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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犹太移民到美国学术界红人

今年7月，刚度过百岁生日的基辛
格来到北京，受到了中方的最高礼
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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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表示，“我愿继续为
增进美中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作出努
力。”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基辛
格有一个亲切的称呼——“中国人民
的老朋友”。新华社在基辛格99岁生
日之际发布的一篇时评中表示，“‘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看起来很
朴素的头衔却特别沉甸甸，因为中国
只会把这个充满感情的头衔授予极少
数对中外关系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
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是其中
之一。”

基辛格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
开拓性贡献。1971年7月9日，作为
美国总统尼克松特使，基辛格第一次
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执行代号为“波罗
一号”的秘密访问。在北京，他与时任
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展开会谈。
此次秘密访华奠定了中美两国进一步
交流沟通的基础。1972年2月21日，
基辛格陪同尼克松访华，推动实现了
中美两国“跨越太平洋的握手”，这也
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标志性事件。此
后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基辛格访问中
国逾百次，他表示自己“每次都会有新
收获”。他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代
领导人均有过多次接触，被称为“中国
通”，对中华文明有着深入的研究与独
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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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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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在获奖致辞
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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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呼吁美中两国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
正轨，“正如我50年前所相信的那样，
我们能找到克服困难的出路”。

（外事儿）

这是2023年10月24日，基辛格在纽约举行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上讲话
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据美媒报道，

基辛格的一家咨询公司在声明中宣布了这一消息，但

没有给出死因。基辛格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政治家和

外交官，曾在美国两任总统任内任职，对美国外交政策

有着深刻的影响。退出政坛后，基辛格作为顾问和学

者保持着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提出了很多影响全球的

观点。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曾表示自己

“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他一生中访

华百余次，为中美关系的建立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

如今，基辛格的传奇人生正式落幕。

百岁基辛格去世
他一生中访华百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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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基辛格曾在
美国陆军中服役，主要作为情报行
动翻译员。战后，基辛格回到学
校，在哈佛大学就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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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生期间，基辛格创办了
一 份 世 界 事 务 季 刊《Conflu-
e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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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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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
事务的关注几乎伴随基辛格的一
生。在退出政坛后，他也一直在写
书、为媒体撰写评论文章等。基辛
格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大部分都是
关于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1957
年，基辛格写成了一本450页的巨
著《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
了有限战争的理论。他一跃成为
明星核战略家，也是“军控”概念的
发明者之一。此后，他还出版了
《世界秩序》《大外交》《论中国》等
系列著作。

基辛格从学术界进入政坛可
以说相当顺利。20世纪60年代，
在担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同时，基辛
格就曾担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
总统的顾问。之后，基辛格还担任
时任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
的顾问，并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
选举中为洛克菲勒出谋划策。但
最终洛克菲勒的竞争对手理查德·
尼克松赢得了共和党提名，基辛格
随后加入了尼克松的竞选团队。
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任命基辛格为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由此，45
岁的基辛格离开哈佛校园，正式进
入华盛顿政坛核心圈。在尼克松
任内，基辛格先后担任了国家安全
事务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国务卿等职务。他是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国务卿，也
是第一个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的国务卿。尼克松1974年因“水
门事件”辞职后，杰拉尔德·福特成
为新一任美国总统，基辛格则继续
担任国务卿一职，直至 1977 年 1
月离任。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
全球舞台上面临着许多难题，而基
辛格可以说是化解这些危机的核
心人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评论称，基辛格是20世纪
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代名词。
基辛格最受瞩目的外交成就之一，
就是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
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为次年的
尼克松访华奠定了基础。1972年
2 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
华，中美“破冰”。1979年，中美两
国正式建交。

当时的另一个焦点是美苏冷
战。在对苏关系上，基辛格推行

“均势外交”，极大地缓和了美国
和苏联的关系。1972年，基辛格
推动美国与苏联达成了《战略武
器限制条约》，有效地推动两国走
向缓和而非对抗，也为核军备控
制奠定了基础。在越南战争问题
上，基辛格是结束越战谈判中的
美方主要人物。1973 年 1月，他
在巴黎完成了结束越南战争的谈
判，他也因此和越南领导人黎德
寿共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和平
奖。而在中东地区，1973年第四
次中东战争后，基辛格通过著名
的“穿梭外交”帮助稳定了以色列
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据《华盛
顿邮报》报道，1974年 1月开始，
基辛格11次前往中东，推动开启

中东和平谈判的新时代。福特上
台之后，基辛格虽然保留了国务
卿的职务，但他没有再取得显著
的外交成果。他希望推动美苏达
成更多的军控协议，但没有成
功。他也没能在中东和平方面取
得进一步的进展。可以说，基辛
格是美国 20世纪 70年代外交政
策的设计师，也是美国历史上最
具影响力的国务卿之一，他的许
多政策也对美国此后几届政府的
外交政策产生持续的影响。但他
也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政治人物，
左翼批评人士认为他过于务实，
将战略利益置于人道主义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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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
政坛后，基辛格花了几年时间完成
他的回忆录《白宫岁月》。他还在
乔治敦大学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国
广播公司顾问、大通曼哈顿银行国
际咨询委员会主席、阿斯彭学会高
级研究员等职。1982年，他开办
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担任董
事长。此后，他还担任了美中协会
主席等职务。

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代名词”

访华上百次的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