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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世人称

之为“破冰之旅”。对这次尼克松访华的详情和意义，许多人已是耳熟能详。那么，

时隔 4 年之后，1976 年尼克松受毛泽东邀请访华就较鲜为人知了。当时，尼克松

已经因为“水门事件”辞职，在美国声名狼藉，是一位“很不光彩”的总统，这时

候毛泽东为什么还要邀请他访华，其中有何背景和意义？笔者对其来龙去脉现做一

个叙述，和读者一起揭开其中的内幕，探询其中的秘密。 

 

  毛泽东殷切邀请尼克松访华并亲自接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女婿戴维 

 

  1972 年 6 月 17 日，5 名男子因在华盛顿水门大厦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

安装窃听器而被捕，其中一人是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成员。尼克松虽以压倒优

势连任总统，但“水门事件”越闹越大，最后，大陪审团把尼克松定为“水门事件”

的同谋者，要求尼克松交出有关录音带。尼克松虽然一直否认自己参与策划“水门

事件”，但有口难辩，他将面临被国会弹劾的威胁。不得已，尼克松于 1974 年 8

月 9 日辞职，由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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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被迫辞职后，带着落寞和疲惫回到加利福尼亚。几天后，他意外收到了

周恩来的电报，电报表达了中国总理对尼克松始终如一的良好祝愿，同时，周恩来

还希望尼克松再次访华。两个月后，当尼克松因患静脉炎住院时，毛泽东亲自打来

了电话。毛泽东通过翻译告诉尼克松，他认为尼克松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他还说中国在任何时候都欢迎尼克松来访。这让心绪不佳的尼克松感到无比温暖。 

 

  1975 年 8 月中旬，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给尼克松带来了毛泽东语气

更为迫切的邀请：如果尼克松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话，毛泽东希望尽早见到他。这个

邀请使尼克松的中国之行的愿望更加强烈起来。他马上给国务卿基辛格打电话，说

只要福特不反对，他就准备于 9 月份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基辛格认为，如果辞职

不满一年的前总统在福特本人访华之前就再度访华的话会让新政府很难堪。尼克松

觉得基辛格的话很有道理，便同意再等一段时间。不过他向基辛格暗示：这种等待

不会太久。 

 

  基辛格深深理解尼克松的心情，他从中斡旋，很快取得中国方面同意。1975

年 12 月 1 日，福特抵华，开始了为期 4 天的访华之行。12 月 2 日下午 4 时 15 分，

毛泽东会见了福特一行。此时的毛泽东虽显老态，然而思维敏捷。当福特表示中美

两国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时，毛泽东以幽默的口气

告诉福特：“我们没有本钱，就是放空炮。就是骂娘，我们有点本钱。”毛泽东继

续发挥他的幽默天性，对福特说：“你们的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他不要我去见上

帝。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说不让去。”陪同前来的基辛格笑着接

过话茬说：“如果你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在此之前，福特

与邓小平进行了实质性的会谈。福特向中国方面表示，鉴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

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需待 1976 年美国大选后再仿照“日本模式”采取行动，要求

中方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此，中国方面表示，按照“日本方式”解决中

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接受中方提出的“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但



美国与台湾之间的民间贸易关系可继续保持。至于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方面

重申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对福特此行，中国政府方面在欢迎的同时也表现出些许冷淡，因为福特对苏联

的态度值得玩味，尤其是不久前福特与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紧

紧拥抱，更对比出中美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度缓慢。因为当时中苏关系仍

处于冰冻期，新上任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正告福特不要想念苏联人，邓小平说：

“关于缓和的花言巧语掩盖不了战争危险不断增长的严酷现实。”在这一背景下，

尽快邀请 1972 年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其象征意义不言

而喻。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与尼克松一直保持着接触。在尼克松尚不能立即动身的情

况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访华。戴维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

的孙子，和朱莉都是总统的后代。福特访华返回美国几天后，中国给朱莉夫妇打来

电话，告诉他们，毛泽东有可能会见他们。这一消息使朱莉夫妇十分激动兴奋，他

们马上就同意了。 

 

  12 月 29 日凌晨，朱莉和戴维飞抵北京。他们带来了尼克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的亲笔信。遗憾的是，周恩来当时正因癌症住院，并且生命垂危。到北京后 46 小

时，即距 1976 年元旦来临不到 1 小时之际，毛泽东就会见了朱莉和戴维夫妇，地

点在毛泽东的书斋里。在寒暄的时候，毛泽东端详着他俩，问：“总统先生的腿怎

么样了？”“好多了。”朱莉回答。“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还要爬长城呢！把

这个话转告总统先生。”戴维插话说：“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我乐意这么叫

他。……”毛泽东转而对朱莉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我这

句话，可以登报。”他补充说。戴维沉吟道：“现在，在美国，反对我岳父的人很

多，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好，”毛泽东说，“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

然后加重语气说：“马上。”毛泽东又转向朱莉：“信里再加上一笔，说我等待你



父亲再次来中国。” 

 

  朱莉递上了尼克松写给毛泽东的信，由担任译员的唐闻生翻译。毛泽东伸手从

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1975

年 12 月 23 日。在听完对信的翻译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 4 年前

你父亲坐的那张。”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就站了起来，对毛泽

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座位了。”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爽

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毛泽东把双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对朱莉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毛泽东重复了他对尼克松的邀请。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

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做出过的行动。毛泽东在

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10 年以后它

将是了不起的。” 

 

  临走时，中国政府托朱莉夫妇转交给尼克松一份礼物。这个礼物是一只装在精

美丝盒里的生日蛋糕。 

接待尼克松访华的规格和 1972 年一样 
 
  毛泽东同尼克松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 
 
  朱莉和戴维离开中国后不到一个月，1976 年 2 月 6 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

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 1976 年 2 月 21 日，即在第一次访问 4
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这一消息不但轰动了美国，而且引起世界瞩目。因为美国总统福特刚刚于 1975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访问了中国，不到 2 个月，为什么中国政府又邀请这位“不光彩”的前总统访华？

1976 年又是美国大选年，2 月 24 日福特将在新罕布尔州共和党预选中争取候选人资格，为

什么中国政府安排尼克松于 2 月 21 日到达北京？对此，人们产生了种种猜测。 
 
  2 月 17 日晚，美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美国驻联合国前大使约翰?斯卡利从圣克利门蒂

报道说：“尼克松先生在这次访问期间将同他在 1972 年一样由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接



见。这次访问将由一批美国记者陪同采访。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中国人认为这次访问

是一个重要事件。因此，在新罕布尔州竞选运动的最后几天，肯定会刊登许多照片以提醒选

民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的情况，而那时同中国的关系比今天远为友好。” 
 
  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在福特总统正式访问北京之后没有多久，中国人现在

就给了这个失去总统职务、而且信誉扫地的人以这样的荣誉”，这就“引起了美国各种非常不

同的政界人士的伤心和批评”。但是“中国人是不难无视这种批评的”，因为他们“对过去两年

中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缓慢进程感到失望”，“假如尼克松继续执政，本来是会一切顺遂的”。
现在美国政府认为，“对华关系归根结底远不如同莫斯科的关系重要”，而“尼克松已表明，

他准备顶住俄国人”。因此，“让他继福特总统之后这么快进行议程，显然是表明中国对华盛

顿的现行政策感到不悦”。 
 
  合众国际社 2 月 22 日电称：中国总理周恩来已经逝世，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被“打倒”，
华国锋“出人意外地被任命为代总理”。因此，邀请尼克松夫妇访华的决定必然是毛泽东作出

的，也只有毛泽东才会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 
 
  在尼克松看来，由于他在总统任内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而他辞职后美中尚未建交，

他认为自己有理由再次访问中国，为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他在给《时代》周刊专

栏作家威廉?萨菲尔的一封信中写道：“1972 年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我认为，

要想有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持久和平，就必须在美中之间建立起一种崭新的、建设性的关

系。我相信在今天，这样一种关系比 4 年前更为重要了。我期待着再次会见中国领导人。” 
 
  然而，尼克松访华的活动却使福特政府如坐针毡，因为此时总统竞选活动正处于关键时

期，政府内的许多人认为尼克松的访华行动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甚至有人指责尼克松这

是对中国的“阿谀奉承”。但卸任后的尼克松已经是平民身份，他们也不好限制其自由，所以

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 
 
  1976 年 2 月 21 日晚 10 点 16 分，尼克松乘坐中国政府派到美国的专机到达北京。新任

命的代总理华国锋、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几十名高级官员迎接他。 
 
  尼克松下榻在 18 号国宾馆（钓鱼台），这与他 4 年前做为总统来访时的安排一样。第二

天，中国政府为他举行国宴。一切都和 4 年前一模一样：一样的布置，一样的尊敬，一样的

礼仪，就连餐桌上的十道菜也和当年一模一样。宴会临近结束时，尼克松起身发表了一个简

短的讲话：“全世界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两国为世界各国的安全稳定，以及为人类的和平

事业而做出的通力合作。而这种合作必须是可靠的，可能的，并且是富有决心的。”尼克松

继续说：“当然，或许有人以为单凭签署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或举行一次外交会议就能带来

永久和平，这一看法未免过于天真。”显然是指 1972 年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 
 
  宴会后的第二天上午，尼克松去拜访了毛泽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尼克松介绍了当时的

情形： 
 
  “1976 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

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

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



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

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泽东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

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

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

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

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他在起始于四年前的我们两国实现新关系方面起到无可比拟的

作用。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

家之间寻求和平……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试图将他那含糊

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

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提到：“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

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

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的问题，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更坏，他们将会把我们看

成白痴。最终，他们会说，加入和平真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用投降来达

到我们单纯期望的和平。因此，一定要向中国人重申，我们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他们的会谈进行了 1 小时 40 分钟。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

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熊猫，毛泽东则以绿茶代酒为他干杯。 
 
  2 月 23 日下午，新华社发表消息说： 
 
  “毛泽东主席今天会见了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约翰?布伦

南。”“会见时，毛主席和美国客人一一握手，对他们前来我国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同尼克松

先生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谈话结束后，毛主席请尼克松先生回国以后向福特总

统转达他的问候。” 
 
  新华社还发表了毛泽东同尼克松握手时的照片。 
 
  按多年惯例，毛泽东会见外宾时不让外国记者在场。外国媒体立即根据新华社的上述消

息发出电讯，并转发了照片。美联社称：“毛泽东主席今天中午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使这

位前总统重温担任总统极盛时期的情景。”合众国际社称：“这是尼克松和这位 82 岁高龄的

中国领导人的第二次会见，第一次会见是在 4 年前他抵达中国后不久。”路透社称：尼克松

同毛泽东“进行了 1 小时 40 分钟会谈”，“只比福特总统去年 12 月同毛的会谈少 10 分钟。” 
 
  美国三大电视网也迅速播放了中国摄影师拍摄的《毛泽东主席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的彩色纪录片。 



 
  会见后，尼克松回到宾馆，向接待人员兴奋地说：今天能同毛泽东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

进行长时间的广泛的交谈，感到非常愉快。他说：“使我惊讶的是，毛主席如此高龄，思想

仍如此明晰敏锐，对当前国际重大问题仍如此关切注意。历史上何去何从的伟大之处就在于

精神和思想的活力。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 
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值得人们细细体味 
 
  以后的两天里，尼克松主要是与华国锋继续会谈。华国锋和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一样，不

满意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展缓慢。 
 
  由于其他美国人都没有会见过华国锋，因此，自从华国锋在机场迎接了尼克松，并花了

近 9 个小时与他会谈之后，尼克松的行踪愈来愈引人注目了。虽然美国政府强调尼克松只是

以平民身份去中国访问，但是，他们却越来越希望了解尼克松的访华内容。最后，基辛格在

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当然希望了解尼克松此行的性质与结果。”这与他和福特在过去

两周里所说的调子显然不同了。 
 
  中国政府安排尼克松尽可能多地参观浏览一些地方。在访问了桂林、广州、从化之后，

尼克松和夫人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陪同，于 2 月 29 日下午乘中国政府专机离开

广州回国，从而结束了这一举世瞩目的中国之行。 
 
  3 月 5 日，世界各地 14 名“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聚会，研究尼克松

访华的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安德鲁?内森博士说：“中国人邀请尼克松是既

向美国也向苏联发出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说，我们肯定利用美国作为对俄国的抗衡力量。

尼克松是传递这个信息的理想人物，因为他曾是利用美国抗衡苏联的政策的象征。”英国伦

敦大学《中国季刊》主编迪克?威尔逊说：“我认为，将来在世界史中回忆起尼克松的，主要

是他对华工作，而不是水门事件。”他说：“中国人认为尼克松在改善中美关系方面所做的事

情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们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的，而不是像我们当中的大多数

人那样在日常的基础上看事物。” 
 
  尼克松第二次访华半年后，毛泽东在患病后经过多方医治无效，于 1976 年 9 月 9 日零

时 10 分在北京逝世。 
 
  9 月 14 日，《人民日报》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发表声明》为题，刊载如下内容： 
 
  新华社 1976 年 9 月 13 日讯 
 
  圣克利门蒂消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9 月 9 日就毛泽东主席逝世发表声明。 
 
  声明说：“毛泽东主席逝世了，终年 82 岁，结束了他毕生的长征。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勇

气和思想坚定的人，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几天。” 
 
  尼克松说：“作为代表完全不同的哲学和观点的领导人，我们 1972 年在北京会见时都认

识到，中美友谊已成为对于我们两国的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了。” 
 



  “我对于他不仅对本国人民的问题，而且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都有深刻的了解这一点

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在那时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在今年 2 月 2 日（按：应为 23 日）我最后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现出了这种高瞻远瞩的

眼光。” 
 
  毛泽东逝世两个月后，1976 年 11 月美国举行了大选。人们普遍认为，在职总统福特享

有种种有利条件，定能赢得大选，结果他却败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卡特。有人分析，这与毛泽

东破格邀请美国“不光彩的前总统”尼克松访华有关。可以说，毛泽东邀请下台的尼克松访华

的举动，乃是外交史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卡特上台后，进一步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改变了福特政府的对华政策，认为“中美两国建立合作关系会大大加强远东局势的稳定，并

有利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同苏联竞争，从美国战略地位考虑，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十分可取

的”。经过双方努力，两国政府于 1978 年 12 月 16 日晚发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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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尼克松访华以及同毛泽东的会晤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