课程，堪称政商学“三栖明星”。

塑造美苏军控体制
1982年，身陷冷战三十余年的美国到了

十字路口。奉行战略进攻的里根总统发现自

己的外交政策贯彻不力，钦点舒尔茨出任国
务卿。舒尔茨与里根的外交方针具有现实和

渐进的特点，促进黎巴嫩、尼加拉瓜等冲突热
点降温，同时也不排斥必要的武力。

最让舒尔茨得意的，可能是塑造了美苏
军控体制。当时美苏军备竞赛搅得世界不宁，

舒尔茨要让鹰派总统里根意识到，同苏联正

常对话、用妥协争取限制双方军事潜力，对美
国有好处。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当时也

有同样的想法。
1985年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有一段精

辟的对话。“我已经放下了武器，现在轮到您
了……”谢瓦尔德纳泽当着舒尔茨的面，将一

柄作为礼物相赠的格鲁吉亚尖刀插回刀鞘。
“我也放下了武器。”舒尔茨引来身后一个打

扮精致的姑娘，“我想向您介绍我的头号保
镖，也是我最好的武器。”打量着被保护者和

保镖不相称的身材，谢瓦尔德纳泽紧握着姑
娘钢铁般的手说：“我终于相信，美国的命运

掌握在可靠的手里。”舒尔茨也握住苏联外长
的手：“我也相信，世界的命运掌握在可靠的

手里。”这是美苏关系史上难得的场面。
接下去的谈判中，美苏外交当家人改变

了过去的交往风格，克服了多年的不信任。
1987年美苏领导人签署《中导条约》，把各自

的陆基中近程导弹一笔勾销。

和中国要以诚相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8日就舒尔茨

去世表示，舒尔茨是美国资深政治家和外交

家，任内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努
力和有益贡献，离任后继续长期致力于增进

两国了解与互信，推动中美友好合作。
回顾历史，舒尔茨主持国务院期间，中美

关系快速发展，双方都努力建设性开展工作，
管控分歧，扩大共识。其中关键一条就是重视

对话，增进相互了解，特别是建立信任。

1983年舒尔茨以国务卿身份访华，与中
国领导人会谈中见识到中国的认真态度，尤

其不回避两国关系现实问题，寻求坦率讨论、
增进互信，让他感受到信心。正如他在人民大

会堂酒会上的祝词：“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国
家，它的友谊是我们珍视的。”“美中关系是我

们在全世界十分重要的关系之一，因为中国
特别是在亚洲发挥着巨大影响，它拥有巨大

的潜力，将来的潜力更大。”访华结束时，舒尔
茨在记者会上强调，“美国将充分信守中美联
合公报所有条款”。

客观而言，里根尽管在
售台武器方面“小动作”不

断，但总体上为中美关系发
展注入正能量。而中国改革

开放迸发出的活力，也让美
国获得巨大商机。

1984年舒尔茨陪同访

华的里根来到上海，第一站
就参观上海首家中美合资

企业———上海·福克斯波罗
有限公司。之后又去复旦大

学同师生交流，和上海市郊
农民接触。在虹桥乡红春大

队，农民包洪元和妻子杨凤
芳将美国客人请进新建小

楼，富裕的生活让客人惊
讶。舒尔茨对随行的美国记

者大声说：“他们（中国农
民）每件事都做得很漂亮！”

里根也重复着这句话。

舒尔茨回忆，当年他在美国招待中国同

行时，特意选择家宴菜单，最经典的是“四菜
一汤”———海味拼盘、仔鸡、烤番茄、青豌豆与

冰冻柠檬精，绝对是“跟朋友一起吃的”。1988
年舒尔茨在华盛顿出席庆祝中美建交十周年

晚会时说：“已取得的实际成就证明，美中建
交有利于两国人民的利益以及亚洲与世界的

和平。”他和里根一起强调，“美中两国在未来

的伟大挑战中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伙伴”。
去年 12月百岁寿辰前夕，舒尔茨为《华

盛顿邮报》撰写评论文章，题为《我在百年里
学到的十件最重要的事》：“回顾过去我惊讶

地发现，有一个经验（有时是教训）我很早就
学到，然后一次次重新学到———信任是王国

的硬币。当信任在房间里，就会发生好事。当
信任不在房间里，好事就不会发生。”这一点，

不知道今天的美国“掌舵者”是否心领神会？
本报记者 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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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王国的硬币”
已逝前国务卿舒尔茨留给美国的忠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