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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11时30分，

一架蓝白相间的波音飞机降落在北

京机场。当舱门开启，舷梯落下，当

代中美关系史上的历史性一幕出现

在世界面前：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

将手伸向中国总理周恩来，两人的

手紧紧握在一起，足足一分多钟。

尼克松说：“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

人民握手。”周恩来说：“你把手伸过

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

这次握手意义深远，尼克松访

华的这一周后来被称为“改变世界

的一周”：中美双方就处理两国关系

的原则达成重要共识并发表“上海

公报”，推动中美关系迈出走向正常

化的重要一步。

50年后，历史回响仍深刻影响

着世界格局。今天，纪念“上海公

报”发表50周年，不仅是为了重温

闪现在历史中的初心，更是为了从

中寻找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的智慧和启迪。

“改变世界的一周”
“在冷战高潮之际，对美国当时

最激烈、最直接的意识形态对手进

行一次友好的访问，似乎是不可想

象的。”50年后，当美媒回顾这段

历史时，字里行间依然充满了惊叹

的味道。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北

京、杭州、上海，尼克松及其团队在

近一周时间里参加了中国精心安排

的访问和一系列会议。人民大会堂

宴会厅里响起的美国民歌，八达岭

长城上的壮美风光，上海工业展览

会的新气象……所有这一切都被广

泛报道，还拍成了电视纪录片。这

次历史性访问在美国更产生了一个

新说法，叫作“尼克松去中国”，用以

形容领导人艰难甚至冒险实现目标

的独特能力。

“尼克松访华首次出现在美国

电视上，让神秘的中国生动地呈现

在普通美国人的客厅里。美国人突

然开始关注现代中国的希望和梦

想。”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史蒂芬 ·罗

奇回忆道，在随后几十年里，两国之

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不断深

化的商业联系，为大多数美国人带

来了与中国交往的机会。

“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

松结束访华时曾这样说。那一周，

这位美国总统不仅对中国开始有所

了解，并且愿意相信跨越太平洋的

握手代表了合作的新方向。据说毛

泽东曾笑着对周恩来说：“我看，还

是世界改变了他。”

纪念“上海公报”发表50周年

研讨会22日在上海召开，与会专家

普遍认为，国际格局的力量转换与

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是推动尼克松

访华的根本因素。

与会专家指出，这次访问与尼克

松政府对国际事务的看法转变有

关，在多极化的世界潮流面前，他们

认识到不可能将中国排除在交往对

象之外。

事实上，早在1967年，尚未当

选总统的尼克松就在《外交事务》杂

志发文称：“长远来看，我们承受不

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

的后果，我们不能让中国在愤怒的

孤立状态之中……所以我确信接触

政策是正确的做法。”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
所所长王健表示，不应把中美关系
仅仅置于地缘政治力量重新组合这

样的范围来认知。“中美关系发展的

一大推动力在于世界大势的变化，

国际力量日趋多极化这个大趋势，

推动了当时中美关系的改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两国领

导人以非凡的勇气和卓越的智慧推

动了世界的改变，而“上海公报”正

是双方勇气与智慧的缩影。正如中

国一贯所指出的，作为世界前两大

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

的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维护世界

和平稳定、促进全球发展繁荣方面

肩负着特殊的重要责任，拥有广泛

的共同利益。发展长期健康稳定的

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普遍期待。

半个世纪的“厚度”
英国广播公司日前播出系列节

目《长城》，回顾中美半世纪以来的

互动。之所以用“长城”命名，大约

与尼克松当时的一段表述相关：

在1972年北京的冬日里，尼克

松不仅开启了美国领导人访华期间

参观长城的先例，还耐人寻味地指

出：“这样伟大的长城，只有伟大的

人民才能修筑。我们希望未来不论

是实体的还是意识形态与心理上的

那堵墙，不再是分化彼此的界线，而

能有更多了解彼此的机会。”

如今再细品，这段话显得别有

深意。自从1972年中美打开正常

交往大门以来，两国关系虽然历经

曲折，但总体保持稳定，给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利益。

据统计，2020年中美贸易额同

比增长8.3%，2021年再次大幅增

长，且近几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增

长持续高于进口。一系列数据凸显

中美贸易领域的紧密依存，也再次

印证中美合作共赢才是大势所趋。

加征关税和制裁也未能阻止美

国企业投资中国的决心。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对美国在华企业调查显

示，95%受访企业表示2020年在中

国是盈利的。上海美国商会调查显

示，超过70%会员企业对未来几年

的中国市场感到乐观。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今天的复

杂局面可能远超当年中美领导人跨

越太平洋握手时的想象。近年美国

一些政客逆潮流而动，以冷战零和

思维看待中美关系，单方面挑起事

端，导致两国关系遭遇严重困难，显

然背弃了发展中美关系的初衷。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逐步加

深，对华政策呈现利益评估零和化、

外交政策对抗化的特征。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陈定定表示，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尤为明

显，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之间目前

最紧迫的问题。

对于中美关系，美国内部心态

复杂。美媒近期热议尼克松访华对

于今天的现实意义，尽管多家美媒

对此表示肯定，但也难掩对中国的

“刻板思维”。

美国近段时间的对华民调也表

现出较为矛盾的两面：一方面，去年

3月的一份民调显示，89%的美国人

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手，近

50%美国人认为制约中国的影响力

与实力应该是美国的头号外交政策

目标。另一方面，去年6月的一份

民调又显示，18到24岁美国年轻人

中有61%对“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

影响力”持正面评价，也更愿意将中

国视为合作伙伴，显著高于其他年

龄段群体。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国内政治

氛围的“极化”，极大制约了领导人

以政治智慧处理对华关系的可能。

正如美国知名记者和专栏作家托马

斯 ·弗里德曼在一篇广受关注的文

章中所写，美国政客的“执政已经成

为体育竞技、娱乐或仅仅是无脑的

部落战争”。

在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国际关系
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
究中心研究员达巍看来，中美从不
缺少共同利益，关键是能否认识

到。中美关系当前的厚度与复杂度

远非尼克松访华前可比，但两国仍

逐步调整了对彼此内外政策的认知

与判断。历史经验表明，关键还要

以高度诚实与理性务实处理分歧。

“上海公报”的初心
历史，总是给人以启迪。

1993年春天，尼克松曾重访中

美“上海公报”签署地——上海锦江

小礼堂。回忆起那次“破冰之旅”，

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中美关系就是

从这里起步的。”

“上海公报”作为尼克松访华最

重要的成果，在中美关系史上留下

了独特的印记。复旦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院长吴心伯认为，今天重温
“上海公报”精神仍有两大启迪：

首先，“上海公报”是中美签署

的第一个联合公报，确立了两国发

展相互关系应遵循的一系列基本原

则，包括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等，成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及两国建

交的政治基础。

其中中方倡导的“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对双方交往意义重大，现阶

段美方尤其需要看到这一点。事实

上，现阶段中美相处之间的一些问

题，主要就是由于“美方没能平等地

对待中国”。

其次，学会求同存异非常重

要。现阶段中美双方在一些事务上

存在分歧，而50年前“跨越太平洋

的握手”说明了当年中美是如何面

对这些分歧的：克服分歧，走到一

起，谋求合作，和平共处。

中美“上海公报”被视为国际关

系中践行求同存异精神的典范：用

将近一半的篇幅分别阐述两国对一

系列国际问题的不同看法，之后再

肯定两国的共同点，包括在一些重

大问题上达成原则一致。

吴心伯指出，时至今日，这种求

同存异的精神对中美关系实现健康

稳定发展依旧不可或缺，“承认双方

之间存在分歧，但避免这些分歧影

响双方之间的合作与和平共处”仍

然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1

日就尼克松访华50周年表示，希望

美国同中国一道，从过去50年的历

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传承发扬“上

海公报”精神，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

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眼下，美国再次面临“尼克松式

的抉择”：是顺应时代潮流而超越现

实分歧，还是囿于党派政治而跳进

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对美国来说，有必要从五十年

前的那次握手中重新得到启迪。

回望50年前“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文 /本报记者 吴宇桢 杨一帆 王若弦

重温“上海公报”政治智慧 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

■毛泽东（左三）与尼克松（左四）在中南海会谈 本版图片 GJ

■尼克松（前排右二）携夫人参观长城■周恩来在机场迎接尼克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