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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9 月，周恩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 

 

 

  1972 年 9 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并与中国政府签署了《中日两

国政府联合声明》。这是当年继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中美《联合公报》公布后又

一举世瞩目的外交事件，这一事件开创了中日关系的新局面，并对未来远东局势的

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年田中访华是如何成行的？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

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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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盛情相邀 田中首相决定“冒死”访华 

 

  1972 年 2 月 21 日至 28 日,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行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了为期

7 天的历史性访问，并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这一外交事件在日本引起

了强烈反响，要求日本同中国复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此情形下，时任日本自民

党总裁、内阁首相的佐藤荣作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缓和舆论的攻击，秘密派东京

都知事给中国总理周恩来捎信，表示要“亲自访华”。由于佐藤自 1964 年 11 月 9

日当政以来始终采取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早已失去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信

任，他的这一请求当即被周恩来以“佐藤政府说了不做”为由断然拒绝了，周恩来

还明确宣布：中日谈判不以佐藤为对象。 

 

  中方这一态度对佐藤内阁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1972 年 7 月 6 日，在日本各

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强大压力下,佐藤被迫宣布内阁总辞职，新任自民党总裁

田中角荣随后当选为内阁首相。7月 7 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的内阁会议上,田

中角荣就中日关系发表演说称：“目前当务之急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邦交正常

化谈判，我们要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积极推行和平外交……要一口气解决日

中关系。”在随后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时机

正在成熟，我要认真地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新任外相大平正芳也向记者发表谈

话称：“日本同美国、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是彼此相联系的。”“日本跟着美国脚步

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日本现在应该为采取负责的行动，独立做出决定。” 

 

  田中上台以后之所以急于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除了当时的国内舆论呼声外，

还是他“日本列岛改造论”内政思想在外交上的体现。他说：“日中关系问题，既

是日本的外交问题，更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是明治百年来 大难题，解决了中日关

系，日本国内三分之二纷争就没有了。不解决日中关系问题，根本谈不上日本的安

定，日本不仅要依靠《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且要与中国缔结友好条约，日中邦



交正常化是日本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企盼已久的。对田中的表态，周恩来

迅速作出反应：“长期以来一直坚持敌视中国政策的佐藤政府，不到期就下台了。

田中内阁组成后，表明在外交上尽早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毛

泽东也指出：“对中日恢复邦交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态度，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

总之，现在到了火候，要加紧。”在此情形下，为了加快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步伐，

7 月 16 日，周恩来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明确向田中发出了访

华邀请：“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

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对于周恩来的访华邀请，田中甚为重视。7月 22 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正

在日本访问的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孙平化和肖向前。大平转达了田中对周恩来邀请

他访华的谢意之后，说：“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到了一定阶段要实现政府首脑访华。

这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日方正在为此做准备，要去北京，一定要有丰硕的成果。

因为田中首相和我都是政治家，这是有关我们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日本

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日中两国也均事关重大。” 

 

  周恩来对田中访华的顾虑表示理解。为了保证田中访华成功，1972 年 7 月 25

日，他在北京会见了田中首相派来的特使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向田中再

次发出访华邀请的同时，周恩来还通过竹入义胜把中方草拟的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带

回去，以便日方对中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条件有了一个明确的了解。中方认真细

致的工作打消了田中对访华能否成功的顾虑。8月 11 日，大平外相在再一次会见

孙平化和肖向前时，正式表示：田中首相已决定访华，并对周恩来的邀请表示感谢。

8 月 12 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通过新闻媒介向全世界正式宣布：中国总理周

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

题”。和当年尼克松访华一样， 这一消息立即震惊了世界。 



 

  这次访问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首相的首次访华，田中对此自然也是十分重视。

为使访问取得成功，在正式访问前，田中还派来了先遣组和政府特使访华，并与中

国政府几次磋商访华的活动日程和细节。不仅如此，田中还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国的

书籍，其中包括《毛泽东，他的诗和人生》、《周恩来——中国幕后的杰出人物》、

《周恩来谈日本》、《日中问题》以及《中国手册》、《中国要览》、《中国指南》

等。对于此次访华，田中后来曾对人说：“中日关系正常化是两国人民的愿望。中

国人当时经常讲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呢，只不过是在这个时候拍板，然后执行

而已。”实际上，在当时情形下，田中这个“拍板”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田中访华之前，不断收到右翼分子威胁邮件。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如果田中不

从首相府屋顶或警视厅乘直升机的话，那他前往中国就会变得寸步难行。右翼分子

甚至还给田中的孩子打电话称“你父亲的生命只有一星期了”。而更多的日本右翼

分子则直接打电话给田中，警告他不要去中国，否则浅沼稻次郎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曾经两度访华。1960 年 10 月 12 日，浅沼稻次

郎在东京发表呼吁“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演说时，一名右翼分子突然跳上

台，用一把利刃刺入浅沼的心脏，浅沼稻次郎当即倒在血泊之中。在不断接到右翼

分子的威胁邮件和电话后，田中对自己此行的危险并非没有准备。他在访华前曾对

部属说：“如果这次谈判失败，我们的生命将结束。” 

 

  后来出任日本小泉内阁外相的田中真纪子是田中角荣的女儿，田中角荣刻意把

她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从田中真纪子十四五岁起，只要有出访，田中必把她带上

长见识。田中真纪子从小就喜欢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能到中国看一看也是她企盼

已久的。当得知父亲要前往中国访问时，她更是兴奋不已，以为父亲这次去中国一

定会带上自己。然而出乎她意料的是，父亲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田中真纪子有些不

服气地说：“爸爸，你不是说要带我看看全世界的吗？”田中说：“不错，爸爸确

实跟你约好的，要带你看看全世界，以往也确实这样做了，但这一回访问中国的情



况不一样。中国就好像一块厚窗帘的那一边，那里正在做什么，将要做什么，我也

没有准确消息，而且在日本国内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我访华，我是在不知什么时候就

会被人下毒、打黑枪的情况下动身访华的。你是我唯一继承家业的女儿。如果两个

人都去的话，万一丢了性命，田中家从此香火就断了。”田中说到这里，神情变得

庄重起来，“你是我唯一的孩子，不论出了什么样的事，你都不要慌乱，要毅然按

正确的判断行事。为父指望于你，仅此一点而已。”“不过，我相信，总会有这么

一天，日中两国的人们，能够面带笑容自由往来。正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爸爸豁

上了命动身去北京了。” 

田中首相为周恩来脱风衣 茅台酒启开会谈“话匣子” 
 
  1972 年 9 月 25 日，田中首相乘坐日航专机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陪同田中访华的除

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外，还有陪同官员、翻译、秘书、速记、医务人员、

安全保卫和卫星技术人员、文字和广播记者等共 230 余人。上午 11 时 30 分，田中一行乘坐

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徐徐降落。与半年前尼克松访华时相对冷清的欢迎场面相比（尼克松访华

时没搞群众欢迎，也没奏国歌），迎接田中到来的北京机场却是另一番景象：停机坪上站满

了欢迎群众，军乐队高奏中日两国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

席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早已在机场迎候。当飞机舱门打开，身穿灰色西装的田中快步走下飞机舷梯，伸

出手来与周恩来热情相握，并自我介绍说：“我叫田中角荣，今年 54 岁，当了日本首相，请

多关照。”身为首相，田中这句话听起来很特别，因而其用意也引起了外界许多猜测。时任

外交部翻译的周斌对此评论说：“田中角荣是 54 岁当首相，他的学历是中专毕业，是搞土木

建设的。他当了首相后第一次出国就是来中国，而且对手是世界闻名的外交家周恩来。田中

特别表明自己是 54 岁，我觉得他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很紧张，一个是他想强调他是年轻有

为，不容易，这种事情只有年轻有为的人才可以干下。” 
 
  欢迎仪式结束后，周恩来亲自陪同田中一行驱车到钓鱼台国宾馆 18 号楼。18 号楼是钓

鱼台国宾馆里条件 好的一栋楼，田中入住这栋楼也表明了中方对田中此次访华的重视。其

实，为了使田中在访华期间吃好睡好，早在田中访华之前，驻东京的中国记者就奉命将田中

的起居饮食习惯摸得一清二楚。一位记者在发回国内电文中称：这位 54 岁的新首相怕热，

室内温度常保持在摄氏 17 度，爱吃香蕉，还爱喝大酱汤。 
 
  当周恩来陪同田中进入下榻的房间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由于周恩来的右手

在抗战时期受过伤，每逢脱风衣或其他外套时，总少不了在场的人帮他一把。这次不等翻译

出手，田中就奔上前去替周恩来脱风衣。周恩来也没料到田中会来“这一手”，连忙说：“不
行，不行！怎么能让你来替我脱风衣呢？”田中说：“您把我安排在国宾馆 18 号楼了，这几

天我是这里的主人了。那您是我 尊贵的客人了，我应该替客人做服务。请允许让我帮您把

衣服脱了！”周恩来听了大为感动。田中为周恩来脱风衣成为田中访华期间的一段佳话，这

也是田中对周恩来敬佩之情的流露。后来，田中还在宾馆的便笺上为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赞

美诗句：“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吃过午饭，稍事休息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与田中一行主要成员举行了第一次会谈，

中方在座的还有外长姬鹏飞和中日友协会长廖承志等。宾主在围成马蹄型的沙发上就座，这

也是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他要让两国领导人的首次会谈呈现出一种亲近的家庭气氛。可谁也

没有料到，正式会谈竟是以茅台酒开篇的。由于田中中午在钓鱼台国宾馆用餐时喝了一些茅

台酒，因而，当周恩来向田中道一声“辛苦了”时，田中便开口说：“不累不累，今天中午的

茅台真好喝，稍微贪了点，便略感醉意了。我以前听说过‘惟有杜康’的诗文，可是没有机会

品尝。今日亲尝茅台酒，口感实在是美妙，如果每天能喝一点儿就太好了，在重要会谈结束

后一定要开怀畅饮。”周恩来听了很是高兴，连忙说：“既然首相喜欢，我们送一些给你。你

干脆把你酒柜里的酒都改成茅台吧，我们保证充分供应。”田中听了当即连连表示感谢。后

来田中访华结束时，外交部礼宾部门果然送给田中两箱共 48 瓶茅台酒。两国首脑喝茅台酒

的故事在日本传开后，茅台酒在日本市场上的售价一下子涨了三四倍。据说，当年周恩来送

给田中的茅台酒田中家现在还保留着一瓶，田中的女儿田中真纪子表示：这瓶酒将作为田中

家 珍贵的收藏永远保存。 
田中首相惹“麻烦” 周恩来巧解“战争问题” 
 
  在田中一行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盛大宴会欢迎田中访华。在

宴会上，周恩来首先致欢迎辞，他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和其他

的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自从 1894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

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

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周恩来致完欢迎辞后，田中也致辞答谢。在提到过去日本对

中国侵略一事时，田中说：“两国之间有着两千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

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

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田中“麻烦”一语一出，周恩来的表情骤然严肃起来，田中见状也很是不安。果然，第二

天，中日双方会谈一开始，周恩来便表情严肃地对田中说：“田中首相在昨天晚宴讲话中说‘添
了很大麻烦’，这只是在不小心把水溅到路边妇女裙子上道歉时才能使用的词，可你却在提

及中日两国不幸的过去时使用。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

本人民也深受其苦，用‘添了麻烦’来表达，在中国人民是行不通的，而且会引起强烈的反感！”
经周恩来这么一说，田中也感到用词不当。他对周恩来解释说：“可能是日文和中文的表述

不一样。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重犯，

请求原谅的意思。不过，对不合适的表述可以改。”后来，《日中联合声明》中关于此事是这

么提的：“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

的反省。” 
 
  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日本追随美国，对华一直采取敌视的态度，此次田中访华，中日之

间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自然也少不了一番争执。9 月 26 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日本大平

正芳外相举行外长级第一轮会谈，在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结束的表达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

中方主张在联合声明中必须有“中日双方结束战争”的字样，但中方这一主张遭到日方反对。

日方认为日本政府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同台湾当局签订的《日华和平条约》已经结束了战争

状态，要是这次再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等于政府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为避免此种情形出现，

日方还提出一个建议：关于结束战争一事或由中方单方面宣布，或以“全面存在和平关系”
代替“战争状态结束”。对于日方此种建议，中方当即予以反驳。姬鹏飞称：“日台条约是非



法的，无效的，应该废除。日方上述建议，等于仍然承认台湾蒋帮集团是中国的合法代表，

中方当然不能接受。”第一天的会谈，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 
 
  27 日下午，按照访华日程安排，田中一行前往长城参观游览。自尼克松访华以后，攀

登长城便成了世界各国首脑访华的“必修课程”。田中对游览长城也是兴致勃勃。车队一抵达

长城脚下，他便迫不及待地钻出车门，奔向长城，而且一口气攀登上了第四个烽火台，引得

同行的西方记者大为惊叹，纷纷发出报道称，在登长城速度上“田中远远超过尼克松”。田中

玩得尽兴，一路话语不断，还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与田中相比，同行的大平正芳却显得心

事重重，步履沉重，他只登上了第一个烽火台就停下来了，而且话语也比平时少了许多。这

也难怪，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谈判没有结果，作为谈判主角的他哪里还有游览长城的兴致

呢！实际上，在来长城的路上，大平外相还与同坐一辆车的姬鹏飞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微妙的

谈判。大平说：“姬外长，我们是冒着危险，田中说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们谈不成，我们回

去很难交代。”姬鹏飞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现在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共同能接受的方式，你可以提出建议来，我们也在想表达的方式。你

这个态度我一定向周总理报告。” 
 
  其实，当时不仅是两位外长在考虑这个问题，周恩来也一直考虑这个问题，并且很快找

到了解决办法。游完长城归来，当天下午 4 时许，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第三轮首脑会谈

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关于结束战争的问题，我想用这样的说法来表述，就是‘中日关

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况’……。”“不正常状况？”听了周恩来的一席

话，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先是一愣，继而连声说：“好，好，用‘结束了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

况’代替‘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况’，‘不正常状况’当然包括了‘战争状况’。”两人对周恩来处

理外交纠纷的智慧不禁暗自佩服。在 后一轮首脑会谈时，田中还向周恩来保证：日本不支

持“台独”，对台湾无领土野心，日后如对台有什么举动，愿事前向中方打招呼。周恩来则称

赞田中为实现邦交正常化所作的贡献，并题赠“言必信，行必果”条幅作为纪念，田中也回赠

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表达了履行承诺的心愿。 
毛泽东《楚辞》相赠 周恩来上海送别 
 
  日本是中国近邻，中日关系正常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一直关心的，从两国民间交

流到政府间交往，他与周恩来一起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田中一行来华后，9 月 27 日上

午，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会见田中及主要随行人员。他见到田中第一句话就说：“我是个大

官僚主义者，见你们都见得晚了。”当翻译将日方随行人员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对

外相大平正芳的名字大加赞赏，说：“这个名字起得好，大平，大平，天下太平。” 
 
  一番寒暄之后，毛泽东又问田中：“你那个‘添麻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吵架吵完了

吗？” 
 
  田中忙答道：“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

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吵出结果就好，

不打不相识哟！”“中日有两千多年的来往。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见于中国历史的是后汉

嘛……”毛泽东还风趣地指着姬鹏飞对田中说：“他是不是欺负你了？” 
 



  田中说：“我们很快要达成协议了。”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

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不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大家听了哈哈大笑。 
 
  田中说：“我这次也到美国和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会谈。美国也承认日本来访中国是符合

世界潮流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只要双方不玩外交手段，诚心诚意地进行谈判，一定可以取

得圆满的结果。”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说：“现在彼此都有这个需要，这也是尼克松总统跟我讲的。”随后，

毛泽东又用他那独特的“毛式幽默”对田中说：“尼克松访华时，我曾对他说，你竞选的时候，

我投了你一票，你还不知道啊。这回我们也投了你（田中角荣）一票啊。正如你讲的，你这

个自民党主力不来，那怎么能解决中日复交问题呢?” 
 
  田中此次与毛泽东的会谈持续了近一小时。会见结束时，毛泽东指着周围书架上的书说

道：“你们看，我是中了书毒了，离不开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六卷

《楚辞集注》对田中说：“这套书是送给你的礼物。”田中对这份礼物（还有一本怀素草书字

帖）自然是惊喜不已，连声说：“多谢，多谢。您知识渊博，还这么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

也要努力学习。”临别时，尽管田中一再谦让，不让毛泽东远送，毛泽东还是把田中一行送

到门口。 
 
  经过数日的会谈，9 月 29 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

隆重举行，中日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签字结束后，按预定议程，田中要前往上海访问，并从上海飞回日本。在从北京至上海

的飞机上，田中、大平与周恩来相对而坐。原先抱着“达不成协议就不回去”的田中由于此行

大功告成，再加上饭桌上多喝了点茅台酒，此时格外放松，不一会儿便在周恩来身边鼾声大

作，而周恩来则与大平外相一路交谈甚欢。 
 
  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后，田中一行受到上海市负责人及 3000 名群众的热烈欢迎。当

晚，上海市举行盛宴欢迎田中一行。由于中日两国已建立邦交，宴会的气氛显得格外融洽、

热烈。在宴会上，周恩来流露出近些年来少有的喜悦，频频举杯向客人们祝酒。他在与田中、

大平碰杯时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
田中也是谈笑风生，兴致勃勃，就连平时连喝几口啤酒都要脸红的大平也离开自己的座位，

与每桌都碰上一杯。田中俏皮地对大平说：“没想到大平君这么能喝啊！”大平说：“我的任

务已经完成，可以开怀畅饮了。”田中说：“再喝怕要倒下了啊！”大平动情地说：“我已经完

成了大事业，即使倒下化为上海的泥土，也心甘情愿。”晚会结束时，田中主动挽着周恩来

并肩走出宴会厅。 
 
  9 月 30 日，田中一行满载着访华的丰硕成果结束中国之行离沪回国了。在现场 6000 多

名群众的欢送声中，田中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手说：“受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送，我很感动。

请您转达我对毛泽东主席的问候，并希望你们到日本访问。”在走进机舱前，田中还多次回

身向周恩来及欢送的群众鞠躬致意。而周恩来对于田中此行的意义和田中在中日邦交正常化

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超凡决断能力和勇气也十分欣赏。他在返回北京的专机上对大家说：“我



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 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

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做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值得

称赞，他比尼克松勇敢。”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 84 天，这种速

度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之感。 
 
  田中此次访华不但与中国领导人一起使中日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而且也使他对毛

泽东、周恩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回国后，他不无遗憾地对家人说：“真应该带真纪子去！”“周
恩来是一位美男子、实干家。周恩来和我很投缘。和周总理见面，说第一句话之后我就感觉

到：和这个人合作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周总理不符合我想像的话，我很可能就干脆回日

本了。周总理因战争时期受过伤，右臂有残疾。我看到周总理右手的样子，心想这是和日本

打仗时受的伤。总之，我对周恩来非常有好感。我们很快就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毛泽东也

是位很了不起的哲人、思想家，然而，周恩来非常务实、非常周到。周总理无论是作为政治

家，还是作为人，都是出类拔萃的。我想让真纪子见见这样的人，下次一定带她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