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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矛盾和腐败，是十六国、北朝以来胡族国家的两
大痼疾。北齐北周面对这一历史性的问题，走出了两条
颇不相同的路子，仿佛如镜子一般，映照出部族国家的命
运。

北齐纵腐骇人听闻

高欢扶立东魏，儿子高洋又篡魏代齐，皇族和统治者
的高层，都属鲜卑化的汉人或其他杂胡。这些人大多是
来自六镇的伧荒武夫，对物质的渴望变态到令人发指。

“文武在位，罕有廉洁。”如高欢的姐夫尉景，不管在中枢
还是在地方州镇，都索贿成性。高欢每每提醒他不要太
过分，尉景充耳不闻，还振振有词地说：“我止人上取，尔
割天子调。”

当时贪污已成为北齐高层的普遍做法，宗室、外戚、
元勋宿将，乃至后来归附高欢的河北汉人豪强，也都被这
一风气沾染。可是高欢并未有效地约束腐败行为，百里
把纵容贪腐当成笼络人心的特殊工具。

大臣杜弼曾向高欢力陈反腐纠风的重要性，高欢便
故弄玄虚地摆出一个刀槊阵，武士们举着刀、槊，引着弓，
让杜弼从中穿过。虽然高欢事前已向杜弼担保，武士们
绝不会伤害他，杜弼走了一遭后仍然吓得汗流浃背。高
欢见状大笑，说：“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
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
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

高欢还说，如果还于峻急地惩治，会逼得功臣宿将们
都去投奔关中的宇文泰和南朝萧衍。这番理论，当真是
思路清奇。

深入肌骨的腐败，固然起到了一定笼络人心的作用，
但相对于这种短时效应，腐败的长远影响是无法估量、更

无法换回的。
腐败首先严重阻挠了政治改革。高欢晚年似乎意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让长子高澄主推新政，惩治了一大批贪
腐之徒。然而当改革触及勋贵的利益后，迅速引起极大
反弹。尉景被逮捕监禁后，高欢的姐姐常山君来哭诉，高
欢便下令把尉景无罪释放，还当着姐姐、姐夫的面打了高
澄一顿。尉景却理直气壮地吐槽高欢，说要杀就快点杀。

高欢的决心似乎并不坚定，不能坚守立场，使得这场
改革先天不足。后来高澄遇刺，不得不说，与高欢态度是
有一定关系。高澄死后，高洋不得不对勋贵表示一定妥
协，大封斛律光、尉景等一干老臣宿将，反腐败问题又被
暂时搁置。

高洋因酗酒暴毙后，武成帝高湛上位，“唯玩声色”。
武治还牵连出北齐后期军事支柱斛律光与祖珽等人的斗
争。祖珽本身就是个贪墨成性之人，甚至在高欢的酒席
上偷取金银器史中丞窦泰当场拽脱他帽子，在他发髻里
找到赃物，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齐后主高纬（高湛的儿
子）时，祖珽大权独揽，与斛律光产生矛盾。他不知收敛，
强占有府第周围的百姓宅院，引发极大恶评。

高纬宠臣穆提婆想示娶斛律光的女儿，被后者拒绝，
穆提波也是贪黩小人，自此与斛律光结怨。于是，祖珽和
穆提婆一起构陷斛律光，加之北周又施离间计，导致斛律
光被杀。

齐周皇族迥然的家风
相比北齐对贪腐的纵容，西魏北周立国之始，就鲜少

有腐败的风气。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非常推崇儒术，颁
行的《六条诏书》，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都在强调官德修
养。他还通赤严厉的奖惩措施来维持吏治的严肃性，535

年，宇文泰的舅兄秦州刺史王超世，因为在州贪满天飞，
宇文泰直接将其处死。

与《北齐书》诸纪传中触目惊心的贪腐记录不同，《周
书》中所载西魏北周的贵臣大将，扑面而来一股清俭之
风。比如王思政贵为荆州刺史，素来清廉自守，颍川之战
他被东魏俘虏后，家中居然一点积蓄都没有。又比如位
列十二大将军的达奚武少年时颇好奢侈，因军功升为大
将后反而非常爱惜声名，出入不施仪卫，尽量保持朴素的
作风。

宇文泰与高欢对腐败的不同认知和政治格局，全都
映射到了宗室子弟的综合素质上。

高欢一共有15 个儿子，大半平庸或是暴戾。高澄十
四岁便幸父之妾，高欢死后，高澄竟纳父妾柔然公主并生
有一女，甚至还逼幸高洋的妻子李祖娥。高湛诸子尤不
成器，高纬又爱享乐又庸懦，所宠信的陆令萱、穆提婆等
人无一不是贪婪成性，把朝局弄的一片乌烟瘴气。高氏
诸主江河日下，眼睁睁地看着北周国力反超北齐。

而宇文泰非常重视儿子们的教育，其13子都完全按
照汉家皇室子弟的路数，从小就学习儒学经典。除六子
宇文直仅在权力上稍显暴戾外，其余诸子的表现都称得
上良好。周武帝宇文邕“身衣布袍，寝布被，无金宝之饰，
诸宫殿华绮者，皆撤毁之”：五子宇文宪是名将，在北周发
动战争时向国家捐献财物。第十一子宇文达吃饭不追求
铺陈浪费，吃饱便行；侍姬不过数人，都只穿粗厚耐磨的
绸衣。

高氏和宇文氏对腐败一者纵容，一者重视，最终使国
运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尽管后来杨坚受禅代周称
帝，改国号为隋，但隋朝能实现一统，跟北周打下的国力
基础密不可分。 （据《澎湃新闻》）

美国一直想利用中苏分歧，使其在与苏联争夺霸权
的较量中获利。1969 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客观上为美国
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中国不想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主要是19世纪中叶沙俄侵占

中国土地，并迫使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形
成的。苏联与中国于1924年签订协定，放弃了沙俄在中
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不过，苏联政府当时并没
有处理边界问题。直到1963年3月，中国首次公开提到
了修正边界的问题。1964年2 月25日，中苏在北京举行
了边界问题的谈判，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1969年3月2日，中苏于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后，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主任乔治·丹尼于3月4日给国务
卿罗杰斯写了一份情报简报，认为“（中苏）双方都可能引
发事端”。丹尼指出，自1965年以来，苏联的兵力几乎翻
了一番，苏联的实力大大超过中国；但“苏联不可能想（主
动）攻击中国”。美国方面对当时中苏冲突实质的认识比
较模糊，更倾向于中国“好战”“挑衅”的看法。然而，事实
并不如丹尼预见的“近期不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斗”，相
反，3月15日，在珍宝岛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冲突。

6月13日，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署东亚和太平洋事
务研究分析处主任霍尔德里奇，与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宫
员林可夫举行了次会看，双方就中国和起南问题交换了
看法。林可夫重弹苏联的老调，说存在着中国使用常规
武器其至核武器攻击苏联的威胁。霍尔德里奇则说，中
国方面的说法恰恰相反、是苏联威胁对中国使用常规武
器或核武器。

当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是否认为中国将进攻苏联
时，霍尔德里奇回答说，中国在战术上是防御性的，中国
对越南战争的态度是谨慎的，并且立场十分明确，那就是
1966年2月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主席时所讲的，中国
不希望过早介入越南事务，因为有责任防止第三次世界
大战的发生。

林可夫问霍尔德里奇，美国打算与中国改善关系，是
否意味着美中之间不再可能发生战争。霍尔德里奇回答
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没有消除，但是，与有7亿
多人口的中国持续关系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次会
晤是1969年3月中苏冲突后，苏联首次试探美国对中苏
冲突的态度。

苏联积极探询美国的态度
中苏之间边界冲突不断，1969年8月16日，美国国务

院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赶写了一份题为《中苏故对
及其对美国的启示》的长简报告。

1966—1969年间，苏联在靠近中苏边境地区的地面
部队数量翻了一番，而且装备精良。怀廷分析，苏联这样
做，可能的理由不外乎三种：进攻、干涉和防御。苏联显
然找不到一个合乎逻辑的进攻理由，也不可能像对捷克
斯洛伐克那样轻易地实行对中国的干涉，所以只能以防
御作为理由，说中国对苏联的领土要求威胁到了苏联中
亚和远东的国土安全。

苏联为何要这样做？怀廷认为，当中苏分歧越来越
大，苏联越发不愿意看到中国的核力量不断壮大，所以，
苏联领导人迟早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而
中苏战争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则是双方都可能使用核武

器。
因此，怀廷建议美国要尽快确立它的目标：第一，不

要让苏联进攻中国的事情发生；第二，阻止任何一方在战
争中使用核武器；第三，最大可能地使中国把苏联当成唯
一的敌人。怀廷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迫切性的问
题，即必须尽快与中国建立沟通的渠道。

这年八九月间，苏联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探
询如果苏联真的对中国实施攻击，美国会是什么态度。8
月18日，苏联驻美国大使馆官员达维多夫与美国国务院
情报研究处负责北越问题的特别助理威廉·斯蒂尔曼会
面，达维多夫突然问，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并摧毁中国的核
设施，美国会怎么做。斯蒂尔曼回答说，美国一定会置身
事外。这是苏联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试探美国对苏联攻
击中国的态度。

这时，关于中苏冲突的讨论已进入美国最高决策
层。9月10日，罗杰斯向尼克松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对苏
联攻击中国核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苏
联对于中国问题正在作出快择。9月18日，尼克松会见
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罗杰斯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都在座，他们谈到了如何看待中苏关系的问题。
基辛格表示，美国要避免给人以站在苏联一边的印象。

尼克松把中国看成世界五极之一
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对中苏冲突的反应出现在

两个层面：一是包括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在内的传统的外
交事务机构，对中苏冲突有很大反应，但对直接的外交决
策影响有限；二是白宫系统中的基辛格班子，对中苏冲突
没有作出强烈反应，却是真正有决策权力的机构。尼克

松和基辛格已有共识，就是要撇开政府的官僚机构，由白
宫直接进行外交决策。而打开中国的大门，实现中美关
系的突破，正是尼克松上台之前已经定下的目标。

当选总统以后，尼克松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最紧迫
的问题是结束越南战争，最棘手的问题是对付苏联的挑
战。解决越南战争和对付苏联，是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
国和解的现实需要。 此外，尼克松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
隐忧，那就是要在中国不受外界控制而真正崛起之前，把
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系统”，因为他相信中国的孤立与衰
弱只是暂时的。

这在他1967年于《对外关系》上发表的文章中已经
有所表达，尼克松呼吁让中国“作为一个前进中的大国，
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重新进入国际社会。他把
中国看成是世界五极之一。 他反复强调，使中国继续处
于孤立状态是危险的，因为10年之内，中国将发展成为
一个核大国，到那个时候，美国将别无选择。所以他认
为，美国必须与中国交往，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正是出于以上现实和长远的考虑，尼克松政府已经
决心要在改善美中关系上有所建树。为了实施其外交战
略，尼克松上台以后，立即从三个方面展开活动：一是由
基辛格主持内部研究，为其政治决策提供依据；二是设法
建立与中国联系的秘密渠道，以求直接接触；三是逐步放
出政策气球，试探国内外的反应。

可以说，中苏关系与尼克松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有密
切联系的。自从1960年代初中苏分裂后，美国就一直想
利用中苏分歧，使美国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较量中获利。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为美国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尼克松
政府也抓住了这个机会。 （摘自《当代中国史研究》）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71岁生日，这天，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王
进喜作为唯一的工人代表，荣幸地出席了毛主席的小型生日宴。

这天下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王进喜
是这届会议的主席团成员，同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许多主席团成员坐在主席团
后排。临散会前，服务员通知留下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和董加耕，周总理将
四人带到一间小宴会厅，向陈毅、贺龙、董必武等领导作了介绍。

几分钟后，周总理和毛主席一起从西门向客厅走来。周总理安排董加耕
坐在主席左边，安排邢燕子坐在主席右边。主席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做生
日，也不是祝寿。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饭。我的孩子不让来，他们没有资
格。这里，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

在周总理亲自安排下，王进喜与毛泽东主席同桌就餐，使得其平生第一次
有机会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近距离地接触并谈话。此外，周恩来总理还
曾两度邀请王进喜出席国庆招待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国宴。

鼓励钻井进尺创世界纪录
1966年5月3日，周恩来第三次视察大庆。据时任石油工业部党委书记

的康世恩回忆：当总理到1202、1205钻井队时，听说两个队当年都要打井5万
米，总理非常高兴地对我们说，他们两个队，如果每个队打井上5万米，国务院
要鼓励他们。随后总理又登上正在打井的钻台，钻井大队长“铁人”王进喜同
志亲自手扶刹把，给总理表演起钻、下钻和接钻杆的操作。总理高兴地边看边
问：“能打多少米？”王进喜说，今年保证上5万米。总理高兴地举起双手，连声
说了三个“好”。临离开钻井队时，总理又握着“铁人”王进喜的手，一再嘱咐
说：“你们这两个队，今年如果都打上5万米，要告诉我。”

就在这年的 9 月，1202 和 1205 钻井队钻井进尺达 7 万米，年底打出了
10 万米。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王进喜以石油报捷团团长的名义，率团进京报
捷，9月29日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王进喜和报捷团成员。

安排出国并在国外同桌进餐
王进喜曾经出国到阿尔巴尼亚，这次出国与周恩来有很大关系。
据当时石油部给国务院外事办《关于我部访问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增加人

员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谈到，根据总理在大庆的批示，代表团出访时除执行原
定的访问任务外，还需要介绍大庆油田的建设经验，“拟在代表团原有七名成
员的基础上，增派大庆的政治部副主任、先进人物及家属代表各一名”。文件
的附件是代表团人员名单，共计12人，王进喜名列其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5月9日用毛笔在自己的名字上做了圈
阅，次日，周恩来总理签批：“同意。”由此可见，是周恩来总理提议并亲自批准
王进喜作为中国石油代表团成员出访阿尔巴尼亚的。

代表团6月2日抵达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6月26日，在阿进行国事访
问的周总理在驻阿大使馆又一次亲切会见了王进喜，并与他共进晚餐。据同
访阿的大庆家属代表陶冰华回忆：“当总理一走进宴会厅，只听周总理说：‘来，
来！大庆人，王铁人，坐在我这里！’于是我俩就被安排坐在总理的左边和右边
了。”席间，总理和王进喜说了不少话。

逆境中的救助
1966年底，少数阴谋者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诬蔑大庆红旗，并到处搜集

铁人王进喜的黑资料，并大肆造谣、诬蔑王进喜。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于1967年1月8日亲自出席“全国石油系统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作了义正辞严的讲话。周总理严正的态度，
对当时的恶力势头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半个月，一小撮坏人不顾周总理的警示，公然再次
掀起批斗和迫害铁人王进喜的狂潮，使他精神与肉体受到摧残。周总理得知
这一情况后，十分激动。随后，很快就指派记者到大庆找到了王进喜，向他转
达了周总理的问候，王进喜激动地对记者说：“请转告周总理，我王进喜没有趴
下。”不久，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王进喜和其他同志。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的
讲话又一次旗帜鲜明地保护了王进喜。

亲自听汇报
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期，大庆油田出现了“两降

一升”（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地下含水上升）的局面，油田接连发生一
些事故，原油被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此，身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的王进喜
忧心如焚，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大庆革委会常委
会上。然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1970年1月，在石油部军管会召开的石油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上，王进
喜仗义执言，将大庆油田的真实情况面陈余秋里。余秋里听后感到问题严重，
指示王进喜要进一步做准备，向周总理汇报。会议期间，周总理请王进喜到中
南海去看阿波罗宇宙飞船登月纪录片。总理边看电影边对“铁人”王进喜说：

“你说的大庆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详细的情况你们准备一下，让石油部写一
个报告。有时间，我邀请你们再谈一次。”

3月10日，周总理约见王进喜，详细听取了王进喜的汇报，深入了解大庆
油田的情况，并于18日在石油部军管会报送的《关于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
的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要保护好大庆油田、加速解放大庆的干部：大庆不
要忘本，要恢复‘两论”起家的基本功。”

周总理的批示，给大庆油田指明了方向，广大干部工人受到鼓舞，较快地
扭转了被动局面。

嘱咐发扬“铁人精神”
1970年4月，在参加“全国石油工业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在

有关领导劝说下，赴京检查治疗。周总理得知后，亲自安排他住进总后301医
院，高级医疗护理，单间病房，著名专家医师会诊。

王进喜逝世后，周总理接见了王进喜在京的全体家属，并一一询问了年
龄、工作和生活情况。接见王进喜爱人王兰英和王进喜的弟弟王进时说：“大
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的红旗，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你们要坚强起来，
化悲痛为力量，把王进喜同志的精神发扬下去。”

对于纪念铁人，学习铁人精神，周总理还曾在1971年1月31日大庆革委
会政治部给燃化部报送的《关于追悼和学习铁人王进喜同志活动的情况简报》
上批示：“铁人是个英雄，值得纪念；铁人精神，值得学习记载。”

（据《领导文萃》）

周恩来与“铁人”
王进喜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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