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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照片簿，一张张老
照片像家庭档案一样，记录着我们一家人步步
高升的生活场景。最使我难忘的是 4 次搬家时
拍摄的4幅照片，每一幅都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第一张是黑白照片，我和妻子站在婚房前
留影，拍摄于1973年。上世纪70年代初，我家
8口人居住在祖辈留下来的3间破草房里。1973
年，父母为了给我一间像样的婚房，千方百计
筹措了300元钱，在3间老屋的西边搭建了两间
新草房。新草房比原来的老屋要牢固结实得
多，南北墙面还开设了窗户，通风透光。结婚
那天，我和妻子搬进新房，看着刷得雪白的墙
壁、门上贴着的大红双喜字，我妻子脸上洋溢
着甜蜜的微笑。新婚第 3 天，前来贺喜的镇文
化站站长老钱给我们拍下了这幅照片。

第二张照片是一张 6 个人的全家福，父
母、我们夫妻俩及两个儿女喜笑颜开地站在二

层小楼房前。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我
们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收入逐步增
多。那年秋天，我拿出家里的全部积蓄，又东
借西凑了3000多元钱，把旧草房拆除，在原宅
基地建起了二层小楼。10月底，我们全家高高
兴兴地搬进了小楼，第一次住上了楼房。搬进
楼房的那天，我用海鸥相机拍下了这张全家
福，纪念新楼房的落成。

第三张照片是我父亲庆贺三层新楼房落成
时的一张彩色大特写，只见他笑容满面，对前
来贺喜的亲朋好友频频举杯。由于1981年建的
二层小楼屋顶渗水，墙壁脱落，1990年我再次
翻建了三层新楼房。新楼基脚用钢筋混凝土浇
制，窗户也用上钢窗框架，房屋结构十分坚
固。楼房竣工后，又进行了装饰，楼上楼下布
置一新。

在鲜花盛开的 5 月，我们搬进新楼房。搬

家那天，亲朋好友都来祝贺，大堂里欢声笑语
不断。66岁的父亲笑得合不拢嘴，连声称赞党
的政策好，让农民过上了富裕日子。摄影师小
龚看到我父亲的高兴劲儿，赶忙按动快门，抢
拍下了这张彩色大特写。

第四张照片是我 86 岁的母亲坐在轮椅上，
周围簇拥着儿孙，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2006年初，小辈们不满足长辈在农村创立的基
业，纷纷涌向城镇发展，青睐城镇的商品房。
那年3月，我儿子在镇上购买了一套200多平方
米的小高层居室。8 月份装修完毕后，儿子动
员我们一起搬进去住。于是，我们又第四次搬
家，住进了镇上的小高层。

搬家那天，80多岁高龄的父亲用轮椅推着
瘫痪的母亲，乘电梯来到新居。在宽广的洒满
阳光的阳台上，老母亲坐在轮椅里看看远处郁
郁葱葱的凤凰山，又看看远远近近的一幢幢高
楼大厦和车水马龙的高速公路，高兴得笑个不
停，脸上的皱纹像盛开的秋菊花。我女儿连忙
拿起数码相机，记录下了这个难忘的镜头。

这4幅搬家照，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全家4代
人的生活景象，也反映了改革开放40年来，广
大农村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要把这些照
片永久珍藏。

2017 年，我实现了访问中国
的梦想。作为一名印度学者，我参
加了印度驻华使馆组织的为期 10
天的智囊团研究员代表团，访问了
北京、上海和成都。这次访问为我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让我
对中国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中
国在各个方面都彰显出让人惊奇的
成就，它所展现的真实样貌与国际
媒体的报道有很大不同，只有身临
其境才能理解这一重大差异。后
来，我加入了地处安徽合肥的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的博士项目，为我提
供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传统和
科学发展的平台。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
明古国之一，即使在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也不忘保留自己的文化和传
统。中国 40 年的改革开放使社会
文化和科学技术高度提升，“中国
制造”正处于向“中国创造”的转
型中。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清楚地看
到了中国城市的进步：便捷的公共
交通、丰富的食品供应、数字化的
城市安全监管、先进的淡水资源利
用等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基础设
施建设是超乎想象的，尤其是高速
公路和铁路等公共交通设施。

中国是非常绿色的国家。在很
多大楼的屋顶上都能看到太阳能电
池板，推广利用太阳能作为替代能
源，会有效减少碳排放。电动汽
车、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是常见
的交通工具，这对创建清洁、绿色
的城市很有益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在安徽合

肥度过，这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

省会城市，在现代科学和未来研究

方面大踏步地前进。生活在这样一

个发达的城市，给我带来了生活的

乐趣和舒适的感受。中国正在迈向

无现金社会，可以通过微信和支付

宝进行交易，日常生活中的所有必

需品都可以在线支付，使得生活变

得更加便捷。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社会对

外国人十分友好。无论你去哪里，

人们都会愿意帮助外国人到达目的

地；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有人

挺身而出帮助外国人。中国人不论

老幼，都会非常热心地与外国友人

交谈以及交流双方文化。总的来

说，我可以从中国人那里感受到许

多关怀和保护。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提升自

己，并给外国友人提供一个友好的

环境。这一切会使中国的前景变得

越来越光明。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访
问学者。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供稿）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也没有贫
富之分，它的意义在于鞭策我们不
断进步，将梦中所想变为现实之
事。我的梦想与中国、与上海、与
复旦大学密不可分。

一直以来，很多外国人都对中
国的传统文化相当有好感，但是，
外国人来中国留学曾经是非常困难
的事。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切
才得以改变，世界各国和中国的交
流变得方便，许多外国人有机会亲
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我的求学之路

在中国留学的经历是我一生中
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曾经的我，好
比井底之蛙，来中国以后，我才拥
有了全球视野。

几年前，我刚到中国的时候曾
经非常沮丧：语言的障碍让我无法
顺利点餐，饮食的差异又让我无
法适应，为此我连吃了一个星期的
饼干，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艰难。可
现在的我，中文已经十分熟练，饮
食也早已入乡随俗。这与我在复旦
大学的语言学习，与复旦大学师生
对我的关心与帮助密切相关。

我的创业梦想

从复旦大学出发，我开始了解
上海，这个城市的活力和亲和力使我
很快适应了环境，融入了周围的世
界，我甚至在学习的同时尝试创业。

在莫桑比克的时候，人们告诉
我：“你好好读书，找一个好工
作。”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
未来的样子。在中国，我却梦想可
以自己创业，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
道路，我无法看到自己 30 岁、40
岁、50 岁以后的生活，这正是我
想要的生活方式。

来到上海后，我发现，中国
政府鼓励大众创业。而且，在上
海这个充满生机的城市，只要你

真心愿意并
且 足 够 努
力，就一定
可以找到你
要的东西，
找到有经验
的人来帮你
实现心愿。
我感觉到，
上海就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

我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关注中
国的各种政策，加深对中国的了
解。在我创业最艰难的日子里，
复 旦 大 学 的 老 师 们 给 我 很 多 鼓
励 ， 帮 助 我 克 服 困 难 ， 坚 持 下
来。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我在
创业的路上越走越远，我的梦想
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接近实现。

我的人生理想

我一直问自己一个问题：“我
能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以前我
不知怎么回答，现在我可以肯定地
说：通过在中国学到的东西和积累
的经验，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
虽然我现在还很普通，但我会努力
奋斗，改善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我
相信，成长都是从基础开始的。未
来，我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帮助更多的人。

在时间的流逝中，为梦想而奋
斗的生活带给我们最特别的礼物，
就是不同寻常的回忆。前路还有很
多困难，但我相信，梦想的力量是
强大的、长久的，它会帮助我跨越
一个又一个困难，使我生活在不断
进步的历程中。

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我在
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始了创业的旅
程。我现在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钦
佩，希望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继续
努力，在中国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作者为复旦大学留学生。中
国留学服务中心供稿）

出生在闽南地区的一个侨乡，从小就离不
开一个“侨”字，因为母亲是海外出生后归国
的华侨，亲朋好友也几乎都跟华侨、归侨或侨
眷关系密切。大学毕业后，我到外交部工作，
又与“侨”字密不可分。我对外交部在保护华
侨及所有海外中国公民方面所做的努力历历在
目。在此，我仅从称谓的变化——从“保侨”

“护侨”到“领事保护”，谈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
是改革开放40年来领事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

“保侨”系“领事保护”在
改革开放以前的称谓

（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改革开放前夕华侨
权益保护职责的归属。2012 年，我有幸参与

《中国领事工作》（上下册）的编写工作。此书第
1章“中外新型领事关系的建立”中记载：1949
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5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尽
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据此，保护华侨
的正当权益属于中国政府应尽之义务。

1954 年，新 中 国 第 一 部 宪 法 第 98 条 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
权利和利益。”同时，外交部在新中国实践的
基础上研究制定 《关于领事工作任务的初步规
定》，明确领事职务包括“对华侨的正当权益

采取积极保护措施”。
1955年，外交部成立领事司，统一指导驻

外使领馆履行海外华侨权益保护职务。
（二） 改革开放前夕国际法著作中“保侨”

称谓的出现。周鲠生在 1976 年出版的 《国际
法》一书中指出：“中国政府坚持行使保侨的权
利，是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这是改
革开放前夕国际法著作中出现的“保侨”称谓。
之后，“保侨”之称由“护侨”称谓所替代。

从“护侨”称谓到“领事
保护”称谓的转化

（一） 从改革开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护
侨”称谓的启用。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
策。1982 年生效至今的宪法第 50 条规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
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之后，
由外交部主管部门编写的书刊，记载了改革开
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护侨”称谓的使用：

1987年创刊号《中国外交概览》（现名《中
国外交》） 第12章“中国领事工作概述”中阐
述：1986年，中国驻外国外交代表机关和领事
机关根据中国的侨务政策和国际法准则在保护
华侨的正当权益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协助
解决台湾船舶被扣事件和保护台湾同胞正当权
益案件。

1991年，由时任外交部领事司司长聂功成
主持编写的《新中国领事实践》第10章“保护
中国公民在外国的正当权益”中，介绍了护侨
工作的内容和护侨的方法。

（二） 从“护侨”到“领事保护”称谓的转
化。正如外交部领事司郭少春司长在2017年度

领事工作国内媒体吹风会上所述，随着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化，中国公民以定居、工作、留

学、经贸、劳务、旅游、探亲等为目的出国的
日益增多。为此，从“护侨”到“领事保护”
称谓，经历了如下转化过程：

1993 年，外交部领事司彭克玉、钟建华、

叶蓁联名在 《中国国际法年刊》 上发文表示：

“在我国，由于过去领事保护的对象主要是华
侨，所以领事保护的提法是‘护侨’，但随着我
国临时出国的公民越来越多，‘护侨’的保护范
围显然太窄，已不适应领事保护实践的发展，
于是提出‘领事保护’，即全面保护所有在国外
的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1994年，外交部领事司开始编写 《中国领

事保护指南》。1998 年，《中国外交》 第 13 章
“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领事工作”第8节“处理领
事保护案件”中记载：“1997年，外交部领事司
指导驻外使领馆妥善处理了大量涉及在国外的
中国国家、法人、公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台湾同胞的领事保护案件，最大限
度地维护了国家和公民的权益”；“为充分体现
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生命财产的关注和重视，
有效地帮助在国外的中国公民获得中国驻外使
领馆的领事保护和服务，外交部还指示驻外使
领馆对外印发 《中国境外领事保护和服务指
南》。”从此，“领事保护”代替“护侨”称谓正
式公布使用。

“领事保护”机构的专门设立与服务升级

2005年 11月 8日，外交部决定将领事司亚
非领事处和欧美大领事处的领事保护工作剥离
出来，增设领事保护处；2006年 5月 29日，领
事司正式成立领事保护处；2007 年 6 月 28 日，
领事保护处升格为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2014年9月2日，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
务应急呼叫中心正式启用，全年无休为海外中
国 公 民 提 供 24 小 时 热 线 救 助 与 咨 询

（0086-10-12308 或 59913991）。呼叫中心的设
立，在海外中国同胞与祖国之间开辟了一条领
事保护与服务的绿色通道，使同胞在海外遇到
困难时，能在第一时间与祖国取得联系，获得
及时、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018年3月8日，时任外交部长、现任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宣布
3 个领事利民好消息。其中之一就是，外交部
正在推进领事保护与协助的立法工作。3 月 26
日，外交部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
助工作条例 （草案）》（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毋庸置疑，无论从外交还是立法
的角度看，该条例都将是国家意志在领事保护
层面的集中体现。

（作者为外交部领事司官员）

我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我学生时代自制
的二极管收音机。收音机里有歌，有故事，有
评书，还有相声晚会，那时，觉得相声格外招
笑，只听不看就能把人笑倒。二极管收音机是
耳机式的，只能一人独享，不能全家同乐。

1978年我结婚时，同事送了一部上海海燕
牌的收音机，老婆爱惜备至，每天都要擦拭一
遍，不听时用一块红丝巾盖住。老婆爱听广播
剧，晚饭后，边织毛衣边收听，一出 《杜十
娘》 让她感叹唏嘘。那时，收音机是我家唯一
能发声的机器。

此后有了收录机。收录机不光能放音乐，
还能录音。原先，听说某家的孩子歌唱得好，
在电台录了音，觉得既荣耀又神秘，而今我将
儿子的哭声、笑声、老婆与我吵架的声音一并
录入，事后放出来，一家子笑倒。

接踵而来的是电视机。电视机进入市民家
庭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进口的、国产的都
有，只是不好买，我好不容易才从商场抢购一
台，虽然是14吋的小屏幕，但已令我们全家欣

喜不已。那天老婆特意炒了几个好菜、打了酒
犒劳我。我们住大杂院，是院里第一家有电视
的。那时，巴西电视剧 《女奴》 每天晚上 8 时
开始，老婆忙完家事，早早守在电视机前。看
电视剧的感觉远非听广播剧可比，有音有画，
直如小电影，老婆看得心满意足。此后电视机
大普及，家家户户荧屏闪烁，当《武松》《霍元
甲》出现在荧屏时，街上几乎断了行人。

黑白的还没有看够，带彩的又铺天盖地而
来。20 吋彩电，在当时就称为“大彩电”，有
了它，无异于将电影院搬回家。几年后，20吋
的嫌小了，都升级为29吋的，之后又逐步放大
尺寸。去年，我家搬到新居后，换了一台58吋
液晶平板壁挂式的，屏幕一打开，整整一面墙
都变得色彩缤纷了。

再说说电话机。电话能进入寻常百姓家，
过去几乎想都不敢想。我与老婆谈恋爱时，她
有事找我只能打公用电话，电话打进来，要经
过厂办，再转车间才能传给我，其间还得有人
跑腿通知。1985年，家里安了电话，老婆给所

有的亲朋报喜讯，此后便盼着电话铃响。电话
几天都没响，却在一个半夜突然响了，打电话
的是她的闺密，家里也安了电话，高兴得半夜
睡不着，想找人唠嗑。

然而没过几年，手机问世了——你就是借
我爱迪生的脑袋，我也想象不出有朝一日能将
电话机像烟盒似地装进上衣口袋里。如今它已
成了人们的随身之物，我有、老婆有、孩子也
有，而且已经换了几代，下班回家吃饭都要先
打个电话报告一下。

至于计算机，从小我就听说过它，高深莫
测，神秘得不得了，得几间房子才能容得下它
庞大的身躯。当它被称为“电脑”时，已经缩
身不知多少倍了。当时一些作者纷纷“换笔”，
但之于我，它仍然是“高科技”。2005 年遇到
某作家，他极力鼓励我学用电脑，我几经犹
豫，终于鼓起勇气，将电脑请进家。当我第一
次试着输入自己的名字时，显示屏上立刻出现
了几个端端正正、笔画清晰的方块字，我兴奋
得不能自已，这是我人生头一回不用笔写的字
啊！我忙拽出在厨房忙活的老婆：“看，我的名
字也上了电脑啦！”

从收音机到计算机，再到智能手机，这就
是我家40年有声有色的历史。

40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
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有些幸福，你还没来得及
细细体味，历史又翻到新的一页。

称谓变化体现领保进步称谓变化体现领保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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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上海留影

李 拯（印度）

中国的发展超乎想象

四 幅 搬 家 照
曹乾石

“有声有色”的日子
苗连贵

本文作者在加拿大留影

本文作者在合肥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