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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華大使是此生最棒的一份工作

1994年是土色 2019年是綠色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人民網報道： 「我一生

得到過許多榮譽，但我最珍惜的是 『中國人民的好朋

友』 這一稱號。」 已故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胡安

．安東尼奧．薩馬蘭奇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曾說過

這樣的話。這不僅是薩馬蘭奇的肺腑之言，也是薩翁

一家三代人中國情緣的真實寫照。

薩馬蘭奇是西班牙著名體育活動家、外交家，曾

擔任國際奧委會主席長達21年。這位被認為是繼顧拜

旦之後對奧林匹克運動貢獻最大的人，在1978年與開

放的中國一見鍾情，並在此後數十年見證了中國日新

月異的進步。

北京是令人眼花繚亂的夢
1978年的春天乍暖還寒，薩馬蘭奇作為國際奧

委會第一副主席首次訪問中國，入住北京當時唯一一

家涉外賓館──北京飯店老店。之後他一直積極推動

中國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薩馬蘭奇曾在國際奧委會

會議上振臂高呼： 「如果佔世界人口23%的中國被排

斥在外，奧運會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奧運會嗎？」 1979

年，中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席位。

此後30多年，薩馬蘭奇到訪中國29次。他曾動員

中國參加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並在運動會上為中國

第一位奧運冠軍許海峰頒發金牌；他堅定地維護中國

申辦奧運會，並在他最後一屆任期內成功推動2008年

北京奧運會的申辦；在推動奧運會落戶北京的同時，

他也從中國數百家的涉外飯店中，見證了日新月異的

進步， 「北京簡直是一個夢，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夢

。」 他對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讚不絕口，認為推動

中國重返奧林匹克大家庭並成功舉辦奧運會，是他這

一生最得意的事。

薩馬蘭奇曾說： 「我在中國收穫了友誼，也學會

了愛與尊重中國人民。」 2008年，中國向薩馬蘭奇授

予中國奧委會最高榮譽獎章。

薩翁之孫努力學習中文
兩年後，薩翁與世長辭，但他的後代與中國的情

緣仍在繼續。薩馬蘭奇的兒子小薩馬蘭奇和孫子薩馬

蘭奇三世每年都在中國度過大量時間，並積極推動體

育文化交流。

2012年7月，小薩馬蘭奇在中國發起並成立了薩

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7年來，基金會舉辦了一系

列公益活動，旨在延續薩馬蘭奇與中國之間的深厚友

誼，幫助推動中國體育文化事業發展，

促進國際體育文化交流。

現任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的小薩馬蘭奇說，他已數

不清去中國的次數，但每次去，都會感嘆於這個國家

日新月異的變化。 「我不僅見證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

展，也見證了中國軟環境的進步。最近幾年，我發現

北京天更藍了、環境更乾淨了。」
薩馬蘭奇三世正努力學習中文。他告訴記者：

「以前爺爺曾告訴我要好好學習中文。我學習中文

已有幾年時間。對我來說，這很有必要。」
2019年6月，薩馬蘭奇體育發展基金會在

吉林延邊地區舉行活動，對當地9所小學的

近240名學生進行足球培訓。薩馬蘭奇三

世擔任了 「代課教師」 。他說希望小球

員們能通過訓練體會到運動的快樂，

並將頑強拚搏的精神融入學習和生

活中。

小薩馬蘭奇說： 「我們一

家三代人都和中國緊密相連

。多年來，我的家庭和我們

熱愛的中國人民一起，做

了很多事情。我們將繼

續為中國與西班牙的

友誼、為中國的體

育事業貢獻自己

的力量，這是

我們的巨大

榮譽。」

推動中國重返奧林匹克
薩馬蘭奇三代情繫中國

友華德國記者

庫 摩

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

薩馬蘭奇

美國前駐華大使

博卡斯

◀上圖：1994年庫摩拍攝的
中國西部沙漠；下圖：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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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7月31日，鄧亞萍獲得第26屆奧運會乒乓球女子單
打冠軍，薩馬蘭奇為她頒獎 新華社

▲薩馬蘭奇2008年觀看北京奧運
項目 新華社

國 際 友 人 語 錄
•我一生得到過許多榮譽，但我最珍惜的是
「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這一稱號。

──已故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薩馬蘭奇

•駐中國大使是我
此生最棒的一份工
作

── 美國前駐華大使
博卡斯

•如何把兩國跨越
半個多世紀的友好

與合作推進到新時
期、新高度，就是

我的努力方向。

── 老撾工貿部長開
瑪妮．奔舍那

•我在厄運中遇到
了莫大的幸運，我

在這裏找到了知己
。我們目前經歷的

痛苦，正是中國過
去的經歷。它的全

力支持使我完全相
信，對未來的悲觀

失望必然一掃而
光。

── 柬埔寨已故太皇
西哈努克

• 「中國」 成了我
個人生活和職業的

核心主題，我也對
中國產生了難以割

舍的感情。

── 德國記者馬庭．
庫摩

▶廈門大學美籍教授潘維
廉（左）2019年夏天重走
中國路 新華社

▲

老中合作委員會主席開
瑪妮和她的同胞兄妹

曾在北京度過了
年少時光

網絡圖片

▲贊比亞開
國總統卡翁達（右二）

與中非鐵路 網絡圖片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前駐

華大使博卡斯曾在履職期間，走遍中國大陸

所有省份，黑龍江、新疆、杭州西湖乃至中

國的臭豆腐都給他留下深刻印象。從了解中

國的風土人情、文化背景，到結交到一批朋

友，他與中國產生了不解之緣。以至於令他

覺得「駐中國大使是此生最棒的一份工作」。
博卡斯1941年出生於美國蒙大拿州，

2014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駐華大使。在此

之前，他一直擔任美國國會參議院議員達36

年之久，其中擔任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主席十

餘年。

還在擔任參議員的時候，他就曾多次率

團到訪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第一次來中國

看到北京滿大街的自行車，到後來每一次都

能看到「令人驚奇的變化」，中國的發展變遷

令他「嘆為觀止」。另外，博卡斯認為，現在

中國人的自信心比過去增強了很多，無論是

對於自身命運的信心、還是對於在世界舞台

扮演角色的信心都更強。

對於中國的經濟開放和發展，博卡斯一

直密切關注並且積極參與其中。早在上世紀

90年代，時任國會參議員的他曾積極支持無

條件延長美國給中國的 「貿易最惠國待遇」

，並在將人權問題與貿易問題掛鈎法案表決

上投出過關鍵反對票。

對於近期出現的美中貿易摩擦，他感

到 「憂慮」 。博卡斯認為，美國總統特朗

普發起的貿易戰是 「尷尬的錯誤路徑」 ，

他希望美中雙方可以盡快通過談判解決爭

端。

在2017年卸任美國駐華大使以後，博

卡斯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蒙大拿州，在蒙大

拿大學創立了博卡斯公共政策學院，旨在讓

更多的美國學生到中國交流、留學，更好地

認識和尊重中國。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 「
變化太大了，很難找到當年曾經拍過

的建築，因為我爭取找到同一個拍攝

方位和角度。」 30年後故地重遊，德

國記者馬庭．庫摩在曾駐足的車站、

碼頭、廣場，再次按下快門，以德國

人的嚴謹與執著，見證了中國大地的

滄桑巨變。

25年後重走中國路的廈門大學美

籍教授潘維廉也有類似感慨， 「我在

農村買東西，農民都是通過二維碼收

款，非常方便。」 他由衷讚嘆： 「
1994年是土色，2019年是綠色的！」

1976年，中國對西方來說神秘而

陌生。馬庭．庫摩好不容易拿到了赴

華簽證。他記得，當時他參觀了中國

內地和香港的邊境關口──羅湖，那

時，香港還沒有回歸，深圳也只是個

普通的小漁村；那時的天安門廣場，

人們身着黑、灰色中山服，騎着笨重

的自行車；兩年後，改革開放讓中國

以勢不可當的速度開始長期發展。

30年後，庫摩鏡頭裏記錄的深圳

，從小漁村變成了大都會，黃浦江東

岸的田地已是流光溢彩的浦東新區

…… 「這次中國遊歷給我留下的感受

，除了震撼還是震撼。」 他說，中國

人的奮鬥精神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

「改革開放政策，成就了中國的經濟

奇跡，世界為之驚嘆」 。

經濟總量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600

多億元到2018年突破90萬億元，人均

國內生產總值從119元增加到64644元

，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

最大貨物貿易國、最大工業國。改革

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5%

，速度之高、持續時間之長創下人類

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

庫摩和妻子瑪格麗特遊歷過不少

國家，但他表示， 「沒有一個國家有

着和中國一樣的巨大魅力。」
與庫摩和潘維廉一樣，許

多國際友人記錄、親歷了新中

國成立70年來的歷史巨變。他

們了解中國奇跡背後的必然邏

輯和精神動力，也因此相信，

未來世界將見證一個更加繁榮

進步的中國，一個更多造福人

類的中國。

從國際奧委會終身名譽主席薩馬蘭奇到普通德國記者
，從前美國駐華大使博卡斯到贊比亞開國總統卡翁達，從
柬埔寨已故太皇西哈努克到老撾奔舍那家族……他們來自
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語言，擁有不同文化背景，但他們有一
個共同特徵，便是用行動詮釋 「中國人民的好朋友」 這一稱
號，他們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矚目成就並由衷
祝福。守望相助的深情，心意相通的相伴，讓醇
厚的情誼歷久彌新，讓同行的步伐格外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