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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白驹过隙。转眼之间，创刊于1985
年 7月 1日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就将迎来 30岁生
日。看着海外版上那一条条振奋人心的消息、那一
篇篇振聋发聩的评论，不禁感慨万千。对我而言，
在而立之年与海外版相知、不惑之年对海外版钟
情、知天命之年与海外版结缘，它就这样不知不觉
走入我的生活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1988年，在 《中国青年》 杂志社担任 5年多记
者、编辑后，年近30岁的我决定推开人生的另一扇
门，踏着先辈们的足迹，远赴日本留学。随着熙熙
攘攘的人流走进东京成田机场接机大厅时，接我的
人还没到。忐忑不安的我打开皮包，读起了从国内
带来的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出版日
期是 1988年 4月 9日。我知道，自己踏上了一个新
的国度，这将是一段全新征程。血脉开始偾张，我
仿佛看到了挑战和考验，更感到一种期待、一种希
望。

1999年，在获得日本九州大学硕士学位、担任
日本华文媒体 《留学生新闻》 副总编、《东方时
报》总编后，40岁的我决定创办一份属于日本新华
侨华人的报纸。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纷纷走出国
门，一个新的华侨华人群体开始在全球各地活跃起
来。他们有朝气、有活力，向世界展示出表情更为
丰富的“中国面孔”。他们需要听到来自祖国的声
音，也需要让日本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创办的

《日本新华侨报》，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平台。
思路有了，具体怎么办？我马上想到了海外

版。那种精神、那种风格、那种品质，不正是日本
的新华侨华人需要的吗？！充分借鉴海外版的 《日
本新华侨报》 一经推出，大受在日华侨华人欢迎，
一时洛阳纸贵。他们甚至称报纸为“日本的人民日
报海外版”。当2013年8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本专刊》（中文版） 与 《日本新华侨报》 融为一
体，同步面向日本各地发行时，读者丝毫不感觉惊
讶，因为他们已经期待了许久。

2011年9月25日，我迎来了人生最为喜悦的时
刻。海外版授权《日本新华侨报》社编辑、发行的
日语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在东京创刊。
这是一份面对日本政界、经企界、文化学术界的高
端杂志，内容精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已刊发的
图文报道，每月推出特集。

年过八旬的日本华侨华人总会副会长陈学全看
完第一期杂志，专门找到我。他拉着我的手激动地
说：“很多老华侨长期在日本生活，中文基础不
好，这是我们心中最大的遗憾。日本媒体关于中国
的很多报道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想正确了解
祖国的变化，可是又不能完全看懂中文，只能干着
急。有了权威的日语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
刊》，我们这些老华侨感觉离祖国更近了，真是一
偿多年所愿。”看着老会长眼中噙着的泪水，我再

一次感觉到了海外版在异国游子心中的分量。
更让我高兴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

刊》在日本社会也非常有人气。目前，日本所有国
会议员及全国47个都道府县知事均订阅了月刊。日
本三大经济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经
济同友会、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
会等经济组织的会员企业，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日
本各种企业，将杂志作为掌握中国动态的最佳指
南。日本全国的公立图书馆、日语学校、大学、研
究机构也纷纷订阅杂志，并给予高度好评。

日本众议员冈本三成阅读杂志后，专门写来亲
笔信：“作为一名忠实读者，每月能够拜读到 《人
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的各种好文章，我非常感
谢你们。文章让人想起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为日中友
好付出的艰辛努力，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但这些
事情不应该仅仅作为往事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两国
老一辈政治家为了国民幸福竭尽全力的精神，需要
我们来传承。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像他们一样，
为两国友好振臂高呼。”

他在信中还说：“前不久，我在自己工作的众
议院外务委员会，向外务大臣介绍了杂志，并询问
了他改善日中关系的决心。我常常思考，怎样做才
能让日中民众更友好。而且，我愿意为两国友好付
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日本大学生石田贵子阅读月刊登载的海外版各
种文章后，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巨大改
变，并专程申请来杂志社实习。她说，以前仅仅依
靠日本媒体上的信息，对中国没有好印象。阅读海
外版的各种文章并亲自了解后才知道，日本媒体很
多消息都是断章取义，事实并不是这样。媒体对世
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应该传递全面真实的信息。希
望今后《人民日报海外版》能越办越好，让日本民
众特别是年轻人用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听 到 读 者 们 真
诚的话语，我心中充
满了感动。当初给予
我前行力量的海外
版，已经让更多人感
受到了这种强大力
量。我由此体会到了
自己工作的意义与
生命的价值。这种读
物才是真正的经典！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
媒体形式如何变换，
经典是永恒的。我坚
信，在各方的努力之
下，《人民日报海外
版》 将成为永恒的
经典！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我们的策略还没有完全成型……”

其中的“成型”的用法是否妥当？谢谢。
天津读者 宁菲菲

宁菲菲读者：
“成型”一般指工厂里加工零件时，使零件具有了

所需要的特定形状。例如：
（1） 刘师傅加工后，这个零件很快成型了。
（2） 这种零件要经过冲床冲压才能成型。
表示事情形成某种清晰的状态时，一般用“成

形”。例如：
（3） 我们所构想的计划现在已经大体成形了，大

家还有什么补充意见？
（4） 这个治理盐碱地的规划已经成形，明天交付

乡政府讨论。
（5） 我的构思已经成形，明天就开始画初稿。
因此，当我们说加工零件时，

宜用“成型”；当我们说事情有了大
致的轮廓时，宜用“成形”。

“我们的策略还没有完全成
型……”宜写成“我们的策略还
没有完全成形……”。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荷兰承认新中国较早，但在台湾
问题上态度暧昧，致使中荷关系起伏
很大。两国先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
系，后升格大使级，接着又降回代办
关系，最后又升格为大使级关系。

刘少奇批示

1949年 10月 24日，荷兰前驻北平
总领事费渊向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
南递交荷兰政府声明，表示愿与我国

“保持非正式接触”。次年 2
月 6 日，费渊交来荷兰政府
电文，称“拟在最短期内承
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法
政府并提议此项承认可能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承认印度尼西亚合众共和
国同时实现”。当日，国家
副主席刘少奇 （毛主席、周
总理正在莫斯科访问） 批
示：“与荷兰政府建立外交
关系，不能附加任何条件，
对于荷兰政府的提议不能考
虑。中央人民政府对于最近成立的印
尼政府，在接获该国文件后，当按照
自己的判断采取自己所认为适当的措
施。”

初谈未果

1950 年 3 月 28 日费渊向章汉夫副
外长表示：“荷兰政府自今日起承认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合
法政府”，并仿照英国，提出“在未经

任命大使以前”，指派侯卫民为临时代
办来京“趋访”周恩来外长。同时，
费渊“奉命口头通知”我国，“荷兰政
府已撤销对国民党政府之承认，并断
绝对国民党政府之一切外交关系。”

4 月 4 日王炳南照会费渊，重申建
交原则，接受侯卫民为谈判代表，并
愿给予侯卫民由南京来北京“必要便
利”。4 月 27 日章汉夫与侯卫民进行第
一次谈判，提出“希望荷兰政府将其
对于现在荷兰领土内之国民党反动派

残余之各种机构及中国的一切国家资
财所持之态度如何，明确告知。”5 月
15日荷方答复：“荷兰政府在其权力范
围内对于在荷兰境内所有之中国一切
财产予以照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处理。”8 月 10 日中荷再次
谈判时，我方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
代表权问题。侯卫民称，这“是一个
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章汉夫说这是对
待中国的态度问题，荷“既已表示了
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及

与国民党残余断绝关系，在联合国中
投票，也应该把这种态度表示出来。”
9月19日，荷兰称中国代表权问题系重
大政治问题，且又在联合国经社理事
会中对“驱蒋”案投反对票。我方表
示，这与荷兰愿与我国建交的愿望不
符。至此中荷谈判被搁置下来。

建立代办关系

1954年5月，荷兰新任谈判代表司

曼到京，先后5次积极提出改善中荷关
系，说“荷兰是小国，希望建交不是
政治上的目的，而主要是为了贸易。”
中英互派代办后，1954年 10月 23日，荷
方表示：“荷兰对中国的态度与英国一
样”，希望“像中英之间一样，双方采取
互换代办的办法”。考虑到双方的共同
利益，3日后，外交部欧非司新任司长黄
华上呈报告，建议与荷兰互换代办，获
得中央批准。1954 年 11 月 19 日发表公
报，双方同意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

升格大使级

1971 年 ， 我 国 在 联 合 国 恢 复 席
位。在各国纷纷与中国建交的大背景
下，1972 年 5 月 16 日，中荷两国签署
联合公报，自即日起，将本国派驻对
方的外交代表机构由代办处升格为大
使馆。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一个省。荷兰王国政府尊重
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重申它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降回代办级

然而，1980 年 11 月 29
日，荷兰政府却批准荷兰公
司为台湾建造潜艇。12月21
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指责荷兰违背中荷两国建交
公 报 的 原 则 ； 翌 年 1 月 4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
说：“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

希望荷兰政府能改变态度，否则中国将
采取措施。”但荷兰政府仍一意孤行。
1981年2月27日，我国外交部照会荷兰
驻华大使，宣布“由于荷兰政府坚持批
准向台湾出售潜艇的错误立场，中国政
府决定立即召回中国驻荷兰大使，并要
求荷兰政府也召回驻中国大使，两国外
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984年 2月 1日，荷政府承诺不再
对台军售，中荷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领 事 证 件 工
作是领事工作的
基础，也是国与
国之间高层交往
和民间往来过程
中 最 基 础 的 环
节，在中外人员
交往大幅增加的
今天，领事证件
工作显得更为重
要。

我 作 为 一 名
从事领事证件工
作的外交官，经
历了对这项工作
从浅显到深刻的
认识，进而对今
天正在从事的领
事证件工作倾注
了感情，承担起
了责任。

2007 年 ， 我
第一次被派到中
国某驻外总领馆
从事领事证件工
作。刚到总领馆
的第二天正好赶
上当地节日，总
领馆放假3天，我
负责接听值班电话。那天下着瓢泼大雨，临近午
夜值班电话突然响了，传来一名外籍华人急促的
声音：我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发生了意外事故，急
需亲自赴华处理，然而护照在假期前被送到总领
馆申请签证，假期期间无法取出，十万火急，只
好拨打值班电话求助。

我马上向馆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指示我和
另一名同事一起前往办公室为当事人取签证。半
个小时后，我在总领馆接待大厅见到当事人时，
他仍是满脸的焦急，额头上还带着汗水和雨水。
我们把签证交到他手上，他连声感谢，匆匆而去。

一次小小的协助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
然而几周后，我在总领馆接待大厅又见到了那位
当事人，他这次是来当面感谢的。他对我和同事
说：上次得以赴华处理急事，使他的公司免受几
百万元的经济损失，他在走投无路之时想到拨打
领馆的值班电话，还真的获得了帮助，真的太感
动了。

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微不足道的行为，给外籍
华人带来如此大的帮助，我一下子认识到领事证
件工作对每一个当事人的重要性。

2009 年底，我结束在国外工作前，处理了最
后一起紧急案件。西北某个小城市的招商引资代
表团到国外访问，不幸的是一下飞机，全团的护
照和财物被盗，不但影响他们在当地的访问行
程，而且无法前往下站国家继续公务访问。接到
求助后，我和同事们除了协助该团紧急办理了旅
行证件，还与相关国家驻当地领事馆联系，协助
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办妥了下站国家的签证，一
切手续在几乎不可能的时间内全部完成。

除了得到代表团的感谢之外，我们的工作还
得到其他国家领事馆同行们的称赞。他们都说：
中国政府的办事风格，是真正急百姓之所急，真
正为他们提供领事服务，全心全意，让人敬佩。

记得那个代表团的团长，堂堂七尺男儿，在
拿到全团证件的那一刻，禁不住当着那么多人的
面，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湿润的眼眶让我看到
了自己所从事工作的重要性，让我看到了领事证
件工作的真正意义。

领事证件工作如今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
代，中外人员交往呈井喷式增长，中国经济和社
会发展正处于历史关键时期。近年来，外交部领
事司出台改进国外护照工作服务措施和领事认证
窗口便民措施。比如：降低颁发旅行证件收费标
准、压缩申请材料、规范签发时间、减免部分困
难人员费用等；在领事司认证大厅增设硬件设
施、增加开放时间、开设绿色通道等；为外国驻
华使领馆与办证单位搭建沟通平台、扩大 APEC

（亚太经合组织） 商务旅行卡颁发范围、稳步推进
海外电子护照签发工作等。

如今，领事证件工作已经到了快速发展的关
键时期，不再是“盖盖章、签签字、办办证”，而
是涉及中外人员交往的重要事项，关乎老百姓的
安身立命，是外交工作的重要一环，需要领事人
加紧奋斗，迎难而上，才能不辱使命。

作者简介：

蒋丰，日文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 总
编辑、中文版 《日本新华侨报》 总编辑、北京大学
历史系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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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杨宇 （右二）、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
颜安 （左一）、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 （左二）、《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
月刊》总编辑蒋丰 （右一） 在《日本月刊》创刊3周年纪念会上互相交流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赞杨宇 （右二）、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
颜安 （左一）、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 （左二）、《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
月刊》总编辑蒋丰 （右一） 在《日本月刊》创刊3周年纪念会上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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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兰建交
马保奉

“成型”与“成形”的不同
●礼仪漫谈

（图片均来自日本新华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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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融入我的生命中
蒋 丰

海外版融入我的生命中
蒋 丰

《日本月刊》2015年新春特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