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戏剧性铺垫：毛泽东主导1972年尼克松访华

1972年 2月 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双脚踏上北京首都机场，开始了举世界瞩目的访华

之旅，中美关系随之解冻。尼克松访华，中美高层直接对话，打破了中、苏、美三个大国

相互抗衡、互相制约的平衡，表明中美两国为了战略上的共同利益，存异求同，开始联合

抗苏。鉴于中美高层接触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性，为使尼克松访华顺利，考虑到

方方面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煞费苦心作了一系列神秘而富有戏剧性的

铺垫。

采纳四老帅联美抗苏建议

20世纪 60年代，中苏两党论战最终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两国于边界集结重兵紧张对

峙，最终擦枪走火，1969年 3月在黑龙江珍宝岛和 8月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酿成了武装冲

突，两国关系发展成为直接的军事对抗。此后，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苏联领导人不

断进行战争威胁，声称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般的核打击”，对中国发出核战争恐吓

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南部不断升级对越南的侵略，美机和美舰仍不时侵入中国领海领空

中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地步。

1969年 l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通过《华盛顿星报》将苏联要对中国“进行

外科手术式般的核打击”的信息巧妙地告知了中国。这促使毛泽东反向思考问题，他对周

恩来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开始探讨中美有没有联合共同对

付苏联威胁的可能性。显然，苏联“老大哥”已取代美国，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对中国威胁

最大最直接的外部敌人。

为了确认自己对“敌友”的战略选择，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

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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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四位老帅都具有战略眼光，他们研究的意见会更稳健、更

成熟。毛泽东特别指示由周恩来直接抓这个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特别是 1967年“二月逆流”后，这四位老帅遭到了不公正的

待遇，“靠边站”，他们的任务仅仅是分别在北京四家工厂“蹲点”。周恩来立即召集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布置工作：第一，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抽掉

相关精干人员和提供相关涉外资料配合四位老帅研究；第二，四位老帅每星期二至星期四

在工厂“蹲点”三天，其余时间由陈毅主持，研究国际形势；第三，特别向他们传达毛泽

东的指示，研究的时候思想不要被框住，不要受刚刚结束的中共九大的结论（九大政治报

告强调:“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

义在反华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的约束。最后，周恩来特意嘱咐四位老帅

说：“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在相关人员的配合和陈毅的组织下，四位老帅不顾年事已高（这年叶帅 72岁，聂帅

70岁，陈总和徐帅都是 68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立即进入角色。从 1969年 6月



7日至 7月 10日，进行了6次共19小时的讨论，最后形成了《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并于7月 11日上报毛泽东和党中央。他们认为：第一，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我

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苏联在中苏漫长的边境集结重兵，不断制造紧张空气，挑起争端

与此同时，苏联还倡导建立所谓“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妄图在中国周边地区组织一个反

华包围圈。第二，美苏争霸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新态势，美国有联中抗苏的战略需求。

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使华盛顿意识到,美国的战略安全利益正受到苏联日益加强的军事实

力和军备扩张的威胁。作为美国盟友的西欧、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离心倾向逐渐明显。当

今，美国认为中国无疑是对苏新的重要的牵制力量。第三，当前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

美苏矛盾大于美中矛盾，中美两国都认为最大最紧迫的威胁来自苏联，美中两国在苏联的

威胁下找到了共同利益,有相互靠拢的基础和动机。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便一反常态，在多种

公开场合频频发出要和中国接触，甚至访问中国的信息，就是美国利益诉求的最好证明。

因此，四位老帅郑重建议：我们应该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用叶帅的话讲，就是在魏、蜀、

吴三国鼎立中，借鉴诸葛亮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战略方针，联美抗苏！四位老帅

的研究分析报告和建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进一步坚定了毛泽东改善中美关系、联手制

衡苏联的决心。实现中美高层直接对话，成为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突破口，对此，中国方

面煞费苦心。

刊“照片”向美国“示好”

1968年 8月 9日，尼克松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后不久，对一家杂志说道：“我们必

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找机会同它对话。”1969年 1月，尼克松成功就任美国

总统。1970年 2月，尼克松在向国会报告中使用了中国“伟大而生气勃勃的人民、有天赋

和有教养的人民”等友善词语，表示美国要“尽力采取同北京改善实际关系的步骤”。从

3月到 7月，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旅行和贸易。10月初，尼克松在会

见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记者时称：“如果说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想做的话，那就是到中

国去。”10月 26日，尼克松在一次外交酒宴祝酒辞中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称

“共党中国”）。尼克松还通过第三方如波兰、罗马尼亚、法国和巴基斯坦领导人转告中

国领导人，表达美国迫切希望改善美中关系的意愿。

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当然知道尼克松的态度，而顺利实现尼克松访华无疑是改善中美关

系最关键的一步。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成为不共戴天的夙敌，朝鲜战争后中美两国更是老死

不相往来，在公开场合双方外交人员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能引起轩然大波。1954年 5月日内

瓦会议召开，周恩来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休会时不期而遇，当周恩来伸出手想与杜勒斯

握手时，杜勒斯却旁若无人地离开了，弄得周恩来很尴尬。虽然这条新闻为坊间传闻未经

证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杜勒斯只出席约一周的会议就回国了，回国前他特意嘱咐留下

主持美国代表团工作的副国务卿史密斯“不准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史密斯在个人观

点上是愿意与新中国友好的，对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做法也是有保留的。他在私下



里还表示过不同意杜勒斯的做法。周恩来了解到史密斯的态度后，就想会会他。第二天会

间休息时，当史密斯一个人走进会场吧台去喝咖啡时，周恩来“不经意”地也走向吧台，

装出要跟史密斯握手的样子。这时，史密斯右手夹着雪茄，左手端着咖啡杯，见周恩来要

跟他握手的样子，连忙把原来端在左手的一杯咖啡迅速换到右手，以此向周恩来表示歉意

你看，我右手正拿着东西，不便和你握手了。但史密斯笑容可掬地和周恩来打了招呼，还

主动用他的胳膊和周恩来的胳膊碰了碰，表示友好。后来尼克松访华时，周恩来特意向尼

克松提起此事，尼克松大笑不止。总之，中美接触极端敏感，美国总统访华尤甚。

如何为尼克松访华作好铺垫，营造良好的气氛，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可谓煞费苦心。中

国政府除了通过第三方与美国接触外，还打破常规，以“照片”向美国“示好”。在1970

年 10月 1日的国庆大典上，毛泽东邀请来华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和他一起登上天

安门城楼，观看国庆游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第二天，毛泽

东和斯诺共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被赫然刊登在《人民日报》的显要位置上,报纸的右

上角还特意刊登了一句毛泽东语录：“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斯诺

能享此“殊荣”，缘于他 1936 年 6月至 10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进行了实地考察

采访，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937年 10月，此书以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在伦敦公开出版，以后多次再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了极大轰

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其对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的钦佩溢于言

表，为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立下了开拓之功。斯诺也因此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

人私交甚厚，有了深深的“中国情节”（1972年斯诺在瑞士去世后，按其遗嘱，部分骨灰

葬在北京）。1960年和 1964年，斯诺应毛泽东邀请访问中国，受到热情接待。毛泽东指

示刊发他和斯诺在天安门的照片的真正用意，就是让美国看到中国高调对待一个美国人的

真实用意——美国政府应积极主动采取措施，使尼克松访问中国早日成行。遗憾的是，美

国人不明就里。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说，毛泽东这种“转弯抹角的暗示”显然“对我们

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以致美国政府没能“在关键时刻理解到他的真意”。

凌晨拍板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1971年，第 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接到主办方日本的邀约。毛泽东在

国家体委的请示报告中做出了“我队应去”的批示。这样，已经因“文化大革命”连续缺

席两届大赛的中国队又重新回到了国际乒乓球大家庭中。正是在这届大赛中，毛泽东敏锐

地抓住中美乒乓球队员邂逅小插曲，导演了一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让美国人

明白了中国政府的“真意”。

1971年 4月 4日，世乒赛 5个单项的比赛全面展开。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19岁的

大学生科恩在与中国运动员同馆练习后，一身大汗走下楼时，竟然找不到他来时搭的车了

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辆带有世乒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情急之下他连连招手，大轿

车在他身边缓缓停住了后，他想都没想就一个箭步跳上了车。当他漫不经心地抬头四顾，



吃惊地发现同车的全是中国人。在大轿车里坐着的中国乒乓球选手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

眼就看出了这个穿着印有“USA”字样的喇叭裤的“嬉皮士”美国运动员，大家面面相觑。

车子发动了，在经历了短暂的尴尬后，科恩突然大大咧咧地站起来大声说道：“有没有翻

译？”找到翻译后，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起自己的意思：“我的头发，我的帽子，我的

衣服看上去都很滑稽，我知道你们在笑什么。”听到科恩的话后，坐在大轿车最后一排座

位上三届世乒赛男单冠军得主庄则栋站了起来。他来到科恩身边，微笑着对科恩说：“我

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你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朋友。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说着，庄则栋从随身背着的挎包里掏出一

件精美的小礼品，那是一面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上面绣着一幅优美的黄山风景画。“天

啊！”科恩叫了起来……车很快到了宾馆。当庄则栋与科恩有说有笑地下车时，正好给候

在门口的几个日本记者看到了，他们交谈、握手的照片第二天就上了日本《读卖新闻》等

报纸的头版头条。世界媒体都抓住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大肆渲染。当时中国正处于“文化

大革命”中，人们对“海外关系”十分敏感，唯恐躲避不及，更不要说同美国人接触了。

大家都为庄则栋捏了一把汗。

4月 5日，科恩在比赛场地找到了庄则栋，将一件上面别有美国代表团纪念章的Ｔ恤

回赠给了庄则栋。科恩真诚地对庄则栋说：“如果你们邀请我去中国，我愿意去。”中国

乒乓球代表团不敢怠慢，立即将庄则栋与科恩交往一事报告了国内。外交部和国家体委推

测科恩提出要求访华这么重大的事，很可能是美国代表团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意思，他们建

议中国暂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4月6日下午 4时30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接到了周

恩来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

他们的通信地址。”4月7日凌晨，报告传到毛泽东手中。这次毛泽东并没有像往常一样

让秘书拿走归档。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做出批示：立即邀请美国运动员来华访

问。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前站”，为尼克松访华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要秘书马上转告

周恩来，请他迅速落实。

4月7日上午 10时 30分，中国乒乓球队领队宋中将中国政府正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

华的决定通知美国代表团。接到电报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即将电报送往白宫。尼克松喜

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科恩得知消息，先兴奋得瘫倒在地，后又坐在

乒乓桌上，把头埋在两条手臂之中，久久说不出话来。美国乒乓球队参加完东京赛事后，

马不停蹄于 4月10日直飞北京，实现了历史性访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亲自接见美国代

表团全体成员，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当天，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对华新政策：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国到美国来访的个人

签证；允许中国使用美元；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燃料的限制。7

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周恩来总理与之会谈，并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

松于1972年 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毛泽东主导的 1971年春天的“乒乓外交”，以小小乒乓球弹开了中美彼此紧闭 20多

年的国门和冰冻的政治僵局，震动了地球。5月30日，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会议上颇有诗意

地说：“4月7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把乒乓球一弹过去，就转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

地球，震动世界嘛！”

（资料来源：人民网，2015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