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 12 月 18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向阿兰·梅里埃等10名
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以感
谢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支持
和帮助。

这 10 位国际友人来自不同领域，
为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先进技术与理
念，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卓越智
慧与力量。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变革的见
证者、参与者、贡献者。他们目睹了人
类历史上“最大的发展奇迹”，见证了
中华民族追赶时代、引领时代的前行历
程和改天换地的时代传奇，更同中国人
民一道书写了志合利融的友好故事。

他们是千千万万因改革开放与中国
结缘的国际友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故
事是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互利共赢的
生动写照。

（一） 助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和对外合作的开拓者 阿兰·梅里埃

2014年 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法国
时参观梅里埃生物科研中心，阿兰·梅
里埃率家族成员以及中心员工列队热烈
欢迎。梅里埃的家族有深厚的中国情
缘。其岳父保罗·贝利埃率先把西方汽
车技术引入中国，是中法友好合作的先
行者。

1978年，梅里埃首次访华，开启梅
里埃集团与中国在结核病防治、感染控
制、新发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广泛而持久
的合作。数十年来，他持续推动中法卫
生合作，先后在中国建立生产研发基地
和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帮助中国提
升在生物医药、传染病防治等领域的科
研水平。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厂
长”威尔纳·格里希

武汉的汉正街上有一尊德国人威尔
纳·格里希的铜像。格里希最著名的

“头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位“洋
厂长”。

1984年，格里希受德国退休专家组
织派遣来到武汉柴油机厂，几个月后被
任命为厂长，主持生产经营工作。中国
国企聘请外国人当厂长，在当时是破天
荒的事。格里希担任厂长后，对武柴展
开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这家老企业重焕
生机，产品出口至东南亚多个国家。因
为严格管理、严抓质量，格里希被称为

“质量先生”。他的敬业精神、职业操守
以及质量至上理念为刚刚起步的中国企
业管理提供了宝贵借鉴。

（三）促进中国对外经济交流合作的
国际活动家 克劳斯·施瓦布

克劳斯·施瓦布出生于德国，其创
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见证了中国从
倾听世界到被世界倾听的历史进程。
2017年 1月，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世界
经济论坛年会，施瓦布向他回忆道：

“我在1978年读到了有关邓小平改革开
放政策的文章，当时就确认中国将会成
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中国同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与中国
改革开放进程几乎同步。从 1979 年
起，中国多次应邀派团参加该论坛年
会。2005 年，施瓦布提出设立“中国
夏季达沃斯”的想法。2007年 9月，首
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年会在大连成功举
行。近 40 年来，世界经济论坛不但是
中国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的见证者，更成为中国与世界交流互
动的推动者。

（四） 国际知名企业参与中国改革
开放的先行者 松下幸之助

“松下”是改革开放后最早走进国
人视野的国际品牌之一。1978 年 10
月，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松下电器公
司，年已八旬的松下幸之助作为公司最
高顾问亲自迎接并陪同参观。在与邓小
平的深入交流中，他表示愿为中国的现
代化建设提供帮助。

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
是最早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友人之
一。他积极推动松下在华业务发展，将
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入中国。上世
纪80年代后期，在他的帮助下，北京松
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当时
投资规模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

（五）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
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家 大平正芳

日本知名政治家大平正芳是中日两
国友好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积极推动
者。他高度评价中国现代化建设，并表
示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会让世界更加美
好。

1972年 9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
臣陪同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
两国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声

明》，实现邦交正常化。1974 年 1 月，
他作为外相再次访华，签订《中日贸易
协定》。福田赳夫内阁期间，大平正芳
任自民党干事长，积极支持日本政府和
中方缔结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
年12月，他就任首相，任内推动日本对
华发展援助，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
建设作出贡献。

（六）推动新加坡深度参与中国改革
开放进程的政治家 李光耀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以富有远见
的战略眼光，见证并推动新加坡深度参
与中国改革开放伟大进程。2015年李光
耀逝世，习近平亲致唁电，称其为“中
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新关系的奠基
人、开拓者、推动者”。

1978年11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
光耀接待了到访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
当时，改革开放的大门即将开启，在目
睹新加坡创造的经济成就后，邓小平表
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

李光耀曾数次造访深圳并评价说，
深圳的成功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走得通。他积极推动建立苏州工业园
区和天津生态城，开创了中新经济合作
新模式。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
开放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
中国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
机遇。

（七）中国奥林匹克事业走向世界的
推动者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乒乓球
单打颁奖典礼上，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轻轻拍了拍
获得冠军的中国运动员邓亚萍的脸庞。
这个充满温情的画面通过电视转播被无
数中国人铭记。

西班牙人萨马兰奇被认为是继顾拜
旦之后对奥林匹克运动贡献最大的人。
1978年他首次访华，之后一直积极推动
中国重返奥林匹克大家庭。1979年，中
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

此后数十年，中国体育事业迅猛发
展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有他支持
和见证的身影。2001年7月13日晚，他
在莫斯科宣布奥运会主办城市，打开信
封轻声道出“北京”时，整个中国顿时
沸腾。“萨翁”曾说，他在全世界取得
过许多荣誉称号，但最珍惜的是被称为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八）中英友好的传承者、中英经贸
人文交流的促进者 斯蒂芬·佩里

1953年，斯蒂芬·佩里的父亲带领
数十位英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冲破重重阻
碍来到中国，开启中英关系“破冰之
旅”。那年，佩里5岁。

子承父业并不少见，但英国48家集
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从父亲那里
继承事业却需要超凡的勇气和洞见。与
中国的密切关系一度让佩里一家遭受误
解和孤立，但这并未影响其与中国结下
深厚情缘。多年来佩里与俱乐部同仁一
道传承“破冰之旅”精神，推动中英务
实合作，守护中英友谊薪火相传。

（九）倡导并推动中外经贸合作和中
美友好的企业家 莫里斯·格林伯格

美国商界传奇人物莫里斯·格林伯
格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积极建言者，曾担
任北京、上海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的经济顾问，并被多个中国城市授
予“荣誉市民”金钥匙。

格林伯格曾长期在全球保险巨头
美国国际集团担任最高管理者。改革
开放初期，面对中国邀约，不少西方
企业家犹豫不决，他果断率领公司拥
抱中国市场，成为推动中外经济合
作、倡导中美友好互利的商界先驱。
多年来，格林伯格积极消除中外隔
阂、开启合作之门。在中国改革开放
重要关头，他始终坚定看好中国发展
机遇，支持中美合作共赢。

（十）致力于向世界讲述当代中国的
国际友人 罗伯特·库恩

2015年，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中
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与中国媒体合
作播出《走近中国》访谈栏目，在国内
外引发广泛关注。数十年间，库恩致力
于把一个全面真实、精彩纷呈的中国介
绍给世界。

改革开放是库恩叙述中国故事的
主线。10 年前，他出版 《中国 30 年：
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对中国改
革开放历程作了生动深刻描述，被认
为是“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范例”。在
他看来，要了解中国，就必须理解中
国共产党。如今，库恩每年有超过三
分之一的时间待在中国调研交流。他
希望继续把一个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中
国介绍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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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中国携手同行
——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群像

我与傣族老作家征鹏的结缘非常
偶然。征鹏一直住在南国边城景洪，
而我早就和他的女婿相熟。但老先生
的这位姑爷以前从来没有跟我说起过

“征鹏”这个名字。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我俩聊起少数民族文学的话题时，
他才告诉我：“我的老岳父征鹏是傣族
历史上第一个小说家，而且是长篇小
说作家。”

历史上，傣族拥有数百部叙事长
诗和浩如烟海的民间故事、传说、歌
谣、谚语与歇后语。但在傣族文学史
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小说，无论是长
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都没有发
现；纪实文学、游记、散文之类的文
学题材也见不到，这不能不说是傣族
文学的一个空白、一个遗憾。由征鹏
与方云琴联合创作的长篇小说 《南国
情天》，这是傣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长
篇小说。小说讲述了女主人公意大利

人和缅甸傣族人的混血儿丹瑞·埃利
与中国勐畹坝傣族土司刀承宗的爱情
与人生故事，以20世纪30、40年代的
时代动荡为背景，反映日本侵略者践
踏勐畹坝的历史事实，描述了以刀承
宗为首的傣族上层爱国人士带领人民
群众抗击侵略的如火如荼的斗争和两
人纯真的爱情。作品情节起伏跌宕，
人物性格突出，是一部歌颂爱国主义
和真正爱情的小说。”

通过他的女婿，我和征鹏先生的
电话采访就这样开始了。

征鹏告诉我，他 1968 年毕业于中
央民族大学中文系，1986 年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先后在西双版纳州委宣
传部、版纳杂志社、州文联工作过，
担任过州文联副主席、州政协副主席
和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
政协常务委员。一开始他喜欢王蒙的
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谌容
的 《人到中年》 和张贤亮的 《牧马
人》，因为有对十年浩劫的反思也都
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起外
国的小说家，他喜欢巴尔扎克。不
过，他自认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联
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

笔耕不已的他，曾经在 《光明日
报》、《人民日报》、《西藏日报》、《云
南日报》 等发表过诗歌、散文。他在
北京读书长达十年，却只回过一次西
双版纳，一是因为路途遥远、出不起
路费，二是想多挤点时间学习。因
此，除了上课，他把业余时间包括假
期都留在北京学习、写文章。

1978 年，他出版了个人第一本著
作——长篇报告文学 《金太阳照亮了
西双版纳》（与方岚合著），由人民出
版社出版。“我感觉我们傣族是‘诗歌
的民族’，没有小说、散文、报告文
学，所以想为傣家人填补一点空白，写

点小说。在主办《版纳》杂志时，我就
开始创作《南国情天》。”

在他的带领下，西双版纳开始有
了傣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的
是用傣文创作的，有的是用汉语创作
的。《南国情天》 写好后，一开始他
把书稿交给了重庆的一家出版社。过
了半年书稿被退了回来，最让他生气
的是，当时退稿信里还有这样的话

“从来没见过这么差的稿子”。征鹏一
气之下，干脆把书稿寄到了北京的人
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非常
重视，派了一位副编审到西双版纳与
他面谈，又把他邀请到北京商量改
稿。历经五年的时间和多次修改，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扶持下，终于在
1988 年这部长篇小说得以出版，受到
普遍好评，开创了傣族小说特别是长
篇小说创作的先河。到今天，征鹏一
共出版了 38 本著作，其中包括散
文、报告文学、小说和学术著作等，
共计1000多万字。其代表作还有《西双
版纳纪行》（用英文、西班牙文出版），
《勐泐末代王族》、《从领主到公仆》、《舞
蹈女神刀美兰》，《象滚塘》、《流亡土司》
(合著)等，《西双版纳密林的趣闻》（合
著），《傣王宫秘史》、《傣族民间传说》
（合译）、《西双版纳风物志》（合著）等。

就在最近，由西双版纳州文体广
电局与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举办的

“首届西双版纳好书评选”活动，选出
了西双版纳的“十大好书”和入围好
书，征鹏和陈波合著的 《溅血的王
冠》 荣列十大好书之一。到今年 12
月，征鹏年满76岁，但他仍然在坚持
写作。他告诉我，正在主编 《中国傣
族通史》，这套书已经列入了国家出版
的“十三五计划”，约为120万字，老
先生坚定地告诉我，“ 我要一直写下
去，写到老，写到不能写为止。”

任维东

＞ 云南名人

＞ 人物

VincentVincentVincent：：：

把面包屋开到把面包屋开到把面包屋开到
了北门书屋了北门书屋了北门书屋
路过昆明北门书屋，恍惚又回到

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联大青年书生意
气，一壶茶一册书，民主与理想在西
南边地的北门书屋持续发声。如今，

“à Table 法式烘焙”和书屋旧址比邻
而居。昆明姑娘海涯遇到了法国的
Vincent 两人选择在这里安定下来，开
了个法式面包屋。

一根经典小法棍，一个可颂面包，
轻简的brunch。舌尖上的法甜之旅，把
原汁原味的法国味道飞奔着送到你面
前。Vincent 出生在美食世家，16岁起
就开始学习法餐管理，曾在法国名厨
Alain Ducasse巴黎米其林三星餐厅、美
国华盛顿特区毗邻白宫的餐厅、布达佩
斯坚持做地道的法式烘焙。以法棍、可
颂、欧包、吐司、布里欧修为主,亚麻
籽、肉桂、提子、抹茶红豆口味多变,
选用的是云南本地红糖，青稞黑麦面包
原料来自香格里拉。附近的上班族已经
探到了麦香，夹着法棍在街上边走边
啃。Vincent的法餐沙龙会也如火如荼的
办着。 文戈 摄影报道

征鹏征鹏：：我为傣家讲故事我为傣家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