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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如果果有有第第二二次次生生命命还还会会选选外外交交””
“外交儒将”吴建民因车祸逝世，曾为齐鲁大讲坛做开坛讲座

18日凌晨，原中国驻法大
使、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在武
汉因车祸离世，享年77岁。

“偶然走上外交路，半个世
纪甘与苦。回首往事感慨多，见
证历史知是福。”被称为“外交
儒将”的吴建民用这几句顺口
溜概括自己的大半生。他曾给
毛泽东当翻译，曾见证中国恢
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也曾因为
工作出色获得法国总统亲自授
勋。2010年8月1日，吴建民来到
济南，为齐鲁大讲坛做开坛讲
座，他还做客齐鲁晚报，担任晚
报专家顾问委员会特邀顾问。

本报记者 王建伟 整理

曾经的梦想
是做个好翻译

吴建民1939年出生于重庆。
1955年，年仅16岁的他一心想报
考北大物理系，但在老师的再三
劝说下，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
的考试，没想到误打误撞竟然获
得通过，就此进入了这个之后他
奋斗了50余年的外交岗位。

他曾回忆道：“大学毕业后
上研究生班，刚上了一年半，他
突然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
部，被派到匈牙利布达佩斯去
当一线翻译。”两个部门抢着要
他时，陈毅的一纸调令，让吴建
民回到外交部翻译室，一干就
是 6 年，担任毛泽东、周恩来、
陈毅、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法语译员。

当时，吴建民的梦想是做
个好翻译。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吴建民成为常驻联合国
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任代表团三
秘、二秘。其后他在外交部政策
研究室工作三年，又成为中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据描述，
当时的吴建民“一年要写300多
篇东西，很辛苦但很充实”。

1979年到1984年，吴建民
回国，先在干校劳动，之后在外
交学会欧洲处任职，这段时期，
被吴建民形容为“人生的低
谷”，他曾回忆“那时候我40-
45岁，是精力正好的时候。但
是，这时期我却没有做很多事
情，在外交学会一年只用接待
几个代表团。”

法国前总统
为他亲授勋章

1989 年，吴建民被派往中国
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任
政务参赞、首席馆员。当时，正值
中国外交的艰难时刻。“这里面
有很多曲折，比如说想见很多人
就是见不着。”有一次，他请欧共
体委员会的高官吃饭，自己在饭
店等了半天，对方只打来一个电
话，说奉上级指示不能前往。就
这样吴建民屡屡被“放鸽子”。

为了改变状况，吴建民去社
区用法语讲中国文化，反响很
好。到他离开比利时时，中国外
交的境况已经有所好转。

后来，吴建民先后就任中国
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
织常驻代表、大使。当他就任中
国驻法大使时，已经 59 岁了，他
说：“我不是来养老的。”

在此之前，中法关系一度
因为法国对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等问题陷入低谷，吴建民在担
任大使的 5 年中，力推当时两
国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希拉克
总统互访彼此家乡，更开创出

“中法文化年”，这一创举此后
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新模式。

吴建民对外交事业感情深
厚，他曾经公开表示：“如果我有
第二次生命，我还会选择外交。”
2003 年他离任驻法国大使，希拉
克会见吴建民夫妇，并亲自向吴
建民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
士勋章”，表彰他为促进法中友
好关系所作的贡献。其级别仅次
于法国授予外国元首的大十字
勋章，是全法最高表彰奖之一。

欣然担任
齐鲁晚报特邀顾问

从2003年7月开始，吴建民
卸任中国驻法大使，回国担任外
交学院院长，64岁的吴建民跟领
导说：“这个年岁改行是不是晚
了点？而且也不好干啊。”领导
说，“不好干才让你去”。

在这里，吴建民工作有了
很大变化，他大力推进外交学
院对外开放交流，包括让师生
赴外交流，邀请国外知名人士
进校园讲座、对话等。在 2006
年到 2008 年，外交学院联合其
他三所院校，举办了三届“中国
梦与和谐世界”研讨会。

而在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一
职后，吴建民依旧到各地讲学，
活跃在公共外交的舞台。

由于对和平理念的反复强
调，吴建民被一些人称为“鸽
派”，常常公开演讲的他，也会
听到一些激进的听众发表的

“外交官太软要吃钙片”的嘲讽
言论，对此，他并不在意。

2010 年 8 月 1 日，吴建民来
到济南，参加“齐鲁大讲坛”首场
讲座，做了《世界的变化与世博
会》专题报告。“世界是变化的，
大家都在观看这个世界，我从
1959 年大学毕业之后就被外交
部录用，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在观
察这个世界。”吴建民近两个小
时的讲座全场爆满。

第二天，吴建民和妻子施燕
华做客齐鲁晚报，不仅与采编人
员热情交流，还欣然担任晚报专
家顾问委员会特邀顾问。

本文部分内容综合自中新
社、新京报、澎湃新闻等

时间很紧张，为专访挤出一小时

第一次见到吴建民大使是2010年7月28日，如今已过去六年
了。当时，山东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联合齐鲁晚报打造高端讲
坛“齐鲁大讲坛”，开坛的首讲嘉宾最终选定了吴大使。

吴大使欣然应允。开坛时间定于当年8月1日，按照报道安排，
要提前进行开坛预热。于是，我们联系吴大使秘书，想提前安排
一次专访。当时，他虽然已卸任外交学院院长，但尚担任国际展
览局荣誉主席，并且忙于各种社会和外交事务，时间安排相当紧
张。即便如此，他还是答应拿出一个小时的专访时间。

当时入职刚刚三年的我，要去专访吴大使，心情激动振奋。
但在梳理他的书籍、观点和材料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对于吴大
使的评价毁誉参半，有人赞美他是正直理性的真正外交家，也有
人毁谤他是温和无为的鸽派。

准备采访提纲时，我把这些质疑都列了进去，年轻气盛的我
想听听他如何应对这些骂名，但也生怕当面追问会让他难堪。

外交不分派别，不是看谁声音大

7 月 28 日，我和当时省社科联科普部调研员杨宗杰一同
去北京见了吴大使。专访是在他的办公室进行的，吴大使着白色
衬衣黑色西裤，儒雅潇洒。他热情地与我们握手寒暄，然后直截
了当地说，姑娘，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知无不言。

这彻底打消了我的顾虑，整个采访过程顺畅而愉快。吴大使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但他面对我问的任何国际问题都应付自如，
思路清晰且敏锐，很多案例随手拈来，风趣幽默。

在问到我认为最犀利的鸽派和汉奸一说时，他微微一笑，说
这个问题我之前说过，我不属于哪一派别，如果有派别的话，那
就是维护中国利益的一派。一个人在外交上的风格，跟他的成长
和见识有关，同时也跟特定的环境和条件有关。拍桌子骂人谁都
会，关键是理要讲得清，不是谁的声音响就听谁的。

回答完毕，他沉思一下又说，每个时代的外交观点都存在交
锋和争论，这不是什么坏事。但是理性对待外交争端，讲道理才
是最重要的，搞人身攻击是不对的。他当时脸上呈现出的忧思倏
忽而过，但我看到了他的凝重和担忧。

退休之后，没有时间过理想生活

由于谈得深入，原定一个小时的专访时间延长了四十分钟。
离开前，我们表示歉意，他呵呵一笑说，没关系，也难得跟年轻人
交流一下想法。然后他又表扬了我一下，看来你做的准备工作不
错，引发了很多的想法，也要谢谢你。

8月1日开坛前半小时，记者再次见到吴大使，他说记者提问
的问题很深刻。这种对于一名当时并不资深的记者来说，是莫大
的鼓舞。

记得曾经问过吴大使退休之后的理想生活，他苦笑一下说，
退休之后反而更忙了，哪有时间去过理想生活？

他没有透露他理想生活是什么，或许忙碌于中国外交和文
化事业直至终生就是他的理想生活吧。

愿吴大使一路走好！ 本报记者 郭静

齐鲁晚报记者追忆吴建民：

直直面面鹰鹰派派鸽鸽派派问问题题
称称要要理理性性对对待待外外交交争争端端

由于工作关系，几年前我曾经与吴大使有过几次接触，虽
无深交，但其温和儒雅的气度、睿智理性的情怀，至今仍然记
忆犹新。不想如今他因车祸驾鹤西去，不由得叹惋痛惜。

飞飞机机晚晚点点22小小时时，，在在隧隧道道口口出出事事

 2010 年 8 月 2 日，吴建民做

客齐鲁晚报并与采编人员交流。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本报讯 记者从武汉大学
新闻中心获悉，18日凌晨3时
许，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
员 吴 建 民 一 行 2 人 乘 坐
MU2454航班从北京飞抵武
汉，该航班比预定时间晚点约2
小时抵达武汉天河机场，吴建
民计划于18日上午给武汉大学
承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
班学员授课。

吴建民一行与3名接机人

员共5人乘车赴住地。4时许，车
辆行至武汉梨园隧道出口处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2人死亡，3人
受伤。吴建民、该校信息管理学
院教师朱晓驰不幸罹难。伤者已
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暂无生命
危险。据了解，吴建民按计划将
就“外交关系”等内容授课。

据悉，吴建民6月19日还计
划以主编之一的身份参加《中国
民间外交报告2016》的首发活动，

并发表个人讲话。中共中央对
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表
示：“去年我曾有幸受共识网委
托，随同吴大使一起担任国内
首部《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
一书主编，深切感受到吴大使做
人做事的许多优秀品格。原定近
日召开吴大使领衔主编的这部
发展报告新书发布会，现在不
得不改为吴先生追思会，令人
唏嘘无限！” 据新华社等

葛车祸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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