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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是目前全面描写有“红色外交家”之称的乔冠华充满传奇色彩的、富有个性的、跌
宕起伏的70年人生经历的图文版传记作品——《乔冠华传》。
    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本着尊重历史、信守真实的原则，以真实可贵的史料和率真流畅的文字以及
大量的历史图片，如实再现叱咤新中国外交风云几十载的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横溢才华、豪放性情、
浓郁诗情、激扬文字、不凡气度、纵横捭阖、悲欢离合、功过是非的人生道路和情感历程，同时也展
现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和对外关系史上的重要历史时刻、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
    综观乔冠华的一生，其功过是非、悲欢沉浮，都不脱“才情人生”的底蕴。
先说其才，乔冠华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是党内外公认的“才子”、“笔杆子”，当年有“南北二乔
”之称，“北乔”指胡乔木，“南乔”即乔冠华矣。
建国前，他撰写了大量激情澎湃、说理透彻、预言性极强的时事政论，风靡一时，其战斗力被毛泽东
称赞为“一篇文章能顶两个师”：建国后，在外交战线，他几乎参与了我国所有重要的对外谈判、论
战，无论是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还是外交论战中的篇篇檄文，均表现出乔冠华卓尔不群的外交才华
。
因此，但凡外交大事，毛泽东都亲自点将让“乔老爷”出阵。
乔冠华与基辛格谈判，棋逢对手，每每让对方心悦诚服；乔冠华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舌战群雄，气
度不凡，表现出一个泱泱大国外交家的非凡气度。
    乔冠华是性情中人，绝无城府，也不屑于心计。
一个大写的“情”字，贯穿于他人生的悲欢离合。
他是一位洋溢着浓郁诗情的政论家，他的时事评论、新闻分析大多是以诗人的文笔写就，因而极富煽
动力、感染力。
他又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外交家，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才智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外交事业，可谓孜孜不倦
，呕心沥血。
因此，在所有外交生活中，他都能爱憎分明，情感热烈，嬉笑怒骂，溢于言表，构成了他真诚率直的
性格特色，也形成了他独有的个性魅力。
在中国首次重返联合国的历史时刻，闻名中外的“乔的笑”即是他情感尽情释放的一个精彩瞬间。
    乔冠华的炽热情感还体现于他对同志、对爱人的真挚和执著。
他对周恩来总理父辈般的尊敬热爱，他与陈毅元帅相知相融的深厚情谊，他和第二次复出后的小平同
志并肩战斗在国际舞台上⋯⋯无不呈现他终生不渝的赤子之心。
    作为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乔冠华传》的作者，本人历经数载，在浩如烟海的外交文件、中外外
交官的回忆文字、档案资料、人物谈话以及乔冠华夫妇的著述中，寻寻觅觅，悉心剔爬，并采访有关
人士，其艰辛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其间，得到了乔冠华夫人章含之女士的热情帮助，她不厌其烦地回答笔者的求教，给予指导，为作者
顺利进行创作提供了支持。
本人深铭于心，借此机会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至于其中倘有不妥之处，当然文责自负。
本书的写作还参考了许多署名或不署名的资料(包括图片)，这里一并致以谢忱之意！
    拙荆梁倩婷女士和戎圣虔先生、罗扔宇先生、李恩祥先生、唐建福先生为这本《乔冠华传》的顺利
出版，贡献殊大，深表敬意。
同时衷心感谢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和文化艺术出版社的真诚帮助及大力协作。
    最后谨向海内外的每一位读者致意，你们的支持将使我终身受益，敬不吝赐教！
    罗银胜    2010年12月31日元旦于圣扔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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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乔冠华传：红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遵循尊重历史，信守真实的原则，以真实珍贵的史料和率真流
畅的文字，如实再现叱咤新中国外交风云几十载的红色外交家乔冠华的横溢才华，不凡气度，豪放性
情和悲欢离合的历程。
同时也展现了新中国外交史上重要的外交时刻，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

乔冠华是一位充满激情的红色外交家，曾任中国外交部长，他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才智都奉献给了祖
国的外交事业。
其时事政论激情澎湃、说理透彻、极具战斗力，被毛泽东赞为“一篇文章能顶两个师”。
建国后，他几乎参与了我国所有重要的对外谈判、论战，无论是谈判桌前的唇枪舌战，还是外交论战
中的篇篇檄文，均表现出卓尔不群的外交才华。

《乔冠华传：红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由罗银胜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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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银胜，资深传记作家、学者。
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教于顾准先生生前工作过的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著有《顾准传》、《顾准的最后25年》、《才情人生乔冠华》、《乔冠华全传》、《潘序伦传》、《
潘序伦教育思想研究》、《王元化和他的朋友们》、《红色名媛章含之》、《周扬传》、《贾樟柯传
》。
编有《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顾准再思录》、《钱谷融：闲
斋忆旧》、《我的人生档案：贾植芳回忆录》、《多情莫笑我：黄宗英回忆录》、《记忆的修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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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05才华横溢的撰稿人 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人中有两家主要报纸，一家是陈嘉庚创办
的《南洋日报》，一家是胡文虎办的《星洲日报》，影响很大。
为了加强对华人华侨的宣传，中共决定派人去报社工作。
胡愈之去了《南洋日报》。
组织上便让乔冠华和郑天雨去《星洲日报》，时在1940年冬末春初。
他们从香港上船，办好一切手续，到了新加坡。
 但是英国特工可能事先知道了乔冠华、郑天雨的身份和任务，不准他们上岸。
 经过几次交涉，英国当局才允许正在《星洲日报》编文艺副刊的郁达夫接他们上岸，郁达夫陪乔冠华
他们游览了市容，住了两三天便离开了新加坡回香港。
 临行前，乔冠华问郁达夫：“你有什么闲书？
你借本闲书，我在船上看。
” 乔冠华知道，郁达夫是位有名的“书痴”，他的“风雨茅庐”曾藏书数万卷。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郁达夫与胡愈之避难至印度尼西亚，郁达夫牺牲于日寇的屠刀下。
 乔冠华回到香港后，余汉谋留在香港的人来找他，说是余汉谋要在香港办个“中国通讯社”，征集香
港知名人士的稿件，发往海外供华侨报纸刊登，请乔冠华出任社长。
乔冠华就去请示廖承志，廖承志说可以办。
通讯社共二十来人，大都是共产党员。
在乔冠华领导下，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这时，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
一次比以往更大的反共高潮。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中央和周恩来果断决定，迅速疏散一批有危险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至香港。
郭沫若、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于伶、张友渔、孟秋江、韩幽桐等大批文化人和党员文化工
作者都有计划地陆续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撤退至香港。
 香港已然成为抗日宣传的一个中心。
 《大众生活》周刊是在上海创办的。
邹韬奋为《大众生活》在香港复刊，殚精竭虑，他请乔冠华与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千家驹一
起参加编委会。
 5月初，乔冠华应邀参加了第一次编委会会议。
当时办公条件非常简陋，编辑部就设在湾仔凤凰台生活书店内。
乔冠华记得，第一次编委会主要讨论了何时出刊问题。
大家分析香港的政治环境，认为这里虽然标榜“言论自由”，但也是各方特务云集的场所，无论日特
、汪特还是蒋特，如果听到邹韬奋要在香港办刊，都将设法进行破坏，港英当局因为怕麻烦，也不会
欢迎。
因而，大家认为必须尽快出版。
 说干就干，5月17日，《大众生活》复刊号正式问世，读者争相传阅。
为了使刊物成为“在香港最有代表性的政治刊物”，乔冠华以很大的精力投入了编辑工作。
在与邹韬奋的日常接触中，邹韬奋的办事作风和人格魅力给乔冠华留下难忘的印象。
邹韬奋的风格是用他特有的精神和品德来团结作者和读者，同时又以科学的管理方法来编辑和经营这
份刊物。
邹韬奋始终亲自抓“一头一尾”，“头”是社论，“尾”是答读者来信。
乔冠华清楚地记得，“韬奋他讲他办刊物最大的特点就是读者来信，每一封信他都亲自回信，这当然
是具体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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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乔冠华传》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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