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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建交于1979年1月1日，迄今已40周年。我接到西
雅图美中建交庆祝组委会的邀请，于5月11日中午前往市
里国际社区内的陆荣昌博物馆参加庆典并致词。

1970年代我在西雅图公开赞成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
被有心人扣上了“亲共附匪”者的红帽子，举报美国联邦
调查局，好在我了无其事，问心无愧，此一风波很快就过
去了。1970年代末我结识了在华府供职的“中美联络处”
黄镇主任。美中建交时他已返国任文化部部长，我拍贺电
给他祝贺美中建交，也收到他的回复。

1999年是美中建交20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8年
12月15日和16日在北京举办纪念座谈会时黄华应邀参加，
美中建交后的1979年1月下旬，他曾陪同邓小平副总理访
美，那时我应召参加了美国国务院接待中国代表团的礼宾
工作，又于2月4日会同西雅图华侨20人在西雅图“双塔饭
店”会见了邓、黄两人，近身交谈，摄影留念。

美中建交20周年座谈会由社科院李慎之副院长主持，
参会者包括美驻华尚慕杰大使（James Sasser）和柴泽民、
朱启祯、李道豫三位中国驻美前任大使。我在开会次日发
表了“美中台三边互动”一题的演说。

到了2009年美中建交30周年纪念，卡特总统率美国
代表团抵达北京，于1月12日下午5至7时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和习近平副主席主持庆典，先后发表主题讲演，赞扬美
中友好。我聆听后特意趋前交谈，请他们在请柬上签名留
念。我也喜获了基辛格博士风格独特的签字。

我是根在华夏、定居美图的美籍华人，自然乐于期
望中国革新进步，美中友好往还。美中两国分别是全球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领军之邦，它们又是国家生产总值
名列前茅的牵头羊。因而它们之间的和平相处、互通有无或
是它们彼此的纠缠争斗、敌对相向，都要引起全球关注，并
对全球局势产生重大影响，而今后的发展会如何呢？

未定之天
美中关系的前景和发展目前是微妙、多变而前途未

卜。历时已久的美中贸易谈判似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可
能在今年5月里见一分晓。希望双方可各让一步，达成协
议，避开强硬厮杀，两败俱伤，以维护两国基本利益和稳

定世界大局。
可是当前川普和习近平两位元首都身负重任和国人

热盼，要他们在协议中获得最佳结果，在国际社会里赢
得“胜者”之誉，在国内平息争议之声，对本国前途的发
展作出最好铺垫。可是要满足理想，面面俱到，是谈何
容易！这也正是何以美中贸易战之争陆续传来“进展，停
顿；有望，破局；会面，延续”之说，会议次数一再添
增，结果宣告一再后延。

美方直言
美国社会言论自由，百家争鸣，各界人士里都有关

注和研究中国情况和美中互动走向的用心人。他们留意时
局，随时表态，畅所欲言，习以为常。美国《纽约时报》
是他们发声的一个重要平台。今年初以来，该报陆续发表
了多篇议论，其中有：“面对中国这个危险的对手，美国
该怎么做？”“当中国变成21世纪的生存威胁。”“我亲
见中国好坏的极端，要留心。”他们纷纷提出警惕之声，
批评中国抵制美国企业进入，扶植国企霸占市场，偷窃
外方专利技术，施展“军民融合”，大力发展科技……展
现了强大的竞争力，正和美国在经贸、科技、外交、军事
和价值观的种种领域里不宣而战，中国已是“修正主义”
国家。（有趣的是，中国早年以此形容美国，现在这顶帽
子已反扣回来）。所以美国不容轻视中国，对华要严阵以
待，要联合友邦加以制压和围攻。

各掌局面
中国真是国运多舛，处境艰难。清末民初中国遭受

列强欺侮，沦为次殖民地国家的地位。中国开放改革以后
至今，和平崛起，蒸蒸日上，又被视为是“黄祸”的根
源，正在打乱国际的现有模式和常规，正为世界添堵添
乱。美国有一说是：“Catch 22.”那便是进退两难，无所
适从。这正是中国处境的贴切写照。

中美体制不同，中国是专制政体，重人治。美国是
民主体制，重法治。从表面看，中国政府可以发号施令，
集中资源，忽略民意，大力从事国家工商、军事的建设，
用时短，效率高。而美国要依法行事，重视人权，其行政
措施是进度缓慢、效率有限。但中国硬件强，软件弱，国
力强大并不能和人民幸福直接划等号。国家强大的管控无
孔不入，而伤及人性尊严和压缩了人民的自由空间。

自我盘点
在倍受外人质疑指责的情况下，中国要扪心自问，

善自检讨。其指责是否有理，其顾虑是否得当，自己应如
何理解和应对，并如何用行动和事实说话，去确实保障国
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并在“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
心”的未来向世界显示中国是可敬可亲的，不是“麻烦制
造者”，而是促进世界和平繁荣的主力军。

一抒己见
让我就外人关怀和国人自理的诸多方面一抒己见，

盼 中 国 革 新  祝 美 中 友 好
这包括以下领域：经贸合作、科技发展、法治人权、两会
运作、选举制度、军备扩充、毒品制销和两岸关系各项。

一、经贸合作
美中贸易战的核心点和胶着处是美方希望中国能调

整经贸体制。往长远看，中国经贸体制革新便更能纳入世
界常轨，受到外国的信任和推重。这包括保护专利，降低
关税，减少对国企的偏向，让外商享有在中国市场公平竞
争的待遇和平台等。然而这些改革打扰了中国的老习惯，
并直接冲击了中国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使其顾此失彼，
取舍两难。然而，中国当局此时应高瞻远瞩，为全国全民
的长远利益着想，力加改革，争取到位，以短痛止长痛。

二、科技发展
世界科技的发展是日新月异，影响全局，动力强

大，这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大数据运用和通
讯、管理、监控科技产品翻新等。世界各国都面临同一挑
战，欲罢不能。理想的情况下是各国之间通力合作，修长
补短，互通有无。然而当前的形势是信任不存在，合作不
可能。这也正是为什么美国要硬性扼杀中国华为公司的五
代通讯产品，以保护国家安全为藉，但难负众望，应声附
和者稀稀。

在保护专利的同时中国要努力发展科研，拥有自主
研发的出色技术和产品，用于市场，造福世人。中国科技
研发存有不少障碍。杨振宁教授曾指出其中两点，一是科
研造假风盛，二是资金分配不当，这都亟待改正，以提供
健康得当的科研环境和动力。

美国发展科研有政府、企业和大专院校通力合作的
成功模式，值得借鉴和学习。中国企业不时欺凌或慢待提
供发明或技术的合作者，倘后者受损而求助于法院，在司
法不公正的环境下，也往往是败诉而归，或者是胜诉而不
执行。

1980年代我曾两次组团自美赴华做学术报告。一
是，1987年6月我请了四位美国著名专利律师同行，赴华
讲专利的申请、运用和维护。那时中国刚刚成立专利局，
此一宣讲便正是适得其时和适得其用。二是，1986年9月
我组织三位美国教授在中国科学院的邀请下抵达中国，在
上海和北京宣讲“创造与发明”的话题。1998年8月我又
将报告者之一的詹姆斯•亚当斯教授（James L Adams）所
著《思维革新——创造的实践》一书译为中文，由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发行问世。这都是我促进美中交流的活动。

三、法治人权
这是国外经常提及和指责中国的领域。早年中国的

领导曾自夸中国的特色和优点是“人大于法”。毛泽东亦
乐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自谕自满。国外就此的批
评显然是确有所指，而非无的放矢。早于70年前的世界二
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公开提出了掷地有声的人类应
享有的“四大自由”，其为：“免于饥饿，免于恐惧，言
论自由，信仰自由”。这正是法治人权的核心内含，其真
理时至今日屹立依然。中国推行专权体制，在官府与人权
冲突时一定偏向前者，依法治国也是止于“以法治民”。
近来中国不但加强了舆论的监管，还得意于西藏执行的
“高科技监控”措施的成效，要扩大实施，遍及全国。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这样重维稳、轻维权的行动显然是倒行逆施。在信息畅
通、民智已开的今天，岂能垂之永久？古语说：“宽厚
公正为人君”，深盼中国的执政者可以此为戒和加以借
鉴。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公
报”，主张美中应恢复友好交往，我在西雅图新闻媒体
公开发言，赞成其立场，因而受到举报，直通美国联邦
调查局，诬我有“亲共通匪”之嫌。当然这一指控是无
中生有，毫无依据，对我毛发无损。而意外和令我欣慰
的是，我被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新闻在西雅图登上当地的
《邮情报》（Seattle Post Intelligencer）头版后，即有“国
际特赦组织”（简称AI）写信给我，要支持我和为我辩
护（其信我保存至今），这不愧是美国社会的特色之一。

四、两会运作
中国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两组织

由来已久，其功能应是论政、议政、立法和对政府进行
监督。此二组织人数庞大，各三、四千人。可是，它们
都没能真正实现其功能。有一就此讽刺的妙诗是：“政
协鼓掌，人大举手，政府原地踏步走。”这也算是反映
民心民意之一说吧。

中国两会的成员都是单身操作，身旁没有任何专业
背景的助手。对照美国国会，参议员是每人约有全职协
助的助手四、五十人，众议员约有二、三十人。此外，
他们分工加入的委员会，各会约有五十到七十位专业工
作者，在个别领域里收集整理资料，做成建议和报告，
提供国会议员立法和问政之用。美国国会议员的产生出
自各州公民的普选，他们要向本州的选民交代，为争取
其权益而奋斗，与行政部门（白宫、州市政府）牵制平
衡，有权威性和独立性。

大陆上两会成员的产生是闭门操作，上峰决定，
与人民无关。有了钱、出了名或听了话才是候选必备背
景之一，而获选者也无需代表选区的利益。例如早年有
一家汽车出租公司（记得是北汽）的司机选成全国人大
代表，他立即一步登天成为特权分子，不再开出租车不
说，也从来不在人大会议中提出任何维护出租司机权益
的提案。我身置圈外，倒是借用我在北京中央电视台评
论时事的平台两次发言，主张提高乘车费，因为收费偏
低而司机收入较少，理当改进。后来乘车费略加上调，
我乐见这是势在必行，及时实现了。

今年二月，大陆人大政协两会之后，有海外媒体
感叹说，参会者众，但当今中国敢言善道的“魏征”
何在？其中也不乏浑人说瞎话的“雷人雷语”。会中发
言，言不及义，与国事民情无关。他们没有爱国利民的
条件和胸怀，他们不配做代表和委员。中国急待改善推
选两会成员的制度，并应考虑消减代表人数，将省下的
费用招聘有专业知识的助手，辅助两会代表圆满执行任
务，为民代言，为国效劳。

五、选举制度
中国行政领导和各级两会代表的产生都是以选举

为名，以操办为实。为此辩解的说法是，中国人民没有
民主选举的条件和意识，无法从事选举。试举一婴儿学

步为例，你不让他试着站起来迈步练习，他不能学会走
路。再有，在基层里，病人都会认出能治病的好医生，
知道他是谁。学生也会在学习和接触的环境下选出好老
师。村民更可以分辨村长的好坏。80年前大陆解放老区
大字半个不识的农民可以在竞选干部背后的碗里投下赞
成的一粒“豆”。这便说明人人都有基本的智慧和判断
能力，可以断然举出为己服务的最佳人选。中国要认真
从地方选举入手，让乡镇里的村民可以随心所愿，选出
当地的行政领导。再在初步成功和陆续进步的基础上，将
公职选举逐渐上升到县、市、省及国家各级。美国“卡特
中心”多年来一直在观察中国低层阶级的选举，但不知
有没有产生任何促进的效果。横看一些亚洲国家都有正
常并运行良好的民选制度。中国再以任何借口推拒民选
的认真执行，那便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六、军备扩充
中国以往曾饱受列强大军临境贪得无厌的压迫和掠

夺。当前中国拥有漫长的国界和海岸线，临近之邦也并
非个个友善。中国必需具备基本和足够的军备军力去维
护国家的疆域。中国虽然是亚洲第一军事强国，自1980
年代以后从未主动挑动战火，朝向邻邦进攻，这种自控
和表现是良好的，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美俄之间的核武较量和朝鲜自导自演的黩武
狂行都制造了亚洲和世界的不安定，并也助长了全球军
备竞争的脚步和恶性发展。中国正准备派人登上月球，
美国也在川普总统的指令下刚成立了“太空部队”。彭
斯副总统也近来宣布，美国宇航员要重返月球。这些措
施和竞争的背后都暗藏了军事斗争的意图和准备，要制
“高”取胜，要先发制人。这种军事竞争是徒劳无功和
十分不当的。若是热战全面爆发，就是彼此间家国重
创，环境毁坏，两败俱伤。若是战火不燃而竞争继续扩
大，那便是浪费资源，而所费不值。世界正面临诸多严
重而费解的问题，如气候变暖、粮食不足、环保恶化、
贫富悬殊、恐怖袭击等，都需要大量人力和财力资源的
投入，以求缓解。世界需要展开全球性的裁军削武，应
由联合国倡导，认真执行，并将因此节省的资源用于上
述的正途。

最近乐见国际防核威胁组织（NTI）座谈倡议，

美俄应进行互减核武谈判，美国国会也出现类似动议。于
此，中国也要仔细思量，不要盲从随众，过分增加军事预
算。世界各国也不可误入岐途，大量整军扩武。

七、毒品制销
这是美中贸易战里美方提出的议题。芬太尼吸毒品在

中国生产和外销，从不同渠道进入美国市场，每年美国青
年因使用该毒品自娱失控，丧命人数高达两万人之众。中
国在与美方谈判时已承诺要管控该毒品的产销，此一发展
令人欣慰。

在中国，吸烟是比吸毒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每
年因烟害而夭折的人数为140万，造成极大的家庭和社会损
失。而中国虽于2005年签署了世卫组织发起的《全球烟草
控制框架公约》，但没有认真执行规定，至今没有全国通
用的“烟害防治法”。若干省市有公共场所禁烟的规定，
也流于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一纸具文和形同虚设的困
境。中国急待通过全国控烟立法，严格执行，并在国内医
院普设合格有效的戒烟门诊，为有意戒烟者提供出路。

八、两岸关系
这是一个持续已久的僵化难题。台湾由民进党执政，

要以“台独”意向为号召，骗取台湾人民的选票，其做法
难以改善两岸关系，便形成一个口头声张，而缺乏实践的
蒙混和拖拉局面。台湾当局只要维持中华民国国名，大陆
就不能推进武统，造成难以收场、贻祸无穷的局面。而大
陆最佳的做法就是不断改善体制，实质为民服务，赢得国
际赞扬。让两岸同胞身受其惠，目睹其实，而乐于实现两
岸和平统一。这将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非文攻武
斗，荣获战果。

有后望焉
中国自新图强，和平崛起，不怕国外心存怀疑，有所

忌惮。中国唯以事实说明，实效回应，调整体制，依法治
国，造福人民，最后建设中国成为一个雄立亚洲、光芒四
射的自由民主的富强国家。而中美两国友好相处、互惠合
作的前景也自然有利，广阔辉煌。正所谓：“民主建设是
目标，中美友善双边好。任重道远千秋业，众志成城万世
骄。”

                                  2019年4月20日写于西雅图

1 9 7 9 年 1 月 2 9
日，美国总统卡特
夫妇在白宫欢迎来
访的邓小平夫妇 ▶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