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学术界到政界，一炮而红11
基辛格 1923 年生于德国，为犹太

人后裔，1938 年因不堪纳粹对犹太人
迫害，全家迁居英国，同年转到美国，
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

二战期间，基辛格曾在美国陆军中
服役，战后在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
1952 年基辛格获文学硕士，1954 年获
哲学博士学位。

步入政坛之前，基辛格专注于学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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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职，经验丰富。

在 1957 年出版的《核武器与对外
政策》中，基辛格首次提出了有限战争
的理论，从而使他在学术界和对外政策
研究领域一炮而红。

在 1968 年的总统竞选中，基辛格
曾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顾
问，但是后来尼克松战胜了洛克菲勒，
并最终赢得了大选。

竞选中，尼克松看中了基辛格的外
交才能，他决定聘请基辛格担任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助理。就这样，1969 年 1
月，基辛格离开哈佛校园到华盛顿走马
上任，实现了由学术界到政界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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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100 多次中国之行中，基辛格还
跟成都杜甫草堂有过一次“亲密接触”。

听到基辛格去世的消息，成都杜甫草
堂博物馆原馆长周维扬叹息说：“可惜了！
他当年来成都杜甫草堂参观的场景，我还
历历在目。”

据周维扬回忆，那是 1998年，“是个热
天。我接到通知说，基辛格先生主动提出要
来杜甫草堂参观。我全程陪同了这次参观。”
周维扬说，基辛格对草堂、杜甫、杜诗的兴趣
和热爱是真诚的，“他边走边认真仔细看，对
所到的每一处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管是
碑刻还是建筑。当时预留他参观草堂的时间
是15分钟，结果参观时间超过了45分钟。”

经过大雅堂时，基辛格看到游客留言簿
上有其他人的留言笔迹，“他就跟周围的随行
人员说，自己也要在上面留言。当时是没有
安排他留言题字这样的环节。他拿起笔就用
英文写了大意如此的话，‘一个产生如此伟大
诗人的民族，必将拥有辉煌的未来。’我个人
估计，他应该不是临时想起这样的话。”

谈到陪同基辛格参观杜甫草堂的整体
感受，周维扬说：“不管是从行动还是眼神，
可以看到他的睿智、思维敏捷，他对人很有
礼貌，对中国古典文化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和热爱。” □综合中新社、封面新闻

中美关系的见证人基辛格走了

他曾100多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

11月29日，美国前国务卿

亨利·基辛格逝世，享年100

岁。

基辛格一生传奇，曾于上

世纪70年代担任美国务卿，

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重大，被

美国前总统福特称为“美国历

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他在

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也为中美

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

如今，这位眼光犀利、看透

世事风云的“中国人民老朋

友”，走完了传奇一生。

从政之后，在1969到1974年，基辛
格任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

这期间，1973年 9月 22日，时年 50
岁的基辛格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他成
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原籍非美国人的
国务卿，和第一个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的国务卿。

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职期间，亨
利·基辛格一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和国务卿要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
重大影响力。在任职期间，他推行“均
势外交”，对当时的苏联实行缓和政策；
并在中东问题上始创“穿梭外交”。

在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期

间，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秘密访华，
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2
年2月，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总统访华。

基辛格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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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基辛格退出政府任职，当
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福特授予基辛格
总统自由勋章，并称赞他为“美国历史
上最伟大的国务卿”。

此后，基辛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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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员、美国—中国协会
主席等职。

22 影响美外交政策的重磅人物

20152015年年11月月2929日日，，基辛格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基辛格在美国华盛顿出席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
证会证会。。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在普通中国民众当中，提起美国政
治人物，基辛格是一个具有高认知度的
名字。这位与中国打了 40多年交道的

“中国通”，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71年 7月 9日，作为美国总统尼

克松特使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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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由于此次访问全程保密，基

辛格悄悄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转道北
京。在北京，停留了不到 48 小时的基
辛格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
展开会谈。这次秘密会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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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正常化迎来标志性的
重大时刻。

基辛格曾表示，第一次访问中国后，

3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曾和杜甫草堂
“亲密接触”

44

他又有100多次踏上这片土地，“每次都会
有新的收获”。

多年来，基辛格关注中国，自称专长是
“认识中国的每一代领导人”，并对“中国思
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的兴趣”。正是基于这
种了解，他重视美中经贸关系的积极作用。

熟悉中国的基辛格，在88岁高龄时出版
了《论中国》一书，试图从历史的角度理解中
国，包括理解美中经贸交往的漫长历史。

基辛格不止一次强调，美中合作对于世
界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他表示，“期待
美中两国都确认共同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
与繁荣的世界秩序”，双方应把友好与合作
作为共同目标，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基辛格在美国外交史上占据了一个重
要位置，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更是中美关
系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者。如今，这位老
人走完了他将近百年的风雨人生，从此，外
交界又少了一位传奇人物。一个时代，也
随他的离去而逐渐远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