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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尼克松的策略无法达成，基辛格准备回国复命，甚

至需提前准备下一次再来北京谈什么、和谁谈、怎么谈。1971

年 10 月 26 日上午，亦即美国东部时间 10 月 25 日晚上，离开

北京之前，临登机时，基辛格突然得知——当时在纽约召开的

联合国大会，竟然以 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通过

了 2758 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

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

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

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此时，尼克松面临的选择唯二。要么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关系，尽量在联合国五常里多拉住一个朋友以对抗苏联；

要么秉持 1949 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策略，继续支持蒋介石集

团。但因为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美国再刻舟求剑，必然会失去更多。

尼克松并不是看不准世界大势的人。早在 1967 年他还未

当选美国总统时，就曾在《外交季刊》发表文章，其中写道：

“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

外……”1971 年 7 月初，在基辛格秘密从巴基斯坦进入中国

前，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假日酒店发表讲话：“我们曾经是世界

第一……但这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当我们展望5年后、10年后，

或许是 15 年后的世界，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量，

他们是——美国、西欧、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还有日本。”

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谓。

在 1972 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尼克松所见的世界大势，并没

有脱离他自己预判的样子。只不过形势比人强。好在他跟上形势，

飞到北京。这与周恩来的握手，终究载入史册。

“乒乓球”要一直打下去

来华前，有一件事，即便是在与基辛格多次私聊后，尼克

松也无法确定。那就是——他贵为美国总统，在中美两国细致

沟通之后进行为期七天的访华，其间是否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其实，陪着他一路从美国飞到上海，又从上海飞到北京的基

辛格，也从没见到过毛泽东。上一个见到毛泽东的美国人是埃德

加·斯诺。这名曾经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

的著名记者，携夫人于 1970 年 10 月 1 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

在毛泽东身边，参加例行的中国国庆纪念活动。此后，斯诺在天

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还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不为人知的是，

当年 12 月 18 日，斯诺到达中南海，与毛泽东畅谈了 5 小时。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毛泽东对斯诺表示，自己希望尼

克松到中国，“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

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

也许因为斯诺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其照片登上《人

民日报》的情况，并没有引起美方的重视。基辛格在回忆录中

曾提及此事：“中国人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导致我

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实含义。”自

1969 年 1 月 20 日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尼克松所见是当年 5

月美军出兵柬埔寨后，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

　　来华前，有一件事，即便是在与基辛格多次私聊后，尼克松也无法确定。那就

是——他贵为美国总统，在中美两国细致沟通之后进行为期七天的访华，其间是否
能见到毛泽东主席。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夫人开启访华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