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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我国现代史为背景，从黄华工作的角度出发，阐述他对我国外交工作的体会，其中有对政
府交涉的回忆，也有对一些重大事件的感想。
娓娓叙来，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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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华同志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原名王汝梅，学生时期即参加革命，是我国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和参加者。
从延安时期即开始外交工作，与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友情甚笃，是我党早期半官方外交的历史见证
者。
20世纪50年代年代在新中国参加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中，黄华担任顾问和新闻发言人。
20世纪60至70年代，担任我国驻加纳大使、加拿大大使、常驻联合国代表，文革时出使埃及，是中国
唯一一位未被调回国参与文革的大使。
黄华也是直接参与中美建交的领导人之一，同基辛格秘密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
在他任外交部长期间，实现了中美建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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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军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论官级高低，人人关心国际、国内时事。
中央的机要部门和宣传部门非常注意收听广播，并向各个单位和连队传递信息。
各单位的政工部门和连队俱乐部经常组织讲解会和讨论国内外大事。
　　1936年12月12日晚，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保安，得知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人们兴奋之
极。
大家在黑暗中聚拢在窑洞前议论纷纷。
中央政治局也因事出意外，连续几天开会研究对策，决定应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邀请，派周恩来和叶剑
英去西安参加解决事变问题，争取逼蒋介石抗日。
　　我们众多干部也热烈地讨论西安事变，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
许多同志怀着对蒋介石的深仇大恨，主张杀了他再说。
他们说：他杀了我们几十万同志，杀了我全家几十口人，蒋介石该死，该枪毙他一百次、一千次！
有的同志说，应该把蒋光头押到保安来受审，我们开个群众大会，审判他，要他低头认罪。
有的同志则觉得我们的力量还小，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军队力量也有限，难以马上拉起来同日本
打仗，对蒋介石的处置恐怕要从大局考虑。
逼蒋把他统领的几百万部队参加抗日，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事。
当时我在后方司令部工作，可以看到电报，对事态的发展有些了解。
　　这时，我们的电台收到消息说，苏联报纸的文章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的亲日派搞的，要中共不要
上当，应该立即释放蒋介石。
我们周围的同志，包括战士都说，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怎么这样糊涂可笑，连张学良是个抗日派都
不明白，真差劲。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讨伐张、杨，并开始轰炸西安周围的城
市，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并篡夺蒋的统治权。
宋子文、宋美龄等则极力反对讨伐。
　　西安事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一带剿共。
1935年在日本步步进逼侵略华北的危急形势下，蒋介石仍坚持不抗日政策，逼迫张学良和统领西北军
的杨虎城将军剿共，目的是一石二鸟，要使东北军、西北军同红军相互抵消力量，两败俱伤。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同红二十五军和刘志丹部会合，在直罗重创来犯
的东北军。
在中共多次呼吁和工作的感召下，张学良亟感中共关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是真诚的，极为赞
同。
他于1936年4月亲赴延安同周恩来会谈，达成停止内战和联合抗日的协议。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要挟张学良、杨虎城称，如他们不加紧剿共，即将张、杨的部队分别调到安徽
、福建，由中央军进驻陕甘。
张、杨二将军向蒋介石痛切陈词，力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二人感情激动，声泪俱下。
蒋介石对两位将军的劝谏断然拒绝。
两位爱国将领走投无路，决心联手发动兵谏，拘留了蒋介石及其随从人员。
　　事发后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召开干部大会，我们几百人坐在保安的周河边的平
滩上听他讲话。
他传达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说目前中国处在一个危急的关头，是逼蒋介石走上抗日
的前方，还是重打内战，让日本侵华的野心得逞。
他说明我们应以全局为重，批评了那些审蒋除蒋的主张。
　　事后我才知道，我认识的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尼斯·史沫特莱当时正在西安，我燕大的同宿舍好友
新西兰人詹姆士·贝特兰在事件发生后根据斯诺的建议，也迅速赶到了西安，他们同张学良手下做事
的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同学宋黎、张兆麟等取得联系，将西安事变的真相用英语通过广播电台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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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广播，打破了南京政府的新闻封锁，澄清和反驳了白崇禧之流的造谣污蔑。
原先世人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以为张学良、杨虎城的兵变是共产党策动的，其实中共在事变之
前对此毫无所知。
据我的一些外国朋友后来告诉我，英国BBC广播公司发现，那时的西安电台的男播音员是用悦耳纯正
的牛津英语广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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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由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前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黄华亲自
撰写的个人传记，记叙了他独特而丰富的革命工作经历和外交实践，生动翔实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
的历史事件细节，既有对外交工作的体会，也有对重大事件的感想和思考。
　　在1989年5月底，正是北京发生那场政治风波前夕，黄华要去美国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
行前，他坚守党的外事纪律，通过姚依林研究中央的对外口径。
在中国革命艰难、漫长的道路上，黄华始终站稳革命立场，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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