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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外国政要答记者问》这本书中，你能找到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奥巴马、基辛格、布什、
普京、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中曾根康弘⋯⋯他们有的是当前活跃于国际政坛的大国总统、首相、总
理，他们可以一言兴邦，也可以一言亡国，他们的言行牵动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决定着国
际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影响着国际局势的现实走向；他们有的是国际政坛上曾经的风云人物，在国
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年代，他们也曾纵横捭阖，也曾运筹帷幄⋯⋯他们都是重大政治事件、政治决
策的决策者、参与者或目击者。
当我们重返历史现场，走向历史深处探寻历史事件本来面目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看似缤纷复杂
的历史还可以这么来解读。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通过记者的笔触，倾听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娓娓述说那过去的事情，共同记述那刚刚过去、即将过去
和也将过去的历史。
　　读《外国政要答记者问》这本书，读者们既可以了解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回答11岁小记者提问
时体现出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特色，以及那种美国人所具有的幽默、诙谐，也可以从记者的提问中了解
卸任后美国总统的日常生活，退休之后的美国总统们的待遇、福利等问题；读者们既可以了解希拉里
、奥尔布赖特这些国际政坛上的“铁姑娘”、“铁娘子”们如何行走于男性为主的政治丛林之中，走
进她们鲜为人知的女性内心世界——她们也有女性的一面。
同时，广大读者也能从中领悟到一名敢于同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针锋相对的古巴领袖卡斯特罗的人
格魅力，改变了世界却失去了国家的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面对现实曾经的无可奈何⋯⋯本书通过
答记者问的形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广大读者再现新世纪以来重大国际政治、经济和外交事件的原
生态。
　　本书收入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以及其它一些国家和地区数十位政要
人物的答记者问，按照中国议题、全球气候、大国外交、领袖魅力、经济与民生和全球化共分为6个
部分，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外交、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
　　第一部分为中国议题。
发展中的中国，让世界为之瞩目；日益强大的中华民族，吸引了各国政要的目光。
今日的中国，无论是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还是如何处理内政外交，都?引起不小的舆论爆炒。
另一方面，如何认识和处理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务问题，也着实考验着这些大国政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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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内容，或摘自《参考资料》、《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或摘自公开出版的相关图书，
或摘自人民网、新华网等官方网站，或根据电视访谈文字记录稿整理而成。
其中对个别文字做了订正。
由于本书中选录的外国政要都是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因此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除了个别的人物、地名之
外，书中未作专门的注释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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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议题　　整个世界应该建立在共同命运的基础上，通过沟通和对话达到相互充实共同繁荣的
目的。
在世界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的今天，相互作用日趋复杂，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唯有通过国与国之
间的对话和磋商，并充分重视公民社会，才能确保世界的稳定。
　　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尤其是在这次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
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更是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中国议题》这部分，读者们将分别看到海部俊树、鸠山由纪夫、基辛格、施罗德、布朗、施密特
、希拉克、布莱尔、撒切尔夫人这些外国政要就“中国议题”面对记者展开的论说。
面对记者，海部俊树纵论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东亚共同体等问题；基辛格博士客观评价中美建交
具有历史性意义；施罗德就大家共同关心的中德经济合作、中国企业发展、中德文化交流、自己是否
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等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海部俊树：在日中关系上中国应更加自信　
　（2009年10月14日）　　英文版《中国日报》10月29日报道：2009年10月14日，第五届北京-东京论
坛前夕，本报记者里戈在日本东京采访了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
海部俊树1989到1991年出任日本首相，并从1960年起担任日本国会众议员长达49年。
他曾经15次访华，主张日中友好。
他是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
海部俊树就日本的战争责任和道歉问题、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以及东亚共同体等问题，回答了里戈的
提问。
海部的某些观点并不一定为中国读者所认同，但是，他的看法和分析，对于增进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大
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无疑是有帮助的。
　　问：您在中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从您1991年以首相身份访问中国至今，18年过去了。
　　答：在中国是否知名我不清楚。
但我是第一个去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的日本首相。
我想到中国历代的领袖们，他们为了更好的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
我在天安门广场想象着他们所做的事情，这里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发祥地。
我是和平主义者，我向所有人献花，祈祷一切都变得更好，不能重复悲剧。
　　问：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悼念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的死难者。
你作为日本的首相，献花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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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领袖容智，国际风云，还原现场，有趣叙述。
　　普京答记者问，奥巴马答记者问，布莱尔答记者问，希拉克答记者问，安倍晋三答记者问，潘基
文答记者问，李光耀答记者问，卡斯特罗答记者问。
　　通过记者的笔触，倾听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娓娓述说那过去的事情，共同记述那刚刚过去、即将过
去和正在过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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