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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旗交管大队国庆期间加大对重点车辆的检查整治力度
为有效维护国庆辖区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伊旗交管大队

路勤二中队根据近日中秋节车辆出行特点，以长短途客车为重点，从客运车辆驾驶人教
育管理入手，加大客运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客运安全。检查中，采取日常管理与重点时段
路检路查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管控力度，确保道路不失控、不失管。对过往客车超速超员、
疲劳驾驶、不系安全带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查，认真核对车辆与驾驶人员、行驶
证、车主情况是否相符，针对车辆安全锤、灭火器、安全带、轮胎磨损情况和拉运物品等项
目着重检查，确保车辆安全技术状况正常，杜绝带病车辆上路行驶，为广大旅客创造一个
安全顺畅的旅程。 （孟志乘 郝建平）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
外交取得令全世界瞩目的
辉煌成果。作为开国最著名
的“将军大使”，耿飚在他的
长篇回忆录第四章《外交部
内外———副部长们》中，重
点写了他敬佩的亦师亦友
的外交家章汉夫。近日，万
里之子、现任中国传记文学
学会会长的万伯翱撰文介
绍章汉夫为新中国外交做
出的重大贡献，并回忆了自
己与章汉夫的交往。

派往联合国最早的中

共人员

章汉夫（1905-1972），
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
即转入了中国共产党，在
党内是少见的清华留美预
备班学生。章毕业后先去
华盛顿大学留学攻读经济
与对外贸易，后毕业于美
国斯坦福大学。1928年，23

岁踌躇满志的章汉夫被党
派往苏联留学深造。

1931年初他从莫斯科
回国后，被党中央派往香
港从事地下工作，后又调
往广东任宣传部长。党的
早期著名领袖蔡和森被捕
后，章汉夫曾代理任广东
省委书记；同年12月章汉
夫在香港不幸被捕，经父
亲多方疏通营救，被押送
出境。他在上海很快又接
上组织关系，曾任中央宣
传部干事、中共江苏省委
书记等要职。1933年5月，
在中共上海地下工作遭受
严重破坏时，章汉夫又被
国民党反动政权拘捕。其
父谢仁冰通过党外有影响
力的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
施以援手“念其年轻无知”
才被解往“苏州反省院”，
后经其父花了几十两黄金
才把他保释出来，他却不
顾父亲等家人再三苦劝和

警告，于1935年到上海与党
在上海的文化工作委员会
领导人周扬、夏衍等迅速取
得联系，又开始参加了党的
文化学术界统一战线工作。
面对白色恐怖朝夕都有逮
捕和牺牲的可能，他不得不
对父母亲说：“我对革命的
立场不能改变，你们只当没
有我这个儿子好了！”以此
表达他终生奉献给党和共
产主义不可动摇的决心。

抗战时期，章汉夫被任
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在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
接领导下，报道宣传了党的
抗日主张方针，他还亲自动
笔撰写大量时事政治文章。
这些颇具文采的政治文章，
在国统区产生了不小影响。
上海刚解放，他即被任命为
市委常委并兼任繁忙的外
事处处长，很快又被中央调
到新组建的外交部工作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根

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章汉
夫随董必武出席在美国旧
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
会，成为我党派往联合国
最早的外交人员。在外交
部他是周总理十分得力的
助手，担当了外交部的许
多工作。在朝鲜战争中，章
汉夫协助周恩来和彭德
怀、李克农在国内外均发
挥了不少作用。

给孩子们讲国外见闻

1953年，我和乔宗淮就
读于北京育才小学。乔宗淮
的父亲乔冠华后来成为中国
外交部第四任外长，宗淮担
任了二十多年外交部副部长
级的工作，也成为了一位资
深外交官。他的母亲龚澎，是
我党和政府第一位新闻发
言人，外交部组建时，为首任
外交部新闻司司长。

龚澎的姐姐龚普生，
就是章汉夫的夫人，也是
一位很优秀的外交官。她
曾任开国后不久的外交部
国际司司长。在我小学三
四年级的时候，乔宗淮带
我去北京东城外交部街47
号他姨妈龚普生和姨夫章
汉夫家玩。

在这里，章龚夫妇也
曾热情地为部里年轻干部
举行过婚礼。总是戴着一
副金色细框近视镜、有些
发福、一派学者风度的章
汉夫和个子高于他的龚普
生阿姨热情慈祥地招待我
们这些顽皮的孩子们。他
们给我们糖果也给我们讲
国外见闻、外交知识和礼
仪，这些开蒙教育使我们
终身获益匪浅。后来他也
喜欢一边抽着中华烟一边
认真听宗淮讲部内外群众
的呼声。宗淮考入清华后，
章就更喜听他汇报讲解国
内外形势。

日内瓦会议谈判功不

可没

新中国成立之初，承认
我国的国家不多，印度则是
1950年春就承认我国的世
界大国，因此搞好与印度的

关系是重要且十分复杂的。
章汉夫和印度驻华大使前
后进行了长达四个多月马
拉松似的谈判，终与印度
达成以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为基础的友好平等协
定。在谈判桌上，章汉夫
还提出了不少有创见的
政策被中央采纳，为此他
特别受到中央和周恩来
总理多次的表扬。最终签
下这个协定和换文，实际
是清除了印度在西藏沿袭
英国殖民主义的各种不平
等特权。

1961年5月，章汉夫作
为副团长随陈毅参加关于
老挝问题的第二次日内瓦
会议，这是当时建国以来
我国参加的最具规模的重
要国际会议。陈毅中途回
国后，章汉夫代陈毅外长
任团长，参加了现代国际
上少见的长达十四个月的
马拉松似的大型国际会
议。他面对错综复杂的形
势、面对唇枪舌剑背后的
各种阴谋诡计，始终坚持
党中央的外交原则，又以
他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和
丰富的国际外交知识，克
服了艰难曲折，推动着大
会一步一步向前。1962年7
月全体参加国，根据万隆
会议精神和以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为共识，最终签署
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
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
的议定书》。这次日内瓦国
际会议能圆满结束，大大提
高了我们年轻共和国的国
际威望和地位。“汉夫同志
是功不可没的。”耿飚的回

忆录，再三肯定章汉夫在此
次外交历史上的功劳。

提议领海宽度为12海

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领
海主权是共和国外交部日
程上必须解决的大事，周
恩来总理把这个重担交给
了章汉夫。无论在部里还是
在国外，他是经常深更半夜
接到总理电话指示的人。

接到此任务后，他就
开始不分昼夜直接阅读大
量英俄等国原始资料，反
复比较为什么在国际法
中，美国、英国、日本这些
发达强国只提出了适合自
己的3海里；丹麦、瑞典则
规定为4海里；而萨尔瓦多
却又规定本国是200海里
之宽阔呢？章汉夫在大量
调查研究后提出了新中国
应如苏联、罗马尼亚、保加
利亚、委内瑞拉、印尼等多
国的领海为12海里，这个合
理化建议被毛泽东、周恩来
等中央领导审阅批准了。当
我国外交部首席发言人龚
澎等在1958年9月向全世界
庄严宣布时，骄横不可一世
挂着美国星条旗的第七舰
队也不得不开出我大陆领
土12海里以外！

耿飚号召学习章汉夫

1972年元旦刚过，章
汉夫去世。1979年9月18
日，党中央为章汉夫在北
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
重举行了追悼大会。他的
老战友耿飚，1987年发表
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追
悼文章———《回忆新中国
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同
志》，曾这样写道：“一致公
认：章汉夫作为外交部的
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外交
部一贯对干部坚持党的原
则，公道正派，不搞亲疏。”

“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和工
作作风，对于提高外交战
线、广大干部的政策水平
和业务是很有意义的。”

（据《北京文摘》）

溥仪曾是个文学青年
末代皇帝溥仪少年时

在紫禁城里深居简出，生
活很是单调。为了摆脱孤
独、苦闷的宫廷生活，他曾
醉心痴迷于文学创作。但
由于帝师徐坊、陈宝琛等
人对溥仪的文学写作漠不
关心，一切听其自然，所以
溥仪的诗文一直没有多大
长进。

《三希堂偶铭》套用

《陋室铭》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
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
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
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
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
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
15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
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
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
诗赋上下工夫。随着时间
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
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
产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
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
禹锡的《陋室铭》，写了一
篇《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
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
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
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
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
子，阅三希，无心慌之乱
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
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
曰：何太平之有？

这首诗后来在上海
《逸经》（1936年3月创刊）
杂志上披露出来。

用邓炯麟的笔名发表

诗作

1922年初夏，溥仪曾
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
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
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
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
报》，居然马到成功，皇帝
的诗作破天荒地见报了。
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
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
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
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
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
了。据说《游戏日报》编辑
部曾多次设法打听这位署
名为邓炯麟的诗人是何许
人也，但始终一无所获。

这些诗的发表对少年
溥仪投稿热情是一个很大
的鼓励。在之后的两年多
时间里，溥仪写了不少诗
作，用化名狂热地向报刊
投稿，但此后再无投中的
现象。稿件寄出去后，皆如
泥牛入海，影踪全无。

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
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
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
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
《鹦鹉》《浮月》《荷月》三首
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
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
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

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
人，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
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
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
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
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
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
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
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
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
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山寨”诗把庄士敦蒙

在鼓里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
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
采。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
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
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
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

“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
及教师庄士敦。”溥仪也曾
为庄士敦的这本书作序，
其中写道：“庄士敦雄文高
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
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
重必矣。”师徒二人，颇有
一唱一和之势。

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
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
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
《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
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
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

“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
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
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
在鼓里。（据《文史博览》）

杰出外交家章汉夫

章汉夫与龚普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