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 年 春 ，题 为《毛 主 席 的 好 战 士
——雷锋》的重头文章，在《人民日报》刊
登，还发了大半个版的雷锋日记摘抄，在
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影响。

两天后，相关部门接到周恩来托邓颖
超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雷锋是个好战
士啊，要估计到这个战士影响很大，需要
很好地宣传这个典型。他还让说日记写得
好。但同时告知，事实一定要核对好。比
如，《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作，他好像
在哪儿见过，到底是不是雷锋说的？再比
如，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是不是雷锋写
的？希望认真查实，搞清哪些是雷锋自己
的话，哪些是他摘记别人的话，对别人的
话应注明出处。

于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落实周
恩来指示，沈阳军区政治部迅速将核实雷
锋日记的任务交给前进报社政工科长董
祖修。董祖修马上遵旨行动起来，进行相
关核实工作。他组织带领一班人仔细查对
当时在军内外报刊上刊登的雷锋日记摘
抄，发现《前进报》最初刊载时的毛病也出
现在其他报刊上，但总体是忠于原作和符
合实际的。

不久，雷锋的 9 本日记本、笔记本，连
同雷锋其他遗物一起，被征集到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宝贵精神财富长期
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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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要宣传好雷锋

1938 年 3 月，陈赓奉命率部赶赴神头
岭设伏。途中，不断说笑鼓舞士气。走着
走着，陈赓突然向政委王新亭喊道：“瞎子
当心，下坡了！”王新亭是高度近视眼，猛
听见喊声，连忙来了个“急刹车”，蹲下去
伸手摸地，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唉，你这
瘸子！”王新亭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看
清楚是平路后，王新亭来劲了，连连催促
队伍：“快走快走！”陈赓腿上负过三次伤，
有点瘸，哪走得快？只好告饶认输。

要 过 河 了 ，陈 赓 伸 出 手 杖 对 王 新 亭
说：“来啊，让我这个瘸子来牵你这个瞎
子。”然后“瘸子”和“瞎子”相互搀扶着过
了河。

孙玲

陈赓：开玩笑鼓舞士气

熊猫被猎杀的时代AA

说起中国最有名的

动物，恐怕非熊猫莫属

了。它憨态可掬的模样

惹人喜爱，而其肩负的中

外友好、文化交流的外交

使命，也非常惹人关注。

少为人知的“熊猫外交”史

直到 1936 年 12 月，一个纽约时装设
计师把一只 3 个月大的母熊猫幼崽带到
了美国，起名叫苏琳。1937年春，苏琳在
美国芝加哥动物园展出，人们从各处赶

来一睹这只“活着的”大熊猫的风采，参
观者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 4万多人，其中
不乏社会名流，甚至著名的盲人作家海
伦·凯勒也前往动物园摸了摸苏琳。

可惜的是，或许是水土不服，苏琳
没过多久就病人病入膏肓，第二年就死
于肺炎。后来，它被制作成标本陈列在
芝加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说起熊猫外交，不得不提到西方的
冒险家，是他们第一次将熊猫带入了西
方老百姓的视野。1869年，法国的一名传
教士将一只大熊猫标本带回了欧洲。在
此之前，西方人是没见过大熊猫的。这次

标本的展出，立刻引起了轰动，人们都觉
得很奇怪，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动物。

从 20 世纪初开始，不断有西方探险
者 深 人 中 国 四 川 、西 藏 地 区 寻 捕 大 熊
猫 ，最 为 著 名 的 莫 过 于 美 国 总 统 西 奥

多·罗斯福的两个儿子了，他们曾数次
到中国盗猎、猎杀大熊猫，但最终没能
如愿弄回活的熊猫。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探险家们带回去的都只是大熊猫
的标本或者毛皮。

苏琳的到来轰动美国BB

大熊猫碛碛

此时在中国，大熊猫的形象也得到
了政府和全民公认。许多以熊猫为名
的工厂、产品和艺术品应运而生，南京
国营电器厂甚至更名为了熊猫电器厂。

进人 20 世纪 70 年代后，随着西方各
国与中国建交，大熊猫作为礼物又重新
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里：1973 年 9 月，法
国总统蓬皮杜访华，大熊猫黎黎和燕燕

落户巴黎文森动物园；1974年 9月 14日，
大熊猫佳佳和晶晶抵达英国伦敦动物
园；1980年 11月 5日，联邦德国总理施密
特亲自来北京迎接大熊猫宝宝和天天。

当然，最轰动的是 1972 年尼克松夫
妇访华，中国政府送给了美国一对大熊
猫 玲 玲 和 兴 兴 。 这 对 大 熊 猫 抵 美 时 ，
8000名美国民众冒雨前往迎接。当它们

初次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与美国观众见
面时，动物园前甚至出现了交通阻塞。
开馆第一个月，观众就达 110多万人。

1982 年之后，鉴于大熊猫生态环境
恶化导致其数量急剧减少，中国政府宣
布停止向外国无偿赠送熊猫，“熊猫外
交”的形式也由“赠送”变为“租借”。

杨程屹

苏琳死去的这一年，一个英国人在中
国汶川收购了 12只大熊猫，最终只有 5只
平安到达英国，它们的名字分别是乐乐、
杜贝、格鲁贝、奶奶和年龄最小的贝贝。

1939 年 1 月 9 日，年纪最大的奶奶
在到达英国的半个月后不幸死去。二
战爆发前夕，乐乐被卖给了一个德国动
物贩子，在离开欧洲去美国之前，它一

直辗转于纳粹德国的各大动物园进行
展览。

随后，格鲁贝、杜贝和贝贝也被卖
给了伦敦动物园，3 只大熊猫被重新取
名为唐、宋和明。不幸的是，宋、唐先后
去世，动物园里孤零零地留下了年纪最
小的明。明很快成为当时英国报刊、银
幕、玩具业和旅游业的焦点。

从 1940 年到 1941 年，当德国飞机对
伦敦进行狂轰滥炸的时候，明安之若素
地待在自己的小院里，任凭炸弹像冰雹
似地落在周围，它都不动声色，玩耍自
如。为了鼓舞英国人反抗法西斯的士
气，摄影师为明拍摄了一系列快乐生活
与安然玩耍的照片，它仿佛成了这座城
市团结、镇定、无畏的象征。

明为英国人鼓舞士气CC

从 1936 到 1941 的 6 年间，美国以各
种手段非法从中国弄走了 9 只大熊猫。
1941 年 ，为 了 感 谢 美 国 人 救 济 中 国 难
民，宋美龄向美国赠送了一对大熊猫潘
迪和潘达。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政府名
义向外国输出活体大熊猫。

在唐、宋、明死去后，英国政府也向中

国政府提出赠予大熊猫的请求，作为交
换，他们将给予中国生物学家全额奖学金
到英国研究院进修的机会。1946年，大熊
猫和中国生物学家一起到达伦敦。

从此之后，进入西方世界的大熊猫
更多的是以政治礼物的方式出现。不
过在“冷战”期间，英、美等国家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从中国获得大熊猫。
只有一名奥地利商人用从肯尼亚带

来的三只长颈鹿、两只犀牛、两只河马、
两只斑马换来了一只大熊猫，这只熊猫
是从苏联返还的大熊猫碛碛。经过许多
周折，这只熊猫最终于 1958 年 9 月 26 日
到达伦敦，成为了伦敦动物园的大明星。

被当作政治礼物DD

外交史上的明星EE
“文革”后，侯宝林重新开始说相声，

常来天津演出。一次，他坐的汽车刚进入
天津界内，就超速了。警察把车拦下，正要
让司机拿驾照，却看见车里坐着侯宝林。
于是交警说：“这不是侯大师吗？您又来给
我们天津演出，不罚啦！”侯宝林马上下
车，掏出钱给交警说：“我是人大代表，应
该带头守法，我交罚款。”警察坚持说：“不
罚啦！”侯宝林说：“这钱一定要交！要是因
为我是侯宝林，就可以不遵守法规，那明
天我就去抢银行了！”此语一出，把警察都
逗乐了。

王文

侯宝林：人大代表要带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