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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湖上拾遗一一杭州文史资料第 27

辑》将于近日出版。 这是八届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继《者英影

事》 之后，推出的又一本以"三亲"资料为主的文史书籍。

此书入编的文章，既有对杭州不同时代、不同阶段的历史钩

沉，也有对杭州人参与其中、发生在外的旧事回忆 。 虽然时

过境迁，有的已是人们尘封多年的记忆，有的却是鲜为人知

的往事。或许这些史料在史学研究中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并非为史家所瞩目，也不为学者所关注。 然而，正是这种拾

遗补缺，使政协文史机构拥有了人无我有的独特资源，从而

奠定了政协文史工作在近现代史学和史料学研究中的特殊地

位。 此书取名《湖上拾遗~，正应此意。

钱穆先生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说"研究历史，所最

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成之文化 。 历史乃

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探究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研究

文化 。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具有统

一战线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 五年来，杭州市政协文史



委充分运用独特优势，在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

参与文化名城建设，还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无论是历史文

化的挖掘和研究，还是人文景观的保护与修复，都付出了极

大努力，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为发展和丰富杭州文化作出

了积极贡献。 今天，杭州正在打造生活品质之城，文化生活

品质已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政协文史委要发挥文史

资料工作的独特优势，进一步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开展地方

文化研究，促进杭州文化建设，为提升杭州文化生活品质作

出新的贡献。

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对作者、编者以及为此书付出辛

劳的单位和个人表示感谢。

俞国庆

2007 年 3 月 18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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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

访问杭州的回顾
陆和森

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 。 这在当时是 "举世瞩目

的一件大事" (周恩来语)， "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 (尼克松语) 。 按照中

央计划，尼要访问北京、杭州、上海三地。 为了做好这次接待工作，

浙江省和杭州市于 1971 年 11 月联合成立接待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

八个工作小组:礼宾联络组(以省外办为主)、宣传教育组(以杭州市

为主)、新闻组(以省、市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为主 ) 、安全保卫组

(由省、市公安部门和驻杭部队组成)、电讯通信组(以省邮电局为

主)、专机接待组(以省民航局为主)、总务组、组织组。 我当时在省

外事办公室接待组工作，被抽调到礼宾联络组，负责各种计划、方案

的起草和编写简报，为各种会议作记录，并负责与外交部和上海等外

地有关部门的联络工作，前后历时三个多月 。 尼克松抵杭前一日 ，我

进驻了西湖宾馆(刘庄) ， 是总值班室唯一的一名工作人员 。 尼抵京

前，我曾随外办领导去北京打前站(落实来杭的各项具体工作，并观

摩北京接待现场) ，还有幸参加了周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一

行举行的国宴。 1998 年尼克松胞弟爱德华 ·尼克松为撰写《尼克松的

对话》 一书来杭收集素材，提出希望会见当年参加接待工作的有关人

员 。 我应省外办邀请(当时我已退休) ，参加了这次会见，并陪同客人

沿当年尼克松活动的路线，再次故地重访。 尼克松访问杭州这件事 ，

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 当年参加接待的人员，都几经变动，而近年来

= 

国



社会上对此又有不少误传，笔者作为直接参与此事的当事人和亲历者，

有必要把当时的活动经过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整理出来，作为历

史资料，公之于众，以正视听。

尼克松何时来杭，住在何处?

尼克松一行于 1972 年 2 月 21 日中午到达北京，经过几天活动，

于 2 月 26 日来杭。 原定主机抵达杭州宽桥机场的时间是 11 : 30，我在

机场接到外交部有关同志的电话，被告知飞机要推迟一小时，实际抵

达的时间已是 12:30 。 离杭时间是 27 日上午 9:30 ，在杭停留时间只有

21 个小时。 当时中美没有建交，为了维护我国领空主权，尼克松来杭

是在周总理陪同下乘坐的是我国的民航专机(伊尔 18) ，美方的"波

音 707" 专机作为副机随飞，随行的新闻记者提前半小时抵杭 ， 便于

采访尼抵达时的情景。 尼克松访华一行是一支庞大的队伍，来杭州就

有 250 多人。 除 12 名正式成员外 ， 还有众多的保安、通讯、 生活服务

人员，随行的新闻记者就有 100 多人(包括随访的美国记者和各国常

驻北京记者) 。 由于人员众多 ， 尼一行分住几个地方。 尼克松夫妇以及

基辛格(白宫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霍尔德曼(总统助理)、斯考

克罗夫特(总统军事助理)、查平(礼宾官)、齐格勒(新闻发言人)

等白宫人员 30 多人住在西湖宾馆(即刘庄， 当时外电报道中称这是

"中国的戴维营") 。 以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国务院人员，根据美方建

议，住在西拎宾馆;随行记者团住在杭州饭店， 美方机组人员住在花

港饭店(有的文章提到美方人员全部住在西湖宾馆，这是误传) 。

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同机陪同来杭，下机后，省市有关领导在机

旁迎接。 按中央规定，机场挂中美两国国旗，但没有安排欢迎群众，



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立即乘车到住地。 途经机场路、环城东路、解

放路、湖滨路、白堤，过西玲桥后车队按住地分道。 周恩来总理陪同

尼克松夫妇一起到西湖宾馆，并亲自陪同察看一号楼。 尼克松不时地

赞赏这里环境很美。"周总理说我也已经六年不来了 。"尼风趣地

说以后我应该再来，你总理也就可以再来这里。"尼夫妇住在一号

楼甲部，楼前特地新装旗杆，挂美国国旗(现在旗杆己拆除) 。 该楼甲

部分男女两个卧室，根据美方要求，尼克松住在靠近基辛格住地的北

卧室 (原为女卧室) ， 基辛格等住在一号楼乙部，其余通讯、生活服务

等人员住在二号楼。 周总理住在花家山宾馆(有的文章提到周总理也

住在刘庄，这是误传) 。 尼一行来杭，前后共有 5 架专机抵杭(美方 2

架、中方 3 架) 。 参加接待的各种车辆有 100 多辆，直接参加接待的工

作人员有 300 多人，这在杭州外事接待工作中是罕见的。

尼克松在杭州的 21 小时

尼克松一行在杭停留时间仅 21 小时，因此活动安排十分紧张。 从

机场到达宾馆后 ， 短暂间歇，就开始下午的游览活动。 按原定计划下

午 15:30 尼克松从住地出发到花港公园西门(后门) ，周总理也从住地

出发到西门与尼会合。一起进公园， 经红鱼池、牡丹亭，出公园东门

(前门) ，再登船游湖。 由于我方工作人员没有做好联络工作(客观上

当时还没有于机，对讲机也只有公安部门才有) ，尼克松先到达西门，

就进了公园 。 等周总理赶到， 一下子找不到尼克松。 虽然只差了短短

一二分钟时间，但也是接待工作中的重大失误，事后受到外交部的批

评。

这里要提一下红杉树问题。 红杉树是尼克松家乡美国加利福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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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特产树种，生长在多雾高山，据说树龄可达千年以上，树径可达

数米。 按照美国惯例，每届新任总统，都要在白宫种植纪念树。 尼克

松就任总统时，在白宫院子里就种了红杉树。 尼克松这次访华，作为

礼品向中国赠送四棵红杉树苗，周总理决定全部种在杭州 。 树苗由专

机提前运到上海。 时任杭州市园林局长的李云萍同志带领技术人员，

亲自去上海接收树苗。 树苗高 4-6 英尺，每棵重 100 磅。 为了让尼克

松看到树苗在中国土地上种植的情景，其中一株种在花港公园湖边

(游步道旁、便于察看) ，其余三株种在植物园 。 尼克松抵达时，树苗

已经种好(有的文章提到尼和周总理亲自种下树苗，并举行栽种仪式，

这是不确切的) 。 周总理当时曾说树苗要种在宽阔的地方，这个地

方太狭隘。"后来移栽在公园大草坪中间 。

游览花港公园后，出东门登游艇游湖，先在小满洲登岸，步行穿

过九曲桥，再登船游湖，沿南山路、湖滨路、白堤的湖面，绕西湖半

周，在平湖秋月平台上岸。 游湖期间，周总理曾问起游船用什么作动

力，当得知是用汽油时，总理说西湖不能用汽油船。" 从此以后，

西湖游船就陆续改为电动船。 原定游湖后要去灵隐寺，美方临时提出

尼要回住地会见随行访华美国记者(约 80 人) 。 尼克松夫人、罗杰斯

等，由许寒冰、章含之等陪同仍去灵隐寺游览。 考虑到需要随时提供

服务，我和外交部礼宾司曹元欣同志随行回到宾馆。

尼克松回宾馆后，在一号楼电影厅(现已改为多功能厅) 会见记

者，他只简单讲述他来中国后， 一切都很好， 关于中美会谈，大家不

久将听到好的消息。 接着就分别与每个记者单独合影，由白宫摄影师

负责摄影。 记者在合影后就离开。 整个会见历时约一小时。

26 日晚浙江地方领导宴请尼克松一行。 宴会的地点事前曾几经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择，最后选定杭州饭店礼堂三楼大厅(有的文章提到在刘庄举行宴会，

这是不确切的) 。 因中美双方参加宴会的有近 400 人，杭州其他宾馆的

餐厅都无法容纳，这在当时的杭州已算是最大的场所了。 宴会共设 40

桌，有点拥挤，连旁边休息厅也摆了桌面。 大厅正面挂中美两国国旗

(这件事有过周折，外交部原定方案，考虑中美尚未建交，美国国旗只

在机场、住地、 乘车上悬挂，宴会厅不挂国旗，后经周总理提出，宴

会厅才挂国旗) 。 当时参加宴会的有美方全体人员 250 多人，中方有从

北京陪同来杭的周总理、外交部姬鹏飞部长、乔冠华副部长，还有以

总理助理身份参加接待工作的熊向辉、于桑，外交部美大司司长章文

晋、礼宾司司长韩叙、副司长王海蓉等。 浙江地方除省市有关领导外，

还特邀浙江医科大学校长王季午、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参加(均

早年留学过美国) 。 杭州宴会的菜肴，根据周总理关于"既要体现中国

的传统饮食文化，又不能讲排场摆阔气"的指示精神，只选了"叫花

童鸡"、"西湖醋鱼" 、 "龙井虾仁"等地方菜(社会上传说宴会都是高

档的山珍海味是不准确的) 。 菜虽平常，但菜单很讲究，因为在北京国

宴上，结束时曾出现外国记者"争抢"菜单和首席桌上餐具的场面。

我们特地请专家设计了菜单，封面请画家画上国画，加上鲜艳的缎带，

成为精美的工艺品，这次在宴会上也都被外国人一 "抢"而空 。 在杭

州宴会上，尼克松已不像刚到北京在国宴上那样拘谨地念稿子，而是

即席发言，气氛比较活跃。

美方在宴会后，通过礼宾官向浙江地方领导赠送瓷雕鹰一件，派

克金笔一支(笔上嵌有阿波罗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一小粒岩石) ，向杭

州部分工作人员送圆珠笔一支(上面印有尼克松签名) 。 中方以国家名

义，在北京已向美方人员每人送茅台酒两瓶、贝雕一件，在杭州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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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茶叶两盒。 中方在北京已向尼克松夫妇送茅台酒一箱、镶嵌屏风

一套，在杭州又送龙井茶叶一箱(据后来外电报道，尼回国后，在参

众两院会议上报告访华情况时，曾用龙井茶招待到会人员) 。

27 日上午 9:30 ，尼一行离杭去上海。 这天上午周总理提前到达机

场，亲自察看扩建情况。 当机场领导得知周总理因匆匆赶来还没有进

早餐，但由于时间短暂，只能送上一杯龙井茶。 总理两次叮嘱身边人

员不要忘记付茶钱。 不久，尼克松抵达机场，与总理相互握手，双方

互致问候。 总理说总统阁下昨晚休息得好吗?"尼克松风趣地说:

"总理阁下，我相信昨晚你一定也很操劳吧?"两人都会心地笑了，然

后一同登上伊尔 18 专机，离杭飞上海。 这里要介绍一下当时扩建杭州

机场的有关情况:杭州宽桥民用机场原来规模很小，跑道和滑行道很

短，候机楼和停机坪都很小，不适合尼克松的波音 707 专机的起降。

为接待工作需要，中央专门拨款，突击扩建杭州机场。 当时中央调动

部队工程兵参加施工，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工作。 从 1971 年 11 月 20 日

开工，到 1972 年 1 月 27 日竣工验收，短短两个月时间，完成跑道、

滑行道、停机坪的扩建，新建了候机楼，并配套扩建了从机场到良山

门的机场路(现在机场路两旁已绿树成荫的香檀树，就是那时栽的) 。

在杭州的中美会谈

现在社会上对这件事传说较多，有的文章说"上海公报，杭州签

订有的文章提到西湖宾馆一号楼八角亭是中美会谈的具体地点。 笔

者没有直接参与会谈地点的安排，但可提供几点情况以供参考。 2004

年 4 月 3 日笔者在《联谊报》上发表了《尼克松访问杭州的有关史

实上对中美双方在杭州会谈情况作了几种可能性的推测 。 事后将该文



寄给外交部江承宗同志(尼访华时，江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处长，后任

驻外大使，现已退休) ，他建议我查阅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 根

据基辛格回忆，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在尼访华离京前，中美双方已基

本达成一致。 "到凌晨两点(指 2 月 26 日 晨 ) ，这次旅行的公事已大功

告成"。 在来杭飞机上，基将打印稿交给国务卿罗杰斯(罗对尼访华持

保留意见，因此一直没有参加谈判) ，以罗为首的美国国务院班子接到

打印稿后，百般挑剔，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 刚到杭州，罗向基辛格

提交了一份修改稿，对已经中美双方最高领导批准的公报，又提出十

五处修改，使尼克松和基辛格感到十分为难。 为了照顾到方方面面，

基辛格根据尼克松指示，向乔冠华提出再次对公报进行讨论。 26 日宴

会惑，基和乔再次进行会晤。 "于是我们叉开了一次夜车" 。 中方坚持

对台湾问题不能再有任何修改，对其他部分在文字上可以作进一步讨

论。 又是"凌晨两点，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 。 再次提交双方首

脑正式批准，次日凌晨获得了这种批准"。 这就是中美双方在杭会谈的

全部过程。 关于基辛格和乔冠华在杭州会谈的地点，基辛格在回忆录

中没有提到。 据笔者分析，有几种可能: 一是在刘庄八角亭。 西湖宾

馆一号楼的八角亭，是紧靠西湖的一座水剧式的亭子，约有 10 平方米

面积，里面放六张单人沙发，围成一圈，中间放一张圆形宠几。 八角

亭离基辛格的住处不远，双方在这里会谈是有可能的。 但亭内只有顶

灯和壁灯，光照较暗， 亭内没有桌子，在茶几上写字也很不方便。 二

是基辛格的住处，基辛格住在一号楼乙部楼上，住一个套间，外间有

很大的空间，也有可能双方在这里磋商。 但楼里还住白宫其他几位高

级官员，会有不便之处。 一般说来应该是在刘庄院内，去别处的可能

性是不大的。 至于中美双方领导有否举行签字仪式?按笔者分析是不

国国



大可能的。 在时间上，基乔会谈结束巳凌晨两点，立即分头向中美双

方领导报告，离天明离杭时间已很近了 。 再说如果要举行正式的签字

仪式， 一定要有合适的场所，必然要通过总值班室调度，而我那一夜

在通宵值班，从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 事后，我也询问过有关专家，

按照国际惯例，双方联合公报，只是阐明各自观点，并不具有法律效

力，它不同于条约，因此很少有举行签字仪式的。

接待美国来的先遣组

为了对尼克松访华做技术上的准备，美国于 1972 年 1 月 3 日派出

由黑格准将率领的先遣组访华，先遣组共 18 人，大部分是安全、通

讯、民航等方面的技术人员，也包括白宫新闻发言人和礼宾官员等。

先遣组从上海入境，先去北京，再来上海、杭州，实地考察尼一行来

华时的住、游、交通 、 通讯、专机等事项。 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接

待美国正式官方代表团，中央要求把这次接待看成是"临战前的演

练各地都很重视。 为了学习外地经验，省外办指派我去前站上海取

经。 1 月 7 日晚，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宴会，时任市革委会副主任的

徐景贤出席宴会，并致祝酒词。 但黑格一直不致答词，对此当时参加

宴会的中方人员都感到惊讶。 宴会结束后，我连夜赶回杭州，向领导

汇报了有关情况。 第二天，黑格一行来杭。 外交部有关同志提出，黑

格在上海宴会上不致答词，是不友好的表示，因此在杭州的接待要

"降温杭州举行的宴会原定由省革委会副主任出面，后改由省外办

领导出面;游湖时，撤销游船上原定要放的水果和糖果。 这个意见很

快反映到北京。 8 日 当晚，北京来电，深夜我被叫醒， 参加全体接待

人员在西玲宾馆二楼召开的紧急会议，外交部有关同志传达总理指示，



并带头作了检讨。 周总理严厉批评"降温"的做法是错误的，还提到

毛主席也知道了这件事，批评"这是大国沙文主义"。 大家在讨论中谈

到降温"做法是"舍大抓小"、"不顾大局"。 总理原定要派章文晋

同志赶来杭州处理此事。 后来得知黑格来杭后，没有异常反应，情绪

一直很好，察看工作也进行得很顺利，因此章没有来杭。 会上研究了

改进措施，黑格离杭时，适当提高规格，送行由原定的外办负责人改

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出面。 在上海，出境前由王洪文出面再次宴请。

访华前的宣传教育和安全措施

接待尼克松访华，是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 全国解放

后，特别是抗美援朝和柬埔寨政变后，我们对内对外都大力宣传"美

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中美两国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

现在美国总统要来访问敌人变成了客人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许多

人在感情上无法接受。 特别是当时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还在进行，

许多友好国家对尼访华也表示很不理解。 为了顺利做好接待工作，早

在尼访华前几个月，中央就提出要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教青工作，省、

市领导对这件事也十分重视。 杭州市在省体育馆举行报告会，由市领

导亲自作报告。 通过有线广播，全市有七千多基层干部昕取了报告。

从省、市领导机关到工厂、商店、学校， 一直传达到每个小学生和普

通居民。 据笔者经历，这是继抗美援朝以后，又一次名副其实的"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宣传教育工作。 当时中央提出的接待方针是

"不亢不卑，以礼相待这在实际操作中是很难掌握的。 有的群众把

它比喻为"不冷不热有的群众把接待方针归纳为四句话不出来，

不围观，不鼓掌，有礼貌。"面对百余名外国记者，如何对付这些人的

国



挑剔提问?杭州市有的居民区自己设想了各种问题， 自编了宣传资料，

居民间有问有答，既锻炼了群众，又进行了自我教育。

在宣传教育中，中央还要求清理沿街的标语口号。 1972 年正处

"文革"中期红海洋"铺天盖地。 笔者有一次随省、市领导从机场

到宾馆沿途察看，几乎每面墙上都有标语口号。 有不少是"打倒美帝

国主义"的内容。 当时杭州市正在大规模建造防空洞，街道两边到处

都是堆积物。 从机场路到环城东路，断墙残壁、破旧房屋随处可见，

特别是解放桥宿舟河下一带更是破旧不堪。 笔者在一次杭州市各区负

页人向省、市汇报会议上，听到某区负责人反映， 群众对市区建设提

出批评 美丽的西湖，破烂的城市。"不知什么原因，这句话后来竟

传为是尼克松说的，这当然是无中生有的事。 尼克松首次访杭，只停

留 21 小时，在室外活动的时间只有二三小时，而且都由中方领导陪

同，活动也十分紧张，绝对不可能说这样不礼貌的话。 笔者当时负责

编写尼活动的全部简报，也从没有发现这类讲话。 这完全是社会上的

误传。 清理语录标语，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

但在中央和省、市领导动员后，群众都自觉行动起来红太阳"展览

馆(即今浙江省展览馆)的毛主席巨幅头像和省体育馆前面巨型毛主

席塑像，就是那时移走的，还有解放路、延安路、 湖滨路两侧大量的

语录牌、大幅标语、巨幅毛主席画像和宣传画、大批判专栏，都是那

个时候清理掉的。

关于安全工作，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一是西湖扫雷。 笔者在一次领导小组开会做记录时，曾听到一位

领导说起，为了保证游湖的绝对安全，中央已指示海军到西湖扫雷。

但笔者没有经办这件事，不清楚其中细节。 2000 年 7 月 18 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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