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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两航”财产

原国民政府所属
“两航”（即中国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央航空
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随
着国民党败退迁至香港，
其中 12 架飞机起义成功，
于 1949 年 11 月 9 日飞抵天
津、北京，但尚有 71架飞机
等资产被英方扣在香港。新
中国要求归还这笔国家财产。

11 月 28 日 、 29 日 ，“ 两
航”2300 余员工发表宣言，表
示坚决保护两航财产，正告港英
当局“重视中国人民政府在香港
的资产权益”并予以保护。12月3
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两航空公
司留在香港的资财，只有我中央人
民政府和我中央人民政府所委托的人
员，才有权处置，决不容许任何人以
任何手段侵犯、移动或损坏”。

而美国却趁火打劫，串通阎锡山
领导的政府，于 1949 年 12 月 11 日以
474万美元买下“两航”产权。

国民党当局担心再次发生飞机起
义，1950年4月2日，派特务炸毁了中航
停放在香港军事禁区内启德机场 07 号跑
道上的 7 架飞机。我要求英国政府捉拿肇
事者，没有得到回应。

5月 8日的谈判中，章汉夫副外长要求
英方澄清，“对香港的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
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财产之态度”，
英方代表胡阶森说“英国政府承认在英国领
土上的过去国民党政府所有财产，现在都属
于中央人民政府”，但是对“两航”在香港的
飞机问题，胡却说“是法律问题”，他不能回
答。

5 月 10 日，英国枢密院却发出“枢密院
令”，扣押两航飞机和器材。5月17日，章汉夫
就此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7月28日，不
顾中方多次抗议，在港英当局的庇护下，美国用

航空母舰将两航留港的全部飞机和其他资产强行劫走。
作为报复，1952 年 8 月 15 日，上海市军管会征用

英国在沪的英联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同年 11月征
用英商上海电车、自来水、煤气公司。

代办关系

中英建交谈判搁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950年6月
朝鲜战争爆发。当时，英国宣布，它的远东舰队交给美
国麦克阿瑟指挥，驻香港英军的一个旅，开赴朝鲜同中
朝军队作战。

朝鲜战争停战后，1954年 4月在日内瓦召开国际会
议，周恩来和英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艾登会面，对中英
关系改善起到推动作用。

6月 17日英方向我国重申：一、“1950年 1月 6日撤
回对前中国国民政府之承认，并于同日通知人民政府予
以法律上之承认”；二、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
题，英国政府愿表明其欢迎”态度，“兹将于适当时间”
投赞成票；三、“投弃权票一举，决不表示赞成国民党代
表权，或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四、关于“两航”财产，
英方表示：“对于此项飞机所有权之决定，系归诸法院，
而非归诸英国政府。”而就7架飞机被破坏事，表示“以
香港政府对此项飞机未予充分保护一点，即已足矣。”

显然，英国态度有了一定进步，但仍不完全符合中
方的建交原则。6月初，艾登提出，中方“派一位与杜维
廉先生 （英在京谈判代表） 同样身份的人去伦敦”，周恩
来表示同意。17 日，周恩来由日内瓦致电中央，建议

“相互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表身份和地位，可以表示两
国关系已开始走向正常化，但在双方经过谈判，互换大
使之前两国关系仍然是不完全正常的，仍然没有完全脱
离谈判建交阶段。代办的机构应称代办处”。

1954年6月17日，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大使关系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席位恢复，中外建交新一轮大
潮到来。1972年 3月 13日，乔冠华副外长和英国新任驻
华代办艾惕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决定从
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升格为大使。

至于两国遗留在对方资产的历史问题，包括扣押我
方“两航”飞机及扣留英方在华的资财，直到 1987年 6
月 5日两国政府签订协议才告结束。协议规定，英国向
中国支付 380万美元，而中国则向英国支付 23468008英
镑。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与《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为文友，我深感
荣幸。因为，这是一份享誉全球的权威性中
文报纸，更是一座连接华夏儿女的文化桥
梁。我与之结缘，是因为弘扬黄埔精神。

1924 年 6 月 16 日，黄埔军校在苦难中
诞生。我的父亲胡靖安将军是黄埔军校二
期生，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90年
前的他，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们
一起奔向黄埔军校，他们一面勤学苦练
军事才能，一面立志发扬以救国救民为
己任的黄埔精神，然后从校园走向战
场，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华历史的
不朽篇章。

一转眼，90年过去了，曾在东征、
北伐和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黄
埔师生们大多已经作古。幸而，黄埔
后代人才济济，出了许多各界知名人
士，其中不乏前国家领导人和开国元
勋的子女。黄埔军校在台湾一直以
三军官校的形式延续至今，绝大部
分退役将领均为黄埔师生。

上世纪 80 年代，两岸的黄埔
师生和后代们开始往来，我先后
认识了黄埔教官聂荣臻元帅之女
聂力中将、黄埔一期生徐向前元
帅之子徐小岩中将、黄埔军校政
治部主任周恩来侄女周秉德、黄
埔四期生戴安澜将军之子戴澄东
等知名黄埔后代，聂将军是我们
的大姐。大约 2006 年，我有幸见
到了台湾前政战部主任、统派大
佬、黄埔十六期生许历农上将，
大家亲切地称他为许老爹。

2009 年 6 月，我在聂大姐
的鼓励下，经许老爹精心安
排，带领黄埔后代赴台访问并
担任团长，获得台湾最高层的
高规格接待，还与台湾退役将
领和亲属们进行交流，展现了

“天下黄埔是一家”的特殊凝
聚力。这一消息被一家通讯社
披露后，远在北京的《人民日
报海外版》 立即转载，其他
媒体也纷纷报道。

不久，许老爹提出举办
黄埔论坛的倡议，聂大姐和

我积极响应，我们共同发起和创办了“中山·黄
埔·两岸情”论坛。这个系列论坛自 2010 年开
始举办，先后在台北、北京、上海、武汉和香
港连续举行了五届，影响不断扩大。

2010 年 5 月，第一届论坛在台北举行。大
陆国共两党知名黄埔后代首次入台与台湾黄埔
系退役将领聚首的消息，在岛内引起轰动，媒
体争相报道，《人民日报海外版》又于第一时间
刊登，并充分肯定两岸黄埔师生和后代的独特
作用。

此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年年出席论
坛，只见记者刚刚采访完台湾的将军，又忙着
与各地的黄埔后代交谈，然后顾不上吃饭就赶
去发稿，大家感叹道，这也是黄埔精神上身了。

今年是黄埔军校成立90周年，第五届“中
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移师香港，由我创办并
担任主席的大中华会、上海海外联谊会和上海
黄埔军校同学会共同主办。会场选在会展中
心，主题是“黄埔精神青年传承”。200多位与
会嘉宾中不仅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特区政府
官员、30多位台湾三军退役将领、50多位两岸
知名黄埔后代和学者 （其中有 8 位解放军退役
将领），还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
员、各大社团领袖、青年菁英等，还有近 200
位中学生参与。媒体高度评价称：会场不仅将
星云集、满堂名门之后，还有朝气蓬勃的青
年，大家充满赤诚的情感，盛况空前。

值得一提的是，海外版港澳台部主任连锦
添这次是抱病赴港采访，他忍着腰椎的疼痛从
早到晚坚守会场并接连发稿：“董建华、张晓
明、曾钰成等知名人士出席……黄埔人的论

坛，发言热烈，话题紧扣时局风云变幻……青
年嘉宾认为，当代青年虽不能像当年的黄埔学
生那样，但也有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在和平
环境中保持对社会、对国家负责任的态度。”
海外版的及时报道给予我极大的鼓励，记者
的敬业精神，令人感动。

回顾“中山·黄埔·两岸情”论坛的成
长历程，眼前自然浮现海外版记者忙前忙
后的身影和那年复一年追踪报道的一篇篇
文章。我感佩海外版报道黄埔活动每次
都写得深入而动情。上海那次，北京嘉
宾回京在虹桥机场候机，贵宾室里大家
看到海外版的报道，争相传阅，有人提
议朗读一遍，结果 2000 字念完，在场
十几位国共黄埔后人热烈鼓掌。我感
佩海外版引领舆论的影响力，2011 年 3
月两岸黄埔人在台北小聚，海外版驻
点记者是在场唯一的媒体人，写了一
篇特写，记述许历农将军谈两岸应该
统一的观点，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
台湾“立法院”质询，就围绕 《人民
日报海外版》 的报道内容，频频向台
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发问，《自由时
报》 发表社论攻击许老爹，台湾电视
上名嘴们围绕此事开讲……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黄埔
精神是黄埔军校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
财富。”非常感谢 《人民日报海外
版》支持弘扬黄埔精神，向海内外传
达了我们以黄埔精神为纽带，促进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心声。

对于想在冬
季和春节假期前

往美国游览的朋友
来说，西海岸应是

最佳选择。因为东海
岸 从 华 盛 顿 到 费 城 、

纽约、波士顿，以及尼
亚加拉大瀑布等，在冬

天都可能遭遇冰雪，中途
转飞机的芝加哥或底特律

也很容易因为雪天、雾天
导致飞机晚点甚至取消。而

旧金山、洛杉矶、圣地亚哥
和赌城拉斯维加斯等西部名

城，冬季的气温不冷不热，正
好适合度假游，如果躲开了美
国的圣诞、新年假期，饭店和
机票也会相对便宜，海洋世界、
迪斯尼、好莱坞和金门大桥等著
名景点的游客也不会太多，可以
尽情享受全家度假游的快乐。

人们也许要问，美国西部游有
没有像黄石公园这样又大又美的国
家公园可以去呢？还是有的。死亡
谷国家公园就很适合冬季、春节假期
去游览，从拉斯维加斯开车前往，不
到两小时就到了。我们一家 3 口租了
一辆四轮驱动的 SUV 汽车，在死亡谷
国家公园畅游了几日，那原生态的山
景、谷景波澜壮阔，气势磅礴，在别的
地方还真难得一见。

也许“死亡谷”这个名字不大受中国
人待见，其实，它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
之一，也是最“野”和最“险”的旅游探险胜
地。据说，1849 年，一队移民经长途跋涉后
少数幸存者走到了这里，他们在此奋斗了
80 天才终于获救，离开时伤心地说了句

“Goodbye Death Valley！”（别 了 ，死 亡 之
谷！）。没想到，“死亡谷”便由此得名，美国政
府在1994年正式将这里命名为“死亡谷国家
公园”。

死亡谷国家公园面积达340万英亩，相当
于两个半东部的德拉瓦州大。这里没有大门，
沿着高速公路可以直接开进去。在公园内的自
动售票机或“游客服务中心”购门票，门票要贴
在自己汽车的前窗上，20 美元一辆车，一周有
效，随便进出。除了自驾游，也可报名加入从拉
斯维加斯出发的大巴旅游团。

“死亡谷”以地貌景观千变万化和夏天能把人
热死而闻名。科学观测证明，死亡谷是世界最热之
地，夏天是真正的“火焰山”，曾有过连续 6 周气温
持续超过 40℃的纪录，极限温度可达 56.7℃！死亡
谷本来就干旱少雨，有个名为“恶水”（Badwater）的
湖还咸得吓人。我们看到标牌，恶水的地势低于海
平面282英尺，是西半球最低点。

死亡谷的山景、巨石、沙漠、怪山、盐湖、奇
树和巨大的仙人掌、仙人球都是上天赐给人们的原
生态奇景，很震撼人心。一处名为“艺术家调色
板”的山体，可能是矿物质的理化作用吧，五颜六
色的，随着阳光光线角度的变化像调色板一样变换
色彩，美极了！还有一处名为“艺术家之路”的景
区， 山景似霓虹灯般绚丽夺目，好像是上天专门
为催生艺术家的灵感而打造的。

从公园的高速路下来，开了20多英里的石子土
路，我们到了“跑道干湖”景点。令人费解的是，
这里的石块可以逐块在干湖地面上自己移动形成跑
道轨迹，真是神奇。就在这片奇景不远处的山上，
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陨石坑，从不同的角度望下去，
在心里惊呼：大自然的陨石坑原来如此！

死亡谷知名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斯考特古堡
是1920年兴建的。据讲解员介绍，这里因为当年的

“淘金热”而热闹一时，古堡成为美国西部开发史中
“淘金热”的见证。不远处不是也有一个寄托着早期
华人移民“淘金梦”的城市叫做旧金山吗？

游览欣赏死亡谷国家公园最好能住在公园里面
的饭店，起码要住3个晚上才能将其主要景点游览一
遍。需要注意的是，公园里大多数地方手机没有信
号，也上不了网，所以汽车要加满油 （公园内有修
车店和加油站），后备箱里还要带足饮水和食物。

新中国
建交内情（十三）

——与英国建交 （下）

马保奉

●礼仪漫谈

●海外纪闻

冬游“死亡谷”
正当时
谷世强（寄自美国）

因因““黄埔黄埔””结缘海外版结缘海外版
胡葆琳

杜老师：
某媒体说：“听完我一番罗哩罗嗦的

解释，他们也觉得这个现象很有趣……”
请您解答一下“罗哩罗嗦”的写法是否
妥当？谢谢！

韩国留学生 罗淑娴

罗淑娴同学：
按照 《现代汉语词典》 推荐的词

形，宜写“啰唆”，而不宜写“啰嗦”。
“一番罗哩罗嗦的解释”中的“罗

嗦”的“罗”是误写，因为“罗”只读
二声luó，不读一声luō。而“啰唆”一词中
的“啰”是读一声 luō的。故此“啰唆”
中的“啰”不宜用“罗”代替。

的确，在 1964 年的 《简化字总表》
中，繁体字“囉”曾简化为“罗”，但是
在 1986 年 重 新 发 表 的 《简 化 字 总 表》

中，繁体字“囉”依简化偏旁“罗”类
推简化为“啰”。因此，宜写“啰唆”，
不宜写“罗唆”或“罗嗦”。

另外，在“A 里 AB”形式的词语
中，作为凑音节的字，一般用“里”，不
宜用“哩”。例如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有“怪里怪气”“噼里啪啦”“稀里
糊涂”“稀里哗啦”“稀里马虎”等词
语，其中都用“里”而不用“哩”。《现
代汉语常用词表》（商务印书馆，2008年
版） 中 有 “ 慌 里 慌
张”“妖里妖气”等词
语，其中也用“里”。

因 此 ，“ 罗 哩 罗
嗦”宜写成“啰里啰
唆”。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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