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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天，白宫几乎被全世界的赞誉淹没。这件大事，在尼

克松自己的回忆录里也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看来，“这是

20 世纪最出人意外的外交新闻之一”。

1972 年 2 月 21 日，到达北京后，尼克松一边走下舷梯，

一边向周恩来总理伸出手去。当二人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

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从“现实主义”出发，使得自己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追求

利益最大化，这一点在尼克松身上延续了很多年。退休后，他

仍十分看重自己多年来与中国建立的“特殊关系”。克罗利在

上述传记里提到，尼克松不仅依靠这种特殊性发展中美关系，

而且用它建立自己的政治和历史地位。

“再续前缘”

退休后，尼克松依旧关注着继任者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每

当在电视上看到后来的美国总统访问北京时，尼克松总是对此

不屑一顾，认为这些访问是“失败的”。在他心中，只有自己

才能成功地与中国人交往。

1989 年，尼克松再次访华。回到美国后，他给时任总统老

布什写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到的观点，对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依

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尼克松指出：“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

干预只有中国自己才能做出的抉择。”

等到克林顿当选总统后，尼克松仍在中国问题上建言献策。

克林顿曾向尼克松请教为什么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能够有 10%

的经济增速，而尼克松的回答有三点：第一，邓小平立足于农业；

第二，他们政治稳定；第三，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在他看来，“中

国人从来都是那么勤劳，一旦市场的楔子被打开，他们便迅速

作出了反应”。

除了尼克松本人长期与中国保持交往，他的后代同样致力

于促进中美友好和正常的交流。就在尼克松首次访华三年后，

尼克松女儿朱莉·尼克松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便来到北京。

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了二人。

2002 年，朱莉再度到访中国，参加了中方举办的尼克松访

华 30 周年纪念活动。她在活动现场说：“我父亲常常向我们提

起那次难忘的中国之行。那次破冰之旅，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

的大门，从此改变了世界，他一生中以此引以为自豪。”此后

数年，朱莉多次访华，不遗余力地推动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被称为中美两国的“人民外交官”。

在尼克松孙辈中，也有这样一位代表性人物——外孙克里

斯托弗·考克斯。2013年，考克斯率尼克松基金会代表团访华，

在北京登上长城，重走外祖父当年的“破冰之旅”。2021 年 11

月美国休斯敦世乒赛举行前夕，考克斯再度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提到当年的“乒乓外交”，考克斯认为其体现了中美两国人民

之间的认知、交流。“无论大家文化背景有多不同，但只要经

过‘破冰’，人们就能进一步合作交流。”

无论是朱莉，或是考克斯，其对于中国的特殊态度无疑深

受尼克松影响。1993 年最后一次飞往中国前，尼克松告诉克罗

利：“你必须看看人民大会堂和长城，中国是世界上最壮观的

国家之一。它的历史那么悠久，有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文化遗

产。”

在杭州，80岁的尼克松看到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红杉树时，

激动得宛如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他用手比画着说：“我带来时

才这么高，现在都长得这么高了。”听闻红杉树已在中国好几

个地方繁衍成林，尼克松若有所思地说：“真诚希望美国同中

国的关系，未来也能像红杉树一样越来越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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