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华与斯诺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

合国内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乔冠华（左）、黄华（右）开怀大笑。

7 月 9 日 北 京 时 间 12

时， 基辛格乘专机从巴基斯

坦抵达南苑机场， 黄华同叶

剑英、熊向晖到机场迎接。

当时尚在“文革”高潮中

的北京， 处处都悬挂着革命

和反帝标语。 为了保证基辛

格秘密访问的成功， 经请示

毛主席， 对各种标语不做任

何改动。 基辛格抵达机场后，

由叶剑英陪车， 黄华则陪同

美国助理国务卿霍尔德里奇

进城。 在从机场到钓鱼台的

公路两边不时出现大幅标

语： 打倒美帝国主义和一切

反动派等， 霍尔德里奇问黄

华，标语写的是什么内容，黄

华如实给他翻译， 霍尔德里

奇感到很不自在。 直到与周

总理会见， 美国人的紧张感

才得以消失。

从 7 月 9 日下午至 11

日下午 1 时， 周总理同基辛

格进行了 6 次会谈， 地点在

钓鱼台国宾馆五号楼或人民

大会堂福建厅。 中美双方商

定， 双方将同时发表尼克松

将应邀访华的《公告》。

7 月 10 日晚， 黄华和美

大司司长章文晋先与基辛格

就公告草案进行了谈判。 关

于尼克松来访， 美方的稿子

强调是中国邀请。 黄华说这

不符合事实， 中方是同意邀

请。 基辛格说，那样就像是尼

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

双方会谈暂停后， 黄华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 直接去

向毛主席汇报。 当主席听黄

华说基辛格认为中方草案的

意思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

访华时， 大笑着说， 要改要

改。 黄华告别毛主席走出书

房时， 回头再看了一下毛主

席， 只见他仍坐在沙发椅上

向黄华弯腰抱膝。 黄华问王

海容：“主席在做什么？ ”王海

容说：“主席在向你行大礼

呢。 ”黄华忙说：“真不敢当，

希望主席健康长寿。 ”

第二天上午， 在周总理

的提示下， 中方对草稿略加

修改， 再与基辛格会谈， 即

刻取得一致 。 最后商定的

《公告》全文是：周恩来总理

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基辛格博士， 于 1971

年 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

进行了会谈。 获悉， 尼克松

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 周恩来总理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

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

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尼

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

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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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斯诺采访陕北 为接待基辛格玩“失踪”

黄华：共和国外交风云亲历者

2010 年 11 月 24 日 3 时 8 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原副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部长黄华因病在北

京逝世，享年 98 岁。 12 月 1 日，黄华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

化。 在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里，黄华回顾了自己见证新中国外交事业从无到有，从半官方外交走

向大国外交的历程。

《西行漫记》的幕后英雄

1913 年初， 黄华出生于河

北省磁县一个大家庭， 原名王

汝梅。 19 岁那年秋天，他考入燕

京大学， 从此开始北平的求学

生涯。 在燕大，黄华结识了许多

理解和同情学生的中外籍人

士， 包括在燕大新闻系任讲师

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

的妻子海伦·斯诺。

1936 年 6 月中旬， 在看到

天津《大公报》报道的中央红军

长征到达陕北的情况后， 黄华

萌生了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想

法。 恰巧此时斯诺秘密地告诉

黄华， 中共已同意他去陕北苏

维埃参观采访的请求。 斯诺虽

然会说一些中国话， 但还不太

熟练， 问黄华愿不愿意陪他去

陕北采访，做他的翻译，黄华一

口答应了斯诺的邀请。

1936 年 7 月 20 日晚，黄华

与斯诺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

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

家坪。 第二天，黄华见到了周恩

来，黄华从怀里取出一本杂志，

请周恩来转交毛泽东。 杂志上

刊登着鲁迅 1936 年 6 月 9 日写

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文

章中，鲁迅赞扬毛泽东的“各派

联合一致抗日” 的主张。 几天

后， 黄华同斯诺在保安县见到

了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黄华，他

收到了周恩来转给他的那本杂

志， 很高兴鲁迅先生如此高度

评价红军的斗争。

在采访毛泽东之后， 周恩

来亲自帮斯诺制订了采访计

划， 黄华陪同斯诺访谈了上百

位红军指战员。

8 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

访计划大体完成， 准备出发去

红军在宁夏的前线， 那里有国

民党 20 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

战斗频繁。 斯诺和黄华去向毛

泽东告别。 斯诺提议给毛泽东

照一张相， 毛泽东的衣服还挺

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

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

八角帽摘下请毛泽东戴上。 这

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

品， 后来更成为全国人民家家

户户最喜欢悬挂的毛泽东像。

离开保安前， 毛泽东曾请

斯诺先把他关于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谈话记录整理出

来，并要求黄华译成中文，派通

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

于是， 利用去前线路上的休息

时间，斯诺把采访笔记，尤其是

毛泽东关于革命理论、 政策的

阐述以及人名、地名，用打字机

打下来， 交给一旁的黄华译成

抗战胜利后与军事领导人乘美军飞机赴前线

1945 年 8 月，为了领导各

解放区接受日军投降， 巩固和

扩大解放区， 正在延安出席中

共七届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

议的各个军区的军政领导人急

于奔赴前方。 8 月 25 日凌晨，

毛主席决定， 紧急使用美军观

察组的一架小型运输机送这些

军政要人去太行革命根据地。

虽说延安和山西黎城的空中距

离只有 300 多公里， 但因地势

险恶， 就是骑马也得走大半个

月。 时间成了争取胜利的重要

因素。

8 月 25 日 8 时，与美国驻

延安观察组共事的黄华到机场

安排美国飞机起飞的事。 黄华

看见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

彪、肖劲光、滕代远、陈赓、薄一

波等 20 位高级军事将领正忙

着穿戴降落伞， 他们要乘坐这

架美军观察组又小又旧的运输

机去前方。 这时杨尚昆的夫人

李伯钊提议给大家照张合影留

念。 陈毅诙谐地说：“要是我们

摔下来了， 将来就用这张照片

开追悼会吧！ ”

黄华看乘客中无人懂英

语， 而驾驶员是美国人， 不懂

中文， 万一遇到什么事， 他们

在飞机上怎么沟通呢？ 黄华当

即请示杨尚昆， 并毛遂自荐，

陪他们一起去， 然后立即原机

返回。 杨尚昆说： “你的建议

很好， 那就请你走一趟吧。 可

是降落伞只有 20 副 ， 你没有

这个 ， 很危险啊 。 ” 黄华说，

不至于的。 于是他就成为第二

十一名乘客。

飞机升空后一个多小时，

大家忽然感到猛一下上升了几

百米。黄华赶紧问飞行员。飞行

员说：“下面有日本人的高射炮

阵地。为了避免不测，还是升到

他们的射程以外去吧。 ”

又飞了一个多小时， 飞机

在黎城县临时机场顺利降落。

当地的军民围上来欢迎， 端出

西瓜热情地招待大家。刘伯承、

邓小平吃了块西瓜， 随即骑马

去 30 公里外的晋冀鲁豫军区

总部驻地———河北省涉县。 其

他人也立即分头出发， 去他们

各自的目的地———东北、山东、

华中， 黄华因要乘原机折回延

安， 便同正在抓紧休息时间打

扑克的陈毅道别。 陈毅打趣地

说：“好，再见了，黄华同志。 你

坐你的洋飞机， 我打我的土扑

克。 ”

1949 年南京解放后两天，

黄华就抵达南京任军管会外事

处主任， 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

部， 并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

登接触。司徒雷登并未走，他甚

至向黄华试探到北平与周恩来

会晤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同意

他来北平， 但最后美国国务卿

艾奇逊否决了这一提议。 司徒

雷登还是走了， 毛泽东为此发

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

1953 年，黄华任朝鲜停战

政治谈判中方代表，1954 年和

1955 年，他随周恩来总理出席

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

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

1961 年 8 月，加纳总统恩

克鲁玛访华， 黄华陪恩克鲁玛

到杭州与毛泽东会面， 这是黄

华在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

席。恩克鲁玛杭州之行结束后，

黄华专门向毛主席辞行， 希望

毛主席给他写几个字， 毛主席

欣然同意。

黄华回到北京后， 有一天

在外交部见到黄镇副部长。 黄

镇脸带笑容， 手里拿着一个信

封走过来对黄华说：“这个信封

你要不要，要就请客吃饭。 ”黄

华说：“让我看看是什么信吧。”

接过一看， 是毛主席给他写的

《登庐山》一诗。黄华对黄镇说：

“好！ 我一定请客。 ”

后来， 黄华把毛主席的墨

宝精心装裱， 连信封也一并裱

上，作为无价之宝珍藏。

为准备基辛格访华“失踪”一个月

1971 年 7 月， 基辛格将

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 中央

决定为此项任务成立由周恩

来、 叶剑英和黄华组成的中

央外事小组。 5 月的一天晚

上， 周总理带黄华去向毛主

席汇报， 在说到基辛格为了

秘密访华将在巴基斯坦山区

“失踪”时，毛主席说：“黄华

同志，你也失踪嘛！ ”就这样，

黄华就把自己关在钓鱼台国

宾馆四号楼里一个多月，潜

心为基辛格访华做准备。

当时周恩来总理为谈判

成立了专门的班子， 有叶剑

英、 黄华、 美大司司长章文

晋、 周恩来的特别助理熊向

晖、 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王

海容、冀朝铸和唐闻生等。 他

们仔细分析了国际形势和美

国的情况， 反复讨论了会谈

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

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

点都作了研究。 周恩来总理

经常主持讨论， 他也看了尼

克松的著作 《六次危机》、尼

克松在堪萨斯城刚发表的演

说、尼克松喜欢的电影《巴顿

将军》 以及基辛格的主要著

作。

1971 年 10 月 25 日晚，

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关于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

的第 2758 号决议。 中国出席

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以外

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团长，

黄华为副团长。 第二十六届

联大结束后， 黄华担任常驻

联合国和安理会代表， 他和

40 余位同志留下来， 开始了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建

团工作。

1976 年 12 月，黄华奉调

回国任外交部长， 他在邓小

平的领导下， 完成了签订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 中美建交

等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未完

成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

评论黄华为“我见过的最有

能力的人民公仆之一”，并称

他为“值得信任的朋友”。 黄

华去世后，美国《纽约时报》

发表的悼念文章将黄华称为

“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

的外交家”。（据《文史参考》）

收到毛主席墨宝

“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

全程陪同基辛格访华

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

红军派人送保安交毛泽东审阅

改正。

1936 年 9 月，斯诺和黄华

在陕北分手。 1937 年 10 月，斯

诺把在陕北的见闻写成《红星

照耀中国》一书，这是第一本外

国记者根据现场采访和照片，

以第一手材料写就的关于毛泽

东、 周恩来等领导人和中国红

军以及苏区人民真实情况的

书。 1938 年 2 月，上海地下党

的胡愈之、 梅益等人将其译成

中文， 为了便于在国统区和沦

陷区发行， 书名改为《西行漫

记》，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读了

它后投笔从戎， 不远千里奔赴

延安，投身革命。

在采访中， 斯诺原想把黄

华也纳入镜头。 但黄华一到苏

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 他考虑

到如果组织上派他到国民党地

区做秘密工作， 斯诺任何照片

和文字的报道对他以后的工作

都是不利的， 所以黄华请斯诺

在报道中不要提及他的名字，

也不要给他照相。 黄华也注意

在斯诺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直到新中国成立， 斯诺的书再

版时才提到黄华给予的帮助。

第一次坐在联合国会员席位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团在会议上极大地吸引了新闻记者的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