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天下 新闻编辑中心主编
责编/梁凌宇 美编/黄武圣A04 2023年12月3日

星期日

基 辛 格 著
有《核武器与对
外政策》《白宫
岁月》《动乱年
代》《论中国》等
关 于 国 际 关 系
和 国 际 政 治 的
书 籍 。 在 其 卸
任公职后，他还
经 常 接 受 美 国
两 党 总 统 和 外
国 领 导 人 的 咨
询。

基
辛
格
走
了

从犹太移民到美国学术界红人
基辛格1923年5月生于德国，为犹太人后

裔。1938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基辛
格全家迁居美国。1943年，基辛格加入美国国
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轨
迹。1943年，基辛格应征入伍，并加入美国国
籍。因为德语流利、智力过人，他被任命为第
970反情报军团德语翻译，并以谍报部队士官
身份被派往欧洲。置身战场，超群的洞察力让
年轻的基辛格脱颖而出，不仅获任欧洲司令部
情报学校教官，还被授予青铜星章。

初到美国之时，基辛格几乎不会讲英语，然
而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努力，于1950年获得政
治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4
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留校任教。

他的本科论文《历史的真义》长达400页，据
称是现在哈佛毕业论文篇幅限制（35000字，或者
大约140页，被称为“基辛格规则”）的来源。

得益于导师的关照和学院的有利条件，在
哈佛求学期间，基辛格多次出席战后国际形势
研讨会，慢慢积攒进入华盛顿政治圈的人脉。

研究生期间，基辛格创办了一份世界事务
季刊《Confluence》，包括汉娜·阿伦特、小阿
瑟·施莱辛格等杰出政治思想家都曾为该杂志
撰稿。可以说，基辛格在年轻时就已经进入了
外交政策重量级人物的世界。

基辛格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维也纳
体系的建立与维持，探讨战后和平与世界秩序，
这篇论文后来以《重建的世界》为名出版。有报
道称，基辛格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是哈佛大学历

史上最长的一篇论文。
在进入政坛以前，基辛格长期在哈佛大学

任教并写作。他曾任哈佛大学国防研究班执行
主任、防务研究计划主任、哈佛大学教授、哈佛
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负责人等职务。

其中对他未来外交生涯产生重要影响的，
是他1952年创办的国际研讨会。每年夏天，大
约有40名外国政要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通
过这个研讨会，基辛格建立了广泛的对外联系
基础，包括中国、欧洲和拉美的联系。这个研讨
会一直持续到1969年。

1957年，基辛格撰写的《核武器与对外政
策》首次提出“有限战争”理论，在学术界和对外
政策研究圈一炮而红。由此，他成为美国学术
界红人，跻身美国战略政策方面的权威学者圈。

擅长“搭积木”的智者
“基辛格一直渴望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

更大影响，他最终如愿以偿。”美国经济学家默
里·罗斯巴德曾如是评价。

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共和党人、纽约州州长
洛克菲勒的赏识，基辛格担任其竞选团队的外
交政策顾问，支持其在1960年、1964年和1968
年三次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颇具戏剧
性的是，基辛格曾在竞选中对洛克菲勒的对手、
民主党人尼克松出言不逊，但尼克松却不计前
嫌。

1968年，民主党候选人尼克松成为新一任
美国总统后，看中基辛格的外交才能，决定将其
招入麾下，委以重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当时，尼克松对基辛格的任命甚至比国务
卿和国防部部长都早。

基辛格知恩图报，为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
策悉心谋划。“他很快便成为政府中一名有影响
力的人物。”美国《时代》网站称。有评论认为，
基辛格很“聪明”，他把最复杂的中东问题丢给
了国务卿罗杰斯，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
直接参与对苏政策、对华政策。而尼克松最重
视的就是与这两国的关系。

1971年5月20日，美苏终于达成突破性的
核裁军协议，国务卿罗杰斯事前竟然不知情。
同在1971年，基辛格两次秘密访问中国，为尼
克松1972年的访华之旅和1979年中美关系正

常化铺平道路。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被尼克松称为

“改变世界的一周”，也是基辛格“谋士生涯”的
高光时刻：随美国总统历史性访华。有评论称，
这次旅程充分体现了基辛格向尼克松输出的基
本战略方向：不与中国搞对抗。

得益于基辛格等外交谋士的积极活动，尼
克松任内的外交成就可圈可点：结束长达10年
的越战长跑；制定缓和美苏关系的政策；对中国
进行破冰访问等。与如今一些总喜欢“推倒积
木”的美国政客相比，基辛格等人显然是擅长

“搭积木”的智者。

谋求“多个力量均衡稳定的国际体系”
1973年9月，基辛格宣誓就任国务卿，成为

第一位非美国裔最高级别外交官，总统尼克松
当时就站在他身旁。1974年8月的一天，尼克
松告诉副总统福特，他打算翌日辞职。当时，尼
克松向福特建议，让基辛格留在政府“非常重
要”。福特接任总统后，确实是这样做的。

作为“现实主义政治”的支持者，在美国
1969年到1977年的外交政策中，基辛格留下
了自己的印记。他奉行均势外交，倡导缓和政
策，不仅推动尼克松政府与中国改善关系，还让
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解，从而构筑起以

“均势”为基础的国际结构。“事实证明，基辛格
在防止战争升级为全球对抗的外交努力中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代》网站评论称。
一些美国学者说，基辛格一直推崇自我实

现的观点，对自己有种英雄主义情结。正因如
此，他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战略态势、政治思
想，而是给人一种身段灵活的印象。

涉足政坛之初，他为时任总统竞选者、共和
党人洛克菲勒效劳；而后又成为当选总统、民主
党人尼克松的人；尼克松垮台时，这位弓马娴熟
的“骑手”在风暴中幸存，成为接班人福特不可
缺少的助手。

《华盛顿邮报》称，基辛格一生都在从哲学
和存在主义的角度思考权力和战略，但他总是
将自己描述为现实主义者，能看到哪些风险是

值得冒的。
他年轻时曾写道：“政策是权衡概率的艺

术，掌握它在于抓住各种可能性的细微差别。”
他认为，将制定政策作为一种科学来进行必然
会导致僵化，“因为只有风险是确定的，机会则
是推测的”。

1977年，基辛格退出政府任职。当年1月，
福特授予基辛格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
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和地缘政治理
论的践行者，主张借助外交手段维护美国国家
利益，致力于谋求“多个力量均衡稳定的国际体
系”。

“最卓越的外交成就”
1971年 7月 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

号楼。周恩来在这里同秘密访华的时任美国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举行会谈。

7月8日，基辛格飞抵伊斯兰堡，在巴基斯
坦总统叶海亚·汗举行的晚宴上以“肚子不适”
为由离开，前往巴总统别墅“治疗和休养”。次
日，他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专机飞抵北京南
苑机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到访的第一位美国
政府高级官员。

陪同基辛格秘密访华、后来出任美国驻华
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回忆，那次访问最重要的任
务是双方协商形成公告，宣布时任美国总统的
尼克松将访华。7月16日，公告发布，尼克松即
将访问中国的消息震惊了世界。

同年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第二次访
华。在这次公开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就尼克松
访华的联合公报进行谈判。11月30日，新华社
受权发表公告，宣布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21

日开始对中国进行访问。基辛格与中方携手促
成尼克松这趟“破冰之旅”，实现“跨越太平洋的
握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

有西方媒体将基辛格秘密访华称为他“最
卓越的外交成就”。基辛格回忆说：“我们知道
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
少的。我们在那个时候就为自己确定了任务，
就是决心向着关系正常化，向着确立美中两国
人民的友好关系前进。”

访华百余次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2023年7月20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5

号楼。一幅梅花不畏寒冬而盛放的中国画前，
习近平主席会见了到访的基辛格。

基辛格感谢习近平主席将会见地点选择在
这个他当年首次访华会见中方领导人的地方。
他说，我愿继续为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相互理解
作出努力。

基辛格访华之时，也正是中美关系陷入僵
局之时。但基辛格强调，美中两国都有能力影
响世界，因此两国关系保持稳定，事关世界的和
平、稳定和人类福祉。

基辛格一生获奖无数：1973年的诺贝尔和
平奖、1977年的总统自由勋章（美国最高的平
民荣誉）、1986年的自由勋章（授予美国10位最
重要的外国出生者）。在中国，他得到的殊荣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如今，一些美国政客患有“对华焦虑症”，而

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奔走显得格外宝贵，
他的呼声显得格外客观冷静。他说，两国合作
不仅利于双方，还惠及人类，而冲突和对抗只会
导致灾难。“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互学习；至
关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以脱钩的方式开展下
一步工作。”

基辛格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源于他对中美
两国的观察与了解。在他看来，美国需要与这
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共存。基辛格认为，美
国“过度关注”自身利益，其外交政策如果无法
平衡美国与全球的利益，美国“将变得孤立”。

尽管中美关系经历波折，但基辛格始终相
信，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
和世界的利益。“正如我50年前所相信的那样，
我们能找到克服困难的出路。”

有人说，基辛格很懂中国，他后半生的大部
分时间都在研究中国。他曾回忆起第一次见到

周恩来总理时的场景。他说，“中国很神秘”；周
恩来答道，“我们并不神秘，你觉得神秘是因为
接触得太少”。

基辛格后来发现，美国人需要了解中国人
怎么思考，中国人也需要了解美国人在想什
么。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基辛格始终认为“美
中之间的合作对于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试
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国。这本书被认为是西
方中国问题专家必读书籍之一。2023年10月
24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年度颁奖晚宴上
向基辛格颁奖，表彰他为中美关系发展所作出
的卓越贡献。

数十年来，基辛格百余次访华。“我一生中
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基辛格在这个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年度颁奖晚宴上如
是说。

美 国 前 国

务卿亨利·基辛

格当地时间 11

月 29日在位于

康涅狄格州的

家中去世，享年

100岁。

基 辛 格 是

世界著名战略

家，也是中国人

民的老朋友和

好朋友。半个

世纪前，他以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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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美关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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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国，也改变

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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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基
辛格出生于德
国 南 部 。 1938
年，他和家人离
开纳粹德国到
美国定居，1943
年加入美国国
籍。基辛格曾
在美军服役，在
哈佛大学先后
获得硕士和博
士学位，毕业后
留校任教。

1969年，尼克松总统任
命基辛格为总统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1973 年至 1977
年，他先后在尼克松和福特
总统任内担任国务卿。基
辛格咨询公司发表声明说，
基辛格在推动美中关系正
常化、结束第四次中东战争
的谈判以及帮助美国结束
越南战争等过程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并致力于美国与
苏联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
进程。

1971 年 ，时 任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的基辛格作为
总统特使秘密访问
中国，与中方携手
促成了1972年尼克
松总统对中国进行

“破冰之旅”，实现
了震撼世界的“跨
越太平洋的握手”，
为启动美中关系正
常化进程作出了历
史性贡献。

作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美中关系大门
打开的推动者，基辛格
一生中访问中国100多
次。今年 7 月，他最后
一 次 踏 上 中 国 土 地 。
在美中关系“破冰”之
后的50多年里，他推动
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积
极对华政策，致力于美
中关系发展成为基辛
格外交生涯中最华丽
的篇章之一。

今年10月
24 日，基辛格
在接受美中关
系全国委员会
颁 奖 时 致 辞
说，“我一生中
一半时间都在
为美中关系工
作”，美中之间
的和平与合作
至关重要，符
合两国和世界
的利益。

20012001年年33月月1818日日，，基辛格在中国人民基辛格在中国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纪念中美对外友好协会纪念中美““乒乓外交乒乓外交””3030周年周年
的招待会开始前挥拍助兴的招待会开始前挥拍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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