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邓小平启程访美前，关于他的
猜测已经在美国散布开：这位性格开
朗的小个子领导人，会更像是一个刻
板教条的“共产党人”，还是像美国人
那样较为开放？

疑问在邓小平观看一场马术表
演时化解。邓小平抓起演员递来的牛
仔帽戴在自己头上。他一脸笑容、戴
着牛仔帽的照片，日后成为其外交生
涯著名的瞬间。傅高义在《邓小平时
代》中引述专家评论：“从更广的意义
上看，他用这个简单的动作，不仅结
束了中美两国 30 年的怨恨，也给了
他的人民某种许可，让他们和他一起
接纳美国的生活和文化。”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正式
建交。在中美建交不到半个月前，中
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明确

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线。也就在这次会
议上，后来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
师”的邓小平，实际上确立了其在党
内的领导核心地位。

中国需要向外敞开大门，与苏联
交锋处在下风的美国人也需要中国。
1975 年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变得
咄咄逼人。这也是重新掌管国防和外
交工作的邓小平需要考虑的问题，他
把目光转向了美国。

1 月 28 日，农历大年初一这天，
邓小平一行启程访美。陪同邓小平访
美的时任外交部长黄华在其回忆录
中介绍，由于邓小平是建国以来我国
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美方特
别重视，礼宾规格按总理级安排。

次日，卡特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举
行了欢迎仪式，美方打破欢迎副总理

级官员鸣放 17 响礼炮的惯例，破格为
邓小平鸣放了 19 响礼炮。卡特总统在
致辞中比喻邓小平此行重新打开了

“久已关闭的传呼窗户”，他说：“对于
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和解的时刻。”

在谈及国际形势时，邓小平开门
见山。他提议中美两国应当协调行动
遏制苏联。会谈的另一重点是台湾问
题，卡特仍强调美国对中国和平解决
台湾问题的关切。邓小平重申了对台
湾问题的立场，并希望美国发挥建设
性的作用。

晚上的国宴出现了前总统尼克
松的身影，这是他因“水门事件”辞职
后首次回到这里。这是邓小平的提
议，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尼克松
在恢复中美邦交正常化过程中的贡
献表达谢意。

除了正式会面，邓小平还与卡特
单独谈了谈越南问题，当时越南正攻
打柬埔寨，与中国时有摩擦。邓小平
表示，会“适当教训他们”，并分析了
苏联可能出现的反应，他希望美国能
给予“国际支持”。

在日记中，卡特描述了对邓小平
的印象：“一些敏于观察的中国人说，
邓小平平时并不张扬，但一旦遇到挑
战他就能充分振作起来，这正是他在
美国的表现。”

在谈及涉及两国的合作时，邓小
平则显得非常务实，这方面的会谈涉
及最惠国待遇、互派留学生等诸多现
实问题。邓小平还不时流露幽默，当
被美国记者问及中美关系正常化是
否受到来自国内的阻力时，他回答：

“有！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

烈的反对。”
在结束了华盛顿的访问行程后，

邓小平暂时放下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将兴趣转向更为实际的议题。他着重
考察了现代工业和交通，并鼓励美国
商人对华投资。

邓小平对新技术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他参观了福特和波音的工厂
以及休斯顿太空中心，这使他更加
认识到：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
进行巨大的改革。众多国内记者随
行，美国的摩天大楼和川流不息的
汽车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美
国人的住宅、衣着呈现了一种全新
的生活方式，邓小平鼓励中国民众
对美国的兴趣。他希望这有助于中
国观众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多么落
后、多么需要变革。

1997 年 10 月 26 日，江泽民对美
国开始为期 8 天的访问，这是 1989 年
以后中国国家元首首次正式访美。

一个多月前，在中共“十五大”
上，江泽民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
记，香港也在这一年的 7 月 1 日回
归。尽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邓小
平没能到香港看一看，但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在“十五大”上
被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改革
继续向前。

江泽民与克林顿已经有过四次
会晤，但缺乏足够多的共识。苏联解
体后，美国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敌人，
美国媒体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表现得
非常警惕。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
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中
国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

清单，以回应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
题。长期贸易逆差让克林顿面临国内
的强大压力。

访美前一天，江泽民宣布中国同
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这是联合国最重要的两个人
权公约之一。

江泽民访美第一站是珍珠港，他
向海中抛下一个花环，悼念日本偷袭
珍珠港时“亚利桑纳”号战舰上丧生
的 1177 名美国官兵。江泽民没有讲
话，但象征意义非常明显：中美曾经
是二战盟友，现在两国肯定也能够成
为朋友和伙伴。

重头戏很快到来，28 日下午，江
泽民抵达华盛顿。在与克林顿的正式
会谈开始前，他于当晚 9 点 15 分抵
达白宫，与克林顿进行了一次“亲密

的、个人的、非官方的”会谈，克林顿
向江泽民展示了林肯亲笔书写的葛
底斯堡演讲稿，江泽民显得非常高
兴，这是他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并多
次引用过的文章。江泽民用英语大声
朗读，他对这一珍贵文件的热情，使
得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在过去的
会面中没有的共鸣。

克林顿在自传中回顾了这次交
谈：“我们没有解决我们之间的差异，
但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强了。在江
泽民返回布莱尔宾馆后，我上床睡
觉，思考着中国将在现代社会势在必
行的推动下被迫变得更加开放，在新
的世纪，我们两个国家更有可能成为
伙伴，而不是对手。”

10 月 29 日，两国元首峰会在白
宫南草坪拉开序幕。在 21 响礼炮后，

克林顿总统在致辞中说：“您的改革
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克林顿说：

“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再次携
手。”江泽民回应说：“中美之间的共
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
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正式会谈从上午 10：30 持续到
下午 3：15。其间，两国领导人进行了
私下交谈。峰会的整体气氛亲切友
好，但也涉及了一些微妙的话题。江
泽民要求克林顿作出承诺，在 1998

年底以前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但克林顿未给出肯定答复。

结束华盛顿之行后，江泽民在费
城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拜访了他的老
师顾毓琇，以兑现两年前的承诺。

11 月 1 日，江泽民来到哈佛大
学，他将做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中

美官员担心会出现抗议，建议他取消
这一行程，但是江泽民拒绝了。

在 45 分钟的演讲里，江泽民呼吁
听众更多了解中国，他遇到了一些挑
战。示威者在外面大喊，江泽民在回
答听众提问时，回应了这一问题。“虽
然我已经 71 岁了，但我的耳朵还很管
用。”江泽民说，“因此尽管我在台上发
表讲话，我仍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
声器的声音。但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讲得更大声一些。”当这段话被
翻译成英文后，台下笑声一片。

江泽民透露，抵达哈佛之前，他
向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坦承，感觉

“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此次
演讲负责朗读听众提问的傅高义教
授说：“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
通过了这次考试。”

2006年胡锦涛访美：如果问题多，我就不走了

2006 年 4 月 18 日至 21 日，胡锦
涛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访美。这次访
问，双方进一步确认了两国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两国不仅成
为“利益攸关方”，更逐步成为“建设
性合作者”。

当时，两国在贸易逆差、人民币
汇率、军事透明度、人权等诸多领域
存在摩擦或冲突。基于此，美国主流
媒体在胡锦涛主席访美之前纷纷流
露出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悲观情绪，甚
至有人将此次访问称为“荆棘之旅”。

尽管美国在“国宴”、访问形式等
方面制造了一些小插曲，但中国方面
还是释放了足够的善意。一个由国务
院副总理吴仪带队的 200 人代表团先
行到访美国 13 个州的 14 个城市，计
划采购高达 160 亿美元的美国商品。

显然，比起纷繁复杂的政治分
歧，中美的经济联系已成为两国关系
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

胡锦涛此行的首场晚宴打破了
惯例，做东洗尘的主人是全球首富、
微软公司董事会主席比尔·盖茨，地
点则在盖茨的私人豪宅里。菜单早
在胡锦涛访美前，便已经被消息灵
通的媒体公布了。白天，盖茨带领胡
锦涛参观了位于西雅图的微软公
司，吴仪率领的代表团已经买下了 7

亿美元的微软软件。盖茨家的晚宴
吸引了众多宾客，包括星巴克董事长
舒尔兹等百余位商界领袖。

这一安排也被赋予了很强的象
征意味。有媒体分析，盖茨作为世界
首富，在他家里欢迎中国的国家元
首，折射出双方之间密切的经贸联

系已成为双方关系重要的一环。同
样，这也凸显了中国进行自主创新、
在高新技术方面有所突破的信息。

19 日，胡锦涛参观了波音在埃弗
雷特的总厂，目睹了波音最新型客机
787 的部分奥秘。之前的一周，中国代
表团买下了 80 架波音飞机。

在波音工厂，工人德尼尔送给
胡锦涛一顶带有波音标志的棒球
帽。他接过棒球帽后，立刻戴在头
上，然后搂着德尼尔的肩膀供记者
拍照。美国媒体说，胡锦涛最后还

“令人惊奇”地送了德尼尔一个美式
拥抱。在这里，胡锦涛展现了他博闻
强记的特点，他脱口而出一大堆数
据，包括波音飞机过去几年的销量
以及目前的订单量、中国目前使用
的波音飞机数量、1972 年以来中国

用以购买波音飞机的总金额等。
4 月 20 日，胡锦涛到访白宫。尽

管此前有过一些小插曲，但美方仍然
用高规格接待了胡锦涛。他在白宫南
草坪接受了包括 21 响礼炮在内的军
礼欢迎。在白宫椭圆办公室，胡锦涛
送给布什一套丝绸精装版中英文《孙
子兵法》，外媒评论称，这表示胡锦涛
送给布什两个字：慎战。

布什总统也决心与胡锦涛建立
紧密关系。在他看来，比前任江泽民
年轻 16 岁的胡锦涛沉着稳重、精于
分析。在自传中，布什回忆了与胡锦
涛在白宫东厅午宴交谈的场景。他问
这位工程师出身的中国领导人：“有
哪些事情会让你夜不能寐呢？”

布什写道：“我告诉他，我担心
会有再一次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而

彻夜难眠。他马上回答说，他最牵挂
的是每年要创造 2500 万个新的就业
机会。我非常喜欢他的回答，这个答
案很坦诚。这表明他担心那些不满
下岗群众的影响。这个答案表明他
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关注自己的
国家本身，而不是一个会挑起他国
麻烦的空想家。”

访美最后一天，胡锦涛去了布什
的母校耶鲁大学，他在那里发表了演
讲。他以“如果时光能倒流几十年，我
真希望成为你们中的一员”开场。在
耶鲁任教的前墨西哥总统塞蒂略主
持了这场演讲，在提问环节，他告诉
胡锦涛：“我拿到了 78 个问题，如果
每个都问，你就走不了了。”胡锦涛幽
默答道“如果问题多，我就不走了”，
并指出，“不用对我手下留情”。

1997年江泽民访美：通过哈佛大考

1979年邓小平访美：牛仔帽刮起的“邓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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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9到2006———

中国领导人来到美利坚

自1979年邓小平
踏上访美旅程起，之
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
都在美国留下了自己
的印记：既有欢迎仪
式上的庄重，也有时
而流露的幽默，当然
也少不了会谈桌上的
唇枪舌剑。如唐家璇
在《劲风煦雨》一书中
所说：“外交往往是这
样，该斗争就斗争，该
合作就合作。根本目
的是维护国家利益。”

本文是记者通过
阅读反映当年中国领
导人访美的一些相关
书 目 和 篇 章 整 理 而
成，与读者一起回味
中美两国关系走过的
历程。

A152013 年 6 月 15 日 星期六
编辑：曲鹏 美编：马晓迪

青未了·专题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