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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家璇同志撰写的《劲雨煦风》一书正式出版了。
这是一件大事。
作为最先读者之～，我对该书问世谨致以热烈祝贺。
唐家璇同志从事外交丁作四十余年，经历丰富多彩，是我们大家爱戴和尊敬的外交战线老领导。
《劲雨煦风》一书重点介绍了他在1998年3月任职外交部长到2008年3月从国务委员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期间所经历的部分重大外交事件与重要国务活动。
1998年至2008年这十年正值世纪之交，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迈上新台阶。
我国从容应对国际风云变幻，妥善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
中国与各大国关系全面推进。
中美关系虽经历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等事件造成的波折起伏，终究回到了健康稳定发展
的轨道，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加强，两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中日关系走出了因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而出现的困境，开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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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唐家璇同志在1998—2008年间担任外交部长及国务委员期间经历的11件外交大事，文字朴
实生动，有丰富的事件背景材料和诸多首次公开的外交细节，每个事件之后都有唐家璇同志的深刻思
考和理性分析，体现了我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愈来愈发挥着重大作用。
　　在《劲雨煦风》中，唐家璇同志撷取了外交经历中有代表性的大事，以点带面，娓娓道来。
叙述中有精彩的议论，议论中有鲜活的实例，体现了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唐家璇同志在应对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中表现的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强烈爱国主义
精神；在最终实现双赢结果的中俄、中越边界谈判中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艺术
；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过程中坚强有力的统筹协调能力；在积极应对印度、巴基斯坦核
试验中表现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在推进我国与世界各大国关系稳步发展进程中展示的战略思维以及贯
穿全书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作风等等，这11个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这个时
期中国外交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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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任国务委员 外长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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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序中日关系转圜新任外长首次出访——印尼之行四赴纽约——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的外
交斗争中俄黑瞎子岛问题谈判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世纪之交拉美行中越陆地边界和北部湾海
洋划界谈判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步入而立之年的中欧关系印巴核试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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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层出面  推动谈判在中俄尚未就黑瞎子岛归属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又加大了
对黑瞎子岛的开发力度，而且还有向西部扩展的趋势。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1999年9月18日至11月7日，俄方在黑瞎子岛南端乌苏里江岸边修建起一座高达28.5
米的东正教堂，教堂呈深红色，很显眼。
当时俄方的一些军政高官及宗教界人士还出席了开工仪式。
俄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要证明黑瞎子岛是“属于俄罗斯”的。
他们开发利用的程度越深、范围越广，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也就越大。
这引起了中方严重关切。
我们以各种方式向俄方提出交涉，但收效并不明显。
2000年3月，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统。
新人上台，总该有新面貌，新气象，新做法，也许能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转机。
2000年7月17日，刚刚正式就任俄罗斯总统三个多月的普京，应江泽民主席邀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准备接待普京总统的过程中，我们建议利用高峰会晤的机会，从最高层推动黑瞎子岛问题的解决。
在普京总统来访之前，外交部向中央提出请江主席在与普京总统小范围会谈时谈这个问题。
小范围会谈是相对于大范围会谈而言的，是目前在国际交往中经常采用的一种会谈方式。
大范围会谈是双方多数成员都参加的会谈，小范围会谈是指双方领导人及其主要助手参加的会谈，人
数往往有严格限制。
一般情况下，涉及非常重大、敏感的议题，都放在小范围会谈去谈，双方可以谈得更直接、更坦率些
，谈不拢也没关系，至少有助于双方更清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不会影响大范围会谈时的气氛。
7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与普京总统进行的小范围会谈中，谈了黑瞎子岛问题。
江主席说，中方对俄地方当局在黑瞎子岛上加紧经济开发，修建永久性设施，加强军事活动，感到严
重关切。
江主席建议责成双方有关部门就黑瞎子岛地区归属问题抓紧谈判，尽快找到相互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以全面彻底解决中俄边界问题。
普京总统的回应很干脆。
他说，俄中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得到尽快解决。
他并补充说，他将下达指示，要求俄罗斯有关部门就此问题同中方进一步磋商。
两国领导人还决定将有关边界问题的原则性表态写入作为总结高峰会晤成果的《中俄北京宣言》，强
调双方将继续谈判，加快制定剩余边界地段的解决方案。
同年9月，两国领导人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期间再次见面，普京总统又向江主席谈到边界
问题。
他表示，希望在新世纪的中俄两国关系中，边界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
两国元首就解决边界问题都表示了积极的态度，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绝非易事。
此后，双方虽然进行了两轮副外长级磋商和专家级磋商，但俄方立场无任何松动，仍坚持黑瞎子岛应
全部属于俄罗斯。
当然，中方也毫不松动地坚持原有立场，坚持黑瞎子岛应全部属于中国。
但不管怎样，谈总比不谈好。
拜会普京  再谈黑岛2001年4月29日，应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邀请，我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
按照通常的外交礼仪，重要国家的外交部长正式出访时，东道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般都与之会
见。
此次访俄，根据俄方的安排，我与伊万诺夫外长会谈后，就直接去克里姆林宫拜会普京总统。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却是第一次同他谈边界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普京总统是在一年多前。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0年3月1日，我当时应邀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其间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了他
，并转交江泽民主席给他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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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是代总统。
普京在俄罗斯政坛的出现颇具传奇色彩。
从他就任叶利钦总统办公厅主任到成为总统，其间只有半年多的时间。
此前，国际上对他知之甚少。
普京长期就职于前苏联的安全机构，曾在前苏联驻民主德国使馆工作。
他会使用各种武器，并能驾驶飞机。
他还是一名运动健将，酷爱柔道，是黑带级高手。
进入政坛后，他曾担任圣彼得堡市副市长，后来被叶利钦总统任命为总统办公厅主任。
那段时间，俄罗斯政坛像走马灯似的，一年内更换了三位总理。
最后，叶利钦选中普京作为他的接班人。
叶利钦总统在一次外交场合曾经公开赞扬普京谦逊、忠诚。
俄罗斯人则说叶利钦做了件大好事，给俄罗斯选了一位好总统。
不满48岁即入主克里姆林宫，领导俄罗斯这个偌大的国家，普京颇受世人瞩目，成为国际媒体跟踪和
热议的焦点。
他外表温和，性格刚毅，在俄罗斯民众心目中具有独特魅力。
后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两首歌曲，一首叫“做人就做普京这样的人”，另一首则叫“嫁人就嫁普京这
样的人”。
普京作风严谨、沉稳，决策果断、坚决。
执政后，他在传媒、金融、能源等关键领域采取果断措施，整顿社会经济秩序，并对车臣恐怖分子进
行无情打击。
他担任总统期间，俄罗斯政局保持稳定，经济走出低谷，国力明显增强，社会秩序安定，俄罗斯民族
自豪感和自信心得到恢复和提升。
2000年7月，他访问中国时，我又见过他。
我这次访俄有机会同他第三次见面。
俄罗斯礼宾官将我引领到普京总统的办公室。
这时，普京总统从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旁站起身向我走来，同我热情握手，随后把我引到办公室另一
侧的椭圆形会客桌旁落座。
普京总统位于克里姆林宫1号楼二层的宽大办公室，是俄罗斯历任总统的办公之地，有人说这是俄罗
斯“最富能量的地方”。
办公室装饰考究，据说其颜色和风格是按照普京的品位爱好选定的。
色调以淡青色为主，明快、清新。
乳白色的会客桌镶着金边，桌面平滑如镜。
我首先向普京总统转达了江泽民主席对他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并简要地介绍了他访华半年多以来
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情况。
我讲话时，普京总统始终注视着我，全神贯注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头。
他感谢江主席的问候，也希望我向江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祝福。
之后，他很快转到了双边关系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重点谈边界问题。
他说，两国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98%以上，目前尚未协商一致的地段只有不足2%。
尽管剩下的问题有一定复杂性，但俄罗斯方面仍希望双方加紧谈判，早日彻底解决边界问题。
这样，双方就可以把精力全部集中到重要合作领域上来。
普京总统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我希望在江泽民主席今年7月访俄之前，双方能就剩余边界问题的解决
方案达成原则一致。
我马上意识到普京总统此番讲话发出的信息明确而重要。
我当即对此做出了原则性的积极回应。
我说，中俄双方领导人对解决剩余边界问题都非常重视和关心，都给予了积极的指导和推动。
中国外交部将根据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与俄罗斯同行努力磋商，竭尽全力地工作，力争尽快解决剩
余边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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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普京总统并没有把这次会见作为一次纯礼节性的活动，而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就解决中俄
剩余边界问题向中方明确表明他的观点。
说实话，当时距7月份江主席访俄只剩下两个多月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如此复杂、敏感的问
题，实在有很大难度。
此前，双方都没有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表，只是在努力创造条件，等待时机成熟再予解决。
我相信，俄罗斯最高领导人的表态绝不是信口开河的。
当时，中俄关系发展很快，已经与前三次边界谈判时的情况大不相同。
1996年，中俄双方建立起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两国互利互惠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展现出空前的发展潜力。
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明显增强，边境地区早已不是剑拔弩张的状态，边境贸易热火朝天。
两国战略利益及共同点的不断增加，客观上也要求双方尽快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
因此，我认为两国外交部门应该趁热打铁，加紧商谈具体的落实办法。
俄方释信  主动试探会见普京总统后我们感到，俄外交当局在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上的态度有了变化，
出现一些积极迹象。
俄罗斯外交部开始向中方发出种种试探信号，说双方应该换一个思路讨论这个问题，不能再像过去那
样，黑瞎子岛“要么全部归俄罗斯，要么全部归中国”。
 鉴于这一新情况，我指示外交部立即抓紧研究各种方案。
2001年6月15日，普京总统到上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又做出了建设性的暗示。
他在一个双边场合对江主席说，如果将黑瞎子岛全部划归中国，就像边界线穿过上海市，将浦东划分
出去一样，俄方难以接受。
普京总统建议与江主席一道，共同指示两国外交部寻求新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从俄方发出的一系列信号可以看出，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脉络越来越清晰了，虽然不会同意将黑
瞎子岛全部划归中方，但也不再坚持黑瞎子岛全部属于俄罗斯的原有立场。
确定原则  开始谈判很快，两国外交部根据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以新的思路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
开始了谈判。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确定谈判原则，以便双方工作层就具体问题进行谈判时有所遵循。
经过几轮商谈，双方确定了三条谈判原则，即谈判要 “以有关目前中苏（俄）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按
照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公正合理，互谅互让，相互妥协”。
双方还商定由两国领导人出面确定这三条原则。
在具体做法上，双方同意在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会晤时，由普京总统提出这
三项原则，江主席当面予以确认。
2001年7月16日，应普京总统邀请，江泽民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当日上午，江主席与普京总统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小范围会谈。
普京总统说，在两国合作问题上，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阻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边界问题还没有
彻底解决。
一些外部势力也不时“提醒”我们，并且千方百计地突出边界问题，企图以此破坏俄中两国关系的正
常发展。
我们双方没有任何理由把边界问题留给下一代去解决。
我建议两国领导人给予政治支持，使两国剩余边界问题在明年春天之前得以彻底解决。
江主席对普京总统的建议表示赞赏。
他说，边界问题始终是困扰两国关系稳步发展的潜在不安定因素，越早解决越好。
在解决剩余边界问题时，双方要打破框框。
我们可以责成两国外交部长抓紧谈判，在一年之内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
两位最高领导人发出了明确的指令。
一位说要在明年春天之前解决，一位说要在一年之内解决，虽然在具体时间上略有不同，但态度都很
积极。
那次会谈气氛热烈，江主席和普京总统谈得很投机，两人兴致很高，令双方在场的人都深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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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领导人的坚定决心，为谈判解决剩余边界问题带来了新的希望并注入了活力。
可是，不知为什么普京总统并没有像双方约定的那样，提出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的三项原则。
因此，在这次首脑会晤中，双方未能就此加以确认。
两个月后，我又陪同朱镕基总理访问俄罗斯。
这期间，我再次同伊万诺夫外长就解决剩余边界问题举行了会谈。
伊万诺夫说，根据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双方应在一年内解决剩余边界问题，现在只剩下十个月的时
间。
我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尽快确定剩余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并将其标示在地图上，拟定相关协定。
我同意他的意见，强调为此双方应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紧工作。
接着，我指出，本来双方商定，在江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小范围会谈时，由普京总统提出上述原则
，江主席加以确认。
可是当时普京总统并没有提出。
为使双方专家在谈判中掌握大方向，我建议我们应首先正式确认指导原则。
伊万诺夫立刻表示，我现在正式向你通报，双方事先商定的指导原则已经得到普京总统的批准。
普京总统本来也打算在与江主席小范围会谈时提出，请江主席确认。
但由于当时气氛十分友好热烈，这一话题不知不觉地被岔开了。
伊万诺夫强调，这完全是技术性原因造成的。
他当场建议以两国外长互致信函的方式，立即予以正式书面确认。
我表示同意。
当天下午，我就收到了伊万诺夫外长给我的信函。
他在信中表示，俄方将恪守关于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指导原则。
我也于当日立即复函确认。
谈判原则确立后，我们还就谈判的具体工作安排交换了意见。
伊万诺夫说，鉴于边界问题十分复杂且高度敏感，双方应注意严格保密。
在谈判初期，首先由两国外交部在小范围内具体磋商，然后根据谈判进展情况，经双方商定，再请两
国其他部门代表参加。
谈判后期也可以考虑邀请双方地方代表参与工作。
他特别强调，在向新闻媒体透露任何关于谈判进程的消息时，双方一定要事先协商一致。
我理解伊万诺夫外长的担心。
据我所知，俄罗斯内部还是有不少不同意见的。
因此，我同意先将双方的谈判限定在小范围，同时注意严格保密。
此后，双方关于黑瞎子岛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
直入正题  协商划界那段时间，我与伊万诺夫外长的接触非常频繁，我们多次利用双边或多边场合进
行会晤，探讨和解决边界谈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莫斯科会谈一个月后，我与伊万诺夫外长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期
间，就边界问题再次交换意见。
会见时，我们商定具体谈判可通过专家组级别和副外长级别两个渠道进行，并通报了各自人选。
我们还商定，必要时可以由两国外长直接商谈。
会见结束后，我把伊万诺夫外长请到一边，同他进行了个别交谈。
我对伊万诺夫外长说，鉴于今天参加会见的人很多，有些话只能单独和你谈。
这主要是指下一步两国专家磋商的工作方法。
我们考虑可采用两个方法。
一个是双方各自提出在黑岛上的划界主张线，另一个是首先就黑岛的划分比例达成共识。
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方法，请俄方予以积极研究。
伊万诺夫外长表示将研究后尽快答复。
不久，俄方告诉我们，他们倾向于第一种方法，认为调整边界线走向比较易于接受。
看来，俄方还是比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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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究竟采用哪种办法谈判，都只是技术问题，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哪种方法都可以。
我们认为，关键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双方都要直入正题，以新的思路和姿态来推进谈判，避免“炒
冷饭”，重复老论据、老观点。
三位外长  风格各异随着边界问题的谈判日益进入实质性阶段，我对伊万诺夫外长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
我担任外长和国务委员期间，曾先后和三任俄罗斯外长打过交道。
一位是普里马科夫，一位是拉夫罗夫，打交道最多的则是伊万诺夫。
这三个人各有特点。
普里马科夫是俄罗斯知名的学者和国际问题专家，富有战略眼光，看问题有深度。
他年长资深，后来担任过俄罗斯总理。
我称他为“老前辈”。
拉夫罗夫是2004年3月起任外长的，我那时已经担任国务委员，和他直接打交道的机会不多。
他长期担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在那里练就了一副铁嘴钢牙，反应极快，说得一口地道的美式英
语。
会见拉夫罗夫外长。
拉夫罗夫在正式场合常常十分严肃，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但人们很难想到，在他严肃的面孔背后有着独特的幽默。
他经常忙里偷闲画漫画，他画的肖像能准确抓住人物的相貌特征和神情。
他曾给我画过一张肖像画。
2004年，上海合作组织在塔什干召开峰会期间，他还送给我一张自己创作的漫画。
画的中间是上海合作组织俄文缩写，左侧是俄罗斯，右侧是中国，下方是会议的地点塔什干和会议的
时间2004年6月17日。
拉夫罗夫外长赠画。
我打交道最多的就是伊万诺夫外长。
他出生于1945年，比我小七岁，精通英语和西班牙语，是欧洲问题专家，精明干练。
伊万诺夫担任外长期间，忠实地贯彻俄罗斯“双头鹰”对外政策。
他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2002年他曾以《松与竹》为题在俄罗斯报纸上撰文，热情赞颂中俄关系，称中俄有如松竹相辅，像松
树那样巍然屹立，像竹子那样牢牢扎根，颇有诗情画意。
《人民日报》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出来。
有一次我在莫斯科请他吃饭，席间，我起身讲话，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他听了十分高兴。
我还记得，2000年“上海五国” 外长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会晤时，晚宴后由于我要赶赴欧洲，在
他的倡议下，参加会晤的其他各国外长一齐去机场为我送行，一直送我到飞机舷梯旁。
2004年3月卸任外长后，他还担任过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统筹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总局、
内务部等所有涉及国家安全的强力部门。
伊万诺夫是一个爽快人，我和他很谈得来。
我们两人几乎在同时期担任外长。
在解决中俄剩余边界问题的过程中，他是我的谈判对手；在发展两国关系上，他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们有幸在各自的岗位上携手合作，为推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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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劲雨煦风》历时半年多，终于付梓。
搁笔回顾历史，我再次感受到十年间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感受到无论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外交始终乘风破浪，扬帆前进，不断化挑战为机遇，不断开拓进取，不断取得
丰硕成果。
在重大关头和关键时刻，中央始终冷静、准确地判断形势，果断地做出正确决策，为外交工作指明方
向、确定原则，这是外交工作的制胜法宝。
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是外交工作的坚强后盾。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外交工作的力量源泉和维护目标。
一支具有高水平职业素养的外交队伍，是外交政策贯彻落实的有力保障。
周恩来总理曾经讲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
在国际风云的洗礼和外交实践的磨练中，我们的外交人员用自己的汗水、心血甚至生命捍卫着祖国和
人民的利益。
念及此，我对中国外交的未来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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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家璇对《劲雨煦风》书名的诠释和内容简介在我四十多年的职业外交生涯期间，特别是从1998年3月
担任外长至2008年3月卸任国务委员的十年里，国际形势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
世纪之交，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和变革，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这跨世纪的十年间，中国外交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直接指挥下，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不断化挑战为机遇，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有许多值得记录和书写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选取了11个专题，所涉及的事情都是这十年间中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既反映了
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的发展变化，也包含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合作；既有涉及双边关系
的复杂案例，也有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出色表现；既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也有对突
发事件的处理和把握。
应该说，这11个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了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脉络。
“温故而知新”。
我力求站在现实的角度回顾历史，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道出决策者、参与者的意图和思考，以至于经
验和教训，将事件的本质、关键环节、国家利益点和工作效果尽可能全面地告诉读者。
我的想法是，通过这样的写法，使此书尽可能地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我希望本书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外交的这段历史，为后人留下一些有益的资料，为外交事业薪火
相传做点有意义的事。
这一点始终是我编写和出版本书的初衷。
回顾十年外交，中国面临的各种挑战层出不穷，有的十分严峻，有的甚至如疾风暴雨般来势汹涌；而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以及我们运用的策略和刚柔相济的做法，
如和煦之风，给世界带来和平、友好、合作与发展。
书名取《劲雨煦风》，既是对本书内容的大致反映，也是我试图对十年间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外交政策
、理念和风格所做的一个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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