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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走向穷途末路，成为孤家寡人，‘邦交国’归零是早晚的事。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进程。”

乐玉成在演讲中，还提到美国口口声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行动上却时常“掏空、虚化一中政策”。一些处于“美国后院”

的拉美国家、南太平洋岛国曾长期被美国所操控，外交独立、

自主性被破坏殆尽。哪怕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以后，这些

国家也长期无法跟在美国后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常交往。反

倒是美国的一些小伙伴，亦即其主要的西方盟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与新中国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而这一时间节点，

恰恰与尼克松访华有关。

日本憋着劲儿抢到跑道

1971 年 7 月 15 日上午，刚开完一上午的内阁会议，时任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还没走出会议室，秘书就把一份备忘录送到

了他的面前。看完这份备忘录，佐藤荣作脸色为之一变。原来，

这份备忘录上写道：“基辛格博士于 7 月 9 日至 11 日访问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 5 月之前访华。尼克松将

在日本东京时间 11 时 30 分发表电视讲话。”

佐藤荣作抬腕看表，此时是11时 27分，距离尼克松的电视

讲话开始的时间只有3分钟。这则消息，对他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连外交斡旋，或者做些准备的时间都没有。日本该如何做？佐藤

荣作明明记得，在1970年末自己作为首相赴美访问时，尼克松

对自己说，“关于对华政策将来的发展，将继续与贵国密切联系

和协商”。尼克松那样子，就差拍胸脯保证了。而从那次赴美直

至看到这份备忘录之前，佐藤荣作压根没有感觉到美国在对华政

策方面的变化。佐藤荣作从台北方面得到的消息，则是1971年

4月，尼克松的代表墨菲给蒋介石递话，要求蒋介石接受在联合

国内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准备。在佐藤荣作的理解，那就

是美国对未来世界局势的一种安排。日本只要跟上美国的这种安

排，适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即可。

从二战之后的经历来看——无论是其亲哥哥岸信介当首相，

还是他自己出山，必须时时谨记在美国面前保持乖乖听话的模

样。回想 1964 年 5 月，冲击自民党总裁位子的时候，佐藤荣作

团队曾起草 2 万余字的竞选政策纲领《向明天的战斗》草案。

其中专门提到对华政策——“由于中共也期待和平共处的路线，

可以以政经分离为原则在经济、文化、交通、新闻记者、人员

交流等一切可能的领域，加深日本与中国的接触。”当时，佐

藤荣作甚至称，“要与中共在经济合作方面自信地推进，对中

共不采取封锁政策。在将来应该持这样的立场，即实际支配和

代表了中国大陆 7 亿人民的中共政府不参加国际社会的话，真

正的裁军和国际经济关系调整都是无法实现的，期待中共政府

早日进入国际社会。”然而，佐藤荣作团队起草的这么大段在

当时看来对新中国表达善意的话，其实对当时的日本来说也是

相当务实的想法，却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打压。美国要求佐藤荣

作以其竞选宣言草案中另一段话为从政圭臬，围绕美日关系以

及美国与蒋介石台湾当局的关系来行事，凡事要慎重。5月12日，

在竞选政策纲领讨论会上，佐藤荣作决定放弃承认新中国的提

法，继续以台湾当局为“正统”。

当年 6 月 27 日，佐藤荣作正式发表《向明天的战斗》。这

一份定稿，不仅删除了对华积极认识方面的表述，对中日政治

问题绝口不谈，还扩充了“日美间存在深厚的信任和友谊”这

一部分的表述。《新民周刊》记者注意到，在2008年12月22日，

日本外务省解密档案显示，1965年1月13日，佐藤荣作访美期间，

曾向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马克纳马拉请求，一旦中日之

间发生战争，希望美方能尽快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他还说，如

果从陆地上修建核设施比较复杂，则美国不妨从海上对中国实

施核打击。马克纳马拉对此表示，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

如今回看这段历史，佐藤荣作其实有两大误判——其一，

中国已经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试爆原子弹成功，成为世界上第

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此时，正视中国不成的日本，反而请

美国在一定条件下对华实施核打击，是将自己置于很不利的境

地，更何况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都不敢对中国动用核武器；

1956年，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首届日本商品展览会上展出的日本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