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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因病医治无
效，于7月22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邓小平识才
爱才，对李鹏逐渐担当大任曾起了很大作用。

告诫李鹏“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
李鹏最早相识邓小平，是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

当时，邓小平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会议。李鹏回忆，邓小平满怀
深情地对他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在上海一起做地下工作，后来
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1931年，李鹏的父亲李硕勋被任命
为红七军政委，接替原政委邓小平的工作。不幸的是，李硕勋在
1931年遇难了。

新中国成立后，李鹏在吉林省丰满水电厂工作。1958年9
月，邓小平、李富春、蔡畅、杨尚昆、李雪峰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
到东北考察。考察第二天的行程，是到吉林丰满水电厂视察。
看完水库，邓小平鼓励李鹏要好好干，他说：现在有人攻击丰满
发电厂，说去年放流不当，发生洪水，今年又把水用干了。你不
要听这些话，用棉花把两个耳朵塞住，照样工作。”李鹏的《纪念
邓小平同志》一文，还记述了另一个细节 ：在大坝上，邓小平指
着水位消落过度的水库说，“今后你们要学会按经济规律办事”。

力挺李鹏当电力工业部部长
1979年4月7日，李鹏被任命为电力工业部副部长。
1981年3月2日，53岁的李鹏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这一

过程，也曾遇到一些曲折。
1980年12月31日下午，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邀李鹏

到家里去。他首先说，中央已决定让一批老同志担任国务院顾
问，他是其中之一。 另外准备更换一批部长，电力工业部部长
由李鹏担任。在谈话中，李鹏向刘澜波再三说明，电力部许多老
同志都是他的老上级，自己资历浅，难孚众望，不能胜任，请他把
自己的想法转告中央。1981年2月14日下午，李鹏再一次到刘
澜波处。刘澜波说，电力部人事情况有变化——电力部有几位
同志联名给中央写信，不同意李鹏当部长，理由是李鹏太年轻，
虽然是一个可以培养的对象，但马上当部长在部里难以服众。

1981年7月2日，中央在怀仁堂召开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
会书记座谈会，议题是提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李鹏参加了这次会
议。陈云在会议上说：“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 30 多
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
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这个时候邓小平插
话：“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开明人士，建议向刘澜波同志学习，他推
荐了李鹏。”邓小平还在当天的会上，发表了题为《老干部第一位
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的讲话。

李鹏在纪念文章中写道：“邓小平同志永远是我最尊敬的前
辈和师长。”李鹏回忆：“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接
班人的选择和培养，特别是领导核心的选择。这是关系党和国
家命运的大事。小平同志经过长期的考察，在陈云和李先念同
志的协助下，提出江泽民同志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实践证明这一选择是正确的。”

“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做出了榜
样，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出重要的一步，使大批年轻有为的人
才，经过实践的锻炼和考验脱颖而出。”李鹏说。

亲自指导李鹏办外交
1988年，李鹏出任国务院总理，不久又担任中央外事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李鹏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能力和资历都难当此重
任。

1988年5月5日，邓小平在家中接见了李鹏。李鹏重点请教
他如何才能做好外交工作问题。邓小平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
世界两大主题，世界大战一时还打不起来，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机
遇，为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说，外交
工作的重点是要处理好中国与重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同周边国
家建立友好与合作。

针对李鹏的畏难情绪，邓小平说：“我就担心你不敢大胆工
作，要努力学习，在工作中锻炼自己，使自己成熟起来。”邓小平
又对李鹏说：“周恩来总理是世界公认的外交家，你们在对外交
往中，要学习他那种泱泱大国总理的风范。”（摘自《党史天地》）

邓小平
力挺李鹏当

电力工业部部长

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奉命撒出川陕
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听说红军要离开根据地，很多红军战
士的家属都来部队看望，这其中，就有杨世
才的母亲。见到儿子后，她劝年幼的儿子
跟她回家，但杨世才坚决地拒绝了母亲的
要求。他告诉母亲：我要革命到底，坚决不
跟你回去。看到儿子决心已定，她也就不
再勉强。母亲临走的时候，杨世才把一张
在革命根据地使用的三串的布票子交给母
亲，让她做回家用的路费。自此母张子二

人便失去了联系。
到 1950 年四川解放，杨世才开始寻找

自己的家人。由于参加长征时只有 12 岁，
他也不知道他的家乡究竟是四川省的哪个
地方，后来通过熟人，才知道他的家乡是四
川省内江市一个叫楠木寺的村子。就这
样，离家多年的杨世才跟家人取得了联

系。1950 年 12 月，杨世才回到了阔别多年
的家乡。杨世才的母亲见到儿子后，激动
万分，她从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取出一个
竹筒，里面藏着的，正是杨世才长征出发前
留给她的那张布币。原来，杨世才离开后，
她没舍得用掉这个布币，而是把它当作儿
子参加红军的纪念品留了下来。国民党军

来了后，她怕受牵连，就把布币放在竹筒
里，藏在了家里茅草房的墙缝里，10 多年
来，想儿子，她就把这个布币拿出来看看，
一解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后来，杨世才将这件饱含着母子亲情
的珍贵布币捐赠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

（摘自《学习时报》）

“红小鬼”留给母亲的一张布币

始料不及
基辛格以为只要求“撤军”
1971 年 7 月 9 日中午，基辛格一行秘密

抵达北京。首日会谈于当日下午 4 点半在
钓鱼台5号楼举行，周恩来请基辛格首先发
言。基辛格大谈对中国的认识：“我们认
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传统意识
形态和实力，需要它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
到影响亚洲和世界和平的所有事务中来。”
接着，他表示此行的主要目的有两个，首要
的是议定尼克松访华事宜，其次还将讨论
中美间共同关心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亚
洲和国际问题。

听完基辛格的发言，周恩来首先针对基
辛格所言“平等”的关系回应道：“首要问题就
是平等 ，换言之 ，互惠的原则。一切事情都
必须按照互惠的方式来。”他接着对基辛格此
次来华的两个目标评论道：“你的第一个目标
同你的第二个目标相连，因为你的第二个目
标是进行预备性的会谈，以拉近我们的基本
立场，使问题更易于解决。”尽管中方在会谈
中始终强调不会为尼克松总统的访华设定前
提条件，但这句话不难让基辛格掂量出周恩
来前言后语之意：在台湾问题上向中方交待
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
必要成果，即“互惠原则”的真意。

周恩来指责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
政策嬗变，提出“台湾地位未定”。他对基辛
格指出：要承认中国，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
国的一个省，已经归还中国，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美国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
内，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全部的军事力量
拆除所有军事设施。当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中国人民看来，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由杜
勒斯在 1954 年签订的条约（即所谓“共同防
御条约”）是非法的，我们不承认。

通过早前中美大使级会谈以及幕后联
络渠道与中方的沟通，基辛格曾笃定：中国
之所以接受美国对华主动的政策并且做出
积极回应，目的不在于从根本上解决大使
级会谈中的痼疾“台湾问题”，而在于同美
国建立一种对抗苏联威胁的国际态势，解
决中国的安全问题。他断定：中国在台湾
问题上的态度将会相当灵活。1971年6月2
日接到周恩来邀请他访华的邀请函后，基
辛格仍认为：“周恩来再次以最容易获得解
决的方式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轮廓：撤
走美国军队。”此前，中国一直要求美国从
台湾撤军。然而，周恩来此次提出的三项
条件，包括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地位、“美
台防御条约”及美国在台驻军等政治和军事
等，而非简单的撤军。

美方策略
提出“两步走”和“挂钩”

在基辛格来华前，尼克松审查了基辛格
准备的资料汇编，令他最不满的就是对台湾
问题的表述，认为立场“不够强硬”：“不到迫
不得已，不要表达我们放弃支持台湾的意
愿。”他主张，不要在开篇就直白地谈美国在
台湾问题上已做了什么或是不再需要在台
驻军，而要强调“尼克松主义”的原则，表明
美国没有必要在某个地区永久驻军。尼克
松还向基辛格提出了“挂钩”策略：“我们在
台湾驻扎的 6000 名士兵，直接与我们在南
越的作战行动相连。所以，如果越战问题解
决了，那些军队也就不再需要了。”言外之
意，如果中国想要美国从台湾撤军，那么就
不得不做北越的工作，协助美国尽快“体面
地”结束越战。

基辛格理解了尼克松的意思，在会谈中
提出：关于台湾问题，可以分为“台湾和台湾
海峡的军事问题，以及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治关系演进”两个部分。周恩来觉察其
内涵，表示：“这不同于我们的看法。我们坚

持，我们同台湾的关系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并重申中方立场：“如果要在中美两国间建立
关系，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必须回归中国大陆。在这些前
提下，美蒋条约将不复存在。”

周恩来强调的是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的前提条件，这就给基辛格的反击留下了空
档。基辛格说：“我明白您说的关于建交的问
题。但是先让我谈谈在我们没有外交关系的
情况下，台湾在我们关系中的状况。”这就把
周恩来的底线条件推延到中美谈判建交时再
去解决。按照军事与政治“两步走”的方式，
基辛格解释说：美国从台湾的撤军计划是，在
越战结束后的个明确的、较短的时间内，撤出
与对台防御无关、与美国对越作战相关的三
分之二军队；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将逐
步减少其余三分之一负责台湾防御的驻台军
队。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方面，基辛格说：

“我们不支持‘两个中国’的解决方案或‘一中
一台’的方案。”至于中美建交的问题，他表
示：我们不应当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被迫正
式宣布（建交），这么做本身没有实际意义。
但是，只要你们和我们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我
们也不会阻挠双边关系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这就等于把发展中美两国政治关系的责任推
给了中国，迫使中方在建交的政治条件上做
出妥协。

毛泽东提示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当晚会谈结束，周恩来等连夜向毛泽东

汇报请示。当周恩来讲到美国还想在台湾保
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表示：“猴子变人还没变
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
它已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当汇报到日
本问题（美国利用中国领导人对日本军国主
义威胁的担忧，强调其在亚洲驻军的必要性）
时，毛泽东指示：“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
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
苏联、日本一起来瓜分中国。我们就在这个
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7月10日至11日，周恩来和基辛格又进
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的解
决，不能将军事方面的撤军同台湾的政治地位
及归属问题分开，军事与政治两方面应同时、
同步。若要实现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政府需
要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以下表态：必须承认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
政府。必须承认台湾属于中国，是中国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归
还中国。正如你昨天所说，美国不支持“两个
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并且不支持所谓
的“台湾独立运动”。周恩来说：“如果总统的
访问已经决定并得到确认，就应当朝着这一方
向努力……如果这些问题被搁置，那么存在于
我们双方的紧张关系将会持续下去。”这一表
态，是对美方试图以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诱
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让步的反击，表明中方
不害怕中美关系再次陷入紧张状态。根据毛
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着重向基辛格谈了中国关
于世界大乱的看法，表明中国不怕侵略的立
场，又击中了美方以“苏联威胁”迫使中国领导
人就范策略的要害。

基辛格表态
回应中方所提七点要求

在周恩来的施压下，基辛格不得不对中
方在台湾问题上所提五点要求表明态度。这
五点要求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属于
中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
策；不支持所谓的“台湾独立运动”；不再提

“台湾地位未定”。基辛格保证尼克松访华时
会向毛泽东重申：“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运
动，不支持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不支持两个
中国的解决方案。”而“台湾属于中国”一条，
基辛格认为其他三点满足之后，这一点自然
就实现了。“只有一点，我们要等到大选之后，
这就是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
一合法政府。”基辛格还表示，尼克松政府不
会支持“台湾独立运动”，且绝不会支持国民
党政府对中国大陆的进攻。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
恩来再次提到台湾问题，并在五点要求之外
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
石政府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
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
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
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
国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
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
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
的必要前提。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
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
对它这么做。”

周恩来就台湾问题与基辛格据理力争

为筹备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事宜，1971年夏，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秘密访华，与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秘密晤谈。台湾问题是这次北京密谈中最艰难
的议题。（摘自《党的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