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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之间的对

话像中美这样艰难曲折又饱含深意。

经历 4 年波折之后，2021 年 3 月 18 日，

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按下“重启键”。应

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

兼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安克雷奇开始举

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方形容此次对话

“将会非常艰难”，但实际上，王毅在不久前举

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外长记者会

上透露了开启“中美新局”的“密钥”——恪

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美建交是百年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

碑 事 件 ， 敌 对 、 冲 突 、 矛 盾 、 缓 和 、 合

作、发展⋯⋯中美两国面对的所有问题，

都可从三个联合公报中找到解决之道。重

温三个联合公报谈判签署的 10 年风雨路，

或许能够从中找到中美“融冰”的初心和未

来关系发展的启示。

《上海公报》：
为中美交往铺下第一块基石

历史的时针回拨到 1972 年 2 月 28 日，

在上海锦江饭店，周恩来总理与美国总统

尼克松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

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这是

中美两国签署的第一个联合公报，更是中

美关系“破冰”的标志之一。它打破了中美

长达 22 年的隔绝状态，开启了中美关系正

常化的大门。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世界格局和国际形

势发生重大变化，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

理以非凡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勇气，同尼克

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共同作出了实现中美

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决策。然而，在尼克松

访 华 之 前 ， 中 美 两 国 已 有 22 年 没 有 来

往，没有外交关系，也没有彼此打交道的

准则。因而，通过一份公报对新的中美关

系作一番正式表述变得至关重要。草拟公

报内容并谈判的艰巨任务落在了中国副外

长乔冠华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

辛格的肩上。

1972 年 2 月 21 日，尼克松率团抵达北

京，乔冠华与基辛格随即在钓鱼台国宾馆

的 一 座 小 楼 里 开 始 逐 字 逐 句 研 究 公 报 内

容，但分歧之多超乎预期。2 月 24 日，乔冠

华 与 基 辛 格 开 始 了 最 棘 手 的 台 湾 问 题 谈

判，尼克松、周恩来有时也直接加入谈判。

在之后三天最艰难的实质性谈判中，美方

就美军是否“无条件撤离台湾”等核心问题

与中方针锋相对。因为这不仅仅是美国利

益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尼克松本人的政治

前途。几经唇枪舌剑，在尼克松即将离京前

往杭州的 2 月 26 日凌晨 2 时，公报文本终

于完成，并获得双方最高领导人的批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尼克松前往

杭州的过程中，突然横生枝节。由于美方谈

判由基辛格主导，几乎绕开了国务院，陪同

尼克松访华的美国国务院专家在飞机上看

到公报内容后很不满，要求对文本进行多

达 15 处修改，甚至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

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

也提出了异议。尽管尼克松被气得发疯，但

迫于压力，他不得不让基辛格再找乔冠华

谈一谈。当乔冠华向毛泽东请示美方的新

要求时，毛泽东一锤定音：“除了台湾部分

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他部分可以商

量。”又经过一夜谈判，乔冠华和基辛格最

终在 2 月 27 日凌晨 2 时许拿出了“最后”的

公报文本。28 日清晨，文本内容再次获得

双方领导人批准，这时距离预定的公报签

署时间仅剩几个小时。

1972 年 2 月 28 日，周恩来与尼克松在

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

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

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

问题上中方强调的立场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

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

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则声明“对这一立场不

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

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上海公报》将两个曾经彼此敌对的国

家带到一起。”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回顾谈

判经历时写道，“《上海公报》的独特之处在

于，它成功地指导了两个大国间的关系达七

年之久，从来没有对《公报》解释发生争议，直

至 1979年它为中美正式建交所取代。”

2017年，时任国务委员杨洁篪曾在纪念

《上海公报》发表 45 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上

海公报》的诞生，为中美交往与合作铺下了

第一块基石。它开创了不同意识形态、不同

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处理相互关

系的新模式，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中美建交公报》：
打破西方封锁新中国的坚冰

尼克松首次访华时曾承诺，如他竞选

连任成功，将在第二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

正常化”。1973 年，尼克松连任总统，但次

年他就因“水门事件”辞职下台。中美建交

的历史任务落到了福特和卡特两位继任者

的肩上。

1974 年 8 月福特就任总统时，曾表示

要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但实际上，

他在任期内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采取了“拖”

的政策。据说，福特原想在连任竞选获胜后

与中国建交，但他在大选中败给了民主党

人卡特。

与福特类似，卡特在 1977 年入主白宫

之初，并未将中美关系正常化列入重要议

程。转机出现在 1978 年年初，力主美国尽

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白宫日益受重视，同

年 5 月他获准访华促谈。据全程参与中美

关系正常化谈判的时任外交部美大司美国

处 副 处 长 廉 正 保 回 忆 ，1978 年 5 月 21 日 ，

邓小平会见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向邓

小平表示，卡特政府已下决心同中国实现

关系正常化，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

原则，并已授权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伦纳

德·伍德科克与中方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

化问题进行具体谈判。邓小平回应说：“如

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的观点很明确，正常化的条件是（与台

湾当局）断交、撤军、废约，我们不能有别的

考虑，因为这涉及主权问题。”

按 照 邓 小 平 与 布 热 津 斯 基 达 成 的 共

识，1978 年 7 月，时任中国外长黄华与伍德

科克开启了具体谈判。直到 1978 年 11 月 2
日第五次谈判时，美方基本亮出了底牌：愿

在公报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

唯一合法政府，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仍

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

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

特别立法。之后，美方又在涉台问题上作出

了四项关键承诺。到了最关键的 12 月，邓

小平决定亲自同伍德科克谈谈。12 月 13 日

至 15 日，邓小平与伍德科克就中美关系正

常化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谈，相继敲定了建

交联合公报草案、1979 年 1 月 1 日双方发

表建交公报和有关声明、3 月 1 日互派大使

和建立大使馆、邓小平 1979 年访美等核心

内容，但双方在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却再

陷僵局。卡特虽同意美国 1979 年将不向台

湾出售军火和军事装备，但坚持已向台湾

方面承诺和启运的军火不包括在内。是继

续缠斗，还是先保住中美建交大局？邓小平

作出了艰难抉择：中美先建交，美售台武器

问题留待建交以后接着谈。

1978 年 12 月 16 日 ，中 美 双 方 同 时 发

表建交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

众 国 关 于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的 联 合 公 报》，即

《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两国政府自 1979 年

1 月 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

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

合法政府，承诺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

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和其他非官方

关系。

中美建交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

件之一，它标志着中国打破了西方封锁新

中国的坚冰，迎来了世界各国与新中国建

交的热潮，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全新局

面。公报发表两天之后的 12 月 18 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

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

《“八·一七”公报》：
艰难的妥协

中美虽如期建交，但建交时两国都没

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未能让中

方同意对台湾放弃使用武力，中方也未能

让美方承诺终止对台军售。雪上加霜的是，

1979 年 4 月，对建交颇有不满的美国国会

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直接把美国将

继续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写入条款，美

对台军售问题成为中美建交后两国之间的

一个重大分歧。

为解决这一问题，时任国家副主席的邓

小平制定了解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斗争方

案，中美关系就此问题的较量正式展开。

谈谈停停，双方就美国售台武器的谈

判并不顺利。为了打破僵局和摸清中方底

牌，美方要求派副总统布什访华。1982 年 5
月 ，邓 小 平 在 会 见 布 什 时 态 度 坚 决 地 说 ：

“美国向台湾卖武器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

一个阴影，而且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如果两

国关系中的这个疙瘩能够解开，将对全球

战略很有利。”他直白地对布什说：“美方要

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

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

商量，公报措词可以研究。”

中方的这一提议，直到两个多月才收

到回应。里根总统在 7 月 13 日致邓小平的

信中写道，要承诺限期停售极其困难，但美

国 政 府 不 谋 求 长 期 向 台 湾 出 售 武 器 的 政

策，也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美方

据此修改了其公报草案，写入了里根保证

的“不谋求”和“不会无限期”两句，并表示

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武器出售，直

至最后解决。邓小平等人的坚决斗争，终于

换来了美国人的妥协。

1982 年 8 月 15 日，中美两国就美对台

军售问题正式达成协议，经两国政府批准

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

公报》（即《八·一七公报》）于 1982 年 8 月

17 日同时公布生效。《八·一七公报》不仅

缓解了当时的中美紧张关系，约束了美国

反 华 势 力 提 升 美 台 关 系 和 分 裂 中 国 的 势

头，更为中国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建设和调

整对外战略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 1972 年签署《上海公报》，到 1978 年

的《中美建交公报》，再到 1982 年的《八·一

七公报》，中美用了整整十年以及数百场艰

难谈判，才完成了指导两国关系未来数十

年发展的三大支柱。过去 40 余年间，这三

个公报共同确定的一个中国、相互尊重、平

等互利、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共同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指引两

国关系行稳致远。

回望历史，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

授沈逸表示，中美关系在 1972 年能够破冰，

靠的不是什么“极限施压”，不是什么“交易

的艺术”，而是尊重，尤其是美方对中国核

心利益关切的尊重，是两个国家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平等对话与合作。“这

一点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个联合公报：
开启中美关系新局的“密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小茹

如果说三个联合公报奠定了中美发展关系

的政治基础，1979 年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

问，真正拉开了中美友好交流的大幕。

1979 年 1 月 29 日，美国白宫南草坪上首次

并排升起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美国总统卡特为

到访的中国贵宾邓小平副总理举行欢迎仪式。

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礼炮鸣 19 响，两位领

导人检阅了仪仗队，一千多名现场民众挥舞中

美两国国旗向中国贵宾欢呼。这是一个极不平

凡的历史时刻——28 天前，中美两国刚刚结束

近 30 年的隔绝宣布正式建交；现在，新中国领

导人兑现承诺开启了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亲历中美建交艰难谈判过程的时任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曾回忆说：“当

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

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卡特在 30 多

年后回忆当年时仍激动地说：“我当时就知道，

世界将被改变。”

邓小平访美，原本就是中美建交谈判的一

个关键部分。据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回忆，

1978 年 12 月 14 日，在中美正式达成《中美建交

公报》前一天，卡特突然指示美国驻中国联络处

主任伍德科克邀请邓小平访美。当时，美国国会

一些人对中美建交很不满意，卡特总统希望借助

邓小平的力量帮他们进行建交宣传。因此，美方对

邓小平访美极为重视。邓小平在美方邀请发出后

不到 24 小时便作出访美决定，访美时间定在 1979
年 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

1979 年 1 月 28 日，是农历己未年春节 。按照

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年初一不出远门，但 75 岁

的邓小平这天清晨就冒着严寒出发前往万里之遥

的美国。邓小平选择在中国农历新年第一天开启

对美国进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9 天访问，重视程

度可见一斑。

1979 年 美 国 东 部 时 间 1 月 28 日 下 午 4 时 30
分，邓小平乘坐的专机在华盛顿降落，邓小平和夫

人卓琳受到了热烈欢迎。但白宫方面没有立即举行

隆重的欢迎仪式，第二天的欢迎晚会也是卡特总统

自己掏钱筹办的。由于中美隔绝了近 30 年，不少美

国人包括国会山的议员们对中国存在偏见。邓小平

的一个举动改变了这些美国人的看法。在肯尼迪艺

术中心，200 名小学生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

门》之后，邓小平登台慰问演员时热情亲吻了一名

上前拥抱他的美国儿童，现场一片轰动。“这一幕让

很多在场的观众流下了眼泪。”中美建交后首批 52
名留学生之一兼领队、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柳

百成回忆当时的场景说，几乎就是邓小平的这个举

动打开了很多美国人的心门，他们从中看到，中国

是一个尊重他们国家的习俗的开放、包容、友好的

国家。当天的美国报纸也评论说，“邓小平真诚亲吻

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

会如何亲吻孩子”。

短短 9天，被美国媒体称为“邓旋风”的 75岁老

人邓小平收获了美国民众的好感和钦佩，也向世界

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坚定决心。这 9 天，是改变

中国、改变世界的 9 天，也展现了中国领导人在云

谲波诡的国际政坛上的中国智慧与战略眼光。

在邓小平访美前一个多月，十一届三中全会

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这为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在

中央编译局前副局长俞可平看来，邓小平访美带

来的启示，主要是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他说：“没

有观念解放就不会有真正的改革。解放思想之后

会发现，对外交往必须坚持国家利益优先，而不是

意识形态优先。”

今年 1 月 29 日，在邓小平访美 42 周年之际，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谈及邓小平当年访美对

当今中美关系的启示时说，历史告诉世人，中美共

同作出建立外交关系这一重大抉择是完全正确

的。中美合作可以办成很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

大事，做正确的事情永远不晚。

邓小平访美 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九天

1972 年 2 月 23 日，北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与尼克松总统(左)观看乒乓球比赛。 人民视觉供图

2019 年 8 月 15 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与美国马萨

诸塞州议会亚太小组联合主办的“中国日”活动在波士

顿举行。活动现场，“中美建交 40 周年”图片展讲述了

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的生动历史瞬间，吸引众多观众

驻足观看。 中新社记者 廖 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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