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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所知道的柴泽民(代序)初冬时节，笔者又一次登门拜访我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老人。
柴老平时已经谢绝会客了，他年纪大了。
我和他是老乡，我说要去看他，还不致于把我拒之门外。
他虽已年届九旬，但说起话来，声音洪亮，思维敏捷，步履稳健，一点也不像九十高龄的老人。
交谈起来，他平易随和，一点名人的架子也没有。
还好他的记忆力尚可，回首六十多年的往事，时间、地点、主要情节都描述得比较清晰，仿佛历历在
目。
柴老的革命生涯，从战争岁月的风口浪尖，到国际舞台的波谲云诡；从十七岁(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
党成为地下党员，到太岳区第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再到建国后任北京市政府党组副书记、秘书
长；从四十四岁(1960年)步入外交领域，先后出任我国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泰国和美国大使，
到1974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和1982年底从美国卸任回国后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他
的经历可谓丰富多采、波澜壮阔。
创造新中国同泰国外交史上的辉煌作为一位大使，在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处理好国际事
务，增进了解，广交朋友，沟通感情，促进友好，除了靠强大的祖国作后盾之外，在相当程度上取决
于外交官自身的政策水平、工作经验、人格魅力和公关能力。
50年代初，党中央成立了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柴泽民当时任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任北京市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这使他有机会很早就参加
中央和北京市的一些外事活动，见识了接待外国首脑的一些场面。
柴泽民身材魁梧，语言朴实且不乏幽默，稳健中透出机智。
在任驻外大使期间，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他始终把维护国家利益、发展与驻在国人民的友谊放在
重要位置，在同所在国政要交往中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即使开始“坐冷板凳”，也能扭转局势，逐
步打开局面。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次年柴泽民出任我国首任驻泰大使。
1976年10月泰国发生了一次政变。
政变后上台的新政府，镇压国内一切进步力量。
当时泰国的八家华文报刊，被查封了七家，只保留一家台湾办的报纸。
新政府口口声声要发展同台湾当局的关系，给了柴泽民大使一条“冷板凳”。
当时有许多谣言：说中国大使在政变时被吓跑了！
而泰国朝野中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十分关心泰中关系的变化，使馆时常接到电话问：“柴大使还在
泰国吗？
”使馆人员回话说：“柴大使一直在使馆呀。
”对方说：“那就好，那就好。
”柴泽民从这些电话里揣摩出泰国华侨、华裔和泰国同中国友好的人士都担心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景，
觉得应当到他们中间去亮相沟通，好让他们放心。
于是，他让司机把国旗挂在汽车上，冒着危险，把车开进曼谷最繁华的市区，存心“招摇过市”一番
。
汽车驶入耀华里，他干脆弃车步行，逛商店、问货价，同侨胞、华裔打招呼问好。
此番“现身说法”非常灵，在大街上目睹了中国大使风采、在商店里同中国大使聊过天的人，把中国
大使活动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问“大使在不在”的电话也随之逐渐消失。
他还通过好朋友、泰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他威上将邀请中国足球队、篮球队访泰，并请泰国警察总
监蒙猜上将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和羽毛球队访泰。
一时曼谷中国人乘汽车来往频繁，报纸上刊登中泰球队比赛不断，两国关系变得活跃起来。
泰方还邀请中国文化艺术团等到泰国表演，一些担心中泰关系破裂的人顾虑慢慢消失了。
柴大使就是以他的那种平易亲和的作风，赢得了驻在国人民的信任，从而也打开了大使的工作局面。
柴大使认为这还不够，泰国国王和军队在人民中影响很大，必须开展王室和军队的工作，于是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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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拜访了王太后诗纳卡琳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为中泰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一条道路。
一次，一个中国文化艺术团访泰，柴大使提出给王太后演出一场，王太后欢迎在她的王宫中表演，并
请了王亲贵族及华人领袖百余人出席。
演出后还举行了招待会。
这次活动轰动了泰国，所有曼谷报纸都作了报道。
在一次招待会上，与柴泽民相熟的《曼谷邮报》的总编辑，主动介绍他与泰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江萨
将军相识。
交谈之中，江萨流露出对印度支那、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关注，也想了解中国对这一地区形势的看法。
柴泽民不失时机地分析了这一地区乃至世界的形势，也谈到了中泰关系的重要意义。
柴泽民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中泰应持之共同立场，江萨颇感兴趣，特别是坦诚告之中国与泰
共的关系，使江萨久存心中的疑虑随之冰消。
已很久不登柴大使活动消息的媒体记者，看见江萨同柴大使谈得那么起劲，都围了过来，你摄影，他
记录，第二天曼谷所有大报都在主要版面登载了他们交谈的照片和谈话。
几天以后，江萨请柴泽民到家中做客，柴大使如邀前来。
这天，不仅江萨的夫人、儿子出来相迎，座上还有江萨请来的泰国外长、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江萨像招待老朋友那样对柴大使说：大使先生，请把咱们前几天谈话的内容，再给我们这几位部长讲
讲，我去厨房做菜招待各位。
柴大使便同几位部长畅谈起来。
此后，每过个把月，江萨就请柴泽民去他家畅谈一次，江萨一家同柴泽民夫妇也成了常相往来的好朋
友。
1977年11月，江萨出任泰国总理，中泰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泰国的华侨、华人地位明显提高；两
国贸易日趋活跃；被前政府封禁的华文报刊全部复刊。
而柴泽民也成了新闻聚焦人物。
乘此机会，柴大使代表中国政府邀请江萨访华，在泰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自此以后中泰友好关
系一直发展顺利。
后来柴泽民到美国任职，江萨访美时还特地到使馆看望他。
柴泽民任泰国大使的两年半时间里，泰国政局真可谓风云变幻莫测，但中泰友谊越变越好。
这两年半里，柴泽民从王室、政府、军队到商界，交了许多朋友。
柴泽民告别曼谷之前，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天天中午、晚上都有人为他饯行，王宫大臣、国会议员
、各部部长、三军司令，华侨、华人，轮流不止。
柴泽民每忆及此就有一种两国友谊如长江之水、川流不息的感受。
他在泰国工作的两年半时间，经历了泰国两次大选、三次政变、四位总理、五届政府，在政治如此动
荡的环境下开展外交工作，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不管政治气候如何变幻，他依然把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架起了一座坚固的
友谊桥梁。
为表彰他的成绩，在他离开泰国去美国赴任时，泰国国王授予他最高荣誉——一等白象勋章。
试想，从他到任初期受到的冷落，到离开时获此殊荣，这有多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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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9年以后，中美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虽通过各种渠道有所接触，但时断时续。
70年代初起，两国关系发生转折。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解冻。
随后双方互设联络处。
1978年两国发表建交公报，1979年终于正式建交。
在这长达三十年两国建交的风雨历程中，充满坎坷和艰辛，上演了一出出惊人的外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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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78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此时的柴泽民已经六十二岁，在大多数同僚眼中，他是真正的功成名就，完全应该安度晚年了。
但他却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动员下，在中美关系十分关键的一年里，接受了一项极艰巨的任务：前往
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
而1978年的美国，在中国人心中，仍是与中国为敌、极不友好的国家。
那时，柴泽民正在泰国当大使，经过了一段困难的过程，两国关系现正走向顺利、正友好发展的时候
要调他去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任职，从内心讲他实在有些不愿意，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来没有讨
价还价的习惯。
那就只好做“去”的准备了。
1978年5月，柴泽民刚刚从泰国回到北京，就遇上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来华访问。
布热津斯基主要谈的是建交问题。
那时万斯国务卿从苏联谈判核武器问题失败归来，于是卡特总统只好根据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同中国
进行建交谈判，中美建交之后再跟苏联谈判，以中国来压苏联。
所以布热津斯基一到中国就很直截了当地说，他来中国就是为解决中关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当时，邓小平副总理考虑：谈判建交问题我们赞成，要是谈成了，建交之后不仅对美国有利，对中国
也有利，那我们为什么不谈？
柴泽民从离开泰国到接待布热津斯基，中间这个时间很短，紧接着还参加了黄华外长和美国驻华联络
处主任伍德科克的两次建交会谈。
进行了两个月的准备，看了一些资料就到美国上任去了。
1978年8月5日，柴大使偕夫人李友锋启程前往美国赴任。
他坐在飞往华盛顿的飞机上，思绪万千⋯⋯接受新任务过去两年多来，我总是在北京与曼谷间往返，
现在，又将开始新的跨国飞行了，心里真是别有一番感受。
这次奉调的消息一传开，从泰国离任的送行活动便排得满满的：想为我饯行的人接连不断，一天三顿
饭都有人请，从泰国王室到地方官员；从政府的各部长到各党派领导人；从各界友好人士到华侨华人
，无法拒绝他们的热情。
同时，外交同行们也都赶到中国驻泰使馆来送行。
在告别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中泰关系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和睦相处的
典范，两国人民的交往已进入水乳难分的境地。
大家都在祝中泰友谊万古常青。
一想到这里，我内心就起伏难平。
我是1976年作为中国首任驻泰王国大使前往赴任的，现在中泰友好关系的发展已掀开了新的一页，我
衷心地为泰国侨胞和华人朋友在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泰中关系的发展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而感
到高兴。
我希望侨胞和朋友们，一如既往，为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贡献。
临行前，我举行告别招待会。
有些华人讲的话感人肺腑，他们回忆起两年前中泰关系的处境是如何的困难，深感今日的良好局面来
之不易，他们说：“通过柴大使的胆魄和坚忍、耐心和努力，渐渐地，使大家了解了我们的国家，了
解了我们国家外交官的真实面貌和实实在在的能力。
”说我是“在曼谷能找到的最好的大使，他有一颗赤子之心，富有人情的心，一颗巨大的心！
”我知道，这些褒扬是对我们国家的外交路线、方针的赞美，我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而已。
当地的报刊杂志不断地在谈论我，对我未来的职务有很多猜测。
几个月前，中国刚刚宣布资深外交家黄镇即将调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一职，人们最容易联想到我将去
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接替黄镇。
其实，早在1978年2月上旬，中央已经确定了由我出任驻美联络处主任的职务。
2月份我回到北京的家中，长大成人的儿女们听到消息也纷纷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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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这是很难得的全家人团聚。
父母与儿女们的目光碰撞着。
儿女们望着我们，我感到他们的目光里似乎流露出对父母的陌生。
他们心里也许在想：“你们老俩口头发已经花白，老了，即使还需要工作，也是该留在北京的年龄了
，为啥还要往外跑？
”在战争年代，孩子们过的也是烽火硝烟中的动荡生活。
60年代初，我偕李友锋就出国任大使去了，匈牙利、几内亚、阿联（今埃及）、泰国，近二十年里，
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国外。
一般人总以为外交官享有种种特权，可以领略世界各地异国风光，而不了解许多这样从事新中国外交
事业的大使家庭在感情方面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忍受了多大的牺牲。
他们的孩子不像在常人百姓家庭，可以得到正常的父爱与母爱。
他们过早地独立生活，使他们变得各有主见，相互间长期分离，总不在一起而变得彼此陌生，不容易
倾吐心里话，甚至还羞于喊“爸爸”、“妈妈”。
儿女们盼了多少年，满以为父母老了总算回来了，该有一个像样的家了。
可是，我望了望儿女们，却说：“我和你们的妈妈很快就要去华盛顿赴任了。
”而孩子们的眼光，不是惊异就是疑惑，却一点都没有什么惊喜。
李友锋也有些不安地帮我解释说：“这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人家美国以前派来驻北京的主任比你爸年龄还要大十岁，都已经七十二岁了。
你们的爸爸今年才六十二岁，哪能不听领导的话，不去赴任啊。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历史>>

编辑推荐

《中美建交风雨路·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新中国外交历程外交官精彩生涯生动的历史细节零
距离风云任务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