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专题 专题A11

近来美中关系十分纠结、交织、敌对和充满变数。
2020年7月9日上午，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大学和中国人

民大学联合主办的“相互尊重，信任合作——把握中美关系的正确
方向”的视频论坛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外长王毅致开幕词和中外名
宿基辛格、陆克文、坎贝尔、赵启正、傅莹、郝平相继发言，中国
公共外交协会会长吴海龙主持开幕式并做总结发言，此一论坛诚然
是恰得其时和论得其所。

王外长致辞的要义是，中美关系至关重要，美对华要有客观冷
静的认知，制定理性对华政策，不要敌视和遏制中国发展，要彼此
尊重、欣赏和借鉴，探索和平共存之道。中国以善意和诚意对美，
美方不得以凌霸和不公回报。尊重历史经验，双方坚持走对话合作
之路，和平共处，合作双赢。

基辛格回应了王外长的发言，祝愿中美两国拥有合作、互信的
未来。

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认为，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进入新阶
段，彼此要重新思考，打造新框架，指引发展、管控分歧，并进行
舒畅的战略沟通，了解彼此的红线及核心问题何在，建立平等互惠
关系。

赵启正说，中国不扩张，不争霸，不挑战美国，美国不能为转
移国内矛盾，树中国为敌，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原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不要过度关注当前中
美关系中的竞争面，中美要加强合作，平衡竞争因素，扩大双方人
文交流。中美进行战略对话时要纳入亚洲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一起进
行，中美要携手对抗疫情。

傅莹主张中美要竟争和合作兼有，良性竞争，有效合作，构
建“协调、合作、稳定”的双边关系。

吴海龙会长在总结发言时说，中美双方要合作，不要对抗。合
作是唯一的最好选择，中美要共同探索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之道。

我们综观以上意见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中美双方的精英人士都
极端重视中美关系的开展，要在当前的困境和胶着里寻找出应行、
可行的缓解、改善和加固之道。

今年6月21日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的主题是“中美两国的故
事——美国怎样失去了中国？中国怎样弄丢了美国？”美国福坦莫
大学的美籍华人历史教授洪朝辉发言说：“我不想、不能、也不敢
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
敬畏、谦卑和宽容。”他又阐明从1972年到2013年之间，中美相处
是以“共享的敌人”和“共享的利益”为依托，但敌人和利益随时
变化，只有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共享的价值”和彼此倚重“信仰外
交”才能长治久安、垂之永久。而中美共享的价值应是圣经、论语
和道德经的结合，那便是和平、友善和容忍三为一体，彼此加持。

于此我要借用洪教授的观念试论，美中相向，善处有道。
历史的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用之于中国，该

如何展现呢？
记忆——中国要切记历史的教训，这包括早年向苏联的一面

倒、镇反、肃反、大跃进、四清、青年下乡、反右、文化大革命等
等，再加上极端的个人崇拜。这些愚昧和残暴的全民运动都加重了
中国全民的苦难、落后和基本尊严的丧失，中国更是一穷二白，闭
关自守，南征北讨，与国际社会为敌，趋近崩溃，直到了1979年开
放改革政策开始，才出现了转机。

2003年10月24日，《南京大屠杀》一书作者张纯如女士就南京
大屠杀主题，在美国旧金山市立学院致辞时说：“有人相信，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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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中 美 善 处 有 道 本报特约撰稿人：臧英年

史是危险的，甚至是有碍和平与和解的，因为这可能是重揭伤疤，
再掀旧恨。但我认为，忘记历史更为可怕，对人性施暴的罪行永远
不能遗忘，也不容否认，以免危及人类文明的延续……假如一个国
家要向其国民杜撰历史，那么此一国家便也断送了走向民主的未
来，并且会让历史再演，重蹈覆辙。”此言是指向日本，但放诸四
海而皆准。

敬畏——敬畏的对象是真理和民心，要以自由、民主、平等、
博爱的普世准则为目标，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以民为重，以民为
本。将政党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下，在实现人民利益的前提下，让
政党获益和执政。

就眼前看，这样要求当前一党专政行之有素的中国执政党是为
难的，但是最终为了国家、人民和政党好，这根硬骨头迟早是要啃
的。

谦卑——中国国家建设卓有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然而执政
者要多多归功于全民在工作岗位上的努力贡献和世界环境给予的发
展良机。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中国进入了联合国和世贸组织，让
中国政经的发展蒸蒸日上。

中国要不断采纳邓小平“韬光养晦”的说法，低姿态从事建
设，不夸张军事和经济实力，不要有意成为国际社会疑惧的对象和
话题。老实讲，中国以人力众多、努力生产，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但是人均收入在全球的排行榜远非前列，中国尚不能以世界经
济强国自居。

宽容——宽容是实现民主的必备条件。国家宪法里明列的各种
人民可以享受的自由，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居自由等，都要
存有宽容和公平的大环境和大前提才能真正实现。显然，有一言堂
就没有言论自由，有一党专政就没有结社自由，有户籍限制就没有
迁居自由。新中国建国后，对国民党部下、对知识分子、对民族资
本家和富农等的追杀和围剿也都制造了社会的悲剧、分裂和破坏。
好在如今大陆的环境已日见改善，文革式的蛮横和破坏已难复制和
一去不返。中国要全民奉献，民族复兴，中国社会的环境和气氛还
要不断宽容、宽松和宽厚下去。

洪朝辉教授的立论是中美两国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是要标榜圣
经、论语和道德经的“和、爱、忍”三点。现试以此求之于美国。

和平——美国与中国相处，要走和平的阳光大道，首先得做到
以下两点。

一是，不要领头倡导军备竞赛。这不但会引起中国的自卫反
击和全力对抗，并将带动全球核武强国的跟进和攀比。这一竞赛将
浪费宝贵的世界资源（财力、物力、人力），并加深全球“恐怖平
稳”的阴影，于事无补，伤人害己。美国如今已经退出了多项国际
军备制约的协议，并高调宣传成立了第六军种的“太空军”，这又
将军备竞赛引入太空，而隐患无穷。

二是，不要对台港内情的变化过分敏感，十分强硬的表态和介
入，让中国因不容外力“干涉中国内政”而奋起出招反制，造成中
美双方对抗增强，敌意扩大，有来必往，迄无宁日。为促进美国国
家利益，美国的执政者要掌握轻重缓急。中国是“重和急”，台港
是“轻和缓”。台港内情的变化和发展不会对美国利益形成严重冲
击，而美中的恶性对抗对美国诸多不利。美国可以放心的是台湾和
香港都不会实现独立，两地维持其稳定和繁荣对美国才是好消息，
但美国轻易介入港台事件，指手画脚就会造成事与愿违的不良后
果。

友善——美国对中国展现友爱要落在实处。以下是应该做到和

可以做到的。一是，在中国努力实现美中贸易协定第一阶段的承诺
时，要体会和理解中方面临疫情尚未解除和经济衰退的重大压力，
仍然全力以赴，去采购美方物质，是何等的困难和可贵，不得再吹
毛求疵，增加中国应对的难度。中美双方第二轮的谈判也要从轻从
缓，不要快速上马，增加变数。

二是，美国要鼓励和重视中国学生赴美就读大学和研究所，提
供必要的方便和赞助条件。因为根据美方权威可靠的统计，中国访
美学生有85%学成后继续在美国停留就业，对美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
有重大及不可或缺的贡献，强逼他们回中国，或不接收他们在美国
入学就会对美国国家利益造成难以逆转的重大损失。

7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留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人数约为1/3）
新规，在今年秋季就读必须到校上课，不可网络就学。而绝大部分
的美国高校都为了疫情威胁仍在，不能在校开课、学生到场。因而
执行政府规定就要让许多中国留美学生就读不成，吃闭门羹了。就
此，美国名校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上诉法庭，幸而7月14日政府
同意撤销此一规定。

如前所述，诸多中美名宿都主张两国间要加强人文交流，而学
术交流正是其中最重要和有益的一环。科学和知识是全球共享，是
没有国界的，美国岂能自树高墙，阻中国学生和学者于境外。

三是，中美双方要在抵抗疫情的艰巨工作里充分合作。美方不
可持中国是疫情发源之地之说去怪罪中国，全面甩锅，而放弃双方
强强合作的优势，共克病毒，造福人类。

当前美国的疫情仍十分严峻，未见拐点，南方多州在川普总统
的催促下过早停止社交间距、公共场所戴口罩及跟踪患者的必要公

共卫生措施，都发生了疫情反弹的恶果，要付出更多的性命牺牲的代
价了。

四是，中美双方互斗，缩减了新闻从业人员在彼此国内可以长期
停留以执行采访任务的人数，对他们也增加了背景的调查和行动的局
限，这样做显然不利于双方实现“促进了解”和“增加认知”的重要
任务，也形成交流活动中的一大困境。很希望美国主动向中方提出和
解方案，彼此放宽规定，促进信息交流。

以上四点都是近在眼前、具体可行的促进友好的措施，盼美方能
迅速操作，立竿见影。

容忍——英文有一句成语是“我活，你也活”。说的是接受现
状，彼此存活。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中美出现了不同的社会
制度，美方认为其民主制度可以全球运行，中方认为其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适用于中国，接受西方的民主制度就有“水土不服”之碍。务实
而言，这种分别和对立是要持续下去，而难以迅速化解的。美国应该
放宽心，不要认为中国是野心勃勃，老二急于取代老大，中国并没有
野心、必要和实力去争做全球魁首。中国不可能入侵美国体系，颠覆
美国。美国也不可能以和平演变手法致中国体系于死地。

中美双方要“求同存异”，在广阔的国际和本国的共同利益处携
手合作，如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减少贫穷、繁荣经济、防控恐怖、
世界和平等领域，不要把意识形态之争和社会制度之别放在眼里和心
田头，挥之不去，自寻烦恼。“儿孙自有儿孙福”之说，可以扩大
为“各国自有各国路”。

正所谓：“天地大五彩缤纷，中美间莫计分寸。往远看共同努
力，多携手和平共存。”

▲ 中美智库媒体视频论坛现场（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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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英年，教授，美籍华人，控烟义工，社会活动家。
1932年天津出生，四川省三台县长大。
1949年夏随家人赴台湾。1954年毕业于左营海军机械学校获得

工学士学位，1962年服役海军期间曾担任何应钦将军侍从官兼译员
出差欧美。1963年在海军退役（上尉军衔）。1964年就职台湾政治
大学时获奖学金前往美国匹茨堡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和外交事务研究
所一年。1967年赴美就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心理学硕士学
位，1976年获华盛顿大学高等教育博士候选人资格证书，后在美国
西雅图社区学院和社会公益领域里从事心理辅导和诸多义务工作约
40年。

1988年开始至2016年，每年在中国大陆长住约十一个月做公益
活动和舆论工作。臧英年教授资历丰富，热心公益，长期致力于促
进中美交流，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舆论报国和大陆控制烟害等公益
活动。在美国曾担任华盛顿州美籍华人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组织主
席，全美华人协会西雅图分会会长，西雅图重庆友好城市协会会
长，主持西雅图钓鱼岛运动和参加美国国务院接待邓小平访美代表
团工作。在大陆曾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顾问，世卫组织
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顾问，兼职教学于数所大学,中央电视台英语频
道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节目时事评论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控
烟公益活动专项基金负责人，北京市卫生局控烟项目高级顾问。

现任多家美国华文报纸的撰稿人，澳门法治报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