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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内容概要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多角度地记述了作者外交生涯中难忘的人和事，不仅真实地记载了驻在国高层
人士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洛佩斯及智利总统阿连德、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等的效，还回忆了与
智利著名画家万徒勒里、哥伦比亚华裔阿丰一家及使馆外籍工作人员和友谊等，新中国外交官在外交
第一线的风采可见一斑。书中插有130多幅珍贵照片。全书语言朴实，内容丰富。引人入胜，具有较强
的可读笥和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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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作者简介

黄土康，1937年生于上海，19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入高级翻
译班进修，后入外交部，先从事口笔译工作。之后，历任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和大使馆工作人员、
随员，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二秘、一秘，外交部美大司处长、参赞，中国驻智
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大使等职。现为外交部外语专家、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
委员、外交笔会会员。

    曾主编《松林别墅的五位总统》、《中国外交官在拉丁美洲》、《高原古都墨西哥城》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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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墨西哥篇 高原古都墨西哥城我于1978年首次前往墨西哥城。一谈起大城市，人们马上会想到纽约、东
京、巴黎和伦敦。但是，当我从美国旧金山登上飞机，向南飞行4个小时，晚间飞抵墨西哥的首都—
—墨西哥城上空时，从飞机舷窗鸟瞰，我惊讶地发现，大街小巷密如蛛网，楼房毗连，各色灯光纵横
交错，一望无边。我马上得出这样的印象：此城之大，丝毫不亚于上面提到的世界名城。当时，在墨
西哥城，连郊区在内共聚居着1600万人，目前已达2200万人，其人口之多超过东京和纽约，为世界都
市之冠。墨西哥城全市面积因不断向周围各州扩展，没有精确的统计，但称为联邦区的市区，当时面
积为1742平方公里，居民937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6300多人。墨西哥城位于墨西哥中部海拔2200
多米的高原盆地——墨西哥谷地之中，四面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雪峰耸立，风光秀丽。它与我国海
南岛同处北纬19度线上，但因地势较高，又处于盆地之中，故冬无严寒，夏无酷热，风和日丽，气候
宜人。每年只有旱、雨两季之分，从11月至次年4～5月，一般每天下午有一场滂沱大雨。平均气温
在13℃～19℃之间。这是一座树木常绿、四季花香的美丽城市。墨西哥城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游客。它既保留了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又是一座绚丽的现代化都市。今日墨西哥城的部分
市区，是600年前印第安人阿兹台克部落的都城——特诺奇蒂特兰城。聪明的印第安人曾在这里修建了
许多宏伟壮观的建筑。可惜，1521年西班牙殖民军攻占该城时，这些建筑均遭严重毁坏。但仅从现在
残存的一部分遗迹中，依然可看出昔日的盛景。西班牙征服者入侵后，驱使印第安人在特诺奇蒂特兰
城的废墟上建起了墨西哥城。一座座欧式宫殿、教堂和修道院相继出现。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墨西哥
城以“宫殿之都”著称于世，殖民者的宝马香车来往穿行，市面十分繁华。保留至今的殖民时期的许
多重要建筑既使墨西哥城具有独特的风貌，又是墨西哥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从18世纪末起，墨
西哥城以今天市中心的华雷斯街为中心。开始近代楼房的建设。1821年取得独立后，首都面貌更是日
新月异。从20世纪30年代起，又开始钢筋混凝土建筑，一幢幢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建筑
风格各具特色。今日墨西哥城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人口，成为墨西哥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
心。从机场驱车进入市区，街道两旁高层建筑鳞次栉比，10层以上的大楼数以百计。许多楼房色彩鲜
艳，设计新颖，形状别致，又与印第安文化遗迹和殖民时期的教堂宫苑浑然一体，配以葱茏树木和如
茵绿草，给游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著名的“镜子大楼”，其外墙为特殊玻璃钢结构，在阳光反射
下，远远就可从大楼的“镜子”中看到周围的风光景色，犹如画卷。44层的拉美大厦和47层的墨西哥
饭店在市中心遥遥相望，是当时全市已建成的最高的大楼。拉美大厦是一座设备俱全的塔式办公楼，
全楼密封，空气自动调节，上百家大公司在这里经营着它们的日常业务。从大楼最高层眺望，墨西哥
城全貌尽收眼底。墨西哥饭店是一座更为现代化的大楼，房间布置别致新奇，装有闭路电视等现代设
备。楼顶旋转餐厅每两小时转动一圈，人们可以边吃饭边观赏城市全景。饭店设有直升机停机坪，可
使旅客避免市内的交通堵塞，以最快的速度前往他们要去的各地。饭店还拥有供召开国际会议和举办
大型展览的专用楼厅和必要设施。后来，墨西哥城又修建了石油公司办公大楼，高达50层，竣工后超
过拉美大厦和墨西哥饭店，成为当时全市最高的大楼。20世纪90年代，又有更高的建筑在市中心拔地
而起。从20世纪50年代起，墨西哥城迅速发展了冶金、钢铁、电力、化学、汽车制造、纺织和食品等
工业部门，当时集中了全国工业的50％左右，共有工厂企业3500多家，城市西北部的巴耶霍斯区是主
要工业区。那里，烟囱林立，厂家众多，环境污染最为严重，有钱人都不愿在这里居住，居民大多是
工人及其家属。也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墨西哥城建设了许多高架立交桥，有的高达4层。一座座巨
大的桥梁犹如一道道长虹，既为行人车辆带来方便，也为城市增添不少姿色。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问
题，这种高架立交桥还在不断建设中。1982年4月初，拉丁美洲最长的高架公路桥在墨西哥城竣工。该
桥全长1250米，宽25米，高13.5米。全市有近10000辆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分别行驶在纵横交错的马路
上。数十条交通干线，路面平坦宽敞。长55公里的起义者大街和30多公里的改革大街，纵贯南北，横
穿东西，是市区的两条主要干道。墨西哥也是拉丁美洲地铁建设较早、较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
代，就有3条地铁路线，全长40余公里，高峰时，运载量每小时可达12万人。其他几条线路当时尚在建
设中，建成后可直达城市东南角的国际机场。地铁建设采用法国技术，管理和调度全用自动化装置。
地铁票价相当低廉，不管路程远近，当时只要买了一张相当于人民币2角的车票就可上车，这也许是
世界上最便宜的了。当然后来票价也涨上去了，听说现在相当于人民币2元。凡是到过墨西哥城的人
。都不能不对城市星罗棋布的商业网点惊叹不已。全墨西哥45％的商业、52％的服务业和68％的银行
都集中在首都。市中心大小商场比比皆是，每个居民区都设有规模巨大的商业点，每条街上都有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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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马路边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摊，从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到耐用高档消费品，琳琅满目，应有尽
有。特别是超级市场相当发达，几个大型超级市场遍及全市各区，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的商业活动，它
们的广告充斥电视、广播电台和报纸。这些超级市场给居民提供了很大方便，中产阶级往往一星期去
超市一两次。就可以采购到一周所需的生活用品。墨西哥城也是全国的教育中心。据统计，全市共有
中、小学生近300万，大学生30余万。国立自治大学和国立理工学院是培养国家专业人才的摇篮。中、
小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服，孩子们穿着朴素大方、色彩鲜艳的校服走在大街上，犹如点缀在大花园中的
朵朵鲜花，使城市显得生机盎然。墨西哥城的新闻事业也相当发达，共有日、晚报20多家，总发行量
超过200多万，电视和电台的收视、收听率也极高。墨西哥城是整个国家的缩影，居民的生活节奏十分
紧张。每天清晨。天刚破晓，街上行人就络绎不绝。深夜一两点钟，市中心还是万家灯火，熙熙攘攘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大街上总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好像这个城市从来没有停息的时刻。但是，
墨西哥城的居民也善于休息和娱乐，一到周末，市内居民就纷纷驱车前往城市附近的游览地区，经济
能力较差的下层居民，或不愿开车出远门的人们，也常常带领全家，到市内的几个公园中占据一席之
地。平时拥挤不堪的街道顿时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市内建有许多娱乐场所，有电影院200多家，剧
场30多所，博物馆20多处。但是。墨西哥城也和世界上不少大城市一样，在繁荣昌盛和豪华竞逐的后
面，还有苦难和贫穷，在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旁边，还有许多简陋破旧的小屋。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城市一样，墨西哥城贫富悬殊鲜明突出。城市四周分布着许多贫民区。那里缺乏最起码的生活条
件，没有学校，没有医院，水电供应极其困难，街道大多是尘土飞扬的土路，政府当局也认为，在墨
西哥城还存在着“世界人口安置条件最差的地区”。城市过大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墨西
哥人在谈到自己首都之大为“世界之最”时，往往是无可奈何地摇着头竖起大拇指。墨西哥城像患了
巨人症一样，它那不断增长的躯体造成了机能紊乱，许多问题困扰着这个城市“巨人”，其中最严重
的莫过于排供水、交通和污染三大问题。当年我对墨西哥城的繁荣和生活方便感到羡慕，现在，看到
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迅速发展，我又担心这些城市会步墨西哥城的后尘。墨西哥的总统官邸松林
别墅在墨西哥城查普尔特佩克山丘的东南角，有一个占地10多公顷的大院子，四周围墙高筑，警卫森
严，这就是墨西哥总统的官邸——松林别墅。我曾于1978年～1983年和1990年～1994年两度在我国驻墨
西哥大使馆工作。第一次担任使馆的研究室主任，第二次出任我国驻墨西哥特命全权大使。在这两次
任期内。我曾有幸与那里的5位主人。即墨西哥从1970年～2000年的5届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
洛佩斯·波蒂略、米格尔·德拉马德里、卡洛斯·萨利纳斯和埃内斯托·塞迪略相识。这5位总统在
国家政坛上叱咤风云、左右乾坤。在近代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引导墨西哥这个拉美北端大国
的人民走过了坎坷曲折的发展道路。真正的总统府 松林别墅，院内青松林立，郁郁葱葱，莺啼雀啭，
流水淙淙，空气清新，景色优美。17世纪末，这里曾是当时墨西哥城豪门德拉托雷家族庄园的一部分
。1864年，由法国侵略军扶植上台的奥地利大公马克西米利亚诺皇帝以政府名义买下了这块地产，扩
展成为查普尔特佩克公园的一部分。1934年，因在拉美率先采取石油国有化措施，而深受墨西哥人民
爱戴的卡德纳斯总统，为了把当时作为总统官邸的查普尔特佩克城堡让出来改为国家博物馆，就搬到
松林别墅居住。迄今已有12位总统把这座风景幽雅的别墅作为他们的官邸。从别墅正门进去，在通往
总统楼的道路两侧，可以看到曾在这座别墅居住过的各位总统的青铜雕像。在墨西哥，名义上总统的
正式办公地点是位于宪法广场（又称索卡洛广场）的国民宫。但真正的总统府却是松林别墅。除接受
外国使节递交国书等重要礼仪活动尚在国民宫举行外，各届总统都习惯在松林别墅处理日常事务，决
定国家大事。1981年，我国总理在参加22国坎昆南北首脑会议后访问了墨西哥。这是我国总理第一次
对一个拉美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我当时在使馆工作，作为使馆指定的为代表团服务的联络员，在准备
工作期间和代表团访问过程中，有机会多次出入松林别墅，观察到一些外人鲜知的别墅内的情况。松
林别墅的中心是总统楼。这是一幢普通但十分宽敞的两层法式建筑。楼上是总统全家的起居室，完全
按照总统家人的情趣安排装饰。每届总统搬进去前，一般都要花2～3个月的时间修缮布置。楼下则是
总统工作和活动的场所。从正门进去，走过前厅，就是总统的办公室。办公室陈设简朴端庄。房间后
半部安放了总统的办公桌，正面墙上，挂着墨西哥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贝尼托·华雷斯的油画像。华
雷斯总统被墨西哥人民尊称为“民族英雄”、“人民赤子”和“最伟大的解放者”。各届总统都把他
的画像挂在办公室内，表示将按照他树立的精神处理国家大事，像他那样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办公桌
旁边，竖立着一面巨大的墨西哥国旗，象征着总统的绝对权威。办公室的前半部分有4张黑色长沙发
，供总统会见客人或召见内阁成员时使用。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问墨西哥时和总统会谈也常安
排在此，不作特殊布置。1981年我国总理访问墨西哥时，就是在这里和当时的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举

Page 6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

行了会谈。除了总统楼外，松林别墅还有其他一些建筑和设施，包括因20世纪30年代卡德纳斯将军居
住过而得名的卡德纳斯楼、迎宾馆和总统身边工作人员和顾问班子的办公室。墨西哥历届总统多数爱
好网球和骑马等体育活动，所以别墅内还设有一个平软如毡的网球场和一片宽阔的草坪。松林别墅里
的一举一动受到墨西哥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记者们日夜守候在别墅内专设的新闻办公室周围，以便
猎取消息。总统府的警卫队谈到松林别墅，就不能不介绍一下日夜忙碌的总统府警卫人员。在松林别
墅的北侧。有一座三层楼房，这是负责总统安全和安排总统活动的总统府参谋部大本营。总统府参谋
部相当于我们国家的中央警卫局，其成员都是从军队中精选出来的现役军人。参谋部是松林别墅中工
作最紧张的部门。总统每去一个地方，参谋部都要事先派出人员去安排日程，采取安全措施。总统外
出巡视时，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名副官始终随身护卫，从不远离。他们既是总统安全的保卫人员，又是
总统的随身秘书。墨西哥在1981年组织的坎昆南北会议，有22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参加，他
们的安全和生活全部由总统府参谋部负责，参谋部的工作获得了与会各国安全人员的好评。我在此期
间，以及在以后出任大使的过程中，与参谋部人员有过多次接触交往，深感他们的一大特点是精干，
工作效率高。1993年5月，我国朱镕基副总理访问墨西哥，在诸多准备工作中，安排活动和保证安全是
我作为大使最关注的问题。应该说.墨西哥一些部门尚有较严重的官僚文牍习气，彼此缺乏协调，与墨
方商谈准备工作开始颇为艰难，常常不易落实，我总是放不下心来。后来，经过我反复强调朱副总理
在国内的地位和他访问的重要意义，墨方在访问前10天破例决定改由总统府参谋部负责这次接待工作
（一般只负责接待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我与参谋部负责人开了两次会后，就把会见总统和其他
高级官员等各项活动，包括派总统专机送朱副总理一行去外地参观等细节很快就敲定下来，我终于能
在朱副总理抵墨前夕睡上一个安稳觉。参谋部人员也常穿便衣，显得文质彬彬。如果有外人在松林别
墅走到不该去的地方。他们就会上前很有礼貌地把他引开。正由于参谋部人员的辛勤工作，松林别墅
的活动得以有条不紊地进行，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危及总统安全的事件。一个独特的政治体制墨西哥
于1910年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7年颁布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根据这部宪法的规定，墨西哥是一
个资产阶级民主代议制国家，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并立。但是，墨西哥的民主体制有它的特殊性。
至少在革命制度党长达70年的统治期间，松林别墅的主人——总统，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拥有绝
对的权威。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三军总司令和执政党的当然领袖，不仅内阁成员，而且立法和司法
机构以及执政党的领导人选实际上都由总统内定。总统还通过执政党控制着工会等国家绝大多数的群
众团体。总统还在其任期结束前挑选自己的继承人，然后再由执政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无例外地形
式上予以确认，作为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革命制度党在政府的支持下，具有强大的竞选组织能
力。从1993年下半年起，墨西哥舆论已开始就萨利纳斯总统的可能继承人进行种种猜测，至第二年初
这更成为各界人士的日常话题，但执政党内没有任何风声，被涉及的可能人选也心中无数。可是，当
松林别墅内一作出决定，党部接到有关通知后便立即迅速行动起来。第二天（正值假日）我中午去机
场送国内来的代表团时，已看到大街和主要建筑物上张贴了被选定的候选人科罗西奥的巨幅相片，听
到电台和电视台正在广播下午6时将召开全国党代表大会，以正式通过科罗西奥为革命制度党的总统
候选人的消息，号召党员群众届时到党部向科罗西奥祝贺。在短短的几小时内，动用了各种交通工具
，把党政要员、各州州长（当然不包括极少数的反对党州长）和党主席运送到墨西哥城参加代表大会
，从下午4时起，革命制度党党部已被围得水泄不通。行动之快，规模之大，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
印象。可惜，科罗西奥当上总统候选人还不到4个月，在外地开展竞选活动时竟惨遭杀害，革命制度
党又推举塞迪略接替科罗西奥为新的总统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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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由上海华侨传媒、上海侨报、东方出版中心联袂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
年巨献力作，8位共和国大使真实披露外见闻。亲历、亲闻、亲见、细节生动。1973年4月19日至24日
，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在中墨建交仅一年多后，率庞大代表团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
访华最主要的活动是同毛泽东主席的会见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周总理同埃切维里亚总统进行了5次
会谈4次在北京，每次都长达两三个小时，我有幸担任了会见和会谈的翻译，对总理那富有耐心和说
服力的谈判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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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外交家笔下的世界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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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90年前后，台湾蛇头统治了福建偷渡事业，福建沿海地区兴起了偷渡美洲的浪潮，而墨西哥作为
美国的中转站，面临大批偷渡客入侵的局面。1993年5月至7月，有1000多名来自中国福建的非法移民
在公海上被截获，在滞留墨西哥期间，有150多人冲破警卫线，逃往美墨边境的灌木林带；而在遣返其
他的偷渡客中，发生了暴力事件，40多名非法移民与墨西哥警察斗智斗勇，最后一个个被抱上飞机送
回福建。这次海上大偷渡，美国把包袱甩给墨西哥，不提供伙食、医疗与加油支援，好在中墨双方配
合默契，墨西哥方面为非法移民进行了免费的安置工作，中国方面动员了当地华人出钱出力送水送吃
的，并加速了与国内有关部门的身份核实工作，最终一共出动了6驾大型飞机，妥善解决了海上大偷
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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