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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廷昌同志是上海市旅游局第二任局长。
我与他之间隔了两任（他之前有齐维礼，我之前有王乃粒、姚明宝），作为继任者，我对他们始终怀
有深深的敬意。
上海旅游业能有今天的局面，正是这样一棒一棒传承接力，一批一批忠诚于使命的同志持续创业、创
新的结果。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廷昌同志那一任似乎更为艰苦。
无论是对于宾馆短缺瓶颈之突破，对于国际先进管理理念之引进，还是对全市旅游体制之理顺，对人
才培养选拔之重视，廷昌同志他们这一届都付出了很大心血，且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据此，世界旅游组织于1988年，专门为廷昌同志颁发了荣誉奖（时至今日，中国旅游界获此殊荣的仅
为四位）。
　　多年来，我与廷昌同志相交甚密。
读了他的这部新著，我知道了更多他那多姿多彩的种种往事，也更真切地触摸到了他那情感丰厚的内
心世界，平添了对他的敬意。
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其长达20年之久的外事生涯中，他是如何辗转于我国驻非洲
的三个大使馆，在周恩来总理高尚人格感召下，由“学徒工”演变成一位颇有建树的外交官的；在担
任上海市旅游局局长的五年间，他又是在何种艰难的情况下，一步步夯实基础，为全市旅游事业进入
健康发展的快车道付出心血的。
而附录中所记载的那些片段，同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在全国解放前后那个时期，廷昌同志投身革命
，以及从事新中国建设的诸多真实记载。
　　廷昌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里，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遭遇过各种各样的风
险，而他几乎每项工作都干得相当出色，每次凶险他都能化险为夷。
这就不能不说在他身上具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保持不骄不谄、低调平和、不走极端的为人处世品格。
书名中，他把自己明确地比为社会洪波中激起的一朵细小浪花。
这位毕生尽心竭力，为社会做出过不俗业绩的前辈，能有如此情怀和心志，的确很令人赞叹。
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会从中获得应有的激励和启迪。
　　廷昌同志的《洪波细浪》一书首先行文自然流畅，细腻质朴，这很可能得益于他学生时期打下的
文学功底。
当年廷昌同志曾怀有“作家之梦”，但风云激荡的年代，却推着他走上了职业革命之路。
然而几十年问他对文学的偏爱痴心不改，在职时，他所作的报告很少假手他人，还时常向报刊投稿。
其二，情感真挚，不事雕琢修饰，喜怒哀乐坦然面呈。
熟悉他的同志都知道，廷昌同志身上具有一股儒雅淡定的气质，为人处世既担得起，又放得下。
然读罢本书，人们会发现他性格的另一面——在某种特定场合，他也会率性而起，口无遮拦。
其三，也是最主要的，那就是有凭有据，真实可信。
廷昌同志素有勤记日记的习惯。
这些日记和资料从未散失，加之他思路清晰，记忆力又好，几十年前的陈年往事，时间、地点、人物
，以及当时场景，均可一一复原再现，落笔时又反复斟酌，唯恐一事不真，一处不实。
　　所以廷昌同志这本书可信、可亲、可读。
文如其人。
　　道书明　　2010年5月　　（作者为上海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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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路靠自己走，业由众人创。
个人可以选择事业，更多的事业选择人。
一个人如能在汹涌澎湃大时代的洪波中，扮演好属于自己的角色，哪怕只是一朵稍纵即逝的细小浪花
，也算是不虚度此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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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廷昌 
    1927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建湖。
 
    1945年12月中学时代参加中共地下党。
 
    1946年至1948年，在光华大学外文系肄业，在校参加学生运动。
 
    1948年6月参加秘密交通到苏北解放区。
 
    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室秘书、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1961年至1981年，先后在中国驻马里、阿尔及利亚、埃及大使馆担任三秘、二秘、一秘、参赞、代
办。
 
    1982年任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1984年任上海市旅游局局长。
 
    1986年任中共上海市第五届市委委员。
 
    1992年离休后，担任两届上海市旅游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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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与死神擦肩而过　　2月下旬，中国驻马里大使赖亚力来部访问，常务副部长邹大鹏出面接待，
主管西亚非洲事务的局长、处长们出席作陪，我和秋芷奉命参加。
赖大使曾先后在我国驻苏联、瑞士大使馆工作，解放前党曾派他担任冯玉祥的秘书。
后来他和我们谈起1948年冯玉祥访问美国、苏联时的一些事。
那时赖亚力全程陪同，原计划冯访苏后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不幸9月1日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
赖说，当轮船起火时，舱门被大火吞没，乘客纷纷从船舱两侧窗口逃生，冯身材魁梧腰身粗壮，怎么
拉也拉不出来，结果被活活烧死。
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赖亚力的“历史问题”，造反派责问他：“冯玉祥死了，你为什
么没有死！
”　　赖亚力以前也曾做调查工作，和部里的同志很熟悉，会见气氛很轻松。
会后，赖大使专门和我谈了话，交代了一些问题。
他说：“由刘长胜率领的中非友好代表团已启程赴非洲访问，他要在3月中旬赶到巴马科（马里首都
）接待代表团。
”我说：“十年前我在上海总工会曾做过刘长胜的秘书，如能和大使同行参加接待该多好。
”他说：“你们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现在来不及了，但仍需抓紧时间。
出发可先乘火车到莫斯科，然后飞布拉格，再乘捷航每周一次的布拉格-巴马科班机到马里。
”赖大使说：“大使馆新建工作很多，希望你们到使馆不要迟于3月底，早一天到任，可早一点开展
工作。
”他还交代：“你们马上和外交部驻马里使馆筹建处联系，请他们为你们安排好旅程事宜。
”通过第一次见面，看得出这位大使对工作积极，有一股干劲，作风平易朴实，对同志也很诚恳。
　　在和大使谈话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即去外交部驻马里大使馆筹建处商讨去马里的具体行程问题。
筹建处同志告知，此事大使已电告他们，已按照3月底以前到达马里倒计时安排，正在预订火车票、
飞机票，并通知沿途使馆接送事宜。
此时我们的准备工作也基本完成，只等筹建处通知最后领取护照、车票，于3月中旬启程了。
　　没想到，就在这一切安排妥当的几天之后，正巧碰到我部主管非洲处的处长李华农。
李处长出差回京一上班就找我谈话，了解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我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包括行程安排和出发时间。
他问我：“你们几人同行？
”我答：“就我们夫妻二人。
”他皱了皱眉头说：“这很不妥当。
”接着说：“现在国外情况很复杂，敌特活动很厉害，你们二人第一次出国，从安全上不放心，等几
天多几个伴再走。
”这下子我急了，试图说服他：“李处长，不会有什么事的，我的英语、俄语还能应付，沿途还有大
使馆接送。
”他严肃地看我一眼说：“不行，不放心，路线很长，沿途要停许多地方。
”这时我亮出王牌说：“这次行程安排和到达使馆时间，都是大使亲自安排的，筹建处已为我们订好
了车票、机票，此时改动不好吧。
”我想这样讲总可以放行了吧。
没想到他还是顽固地坚持：“不行，从安全考虑，等几天有个伴嘛。
”这时我表面上平静，内心可真生气，心想：“难道你政治上不信任我们，怕我们跑掉！
”又想：“当时外交部是有明文规定，外出必须二人同行。
难道我们夫妻二人不符合二人同行规定？
”可是面对他的强硬坚持，我也想不出还有其他说服他的办法。
李处长当时看上去已年近五十，曾经在印度工作，是一位资深外交官。
他这样坚持不能不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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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说：“好吧，我立即去外交部和他们商量，行程重新安排。
”但临走时我心里还是忍不住骂了他一句：“你这个老头真顽固。
”　　许是鬼使神差，许是命不该绝，李华农处长的一番“顽固坚持”，使我们躲过了毁灭性的一劫
。
就在我一再向筹建处的经办人员表示歉意，让他们退掉3月28日捷航到巴马科的机票，并等来其他两位
同行的使馆人员，按照新的行程日期准备出发的前三天，突然接到筹建处电话，被告知了一个惊人的
消息：原给我们订的3月28日捷克飞马里的班机在联邦德国上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外交部获得消息较快，后来报纸电台也报道了这条消息。
太惊险了！
生死存亡仅在一念之间！
第二天我去外交部人事司办事，一位女同志对我说：“你命大啊！
差一点为你们开追悼会。
”　　我们一行四人新的行程是4月1日从北京乘火车出发。
4月3日，当北京一莫斯科国际列车离开我国边境站满洲里进入苏联边境城市外贝加尔斯克后，我在候
车大厅报架上的《真理报》上看到这则“捷克飞机空难”的消息：“塔斯社布拉格3月29日据捷克通讯
社电，3月28日20时20分，一架飞行在布拉格一巴马科航线上的捷航飞机，在纽伦堡上空因故失事，机
上44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不幸全部遇难。
”这消息已过去了六天，读起来仍令人触目惊心。
据说这条航线每周都有中国乘客，唯独这次没有。
我对秋芷说：“真得感谢李华农处长，是他救了我们的命。
”秋芷说：“如果真有三长两短，我们也就算了，可是三个孩子怎么办呢！
”有感于人生旅途中逃过一劫，我把《真理报》载有空难消息的那个版面带在身边留作纪念。
　　如今想起捷克空难这件事还真有点后怕。
在我一生中，此类有惊无险的事也曾发生过多次：幼年时，我差一点被地痞流氓绑架；11岁时，因贪
玩掉进河里几乎淹死；1940年冬，日本飞机轰炸盐城，我又死里逃生；至于在从事学生运动、地下党
工作期间，遭受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殴打、搜捕就更多了，但每次我都能化险为夷，平安脱险。
一些知道我底细的人说：“老严，你真是福大命大啊。
”我们共产党员都是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会有什么神灵庇护保佑，他们也只是打趣逗乐而已。
　　巴马科印象　　捷航空难打乱了我们首次出国抵达马里的行程，本来十天左右即可到达目的地的
，可一路上走走停停，竟整整花去了二十七天。
4月8日我们从北京乘火车抵达莫斯科，再改乘飞机，先捷克，再瑞士、几内亚，抵达马里首都巴马科
时，已近月底了。
一切事物都有两面性，旅途虽多花了许多时间，但给了我们一次难得的机会，可以从容地游览所经过
的几个大城市，后来我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去捷克、瑞士和几内亚这几个国家了。
　　当我走进马里的中国大使馆，发现这是我沿途所见的条件最差最简陋的大使馆了。
马里独立才半年，大使馆建馆还不到四个月，一切因陋就简。
馆舍是向私人资本家租借的，一块长方形院落，只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楼上为大使宿舍，楼下办公。
院子两侧有八间平房，每间约十二三平方米，只有门没有窗，密不通风，我同秋芷分到一问。
　　马里没有春夏秋冬四季，只分旱季和雨季。
四、五月份是旱季最炎热的时候。
为节约外汇，使馆号召不用或少用空调，每问房发一台电扇。
马里虽然炎热，但热得干燥爽朗，皮肤汗液很快蒸发，不像所经过的几内亚潮湿闷热难受。
七、八月份雨季开始，苍蝇、蚊子大量出现。
我们房间内爬进了有半尺长的绿色蜥蜴，看起来可怕，后来发现它并不伤人，而且专吃蚊虫，我们也
就与之和平共处了。
　　马里1960年时全国人口为400万，而面积却有124万多平方千米（相当于我国12个江苏省），北部
为沙漠，南部为热带草原，间或有稀疏森林。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洪波细浪>>

尼日尔河由南向北，塞内加尔河由东向西，尤其尼日尔河中部莫普提一带沟渠纵横，类似我国江南。
北方广袤的草原牛羊成群，当时马里人均拥有两头羊一头牛。
总体看，马里的农、牧、矿产资源丰富。
　　首都巴马科像一个集镇，只有几条街，没有任何高楼大厦，附近尼日尔河上的大桥可算作城市标
志性建筑。
几家像样的商店都是法国人开的，规模不大的“巴黎春天”是最大的一家百货商店了。
这里黎巴嫩商人很多。
附近马里人经营的农贸市场非常热闹，鸡鸭鱼肉、蔬菜水果十分丰富。
许多马里农村妇女在地上摆设水果摊，一堆堆的柑橘、香蕉，用班巴拉语大声叫卖，香蕉叫做“朗巴
萨（Lanbasa）”，发音类似法文“大使馆”，所以好记。
农村妇女不会计数，有趣的是她们卖水果一堆一堆地卖，卖一堆收一堆的钱。
每堆五个西非法郎，如果你一下子买五堆，给她二十五个法郎，她不干，因为她不懂五乘以五等于二
十五，怕吃亏。
一次星期天，厨房任师傅到农贸市场买菜，我跟着去看热闹。
一家摊贩面前放了几只公鸡，任师傅想买几只母鸡，他不会讲班巴拉语，法语只会讲几个单词，他指
指公鸡说“妈当姆（madame）”，意思是公鸡的“夫人”，老板立刻领会，从后面笼子内提了几只母
鸡来。
　　马里的妇女是劳动的主力军，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事全包了。
妇女外出喜欢着鲜艳彩色衣裙，头上顶一件很重的物品（一只大塑料盆或一件大包裹），头顶功夫堪
称一绝。
有的背后还背个婴儿，看上去不堪重负，但她们却显得很轻松，就像中国清朝的满族贵妇人，头顶美
丽的旗头，脚踏花盆底鞋，走起路来两手前后摆动，轻盈洒脱。
　　马里人热情好客，在路上遇到亲友，或握手或把手放在胸前相互问候，从第一句“阿呢梭哥嘛（
您好）”问起，接着你爸爸好、妈妈好、妻子好、儿子好，如果对方有兄弟姐妹、祖父祖母，甚至伯
叔姨表一直问下去，一面走一面问，直到走得很远，双方都听不见了，口中还喃喃自语，继续问下去
。
这是马里街头一道奇特的风景。
人们讲起马里男人就会说很懒，农活多数由女人承担。
男人们悠闲地在芒果树下躺着乘凉，肚子饿了，反正这里到处是芒果树，只要一张口，芒果就会掉在
嘴里。
所以人们说在马里生活很容易，“穿衣几尺布，吃饭靠果树”。
以上所述（包括后面叙述的人和事）可能对马里人民有不够尊重的地方，但这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
斗转星移，社会在进步，我相信马里人民一定会赶上时代的步伐，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
　　1961年4月，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尚在建馆初期，共有二十几名工作人员，办公室及后勤人员占了一
半以上，对外开展工作的仅有大使、政务参赞、二秘、三秘、商务随员、法文翻译，包括研究人员，
加上新华社记者一共十一人。
我任三秘，主要负责文化工作。
这样一个阵容，说它是大使馆，毋宁说是革命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工作队。
虽然人数不多，可干劲十足，在工作队长（大使）领导下，全馆一盘棋，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拧成
一股绳。
全馆同志团结、紧张，工作效率很高，人际关系亲切、和谐。
纵观我在马里随后工作的将近五年里，建馆初期的这个时段的过程还是非常值得怀念的。
　　为了开展工作需要，不久使馆迁入了新址。
生活条件略有改善，但改善不大。
令人高兴的是，新址比旧址多了一个不大的草坪。
靠大门一头种了些花草树木，另一头的用途是，每逢星期天晚饭后，从7时半开始，这时白天的热浪
逐渐消逝，天上或是明月，或是星星，大使便在草坪上召开外交官会议，研究和布置下一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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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旷地方开会，空气清新，又便于保密（防止窃听），可以敞开议论形势，研究问题。
　　赖亚力大使很有意思，为了保密，将经常接触的马里部长们按其特征起了绰号。
如新闻部长身材高大叫做“大个子”，经济部长身材瘦小叫做“小个子”。
大使很重视调查研究，他把大使馆的工作比作一只鸟，调查研究是鸟的身体，文化和商务是鸟的两翼
。
我们初来马里，对这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知之甚少，强调调查研究无疑是正确的。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全新而又神圣的使命，说实在我不太有底。
好在组织无微不至的关照、领导们恰到好处的点拨，使我这个外交战线上的新手渐渐积聚了底气，增
强了信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组织上对干部出国，尤其初次出国，好像女儿出嫁一样关怀备至，总是左叮咛右
叮咛。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我离京赴任的前两天，主管西亚非洲事务的姚局长专门约我谈了一次。
那天晚上放电影，片名是《林海雪原》，姚局长说：“白天很忙，今晚我们放弃看电影，到我家来吧
。
”我们从7时谈到9时半，真叫促膝谈心。
姚局长就政治思想、工作方法、生活要求等，从原则到细节逐一提示，使我终身难忘。
譬如，他告诫我在外交场合，对新闻记者一定要保持警惕，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要掌握好分寸。
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我就掌握了这样一条原则：凡是和记者（包括我国记者）的涉外谈话，无论在
报纸上公开发表与否，都要无损于我国。
外交工作要打开局面，必须广泛交友，要取得成功，全在于自己择机识人，慎重地体察和把握。
姚局长还说，为了工作需要，你们夫妻一同出国，大使馆里绝大多数同志是单身汉，在别人面前不要
流露出夫妻间的亲密，要学会理解和关心别人。
类似这些生活上的细小问题，他都考虑到了。
后来我在实际生活中，深感这些提醒确实不是多余的。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真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之感。
临出发的前一天，部内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部长邹大鹏也亲切地接见了我，他问我第一次出国有什么想
法，我说：“感谢组织信任，出国工作感到很兴奋，一心想把工作做好，但没有经验，感到没有把握
。
”他即以周总理25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例子来鼓励我。
谈话中，邹副部长不提具体要求，让人情绪放松，使我分明感受到组织上浓浓的暖意和关爱，激励我
从容面对挑战，让我感受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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