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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乔冠华的几件档案史料
乔松都

＊本栏目由本刊编辑部与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合办

2023 年 12 月 28 日，清华大

学为纪念七位老校友秩年诞辰，

由学校档案馆、校史馆联合举办

了“水木清华众秀钟——七位名

家捐赠档案史料精选联展”。父

亲乔冠华是此次展览中七位名家

之一，我受邀参加展览开幕式，

并在开幕式上向清华捐赠了父亲

参加朝鲜板门店谈判时穿的服装。

在此，我与大家分享父亲几件档

案史料背后的故事。

父亲在世时，经常和我谈起

当年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往事，还

有他们同时期的老同学。感谢清

华大学培养了年轻的父亲，从此

一个苏北少年从家乡走向了世界。

同与父亲在清华读书的季羡

林先生曾回忆道：“乔冠华经常

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

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

徜徉于清华园中。”2021 年，我

将父亲在清华读书期间阅读过并

一直保存下来的德文版《黑格尔

文集》和《海涅诗选》捐赠给清

华大学。在此次展览中，看到这

些展品，不禁让我联想到父亲一

生对马克思主义坚定执着、孜孜

不倦的追求。1929 年，父亲 16 岁

时考入国立清华大学中文系，是

同级中最为年轻的学生。1930 年

他转入哲学系。正是在哲学系，

父亲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对

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他开始自学德语、英语、日语，

读遍了清华图书馆的马克思原著，

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又

乔冠华（1913年3月28日—1983年9月22日），曾用笔名乔木、

于怀，江苏盐城人。政治家、外交家。1929 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

1930 年转入哲学系。1935 年入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学习，获博

士学位。抗战爆发后，乔冠华回国从事新闻工作，以“乔木”等笔名，

撰写出大量说理透彻的时事政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国际

新闻局局长、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外交部部长等。曾参与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

70 年代外交战线上几乎所有的重要谈判、论战，为新中国外交事业

作出重要贡献。著有《国际述评集》《从慕尼黑到敦刻尔克》等。

乔冠华保存的德文版《黑格尔文集》和《海涅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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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读遍了图书馆的黑格尔著作。

展览中另一件父亲的展品是

他获得的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

位证书。1933 年，父亲从清华大

学毕业。在金岳霖等导师的推荐

下，他于 1935 年赴德国图宾根大

学哲学系继续深造。在此期间，

他利用业余时间和一位旅欧考察

的中国抗日将领共同研读了原版

《战争论》，一年半后他完成博

士学位论文，还在柏林参加了反

帝大同盟爱国活动。1937年，“七七

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

侵华，看着国土一天天沦丧，父

亲没顾得上领取博士学位证书，

便取道法国乘船回到了祖国，投

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父亲的博士

学位证书后由德国同学代为领取，

直到这位同学去世后，他的后代

又将证书送回了图宾根大学。在

父亲毕业七十年后，我的兄长乔

宗淮（也是清华校友，1969 年毕

乔冠华获得的德国图宾根大学博士学位证书

清华大学档案馆馆藏的乔冠华赴德国作交换研究生

的志愿书

彭德怀、李克农、乔冠华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现场

业于清华工程力学数学系）到德

国替父亲领回，后捐赠给清华大

学。

从德国回来后，父亲先在香

港撰写时事评论。1939 年，他由

廖承志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

领香港，他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

导的港九爱国知识分子大营救，

乔冠华参加朝鲜板门店谈判时身穿的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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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辗转来到重庆，在周恩来领

导下工作，并结识了他的妻子龚

澎。毛泽东在延安曾说：“乔冠

华的文章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和龚澎夫

妇双双投入了外交事业。

在展览开幕式上，我将父亲

珍藏已久的参加板门店谈判时身

穿的两件衣服捐赠给清华大学。

其中一件是志愿军军服，另一件

是缴获美军的羊毛衬衣，因这件

衬衣保暖性较好，穿破了，父亲

也不舍得丢弃，打上补丁，穿了

多年。这两件衣服刚参加了深圳

全军历史巡回展。考虑再三，我

将这两件具有纪念意义的服装捐

赠给父亲的母校。希望年轻一代

能够了解一个老校友所走过的路。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

1950 年 10 月，中国派出志愿军，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951年 7月，

中国政府和朝鲜政

府共同组成了谈判

工作队，李克农同

志代号为队长，乔

冠华代号指导员。

在整整两年的时间

里，他们配合战场，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

导下，和朝鲜友军

一起，与美方进行

了艰辛而持久的谈

判，为赢得世界和

平 而 战。1953 年 7

月 27 日，朝中双方

和美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

在朝鲜期间，乔冠华两次获得金

日成奖章。1954 年乔冠华因参加

日内瓦会议回到国内，而他的志

愿军军服也被收藏至今。

父亲乔冠华是一个学者型的

革命者，虽然他没有经历枪林弹

雨，却接受了在白区出生入死的

考验。

从十几岁起，父亲就开始接

触马克思学说，并在实践中不断

印证着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他喜

好阅读各种版本的马克斯与恩格

斯著作。1949 年，父亲曾在香港

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做了校

正和说明。

父亲毕生追求真理。他为人

正直，从不趋炎附势，是一个真

实而质朴的人。母亲说他是老黄

牛，每天辛勤耕耘。

父亲和母亲龚澎执手走过大

半生的风风雨雨。1970 年母亲的

离世给父亲带来沉重打击，他在

悲愤中发奋工作，1971 年联合国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

父亲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 26 届联

大的讲稿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

1972 年，父亲的事业走上

高峰。他经历了风风雨雨，又走

过急流险滩，接受了重重考验。

1982 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习仲勋和陈丕显代表党中央对父

亲说，“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你

还可以为党做许多工作”。父亲

的脸上瞬时浮现出那爽朗的笑容

和英气。可惜，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那是我不愿回忆的日子，与亲人

团聚的日子是那么短。

父亲一生有一儿一女，我和

哥哥。父亲是一棵大树，一棵枝

繁叶茂的大树。不管走到天涯海

角，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任何力量

也无法阻断的。记忆深刻的是，

在我上大学之前，父亲送给我一

本《马克思传》，在书的扉页上，

他写了这样一段话：“19 岁了，

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工作和

生活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爸

爸。”

记得在 1971 年联合国大会结

束后，父亲郑重地把我叫到他的

书房，拿给我看那张他最喜爱的

照片——伦敦北部市郊的海格特

公墓里，绿树丛林中，父亲恭恭

敬敬站在马克思墓旁的留影。

他是这样一个人。

乔冠华与妻子龚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