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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毛泽东在会见福特时说，中国论
武器装备打不过苏联，只能放放空炮，
“如果说到骂人，这种本事我们倒是有
一点”。为了向邓小平施压，毛让江青
及其激进派盟友充分施展了“这种本
事”。由毛泽东准备讲稿、仍由邓小平
主持的定于 !!月 "#日召开的会议，
是要提醒老干部牢记党的正确路线。
邓小平在会议召开的 $天前给毛泽东
写信，就如何主持这次会议提出了具
体建议。毛在第二天就批准了他的建
议。毛还指示说，也要请一些中青年干
部。毛、邓两人都知道，大多数“中青年
干部”都是过去的造反派，他们在会上
会对邓小平施展“骂人的本事”。但是
毛泽东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在第二天
指示说，不必急着给中青年干部打招
呼，这可以等到以后的会议再做。此时
毛泽东仍然不想开足马力批邓。

!!月 "#日的“打招呼会”有 !$%

多名高级干部参加，听取毛泽东关于
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的指示，也就
是说，如何终止对邓小平的施政路线
的追随。根据毛泽东对会议的指示，邓
小平大声宣读了毛的信。毛在信中批
评刘冰想搞掉迟群和谢静宜，他说，刘
冰的信其实是冲着支持迟群和谢静宜
的我来的。他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是
刘冰的信是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的，
因此开会的人显然知道这是在批邓小
平。会议要求邓小平对毛的信做出答
复，邓小平想找一条脱身之计，既不肯
定“文革”，又服从毛的指示。他说：主
席希望干部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
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
本路线。事实上他只承认了毛主席说
的话就是党的政策，但并没有说自己
同意这些话。《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
经毛泽东批准后，于 !!月 "&日下发
给了全国高层党政军干部。文件虽没点
邓小平的名，但可知他遇上了大麻烦。

邓小平坚持自己的
立场

!! 月 "& 日下发了 "# 日会议的
讲话要点之后，政治局又在两个月内

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批判邓小平的“右
倾翻案风”，这是指他允许太多的老干
部恢复工作的做法。毛泽东继续让邓小
平主持以他作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除了宣布“开会”、“散会”
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凭江青及其激
进派大肆攻击他和他的政策。

!"月 !'日，毛远新把批评邓小
平、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材料交给他的
伯父，这是 !%月份以来他在辽宁省
委、上海市委和清华、北大的帮助下搜
集整理的，激进派在这些地方有着雄
厚的基础。毛远新还附上一份说明，请
求允许下发这些材料，毛泽东立刻同
意了这一请求。两天以后，这些材料下
发给了党内和军队的高层干部。
邓小平在同一天简短地做了一个

没有书面记录的“口头检讨”。他说，他
在 !()*年初恢复工作时，一些工业部
门的生产停滞不前，派性严重。为了解
决派性问题，他首先抓了铁路，使问题
很快得到解决。然后又以同样的方式
抓了钢铁工业，使生产有了增长。他
说，自己的失误不是因为“文革”期间
有 '年没做工作，而是由于他对“文
革”的态度。他的检讨，正如他女儿所
说，其实是在为自己的政策做辩护，他
仍然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希望缓和与毛泽东的关
系，在 !"月 "!日给他写了一封私信，
并且附上自己口头检讨的记录，他说，
这只是个初步的检讨，希望能够得到
主席的教诲。不出所料，毛泽东认为他
的“检讨”太敷衍。他没有做出答复，而
是扩大了批邓运动。!()& 年元旦一
过，汪东兴就让邓小平看由毛泽东批
准的元旦社论。这篇社论说，抓安定团
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邓小平知道毛
泽东在等待什么，他立刻动笔又写下
一份书面检讨，于 !()&年 !月 $日交
了上去。他在书面检讨中重复了 !"月

"%日的话，仅仅补充说，自己有时不
征得主席的同意就宣布政策。在后来
受到江青等激进派批判的会议上，邓
小平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宁肯受罚也
不说中国要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周
恩来在邓小平交出检讨 *天后去世，
邓小平很快就被华国锋所取代。

会见基辛格和福特
总统的插曲
在这期间，邓小平曾被批准暂时

从受批判中脱身，因为他要跟亨利·基
辛格，后来又跟吉拉德·福特总统谈
判。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
月 "%日至 ""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
行了 $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
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让基辛格说
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
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
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们如
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
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
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
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
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
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
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
弱。他说，苏联现在要比美国和西欧加
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
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
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
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周恩来曾被指
责为对美国太过软弱，而当这次会谈
被汇报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
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

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
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他在整个
会谈中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
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邓小

平尽管咄咄逼人，但并没有超出外交
礼节的范围。
基辛格会见毛泽东时有邓小平作

陪。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也很重视美
国不对苏联的挑战做出适当回应的问
题。基辛格在与邓小平和毛泽东会谈
后写给福特总统的报告中说，在访华
期间的会谈中，暗含着一些可能让美
中关系降温的麻烦，这跟中方感到美
国面对苏联攻势时的退缩态度有关。
即使在漫长的会谈中也能始终对

会谈内容保持高度专注，这正是邓小
平面对压力时坚毅刚强的性格的一种
体现。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
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当时正承受着来
自毛泽东的沉重政治压力。事实上，基
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
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
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月 #日，即邓小平第一次在 '

人会议上挨批的当天，外交部部长乔冠
华召见美国驻京办事处主任乔治·布
什，建议美方把福特总统的访华行程
推迟到 !"月份，但是美国要求访问如
期进行。中国在 !!月 !$日同意了原
定的访华日程。邓小平是福特总统的
主要东道主，在有 !$%多名高官参与的
会议上受到批评一周后，他去机场迎接
福特的到来。邓小平举行了一次欢迎宴
会、一次告别午宴，举行了 $次漫长的
会谈，并且陪同毛泽东会见了福特。

中方官员对福特的来访并没有太
多期待。他们认为，面对苏联的压力，尼
克松是个足智多谋的可靠领导人，而福
特则软弱得多，且刚上任，还没完全从
“水门事件”中恢复过来。尼克松曾承诺
在 !()&年与中国恢复正常邦交，他们
在访问前就知道福特不会把关系正常
化的计划提前。福特在外交事务上不像
尼克松那样老练。邓小平在第一轮漫长
的会谈中确实又向美国施压，要求其

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行动，他当时对
福特说：“我不想冒犯阁下，不过在跟
苏联打交道方面，我们也许比你们的
经验更多一些。”就像 &周之前他跟基
辛格会谈时一样，他把他对苏联的看
法又强调了一遍。他说，中国已经做好
了单独对抗苏联的准备，尽管中国很
穷，缺少技术，但中国准备“挖地道”，
“用小米”养活它的军队。

不过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福特总统
的态度要比 &周以前他们接待基辛格
时客气得多。邓小平对福特说：“我们
相信只要保持交往……我们的看法有
分歧，有时甚至吵架，都算不了什么。”
除了在苏联问题上向美国施压外，邓
小平还以其迷人且好辩的个性，敦促
美国重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贸易、
文化交流和美国的对台政策。邓小平
还发现，福特总统对国际事务的了解
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其反苏态度也
比他预料的要强硬得多。一周以后他
对乔治·布什说，他与福特会谈的成果
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福特回国后，批邓的会议也随即

恢复，但是美方一直无人觉察邓小平
受到了批判。福特访华一周后，当邓小
平为已经结束美国驻京联络处主任的
任期、就要返回美国的乔治·布什举行
告别午宴时，布什把这次午宴描述为
“气氛轻松愉快”。

毛泽东于 !()*年 !"月 "日会见
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
同毛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
毛。邓小平被允许在 !月 !日会见尼
克松的女儿朱丽·尼克松及其丈夫大
卫·艾森豪威尔，次日又接见了由玛格
丽特·赫克勒率领的美国国会代表团。
这也是邓小平在 !())年复出之前最
后一次会见外宾。几天后周恩来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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