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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和观点展开讨论,互相交
流。

我 先 后 专 访 过 黄 华 、
吴学谦、钱其琛、宦乡、王
炳南、姚仲明、凌青、钱俊
瑞、孙平化等要人。他们的
谈 话 在 读 者 中 , 引 起 很 大 反
响。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
代的主题”这一题法,就首先
出现于1988年3月为纪念《世
界知识》发刊1000期,举办的
题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
专题座谈会上。后来党的十
五大明确提出了这一观点。

重大历史事件回忆录,
很受读者青睐。

中美建交前,在波兰华
沙进行了长达九年的大使级
会谈。这在国际关系史和新
中国外交史上占有极其重要
的位置。王炳南是中方大使,
他的经历充满传奇色彩。“
文革”期间,在外交部地下室
隔离审查时,我们多次接触。
他对我很信任。

“文革”结束后,他担
任对外友协会长。

我主动找他商谈写回忆
录的事。他满口答应,并以他
的名义把中美会谈全部档案
借调出来,让我每天上午到他
办公室,起草长篇回忆录《中
美会谈九年回顾》,在《世界
知识》上连载。后来编辑成
书出版。

这部回忆录的发表,引
起国内外广大读者的普遍关
注。《广州日报》如获至宝,
及时予以转载。日本左翼出
版 社 派 专 人 来 北 京 洽 谈 出
版日文版《中美会谈九年回
顾》事宜。

回 忆 录 中 澄 清 了 长 期
在外交界一种不实传闻。即
在日内瓦中美会谈时,周总理
伸出手,而杜勒斯不握手的谬
传。当时,当事人周总理和王
炳南还健在。他们也证实这
是无稽之谈。

其 他 栏 目 , 如 世 界 政
情、漫谈外交、金融知识、
西方社会、外军动态、新闻
人物等,也办得很活跃,很吸引
读者眼球。

为了进一步扩大《世界

知识》在青年学生界的影响,
普及国际知识,我们和中央电
视台合作,首次举办世界知识
电视有奖竞赛,还以杂志为平
台举办全国性世界知识有奖
问答,收效颇佳。

凭 着 《 世 界 知 识 》 多
年优异表现,中华全国新闻工
作者协会给我颁发全国优秀
新闻工作者奖状,这实际上是
对编辑部这个优秀集体的褒
奖。个人能力是很有限的。
我对这个集体有着深厚的感

情。

意外的安排

1991年3月至1994年5月,
外交部干部司委派我到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担任等秘书,从
事领事侨务工作。这是我外
交生涯中一段新鲜而又难忘
的经历。

这个任命的下达,既出
乎我的意料,也让我周围的同
事感到些许愕然。

意外,是因为我长期从
事印尼问题的调研和印尼文
翻译工作,从未深入研究过美
国,对美国只是一般层面上的
了解。

愕然,是因为在外交部,
有意或想方设法争取到驻美
使领馆工作者,趋之若鹜,怎么
轮也轮不到我。

唯一靠谱的考虑,或许
因为我是归侨干部,对侨情比
较了解,从事领侨工作有其有
利条件。这也仅仅是推理和
猜想。

但我坚信,组织上安排
一个干部的工作,总会做通盘
考虑的。有些考虑未必需要
告知当事人。总之,我感谢组
织上对我的器重和信任。

1991年春节过后,外交
部干部司为我和林瑞玲办好
外交护照和赴美机票时,突然
接到老父亲在香港病逝的噩
耗。但行程已定,已来不及赴
港奔丧。树西妹说,父亲弥留
之际,得知我要赴美工作,不能
前来探望,老人家眨眼微笑,表
示理解欣慰。

母 亲 1 9 7 4 年 也 在 港 病
逝。其时,我在湖南干校接受

审查和劳动,无法赴港我对父
母"验不凭其棺,您不临其穴”
而深感歉疚。这或许就是古
人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
也。奔丧。

我们赴美行程很顺利。
第一站纽约,住了两天,在纽约
总领事馆见到不少外交部的
老同事,相见甚欢。第三天乘
火车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
从此开始我在驻美大使馆三
年又两个月的外交生涯。

20世纪90年代初,驻美
使馆使用电脑并不普及,大部
分报告和文件都靠手写和打
印,其效率可想而知。

第一天上班,有关同志
带我到使馆各部门照个面,共
同的外交使命使故友新知都
能愉快合作,和谐相处。第二
天 一 上 班 , 打 开 《 华 盛 顿 邮
报》,立即被一篇纪实报道所
吸引。该报用一个半版篇幅
刊登有关中国偷渡客如何通
过陆海空线路闯人美国的调
查文章。凭多年搞调研的政
治嗅觉,判断这篇文章对大使
馆和国内有关部门具有重要
参考价值。

于是马上着手摘要把它
翻译出来。领事部领导看后
甚为重视。当即批示交办公
室打印。由于篇幅较长,赶不
上信使回国的时间,馆领导决
定将原稿交信使带回请外交
部领事司打印后转发有关单
位。能及时交出第一份答卷,
内心深感满意踏实。

驻美使馆领事部的工作
范围简单明确,就是做好领事
辖区15个州10多万华侨华人
的工作,促进中美友好合作,为
国内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服
务。

任务一经确定,每个外
交 官 就 可 以 凭 借 自 己 的 觉
悟、智慧和主观能动性,在任
期内做好工作,为我国伟大外
交事业和改革开放、经济建
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美国的领侨工作最大特
点是工作对象与印尼或东南
亚大不一样。

在美国绝大部分华侨华
人都是解放前后,从大陆或台
湾移民过来的国民党军政要

员、学者、知识分子和文化
界人士等,政治倾向明显,文化
层次较高,属于中产阶层。

虽然他们都加入美籍,
但 中 华 民 族 情 结 依 然 很 浓
烈。他们非常关注中国的改
革开放,渴望了解中国大陆所
发生的伟大变革。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我们同他们广交朋友,善结良
缘,或家访,或参加他们的社团
活动,以诚相待,帮助他们解疑
释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在任期间,曾发生一
起震惊美国的校园凶杀案:一
名大陆留学生枪杀两名美国
老师。老师当场死亡,而凶手
自杀未遂,但却把自己的眼眶
给打碎了。美警方对他进行
刑 事 拘 留 , 并 给 予 人 道 的 救
治。但由于凶手严重残疾,无
法进行法律审判。经死者家
属同意,不予起诉。美方决定
将凶手押解出境,要求中方予
以配合。

由 于 此 案 发 生 在 中 国
驻休斯敦总领事馆辖区内,而
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又无
权与美国国务院进行外交交
涉,于是大使馆委派我负责与
美国国务院进行交涉。这是
我第一次踏入美国国务院大
门。由于许多具体事情都要
由总领馆派领事到现场处理,
而驻休斯敦总领事祝秋生是
我在驻印尼大使馆的同事,我
们合作得很愉快。经过几次
交涉,案子顺利解决。

最后,凶手是由一名中
国领事和两名美国警员押送
回国,并在北京机场与其家人
办完交接手续后,整个案子才
圆满结束。这场交涉无疑丰
富 了 我 的 外 交 经 历 , 十 分 有
益。

出访大使馆领事部辖区
15个州,也是一项重要任务。

1992年6月6日至13日,领
事部主任李梅高夫妇和我们
夫妇驱车2000多英里,先后访
问了西弗吉尼亚州摩根敦、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田
纳西州孟菲斯市和诺克斯维
尔市、弗吉尼亚州莱克星顿
市和温切斯特市。

出访目的很明确,就是

 主编《世界知识》和驻美国领事工作

黄书海不平凡的经历之（三 ）3

《世界知识》1934年在上海创刊，创办人是胡愈之先
生(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