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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情者说》系列丛书第一、二辑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读者纷纷来电、来函希
望继续出版此系列丛书，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
为此，我们在编辑本套丛书（第三辑）时，吸纳了读者的意见，变开本为国际大32开本，同时为了给
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本辑各册书中都配有上百幅图片，部分图片还是首次公开发表。
　　在图片的编辑选配过程中，得到了作者、被采访的当事人和图片作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徐肖冰
、侯波、吕厚民、吕相友、杜修贤、张峻、孟昭瑞、李振盛等著名摄影师为本套丛书提供了大量的摄
影作品，给予了积极帮助。
但由于本套丛书所收集的上千幅图片是由各方面提供的，虽经多方努力，仍有个别图片无法准确地确
定其作者，因此也未能与作者取得联系。
在此，我们希望图片的摄影者见书后惠函给出版社，我们将及时支付稿酬并赠送样书。
　　本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特此致歉，并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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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墙之内，神秘的政治心脏。
森严的警卫，仿佛一道屏障，遮断世人多少探询的目光？
等闲之辈站在高高的红墙之外，不免雾里看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的前前后后？
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来龙去脉？
将军大使和双重国籍问题？
新中国开国大典上仅有的几个外国人？
悲剧人物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
《新中国外交部组建始末)》(作者陈郭德)为《红墙知情者说》中的一部，《红墙知情者说(Ⅳ新中国
外交部组建始末)》以当事人或亲历者的回忆与记述为主要内容，深度披露了中国政坛惊心动魄的真实
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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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敦德，作家、电影艺术家。
其电影力作《血战台儿庄》、《法庭内外》、《芙蓉镇》、《铁血昆仑关》、《周恩来万隆之行》等
，先后荣获金鸡奖、百花奖、华表奖、夏衍文学奖等各种奖项。
其擅长于通过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来着力表现首脑外交，所刻画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蒋
介石、尼克松、卡特、戴高乐、苏加诺、尼赫鲁、田中角荣、特鲁多等领袖人物的思想性格及内心世
界，栩栩如生，极富可读性。
日本《读卖新闻》称其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外交题材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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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共和国是怎么组建外交部的
南京刚解放时，毛泽东亲自掌握的中美“师生接触"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的前前后后
解放军露宿上海街头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制定确认一个中国须经“谈判建交"的原则
中共中央最早在西柏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将军大使和双重国籍问题
韦国清将军在奠边府
新中国开国大典上仅有的几个外国人
悲剧人物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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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4年8月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前后，党中央在延安成立了中央军委外事组，由叶剑英任组长，杨
尚昆协助。
外事组人员有徐大年、柯柏年、黄华、陈家康、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还接待了美
国特使马歇尔、赫尔利等，并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军调执行部我方的外事工作，取得了与美国人打交道
的重要经验。
那时候，在军调部也锻炼了一批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飙、黄镇、姚仲明、
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随着解放战争全面展开，党中央从延安撤出，中央许多单位东渡黄河转移至山西省，中共中央外
事组就是在战争炮火中成立的，其中人员包括原从重庆迁至南京、后又撤回延安的南方局外事组全体
人员，有王炳南、章文晋、吴青、陈浩等，还有北平军调部中的我方外事工作人员黄华。
刘华峰、王朴、王光美等。
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由这些人员为主组成的。
1947年间，他当时在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外事组的成立活动，宣布由叶剑英任
主任，王炳南任副主任，统一负责管理党和解放区的外交工作。
当时归中央外事组领导的机构，有由乔冠华、龚澎、张颖等组成的驻香港办事处，有在哈尔滨的外事
机构，还有一个与联合国救济总署联络的由董必武牵头的解放区救济总署。
　　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就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共和国外交部的前身。
　　1947年下半年起，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他随同毛泽东，在马背上转战陕北，在指挥着各战场
战役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全国胜利的曙光，一直关心着外交事业，已经在筹划未来共和国的外交蓝
图。
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干部，于是，他于1947年7月、11月，两次写
信给具体领导外事组工作的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加强调研工作，加强政治和外文
学习。
为了在战争环境下培养这批干部，他向外事组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办法。
　　他在1947年7月12日写给王炳南的信中，就指示说：　　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编译书籍，三分
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三分之一的人数做一般工作。
　　这种&ldquo;三三制&rdquo;，是在培养和锻炼外事干部队伍这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上，走自己的路
。
他要求外事干部参加土改，一方面是使干部锻炼其政治立场；另一方面，是让外事干部熟悉国情民情
，因为不了解国情民情就根本无法向对方介绍自己，也无法正确地执行政策。
同时，他要求外事干部了解和研究工作对象，要求外事组尽量收集和整理出一些调研材料，他亲自出
了些题目，要求外事组、香港及哈尔滨外交机构的同志分别承担一些调研任务，指示外事组要着重研
究当时与我们关系重大的美国。
因而，即使在西柏坡的山沟里，中央五大书记的手中，都备有外事组编写提供的《美国手册》。
　　他还特别想到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到了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指示在张家
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收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
外事学校，由叶剑英同志直接领导。
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了共和国外交战线首批年轻的基层干
部。
　　屋外有了脚步声，打断了他的回忆与思考。
　　他听得清那些脚步声忽然停住或变缓了，他还听清了李克农用安徽腔悄声地说：&ldquo;等等再进
，让总理多睡一会儿。
&rdquo;　　他睁开了眼睛，抬起了头，还站了起来，朗声说：&ldquo;同志们进来呀，我没有睡。
等着你们呐。
&rdquo;与会者进屋来了，都很高兴，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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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11月3日正午1时整，在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外交部组织机构建立
以来的第一次会议。
　　到会的是外交部的李克农、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龚澎、赖亚力、杨刚等。
王炳南说：还有阎宝航、伍修权、章汉夫等同志在准备交接工作，或者正在来北京的路上。
　　周恩来很热情地逐一问起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会议讨论了外交部科长以上的干部配备，讨论确定了外交部各司的排列次序为东欧司、亚洲司、
西欧非洲司、美洲澳洲司、国际司与情报司，另有条约委员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排列在后，还有办公
厅。
用王炳南的话说，最早的外交部就是&ldquo;六司两委一厅&rdquo;。
　　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部领导、办公厅和当时设立的各司、委员会等负责人联合办公。
各司负责人将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正式通过任命。
　　会议讨论决定设顾问及专门委员，聘请有关专家何思敬、周鲠生、钱瑞升以及原海牙国际法院大
法官梅汝冶为专门委员。
　　会议决定了11月8日在外交部正式地址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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