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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特稿
關於中美關係
基辛格這樣說

◆理解中國文化和歷史觀是必須

要做的。國際體系需要平衡，

而中國是國際體系中的重要組

成部分。

◆中國體量巨大，一直在為自身的

強盛不斷努力，但這並不是問題

的源頭，也不應該被看作是對外

界的威脅。從戰略意義考慮，中

美需要更密切的關係。

◆無論如何困難，美中雙方都應平

等相待，保持接觸，試圖孤立或

隔絕另一方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喜歡中國人民，我對中國文化

印象深刻，我相信中美關係依賴

於一種理解，即兩國具有為世界

帶來和平與發展的獨特能力。中

國和美國之間和平的關係、合作

的關係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至關

重要。

◆「上海公報」在上海簽訂時我在

場，我參與了「上海公報」的起

草工作。因此，我們美國人必須

避免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我

們正在放棄我們所承諾的一個中

國政策的印象。

◆美國政府不能與中國進行「無休

止的對抗」，處理地緣政治問題

需要「尼克松式的靈活性」。美

中之間的衝突並不是命中注定

的，也不是雙方樂見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綜合報道

52 年前的一個

悶熱的夏日，正

在伊斯蘭堡參加

晚宴的基辛格突

然「肚子疼」。隨即，他被送

往一處位於深山的官邸，以此

避開了眾多記者的耳目。1971

年7月9日凌晨4點半，作為總

統特使的基辛格，秘密乘坐巴

基斯坦民航 707 飛機直飛北

京，開始了打開中美兩國關係

大門的一次秘密訪問。

詐病避開耳目由巴飛京
基辛格這次秘密訪華之旅

的代號為「波羅一號」，意

思是此行像馬可．波羅造訪

遙遠的東方一樣，充滿了神秘和未知。據北京衛視檔案節

目揭秘，基辛格率團出發時，連時任國務卿羅傑斯也對此

行一無所知；同行的人員中，也只有兩個副手知道此行的

真正目的地。美國代表團一行剛抵達，就被告知周恩來總

理將親自前來看望。在與周恩來歷史性的會面一開始，基

辛格拿出了足足有7厘米厚的開場講稿。

雙方經過兩天坦率的交流，在基辛格11日離京前商定尼

克松的訪華事宜。著名的「乒乓外交」，自此拉開歷史序

幕。中美兩國結束了20多年來人員交往隔絕的局面。

1972年2月21日，在基辛格的陪同下，時任美國總統尼克

松抵達北京。當尼克松走下舷梯時，與周恩來緊緊握手長達

1分鐘之久。這個「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成為了歷史上的經典

一瞬。尼克松訪華期間，基辛格還陪同尼克松會見了毛澤東。

起草首份中美聯合公報
據報道，在尼克松訪華臨近尾聲時，基辛格還參與了一

項棘手的任務：起草第一份中美聯合公報。當時，基辛格

與中方代表不斷磋商，求同存異。尤其是在有關台灣問題

的說法上，為了能達成共識，雙方代表團一同加了整整兩

晚上的夜班。

當年，周恩來總理曾評價說：「中美兩國的關係在中斷

22年之後，就要揭開新的一章……當然，一定要有一個人

作為先導，這個先導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訪問

了中國這個所謂『神秘的國土』，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綜合報道

當地時間 11 月 29
日，「中國人民

的老朋友」、美國前國
務卿亨利．基辛格在美
國家中去世，享年100
歲。52年前，基辛格曾
作為時任美國總統尼克
松的特使秘密訪華，與
中方攜手促成了 1972
年2月尼克松對中國的
「破冰之旅」，為中美
關係大門的開啟作出了
歷史性貢獻。此後 52
年間，他曾到訪中國一
百多次，被譽為「最了解中國的美國人」和「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
曾說，「我一生中一半時間都在為美中關係工作。」

7月最後一次訪華 重返「破冰」出發地
今年7月，剛過完百歲生日不久的基辛格再次到訪中國。這是他最後一次
踏上中國土地。基辛格此訪受到了中方的熱情接待。習近平特意在釣魚台
國賓館5號樓會見了他。這裏也是52年前周恩來總理會見首次訪華的基辛
格一行的地方。
1971年7月，時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基辛格，作為總統特使第一

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對華進行秘密訪問。當時，基辛格一行在北京停留了
48個小時，中美雙方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一系列問題廣泛交換了意見。不
久後，中美雙方同時發表了關於基辛格訪華的公告，並宣布了尼克松即將
訪華的消息，轟動了全世界。
基辛格不僅在美國外交史上佔據了重要位置，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更
是中美關係一路走來的重要歷史見證人。據中新網和央視等報道，基辛格
曾表示，第一次訪問中國後，他已有100多次踏上這片土地，且「每次都會
有新的收穫」。據報道，基辛格諮詢公司官網亦發文悼念，回顧了他一生
的經歷和成就。悼文中，多達11處提到和中國相關的內容。

與華交往最久最深 88歲出版《論中國》
「中國是我交往最久、最為深入的國家，中國已經成為我生命中非常重
要的一部分。中國朋友對我而言，意義非凡。」最近20多年中，基辛格曾
一再呼籲，兩國不能成為敵人，否則對雙方都是毀滅性的。有媒體評價
稱，每當中美關係緊繃，基辛格都會像一艘破冰船一樣，行駛在中美高層
之間。在一些外交關鍵節點上，基辛格都積極地站出來發揮過不可磨滅的
作用。
多年來，基辛格關注中國，自稱專長是「認識中國的每一代領導人」，並
對「中國思想和中國人民有濃厚的興趣」。正是基於這種了解，他重視美中
經貿關係的積極作用。熟悉中國的基辛格，在88歲高齡時出版了《論中國》
一書，試圖從歷史的角度理解中國，包括理解美中經貿交往的漫長歷史。

致力推動中美友好 一個多月前還在發聲
基辛格曾不止一次強調，美中合作對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至關重要。他表
示，「期待美中兩國都確認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和平與繁榮的世界秩序」，雙
方應把友好與合作作為共同目標，並為此作出不懈努力。
今年9月23日，基辛格在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上發表了視頻講話。他提

到，「在過去50年中，中美更多的是合作的關係，我親自見證了過去幾十
年中美之間相互信任的合作，也給了我更多信心。」他說，在當今國際關
係中不能忽略中國，真正國際化、全球化的進程中，不能沒有中國的參
與。
在生前的最後一個多月裏，百歲高齡的基辛格曾於10月24日在美國紐約

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接受主辦方對他為中美關係發展
所作出的卓越貢獻而頒發的獎項。在他接受頒獎時，全場嘉賓報以持久熱
烈掌聲。基辛格在獲獎致辭中說，美中之間的和平與合作至關重要，也符
合兩國和世界的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葛沖報道）11月30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就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逝世向
美國總統拜登致唁電。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並以個人的名義，對亨利．基辛格博士逝世表示深切的哀
悼，向其家人表示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在唁電中表示，亨利．基辛格博士是世界著名戰
略家，也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半個世紀前，他
以卓越的戰略眼光，為中美關係正常化作出了歷史性貢
獻，既造福了兩國，也改變了世界。他把推動中美關係發
展、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作為畢生追求。基辛格的名字將永
遠和中美關係聯繫在一起。基辛格博士將永遠被中國人民
銘記和懷念。中方願同美方一道，將中美人民友好事業傳
承下去，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造福兩國人民，為
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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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基辛格在訪華期間，想參觀一個參加過朝

鮮戰爭的連隊，有人向他推薦了「楊根思連」。

1950年11月，楊根思所在部隊入朝作戰。在長津湖戰役

中，擔任連長的楊根思率領一個排堅守下碣隅里外圍的小

高嶺陣地，頑強阻擊了美軍一次又一次進攻。最後，他抱

着僅有的一個炸藥包，與蜂擁而上的敵人同歸於盡。

在連隊認真聽完介紹後，基辛格沉思良久，寫下留言

「希望中美兩國永遠不要兵戎相見」。 ◆文/圖：央視網

參觀抗美援朝連隊
留言「中美永不兵戎相見」

◆基辛格曾到訪中國一百多次。圖為2016年12月2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他。 資料圖片

◆2023年10月24日，基辛格（中）出席在紐約舉
行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 新華社

◆2001 年 3月 18日，基
辛格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
協會紀念中美「乒乓外
交」30周年的招待會開
始前揮拍助興。 新華社

◆2011 年 6
月 27 日 ，
紀念基辛格
首次訪華40
周年座談會
在京舉行。
圖為會前基
辛格與親歷
他訪華的各
界人士和老
朋友親切見
面。
資料圖片

基辛格訪華逾百次 被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