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交十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外交十记>>

13位ISBN编号：9787501221103

10位ISBN编号：7501221103

出版时间：2003-10

出版时间：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钱其琛

页数：450

字数：2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交十记>>

内容概要

　　本书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外交斗争纷繁复杂，期间还发生了四次战
争。
本书只是从几个侧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做些记述而已。
搁笔沉思，感到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突发事变，有时就如自然界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一样，似
乎连人类自己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自序/2003年3月18日，全国人大换届大会闭幕，我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
新老交替，符合自然规律－而且是有利于国家发展，社会前进的规律。
老干部退下来本身，就可以看做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贡献。
我已经75岁，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有时间，看些以前想看而没时间看的书，做些以前想做而没时间
做的事。
今春，兴之所至，曾做五言诗述情，其中有这样两句：“有情叙往中，无官开新卷。
”所谓“开新卷”，不一定只是读新出的书，只要是没有读过的书，对我都算是新书。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希腊先贤，广场辩论，文、史、哲、传记、回忆录、都是人类智慧。
像英国科学家霍金《时间简史》这样的“天书”，虽然难懂，读了也启发思想。
人们常说要改造世界观，看来，还要改造宇宙观。
宇宙之大，无边无尽，万物自有规律，人不应被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的束缚。
再说“叙往事”。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从上世纪80年代始到新世纪初，这20多年的中国外交，确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
。
作为参与者，回顾起来，往事历历在目，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特镜，在脑海中不
断萦回。
现在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不求面面俱到，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故
称之为本书。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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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其琛，１９２８年１月生于天津，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人。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相当大学文化。

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５年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党小组长、党支部书记。
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４９年任上海《大公报》社职员并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男中学委委员，徐
龙区学生区委副书记。
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３年任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委员，共青团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
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５４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５年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
１９５５年至１９６３年任驻苏联使馆二秘、留学生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
１９６３年至１９６６年任高教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后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８２年任驻苏联使馆参赞，驻几内亚大使，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８年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党委副书记。
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１年任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１９９１年至１９９２年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９３年３月在全国人大第八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
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７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１９９７年９月当选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９８年３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９８年５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２０００年１月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第十三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
局委员。

１９９７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被授予蒙古国最高勋章——“北极星”勋章，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为发展蒙中关系所
做的贡献。

通晓俄语、英语，略通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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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斯里巴加湾的诱饵１９９５年８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
里巴加湾市举行。
此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
８月１日下午，我与他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ldquo;两个中国&rdquo;和&ldquo;
一中一台&rdquo;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
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
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ldquo;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rdquo;，但未说明
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１９８９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ldquo;诱饵&rdquo;，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一系列对话、磋
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
做出明确的表态。
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
一步磋商。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８月２４日至２７日来华。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
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
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
，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ldquo;个案处理&rdquo;。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
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１０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
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ldquo;正式国事访问&rdquo;来安
排，提出要以&ldquo;正式工作访问&rdquo;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２１响礼炮。
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
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
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
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１９８５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
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纽约会晤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
达成战略共识。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
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
设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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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ldquo;
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rdquo;。
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
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
散，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
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
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１９９６年访美。
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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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外交十记》历时5个月，终于问世了。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 1世纪初，国际风云变幻难测，外交斗争纷繁复杂，其间还发生了四次战争。
《外交十记》只是从几个侧面，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做些记述而已。
搁笔沉思，感到人类社会的急剧变化和突发事变，有时就如自然界的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一样，似
乎连人类自己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书成之时，我首先要感谢外交部领导李肇星、戴秉国、王毅各位的鼓励和关心，以及外交部各部门主
管的支持。
许多同志协助查寻资料，核实正误，提供了帮助。
杨成绪、黄舍骄、张庭延、赵稷华、刘新生、傅全章六位老大使和詹永新、何向东、郭宪纲、宋荣华
、李星等年轻新秀共同参与了写作。
没有他们的参与，此书难以在短期内完成。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爱妻周寒琼和儿子钱宁。
他们是书稿的最早读者，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
2003年8月15日于北戴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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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外交十记》钱其琛回忆录对现实的价值新京报   最近，钱其琛《外交十记》一书面世，摆在书店的
显要位置。
这位前国务院副总理退下不到一年，他自称为&ldquo;真实准确，非史非论&rdquo;的《外交十记》就
出版。
政治家隐退撰写回忆录，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丘吉尔、尼克松的回忆录，近年来还有叶利钦的自传《午夜日记》等，但这种写作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成为习惯。
很多中国的政治家传记，大多不是出自本人之手。
对信史来说这是个缺憾。
政治家写作的价值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
这种视角来自政治家本人对亲身参与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观察和体验。
因为这种视角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信息，是信史的一部分。
二是拓展了我们社会的话语空间。
《外交十记》这种形式的个人写作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习惯的时候，政治家的个人写作本身，无疑是对
我们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
一个社会公共话语空间的拓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多种多样表达方式和内容的尊重。
政治家的回忆录对公众的影响是广泛的，因为这种作品里的政治话题和知识，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公
民理性，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个公民的成熟，是建立在政治常识和智慧积累的前提之下的。
《外交十记》里并没有所谓的&ldquo;内幕&rdquo;，但我仍然为这种写作而欣喜。
政治家自我表达的欲望和社会的发展现状好比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正因为此，任何政治家表达的欲望
都不可能超越一个社会发展的现状。
我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个人和公共媒体的表达限度也会随之不断地调整到最适当的位置。
因此，像《外交十记》这样的政治家著述一定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彩。
(燕子山)《外交十记》钱其琛披露外交内幕由世界知识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外交十记》中，著者钱其
琛特辟一章谈到&ldquo;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rdquo;，其中披露１９９５年美国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
，而一个月前，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亲口对钱其琛作出承诺，表示不会让李登辉访美。
美国出尔反尔１９９５年５月２２日，美国突然宣布，克林顿总统决定允许李登辉于那年６月的第一
周到美进行所谓&ldquo;非官方的、私人的访问&rdquo;，参加康奈尔大学的毕业典礼。
尽管此前两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和副国务卿塔诺夫已正式约告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
这一宣布仍令人震惊。
仅一个月之前，美国国务卿亲口对我做出过承诺，说美国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
那是这一年的４月中旬，我去纽约出席《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和延期大会。
期间，应美方的要求，１７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华尔道夫饭店进行了会谈。
谈到李登辉图谋访美时，克里斯托弗曾明确承诺，美不会允许李访美，并说李访美不符合美台间的非
官方关系的性质，美最多是考虑给李延长过境签证。
李登辉第一次过境美国是在夏威夷。
当时，美方规定他只能在机场停留。
李登辉对此很生气，穿着睡衣，不下飞机。
如今，一个超级大国的外长对外做了承诺，竟然出尔反尔，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震惊和气愤。
６月７日，克里斯托弗致信给我，在信中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绝对多数通过了要求允许李登辉访
美的议案，在此情形下，&ldquo;总统的考虑是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防止通过可能会使美台关系看
起来具有官方性质的有约束力的立法&rdquo;。
这当然只是强辩之辞。
美国国会通过的所谓&ldquo;决议&rdquo;只是意向性的，而给不给入境签证是行政当局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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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了两种说法，只能解释为美方言而无信。
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美政府此时也想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
当然，台湾的金钱攻势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据美国报刊透露，台每年都要在美国公关公司身上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
１９９４年，台湾就曾与美国卡西迪公关公司签订了为期三年、费用高达４５０万美元的合同，专门
为促成李登辉访美进行公关游说。
同时，台湾不惜巨资，经常邀请美各级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议员助手赴台访问，又不断向美有影响
的智囊机构、大学和研究机构提供巨额资助，以影响美国的舆论和上层决策。
１９９４年，台湾方面又以李登辉的名义，分两次向康奈尔大学捐款４５０万美元。
中国的反击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打破了将近１７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ldquo;禁令&rdquo;
。
面对美国方面的外交挑衅，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反击措施。
５月２３日，我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
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同日，外交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分别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美国的这一错
误行径。
５月２６日，外交部宣布，中国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６月对美国访问；李贵
鲜国务委员及空军司令员于振武也分别中止了对美国的访问。
５月２８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
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和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原分别定于当年６月和７月来华的访
问，也被要求推迟。
一时间，两国间副部长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重要的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６月１６日，我国驻美大使李道豫奉命正式通知美国政府，由于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了恶劣后
果，他奉召回国述职。
对此，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了遗憾，称美并未对中方的决定采取对等行动，美非常希望中方能
尽快派回大使。
１９９５年７月和１９９６年３月，中国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导弹实弹发射演习，并推迟第二轮&ldquo;
汪辜会谈&rdquo;。
中方上述措施大大地震动了美国，促使美国国内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进入高潮。
辩论的结果是，美两党主流派形成一个基本共识：中国的崛起和强大难以阻挡。
&ldquo;孤立&rdquo;和&ldquo;遏制&rdquo;中国不是上策，而与中国保持&ldquo;接触&rdquo;才符合美
国的长远利益。
紧急修补１９９５年６月７日，就在李登辉开始访美的当天，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给我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示，李登辉访美将是一次&ldquo;纯粹的私人访问&rdquo;，行政部门的任何官员都不会与
李登辉会见。
李登辉不得从事任何有官方性质的活动。
我没有理会他这番表白。
６月７日至１１日，李登辉赴美，往返途中经停洛杉矶、锡拉丘兹（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康奈尔大
学一小时汽车路程）、安克雷奇三个城市。
６月９日，李在康奈尔大学发表了名为&ldquo;民之所欲，长在我心&rdquo;的政治性演说，叫嚷
要&ldquo;突破外交孤立&rdquo;，强化台美关系，政治色彩浓厚。
从李登辉在美国活动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政府的确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限制措施，将李的访问维持
在&ldquo;非官方&rdquo;的基调上，缩小其影响。
李登辉经停之处，除了当地官员和个别几名议员出面欢迎外，美联邦政府官员都未与他接触，州长也
没有会见。
此外，没有允许李经停纽约；在机场和康奈尔大学不许挂伪&ldquo;国旗&rdquo;、不放伪&ldquo;国
歌&rdquo;；取消了李原定在康大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没有同意李的夫人访问白宫，等等。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交十记>>

美方在华盛顿也做了点姿态。
就在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的当天，６月８日下午，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白宫紧急约见我国驻美大使李道
豫，除对允许李登辉访美进行辩解外，也重申美执行一个中国政策，而不是&ldquo;两个中国&rdquo;
或&ldquo;一中一台&rdquo;政策。
此次克林顿总统会见李大使，一反惯例，特意安排了记者到现场照相。
但是，美方的这些表态不足以消除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更没有就美国政府今后将如何处理
此类事件给中方一个明确的答复。
李道豫大使当场向克林顿总统表示，不能接受美方的解释。
斯里巴加湾的诱饵１９９５年８月初，第二十八届东盟外长会和随后的东盟地区论坛在文莱的斯里巴
加湾市举行。
此前，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积极表示，希望能与我在那里会见。
８月１日下午，我与他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晤。
克里斯托弗首先转交了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美国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三个联合公报，反对&ldquo;两个中国&rdquo;和&ldquo;
一中一台&rdquo;的主张，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但是没有提及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
局领导人访美的问题。
克里斯托弗在与我会谈中，提出了两点新的内容：一是美国非常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二
是克林顿总统授权他告诉中方，愿意邀请江主席&ldquo;在不久的将来访问华盛顿&rdquo;，但未说明
访问的具体时间和访问方式。
当时，美国１９８９年后对我国进行的所谓制裁仍在继续，国家元首的正式互访一直处于停顿状态。
克里斯托弗显然是想以这两点为&ldquo;诱饵&rdquo;，使我同意他提出的恢复中美间一系列对话、磋
商和高层往来的建议。
中方最为关注的，是美方今后将如何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这一重大问题，对此，克里斯托弗没有
做出明确的表态。
因此，我对美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回应，只是同意美方派塔诺夫副国务卿来北京与李肇星副外长进
一步磋商。
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塔诺夫于８月２４日至２７日来华。
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诺夫通报了关于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限制措施：
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
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
，这类访问将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ldquo;个案处理&rdquo;。
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
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是年１０月，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大会之后，在纽约与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正式会
晤。
当时，美国本有意邀请江主席到华盛顿进行访问，但又表示难以按&ldquo;正式国事访问&rdquo;来安
排，提出要以&ldquo;正式工作访问&rdquo;来进行。
所谓工作访问和国事访问的区别，主要是前者没有白宫南草坪的欢迎仪式，没有２１响礼炮。
通常情况下，安排工作访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双方要讨论某个重要而紧急的议题，时间上来不及
安排正式的国事访问，或访问的内容较为单一，时间较短，礼仪也就从简；一是双方的关系似乎还没
有发展到鸣礼炮的热烈程度，所需维系的仅是两国间的工作关系。
工作访问的形式，可以向外界显示两国关系的局限性。
从当时的情况看，江泽民主席如实现访美，将是１９８５年之后中国国家元首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
对恢复和改善中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应该是正式国事访问。
但是，美国坚持不安排正式国事访问，这不仅仅是一个礼遇问题，而是反映出美国政府在改善和发展
对华关系问题上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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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走出这一僵局，我方提议，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会晤。
纽约会晤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４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举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
达成战略共识。
会谈时，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关于应从战略全局和新世纪的高度处理两国关系的观
点；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孤立不是选择，遏制不是选择，对抗不是选择，惟一正确的选择，是保持建
设性接触。
关于台湾问题，克林顿说，美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美方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两国分歧的来源。
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对处理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再次承诺，对此类访问采取严格限制措施，&ldquo;
这种访问将是私人的、非官方的，而且是很少的，并将个案处理&rdquo;。
当然，他也留了一个小尾巴，说美方不能完全排除今后会有这种访问的可能性。
针对美方提出希望恢复中美有关导弹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军控和出口管制等问题的磋商，我
也做了补充性发言，提出中美就不扩散问题的磋商，应当包括美售台武器问题，因为这是一种武器扩
散，也是中方最关切的问题。
作为江主席的陪同人员，驻美大使李道豫前往纽约，参加了中美首脑会晤后留在美国，也就算是返任
了。
此后，中美间的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
我国国防部长、司法部长于１９９６年访美。
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胡劲华整理自《外交十记》钱其琛著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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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交十记》一书面世，摆在书店的显要位置。
这位前国务院副总理退下不到一年，他自称为“真实准确，非史非论”的《外交十记》就出版。
政治家隐退撰写回忆录，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大家已经很熟悉的丘吉尔、尼克松的回忆录，近年来还有叶利钦的自传《午夜日记》等，但这种写作
在中国似乎还没有成为习惯。
很多中国的政治家传记，大多不是出自本人之手。
对信史来说这是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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