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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套书是已离退下来的我国驻外大使和其他外交官回忆过去在外交场合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
真情实录。
相信读者通过这些故事能够了解一些我国外交官在国外的工作和生活。
　　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和机密性，长期以来有关外交工作和外交官工作、生活的回忆文章发表很
少，众多读者对外交工作缺乏了解，甚至感到很神秘。
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合作关系，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当然，为了维护我们国家的民族利益，反对强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工作中有时斗
争激烈，气氛紧张，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也有时矛盾很多，问题复杂，协商困难，僵局难解。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而更多的另一个方面是，发展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各方面的往来和交流，增进相互的了
解和友谊，加强平等互利的合作。
在意见不同或有分歧时，要互通情况，平等协商，通情达理，消除分歧；而在利害有不一致时，也要
耐心谈判，弄清是非，互谅互让，实现共赢。
所以，我们驻外外交官的主要工作是寻求合作，加强来往，发展合作，增进友谊。
为此，在工作中就要加强调查研究，注意观察局势变化。
　　近些年来，我们外交官撰写的有关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回忆文章逐渐多了起来，对读者了解外交
工作的情况有不少帮助，但仍然数量太少，而且不够系统和全面，有分量的作品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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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递交国书逸闻，国宴菜单的故事，钓鱼台国宾馆情思，异彩纷呈的国菜，在驻日使馆当礼宾官，独特
风俗集锦，不寻常的国庆招待会，领事保护纪实，社团——华人之家，三会“刘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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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德广，1938年生于广东潮州，1965年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礼宾司。
1969年3月到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曾任国宾接待处副处长。
1983年9月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
1987年底调回外交部，1989年12月任礼宾司政工参赞，为司领导成员之一。
1994年3月至1998年8月任中国驻古晋总领事。
现为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北京马来西亚归国华侨联谊会顾问、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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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礼宾官的日子　　1965年7月我毕业于外交学院，调入外交部礼宾司。
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之久。
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
我与礼宾结缘。
人生的许多第一次都是难忘的，对我来说，难忘的总是礼宾官的风雨情。
　　国家的窗口　　记得到礼宾司报到那一天，我的穿着显得土气十足。
接待我的张处长很关心我的“形象工程”，他让我向部行政司仓库管理处借冬、夏中山装各一套。
这样，一夜之间，我就从一名清贫的学生变为衣冠楚楚的礼宾官了。
当时规定，中山服为我国民族服装，是对外正式礼服。
虽然我穿的是崭新的礼服，但当时我不太在乎日常礼貌礼节，因而不时出点洋相。
　　到礼宾司不久，我和同事去北京饭店出席一个大型招待会。
招待会结束后，我随着人流涌出来，在车海中找不到我们的车子。
当时我住在东交民巷的集体宿舍里，离饭店不远。
我自作聪明，一个人步行回去了。
次日上班后，领导批评我：怎能不告而别。
礼宾人员，不仅要善于找到自己的车位，还要帮其他同志找车子。
这件小事，对我的思想震撼很大——礼宾人员不仅要管好自己，更重要的在于为他人服务。
　　什么是礼宾？
当礼宾官日子长了，我对这种特殊的服务行业越来越感到神秘，越来越感到它是何等重要，每个国家
和民族都离不开它。
　　礼宾在外交上是以礼待宾之意。
国家间通用的礼宾是在长期国际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很多基本做法已成为惯例并形成条文，为各国礼
宾部门所遵循和采用。
各国的礼宾业务虽然有差异，但大体都指官方交往的礼仪、礼节、礼遇、优遇等，又指礼宾活动及其
具体安排等。
　　礼宾司为外交部专司礼宾业务的部门。
各国外交部均设有礼宾司，但有的称呼不同，如美国称国务院礼宾司、日本称外务省仪典官室、韩国
称仪典室、泰国称礼宾厅、朝鲜称仪礼局。
有一些国家还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设立仪典部门或礼宾官。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素称“礼仪之邦”。
我国古代封建王朝掌管以外交礼仪为主的机关称为“鸿胪寺”。
当然“鸿胪寺”不能和现代的外交部礼宾司同日而语。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指导下，礼宾工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优良的礼仪传统，并适当汲
取了国际上一些好的做法和惯例，不断改革，形成了风格独特的中国礼宾。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正式成立后，礼宾业务专由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管理。
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的典礼局和外交部办公厅的交际处撤销，改设外交部礼宾司，成为外交部专司礼
宾工作的职能部门。
　　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礼宾司工作时，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
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
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
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
当时我在礼宾司，虽然不是主要负责人，但已深感任务繁重，工作难度大、时限性强、质量要求高。
　　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频繁，我国领导人出访和出席国
际会议、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也相应增多，进一步完善关于外国驻华外交代表机构优遇的规章制度的工
作越来越多⋯⋯当今的礼宾任务还在扩大，我国家领导人出席已机制化的国际会议很多，例如亚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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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元首会议、政府首脑会议、亚欧首脑会议、东盟
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等等。
“新文化外交”增强中国魅力，中国领导人出席双边文化年开幕式也多起来。
现代礼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礼宾工作既要坚持以我为主，又要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不断地系统化和规范化。
　　礼宾工作是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整个外交工作就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而礼宾工作是这部机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各个机器正常运转，才能取得外交硕果。
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关系的寒暑表。
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
礼宾工作的确是一种服务行业，它是为总体外交服务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的。
　　礼宾司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它，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一目了然。
礼宾官先行，给人第一印象。
在外交往来中第一印象十分重要。
　　这项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时效性。
而礼宾官必须政治上思维敏捷，有高度的责任心、细致的工作作风、忘我的工作精神，善于协调众多
的关系，具有应变能力等素养。
我从事礼宾工作多年，很热爱这个岗位，虽然工作紧张，又苦又累，常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礼宾的历程　　初到礼宾司我有机会很荣幸地聆听周恩来总理的教诲，牢记周总理对外事干部“
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遵守纪律”的要求，努力工作，尽快熟悉礼宾业务，平日注意积累
资料，总结工作经验，想方设法办好每天的案子。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任总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
工作。
总领馆的礼宾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
那时我国已与40多个国家建交，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大多路经卡拉奇，总领馆每月平均要
接送20多班信使。
总领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馆之间接送客人。
我既是礼宾官，也是签证官。
每天领事业务由我办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
标附近，弹片有时落到总领馆里来。
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
后来按照外交部指示，我们在总领馆的草地下挖了防空洞。
在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
那半个月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
随后我被提升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
在那里我面对新的挑战，天天忙忙碌碌。
任务重、头绪多、情况复杂并多变，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受到一种激情，浑身是劲。
外交官的责任心让我不露声色夜以继日地工作。
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1985年4月彭真委员长访问日本，我在繁忙的礼宾事务中，常常以周恩来总
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凭着信心、责任心，任劳任怨、忘我工作
，并及时向大使、主管参赞提建议、出主意，完成了大量的使馆礼宾工作。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处长。
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并为该司领导成员之一。
1992年3月我率先遣组赴日为江泽民总书记访问日本打前站，并随江总书记访日，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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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先后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
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但我坚信外事无小事，注意及时请示汇报，热情认真细致地工作，
圆满完成了任务。
　　多年来，我当礼宾官夜以继日地办理那些礼宾小事，但心里想着外交大事。
我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或为国家领导人出访打前站，收获甚丰；在国外开了眼界，了解和学习别
国的礼宾，感慨万千。
　　榜样的力量　　礼宾司有很多老同志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他们那种勤奋、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十分重视向外交战线的老同志学习请教。
初到礼宾司，我拜一位李姓老同志为师，每天请教他的礼宾业务案例，细心观察他的举止风度，受益
匪浅。
　　礼宾司很多同志十分尊敬韩叙，当时他是司领导之一。
他的人生境界、形象、领导作风和平易近人、谦逊好学的精神，使其成为礼宾司很多人心中的偶像。
我很崇拜他，有几件小事，我看在眼里，藏在心里，终生难忘。
　　他是一个热爱礼宾的领导干部，几乎每天都在办公室工作至晚10点钟以后才下班，必须把当天来
往的文电全部阅读、案件处理完毕后才回家。
清早上班总提前10分钟到达办公室，搞卫生、打开水。
我记得他多次对我们刚入部的年轻人说，下班时，文电要及时送给机要秘书，归人保险柜。
他的办公桌上总是井井有条，不乱放东西。
在他的要求下，我们的办公桌也片纸不留，干干净净，下班时把办公桌的抽屉锁好。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外事活动，周恩来总理突然问道：“诺曼底登陆是哪月哪日啊”在座的人都答不出准确日子。
当时韩叙在场，他也不知道，便立即打电话问，随后回答说：“是1944年6月6 13。
”周恩来总理马上表扬了他，说：“韩叙就这点好，他能勤问。
不知道的就要问。
”　　办案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弄清情况，只有情况明，办案才能正确；办案时不能使用“可能”
和“大概”的字眼，要准确、细致。
礼宾要讲究平衡、对等、惯例。
这是原则，但不是教条，必须灵活运用。
礼宾工作既是繁琐的事务，又处处含政治因素，处处体现我们的外交政策，礼宾人员办事要留出机动
时间。
组织大型招待会或礼仪活动，礼宾人员必须早到晚退。
晚到早退者不得找借口。
　　他教导我们这些人司不久的年轻人，办事要像抓中药一样，抓一味药，就应在药方上做个记号，
全抓齐以后，再逐一核对。
药抓错了，若多了一味或少了一味，或者量多量少，关乎人命。
在他的教导和关心下，我在礼宾司打电话通知重要活动，都要在电话通知单上做记号，注明接电话者
的姓名，以便日后查验。
　　他一向和蔼可亲，宽容待人。
记得1968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借周敏副司长的一间房子举行婚礼。
那天他处理好礼宾司的案子后，还骑着自行车赶来出席我的婚礼。
当时我是一个人部不久的青年，不知天高地厚，但他十分关心我。
他那充满着朝气和活力的形象，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礼宾的技巧　　在我心目中，礼宾世界五彩缤纷，礼宾工作有苦有乐，只要认真对待，再复杂的
礼宾，也能变得随心应手。
多年从事礼宾业务，我心中已形成了自己的礼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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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宾工作主要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组织安排对外礼仪或交际活动。
虽然活动形式各有差异，但归根结底礼宾工作是为本国的对外政策服务的。
要做好礼宾，必须考虑我国国情。
诸如社会、经济特点和外交的需要等，使其适应我国对外政策和策略的要求。
礼宾工作体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礼宾工作有很多技巧，它是成功者的行事方式。
礼宾官注意多请示、多调查研究，太重要了。
兴调查研究之风，才能做到礼宾安排有针对性。
重礼仪、重实效，才能不断进行礼宾改革，不断创新。
　　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
细节决定成败。
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
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
礼宾官不仅要有细心办事的素养，更要细心观察事物、动态，善于当外交战线上的哨兵。
　　礼宾工作体现我国在国际交往中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各国的风俗习惯，不强加于人。
　　能运用投入最少时间而获得最大成果的技巧，是礼宾官应该追求的目标。
　　当礼宾官的日子里，我随邓小平副总理于1978年1月访问缅甸和10月访　　问日本，是最为难忘的
。
　　胞波情谊长　　——随邓副总理访缅　　我家相册的首页，是一张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邓小
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
随着时间的流逝，照片愈益珍贵。
每当我看到它，美好的回忆便涌上心头。
　　那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
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目睹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
这次访问举世瞩目。
那是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
英国广播电台说：“这些年来有不少外国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北京访问，但是中国领导人则很少
出国访问。
”“这是近3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问。
”澳大利亚广播电台等外国媒体也纷纷对邓副总理的出访进行报道和评论。
外电评价说，邓小平这次出访，标志着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将得到全面的改善和发展。
　　倾国倾城欢迎邓副总理　　当天下午3时，邓副总理一行乘坐的专机在仰光国际机场降落，受到
隆重欢迎。
缅甸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总理吴貌貌卡以及几乎所有的缅甸高
级官员都到机场迎接。
各国驻缅甸的外交使节也前来欢迎。
机场鸣礼炮19响，吴奈温总统陪同邓副总理检阅仪仗队，军乐队分别奏两国国歌。
摩托车开道，从机场至国宾馆的沿途两边，5万多名市民挥动两国国旗夹道欢迎。
他们高呼：“欢迎邓副总理！
”“缅中友好万岁！
”在民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挥动着纱巾和彩旗。
欢迎一位副总理的礼仪规格比欢迎一位国家元首的礼仪还热烈隆重，让人难以忘怀。
　　当晚6时半，邓副总理在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以及中国驻缅大使莫燕忠等的陪同下前往亚弄路总
统府拜会吴奈温总统。
7时半吴奈温总统举行盛大宴会招待邓副总理一行。
次日缅文《新光报》发表社论“胞波友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文中引述了邓副总理的一段话：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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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而不能由别国来强加。
在国家关系中，我们一贯严格遵循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社论同时也引用了吴奈温总统的话：“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双方都应该继续努力维护和巩固中缅两国人
民的友谊。
不仅我们，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应该珍惜、培育和维护这种友谊⋯⋯当我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只要
我们以友谊为重，本着宽容、耐心的态度决心解决问题，问题是不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
”缅文《镜报》也发表社论“胞波情谊”。
在缅方为邓副总理一行举行的文艺晚会上，一位缅甸歌唱家用中文歌唱陈毅元帅的诗《赠缅甸友人》
：“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
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
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歌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掌声经久不息。
　　在仰光的日程中有一项是游览仰光大金塔。
这座具有2000年历史的古建筑，巍然屹立，气势宏伟。
邓小平被深深吸引，不时通过缅文译员提出问题。
　　一张“全家福”的诞生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非常尊重礼宾工作人员的安排，他的守时使随行人
员十分敬佩。
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时半就寝，黎明即起。
一天清晨散步时，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
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
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
　　结束首都访问之前，邓副总理举行答谢宴会，吴奈温总统和缅方高级官员出席。
在宴会上又一次畅叙亲戚胞波情谊。
为准备好答谢宴会，笔者根据指示，离开北京时随专机运去数筐苹果和梨，为了在宴席上请缅甸朋友
品尝。
当晚宴席上他们舍不得吃，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硕大且香甜的苹果和梨，要捎回家，与家人共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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