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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内容概要

震惊世界的中美破冰之旅全方位解密！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成功踏上中国领土，为1979年中美建交铺下坦途。出发前，他引述美国太空人
在月球留下的碑文：“我们是为全体人类的和平而来。”然而，这趟不可思议的外交访问，其实是两
国耗费三年精心布局、意在打破冷战格局的世纪会面。
走过动荡的60年代，70年代初的中、美分别身陷“文革”与越战，这困境让两国最高领导人警觉到，
原来冷战的意志对抗正是导致内政焦头烂额、外交剑拔弩张的首恶。有鉴于此，急欲创造历史的尼克
松找来与他理念相符的外交干才基辛格，嘱命他透过几个秘密渠道，在世人、乃至美国国务院均以为
中美关系尚处冰封的时候，暗地里与中方协商史无前例的美国元首访中行程。
借关系正常化解决眼前窘境，实为中、美此举的最迫切动机，然而双方各有不能妥协的底线，尤其在
台湾地位问题上始终无法达成共识。直到正式访问前，少数几位知情者曾以为这次访问随时可能告吹
。殊不知三年来，两国投注太多利益于其间，早已成为无法分割的命运共同体。
作者以大量档案（包括尼克松中国行解密档案）、访问与口述资料剪辑这段历史，不但深入毛泽东、
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等关键角色的性格，提供中美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还以慢镜头重播促成当
年国际情势的事件，呈现出最立体的中美破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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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种关系很微妙，本书表达的十分透彻，可以借鉴
2、还原真实的中美破冰之旅的历史，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事实真相。
3、中美曾经作为两个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长期有着本质性的区别与冷战。但是随着中国逐渐强大
与崛起，中美两国的关系已经到了必须有更多需要交流的程度，于是在这个历史时刻，作为应运而生
的尼克松跟基辛格，毛泽东等完成了中美建交的历史使命，两个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发展
愿景，此时的邦交正常化使两国走到一起来。作者通过大量详实的史料，深挖了两国建交过程中的种
种努力与铺垫，很好的揭示了这段历史的幕后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中美两国的时代诉求，同时对历史
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揭秘！
4、具有历史意义的好作品！！
5、那个时代非常有想象力和勇气的会面，改变了世界两个大国的关系，进而影响了全世界的发展进
程。
6、回溯中美邦交历史，20世纪70年代是改写中美乃至世界历史的关键。巧妙的“乒乓外交”成功打
破20多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随后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主席会面，奠定了恢复邦交的基础。在改
变世界的那一周，世界的焦点在中国，中国的焦点在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面。在伟大的历史会面中，
两国的交锋与磨合，多位世纪伟人的智慧与博弈，在书中一一呈现。丰富详实的史料，将目光拉回到
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温那一周的波涛暗涌。
7、很有历史意义的一本好书！
8、多角度解密中美外交破冰背后的历史，值得一读。
9、外交无小事，中美关系长久以来在微妙的博弈和平衡中亦步亦趋。
10、尼克松总统访华， 这标志着自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隔绝的局面终于打破。
11、1972年2月21日--2月28日，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长期对峙的国家从此展开了接触。2
月21日尼克松与毛泽东在中南海的秘密会务，给这次的访问活动，披上了神秘的面纱。这是改变中国
外交格局的一周，同样它所带来的影响也是世界性的。它代表了一种声音，一种态度，一个大国在国
际社会上的地位初现。
12、和平是一个大的国际趋势，两国外交的建立，为世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3、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历史！！
14、小球转动大球的历史
15、一段历史，改变两个国家的命运，一本好书，两个伟人的相遇。一本好书，值得每个人去阅读。
16、这是见证了中美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性的一周，也是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周！书中包含大量珍贵
史料，让我们对这值得纪念的一段历史了解更为透彻，值得一读！
17、关于那段历史，每个人都应一读。从土八路到全球化，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也是我国迈向新阶
段的关键转折点。这本书让我们更了解周毛的执政艺术，也认识到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也许，你我
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决定于某人的某个电光一闪的小想法。
18、历史上最有影响外交
19、中美破冰之旅全程解密，你不可不知的那段历史，好书
20、中美两国破冰之旅，为两国建交奠定基础。
21、伟大的毛泽东，智慧超群。
22、印象最深的还是中美乒乓外交，用“小球去转动大球”。回顾这段历史，珍惜和平。
23、两位伟人的相遇
24、这是奠定中国史诗的一课，了解其细节，引人入胜的一本
25、当两位伟人相遇之后
26、很棒的书，我很喜欢，印证了我中学学过的很多知识。
27、中美破冰之旅，两位伟人的相遇！！
28、写得细节很多，史料很详实，好书。
29、震惊世界的中美破冰之旅全方位解密！
30、很棒
31、《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为麦克米兰的代表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Page 6



《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被《纽约时报》评为“第一本关于中美建交的史料翔实的著作”。
作者以大量档案（包括尼克松中国行解密档案）、访问与口述资料剪辑这段历史，不但深入毛泽东、
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等关键角色的性格，提供中美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还以慢镜头重播促成当
年国际情势的事件，呈现出最立体的中美破冰始末。
值得一读！！！！！！！
32、专业解读 中美破冰之旅！
33、“世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用永恒的敌人”，二战以美国与日本的互投原子弹作为结束，但是
没过多久日本便成为亲附美国的忠实盟友，美国也成为日本最坚定的靠山。究其缘由，“利益至上”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敌人的朋友是敌人”做了最好的诠释；立足现在，美国明目张胆地支持韩国
部署萨德，中美关系僵持，相较此书中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美国主动与中国邦交的那些患得患失的
担忧，那些谨小慎微的友好试探，那些力排众议的果敢肯定，今日读来惊觉时局一日千里的巨变才是
各国政治外交的常态，也从中看到了作为国家方向标的领导者应有的风范——处变不惊、大智若愚、
眼见颇远。过去之日不可留，但昨日之耻不可忘，大国邦交友好相待是君子应有的风范，但国土寸土
必争，国家利益寸金不让也是我中华必立国威。而这一切，离开国家实力都为空谈。
34、尼克松的到来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美的外交发展离不开彼此
35、从“乒乓外交”到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已经等得太久，书中详细记录了那次轰动世界的会面，
包括台前幕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作者认真考察了大量历史资料，以第三者的角度，较为客观的介绍了
两国政治人物的性格、生平和个人主张，并通过仔细分析当时的国际形势，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美破
冰之旅的始末。
注意，我说的是“较为”，尽管作者来自第三方国家，但从她备注的参考书目来看，引用较多的是美
方资料，所以在某些观点上不免偏向于美国。另外，此书还有个缺陷——中西方思维和写作风格差异
大，加上政治本就难懂，读者会难以理解书中内容。但总体说来，作者是综合大量史实，加以梳理整
合后，尽力还原了真实的历史，故值得一读。

36、中美关系从这一刻开始发生变化。
37、很不错
38、1972年，尼克松来到中国，具有跨时代的一次中美访问。毛泽东也好，尼克松也罢，都是具有远
见的政治人物。两人的会晤，不容错过。
39、尼克松曾告诉访问者，要辨识一个领导人伟大是否，就看他是否能够轻轻推动历史巨轮。他和毛
主席的会面，就像他说的一样，推动了历史巨轮。这趟中国行经过精心筹划，尼克松学习关于毛泽东
相关事情，连外出周总理是否穿大衣，都观察的细致，从而可见他们对这次访问的重视。作者以大量
档案、访问与口述资料剪辑这段历史，不但深入则对、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等关键角色的性格，
还以慢镜头重播促成当年国际情势的事件，呈现出最立体的中美破冰始末。这段重要的一周会谈如书
中所说，改变了世界，而本书也让这段历史回到大众的眼中，重新了解下这段意义重大的历史。
40、一段动荡岁月的历史，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领导人，握手言和，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改变
世界的一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能错过的时事好书。
41、尼克松访华是上世纪最具轰动性的事件之一。要全面客观的记录剖析这一事件，既需要放眼全球
纵横八荒的擎天格局，又需要细致入微洞察秋毫的明眸慧眼。作者为此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围绕事
件进程，穿插介绍了两国历史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相关人物的经历性格等。读者可以全方位了解
此中的人和事。
42、写得很严谨。
43、非常喜欢历史，所以很期待阅读、
44、中美之间可以说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导致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冰封的敌对状态，直
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两国关系可谓是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个伟大的历史时间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可以说很多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相当关注的，这本书可以说很有益于我们普通读者来深入了解这起重
大历史事件背后的故事。
     这两个大国互相都抱有敌视的态度，尤其是尼克松本人就是持强硬的反共立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
因促使他最后决定在当时重重的压力之下访华。本书从外国人的立场来书写这段历史，对于我们国人
来说很有借鉴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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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历史的一页，伟大的一刻。一次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46、历史的见证
47、最近家里有事，用一周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在匆忙劳累中，某些细节可以令人会心一笑，又能
带你重回历史，在萨德成为热门关键词的今天，我们回溯历史，或可找到更多的真相以及更恰当的自
我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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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17页

        在飞机上，尼克松夫妇与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心腹幕僚等人，一同舒适的坐在前舱；国务院的关元
则被贬谪到机尾。

2、《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273页

        1972年尼克松在中国的一周，是过程漫长、微妙的高潮，两个长期对峙的国家从此展开接触。诚
如《上海公报》最后一刻的协商所清楚显示的，这个过程也很可能走向死胡同，两国关系也可能倒退
回先前的冰封专题。双方都有理由松一口气，并对未来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67页

        这场对话原定进行十五分钟，却持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对话气氛融洽，时而穿插幽默诙谐的话
语。毛泽东说话困难，美国人猜测毛泽东是患了中风。谈到一半，毛泽东突然伸出手来，握起尼克松
的手约一分钟，尼克松满心愉快。“这是动人的时刻。”尼克松在日记里写道。

4、《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125页

        返归宾馆，陶陶然的尼克松召集霍德曼、基辛格到他卧房，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检讨在华头一天
的每件事，从飞机抵达，到与毛泽东的会晤，到最后的晚宴。霍德曼报告说，截止目前媒体的报道都
十分正面，尼克松听了相当愉快。“在我们重新复习这周的行程之后，总统终于决定结束这一天，这
也是美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的结束。”

5、《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71页

        毛泽东令美国人印象深刻。尼克松在回忆录里提到，毛泽东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的思绪
流动“快如闪电”。回程时尼克松告诉白宫官僚，毛泽东这个人“对战略概念有伟大的远见”。基辛
格甚至更为真情流露。毛泽东是人群中的巨人。“或许除了戴高乐之外，我见过的人，没一个像他拥
有这般纯粹、坚韧的意志力。”诚如基辛格和洛德日后挂在嘴边的，他们只要走进会谈场所一瞧，立
即就可分辨出毛泽东是屋内最有力量的人。

6、《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259页

        在周恩来的陪同导览下，尼克松与佩特乘船游览西湖，前往著名胜景“海浪闻莺”。尼克松礼貌
性地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明信片”。陪同美国人的中国官员聊起船上的一篮水果。有
位美国官员说，梨子尝起来味道就像是苹果。“我们也有味道吃起来像香蕉的梨子。”有位中国人自
豪地答复。随着一行人散步穿过花园，尼克松夫人看着笼里的相思鸟咯咯笑。“真是卿卿我我啊。”
她对周恩来说。周恩来则喃喃说了几句中文。

7、《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191页

        2月22日是乔治·华盛顿诞辰日。1972年的乔治·华盛顿诞辰日是星期二，根据官方新闻披露的消
息，尼克松早上待在钓鱼台国宾馆处理白宫公务。他希望能创造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议题，他签署一
个法案以终结美国国内的码头大罢工，然后把签署法案用的笔，送给周恩来当礼物，但是周恩来心思
缜密地又故作不解地婉拒了，让尼克松的算盘彻底落空。周恩来告诉尼克松，接受这支笔，感觉上仿
佛是中国在介入美国的内政。美国人最后只好打消了这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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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19页

        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清晨，空军一号自上海飞往北京。尼克松反复演练飞机降落后的细节，并频
频拿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纠缠基辛格。在北京的毛泽东也早早起床刮胡理发。飞机愈来愈靠近中国
首都，毛泽东的部属也不断以电话通报飞机的行程。

9、《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159页

        周恩来经验老道，多年来，他与共产党的对手国民党，以及曾是盟邦的苏联谈判斡旋，外交手腕
也愈来愈出色。历经多年的兵马倥偬与党内斗争，也让周恩来懂得克制与忍耐。基辛格较为年轻，不
过拥有同等的外交才华，尽管不像周恩来那么成熟老练，不过他的学习能力很强。这两位政治家，一
位经验老练，一位崭露头角，各自展现独特的魅力。基辛格不吝赞美中国：“这是一片美丽，对我们
而言，又笼罩着神秘面纱的土地。”周恩来说：“一旦你熟悉她，她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神秘了。”

10、《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33页

        1911年肇建的共和政体垮台、国家陷入军阀割据，加上日本虎视眈眈，意图染指中国，这双重刺
激在中国掀起了艺术和政治上的波澜，造就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作家与学者超越对掌权人的批判，而
将苗头直指他们以为陷中国于眼前悲惨窘境的整体传统旧秩序。

11、《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99页

        2月午后在北京举行的那场谈话中，周恩来又旧事重提，说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众所皆知的无礼怠
慢。“正像你今天对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今天握了手。可是，杜勒斯当年并不想这么做。”话一说完
，尼克松赶紧伸出了他的手，郑重其事地再和周恩来握了一次手。周恩来说，“这也不能怪你们，因
为国际上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单一性集团，西方国家也是单一性集团。”中国人这时已能认清此
点。尼克松附和说：“我们已经冲破旧格局。”

12、《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笔记-第191页

        基辛格这次从美国起飞，10月20日飞抵上海。之后由中国飞行员接手驾驶工作，尼克松访华时也
会比照这样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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