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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从1945年12月我参加革命工作算起，到1996年初在外交部办了离休手续，整整50年，其中40年是
从事拉美工作。
1955年国家派我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学的是拉美专业；1960年毕业回国，进入外交部后也一
直从事拉美工作；由于工作关系，我几乎跑遍了拉美国家，先后在古巴、秘鲁和智利常驻达18年之久
。
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交给了拉美。
拉美很美，是值得我为之奉献的好地方。
它气候宜人，美丽而富饶，极具神奇色彩；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市场十分广阔，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的发达地区”；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中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经贸友好合作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有着美好的前景
。
离休后继续关注拉美形势和中拉关系的发展，这已成为我离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曾应邀到一些地方作报告，介绍拉美情况，发现人们对拉美知之甚少，因此产生一种想法，即把我
在拉美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感悟，如实地记录下来，或许对读者了解拉美，走进拉美，能有所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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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巴，智利、秘鲁，是拉美最早与中国建交的三个国家。
作者以其20世纪60－90年代在这三国的外交经历，展现了中拉交往的风雨历程，叙述了华人在拉美的
奋斗、创业及对祖国的赤诚之情，记录了秘鲁总统藤森、智利总统皮诺切特等政坛风云人物的人生沉
浮，也描绘了古巴迷人的加勒比风情、秘鲁悠久的安第斯文明、智利富饶的矿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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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祥忠，1932年10月生于江苏省涟水县。
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
1955—1960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
先后在外交部美澳司、欧美司、西欧司、美大司工作，曾任美大司主管拉美事务的副司长。

    1969—1975年和1976—1980年，在我国驻古巴使馆工作，历任调研室主任、二秘、一秘和政务参赞。
1988—1990年，任驻秘鲁大使。
1990—1995年，任驻智利大使。

　  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学会理事、外交笔会理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会员、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海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

    主要著作有：《拉美亲历记》、《在拉美任职的岁月》；合著有《松林别墅的五位总统》、《中国
外交官手记》、《中国外交官在拉丁美洲》、《别样风雨》等。
曾任钱其琛主编的《世界外交大辞典》和唐家璇主编的《中国外交辞典》的常务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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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留苏岁月那是1954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江苏师范学院（原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沿着院内大草
坪，跑步锻炼身体的时候，一位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老师把我叫住，说学校政治部主任陈江同志有事
找我，让我马上去他那里一下。
我当时是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以为他找我去汇报有关工作或布置什么任务，但事情完全出乎
我的意料。
喜获留苏名额“陈江同志，你有事找我？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很习惯地这样直呼其名。
他身材矮小，精明干练，作风朴素，和蔼可亲，平时大家都叫他“同志”，而不称其职务，显得更为
亲切。
他让我坐下来，便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国家为了培养建设人才，要选拔一批青年人到苏联去学习。
我们学校有几个报考名额，你比较符合条件，准备推荐你去，不知你是否愿意？
”我毫无思想准备，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喜从天降，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怎能放过呢！
便立即叫道：“真的吗？
我当然愿意！
”我们学校有三个留苏名额，都是中文系的同学，除我以外，还有邵大箴（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和谢瑾文。
名单宣布后，我们就不再每天和大家一起上课了，其他活动也都不参加了，而是集中精力准备留苏考
试。
经过三个月的准备，我们于1954年7月间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考试。
到这里参加考试的主要是江苏省和上海市的留苏考生。
文科考试的科目有政治、历史、地理和作文。
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
我的作文内容就是描写从苏州到上海报考时的心情和感受。
不久，我们三人都得到了录取通知书。
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我们感到无比幸运。
我们三人都是普通工农家庭出身，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能有今天这样的留学机会。
苏联是当时大家最向往的地方，能够到那里去学习，怎能不令人高兴呢？
留苏预备部1954年8月底，我们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们，告别了风景如画、中国典型的园林城
市苏州，乘火车第一次来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报到。
预备部设在鲍家街（这里后来变成了中央音乐学院），在这里上课，而住则在附近不远的石驸马大街
。
上学来往都要经过当年鲁迅执教过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那里有刘和珍烈士
纪念碑。
后来预备部又迁到位于西郊魏公村的俄专院内，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东院。
当时校长是师哲，副校长是张锡畴。
1955年7月俄专改为北京俄语学院，张锡畴任院长兼党委书记。
我们留苏预备生分成许多班，每班20人左右。
我被分在第五班，邵大箴和谢瑾文分到了第八班。
学习期限为一年，主要学习俄语。
教我们五班的俄语老师叫刁传基，他不仅俄语水平高，教学经验也很丰富。
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张，每天要记大量的单词，还要背课文，做许多作业练习。
还有一位老师专门讲语法。
我虽在高中学过一点俄语，但还是感到吃力，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对清浊音分不清，卷舌音不会发，每
天看着镜子对口型练发音，花了不少时间。
其次是政治学习，继续接受思想觉悟和品德的考察。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拉美外交生涯>>

学校开展了“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人重新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据说，苏联方面对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和有海外关系的人要求非常严格。
经过审查，确有一些同学因有上述问题而中途退学的，我们班就有三人。
所以当时人们说，够入党条件，不一定够留苏条件，可见政治条件要求之严。
学校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还特别重视学员的身体健康。
周总理说：“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因此，学员的伙食非常好，每月17元人民币标准，早点花样很多，午、晚餐都是四菜一汤，质量据
说比国家机关高级干部的小灶还要好。
进校一、两个月后，我们确实都长胖了。
每月还发给我们一些零用钱。
医院派最好的专家到学校为每人进行了全面严格的体检，有问题的及时进行治疗。
每天都要进行一定时间的体育锻炼。
还要学习交际舞，据说苏联人都会跳，必须要学。
另外，学校还请一些部门领导和专家给我们作报告，介绍国内外形势和苏联人的风俗习惯，其中包括
如何吃西餐，用刀叉。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出国前国家还为我们准备了可供五年用的衣物和生活用品。
如：丝绵呢大衣、中山装、西装、风雨衣、呢料夹大衣、毛衣裤、衬衣、睡衣、内衣裤、皮帽、夹帽
、皮带、皮鞋、拖鞋、鞋油、毛巾、手帕、牙膏、牙刷，女生还有布拉吉（连衣裙）、头巾、粉盒、
梳子等，足足装满了两个大帆布箱。
此外，每人还发了一个上课时装书和文具用的小皮箱⋯⋯应有尽有。
就连父母亲也不可能为我们想得如此周到啊！
至今我还保存着一个帆布箱作为纪念。
学习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填写了留苏学习志愿表。
每人可填三个志愿。
我一直对文学有兴趣，所以第一志愿填的是俄罗斯文学。
我读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俄罗斯和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深受启发和教育
。
第二志愿填的是水利专业，因为苏北老家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想到苏联去学习有关知识和经验，回国
后为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作点贡献，因为水利对农业来说太重要了。
第三志愿一直没有想好，就不填了。
但在高教部宣布专业分配时，却让我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外交，具体专业为中南美洲。
我当时不知道外交为何物，一点常识都没有，但只有一个想法：服从组织分配，国家需要什么就学什
么。
那个时代，我们对组织上的决定，是从不讨价还价的。
后来我们逐渐了解和认识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决
定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学习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建设经验，以适应国家建
设的需要，并很快与苏联等国家签订了有关协议。
周恩来总理据此主持制定了具体计划。
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成立留苏预备部。
中央还设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等同志组成的留学生领导小组，每年选派人数、专业比例，
都要报总理审批。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我国共向苏联派遣了近9000名留学生，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约1000
名留学生。
我们这一批有2000多人，是历届最多的。
时任党中央和国家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曾在接见留苏预备生时说：“为派你们留学，国家在经济十
分困难的情况下要支出很大一笔钱，派一名留学生的费用相当于25户到30户农民全年的劳动收入。
”党和人民为了培养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对我们寄予了这么大的期望，我们怎能不努力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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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效国家呢？
在留苏预备部短短的一年，是紧张、团结、愉快、丰收、难忘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我们刻苦学习，圆满地完成了出国前在政治、思想、业务和身体方面的各项准备工作。
从北京到莫斯科1955年9月初的一天晚上，夜幕已经降临，天上布满繁星，皎洁的月光洒满大地，微风
轻吹，凉爽宜人。
我们这天出发的留苏学生约1000多人，一律穿着深色中山装，乘着大公共汽车，浩浩荡荡地从学校到
了位于前门的老火车站。
那时街上行人和车辆很少。
事前领导交待，要遵守纪律，听从指挥，不要大声喧哗，以免惊动市民们。
车站上人很多，却安静有序。
教育部和学校领导以及在京的同学亲属都到车站为我们送行。
我们在车站等了约半小时，就和送行的人握手告别，列队上了火车。
此时，我的心情很是激动，也很复杂，既高兴又伤感。
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又是到令人向往的十月革命故乡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怎能不
高兴呢？
但毕竟是要远离可爱的家乡和祖国，临别时又不能同远在苏北老家的父母等亲人见上一面，又怎能不
使人伤感呢？
同时，对今后能否适应新的环境，能否完成党和人民交给自己光荣的学习任务，心里也没有底。
真是诚惶诚恐。
就在我沉思遐想的时候，突然，汽笛长鸣，车轮缓慢地转动了。
我们从车窗探出脑袋，伸出手臂不断地挥动着向送行的亲朋告别，不禁黯然神伤，帐然若失，不少人
还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再见了，北京！
再见了，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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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画上句号的时候，我要感谢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提供过帮助和合作的人。
我的妻子陈云清帮我回忆在国外一起工作时所经历的人和事，负责全部书稿的打字等电脑操作任务，
以及校对等工作。
可以说，没有她的帮助，我难以完成此书。
还要感谢对我提供过帮助的商务部徐迎真副司长和郭年同志。
最后要特别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负责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合作，正是由于他们的具体帮助和指导，才使
本书能得以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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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拉美外交生涯》：新中国外交历程；外交官精彩生涯；生动的历史细节；零距离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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