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外望神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外望神州>>

13位ISBN编号：9787020067954

10位ISBN编号：7020067956

出版时间：2008-11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袁殿池　编选

页数：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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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外望神州>>

内容概要

本书文章的作者多为外国政要、研究中国问题专家、媒体记者等，也有外国普通百姓。
他们的文章形式丰富多彩，内容包罗万象。
为方便阅读起见，我们按其所涉及的内容，将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即“和谐社会篇”、“经济崛起篇
”和“盛世民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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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德国（这里指联邦德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始于1974年。
为了建立德中外交关系，当年的德国内政部长根舍和之后于1992年至1998年担任德国外长的金克尔可
谓功不可没。
他们于1974年踏上中国国土，与周恩来举行长谈，为两国正式建交扫清了一切障碍。
32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世界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当年的德方历史见证人又如何评价中国的崛起和其外交战略？
历史的经验赋予德国前外长金克尔怎样的视角？
下面是这位德国前外长接受记者的专访。
　　克劳斯·金克尔生于1936年12月，曾就读于科隆大学，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在1992年出任德国外长之前，他曾担任德国内政部根舍办公室主任。
以后，金克尔一度出任自民党主席。
2001年，金克尔宣布退出政坛，继续其律师职业，同时从事人道和慈善事业。
他从2004年起出任德国电信基金会主席一职。
　　德国之声问：德中建交始于1974年，早在当时担任德国总理的施密特访问中国之前，您就与当年
的内政部长根舍一道率先访问了中国，为两国建交扫清了障碍。
德方代表当时受到周恩来的接见，您能否谈谈当年的具体情形？
　　金克尔答：我参与了德中建交的过程。
我们也像美国一样通过乒乓外交的方式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我当时在根舍领导的内政部工作，他与当时的外长谢尔一样都是自民党籍政治家。
我通过当时在波恩的中方代表建立了最初的联系。
为了感谢根舍和我为德中建交付出的努力，周恩来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我们与周恩来进行了夜间长谈，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准确时间是凌晨1点到3点之间。
周恩来废寝忘食的工作态度在当时是出了名的，他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政治家之一，他的个人魅力弥漫
着整个房间。
　　问：您同根舍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4年，对吧？
　　答：对，当时是1974年。
我还清楚地记得飞机降落北京机场时的情景。
所有的人都身穿蓝色制服。
大家都戴着口罩，桌上放着许多毛选。
北京之行是一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历。
　　问：德国和中国为什么偏偏在1974年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答：有一天，当时的外交部长谢尔先生找到根舍，他说，基民盟籍的前外交部长施罗德对中国进
行了访问，我们一定要建立德中外交关系。
我们当然责无旁贷。
中国当年在联邦德国的代表是王殊，他以后也曾担任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
我于是就找到了王殊。
　　问：您是1989年后第一位访问北京的德国外长，当时您曾为自己推行的“伸出友谊之手”的外交
政策受到人权组织的批评。
事过这么多年之后，您如何看待当年的那一幕？
　　答：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已经预料到，在我访问中国期间会提及这件事。
我当时尝试着理解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和做法。
我推行的的确是“伸出友谊之手”的外交政策，因为我早就意识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在世界版图上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深远意义。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家，如今，它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和影响力已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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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因别人的批评就改变自己的“伸出友谊之手”的政策。
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德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必须学会与中国交往。
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在我当外长期间，两位中国同事曾一再对我说，德国的事情要好办得多，中国人
口众多，幅员辽阔，儒学影响根深蒂固。
中国不能随意照搬国外的人权、劳动保护法等，因为中国面临着解决广大民众温饱住宿等原始需求问
题。
　　问：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对中国的许多问题的看法不同于这里的主流思想，比如人权、死刑等问题
。
您的看法呢？
　　答：我不认为，对于这些问题，施密特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怎样准确地表达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批评。
中国对人权的认识与理解，人权问题的分量等都与欧洲国家不同，中国人的这些观点也许部分可以令
人接受，但我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尊重最基本的人权。
　　德国前任总理施罗德领导的联邦政府启动了与中国的法治人权对话机制。
在我当外长期间也为此做出了努力。
德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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