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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中国的“老朋友”

报道中国‘大跃进’失败的消息……

但我们的研究目的着眼于中国 1949

年后的全面历史发展（包括政治、

经济和日常生活现象）。因为中国

是个人口大国，历史悠久，我们预

测到中国与美国、世界的关系将逐

步展开。我们的学者不想抵制中国

的发展而是为了更好地与中国交

流……”

正是傅高义这种中立的立场，

也最终为中美关系的破冰打下了基

础。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傅高义曾经数十次访问中国，多次

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在中美密

切交往的大背景下，充实、完善了

他的对华理解。

2011 年 9 月，《邓小平时代》

英文版出版，该书出版后，被誉为“了

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2013 年

1 月 18 日，邓小平南方谈话 21 周年

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中文

简体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

合首发。作为一本美国学者论述其

对华观点的书籍，这本书在华的翻

译、出版速度，都创下了当时的纪录。

然而，在这位“中国先生”的

对华研究登上顶峰之后，他所遭遇

的挑战也随之而来。从 2013 年美国

前总统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开始，一

直到 2016 年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

傅高义一派学者在美国对华外交政

策制定上的影响力，从遭受越来越

多的挑战到出现急速衰减。而正是

在同一时期，中美关系开始出现波

折。

但晚年的傅高义依然在尽力对

美国政府施加他的影响力，说服美

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比如 2019 年

7 月，他与其他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的

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共同撰写

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

公开信，发表于《华盛顿邮报》。

考虑到当时的中美关系，“老朋

友”这个称谓的给予更为耐人寻味。

商界人物越来越吃香

《新民周刊》发现，美国商界

人物，反而在当下更能发挥作用。

2023 年 6 月，专注于全球健康

和气候变暖的比尔·盖茨来到北京。

这是他自 2019 年以来的第一次访华，

1994 年以来已经访华 20 多次。

30 年间，从为微软谋求中国业

务推广、开设微软亚洲研究院，再

到北京成立盖茨基金会代表处扶持

多类慈善项目。可以说，比尔·盖

茨每一次访华都带着明确目标也带

来新机会，也见证了中国互联网技

术的飞速发展与互联网经济的腾飞。

1994 年，年仅 39 岁的比尔·盖

茨已经成为了世界首富。为了推广

即将发布的 Windows 95，他首次来

到北京，受到了国内的热情接待。

第二年，Windows 95 取得了巨大成

功，打破以往操作系统的历史销售

纪录。当年的秋天，比尔·盖茨休

了长假，与当时妻子梅琳达来到中

国度蜜月，休闲地游历了中国中西

部的兵马俑、敦煌和三峡，堪称史

上最轻松的一次游山玩水。同行还

有一个 “电灯泡”——巴菲特。

不到半年后，比尔·盖茨再次

来到中国。彼时，90 年代信息化大

潮席卷全国，这次他去了广东，建

立了微软的市场销售渠道。正是这

一次的访华，正式打开了微软在中

国的渠道布局，随后的数十年发展

里，微软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一度

高达 90% 以上。

1997 年，比尔·盖茨访问北京

时在清华大学演讲，受到高校学子

的热情感染，他突然决定将微软亚

洲研究院从原计划的印度改设在北

京，这也是微软在海外设立的首个

研究院。

在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集体著作

《微软的梦工场》中，比尔·盖茨

在序言中提到，“1997 年我访问中

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

才智、激情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

深刻印象。对我们 1998 年在北京成

立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关键作用”。

后来，李开复（谷歌前副总裁）、

张宏江（金山 CEO）、沈向洋（微

软前亚洲副总裁）、王坚（阿里云

之父）、林斌（小米合伙人）、张

亚勤（多媒体专家，百度前总裁）

等多位顶尖技术人才与后来叱咤风

云的商业精英都曾在这里埋头专心

下图：比尔·盖茨与

前妻梅琳达 1995 年

在中国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