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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

示”

1955年初，刚刚上任外交部礼宾

司司长的柯华就遇上了一件难以忘怀

的事：一天上午，印度驻中国大使小

尼赫鲁打来电话，询问周恩来总理兼

外长的电话号码，他有话要直接同周

恩来总理讲。礼宾司首次遇到这样的

事，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不知如何处

理。柯华召集司领导商议后，决定由

礼宾司一位专员出面婉言谢绝，并表

示，有什么事可由礼宾司转达周恩来

总理。但小尼赫鲁仍坚持己见，不要

转达。无奈，柯华再次召集会议商

讨，最后决定报告总理办公室。一位

秘书称，同意礼宾司的处理意见。后

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找柯华询

问，柯如实做了汇报，但他没有讲已

报告了总理办公室。周恩来又追问：

“你同意这样处理吗？”柯华听出周

总理的不满，便主动承担了责任，说

是自己同意的。并表示，如果处理不

当，请周总理批评。周恩来沉吟了一

会儿说道，印度总理尼赫鲁坚持同中

国友好，反对美国孤立中国。印度早

在1950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毛主席很重视发展同印度的关系。去

年，毛主席还亲切接见了来访的尼赫

鲁总理。我当时对陪同的印度驻华大

使说过，他有事可以直接给我打电

话。讲到此处，周恩来加重语气说，

你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电话、一件

小事。其实，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

示，这是外交工作的一条纪律。周恩

来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柯华讲，做外事

工作可不像你在地方当市委书记，那

是一方诸侯，权力大得很，许多事情

可以自己做主。而外交的每一件小事

都疏忽不得，搞不好会影响国与国之

间的关系啊！这就是柯华调到外交部

当礼宾司长后，周恩来总理给他单独

上的第一课。到上世纪60年代召开第

四次使节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在报告

中，正式将这一提法改为“外交工

作，授权有限”。而“外事无小事，

遇事多请示”的观念已在新中国外交

官心中深深扎了根。

“两位领导人要同时到达

怀仁堂”

    

1955年6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

 周恩来的外交点滴：
“外事无小事,遇事多请示”
◎ 张  兵

1954年6月出访期间，周恩来同印度领导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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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胡志明访问中国。按日程安排，毛

主席将在怀仁堂会见胡志明。为此，

周恩来亲自召集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

开会。他说，要通过你们的接待，在

全世界面前展示胡志明主席受到的

尊重。关于两位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安

排必须十分细致，既不能让毛主席

站在门口久等客人，又不能让胡志明

主席先期在那儿等候，要安排两位领

导人同时到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周

恩来总理的独具匠心：泱泱大国、礼

仪之邦，一定要让全世界清清楚楚地

看到中国的礼宾安排是如此的周到，

这是一次提高国家和民族形象的绝

好亮相机会，不能错过！但这样安排

有两个难点：其一，毛主席习惯夜间

工作，起居时间不好掌握，连主席身

边的工作人员都摸不清规律。其二，

当时通讯工具很不发达，只有电话联

系，连对讲机都没有，更不要说手机

了。所以，什么时候请毛主席动身，什

么时候请胡志明主席出发，很难准确

把握。但“外事无小事”，周恩来总理

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礼宾司

的同志们绞尽脑汁，精确计算着路程

距离、行车速度、所需时间等等。当

毛主席站在怀仁堂门口，准备迎接客

人时，胡志明主席也正稳步向怀仁堂

走来。

 提醒为吴努总理买大衣

1955年国庆之夜，缅甸总理吴努

应邀与我国领导人同登天安门城楼，

与北京市民共度佳节。联欢会即将开

始，周恩来总理细心地注视了一下贵

宾们，突然发现了问题。他立即喊来

了礼宾司长柯华问道，你给吴努总理

和缅甸贵宾准备大衣了吗？柯华顿时

脸红。北京已进入深秋，天安门城楼

很高，秋风时时送来寒意，来自热带

的客人们身穿单衣，怎么经受得住？

他非常懊悔，自己工作为什么这么粗

心，事先竟然没有想到。但去哪儿找

大衣呢？又是周恩来总理给他出了主

意，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找值班领导，

马上让他送几件大衣来。柯华刚要

去办，周恩来总理又交代他，你要打

量一下吴努的身材，尽量合体。当吴

努总理正和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中时，却感到“高处不胜寒”。恰在此

时，一件薄呢大衣披在了吴努总理和

其他缅甸贵宾身上。

这件事提醒了后来所有参加接

待工作的同志，工作中一定要格外

细心，不要忽略任何细节。南太平

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外长来访

时，日程中有游长城一项。美大司

参加接待的同志便事先准备了几件

棉大衣。登长城的那天，白天温

度只有3摄氏度，没有那几件棉大

衣，他们都会被冻感冒。

“座次”和“菜单”的学

问

1955年，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

特罗阿米佐约应邀访问中国。印尼

当时对华友好，拒不参加美国操纵

的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御条

约”。这样的国宾来访，一定要接待

好。按照日程安排，周恩来总理兼

外长要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招待会。

外交部礼宾司协同有关单位反复推

敲，后又经过几次调整，觉得宴会的

座次安排和菜单的选择比较完满、

合理。当礼宾司负责同志面见周恩来

总理并呈上这一周密安排时，周恩来

总理仔细地审阅，并提出了一些疑问

和修改意见。周恩来总理说：“你们

请了民主党派人士作陪，请他们发挥

特长，做做外交工作很好。但安排好

主宾的同时，必须兼顾中方陪同人员

的相应安排。要避免‘一人向隅，满

座不欢’。”原来礼宾司的安排中，偏

重考虑如何安排好印尼总理一行，对

中方陪同人员的座次考虑不周，有怠

慢之嫌。

审定菜单时，周恩来总理问：

“对印尼客人的生活习惯、饮食偏好

是否做过调查？菜单不能‘一厢情

愿’，一定要有的放矢。”后来菜单做

了调整，让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这件事使许多参与接待的外交

官，特别是礼宾司的同志受益匪

浅,他们感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兼外

长对宴请这类小事的亲力亲为的示

范用意。

“字斟句酌”立榜样

1957年3月6日，曾被称作黄金

海岸的加纳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获

得独立。中国政府派聂荣臻副总

理为特使，出席了该国独立庆典活

动，加方非常满意。中国代表团回国

后，接到了加纳总理恩克鲁玛发来

的感谢电。当时已由礼宾司长改任

西亚非洲司长的柯华给周恩来总理

兼外长呈报了一份回电稿，回电稿

经周恩来总理批复后即可见报。在

退回的报批文电中，柯华发现，原电

文“在聂荣臻副总理与阁下的会谈

中”被改为“在阁下与聂荣臻副总

理的会谈中”。这一改动，体现了对

小国的尊重，也表现了泱泱大国的

胸怀。

还有一次是一篇要在报刊上发

表的消息稿，尽管西亚非洲司由起草

人到处、司、主管部领导都已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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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出了纰漏，将访华时间错写成“5

天”。总理审阅后，发现实为6天，便

做了修改，把住了最后一关。事后柯

华表示，让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

这些小事上劳神费心，实属失职，他

内心感到十分不安。后来，他在文件

的审批上，牢记周恩来教导，字斟句

酌，仔细推敲，决不允许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操办临阵“调房”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越

南总理范文同访华（内部）。周恩

来总理原计划去机场迎接，但因临

时有要事，改由李先念副总理去机

场迎接并陪同至钓鱼台国宾馆。大

家都知道，钓鱼台是接待外国领导

人来访的国宾馆，但里面各幢楼

的住宿条件并不相同。当时礼宾

司安排范文同住三号楼，他多次访

华，从未住过这幢小楼，虽然口头

未说，但颇有些不悦。周恩来总理

处理完公务，赶到钓鱼台国宾馆，

发现范文同住三号楼很生气，便

问，为什么这样安排？礼宾司负责

人说，其他楼都住满了人，就连三

号楼还是当天上午请陈永贵同志搬

走后，才腾出来的。周恩来总理又

问，为什么不住八号楼？接待人员

说，江青同志住那儿。周恩来总理

说，为什么不报告？最后周恩来总

理亲自去找江青商量，请她临时搬

出去，并于当晚安排范文同总理住

进了条件较好的八号楼。礼宾司负

责人为此向越方致歉，并告知是周

恩来总理为他们这样安排的。范文

同十分感谢周恩来总理细心周到的

安排。现在回过头来看，在那混乱

的“文革”时期，周恩来总理亲自

出面解决这棘手的问题，为国家和

民族真是操碎了心哪！

“钱和主权孰轻孰重？”

1972年1月，尼克松访华的先

遣组一行18人来华做技术安排，其

中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齐格勒

向中方提出，尼克松访华期间，

随行的记者们将通过卫星播发电

视、图片、电讯等，希望中国政府

给与方便。齐格勒强调，美国和其

他不少国家几乎家家都有电视，希

望能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问中国

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也极为重

视。周恩来总理派熊向晖召集有关

部门负责人商讨此事。会上，国务

院文化组负责人于会泳称，我们决

不能同意在中国土地上为尼克松进

行电视宣传。周恩来总理听到上述

汇报后很生气，他说：岂有此理！

过去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现在他们

的总统来了，这是历史性的转变。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通过电视看

到尼克松访华的实况，这是为尼克

松做宣传，还是为中国做宣传？！

他当即决定同意齐格勒的请求。但

我们当时没有卫星，只能租用美国

的。齐格勒表示，他未经手租用过

通讯卫星，估计租金会很贵，可能

要100万美元。又说，其实中国政

府不必花钱租用，我们已准备好了

卫星终端站，但需在有关城市建地

面接收站，费用由美方承担。当

熊向晖将上述谈判内容报告周恩来

总理后，周恩来批评道，让你商谈

租用，你一听100万就想缩头，这

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

们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决不

能有丝毫含糊。他还指示，一、请

齐格勒联系为中国租用美国卫星终

端站事宜；二、在租用期内，卫星

终端站的使用权归中国所有，美方

需向中国申请使用权并付费；三、

租用费和使用费要公平合理。齐格

勒听后十分惊讶，幽默地说道，我

想租用费和使用费之间应该会画等

号。他暗想，这个回合的谈判真是

碰上了一位十分精明的对手！

1960年4月，周恩来在缅甸与当地人民欢度泼水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