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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友谊与和平》

内容概要

民间外交是我国外交史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页，作者刘庚寅先生长期活跃在民间外交一线，他将其近
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珍集成册，描述和记录了新中国五十年来民间外交往中的大智慧与大手笔。周恩
来与陈毅如何为民间外交开路？工合运动为何会在我国兴起？路易?艾黎，切斯特?朗宁，贝特兰等国
际友人如何在对外交往中助我国一臂之力？⋯⋯鲜为人知的细节，独家披露的内幕，平实白描，图文
并茂，使人仿佛亲临历史现场。作者开阔的视野，特殊的经历，使本书具有宝贵的历史文献价值，成
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民间外交史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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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庚寅　　1926年生于河北省献县；中国共产党党员。　　1949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后，调中共中
央外事组，建国后调外交部国际司。　　1953年调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　　1958年调国务
院外事办公室。　　1972年调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任一等秘书。　　1978年调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曾历任处长、常务理事、副会长；兼任中国一美国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
副会长。　　1985年兼任联合国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委员及秘书长。　　1987年兼任第十一届
亚洲运动会基金会副会长。　　1989年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外友好协会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
谊奖章”及证书。　　1994年离休。　　20（）5年当选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荣誉主席。　　编著《民
间外交四十年》　　合译《带枪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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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一、民间外交结硕果民间外交四十年民间外交进展喜人友好城市——半官方外交的重要方式
抓紧时机开展中近东地区的友城工作“围棋外交”与中日关系二、有朋自远方来怀念伟大的国际主义
战士路易·艾黎路易·艾黎的工合之路艾黎精神永存我们的艾老路易·艾黎与中国领导人的友谊路易
·艾黎与中国文物白求恩——中加人民友谊的象征白求恩故居今昔纪念白求恩，不忘凯瑟琳中加友谊
的奠基人——切斯特·朗宁友谊林中一青松——记卢中友协会长阿道夫·弗朗克先生贝特兰教授——
毛主席曾与他长谈纪念史迪威将军邵黄将军探亲记魂归乐山——忆加拿大友人文幼章一颗童心，无限
深情——记日本木偶艺术家宫原大刀夫．从全权大使到友好使者——记科特迪瓦原驻华大使蒂耶梅莱
艾哈迈德·哈姆罗希一中国与阿拉伯友谊桥梁的建设者拉蒙·卡斯特罗——十亿中国人民的兄弟三、
寰球友谊行大洋洲盛开友谊花传艺友邦，谊结四方——忆建国初期梅兰芳的一次访苏演出在印第安人
村做客——哥伦比亚访问记从“锯末之城”到旅游胜地——记白求恩故居所在地格雷文赫斯特市自由
女神像下的贫民窟——纽约市哈莱姆区漫记访问澳大利亚散记访白云之乡新西兰新西兰牧羊业参观记
美丽的岛国西萨摩亚访问亚非四国札记在美国腹地的访问歌舞传友谊——记中国人民友好艺术团访问
民主德国和匈牙利初访古巴重访苏联非洲五国之行阿拉木图的友谊盛会——记阿拉木图民族艺术联欢
节叙利亚友谊行布隆迪的鼓声世界最低的地方——死海神秘的“石头城”——佩特拉在艾黎和贝特兰
的故乡毛里求斯旅游业中的服务意识美国汽车的烦恼埃及古城卢克索一我所见到的萨达姆出访三忌四
、缅怀开路人周恩来同志与我国外事机构的建立陈毅同志，我们怀念您！周恩来——永恒的楷模五、
和平友谊的记录媒体报道增进中外相互了解促进和平文化交流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全球和平与发展是世
界人民普遍关心的大事友城结好——人民外交的重要一翼讲话与发言在美中友协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刘庚寅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在北京市授予路易·
艾黎永久居留证书仪式上的讲话中国与联邦德国友好城市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在出席淮阴市举办的“周
恩来总理艺术展”开幕式上的致辞在国际姐妹城交流会议上的发言在《凯瑟琳-霍尔传》首发式上的讲
话在纪念新西兰老朋友詹姆斯·贝特兰教授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艾黎—何克与工合”座谈会上的发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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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洋洲盛开友谊花　　载于1985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在中外民间往来史上，同大洋洲的友
好往来是个年轻而富有生气的领域。自一百多年前，大批华工被招募赴澳洲淘金开始的民间交往，比
起丝绸之路贸易或郑和下西洋晚了若干世纪，但发展之迅速却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近代中新、中澳人
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算起。那时中国人民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各国人
民怀着对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支援。曾在冀中办过后方诊所、并
辗转奔走于敌占区与抗日根据地之间为白求恩大夫和八路军募集资金、运送医药和人员的女护士凯瑟
琳·霍尔（何明清），20世纪30年代向世界忠实地报道过西安事变，并在延安采访过毛主席的作家詹
姆斯．贝特兰（当时为英国记者），曾在甘肃山丹办起西北沙漠地带的第一所医院的外科医生司宾赛
夫妇，在山丹培黎学校为我们培养会计、农牧机械技工的教师考特内·阿切尔和麦克斯·威尔金森⋯
⋯都是支援过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新西兰人民的优秀代表。当然，在中新友好史上更有一个闪光的名
字——路易·艾黎。他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生活了半个世纪，为支援抗日和培养新中国所需要的技
术人才，创办“工合”和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样应提起的是那些为人民友好事
业打下基础的无名英雄。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澳大利亚士兵从海南岛日暮途穷的日军战
俘营逃出后，曾参加过当地的抗日游击队，他们虽都未能看到战争的胜利，但功绩是值得我们永远铭
记的。　　新中国成立后，掀开了中澳、中新人民友好的新篇章。20世纪50年代初，在澳、新相继成
立了澳中友协和新中友协，它们通过组团访华，以及举行报告会、电影招待会和展览等各种形式，把
解放了的中国的崭新面貌介绍给广大的澳、新群众。　　1972年12月，中澳、中新建交。第二年应澳
中友协的邀请，中国派出一个代表性广泛的民间友好代表团访问了澳、新，开始了同这两个南半球国
家交往的新阶段。自此，彼此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随着20世纪70年代南太平洋民族解放运动
高潮的到来，已获独立的西萨摩亚、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岛国相继同我国建交。同这些国家的民
间交往也顺利展开。1973年在巴新成立了以大学生和教职员为主体的巴新一中国友好协会。当时巴新
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尚少，新中国的成就给予友协团的来访者以巨大鼓舞，许多成员后来都成为促进友
谊的活跃分子。1977年重庆杂技团去西萨、斐济、巴新访问，精彩的演出在当地人民中间引起轰动。
两年后西萨摩亚元首的姐姐、在西萨有着广泛影响的萨拉玛西娜和元首的夫人、女儿等作为对外友协
的客人访华，对中国留下美好的记忆。1981年元首的姐姐热情邀请以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为首的代表
团访问这美丽的岛国，并给予代表团热情的欢迎和极高的礼遇。这一切使我们深深体会到，中国作为
发展中国家，同太平洋岛国人民有着天然的感情联系，维护民族独立、发展国民经济和保卫和平的共
同使命把我们联在一起。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同大洋洲友好交流的渠道越来越多，范围也越
来越广。对外友协从1979年开始，同澳大利亚外交部领导下的统筹对华交流机构——澳中理事会建立
对口联系以来，每年都进行一定项目的交流。各种代表团和人员交流将会使人民间的友谊一代代延续
下去。　　同大洋洲关系日益发展的另一标志，是中国同大洋洲各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的兴起。
自1979年以来，广东、江苏、福建和天津市分别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州
和墨尔本市建立了友好省、市关系；桂林和新西兰的黑斯廷斯市这两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也在1981
年结成友好城市；而甘肃省和新西兰的克赖斯特彻奇市作为路易·艾黎在中国和新西兰的故乡，去年
也签署了建立友好城市的协议，并正在拓展具体的合作。今年1月广东省又和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
纳尔省结为友好省关系。　　在胡耀邦总书记开始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西萨摩亚、斐济和巴布亚新
几内亚五个大洋洲国家进行正式访问之际，回顾三十多年来中国同这一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发展，令
人欢欣鼓舞。展望充满生机的太平洋地区的发展前景，我们满怀信心，定为促进中国与大洋洲人民更
紧密的友好合作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事业，做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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