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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节甫过，接到聪敏同志的一封信和一包书稿，他要我为他的这部《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
写序。
信中意思恳切真诚，弄得我实在不好意思。
聪敏是我的老友、好友，我们不但在人大一起工作了十年之久，而且不止一次一起出访。
朝夕相处。
他是资深外交家，政治阅历远比我丰富；他对人大的外事工作已非“尽心竭力”所能形容；他处理事
务机敏果断，原则把握准确，诚如他的名字，聪而敏；他下笔快而质量高，写、改都如是。
虽然我们的职位高低有差。
但职位并不反映智慧和水平，我在心里一直把他当做良师.益友还在其次。
我不敢接下写这篇序的活儿，于外交。
自始至终我是小学生啊！
于是提出见面聊一聊，也许当面能推辞掉？
再说，自我们同时退下实职后。
有一年没一起坐一坐了。
实在想他。
他来了，带着满面春风和浑身的活力——依然那样快速，走路快，说话快。
反应快。
“这是我几十年从事外事工作的感受。
请你写序，我犹豫了很久，因为知道你忙。
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你来写合适。
”“一起出去那么多次。
你了解我。
”开门见山，快人快语，一下子把我准备婉辞的话堵在嘴里了。
周末，灯下，打开书稿，一页一页读起来。
“追忆历史”、“外交感悟”、“涉外交流”。
原来他经历了那么多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参与过那么多国际场合中的“智斗”，他又是那样热
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还有，他的文笔原来并不限于体现在公报、声明、汇报、讲话等等上，他记述夏威夷、里约热内卢、
福岛的风光人文，让人读来如置身其境，和他一起兴奋，一样沉思；他写那些曾给予自己友情和智慧
的朋友、前辈，情浓语细，其中有不少我所熟识的，确实“文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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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资深外交官、总理秘书、全国人大主管外事工作的领导，在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本书作者
亲历与见证了共和国在外交领域的诸多卓越探索与实践。
本书既是对那段风云岁月的回望与讲述，也是对新中国外交发展的追忆与思索，更是对所有外事工作
者的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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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聪敏，1938年6月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
中学就读于呼和浩特市。
1958年至1963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外文系。
毕业后即进入外交部工作。
先后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外交部欧美司、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外交部美洲大洋洲司任职。
1988年2月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和总理办公室工作，先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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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追忆历史：新中国外事风云　外交亲历　　“小球转动大球”——亲历“乒乓外交”　　从
拉吉夫·甘地访华说起——简述年来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　　我与加拿大结缘——中加建交始末　　
“乌云终归会飘散”——追忆年代末年代初我国的外部环境　　“风景这边独好”——世纪年代初对
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议会外交的重大实践——追忆两次世界议长大会　　从四个会议四个宣言看议
会外交　　夏威夷见证历史——记中美（参议院）定期会议机制的建立　　中美议会交往的新篇章—
—全国人大代表团在华盛顿　出访纪实　　里约热内卢随想——记联合国环发首脑会议　　议会外交
为推动务实合作献计出力——随吴邦国委员长访问非洲和拉美　　“我要感谢大家”——记吴邦国委
员长访非时的一次内部谈话　　纪念中日恢复邦交周年及中日文化年开幕——随李鹏委员长访问日本
　　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周年——随吴邦国委员长访问日本　外交感悟　　忆加拿大前总
理特鲁多　　我眼中的美国议员　　他们架起一座“桥”——我所认识的美国“百人会”　　我当议
联执委的那几年　　祝酒词风波第二篇　岁月深情：外事工作的学问　　机关和秘书工作　　我给总
理当秘书　　以人为本抓机关建设　　公文写作和素质能力建设　　几种常用公文的写作方法　外事
工作　　练好基本功，受益一辈子　　从事外事工作不可迷失方向　　外事翻译工作漫议　　礼宾礼
仪不是小事　涉外交流　　外交辩争和交锋的艺术　　沟通和交流的技巧　　对外交往要学会以情交
友　　既要见物，更要见人　　对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的几点思考第三篇　成长之道：记忆中的人和事
　做人与做事　　我与母校南开　　初入外交部　　立志加勤奋：成才之道　　做事“三戒”　　诚
信——做人做事之第一要律　　低调做事，境界高远　　心宽才能体健　记忆深处　　忆我的医界友
人　　我的人大代表朋友　　刘济民和我　　我所认识的画家陈雄立　　东京、福岛纪事人到无求品
自高——祝贺《外交人生》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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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球转动了地球”——亲历“乒乓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舞台上，最让世人瞩目的重大事
件，莫过于中美交往的大门终于打开。
此前的1969年初，美国即出现调整对华关系的苗头，美国的当权者深感继续对华实行封锁、孤立、遏
制、敌视的政策既不合时宜，也行不通。
美方采取多种方式，通过多种渠道，表达了愿与中国进行接触和对话的愿望。
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其伟大政治家的魄力和政治敏感，审时度势，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性机会，
冲破障碍，对美方的姿态作出积极回应，推动了中美改善关系的历史进程。
在这一进程中，发生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后的“乒乓外交”，发挥了独特作用，堪称世界外交史
上的一个“创举”和“奇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华1971年4月，毛主席和周总理果断决策，指示我有关部门主动邀请美国乒乓
球代表团在结束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来华访问。
在当时，凡有国际眼光的人都看出，美乒团应邀访华，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
“乒乓外交”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
正如周总理后来生动描述的那样，“小球转动了地球”。
我当时在外交部美大司北美处工作，亲历和见证了这一事件的部分生动场景。
4月14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以美乒协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乒乓球代
表团。
总理引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名句欢迎美国客人。
他说：“过去有很多美国朋友来过中国，中美两国人民以后会经常彼此友好来往的。
”斯廷霍文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听到这一点，希望能很快开始。
”总理说：“我想不会慢的。
”斯廷霍文和美国乒乓球队的领队杰克·霍华德一致表示：“希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能够在最近的将
来访问美国，以便给我们一个机会，来报答你们的好客精神，并在美国进行友谊比赛。
”总理对我乒乓球代表团应邀访美作了肯定的答复。
他还特别提到随团来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说：“罗德里克先生来过中国。
我和他比较熟悉，我和你们国家的一些新闻记者比较熟悉，他们都要求来中国，当然一次不能都来，
就分批来嘛。
”会见结束时，总理意味深长地表示：“我请你们回去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
”总理的话使罗德里克很感动，他代表随团美国记者热情地表示：“我首先感谢你邀请美国记者访华
。
美国记者访华，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中断，终于实现了。
同时我赞成你刚才的说法，我们的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如果我们两国问有更好的谅解，这新的一页将更加美好。
我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这种关系会得到改善。
”周总理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这一举动本身，特别是谈话中传达的重要政治信息，立刻引起美国政
府高层的关注，也受到美国广大民众的欢迎。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来北京、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人们不难明白周总理“小
球转动了地球”一语的深刻含义和英明预见。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回访美国就在尼克松访华后的两个月，也是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一周年之际，中
国乒乓球代表团踏上访问美国的征程，实现对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回访。
这次出访的实际行程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秘鲁四国，由北美至南美，但其中时问最长、任务最
重的当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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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尚未建交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此类访问名为民间交往和体育交流，实则牵动着中美两国最高领
导人，事关两国关系的大局。
我方重视的程度从代表团筹组的过程就能看得一清二楚。
中央点将庄则栋担任团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梦华和外交部主管美国事务的处长钱大镛担任副
团长。
我当时冒昧分析，这样的配备非常恰当，令人心服。
庄则栋作为著名的世界冠军，美方很熟悉，他当团长又能体现乒团的民间外交色彩；李梦华是我国体
育界的老领导，有经验，有威信；钱大镛来自外交部，是有经验的外交官，长期主管美国事务，亲历
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等一系列重要事件，对乒团访美这样重要而敏感的外事活动，由他这样的干部帮
助把关是必要的。
外交部随团人员还有担任首席英文译员的沈若芸、负责新闻工作的金桂华、负责礼宾联络的吕聪敏（
作者）。
体委机关也派出了精兵强将，其中有负责体育外事、英文也非常好的楼大鹏和能讲西班牙语的老王，
他们在出访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4位运动员均为当时中国乒坛的精英和后起之秀，李富荣、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梁戈亮、何祖
斌、郑怀颖等大家熟悉的面孔均在其中。
随团记者李楠、钱嗣杰、李振羽、赵立凡、于学臣等，均为新华通讯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
中央电视台的骨干。
随团医生为北京医院的主任医师、后任该院副院长的刘元恕。
驻联合国代表团专门派经验丰富的高梁同志随团指导工作。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正式访美的代表团，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过去虽同美国人打过交道，有接待基辛格、尼克松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经验，但这次情况不同
，是我们到美国的土地，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这对代表团成员来说是一次特殊的经历，使命无
疑是艰巨的。
我清楚地记得代表团临行前的一个深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全团人员的情景。
总理先听取代表团关于出访准备工作的汇报，然后语重心长地作了指示。
在“文革”的特殊年代，总理考虑得很细，从出访应把握的政策，到住房、衣着、饮食等都一一交代
，再三嘱咐。
总理说：你们去访问，就是友好使者，还是那句老话，“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通过访问多做工作
，广交朋友；举止要得体，不卑不亢，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运动员的良好风貌。
总理特别关心大家的安全。
此前不久，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名工作人员被人偷偷地用尼古丁溶液毒死，敌对势力处心积虑干
扰和破坏我团访问不能不防，严重的敌情不容我们有丝毫麻痹大意。
总理反复强调代表团要提高警惕，把工作做细。
最后他引述毛主席《七律·到韶山》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给大家鼓舞士
气，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美国方面对我乒团的接待非常重视，白宫和国务院组成联合接待班子，还专门从
美国高校聘请了七八位中文翻译随团工作。
礼宾规格和接待方式都是破例的。
表面上美国乒协是东道主，实际上除比赛以外的一切安排均由政府部门全权掌控，总统特别顾问约翰
·斯卡利、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理查德·所罗门等人负责一线指挥和协调。
他们都曾陪同尼克松访华，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
美方对我团访问时面临的严峻安全环境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因此采取了空前严格的安保措施，挑选经
验丰富的警务人员随团工作，在一线工作的警察和便衣人数几乎与代表团成一比一的比例，24小时全
程安保，不敢有丝毫懈怠。
礼宾安排的细致入微随处可见，一架标有“友谊号”字样、落地时挂出中美两国国旗的波音707专机全
程为我团服务，机组还配备了会讲中文的乘务员，备餐也尽量适合中国人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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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是我团四国之行的第一站。
访加结束那天，美国专机专程到多伦多迎接。
抵美访问的第一站是汽车名城底特律。
主人想得很周到，在机场休息室举行了一个轻松愉快的欢迎会，给代表团每人赠送了一个一次成像的
宝丽来（Polaroid）照相机，估计是为了让大家把这次美国之行难得的经历记录下来，好留个纪念，这
是主人的一番好意。
当然，制造相机的公司也借此机会作了一次成功的广告宣传。
接下来访问的城市有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孟菲斯、洛杉矶、旧金山。
在抵达纽约的当晚，全团成员会聚在成立不久的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驻地。
正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的乔冠华副外长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黄华大使等领导同志接见全团，给我们作
指示，着重讲了代表团访美面临的形势、可能碰到的问题和麻烦，特别是就防范干扰和破坏、确保代
表团安全作出具体部署。
因涉及代表团“临战”的内部对策，需要保密，这次会议特选择在驻地大楼地下一层的车库举行，有
的同志事后风趣地形容这是“在白区开展地下工作”。
访问的高潮是4月18日尼克松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会见代表团。
尼克松在基辛格陪同下从椭圆形办公室走出，面带笑容地与庄则栋团长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握手，并简
短致词表示欢迎。
他说：很难想象，仅仅在一年前，由斯廷霍文率领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周恩
来总理的欢迎和接见。
在此，我作为美国总统，并代表所有美国人民欢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到来。
我相信，你们在美国其他城市进行访问的时候都会受到同样热忱的欢迎。
我们知道，在比赛过程中必然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但其中会有一个最大的胜利者，而这比一场乒乓
球赛的输赢更重要。
由于你们率先沟通了两国人民的联系，这最大的胜利者将会是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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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写这本书断断续续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有的文章是前些年就写成或讲过的，所以其中的叙述和数字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书名定为《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是考虑到我大学毕业至今，一直从事外交和外事工作，
没有中断，更没有改行。
转眼45年了，应该说，经历的事很多，接触的人无数，有意义的、值得记录下来的故事不少，但由于
能力、精力或其他因素所限，全面、系统、详细地去写做不到了。
只能想到什么、什么给我的印象和感悟较深，就写下来，什么体例、文式之类的讲究想得不多。
几十年忙于工作，从来就没有打算以后出书，平时也没有在意积累材料，真要回忆成文，还真费了点
劲。
书中记录的事件和活动，多数是我亲身经历的。
记忆深处的人物，也是我比较熟悉的领导或朋友。
书稿的文字远非精美，但我是用心写事、用情写人的。
因为，那些过往的事使我得到了锻炼和提高，那些接触的人给了我启迪和教益。
在人物特写的章节中，有的似乎与外交和外事没有直接关系，而我把它们放在“外交人生”的大题目
下介绍给大家，是想说明作为外交人员应永远不忘向一切美好的事物学习。
这本书不是回忆录，因为书中讲到的事只是我亲历的一部分，感悟和体会也谈不上全面、深刻。
我自知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纵论天下大事，书写新中国的外交风云，只是选择自己经历的某些片断作
点追忆而已。
写这本书得到了不少领导和同事的鼓励和帮助，也受到外交部“前外交官联谊会”和“外交笔会”的
启发，没有这一切我的书是出不来的。
刘云山同志为我题写了书名，我是很感激的。
我知道，他很少给人题词。
题写书名几乎也是破例的。
他是我敬重的良师益友，虽担负要职、工作繁忙，但对我一直非常关心。
题写书名是他对我的鼓励，我很珍惜。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交人生>>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希望所有从事过、正在从事外交工作或秘书工作，以及身在其他领域而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朋友们都
读读这本书。
这里有人生哲学，有做秘书的要诀，有对于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思考，有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应该
具备的品德、知识和技能的提示——其实从事什么工作不需要这些？
　　——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许嘉璐　 聪敏同志关于办文、办会以及做人、做事
方面的体会和感悟，深入浅出，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帮助，这是机关职工素质能力建设一部可贵的
教材。
从事外事和其他工作的人员如能抽空读一读这本书，无疑对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水平都是有
益的。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　 盛华仁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渲染，《
外交人生》是对一段段重要历史时刻的朴素再现，是对如何做人做事的真情感悟。
它不仅是对昔日绚丽的追忆，更表现出作者对外交为民事业的永恒热忱。
这是45年心血的凝聚，是对后来人的激励。
　　——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员，外交部原部长　 李肇星　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著作。
聪敏同志以生动的笔触对外交上重大事件所作的回忆，读来引人人胜，是弥足珍贵的外交史料。
他的这些宝贵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值得所有从事外交、外事工作的同志学习和借鉴。
　　——曾建徽　中宣部原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九届全国人大处事委主任委员 人到无求品自
高。
聪敏对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我们从《外交人生》那些真切生动的篇章中，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位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和风采。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　 刘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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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讲述了共和国六十年外事风云的点滴记忆，近半个世纪外交生涯的深情
追忆，新时代外事工作的艺术与感悟，刘云山亲笔提写书名；许嘉璐、盛华仁、李肇星、曾建徽、刘
济民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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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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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