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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金山再出发

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使中华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

当年来说，先期于 1971 年 7 月从巴基斯坦转道秘密访问中国的

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无疑是一位有大勇气的智者。在当年美

国国内充满反华、反共、“麦卡锡主义”气息的时候，基辛格

的中国之行，其实有利于世界格局向好演进。单就美中关系而论，

基辛格帮助尼克松开启了美中可以交流的时代。

而到了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特别是从特朗普到拜登担任总

统的近些年的美国政坛，无论共和党阵营还是民主党阵营，真

正了解中国的官员人数在减少。美国政界高层不时出现一些吃

反华、遏华饭的家伙。接着，则又是一些相当年轻、“冷战”

结束后成长起来者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高官。在他们眼里，

视中国为潜在的“冷战”对手，甚至跃跃欲试想用当年“冷战”

时期美国的那套招数对付中国。

这时候，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美国来说，其实都需要

更多了解真实中国的美国朋友。放大这些美国朋友的声音，才

不至于引起美国方面的战略误判！

此次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

迎宴会，与会新老朋友有大约 400 人。这 400 人当然是当下与

未来中美交流的重要财富。而值得期待的是，在旧金山期间，

中国最高领导人宣布，“为扩大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

代交流，中方未来 5 年愿邀请 5 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

听到此言，美国海伦·福斯特·斯诺基金会主席亚当·福斯特不

乏兴奋地说：“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这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

希望此番中美元首之会后，能更多促进中美培养致力于增进沟通

的下一代！”美国夏威夷州前议员程高登则如此说：“普通中

国人和普通美国人有共同之处，我们都想要和平，也许实现目

标最好的方式是更多面对面交流，这样我们就能了解对方是人

而不是物。大多数美国人，当他们想到中国人时，他们会想到茶、

想到丝绸、想到长城。当我想到中国人时，我认为他们是创造

美好事物的人。在过去 20 年里，由于各种社交媒体出现，面对

面的沟通没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面对面交流。”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际，中方向美方提出，中美应该有新的愿

景，共同努力浇筑中美关系的五根支柱—— 一是共同树立正确

认知，二是共同有效管控分歧，三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四是共

同承担大国责任，五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而未来 5 年 5 万美国

青少年来到中国，也仅仅是五根支柱中“人文交流”的一部分。

中美如何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关系，不让分歧成为横亘在

两国之间的鸿沟，而是要想办法架起相向而行的桥梁呢？

其实，在 2022 年 2 月，曾经担任尼克松首席翻译的美国资

深外交官傅立民（Chas w.Freeman）在接受多家中国媒体采访时，

不止一次地表示，当年尼克松访华，是中美搁置意识形态分歧、

追求共同目标之旅。“求同存异”，对如今的中美关系仍具有

现实意义。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时，中方提及——“中美在

诸多领域存在广泛共同利益，既包括经贸、农业等传统领域，

也包括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当前形势下，两国共

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双方要充分用好在外交、经济、

金融、商务、农业等领域恢复或建立的机制，开展禁毒、司法

执法、人工智能、科技等领域合作。”

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结束后，王毅在向媒体介绍会晤成

果和共识时，曾表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成果是多方面的，双

方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惠基础上，探讨了各领域对话合作，在

政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军事安全等领域达成了 20 多

项共识。

这 20 多项共识，无疑是中美共同利益更多的一种证明。既

然共同利益更多，双方就要了解彼此的原则底线，不折腾、不

挑事、不越界，多沟通、多对话、多商量，冷静处理分歧和意外。

为了共同的繁荣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11 月 16 日，中国代表团驻地来宾

络绎不绝，成为多边国际会议期间中国双边外交“主场”。仔

 2018 年 2 月 2 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上，来自北京的小学生教纽

约梅德加·埃弗斯学院预备学校的学生练习中国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