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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文建交

除苏联外，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都是首批承认并与新中
国通过“换文”建交的国家。自 1949 年 10 月 4 日至 1950 年 1
月 18日，新中国先后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
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等 7 个国家实现建
交。这些国家都是共产党执政，理念一致，与新中国不存在政
治上的障碍，也没有其他利益纠葛，建交时未经谈判，只是通
过双方政府间的公文往来，彼此承认，在宣布承认的同时，即
确定建立了外交关系。

建交插曲

在与匈牙利、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建交过程中，曾出现
了一些插曲。

匈牙利驻华公使馆 4 个月后升格为大使馆。1949 年 10 月 6
日中匈两国决定“互派外交代表”，1950年2月匈方派来公使夏
法朗柯。夏公使 2 月 15 日向刘少奇副主席递交国书。5 月 13
日，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夏公使时表示，“我们对新民主
主义各国都是一律派遣大使”，我中央已拟定黄镇将军出任驻匈
牙利大使，“这对两国的友谊很有益处”，建议匈牙利把驻华公
使提升到大使级。一个月后，即6月12日，匈方答复：匈牙利驻
华公使馆将升格为大使馆；匈方将为夏法朗柯颁发大使国书。7
月17日夏法朗柯大使向毛主席递交了作为大使的国书。

新中国与民主德国各自的首任外交代表不直接称大使，而称
“特命全权大使衔外交使团团长”（1955 年 1 月曾涌泉接任姬鹏
飞，即改称驻该国大使）。二战后，德国被美英法苏 4 国占领，
1949年5月23日和10月7日，西部、东部分别建立联邦德国、民
主德国 （简称民德）。

10月25日，周恩来外长向民德临时政府外长发去贺电，并通
知对方，新中国决定与民德建立外交关系，派遣外交代表。民德
于10月27日复电，表示“深深引以为荣”、“感到莫大欣慰”。10
月 27日这一天即成为两国正式建交日。1950年 6月 6日，民德特
命全权大使衔外交使团团长柯尼希到京。9月7日，章汉夫副部长
会见柯尼希，就中方拟任命姬鹏飞为驻民德外交使团团长事征求
德方意见，柯问：“为何不派大使？”章答：“因为苏联派驻德国

（指民德） 的是外交使团，而且德国驻华亦是外交使团。”
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恩·霍查准上将1949年11

月21日致电周恩来外长，“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及中央人
民政府的组成”，表示“愿意建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周恩来两天后即复电，表示“热忱欢
迎”，“立即建交”。

遗憾的是，双方在来电、复电中都未提及互派外交代表一事。
1954年2月26日，阿尔巴尼亚驻苏联使馆外交官访问我驻苏联使馆
临时代办戈宝权，称1952年11月7日，阿前任驻苏公使在莫斯科红
场与刘少奇相见时，曾提起有关两国交换使节问题。当时刘表示欢
迎阿派使节去京。为加强及扩大阿、中两国友好关系，现阿政府决
定拟与我互换大使，
特征求我意见。

3 月 2 日我外交部
复电我驻苏使馆：“同
意与阿尔巴尼亚互换
大使。望即转告阿使
馆。”4 月 13 日，阿驻
苏大使告我驻苏大使
张闻天，阿拟派奈斯
蒂·纳赛 （时任阿外交
部副部长） 为驻华首任
大使，特征求中方意
见。4 月 30 日我外交部
复电驻苏使馆，同意阿
驻华大使人选，并就拟
派徐以新（时任我外交
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为
新中国首任驻阿大使事，
征求阿方同意。双方达成
一致，并于1954年5月11
日同时公布。纳赛大使和
徐以新大使分别于当年9
月 13 日和 9 月 18 日向对
方递交了国书。

（作者为外交部礼
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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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

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
8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旅游天地”版用一

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本报记者申孟哲、刘少华写的
《跟着楹联读懂人文成都》。8 月 7 日，《成都晚报》、
《成都商报》均转载了这篇文章。

该文的第二部分“凭吊武侯 道不完的历史厚
重”，引用赵藩的攻心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
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
思。”但上述的两家成都报纸均将“从古知兵非好
战”，写成了“自古知兵非好战”。上联“从”为
平声，下联“后”为仄声，符合对联平仄对仗的
要求。如果上联用“自”为仄声，下联“后”也
为仄声，仄对仄就不符合要求了。

我原以为是 《人民日报海外版》 写错了，
便找来查阅，发现 《人民日报海外版》 登的没
有错，从楹联照片到记者报道都是“从古知兵
非好战”，说明记者做到了一丝不苟。而且版
式设计精美，图文并茂，吸引我细细地品读起
来。版面上附有7幅成都景点图片，用得很精
彩，《武侯祠》 图片制作成为长方形、《望江
楼》 图片为圆形、《鹤鸣茶社》 图片为椭圆
形，变化错落有致。特别是将成都最著名的
3 副对联：“武侯祠攻心联”、“草堂顾复初
对联”、“望江楼对联”中的前两联，特意
排在版面中部的左右两边，很美观，又有
分量，十分吸引读者。

说起“攻心联”，能讲出不少故事。
据悉，1958 年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会议时，曾在“攻心联”前驻足沉
思良久，反复赏析联词的微言大义。毛泽
东对调到四川主政的官员讲，到了成都
要到武侯祠，在武侯祠要看赵藩写的对
联，看后要记住。之后来到这里的邓小
平也称赞赵藩的对联写得好。好多游客
都喜欢在攻心联旁留影。8月28日，国
家邮政局即将发行《诸葛亮》邮票及小
型张，成都也将在武侯祠举行首发
式，《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此节骨眼上
推出这篇文章真是恰逢其时。

四川成都读者 安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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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1950年3月6日外交部办公厅
主任王炳南就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
递交国书事宜的请示报告。周恩来总理
建议（3 月）9 日或 10 日下午 4 时或 5 时
递交。毛主席作出批示，把时间定在3月
10日下午5时。

日前，我在美国费城参加一个国际学术讨
论会，本想会后直接乘机去芝加哥转机，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赶到机场后被告知芝加哥下大
雨，预定的飞机被取消了。这一下打乱了我的计
划，急忙去换机牌处找到机场执勤人员，希望他
们帮我寻找当晚能回去的任何航班，可是执勤人
员在电脑上的搜寻结果却是“NO”。

我在万般无奈下，突然想起妹妹在费城有一位
好 友 ， 后 来 也 成 了 我 的 朋
友：金红。然而我出国后已十
多年没有同她谋面了，这时打
电话向她求助，心里确实感到
冒昧。

电话是她老公晓明接的，
乡音未改，我们彼此一下就听出
了对方的声音。于是我就把被困
机场的事给他们讲了一遍，并直
言不讳地问到：“能不能到机场来
接 我 ？ 能 不 能 到 你 们 家 住 一
夜？” 电话那一端的老朋友满口应承，问了我在哪个航
班口之后，告诉我在那里等着，他马上开车来接我。我
突然感到自己真是不幸中的大幸，有朋友真好啊！朋友
是雨中的伞，雪中的炭。还有老天爷也赐给我了一个机
会来见见久违的珍贵朋友。

我在机场等了不到半小时，晓明就开着车来了，他很
绅士地帮我把行李提上车，并帮我打开车门，然后像迎接

“贵宾”似地将我接去他们家。

晓明刚把车停在门口，我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位老人
兴奋的声音：“来了吗？来了吗？”

我激动地走进他们漂亮的家，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走
出来迎接我，她便是多年未见的金红的妈妈。记得在国内
时偶尔去金红家，她妈妈还是满头黑发，转眼间阿姨变成
了一位慈祥的老人。阿姨操着温暖、亲切的成都话说：“燕
子，欢迎你来家里做客！好久好久未见到你了！” 异乡见
故人真是亲上加亲，我给了阿姨一个紧紧的拥抱。厨房里

飘来了家乡饭菜的香味儿，阿姨把我带进饭厅，餐桌上已
摆满了各色菜品，我真惊讶他们竟能在这么短时间里，做
出就像过年般丰盛的美食，而金红还在厨房里忙不迭地继
续炒着菜。

我感到朋友全家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情。
很快我就被迎上餐桌，与朋友一家围在一起吃晚饭。

金红指着菜盘一一介绍：“快吃，这是我自己做的腊肉；你
看，想到你喜欢吃辣的，专门给你拌了个鸡；这是地里自

己种的韭菜、黄瓜，回头给你带些回去……”
连着几天开会，几乎天天都是满桌的鸡鸭鱼肉，

可我却常常没有食欲，没有一顿吃饱过。而现在来到
朋友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面对满桌的美味佳
肴，我顿感饥肠辘辘，食欲大振，毫不客气地大口吃
起来，真比享受世界上所有的山珍海味都香。

晚上，我躺在朋友为我准备的干净、温暖、舒适的
床上，人虽然很困乏，却因感动而久久无法入睡。在国

外十几年，我接触到的大都是
西方人的待客方式。西方文
明注重自我，人与人之间保
持 距 离 （你 不 要 太 靠 近 我 ，
我也不要太靠近你），相互之
间很难串个门、聊个天什么
的。如果你平时去西方人家
里，也很难遇到他们为你端茶
送水或招待用餐，除非那家要
开个什么盛大的“party”。西
方人一般也很少让人在自己家

里留宿，即使是很熟的亲戚、朋友，大多也宁愿去联系
宾馆客房。

在金红家得到的礼遇，唤醒了埋藏在我内心深处对中
华文明和礼仪风范深深的敬仰：中华民族抹不掉拿不走的
那份浓浓的亲情友情，使你无论走到地球的哪一个角落，
只要那里有中国人，都能感受到自己同胞慷慨送来的温
暖，都能找到那盏“温暖的故乡之灯”，照耀你走进“温
暖的故乡之门”，旅途中处处有家。

旅途中的温暖之门
黎 焱（寄自美国）

●海外纪闻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这份报纸就像一束火种，

在迷茫时代照亮了我青春的道路。”请问“像
一束火种”的说法是否妥当？谢谢！

青岛读者 顾东水
顾东水：

量词“束”用于捆在一起的长条形的东西。
例如：

（1）门口站着一位先生，手里拿着一束鲜花。
（2）他从包里掏出一束崭新的毛笔，搁在桌

上。
（3）老王把一束稻草放在架子上。

“火种”指“供引火用的火”，也常用来比喻能

引起事物发生、发展的东西。例如：
（4）他们小心地保留好火种，准备再次生火。
（5）红军在当地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量词“束”不宜用于

“火种”。因此，“一束火种”的说法是不妥当的。量
词“个”可用于“火种”。例如：

（6）你去跟他们借个火种，小心回来的路上
别灭了。

（7）等到时机成熟，这个火种就会点燃起熊
熊的烈火。

如果说到许多火种，可以说“许多火种”或
者“一个个火种”等。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像一束火种”的说法不妥

●语文信箱

* 呼叫中心热线同时开通了
12308 短号码和 59913991 备用长号码。如您

在国内北京以外的省市拨打需加拨010，如在海外拨
打，需加拨0086－10，在个别国家，前面可能还需加拨其

他号码，具体请咨询电话运营商。电话资费标准与拨打北京普
通电话号码相同。

* 12308热线专门为在海外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等紧急情况的求助
人开通了快捷通道，按0再按9直接进入人工服务。

* 12308热线主要用于在海外遭遇突发状况紧急求助。为避免占用
热线资源，对于一般性领事证件咨询，如办理护照、签证、公证认证
等，可登录中国领事服务网 （http：//cs.mfa.gov.cn/） 或相关驻外使领
馆网站查询。

* 为保障安全出行，中国公民出国前可登陆中国领事服务网
进行“出国及海外中国公民自愿登记”（http：//ocnr.mfa.gov.

cn/expa/），以便紧急情况下驻外使领馆尽快与自己取得联
系 。 中 国 公 民 还 可 以 关 注 “ 领 事 直 通 车 ”

（LS12308） 微信，及时获取外交部领事司发
布的海外安全提醒和领事服务类

信息。

12308使用小贴士：12308使用小贴士：

为您开启领保新通道
胡心莹为您开启

为您开启领保新通道
领保新通道
领保新通道

胡心莹胡心莹

出国在外，最怕有个三灾两难。
而一旦遇到麻烦，第一时间联系上中
国驻外使领馆至关重要。作为一名经
常从事国际旅行的商务人士，笔者对
此深有体会。或者是由于一些国家通
讯条件差，或者是因为技术故障，抑
或线路繁忙，驻外使领馆电话有时会
打不通，让人着急。能否为海外游子
与祖国母亲间建立一条畅通的联系渠
道？国家在这方面有没有新的举措？
前不久，外交部 12308 呼叫中心试运
营的报道让笔者深感鼓舞。

今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问安哥
拉期间召开了海外民生座谈会，提及
外交部将建成领事保护呼叫中心，让
同胞们不管走到哪里，领事保护就跟
到那里。之后笔者又在央视新闻频道
看到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黄屏的专访，
得知呼叫中心热线号码定为 12308，
并将于年内建成。近日因有出国方面

的 事 务 要 咨 询 ， 笔 者 尝 试 拨 打 了
12308 热线，意外发现该热线已经开
始试运行，从而荣幸地成为 12308 的
第一批访客。

拨通 12308，电话彼端传来甜美
的女声：“欢迎致电外交部全球领事
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遵循语
音提示，笔者先进入语音咨询。菜单
设计相当简单，提供的信息却很全
面。随后又转接人工服务，几乎没经
等待便成功接入。对于笔者出国的问
题，接线员耐心解答，并表示会把有
关信息和在中国领事服务网上的链接
通过短信发至笔者的手机。挂断电话
后，果然很快收到短信。整个过程就
是一个感觉——顺畅！

享受了一把呼叫中心的服务，笔
者感慨良多。这回，国人给政府部门
打电话也能享受到和银行信用卡用户
一样的服务了，还真有点儿“上帝”
的感觉。笔者的同学圈、朋友圈不乏
出国经历丰富者，老友聚会也会吐槽

驻外使领馆电话不好打的事儿。听听
抱怨，也偶尔反思反思。公平地说，
还真没法苛责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
电话难打。这些年，中国人腰包鼓
了，不管是想出国赚钱的，还是要出
国花钱的，总之出国的人是越来越
多。公安部网站上说，2013年我国内
地居民出境人数已经超过 9800 万人
次，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我估摸今
年出境人数破亿不成问题。再往下
想，即使每一百人次中有一个人遇到
点事儿需要找外交部或驻外使领馆，
那这一年就是近百万通电话，也难怪
他们疲于应付了！

这些年来，我们这些常出国的人
确实感受到了外交部在保护海外中国
公民合法权益方面做出的努力。如

今，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关心之下，
又开通了 12308 这么一条面向全球、
24小时畅通的热线电话。希望这条热
线成为海外中国公民紧急情况下联系
祖国的绿色通道，把祖国的关怀真正
送到每位求助公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