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3年（ ）

我国 名外交家、联合国原副秘书长

于4月29日下午在北京 世，享年

91岁。

担任 东、 来、 小

平等领导人的 ，并见证了 战

判、中美建交 判等历史性时刻。

参与朝鲜停战谈判，荣立三等功

1929年7月生于 西

， 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他

随 亲 贡泉、 长 ， 然放

弃在美国 大学的学业，克服重重

，回到 国。1950年10月， 就读

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1年5月，他在清

华大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1952

年4月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 ，在 战

判中表现出色，获得中 两国的表彰。

对于参与 判的经历， 这 回

忆：“有时在 判无法突 时，一发美国

就会落到非 事区我方一 ， 门

附近， 至开 。这时就有一个双方联合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冀朝铸逝世
曾见证中美关系重要瞬间

调 ，一 双方各 一名 官，

一名 和一名 记员。我方一 出

成文上校，我是 记员。 记员的职责不

是记 双方 的话， 要记 落下

上所有的 志和文 ，以证 非 事区的

协议 了。有一次，一枚美国 落

在 里， 有 。我 到 里把

上的所有文 和记号 记下来才 出

。当时在 门 主持 判工作、后来的

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有次对我大

： 非常勇 ，不 ，

进 有 的 里。 ”

当时， 战协定为中文、 文、英文

各一式两 ，中方的英文 战协定由

负责打 。紧张 的 判，尖 烈

的交 ，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协定草案

改动一次， 就要重打一遍。为此，

他连续工作了三天三 ，连 也是在打

上 的， 于形成了最后的正式文本。

1954年1月，我方代表

的表现为他记了三等功，颁发了立功奖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三

等功 章一枚。 回忆当时的情 时

：“我把 章 在 前的时刻，是我一

生中最自 的时刻之一。”

17 年翻译生涯，见证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回到北京后， 分 在外交部

工作，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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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7年起， 开始担任

来总理的英文 ，在此 位上一干就

是17年，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

“万 会议”中国代表 的工作和中美

建交 判工作。他 为 东、

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 。

1955年4月， 总理 代表 印

参加万 会议。当时，国民党特务在

代表 包机“克 尔公主号”上放了

。 然 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

有得 ， 代表 多名人员不

。 当时因为名 不 ， 有

飞机 是 船前 万 ， 免于 。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

总理出 亚非14国， 全程担任

。此次出 取得了 大的成功， 总理

在回国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 时，

特地提到了 同志的功 ：“这次 问

如果 有齐 华（时任法文 ）和

二人当 ，就 。”

1970年，时任美国总 克 通过

基斯 向中国 ：准 开 一 白

通向北京的直接 。

同年12月18日， 东会见美国作家

斯 时 ：“如果 克 愿意来，我愿意

和他 ， 得成也行， 不成也行。”25

日，《人民日报》 版 了 东在天

安门 楼上和斯 合影的 （ 任

）。中国以这种方式向美国发出 成

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 。

1972年2月21日， 克 达北京，

来总理前去机场迎接。 回忆，

克 完全走到 下面，就远远地

来 过双手。

“总理 上迎上去，我也 上去。我

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

远。” ，此前， 总理特地要

求，“小 近一点， 话 得准 地

清 ，准 地 ”。然后，

克 出了 有名的话：“我是跨越

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祖国

总理 关 ， 人员到

了40岁应 行，一是工作太 、年

大了 不 ，二是 了经验可以做其他

的工作。

1973年3月， 离开 位，

1970 年 10 月 1 日，冀朝铸（左 2）同毛主席

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冀朝

铸（左 4）为周总理做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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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 美国联络处参 ，正式成为一名

外交官。1975年5月他回到国内，先后任外

交部国际 副 长、美大 副 长。

1982年3月， 次 美，为中

国 美大使 公使衔参 ，1985年 任

中国 济大使，并 任 基里 斯和瓦

努 图大使。1987年，他成为中国 英国

大使。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

斯· 利亚尔宣布任命 为联合国

副秘书长，主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他

是继 、毕 、 启美后，第四位

来自新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1992年，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决定

进行改组，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科技

发展中心、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跨国经济

中心、总干事办公室合并成一个部门，一

共有1000多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部，

是负责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

1996年， 任期届满，回到国

内，担任中华全国 国华 联合会副主

席，直到2005年 任。

在 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 ：

“关键的关键，是要 于自己的国家。”

（转自“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2020年5月3日）

2020年 3月 1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
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建筑学
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
长李道增同志，因病不幸逝世，享年 90岁。
李道增院士在建筑学理论和设计实践

两个方面均有深入而广泛的探究，并取得
了卓越成就。坚持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学”理念。
主持设计了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性建
筑清华大学百年会堂——新清华学堂、校
史馆、蒙民伟音乐厅，以及中国儿童艺术
剧场、北京天桥剧场、台州市艺术中心等
重要文化建筑工程。
从青年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热爱可

抵岁月漫长。他一生耕耘不辍，在建筑领
域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人住
高楼，有人处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

追思“建筑仁者”李道增
○张  静

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
彩虹，遇上方知有。”感动于先生的追求，
钦佩于先生的坚持，希望能在一代建筑大
师的剧场空间和设计维度中见天地，见人
生。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李道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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