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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穷尽一生继

续推进中美对话”

“中美关系还没有
达到应有的高度，我将
穷尽我的一生进一步推
动中美两国的职能对话
和务实行动。” 约翰·
桑顿曾这样说。

事实上他也是这么
做的。

桑顿长期致力于推
动人才培养。 2006年，
桑顿在最初捐款1250万
美元的情况下成立了布
鲁 金 斯 学 会 约 翰 · 桑
顿中国中心，旨在为中
国和西方的决策者提供
建议。桑顿希望能够成
为“美国人乃至西方人
中非常了解中国的人”
，“我希望在美国建立
一个中国中心，分析、
采集并传播有关中国的
信息。”

桑顿认为中美两国
年轻人之间的交往可作
为对抗精英群体某些不
明智决策的突破口，所
以重建大学之间的联系
对重塑中美关系非常重
要， 本次8月的访华行程
中，桑顿就明确表示会
继续促进中美在教育领
域的合作。

桑顿也很重视人文

交流的发展。 2013年孔
子学院在美国揭幕时，
桑顿作为孔子学院总部
理事会高级顾问表示，
两 国 人 民 在 相 互 理 解
的基础上和睦相处才是
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关
键，真诚的人文交流可
以超越历史、文化和社
会制度的差异。

桑 顿 并 非 假 惺 惺
地打官腔，他真诚地指
出，“尽管有这些积极
的趋势，我相信我们两
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仍然
落后于我们国家之间日
益严重的关系”。

在 中 美 两 国 的 人
文交流机制建设方面，
桑顿也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 他认为中美两国庞
大的政府使得正式的交
流十分迟缓，双方应该
把彼此归入特别类别，
用更高频的交流和更少
的正式交流推动中美关
系的发展。

桑顿也没少用他的
人脉进行“撮合”，在
中美官员间穿针引线。

2003年，在清华任
教的桑顿主动安排朋友
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首
次访华之旅。当10月份
这位纺织品州州长结束
中国的访问回到美国的
时候，“他对中国的了

解比以前要多得多，对
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环
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
他处理南卡罗来纳州事
务的时候，也会比以前
更能以一个完整的方式
来思考。”桑顿说。

桑顿还是耶鲁大学
校长理查德·莱文2007
年中国之行的顾问，帮
莱文安排了很多场非正
式场合的见面。桑顿还
安排了他和时任北京市
市长王岐山一个私人的
晚餐。“这让校长对中
国有了真实的了解。所
以 当 他 返 回 美 国 的 时
候，他对中国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这能帮助他
做决定。”桑顿说，“
如果你说我现在做的事
是 为 将 来 投 资 ， 答 案
是：不，不是。这是我
的生活。我觉得我生活
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支持
中国，增加中国和西方
社会特别是和美国之间
的相互了解。”

2 0 1 7 年 9 月 ，
在 史 蒂 夫 · 班 农
（SteveBannon）被迫退
出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中
的顾问角色之后，桑顿
帮助安排了班农与桑顿
的朋友、中国建设银行
前行长、现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的
会面。班农盛赞桑顿是
其朋友和导师。

在为官员牵线搭桥
过程中，桑顿似乎有意
从政。 他坦言：“我
确实在考虑将来有可能
充当公职，因为美中的
关系越来越重要。”但
或许这并不意味着桑顿
会有太多改变，他经常
以“世界公民”自居，
认为领导者在全球化的
世界中必须成为“多文
化公民”。

中 美 贸 易 谈 判 的

推进也有桑顿的一份功
劳， 他多次向双方高级
官员通报情况，使双方
达成协议。

2 0 1 8 年 ， 桑 顿 与
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
钦、美国贸易代表大使
罗伯特·莱特希泽等一
起担任美中贸易协议第
一阶段的设计者。

2018年，特朗普主
导的对华贸易战到了极
为紧张的时刻，两国关
系被形容跌至冰点，约
翰·桑顿在这个敏感时
期代表美国参与闭门会
议，在北京向中国贸易
谈判代表刘鹤副总理介
绍情况。

这些努力最终取得
了积极成果，2020年1月
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
段贸易协定。特朗普在
向美国顶级商界和政治
领导人发表演讲时3次感
谢桑顿，他说：“约翰
很棒！干得好，约翰！
干得好，约翰！”

此外，与热衷于“
拐 点 ” “ 冷 战 ” “ 脱
钩 ” 等 概 念 的 学 者 不
同，桑顿毫不掩饰他对
这些概括性话语的怀疑
态度。 2021年7月底桑顿
在采访中坦言，“对我
来说这类声明大多是情
绪化的、挑衅性的、无
益的和错误的。我认为
我们最好着眼于长期，
观察动态趋势的轨迹和
创造长期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的崛起现在是而且
将来也是我这辈子发生
的最重要的事。 中国和
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
美国的关系将会怎样？ 
所以我决定要在我的有
生之年推动美中关系的
发展。 ”桑顿曾如此说
道，他对中国的喜爱可

见一斑。

多年来，桑顿在中
美关系中扮演着润滑剂
的作用，充分发挥了二
轨外交的非官方力量，
多次绕过美国政府与中
国接触。可以说，他做
到了很多美国政府无法
做到、也没有做成的事
情。

气候领域是桑顿本
次访华的聚焦重点，他
希望推动中美在应对气
候变化上加强合作并取
得成果。 桑顿认为气候
问题可以成为中美关系
的突破口，气候问题上
的成功合作将证明，中
美合作会使整个世界受
益。

而 这 也 就 不 难 理
解，为何桑顿此次访华
前白宫官员两度忧心会
被外界误会，要求其千
万不要前往新疆参访。 
甚至顶着“为虎作伥”
的罪名，桑顿也坚持来
到新疆，亲身感受新疆
的真实治理，而非西方
语境下的“违反人权”
。

自拜登上台后，中
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还
未正式会晤过，中美关
系仍处于低谷。

正如桑顿在今年8月
接受中国学者白重恩访
谈时所说，中美两国领
导人之间过去打交道的
经历是“我们从未有过
的宝贵财富”。

虽 然 一 切 还 需 拭
目以待，但没有什么比
中美之间真诚友善的态
度、积极切实的行动更
打动人的了。毕竟，我
们此时此刻正需要下一
个基辛格。（完）

凤凰网《风向》作
者一泽、胡圣晗

敏感时期秘密访华
穿梭于中国高官之间，他将是下一个基辛格？（三）

由于桑顿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卓越贡
献，2008年中国政府颁给他颁发了外国专家
的最高奖项“友谊奖”，还被中国政府评选
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对中国发展贡献最突出
的十五名海外专家之一。图源：中国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