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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
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20世纪60年代，我就是在
自己无法选定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开始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6年5月，我在天津耀华中学(当时称16中学)结束了高三毕业考试，进入高考准备阶段。
本想报考清华大学学工程，没想到一夜之间高考制度被废除，我的个人命运从此随着国家的命运走进
动荡不定的年代。
1968年7月，我加入天津首批志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行列，来到位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的苏独伦公社
插队落户，成为一名“老三届”知青。
20年之后，经过生活中无数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碰撞，我获得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成
为国家恢复博士学位制度后的首批博士之一。
随后进入外交部，就职于当时的苏联东欧司苏联处，以超过“不惑之年”的高龄和高学位的“双高”
身份开始了外交生涯。
自建国以来，外交部绝大多数外交官都是外语院校科班出身或在国外接受过专门外语培训，像我这样
先学中文，后又学历史，唯独没专门学过外语的人在外交部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属凤毛麟角。
而作为首位具有博士学位的驻外大使，我更是开外交部历史之先河。
由于命运之神的安排，我的外交生涯恰好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这使我亲眼目睹了世界局势的
急剧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幸运的。
为了让大家与我分享这种人生的幸运，我愿意把这些年驻外工作期间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讲述
出来。
我一直认为，世界上其他事物都可以改变，只有历史是不可改变的。
虽然由于人们自身对历史了解的程度不同，以及历史观的差异，会对同样的历史产生不同认识，作出
不同解释，但这并不能影响历史事实本身作为客观存在所具有的唯一性。
任何一个尊重历史的人在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所应该做的，就是如实地面对历史。
尽管自己的经历会有各种局限，尽管当时的一些看法今天看来也许有失偏颇，然而，只有“唯实”的
回忆，才是有价值的，因为只有借助许多“唯实”的回忆，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全貌，正如绝对
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
我真诚地希望，本书的这些“唯实”回忆能够为大家了解和认识这段震撼世界的历史提供一些有益的
参考，同时也希望有助于大家走近“神秘的”外交。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
当年，千百万与我一样的同龄人意气风发地走向广阔天地，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同时也
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印记。
每个知青各有各的印记，这些印记影响着每个知青的一生，我也不例外。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插队生活留下的印记始终如影随行。
正因为如此，我愿把这本《驻外札记》献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以此纪念那个曾经承载着我们
理想和激情的岁月，表达自己对知青岁月难以割舍的情感。
纪念过去是为了创造未来。
希望一代知青的特殊人生经历能够为后来人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我要对南开大学相关领导及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他们对我这位南开历史系校友的热情支持，使
我的《驻外札记》得以在母校问世。
于振起2008年7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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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驻外札记：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断》内容包括：在苏联的经历；走进乌克兰；在俄罗斯
；出使白俄罗斯和到保加利亚任大使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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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振起，1968年7月—1972年8月：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苏独伦公社插队；1975年7月：天津师范学院中文
系毕业；1981年10月：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8年7
月：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8年8月—1990年10月：外交部
苏欧司苏联处二秘；1990年10月—1991年5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1年5月—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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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驻俄罗斯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2002年3月—2005年8月：中国驻白俄罗斯共和国大使；2005年10月
—2007年10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共和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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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苏联的经历1987年11月，正值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发表了轰动
一时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
他在书中坦诚：“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
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根据对80年代中期前社会中形成的局势广泛而坦率的分析，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应该说，戈氏对当时苏联国内局势严重性的估计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他为克服这些潜在危机开
出的“改革”药方是错误的。
正在外交学院读博士的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有一种感受，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此书是苏
联的不祥之兆。
”事后看，戈尔巴乔夫为病入膏肓的苏联开的药方非但没能帮助苏联克服国内危机，反而加速了它的
寿终正寝。
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要想看透一个人的内心，了解他的
真实意图是很难的。
但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怀有消灭为他开拓了生活美好前景的共产党，消灭培养他成长的社会主义之心
，那是绝不会有错的。
在1991年以后，他自己就说过这样的话。
”戈尔巴乔夫说，“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大国悲剧》，新华出版
社2008年1月版，第365页、第15页)我从1988年8月进入外交部工作之日起，就参与了中苏关系正常化进
程的有关工作，其中包括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历史性高级会晤。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苏两国关系出现严重曲折，长时间处于不正常状态，两国之间形成的政治上
对抗、军事上对峙、心理上对立的局面持续了20多年，其间也发生过流血冲突。
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开始举行旨在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副外长级磋商。
这一磋商持续了6年，为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做了许多工作。
1982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渐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教育等具体领
域的联系和交往明显增加。
例如，1981年两国贸易协议额只有4．1亿瑞士法郎，到1988年已经达到48．3亿瑞士法郎。
又如，1983年双方恢复互换留学生时，仅仅交换了10名留学生，到1988年，中方派出的留学生已经增
加到450名。
1988年，中苏之间各类互访团组有460批之多，这样大的规模在1982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1988年以前，中苏关系在政治领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
常化的“三大障碍”方面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到进入1988年，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才逐步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
随着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取得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转机，其标志是钱其琛外长1988年12月对
苏联的访问。
这是自1957年以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苏。
双方对在1989年上半年举行中苏高级会晤的可能性表示乐观。
如果说，长达6年的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记载了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目标的不平坦路程，那么，钱外长
的莫斯科之行则意味着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89年2月，两国外长在北京再次会面，继续就关系正常化问题交换意见，并着手为高级会晤作准备。
经过两国外长互访为高级会晤所作的具体准备，双方决定于1989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苏高级会晤。
这次高级会晤实现了“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目标，开启了中苏关系正常化新时期的大门，为两国
建立一种健康成熟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基础对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990年1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磋商时，苏方代表罗高寿请钱其琛外长为苏联著名的《国际生活》杂
志撰文，钱外长同意了这一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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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参与了此文的准备工作。
此文发表在当年7月号的《国际生活》上，题为“中国与世界”。
这是中国外长首次在国外公开发表署名文章。
关于世界形势，文章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和平的主流不可阻挡，军备竞赛的势头受到遏制，军事对抗减弱，政治解决地区冲突的势头增强，通
过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有可能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
但是，世界上一些固有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战争因素并未消除，地区冲突仍在继续。
一些地区和国家的局势剧烈动荡，在国际关系中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企图和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都使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东欧形势发生的急剧变化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甚至挫折，如何处理终究是它们的内部事务。
我们一贯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己作出的选择。
我们衷心希望东欧各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和发展同东欧各国的正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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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写完这些驻外工作生活札记之后，觉得还有些不属于札记范围但又与札记有关的话想说，于是就
有了这个结语。
多年以来，我一直很欣赏美国的一句格言：“逆境打垮弱者，造就强者。
”一个人的一生，一帆风顺的时候是不多的，伴随人们更多的是困难和挫折。
只要能够不断克服困难，战胜挫折，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的强者。
钢铁其实就是这样炼成的。
千百万知识青年当年在广阔天地所经受的磨练，生成了一种不为任何困难所屈服的知青精神，成为贡
献给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从一名知青成长为共和国大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这种精神。
人们一般比较熟悉的是外交工作令人羡慕的一面，而对它的另一面了解得不多。
外交是一种需要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的特殊职业。
外交官要面临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和生活困难，经受各种常人难以遇到的心理考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这本《驻外札记》中对此略有涉及。
从1998年开始，我一个人在外连续常驻工作9年多时间，一些外国友人很钦佩我的这种献身精神，同胞
们则赞扬我是舍小家为国家，我常用一句半开玩笑的话回应：“中国外交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不说与自己的知青经历有关。
我在使馆常对同志们说，对于插过队的人来说，现在的任何困难都不在话下。
外交工作具有直接感知外部世界对自己国家看法变化的晴雨表功能。
这些年来，我在国外切身感受到中国国际影响的明显增强、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
记得当年在基辅工作时，一位乌克兰工程师邻居曾经对我说过：“中国现在比我们强，但是，亲爱的
于，再过10年20年，还是我们强。
”现在，听不到有人说这样的话了，外国人经常议论的话题是“中国经济什么时候会超过美国”。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2l世纪将是中国世纪。
他们形象地比喻说，将来伦敦交易所的外汇比价不再说一英镑相当于多少美元，而是说相当于多少人
民币。
外部世界对中国看法的这些变化根源于中国30年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奇迹”和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
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在国外，每当我听到那里的人们对中国的赞美和钦佩，都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和幸福感，这
时就会觉得所有个人的牺牲都是值得的。
这也许就是外交的特殊魅力所在。
外交因在国际舞台上直接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
曾经有国内大学生问我：“您认为作为一位大使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我回答说：“我个人认为，一个大使要履行好自己肩负的职责，有四个条件是必需的：一是对自己
所代表的国家和人民绝对忠诚；二是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三是掌握外交工作所需要的基本专业知识；
四是具备较高的个人修养。
在同样执行国内指示的前提下，每个大使的工作质量实际上就取决于个人的素质，而这四个条件是决
定大使个人素质的重要因素。
”这个认识是我两任驻外大使实践的收获之一。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大地震”对世界造成的强烈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它把
人类历史带到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开启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格局重组的新进程。
现在这个进程仍在继续。
这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
自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以来的近20年里，中国充分利用历史机遇，成功应对时代挑战，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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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的重要因素。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为世界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40年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却是一代知青的主要人生。
我们有幸参与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我更有幸成为一名职业外交官，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效力。
在以往的外交岁月里，我始终为自己是一名知青外交官感到自豪。
生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人是幸运的，能够为这一伟大复兴事业作出自己贡献的人是幸福的。
这就是我在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想向知青朋友们以及年轻一代说的心里话。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曾经支持过我、关心过我的同事和朋友。
正是由于他们的支持和关心，才使我能够得到这本《驻外札记》中讲述的那些工作上的成功和生活中
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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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札记:一个知青大使的外交生活片断》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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