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
松访华。为了实现这项外交
突破，由中国总理周恩来、巴
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和美国总
统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共
同“开掘”的“巴基斯坦渠
道”，在秘密传递信息中起到
了独特作用。

中美选择“巴基斯坦渠道”

1969年8月1日，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问巴基斯坦，会
晤总统叶海亚时，请他带话
给中国领导人：“美国不参加
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

巴基斯坦国家档案中第
一份表明美国动手挖掘“巴
基斯坦渠道”的文件，是1969
年 10 月 10 日巴基斯坦信息
与广播部长阿里从美国向叶
海亚总统发出的绝密信件。
信中阿里部长告诉叶海亚总
统，他刚刚和基辛格相遇，对
方“同意（中美之间）要在最
高级别保持接触才是最有效
的”。基辛格建议，可以将此
口信传递中方，而且“于无人
在侧的情况下，由总统您本
人亲自传给中国驻巴基斯坦
大使”。10 月 15 日，巴基斯
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向叶海亚
报告美方询问，口信是否已
向中方传递。

接下来，叶海亚单独约
见中国驻巴大使张彤，对他
说了“口信”的核心内容：尼克
松要求他转告周总理，“保持
最高级联系”。同时，转达一则
消息：美国将从台湾海峡撤出
两艘驱逐舰以示善意。出于当
时的敌对形势，张彤对叶海亚
说，中美之间已有华沙会谈作
为正式交换意见的通道，没有
必要在此时另觅新途。

张彤回到大使馆后向外
交部作了汇报。周恩来读到
了张彤的报告，大吃一惊说：

“这个张彤简直要闯祸了！”
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复电张彤指出此事做得欠思
量，应该静听叶海亚叙述，尽
快向国内报告即可。

周恩来的准确判断

1970 年 2 月 23 日，身在
华盛顿的巴基斯坦驻美国大
使希拉利亲笔致信叶海亚，
向他报告，今天向美国总统
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送交您
本人致尼克松总统的信件。
信件送交时基辛格要求向中
国总理周恩来带一个口信，一
是尼克松总统“非常真挚地感
谢叶海亚总统在这件事上所
起的作用。如果叶海亚总统
能够将如下情况转告中国他

也是非常感谢的”；二是“如果
北京愿意的话，尼克松总统准
备开辟一条从白宫直通北京
的渠道。除了白宫，外界对这
一渠道将一无所知，我们保证
对此有完全的决断权”。

希拉利大使报告说：“基
辛格特意要求我，传递这样
的信件，不要使用电报，请用
手写方式来完成。您可以将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请来，
当面向他宣读信件内容。”这
个口信采用古老的书面邮件
方式送到巴基斯坦首都。叶
海亚招来中国大使张彤，向
他当面朗读英文文本。

口信于3月21日报到周
恩来案头。周恩来当即在报
告上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
巴黎谈判办法，由基辛格秘密
接触。”周恩来的判断是完全
正确的。中方原本准备很快
答复尼克松口信，没有想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出兵柬
埔寨，战火燃遍整个印度支
那。中国政府取消了原定于5
月20日举行的第137次华沙
会谈，亦不答复通过巴基斯坦
捎来的尼克松口信。

尼克松再传口信给中国

1970年10月25日，尼克
松在白宫会见来美国访问的

叶海亚，得知他很快要去北
京进行国事访问，便抓住机
会，请叶海亚帮忙，传话中国
领导人：美国已经决定使对
华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派遣
一名高级官员秘密访华。

11月12日晚上，叶海亚
单独会见周恩来。他传递了
尼克松的口信：美国总统准
备派遣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
时候、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
应代表对话。周恩来总理听
罢，不动声色地告诉叶海亚，
这件事关系重大，需要报告
毛泽东主席，然后给总统回
音。11月13日，毛泽东亲自
会见叶海亚，却压根儿没有
提及中美关系，只是表示要
对巴基斯坦进行巨额援助。

11月14日，在叶海亚离
开北京回国的最后一刻，周
恩来会见了他。周恩来把

“回音”告诉叶海亚：“毛主席
让我告诉您：我们原则上同
意美国的建议。”周恩来和叶
海亚约定，通过巴基斯坦在
中美之间传递信息。

1971 年春夏之间，中美
两国领导人口信频传，“巴基
斯坦渠道”忙碌而畅通。中
美双方最后商定基辛格秘密
访华，为接下来尼克松访华
铺平了道路。 钱江

周恩来与中美建交媒介“巴基斯坦渠道”
苏轼“呵呵”对差评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
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
路上。然而，他照旧豁达
乐观，乐呵呵地一路与人
为善，一路为民谋利。翻
开《苏轼文集》，其《与李
公择十七首》《与钱穆父
二十八首》等 45 篇诗作
都写有“呵呵”一词，更多
的则出自苏轼与亲友的
书信中，短则十余字，长
则百字，“呵呵”缀于其间
以资调味。

“一枕无碍睡，辄亦
得 之 耳 。 公 无 多 奈 我
何。呵呵……”

“某既缘此绝弃世
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
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
此子也。呵呵……”

“近却颇作小词，虽
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
家。呵呵……”

短短且淡淡的“呵
呵”一字，诠释了苏公的
洒脱豁达。细分析，差
评种种，苏公与王安石
因政见不同，属异见的
差评，章惇之流炮制的

“乌台诗案”，则完全是
诬评。对此，苏轼均以

“呵呵”应之。 齐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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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猜成语》：
1、春花秋月；
2、戴罪立功；
3、逆水行舟；
4、破口大骂；
5、十面埋伏；
6、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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