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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本 报 地 址 ：合 肥 市 永 红 路 10 号 邮 政 编 码 ：230063 新 闻 热 线 ：2620110 2639564 广 告 垂 询 电 话 ：2815807 订 报 热 线 ：7136993 发 行 部 ：2813115 总 编 办 ：2636366 采 编 中 心 ：2623752 新 闻 传 真 ：2615582
信 息 传 真 ： 2615007 Email： ahscb ＠ mail.hf.ah.cn 零 售 价 每 份 ： 0.50 元 今 日 合 肥 、 蚌 埠 、 铜 陵 、 宿 州 同 时 开 印 全 年 订 价 ： 180 元 月 价 ： 15 元 安 徽 新 华 印 刷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承 印

在中国的外交语汇中，有一个

特殊的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记者检索了 1949 年至 2010 年

的《人民日报》并加以统计，寻找如

下问题的答案：有哪些人被中国官

方认定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

何以跻身老友行列？中国政府和人

民又是如何维持友谊的？

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变迁

亦可一窥新中国外交的轨迹。

据《南方周末》

■过去六十余年，共有601人被

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来自

五大洲123个国家。

■早年，反帝、反殖、反侵略是辨

识“老朋友”的依据。而“随着中国外

交不断走向务实，‘老朋友’称呼的意

义也逐渐淡化”。

有这样一群外国人，大多数中

国民众一辈子未曾与他们谋面，但

这些人的名字一旦出现，几乎所有

中国人的脑中都会条件反射地出现

一个称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这些“老朋友”包括了埃德加·
斯诺、西哈努克亲王、基辛格、李约

瑟、萨马兰奇……

“中国人处理外交关系往往从

感情、关系出发，羞于谈利益，而是

代之以朋友的称谓。”北京大学国际

关系学院教授张清敏对记者说。

601人——这是过去六十余年

被《人民日报》称为“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的国际友人总数，他们来自五

大洲123个国家，可谓老友遍天下。

第一次老友之称出现在 1956

年，获得者是加拿大人文幼章，从上

世纪30年代开始他就在中国办学，

并始终支持中国革命。

不过，601位“老友”绝大多数是

在1977年之后才获此称号的。1979

年，该称呼的出现频率出现了第一

个波峰。“在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时，

或者在对外关系遇到困难时，都需

要老朋友的帮助。”张清敏说。

从国籍看，在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中，日本人最多，达111名，是排名

榜眼的美国人的两倍多。排名三至

五位的分别是英国人、法国人和德

国人。

当然，个别小国也有重要的老

友，例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

又如非洲“铁友”——坦桑尼亚前总

统尼雷尔和赞比亚前总统卡翁达。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中发

挥过重要作用的日本人占据了日本

老友的很大一部分，他们还被冠以

另一个称呼：“中日邦交正常化掘井

人”。在掘井人序列中，企业家冈崎

嘉平太最受推崇，他共被以老友身

份提及22次。日本首相亦有很大几

率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72

年到1996年，共有14人担任过此职，

其中10人都获此称谓。

事实上，在601位老友名单中，

各国政要是比例最大的群体。除了

如基辛格、尼克松这种邦交正常化

的开拓者以外，曾经访华若干次的

国家领导人也往往被中方冠以老友

的称呼。

中国人民的第一批老友，大多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到过延安。因为抗日战争，一

起扛过枪的战友与“中国人民”结缘。一批

苏联志愿航空员曾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

后来，这个航空队的队长成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

比军人更多的是医生。除了人尽皆知

的加拿大大夫白求恩，印度、罗马尼亚、保

加利亚、阿根廷、美国、英国等国均有医生

来到中国的战场救死扶伤，并结下友情。

还有一个老友群体是外国记者，他们

向外界报道神秘的中国，让毛泽东领导的

革命运动为世人知晓。外国记者中最有名

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被并称为“3S”，

1984年，中国专门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

会”，邓颖超任名誉会长，原外交部长黄华

任会长。后来，这一机构改名为“中国国际

友人研究会”。

与斯诺等记者类似，荷兰导演伊文思

也被视为向世界正面介绍了共产党抗日战

争的好友。他1938年来到中国，拍摄了关

于抗战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从此开始

了与中国人民的五十年友情。他还曾经托

人把一部手提摄影机送给延安电影团，这

部摄影机现在藏于国家博物馆。

还有一些人，虽然未曾在革命年代到

过中国，但因为与共产党领导人的友谊而

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法国生态学家勒

内·迪蒙早年就曾结识了蔡和森、邓小平等

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这段发生在异

国的相遇成为他与中国人民友谊的开端。

革命年代结束后，在国际舞台上能否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更多成为判断是否

老友的标准，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

侵略是辨识的依据，社会主义阵营和第三

世界国家的老友多是这段时间结下。

不过，倘若能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贡

献，或是能在国际社会正面宣传中国的建

设成果，那么即使是拥有“不友好国家”国

籍的人，也能被视为老友。1957年出版了

《中国经济》一书的美国人爱得乐即是一

例。

在上世纪70年代的建交和恢复邦交

浪潮中，几乎所有为外交正常化作出过重

要贡献的政要和民间人士被悉数列入老友

群体。倘若是像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

这样坚决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的领导人，则更被视为亲密朋友。

从1987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

增添了一个新群体——国际组织的负责

人。率先与中国人结交友情的是曾任联合

国人口活动基金主任的拉斐尔·萨拉斯。

《人民日报》报道说，萨拉斯“生前一贯坚定

支持中国的人口政策……当国外少数人恶

毒攻击中国‘推行强制堕胎和强迫绝育’政

策时，他挺身而出，发表声明，予以驳斥”。

随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执行主任

詹姆斯·格兰特、世界旅游组织前秘书长萨

维尼亚克、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进入了

老朋友序列。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端，经

贸领域的老友也开始出现，尤其是在本国

反对声尚强烈时与中国开展贸易关系的商

人更受推崇。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对于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政府不吝给

予高度礼遇。

即使是导演伊文思、英国作家韩素

音这样不具行政级别的文化界好友，

只要他们与中国人民的友情足够深

厚，也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聊天、吃饭。

其实，对于居住在中国的老友，

每年都会有固定的机会见到国家领

导人。每年年初，中国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都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迎春招待

会，邀请在华友人参加。

对于一些上了年岁的老友，祝寿

也是一种维持友谊的例行方式。如

果友人住在中国，那么领导人会去看

望，并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庆祝。曾任

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曾设家宴款

待日本老友西园寺公一，祝贺他的八

十寿辰。

如果友人不住在中国，那么一般

也会有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或类似级

别的领导人赴海外祝寿。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的行程

中，经常安排有拜访老友的环节。例

如，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

耀邦访问新西兰时，就两次会见了曾

到访延安报道抗日的老记者贝特兰，

并邀请他再回延安。

对于中国人民的友情，不少友人

深受感染。萨马兰奇就曾说，他的一

生荣获过许多奖项，但最看重的还是

中国人民把他看作老朋友。

在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有些最

终成了自己人，比如波兰记者爱泼斯

坦。他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

入党，还是全国政协六届至十届常委。

更多的老朋友居住在自己的国

家，或者即使住在中国，也依然保留了

原国籍。

许多老友都已离开人世，从1985

年开始，《人民日报》有几个时间段曾

密集出现友人的讣闻。这也可被视为

一种极高的待遇。当一些重要的朋友

去世时，国家领导人亦会发去唁电。

一些感情深厚的老友将骨灰留在

了中国的土地上，这是他们的生前遗

愿。例如，埃德加·斯诺的一部分骨灰

安葬于北京大学未名湖边。

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这一短语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的频次骤减，从每年50次左右降低至

20次左右。

在张清敏看来，“随着中国外交不

断走向务实和国际化，越来越符合外

交规律，‘老朋友’这种称呼的意义也

就逐渐淡化了。”

进入2011年，“中国人民的老朋

友”在前两个月的《人民日报》中只出

现了两次，一次是西班牙国王胡安·卡

洛斯一世，一次是亚冬会组委会主席

库里纳扎尔诺夫。

“老友”遍天下

从革命同志到生意伙伴

朋友来了有好酒

老朋友今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