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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作者（萧扬）以亲历者的角度及感受、平实而又饱含情感的笔调、精要而又生
动的史料，阐述了张闻天在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十年间（1950年1月到1959年8月）外交生涯的方方面面
，以及他对中国外交事业作出的极为重大的实践和理论贡献。
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曾长期蒙垢却襟怀坦荡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学养深厚而虚怀若谷的理论家、具有
世界眼光和饱含民族复兴激情的外交家的生动形象。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由学林出版社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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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扬，1949年12月任职中国外交部，先在驻苏联大使馆和两个领事馆工作共五年，其间曾受张闻天领
导，后任张闻天秘书五年。
    1981年至1985年期间，主持张闻天选集、传记编辑工作小组，编辑出版《张闻天选集》、《回忆张
闻天》等书。
所写有关张闻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有《忆庐山会议前后的张闻天同志》、《1959年对张闻天外交路线
的批判》、《张闻天与知识分子》、《刘英与张闻天的思想遗产》等。
任《中国外交辞典》副主编和《世界外交大辞典》常务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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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闻天，这个历史上长期蒙垢的人物，经过1979年平反后30多年中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其本来面貌逐
渐得到恢复。
人们知道他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并在一段时期内，对中共中央工作“负总的责任”，任内领导实现
了党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知道他坚持真理，在庐山会议上
直言蒙冤，在“文革”流放的艰难条件下撰文批判“左”倾路线。
这是一位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的领导人，他的真实形象在人们心目中重新
显现：他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正确决策；他具有强烈的
民主意识，善于团结干部，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他敢于担当，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骄不馁，
始终为人民的利益办实事，讲实话。
    但是，并不是张闻天的所有业绩都已经为人们了解或认同。
例如，对于他在外交岗位上的作为，许多人就不甚了了。
其实，他在外交岗位上工作了十年(准确地说，是九年六个月又二十七天①)。
这十年占他一生的七分之一强，占他从入党到逝世的全部革命生涯五十一年的近五分之一，比起他所
曾从事的任何其他工作(无论是在中央负总责，还是在中央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工作，或在东北领导地
方工作，甚或后来在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时间都要长，只比他“文革”被斗被流放的时间略短一
些。
在这十年中，张闻天所担任的是未曾到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驻苏联大使，以及外交部常务副
部长。
由于工作的性质以及中央的有限授权，张闻天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他在外交岗位上对全局的影响，
显然不如负责党中央工作的那些年。
尽管如此，他在外交岗位上的十年仍是卓有建树的十年，是可资记述和应该记述的十年。
他的外交政策建议和推行正确的外交政策的努力，他对新中国外交机关的组织建设、业务建设所作的
贡献，他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的奠基性业绩，以及他在外交工作中展现的风格，都使他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一个不能也不应避开的人物。
    在张闻天从事外交工作的十年中，我有九年在他领导下或直接在他身边工作。
1951年张闻天出任驻苏联大使，我那时任职的驻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即归他领导。
他的领导不是一般大首长式的原则领导，更不是甩手掌柜式的等于没有领导的领导。
他曾亲临远离莫斯科数千公里的阿拉木图，住在领馆现场考察了一个星期。
他没有要我们做正儿八经的汇报，但是平日接触中向我们提了许多关于当地情况的问题，其中不少是
我们没有留意或知之不详的。
结束考察之前他同领馆全体同志谈话，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对当地情况的调查研究上来。
在他来领馆以前，我曾就苏联对哈萨克19世纪同俄国关系问题进行思想批判的情况整理过一个材料，
由领馆报送使馆。
那时没有电脑，领馆也没有打字员，材料复写了25页，用纸很薄，字迹也不清晰。
张闻天居然仔细看了，画了许多杠杠、钩钩，还作了批语，号召大家注意和研究苏联的动态，还给领
馆发来电报，表扬这份材料。
这次在领馆，他又对我说，这类材料有启发，类似工作还要继续做。
    1953年11月，阿拉木图总领事馆因为业务量太少而撤销，我奉调莫斯科驻苏使馆，从此在张闻天直
接领导的单位里工作和生活，同他有了更多接触。
使馆的空气紧张而热烈，充实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大家的情绪高昂而舒畅。
张闻天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外交活动和处理日常对外工作的同时，对使馆的内部工作也抓得很紧
。
他同我们一起参加学习讨论会，一起打球跳舞，一起散步聊天，定期向全馆同志布置总结工作。
我在研究室工作，研究题目的确定和研究报告的撰写都由研究室主任何方指导，但是每一篇报告都由
张闻天修改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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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使馆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见他的身影，都感到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团结、带领我们前进的一
员。
    1955年1月，张闻天回国担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
从那时起，我当了他的秘书。
白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晚上，住在他的小院里。
星期天，他常约外交部一些单位的负责人一同散步闲聊，我常随行。
他主持的各种会议，常由我做记录。
部内外各单位送他审批或传阅的文电，一般我先过一下手，对一些略欠成熟的文稿尽我所能做些拾遗
补阙的工作。
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联系，也是我的经常任务。
他到外地视察或开会，我也常随行。
但是，像帮助起草或修改重要文稿一类高一级的秘书工作，则主要是由何方担负的。
何方虽然职务先后是外交部办公厅的专员和副主任，却做了许多张闻天秘书性质的工作，堪称张闻天
的得力助手。
尽管如此，那些年我确实在张闻天“身边”工作，接触到他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了解他的思维习惯
和方式，受到他的民主思想和作风的感染，而且对他自然而然地怀有一种崇敬而亲近的感情。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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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一是因为我自认为有此责任，二是因为我有此冲动。
    在张闻天研究中，外交领域是个相对薄弱的环节。
2000年在纪念张闻天100诞辰的研讨会上，我曾讲过这层意思。
我说，我们在外交战线工作过的同志，尤其是我，努力不够，应该检讨。
张闻天不仅是一般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也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在党史上被掩盖的业绩真相正在逐步恢复，在外交史上情况却大不一样。
在外交界，他是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
这不单纯是对张闻天个人有失公正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能否正确认识中国外交经历的崎岖，从而使
它走好今后道路的问题。
我觉得，我当年在张闻天身边的亲见亲闻亲历，以及这些年学习张闻天的所感所悟所得，应该在我有
生之年写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张闻天是我敬重的长者，是我在革命队伍中接触过的各类人物中最为敬重的长者。
他睿智而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在主持会议时总是能够很快概括七嘴八舌的讨论，将问题深化。
他博学而不张扬，沉稳、温文尔雅，嘴边常带微笑。
待人处世，处处表现出平等精神。
对待身边工作人员总是十分随和，而且爱护有加，从无疾言厉色。
据说李维汉在延安整风中说过，博古使他敬而畏，洛甫则使他敬而爱。
敬而爱，也可以再贴切不过地说明我对张闻天的感情。
我在他身边工作，像是有一股力量召唤我，鼓舞我，促使我将工作做好。
做好秘书工作，是我自己的追求，我心情愉快，绝无在某些环境中的那种被驱赶甚或被胁迫的感觉。
1959年的风暴来临，我强令自己完全颠倒对张闻天(以及我同他的关系)的认识和叙述。
然而，语言可以变化，有时甚至自己也认为认识有了变化，感情却不会真正改变。
多年工作生活交融中孕育的感情，已经渗透在全部神经和血液里。
它是深层的、真实的。
强令改变只是使它埋藏得更深，反倒使我遭受心灵的煎熬——同样埋藏得更深的心灵煎熬。
张闻天平反，我的心头枷锁、感情闸门被打开。
扭曲既已抚平，我希望复原张闻天，希望这一工作彻底到位，我愿为此尽我所能。
这是我感情上的要求，这种感情比要为我对张闻天所犯错误补过的心情更重、更强烈。
这就是我的冲动。
    具体到这本书的写作，则应该感谢何方、宋以敏夫妇的鞭策和帮助。
何方长期是我的领导，后来作为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领导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我们工作小组的帮助甚
大。
他自己的研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重大突破，对张闻天研究的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闻天在外交领域的功绩，许多也是他最早指出，我深受启发，深感获益。
这本书的写作，更是完全由他们夫妇促成。
他们审阅书稿，提出重要修改意见。
何方更开放他的著作，任我自由使用，笑称不以剽窃论处。
    张闻天文集传记编辑工作小组的张培森、程中原，当年我们共同切磋，后来他们各自独立研究，成
果累累。
这些成果帮助我从总体上理解张闻天，也是写作这本书不可或缺的条件。
小组的张青叶，勤劳辛苦，访问张闻天的故旧一百四十余人，材料弥足珍贵，这本书里多处采用。
这些都是我衷心感谢的。
    我的兄长和挚友罗焚、朱烈、倪立羽、周阳、袁世垠、田大畏、荣植、张再、薛谋洪、宋明江看了
部分或全部书稿，或者提了意见，或者给予鼓励。
老同事钱萃“友情出演”，为书稿做了专业水准的文字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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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还要深切感谢学林出版社总编辑刘文祥，对书稿提了很好的修改意见，他的决断和坚持使本书的
问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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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闻天与中国外交》作者（萧扬）以纪实的笔调，讲述了张闻天在新中国头十年里，先后担任中国
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和中国首任驻联合国代表的工作经历，为读者展现了一位具有深
厚理论建树、睿智而不失原则的外交家，以及清廉刚正的共产党人形象。
记述了张闻天对中国外交事业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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