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木按：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1

月 28 日至 2 月 5 日，时任国务院副总

理的邓小平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9 天中，小平同志开朗和坦率的性格

给美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在会

谈中所表现出来的大家风范以及原则

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更使时任

美国总统卡特钦佩不已，他说：“中国

人似乎知道如何表达他们对国家的自

信和自豪，却又并不傲慢。”本期老木

说事，我们一起去回顾邓小平访美的

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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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足很软，小编太
硬！

——中国足球队零比
零踢和中国香港队后，《城
市晚报》的文体版开天窗，
留下“原来等国足的版面，
现在没心情做”的句子。对
此，中国著名时评人罗昌平
在微博上做上述点评。

2.双十一已经全球化，
不仅是促销，还是一种文化
的交流，一种快乐的分享。
所以我们不仅这“七年之
痒”要跨过，我们还想做100
年呢！所以双十一我觉得
至少还有 93 年要做，每年
做，而且每年做得好。

——针对财经作家吴

晓波撰文指“光棍节”的互
联网启蒙意义已然消失，今
年将是双十一的最后一战，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接受央视专访时称，这是很
外行很幼稚的看法。

有意思的话

1979年1月29日上午，美国白宫南草坪
上首次并排升起五星红旗和星条旗。在这
里，美国总统卡特为中国的贵宾——邓小平
副总理举行了欢迎仪式。这是一个极不平凡
的历史时刻。此前不久，中美两国刚刚结束
了近30年的敌对和隔绝，实现了两国关系正
常化。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起过关键作用的
邓小平，此刻又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开始了
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友谊和信任的访美之旅。

一场罕见的欢迎仪式

上午10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乘车
来到白宫时，一千多名欢迎群众挥舞中美两
国国旗，向中国贵宾欢呼、鼓掌。吉米·卡特
总统和夫人埃利诺·罗莎琳·史密斯陪同邓小
平和夫人卓琳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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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美国记者大发感慨地
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
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并陪同检阅三军仪仗
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亲历那一历史瞬间的卡特总统的国家安
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回忆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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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阅了仪仗队后，卡特致词。他特意加
上了一段颇有宗教意味的话：“副总理先生，
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
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
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
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
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和和解的时
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
新的历程的时刻，今天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
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随后，邓小平致答谢词。他意味深长地
说：“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
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世界形势也在

经历着新的转折。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欢迎仪式后，邓小平和卡特走进白宫椭
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最高级会谈。会
谈前，卡特和邓小平照例寒暄了几句。

卡特说：“1949 年 4 月，我作为一名年轻
的潜艇军官曾经在青岛呆过。”

邓小平听后风趣地说：“我们的部队当时
已经包围了那个城市。”

这时，坐在一旁的布热津斯基插话说：
“那你们早就见过面？”

邓小平笑道：“是的。”
随后，他们开始了正式会谈。卡特在回忆

录中详细记述了他同邓小平首次会谈的情况：
“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

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
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吸着烟卷，一对
明亮的眼眸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
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笑声，时而对其他中
国人员频频点头。”

中午，邓小平出席万斯国务卿举行的午

宴。午宴结束后，邓小平来到国务院休息
室。这时，一群记者蜂拥而至，纷纷询问邓小
平同卡特谈论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以他那
独特的诙谐幽默的语气回答说：“我们无所不
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记者们的提问虽然
被这句话挡得严严实实，但他们却对邓小平
表现出来的幽默和智慧发出由衷的叹服。

1 月 30 日上午，邓小平和卡特举行第三
次会谈。重点讨论了双边关系问题。在对待
移民问题上，邓小平对卡特说：“如果你要我
输送1000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
意的。”鉴于对外国记者新闻报道的限制，卡
特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既然邓小平要给我提
供1000万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1万名新
闻记者。他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

这次历时两个多小时的会谈结束后，邓
小平和卡特当着许多记者的面热烈握手。他
们面带微笑地从总统办公楼出来，一起走进
玫瑰园。当两国领导人再次握手时，邓小平
兴奋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卡特后
来说这句话让他深深感动。

在邓小平与卡特会谈期间，两人相处得
非常融洽。

在一次闲谈时，邓小平笑问卡特：“美国国
会有没有通过一条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
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的州种植大量
的烟草。”

邓小平听了这话，开心地笑了起来，随即
取出一支熊猫牌香烟吸了起来。

对于邓小平的这种开朗和坦率性格，卡
特十分喜欢。他赞扬邓小平想什么就说什
么，而且说了就算数，不用担心彼此间产生
误会。

“他个子不高，但坚韧、睿智、坦率、有胆
识、风度翩翩、自信、友善，这些品质都非常吸
引我，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卡特在日记中如
此描述对邓小平的第一印象。

一个举动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刻板
印象

为了让来自东方的贵宾对美国文化有个
直观的了解，卡特在邓小平访问华盛顿期间
特意为他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精心安排了一场
盛大的演出。组织者知道邓小平特别喜欢足
球和篮球，专门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一队职

业篮球选手，在舞台上表演球艺。这在肯尼
迪艺术中心还是首次。当晚参加表演的还有
著名钢琴演奏家塞金以及乡村歌手约翰·丹
佛。最后一个节目是约200名小学生用中文
合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孩子们歌声终了，
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陪同下走上舞台。邓
小平做了个简短讲话。他说，表演“让我们永
生难忘”，这一场景让他想到鲁迅的一句话：
如果人类能避免误解，互相关心，是最好不过
的了，而文学和艺术能以最好的方式帮助实
现这一目标。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应
当进行积极的文化交流。“我非常高兴地在这
里告诉大家：波士顿交响乐团将会是中美两
国建立外交关系后第一个与中国进行文化交
流的美国乐团，乐团将在今年3月访问中国。”
在和演出者握手时，他弯下腰，亲切地亲吻了
儿童合唱团一个孩子的前额。随后，他重复
了这一动作，接连亲吻了五个孩子。

现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撼了。如潮的
掌声中，很多人眼中闪动泪光。黄华（时任中
国外交部长）夫人何理良看到，现场一些为人父
母者一直在擦眼泪。一位四十来岁的美国中年
妇女，脸上挂着泪水，嘴里不停地说“太好了”。

“从那一刻起，美国人意识到，他们和中
国人没有理由成为敌人。”35年后，莎伦·伍德
科克（他的丈夫伦纳德·伍德科克是美国首任
中华大使）用这句话结束了她对肯尼迪中心
之夜的回忆。

肯尼迪艺术中心之夜，被一位美国官员
称为“大概是整个卡特当政期间最风光的一
个晚上”。它的美妙，甚至感染了一些有成见
的美国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卡特写道：“参
议员拉克泽尔特是极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
的，但这次演出之后，他说他们输了，谁也没
有办法投票反对儿童们唱中国歌曲。”

一顶宽边牛仔帽再次拉近了中美人民之
间的距离

结束在华盛顿的紧张日程之后，邓小平
到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邓小平重
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
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
汽车年产量大约是1.3万辆。福特公司先进
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
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亚特兰大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南北两
军的主战场之一，在战火中成为了废墟。而
到邓小平访问之时，亚特兰大已成为美国南
方发展最快的城市。崛起中的亚特兰大非常
渴望与改革开放刚起步的中国开展经贸合
作。为了欢迎邓小平来访，该市首任黑人市长
杰克逊为他举办了由当地1400多名各界名流
参加的盛大午宴。邓小平在致辞时说：“你们
的很多成功经验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我们
愿意向你们学习。愿我们两国人民友谊和合
作之船沿着稳定和富有成果的航线扬帆远航。”
邓小平的肺腑之言引起全场宾客起立欢呼。

《亚特兰大宪章报》当天几乎用了七个整

版报道邓小平访问的细节。《纽约时报》则在
一篇报道中评论说，邓小平对亚特兰大的访
问在当地造成了最大的轰动效应，传达出了
中国热爱和平、盼望合作的强烈信息。

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
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
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
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
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
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
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
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
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也是兴致盎然，不
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

谈起邓小平访美，给美国人印象最深刻
的无疑是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
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的一
幕。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当时通过电视注意到
了这则新闻。对于美国人来说，邓小平欣然
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式牛仔表演这一入乡随俗
的举动，表达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美
国人民的友好之情。

邓小平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
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飞
机生产线。

这次访美，为邓小平后来作出一系列重
要科技决策，无疑打下了伏笔。他后来又提
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访美期间，邓小平与卡特交换双边重大
战略问题时指出：世界不安宁主要危险来自
苏联，同时表示中国愿与美国一起抗苏，邓小
平批评苏联在世界各地扩张，支持越南入侵
柬埔寨，与越南一起提出要在亚洲建立集体
安全体系，这对世界很危险。针对苏联支持
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邓小平向美国人暗示
将进行自卫反击。1979年2月17日，中国对
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卡特专门通过美苏之间
的热线打电话给苏联，告诫苏联不要采取任
何可能恶化目前局势的行动，阻止苏联对中
国进行军事冒险。

一场“邓旋风”

邓小平访美，在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正
式建交之后仅27天。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

“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
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
互利共赢之路。

邓小平访美，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闭幕之后仅37天。一个刚刚摆脱危难、
冲破束缚的东方大国作出历史性重大抉择，
迈上了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新征程。

1979年元旦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人物选择了邓小平，标题是“邓小平，中国新
时代的形象”。文中惊叹:“一个崭新中国的
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了‘中央之国’
的大门，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宏、绝无仅有
的一个壮举！”

2月5日，即邓小平离美回国之日，他的形
象再度出现在《时代》封面上，标题是“邓来了”。

邓小平访美被美国媒体评为刮起“邓旋
风”的九天，也是一次超级“路演”，短短九天，
邓小平共参加了80 场活动、22 次正式讲话、
20 次宴会、进行了10 多次记者谈话，这位中
国领导人表达了开放国门和了解美国的愿
望，他的直率、坦诚和亲切让美国人深感“意
外”，美国媒体不吝溢美之词：这位东方长者
和拉选票的西方政治家并没有差别。

1979 年 1 月 29 日，美国总统卡特和邓小
平副总理在华盛顿白宫会谈前交谈

电影中的邓小平漫画形象电影中的邓小平漫画形象

这是1979 年2月2日，正在美国访问的
邓小平在休斯敦观看马术竞技表演时挥动
牛仔帽，向观众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