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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从小小一个乒乓球开始的这一段中美交往，至此，开始转

动地球的力量。抑或说，这中美之间的“乒乓球”，一直打到如今，

且一直要打下去。

相互尊重并求同存异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后，哪怕此后不久他就因“水门事件”

下台，但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停滞下来。1975 年

12 月，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华。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终于建

交。之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在美国掀起了一股“邓

旋风”、中国热。尽管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任上没有访华记录，

但在他和邓小平的共同推动下，中美关系持续向好发展。

此后，中美之间有过这样那样的波折——譬如 1993 年的“银

河号”事件，譬如 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误炸”，

譬如 2001 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来都

没有准备关上过。有中美问题专家分析称：“无论苏联解体前

的中美蜜月期，还是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政界在对华问题上，

有着两党共识。那就是接触为主，围堵为辅。”情况在特朗普

就任美国总统后，有了显著变化。特别是 2020 年 7 月 23 日，

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馆门前发表讲话。

也算尼克松的小老乡的蓬佩奥，竟然在此疯狂表示，尼克松 50

年前开启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号召世界换一种方

式来对付中国。更可笑的是，蓬佩奥竟然在这里将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人民对立起来，污蔑中国共产党是“国内的压迫者”和“不

诚实的国际参与者”。

在美国国内，自然不乏头脑清晰、明辨蓬佩奥诡计者。譬

如“1945”网站就发文指出，蓬佩奥利用尼克松图书馆暨博物

馆这一地标来发表反华演讲，未免言过其实。美国对外关系委

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称，蓬佩

奥歪曲历史，对当前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提出了既不可行也

不连贯的政策，由此使美国蒙羞。

但在美国深耕多年的张军认为，从特朗普当政的后两年开

始，直至如今，在美国国内，保守派的声音越来越大，视中国

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声音越来越多，这一点值得重视。“即便共

和党阵营的特朗普没能连任，民主党的拜登上台，可我感觉到

了美国朝野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与 50 年前是不同的。”张军说，

“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年尼克松能够完成中美破冰之旅，有着

地缘政治学上的原因。美国当年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能够

制衡苏联，制衡华约。当然，在美国的一些人看来，当时的中国，

是世界大国中唯一孤立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尼克松访华，有利

于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内。”从中方的视角回看，1969 年

中苏在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之后，确实到

了重新研判国际形势的地步。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

聂荣臻四位老帅进行研究，重点是中国对苏对美的战略取向，

并形成书面意见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这才有了中美接触的

可能。然而，就当年来说，展望未来 50 年，乃至更长期岁月之

后的世界，中美之间难道只是为了共同对付苏联吗？如果仅是

如此，则在苏联解体之后，中美之间是否就没有共同利益了呢？

中美关系就不发展了呢？显然不是如此。自那时至 2013 年，在

市场因素和全球产业链发展的驱动下，中美经济关系发生了巨

大的飞跃，确立了深度的利益交融；2013 年，中美开始构筑新

型大国关系。但受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国际关系理念差

异影响，两国间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美国一些势力妄图破

坏中美关系，阻挠中国发展。每当中美之间关系遇到困难的时候，

回望尼克松第一次访华那段历程，启示良多。

张军说，当下的中美，并非没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之处。譬

如环境保护领域，譬如抗击疫情方面，乃至疫情之后仍需面临

的反恐问题等等。未来希望中美能够扩大战略合作的范围。至

于民间，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好感度，则有待提升。

在尼克松访华以后 7 年，中美才建交。可见中美建交之不易。

那样艰难的岁月都走过来了，中美如果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

异的态度，是可以于 50 年风雨之后，继续向前的……

1979年 2月 2日，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向观众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