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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赞 嘿麟

1 9孙 年初
,

邓小平应卡特总统的邀请到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

一
、

在联合国讲坛向世界各国

宣传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中联

美反霸的国际战略原则
,

为实现中美

关系正常化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

2 9 7 4 午 2 月
,

毛 泽东在 会见赞

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著名的三

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

它既标志着我国

坚定地向依靠第三世界
、

团结第二世

界
,

共同反对世界霸权主义战略的转

变
,

也标志着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中
,

中国决定向联美反苏策略的转

变
。

邓小平对这 个方针热诚拥护
,

1 9剐 年 4 月
,

在联 合国大会第六届

特别会议 儿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证
。

在指出第 三世界国家是反帝反霸的

主力军
,

日本
、

加拿大
、

欧洲等第二世

4 0

界国家具有两面性之后
,

着重揭露和

批判苏联霸权主义的本质和罪恶
。

他说
: “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

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
,

是新的世界战

争策源地
。

… …在欺负人方面
,

打着

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
。

它出兵占领 自己的
‘

盟国
’

捷克斯洛

伐克
,

它策动战争
,

肢解巴基斯坦
;
它

说了话不算
,

毫无信义
,

唯利是图
,

不

择手段
。 ’, ¹

邓小平的演讲准确地表述了毛

泽东制定的新方针
,

不仅鼓舞了第三

世界国家的代表
,

团结了 日本
、

欧洲

和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国家
,

特别是由

于他分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称霸

逞强的程度的差别
,

表明了中国愿意

与美国联手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的诚意
,

这就缓和了中美之间长期存

在的紧张敌对关系
。

由于邓小平的

报告表达 了大多数国家的意愿
,

因而

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热烈欢迎
,

中国因

而赢得 了众 多的国 际 朋友
。

他在

19 81 年 4 月还回忆说
: “

讲完以 后
,

许多 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
。

这

都是事实
。 ’

心

三中全会以后
,

小平同志继续坚

持毛泽东联合美国 日本反对苏联霸

权主义的策略原则
。

他高度赞扬毛

泽东的战略方针
,

说正是毛泽东
“

亲

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 的新

阶段
,

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

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
。 ’, »

二
、

邓小平明智决策
,

缩小分歧
,

求同存异
,

推动中美建交
,

实现 了两

国历史上的关键性转折
,

为双边关系

健康发展铺平了道路
。

中美关系的大门虽然于 19 72 年

打开
,

但后因尼克松总统被迫辞职和

福特总统执政短暂
,

中美邦交连续 5

年未能有新的突破
。 1 9 7 7 年上台的

卡特总统表现出改善中美关系的积

极性
。

小平同志认为必须抓住时机
,

积极推动
,

使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突

破
。

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

活性巧妙结合起来
,

在维护国家主权

与领土完整问题上
,

坚持了原则性
,

然而在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步骤上却



作出某些让步
。

这样
,

中美两国政府

终于在几个重大间题上达成共识
,

于

19 79 年 1 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

关于 台湾问题
,

邓小平认为
,

台

湾间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的关键间题
。

要实现中美邦交
,

美国

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

国的p佳一合法政府
,

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
、

台湾是中国

的一部分的立场
,

必须断绝同台湾的

所谓
“

外交关系
” ,

撤走它在台湾和台

湾海峡地区 的武装力量和一切军事

设施
,

废除它同蒋介石签订 的所谓
“

共同防御条约
” 。

解决台湾间题是中

国的内政
,

别国无权干涉
。

同时中国

也承认
:

在实现 中美关系正常化以

后
,

美台可以继续 保持文化
、

商务和

非官方关系
。

美国可以在台湾设立

民间机构
,

但不应继续向台湾出售武

器
。

邓小平特别指出
:

我们不再用
“

解

放台湾
”

这个提法了
,

只要台湾 回归

祖国
,

我们就尊重那里的现实制度
。

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间题
,

但我们不能承诺我们根本不使用武

力
,

因为那样反而会产生不良后果
。

在论述关于共同反对霸权主义

间题时
,

邓小平强调中美合作是维护

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
。

两国人民的

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
,

用

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这种合作
。

双方都庄严地承诺
,

任何一方都不应

当谋求霸权
,

片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

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

70

年代是苏联霸权主义十分嚣张的时

期
,

在亚洲
,

它支持印度反华和肢解

巴基斯坦
,

支持黎苟集团反华排华
,

怂恿越南入侵柬埔寨
,

插手阿富汗内

政
,

先后两次策动阿富汗军事政变 ;

在非洲
,

它采取由苏联出钱出枪古巴

派军队的
“

打代理人战争
”
的办法入

侵安哥拉和扎伊尔
,

插手埃塞俄比亚

和索马里战争以攫取军事基地等等
,

因此
,

邓小平在访美时与卡特交换了

意见
,

认为必 页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

义
,

要建立有美国
、

日本和西欧参加

的世界性同盟
。

中国政府在 1 9 7 9 年

宣布
,

不再延长 1 9 5 0 年签订的为期

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¼

中美正式建交是邓小平对美战

略思想的胜利
。

他为我们树立 了一

个创造性地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解决国际争端的光辉典范
。

国际舆

论赞扬中美两国关系揭开了新篇章
,

这是
“

战后国际关系的转折点
” ,

是
“

促进 了亚洲 和世 界和 平 的里 程

碑
。 ”½

三
、

邓小平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

度
,

通过对外开放和
“

一国两制
”
的基

本途径
,

努力推动中美关系朝着广阔

的道路发展
。

19 7 9 年初中美正式建交后
,

两

国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

由于

美国外交是受国内多种政治力量制

约的
,

因此双方在台湾问题上 又出现

波折
。

建交公报发表仅 40 天
,

美国国

会即有人提出美 台关 系的
“

立法调

整
”

法案
。 19 7 9 年 3 月国会通过《与

台湾关系法》
。

同年 4 月卡特总统正

式签署这个法案
。

里根就任总统前

一直宣称要与台湾建立
“

官方关系
” ,

198 1年刚就任总统就声称要充分实

施《与台湾关系法》
,

坚持向台湾出售

武器
。

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复
,

邓

小平坚持严正立场
,

对美国背离建交

原则损害中国权益的行为展开批评

与斗争
,

同时也采取灵 活务 实的态

度
,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中
,

努力

寻找中美两国自身需要的全球战略

利益的共同点
,

缩小分歧
,

求同存异
,

探索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富有建设

性和带来积极成果的渠道
。

从 1 9 7 9

年至 19 89 年 10 年中
,

邓小平改善和

发展中美关系在理论上与策略上作

出了杰出贡献
,

突出表现在以下 3 个

方面
: 1 、

打破紧锁国门的封闭状态
,

坚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

家实行开放政策
,

以密切同美国的经

济文化往来
。

邓小平认为
,

我国坚定

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

不仅可以

充分利用美国的资金
、

技术和管理经

验
,

加快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步伐 ;而且还拓展了中美双方友好合

作的新领域
,

两国经济
、

科技和文化

交流更加频繁
,

这种经济贸易的互惠

互补必然为政治上外交上的进一步

合作创造 良好的条件
。 2

、

改变我国

7 0 年代实行的
“

一条线
”

外交战略
,

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和平共处方针作

为同世界各国交往的基本出发点
。

邓小平说
: “

过去有一段时间
,

针对苏

联霸权主义的威胁
,

我们搞了一条线

的战略
,

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

国这样的
‘

一条线
’ 。

现在我们改变了

这个战略
,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 ’,¾

这一转变不仅可以使我们在国际舞

台上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

在复杂多变

的国际争端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

而

且为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创造有利

的条件
。

3
、

提出了
“

一国两制
”

与和平统

一祖国的新构想
,

为排除中美交往过

程中的根本障碍开辟了新途径
。

台

湾问题是梗塞中美通道的核心问题
。

美国政府虽然已同中国政府建交
,

但

它在如何处理对华对台关系上仍处

于十字路 口
。

一方面它愿意与中国

合作
,

希望拓展两国的共同战略 利

益
;
另一方面它不愿意彻底抛弃 台

湾
,

除了制度与意识的相 同
、

要把台

湾当成它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制

度的样板外
,

更重要的是它不愿丢掉

太平洋上这艘
“

不沉的航空母舰
” ,

力

图保住自己在台湾的经济利益和战

略利益
。

为了尊重台湾的历史和现

状
,

也为了照 顾大陆
、

台湾和美国三

方利益
,

邓小平以超 人的智慧与魄

力
,

大 胆提出了
“

一个国 家
,

两种制

度
”

的新思路
。

他说
,

大陆与台湾必须

统一
,

主权完整
,

一个中国
,

这个立场

是不能有任何回旋余地的
。

然而统

一的步骤方法却可以灵活多样
。

可

以做到
“

台湾的制度不变
,

生活方式

4 1



不变
,

台湾
,
]’P 卜国的民间关系不变

。 . ’

“

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 不动
” 、 ’‘

我

们尊重投资者的利益
” 。 “

祖国统一

后
,

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

立 性
,

可 以 实行 同大 陆不 同 的制

度
。 ’

心

邓小平提出的
“
一国两制

”
构想

,

受到了海内外华人与国际舆论的支

持与tIJ 护
,

也使
l

!
,
美关系的发展出现

新的契Ut
。

l‘)8 9 年邓小平对来华访

问的布什息 统说
:

址然存在一些 问

题
,

但
’‘

I c 仁来
.

中美关系的发展是

平稳的
” 。

布什也说
: “

美国坚决执行

一个中国的政策
,

继续洛守三个联合

公报的原则
”“

美中关系的发展有巨

大潜 力
,

在 定囚
,

对发展美
,

】
,
关系的

支持
,

从来没 有象今天这样强大
。 ’ ,洲

四
、

对中美之间的麻烦与纠葛
,

邓小平采取一面批评揭露美国的错

误
,

一面和解修好的态度
,

努力使中

美关系继续沿着以三个公报框架为

基础的方位发展
。

1 9 8 9 ‘二 7 月
,

美国
、

法国
、

英国
、

联邦德国
、

卜1本
、

意大利
、

加拿大 7 [YJ

首脑和欧 ;
:

休委 员会主席在 巴黎举

行会议
,

谴 黄中国采取
“

违反 人权的

暴力锁压 一旨称要中 止对华高层次政

治接触和延缓世 界银行贷款等 以

美国为首 (lJ 西方势力其用心是要通

迫中国仿效苏联与东欧走资本 卜义

道路
。

而对这种严峻局面
,

邓小平认

为必须顶住压力
,

站稳阵脚
,

一方面

抓紧处理好国内各种问题
,

另一方面

慎重而妥善地对待中美关系
。

他的

对策主要是以下几点
:
1

、

揭露西方势

力演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

谋
,

指明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

政的霸权主 义行径是注定要失败的
。

邓小平说
,

国内动乱和西方国家f为制

裁都围绕着一个要害问题
.

那就是
“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

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
一

卜义道路
,

最终

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
,

纳入资本

主义 的轨道
。 ’

心
“

美 国
,

还有西方其

他一些国家
,

对社会 主 义搞和平演

变
’.

沙 为 了实现这 个 计划
,

他们直接

插手中国的内政
。

邓小平说
: “

很遗

憾
,

美 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 得太深

了
.

并月
_

不断地责骂中国
。 ”

他批评那

些攻击中国的 人没有起码的 历 史知

识
,

中国选择社会主 义是经过了一个

平世纪的鉴别
、

比较和实验的
。

他断

定
.

中国有决心
、

有能力捍卫 社会主

义
,

西方势力的政治围玫和外交孤立

政策
,

是绝对压垮不了
,

}
才
I月的

。 “ L

t
,
国

肯定要沿着 自 己选 择的道路走到

底
。 ’ ,沙 2

、

反复规劝和 忠告美国 当权

者
: “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 ”

当美国前总统尼 克松和 美国总统特

使斯考克罗夫特访华时
,

邓小平反复

说明中美关系对两国
、

对全球具有的

重大意义
。

指出
,

中美关系如何不仅

影响到
“

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
” ,

而且

左右着亚太地区乃至
“

世界的和平与

稳定
” ,

因此
,

他认为在考虑双边关系

时
,

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
,

不去计较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
。 ’,必他

还指 出
, “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

美国采取主动
。
”

也只能 由美国采取

主动
。

这不但因为强的是美国
,

弱的

是中国
,

还 lLI 为中国是受害者
,

我们

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
。

中

国如果来乞求美国
,

那必然会丢失国

格
。

3
、

指出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

放政策
,

必须继续加强同美国等发达

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科技交流
。

为 J 各 自利益
,

双方应该把社会制度

F1l 意识形态 的差别摆到一边
,

努力开

辟两国 介作的 J一阔前景
。

小平同志

说
: . ’

中美关系有 一个好的基础
,

就是

两国在发展经济
、

维护经济利益方而

仃相互帮助的作用
。

中国 !
一

卜场毕竟

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
,

美国利用中国

市场还有很 多事情能够做
。 ’, 吵他对

尼克讼说
、

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对

华开展商业活动
,

这也是结束严峻的

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途径
。

4
、

坚持中

国政府反对霸权主 义维护世界和平

的根本宗旨
,

继续同美国政府就涉及

本国
、

亚太乃至全球和平与安全的各

利
‘
问题进行接触

、

对话
、

磋商与合作
,

以华加谅解
、

消除麻烦
。

中美两国虽

然在双方关系 L发生矛盾
,

但并不排

斥两国在国际舞台仍有可以 )“泛合

作的领域 美国要解决各种地 区冲

突和局部战争
.

维护 自己在全球各地

的战略利益
,

不能不取得中国的理

解
、

同情和}支持
。

正是因为中美双方

保持接触
,

频繁会晤
,

在海湾战争
、

苏

联解体
、

柬埔寨间题和朝鲜半岛问题

等地区矛盾中相互沟通达成协议
,

因

而使两国关系逐步恢复
,

在某些领域

!
‘
吕

一

}年 } 月
,

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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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海钧泥自 1 9 7 2 年毛泽东和尼克松举行

了历史性的会谈之后
,

中美关系出现

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

虽因 台湾问题尚

未建交
,

但两国领导人都表现出要克

服这一难题的诚意
。

尼克松访华时

曾承诺
,

他将在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

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

1 9 7 2 年 n 月 7 日
,

尼克松在美

国总统大选中再度获胜
,

总共获得

4 7 1 6 9 8 4 1 张选票
,

比他的对手民主

党竞选人麦戈 文多 了近 1 7 5 0 0 0 0 0

张
。

这是美围历 届总统选举中超过

对手票数最多的一次
。

这表明美国

国内对尼克松执政 4 年的政绩
、

特别

是对其在打开中美关系方面 的成就

是满意的
。

然 而
,

正 当尼克松踌躇满

志准备实现他的宏伟 目标¹之 时
,

一

场由
“

水门事件
”

引发的政治危机不

仅极大地损害 了他的政治地位
,

而且

使他再也无法兑现其在第二任期内

实现中美关系正 常化的诺言
。

那么
,

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
“

水门事件
”

究

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 ? 这还得从尼 克

松的第二次姜艺选说起
。

“

水门事件
”

与

中美关系
. 宫刀

一
、

祸 走青墉
,

几

个
“

鸡鸣 物 益之 徒
”

潜
入水 门大 厦

“

水门事件
”

是尼 克松第二次竞

选时发生在些盛顿水 门大厦中的一

起案件
。

当时有一份不甚出名的《迈

阿密先驱报 》登 了一则《企图窃听 民

主党总部
,

几个迈阿密人在哥伦比亚

特区被拘留 》的消息
,

说有 5 个人在

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总部被

捕
,

其中 4 个来自迈阿密
。

他们戴着

橡皮手套撬刃
一

房门
,

偷拍 了民主党的

秘密文件
,

并在暗处安装窃听器
,

准

备偷听民主党人密谈竞选策略的内

容
。

那么
,

这几个
“

鸡鸣狗盗之徒
”

究

竟是些什么人呢 ? 原来他们是 尼克

松竞选班子
“

争取总统连任委员 会
”

的首席顾问詹姆斯
·

麦科德
,

以及 4

个曾 当过 中央情报局雇员 的古 巴裔

美国人
。

麦科德的被捕引起 了民主党人

的兴趣
。

民主党竞选总部主席奥布

赖恩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
。

他

还不无夸张地说
,

这个窃听事件
“

提

出 了我在二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所

遇到的关干 政治 过程是否诚实的最

吓人的问题
. 、

’

砚 而 尼 克松竞选总 部

负责人
、

前司法部长米 切尔 则以
’ ‘

争

取总统连任委员会
”

主席的身份发表

声明
,

说被捕者的行动不代表该委员

会
.

也不 是 由它所 同意的
,

并说他本

人对 于麦科德牵连在 内的报道
’‘

感到

惊愕
”

为 了防止事态扩大
,

经尼克松

同意
,

共和党开始销毁罪证
,

编造各

种解释水门事件的不实之 词
.

极力把

水门事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尼克松还赞成促使中央情报局 去干

涉 和 限制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

因 此

还取得新的翅展
。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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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人 民 日报 》19 9 4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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