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媒体曾经这样看中国
以意识形态划界的冷战隔离了

东西方世界，也隔离了中美之间的
交往。在这个时期，多数美国外交政
策决策者眼中的世界如此简单：其
他国家，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
要么是事实上的中立者。这种简单
的分类法也贯穿于美国新闻媒介的
思维之中。这一时期，作为全球政治
重要沟通渠道的媒介，除应对冷战
中的口水仗之外，在国际关系中似
是别无建树。上世纪 !"年代，变化
悄然发生。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中
美两国对于“苏联威胁”的认知成为
高层内部的共识，利益的共同基础
于是产生。加之美国国内政治经济
的利益诉求，更使得这种改变成为
必然。利益的汇合是沟通与交流的
巨大驱动力。于是 #$%#年中美关系
“破冰”，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后两国
终于在 #$%$年建交。
从公共外交的视角而言，中美

建交的成功还取决于两大因素：高
层共识和美国媒体的作用。媒体在
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双方的交流成
果特别是人员交流的感受。据学者
研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两大媒体分别报道了“乒乓外交”，
在美国读者中引发三大惊讶：一是
运动员在中国受到意想不到的友
好、热情的接待。已相互隔绝 &&年
后，中国国门一旦打开一道小缝，
美国民众就从中得到了积极而又
正面的印象。二是发现过去对中国
的印象是多么的不真实。有的运动
员由于害怕红色中国，临时放弃访
华，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
示遗憾，偏见和误解使其抱憾终生。
三是发现了中国政治制度和文化现

象的独特魅力。运动员对于中国的
观感一时间成为美国街谈巷议的重
要话题。中国学者认为，在世界范
围内，拥有 '(亿人民的两个大国
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对峙重新成
为朋友，“这件事情对世界和人类
的影响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
高”，“总是对前途惴惴不安的人类
增添了安全感，增添了对明天的信
心”。然而，通过无数的媒介话语，
也可以发现，中美之间一些实质性
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如意识形态的
阻隔仍然是两国之间难以达成深入
认同的基础性要素，台湾问题作为
中美之间最核心和最敏感的问题并
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果然，在中美建交后的不久，美

国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与台湾处
理关系的新模式，给所谓的“中美蜜
月期”浇上了一盆冷水。)"年代以
后，随着美苏实力对比向美国实质性
倾斜，冷战进入最后阶段。中美之间
则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
上一直纠缠不清。直到 '$)*年，中国
国家主席李先念才到美国访问。

混沌时期的犀利采访
'$)!年是混沌不清的一年。冷

战阴霾仍然笼罩着全球，中国和两
个大国———美国、苏联的关系进行
着新一轮的调整。李先念主席访美
的余温使两个国家的媒介对于彼此
的认同有所增进。
对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美国媒

介仍然与精英阶层保持着高度一

致。对于中国，源于精英的声音并不
完全一致。美国精英判断，冷战即将
发生有利于美国的根本性变化。此
时，意识形态因素逐步显现出来。美
国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仍然是社会
主义国家，要取得冷战的全面胜利，
中国必须“变色”。其时，东欧一些新
的苗头已经显露，这使得美国一部
分精英对于这一可能也“充满了渴
望”。同时，台湾问题也是这种混沌
关系的一个基础性原因。中国高层
反复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原则和方
案，中美之间就台湾问题的磋商以
及对于已经形成的公报原则的执
行，也往往因为《与台湾关系法》的
存在而无法取得实质性推进。
混沌时期，媒体之于局势至关重

要。中国高层对于中美关系及世界局
势的判断，对于美国受众也更为重
要。恰在此时，华莱士成为第一个采
访邓小平的外国电视记者。'$)!年
华莱士来华采访，行程中并无采访中
国领导人的打算。但当他从中国南方
一路北上到达北京时，他的想法改变
了。他通过熟人关系，向有关部门递交
了申请。'$)!年 $月，华莱士成为意
大利记者法拉奇之后第二位采访邓小
平的西方记者，他也是第一位对中国
持“敌视”态度的西方记者。为了准备
这次采访，华莱士阅读了几乎所有能
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资料，并
同见过邓小平的人进行交谈。这种做
足至少采访 *+小时功课的本事，始终
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一个典型
的案例。如今在中美网络上还可以方

便地查到华莱士的采访最终稿。
在公开发表的采访稿件中，华莱

士的问题是从中苏关系开始的。这一
问题看似和中美关系无关，但明眼人
却知晓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利害所在。
在采访中，邓小平明确地表示了在消
除“三大障碍”基础上，愿意同刚刚上
台不久的戈尔巴乔夫会见。华莱士之
后的问题，显得更为犀利。他对问题
的预设性动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
“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关系比同
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
为什么？”显然这涉及了当时混沌问
题的核心———中国处理国际关系到
底是不是像美国一样，以意识形态划
界。对此，邓小平明智而明确的回答
是以“具体情况”而定。对于中美关
系，访谈双方的交锋集中于台湾问
题。华莱士以给里根带话的方式提出
中美关系话题，在得到邓小平“中美
关系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的肯定性
引导后，他的问题重新回到了“犀利
路线”上。“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
的分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邓小平
以更为简洁和有力的“是”以及后续
的回答，将中美关系的讨论引导到了
台湾问题上。之后访谈的几个问题一
直围绕这个问题展开。邓小平明确地
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
的障碍，面对这个问题，中美之间的
其他问题都可以往后排。

采访使彼此判断明晰
现在读来，华莱士的采访主要

围绕三个问题，其一是中美关系中

的台湾问题，其二是意识形态问题，
其三是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这三
个问题是美国人最关心的，也是世
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切。而第三个
问题则与第二个问题息息相关。华
莱士对邓小平采访的内容迅速登上
了《人民日报》的头版。节目在美国
播出后，使得中美关系之间的核心
问题更加凸显了出来。有学者指出，
华莱士的采访使得双方对彼此的判
断更为明晰，却也增加了美国一些
抱有演变幻想的人的想象空间。

在华莱士采访邓小平之后的
)"年代后期，中美关系看似平稳。
'$)% 年中国国家领导人杨尚昆访
问美国。同年，中国造币总公司还制
作发行了中美友好的纪念章。然而，
苏联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东欧国家
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迅速改变着中
美两国高层对于中美关系的认知。
美国精英对于中国最初的友好逐步
转变为对于中国人权、西藏等问题
的关注，一些人公开对中国国内问
题横加指责和干涉，俨然要求中国
学习美国模式。这些分歧在经过两
国的媒体放大处理后，影响巨大。复
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关系进入了
一个短暂的互相猜疑和指责的时
期。但是随着涉藏问题、人权问题等
美国人关注的问题逐渐成为中美之
间在 $"年代争端的两个重要问题，
加之中国台湾岛内局势的变化，使
得中美关系极不平静。那时的一系
列事态发展，到现在人们还历历在
目，直到 '$$,年江泽民在西雅图会
见克林顿和 '$$%年江泽民访问美
国，中美关系才重回正常轨道。

时至今日，斯人已逝，但是那一次
的采访仍是媒体介入国际关系的典型
案例。摘自!"#!年第$期!世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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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莱士采访邓小平前后的中美关系 ! 张毓强

%月 &日#美国著名媒体人麦克$华莱士与世长辞#享年 $'岁%中国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普通的中国

百姓知道华莱士的名字始自 ($)*年他对邓小平的采访% 这一次采访中#华莱士与邓小平纵谈国际国内形势#

特别是当时敏感复杂的中美&中苏关系#对此后中美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国际报道特别是重要国际人

物访谈的意义就在于其对国际关系的介入性% 华莱士多数的国际访谈之所以能够为人所熟知#概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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