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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

尼克松借中苏冲突实施对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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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
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
较量中获利。1969 年的中苏
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提供
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中国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1960 年代的中苏边界主
要是 19 世纪中叶沙俄侵占中
国土地，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形成的。
苏联与中国于1924年签订协
定，放弃了沙俄在中国的治外
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过，苏
联政府当时并没有处理边界问
题。直到1963年3月，中国首
次公开提到了修正边界的问
题。1964 年 2 月 25 日，中苏
在北京举行了边界问题的谈
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69 年 3 月 2 日，中苏于
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美
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主任乔
治·丹尼于 3 月 4 日给国务卿
罗杰斯写了一份情报简报，认
为“（中苏）双方都可能引发事
端”。丹尼指出，自1965年以
来，苏联的兵力几乎翻了一番，
苏联的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但

“苏联不可能想（主动）攻击中
国”。美国方面对当时中苏冲
突实质的认识比较模糊，更倾
向于中国“好战”“挑衅”的看
法。然而，事实并不如丹尼预
见的“近期不会发生更大规模
的战斗”，相反，3月15日，在珍
宝岛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情
报研究署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

究分析处主任霍尔德里奇，与
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林可夫
举行了一次会晤，双方就中国
和越南问题交换了看法。林可
夫重弹苏联的老调，说存在着中
国使用常规武器甚至核武器攻
击苏联的威胁。霍尔德里奇则
说，中国方面的说法恰恰相反，
是苏联威胁对中国使用常规武
器或核武器。

当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
是否认为中国将进攻苏联时，
霍尔德里奇回答说，中国在战
术上是防御性的，中国对越南
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并且立
场十分明确，那就是1966年2
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主席
时所讲的，中国不希望过早介
入越南事务，因为有责任防止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美
国打算与中国改善关系，是否
意味着美中之间不再可能发生
战争。霍尔德里奇回答说，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没有消
除，但是，与有7亿多人口的中
国持续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
利益。这次会晤是 1969 年 3
月中苏冲突后，苏联首次试探
美国对中苏冲突的态度。

苏联积极探询美国的态度

中苏之间边界冲突不断，
1969 年 8 月 16 日，美国国务
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赶
写了一份题为《中苏敌对及其
对美国的启示》的长篇报告。

1966—1969 年间，苏联
在靠近中苏边境地区的地面部

队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装备精
良。怀廷分析，苏联这样做，可
能的理由不外乎三种：进攻、干
涉和防御。苏联显然找不到一
个合乎逻辑的进攻理由，也不
可能像对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轻
易地实行对中国的干涉，所以
只能以防御作为理由，说中国
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威胁到了苏
联中亚和远东的国土安全。

苏联为何要这样做？怀
廷认为，当中苏分歧越来越大，
苏联越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核
力量不断壮大，所以，苏联领导
人迟早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
术式的打击”。而中苏战争对
美国最大的威胁，则是双方都
可能使用核武器。

因此，怀廷建议美国要尽
快确立它的目标：第一，不要让
苏联进攻中国的事情发生；第
二，阻止任何一方在战争中使
用核武器；第三，最大可能地使
中国把苏联当成唯一的敌人。
怀廷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
个迫切性的问题，即必须尽快
与中国建立沟通的渠道。

这年八九月间，苏联方面
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探询
如果苏联真的对中国实施攻
击，美国会是什么态度。8 月
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
达维多夫与美国国务院情报研
究处负责北越问题的特别助理
威廉·斯蒂尔曼会面，达维多夫
突然问，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并
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怎
么做。斯蒂尔曼回答说，美国
一定会置身事外。这是苏联首

次在正式外交场合试探美国对
苏联攻击中国的态度。

这时，关于中苏冲突的讨
论已进入美国最高决策层。9
月10日，罗杰斯向尼克松提交
了一份备忘录，对苏联攻击中
国核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
分析，他认为苏联对于中国问
题正在作出抉择。9月18日，尼
克松会见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
罗杰斯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基辛格都在座，他们谈到了
如何看待中苏关系的问题。基
辛格表示，美国要避免给人以
站在苏联一边的印象。

尼克松把中国看成世界五极之一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
对中苏冲突的反应出现在两个
层面：一是包括国务院、中央情
报局在内的传统的外交事务机
构，对中苏冲突有很大反应，但
对直接的外交决策影响有限；
二是白宫系统中的基辛格班
子，对中苏冲突没有作出强烈
反应，却是真正有决策权力的
机构。尼克松和基辛格已有共
识，就是要撇开政府的官僚机
构，由白宫直接进行外交决
策。而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
中美关系的突破，正是尼克松
上台之前已经定下的目标。

当选总统以后，尼克松政
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最紧迫的问
题是结束越南战争，最棘手的
问题是对付苏联的挑战。解决
越南战争和对付苏联，是尼克
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的现实
需要。此外，尼克松还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隐忧，那就是要在
中国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
之前，把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系
统”，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孤立与
衰弱只是暂时的。

这在他 1967 年于《对外
关系》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有
所表达，尼克松呼吁让中国“作
为一个前进中的大国，而不是
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进
入国际社会。他把中国看成是
世界五极之一。他反复强调，
使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是危
险的，因为 10 年之内，中国将
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到那个
时候，美国将别无选择。所以
他认为，美国必须与中国交往，
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正是出于以上现实和长
远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已经决
心要在改善美中关系上有所建
树。为了实施其外交战略，尼
克松上台以后，立即从三个方
面展开活动：一是由基辛格主
持内部研究，为其政治决策提
供依据；二是设法建立与中国
联系的秘密渠道，以求直接接
触；三是逐步放出政策气球，试
探国内外的反应。

可以说，中苏关系与尼克
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密切联
系的。自从1960年代初中苏
分裂后，美国就一直想利用中
苏分歧，使美国在与苏联争夺
霸权的较量中获利。1969 年
的中苏边界冲突为美国提供了
绝好的机会，尼克松政府也抓
住了这个机会。（摘编自《当代
中国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