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序忠校友访谈（1974级）

受访者	  1978年至1985年，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外交人员服务局。

1985年至1989年，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随员、三秘。1989年至

1991年，任外交部西欧司三秘、二秘。1991年至1992年，赴法国

南锡第二大学进修。1992年至1993年，任外交部西欧司二秘。

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二秘、一秘。1996年至

2000年，任外交部西欧司一秘、副处长、处长。2000年至2004

年，任中国驻比利时王国大使馆参赞。2004年至2007年，任中国

驻欧盟使团参赞、公使衔参赞。2007年至2010年，任外交部外事

管理司副司长。2010年至201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隆迪共

和国大使。

采访者	 罗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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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1974年进入北外学习法语，请问您当年为什么选择了北外，并选择学习法语呢？

这可能是一种机缘巧合吧。我中学是在南京外国语学校上的，小学毕业我考进了

初一法语班，听说法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自己颇感庆幸。当时有一位瑞士外教教

我们法语单词发音，我觉得很新奇，就喜欢上了法语。记得当时南外教学楼里有一条

醒目的横幅，上面写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卡尔·马克思”，感觉特别励志！

可惜受“文革”影响，我法语没有学多少就去当兵了，退伍后我回到了南京煤气公司

当工人，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自学法语。1974年北外来南京招生，我也慕名报名。当时

我的面试考题是读一篇法语课文《南京长江大桥》，由于我一直在坚持自学，所以读得

还算流利，于是就被录取了。上大学终于梦想成真，我当时激动得彻夜难眠。

您是否可以讲述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当年在校学习时，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人或事呢？

我们当时入校是“文革”后期第三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作为工农兵学员能进

入北外学习，我倍感珍惜。中学时因为“文革”的大环境，法语并没有学多少，能

进入北外法语系系统学习，真是天赐良机。那时，我们学习外语的时间被挤压得很

厉害，所以只要有一点时间，我们都争分夺秒学习法语。我们主要在朗读、听力、

阅读上下功夫。当时每天一早就要出操，坚持晨读。我当时特别重视语音语调，因

为想到中央国际广播电台当法语播音。我们那时除了下午有一点时间进行体育活

动，其他时间不是在教室，就是在图书馆，下午还会去阅览室阅读法文的新华电

讯稿、外媒电讯稿和《北京周报》期刊，熟悉国际国内时事政治的法语词汇与表

述。晚饭后到教室里戴着耳机围着电子管录放机进行听力练习。晚上睡觉前会对

着墙背诵动词变位，一直练到口干舌燥。熄灯以后还会在床上戴着耳机收听外媒

法语广播。总之当时就是千方百计都要进行“听说读写译”方面的练习。给我印

象深刻的是董纯老师，她特别强调：学习外语的实践性很强，光理解语法现象是

不够的，要不怕犯错不断地去说，要练到像条件反射那样脱口而出。我们还经常

对着镜子练习口唇操，组成互帮学习小组，每周利用晚自习时间开展口语对话。

也许正是因此，北外的外语口语优势明显，成为一大特色。我们当时的课程相对

较单一，主要就是外语课，比如法语精读、泛读、听力、口语、中译法、法译中

等等，有汉语等知识课，但缺少国际政治、国际法、国际商务这方面知识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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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您前往法国任职，之后也在法国南锡大学进修，请问您在法国时有没有什么印象深

刻的事？

1978年夏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外交人员服务局瑞士驻华使馆担任中秘，1985

年被外交部派到中国驻法国使馆工件，那是第一次在外常驻。我先后在巴黎常驻

四年，然后在法国留学一年。后来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欧盟使团工作了两任，将近

有九年半。最后一任是在布隆迪四年半，所以加起来在外常驻将近二十年。

八十年代中期我去法国时负责外勤工作，在外面跟各个部门打交道，接触较

多。当时令我印象较深的是：法国等西欧国家确实很发达，高速公路、立交桥四

通八达，巴黎的地铁线纵横交错，还有大的超市，商品琳琅满目，路边上停满了

私人轿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见证了自己国家经历改革开放后实现的跨

越式发展。当年西欧国家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经济，我们国家不久后也都有

了。现在，我们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西欧国家更方便，比如移动支付、共享单车、

手机微信等。祖国的这些巨大变化，我们作为见证者，印象特别深刻。

还有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要善于跨文化交流。因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

不仅要学会说外语，更要了解对方的社会与文化。比如我当时在法国进修，在大

学城经常和法国的同学见面打招呼。有一次见到一群法国同学，他们行贴面礼，

但是我很不习惯，于是伸出手去握手，其中有个法国女生就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

子，让我十分尴尬。还有在南锡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和一个突尼斯的男生特别谈

得来，我们俩经常约着一块学习，但却引来班里女同学们异样的目光，她们怀疑

我们是否有“HOMO”的倾向。

还有一个例子，记得我在布鲁塞尔中国驻欧盟使团工作时，有一次使馆宴请

东盟国家驻欧盟使节，菜单上有一道菜叫“佛跳墙”。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是缅甸

大使的夫人，她看了法语翻译中有bouddha一词后就拒绝用这道菜。她说我们是

信佛的，不能吃自己崇拜的神。我明白了，立即向她做了解释并表示歉意，并给

她换了一道素菜汤。以后我们请东南亚等国的使节时，“佛跳墙”的汤名统统改

译为“海鲜盅”了。

以上经历说明社会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思维方式也会存在差异。所以

我们学习法语，不光是要学会说法语，更要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和风

俗习惯，这样才能懂得如何得体地表达，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SJ00083070-铸魂育人 薪火相传.indb   76SJ00083070-铸魂育人 薪火相传.indb   76 2023/2/13   11:00:202023/2/13   11:00:20



77

第一部分 | 校友访谈

您认为北外的大学生活给您后来近40年外交生涯带来了什么帮助？另外，对现在有志于从

事外交工作的同学们，您有什么宝贵的经验可以传授吗，在未来学习、工作方面应注意哪

些事项以及做好哪些准备？

北外的学习阶段，应该是打基础的过程，就像盖大楼一样，基础不牢地动山

摇。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发现凡是学外语科班出身的，在学习社会科学专业方

面，听课效果好，学习进步比较快，但是有一些外语基础没有打好的人，他们的

学习效果就大打折扣。我觉得我的法语水平迅速提高的阶段还是在法国常驻期

间，相当于是完全浸润在法语语言环境中。我负责外勤工作，就利用各种机会和

不同社会阶层的法国人交谈。在外办事，遇上堵车，我就在车里收听各种法语广

播节目。在法国留学期间就更不用说了，大学里非常注重诵读原文和做résumé，

这对提高阅读理解和口语表述能力非常重要。

我觉得外语基础一定要打好，但也不能仅靠外语单项“一招鲜”，知识面也要

广。从事外交工作要了解其他方面知识，比如国际政治、外交学还有国际法等。比

如我在南锡大学欧洲研究中心进修欧盟法（研究生阶段）时，由于我的本科没有学

过法律，所以听课理解相当吃力，连一些法律基础概念都没有，所以只能自己课后

恶补。外交部需要的是复合型“万金油”式的干部，要能各个方面知识都懂一点。

还有就是政治素质和组织协调能力。作为外交官，政治素质和思想品质是核心要

素，这在大学里需要培养和检验。比如外交部来北外招收新干部，十分看重和考查

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如是否是学生干部或中共党员。不要认为当学生干部就是占

用了自己的学习时间，实际上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是中共党员，说明其本人政治

上积极要求上进，愿意为党的事业做出奉献，对自己也能高标准、严要求，有较强

的自我约束能力。在外交部工作特别强调要遵守外事纪律。

2010至2015年，您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布隆迪共和国大使。任职期间您面临过什么挑

战？您是如何应对的？

能去布隆迪共和国担任大使，我感觉责任重大，肩负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因

此在任期间自己也是不敢懈怠。因为我长期在欧洲发达国家工作，所以对非洲的

工作经验和布隆迪的国情了解不多，有一个尽快适应工作环境和了解工作对象的

问题，所以当时我在调查研究上下了功夫。

布隆迪国内长期矛盾主要是部族之间的冲突，在矛盾中间我们如何从自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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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利益角度出发，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对对象国的国情和需

求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向国内提出扩大和深化合作的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才能

取得好的效果。我任职期间，也发生过叛乱分子发动的恐怖袭击，但是基本上属

于可控范围，相对比较平稳。

我觉得在布隆迪任职期间，如何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工作，是一个不小的挑

战。和过去的对外宣传不同，我们现在对于驻外大使的公共外交能力要求很高，

使馆工作不仅要面向政府，还要面向社会各界各层面，包括地方政府、民间组织

等，都要宣传我们的对外政策，讲好中国故事。我在任期间还是做出过一些努力

的，包括上国家广播电视台接受视频采访，到布隆迪大学举行讲座，接受当地主

流媒体专访，对于一些重大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为当地主流媒体撰稿发表

署名文章。公共外交能力，对于外交官是综合能力的检验：首先你的法语要好，

口头表达能力要强；其次，对内外政策的把握要好；再次，要有随机应变，应对

各种提问的能力；最后，还要用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讲述，这样效果才

好。这个能力，需要平时在政策学习、外语实践中下功夫，不断积累，厚积薄发。

再则，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很重要。比如在当地中资企业被抢劫，我们

都要第一时间和军警部门交涉协助破案，维护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的人身财产安

全和合法权益。现在驻外使领馆在海外领事保护任务日益繁重，努力做好这项工

作，也是体现了新形势下外交为民的宗旨。

此外，我们学外语搞外交的工作者，往往对语言对象国了解比较多，但是对

本国的国情了解不多，要补齐这一弱项。所以还需要注重关注和了解我们国内的

实地发展情况和政策措施，这样才能在对外工作中做到知己知彼。

现在的中国正飞速发展，在国际舞台的大国地位日益显著。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我院不断

有优秀校友毕业后选择去非洲工作。您认为我院毕业生在非发展前景如何，在未来可选择

的领域和方向有哪些？

我大部分时间是在欧工作，主要从事欧盟研究工作，在非洲的任职可以说是

最后一站，但是这四年半，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我感觉反差太大。我在欧洲的

时候，经常跟欧盟机构打交道，还经常到欧洲议会和政客交锋。但是非洲却不一

样，不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都对我们非常友好。现在中国和非洲的关系发展

得越来越好，国际社会也意识到非洲是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大陆，中国在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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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非全方位的合作，潜力非常大。我们帮助非洲，实

际上也就是帮助自己。比如说华为，它也是先在非洲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产能合

作与非洲国家发展的实际需求十分契合。所以我觉得学法语的毕业生，有很大概

率要去非洲，因为非洲的法语国家占很大一部分。我在布隆迪任职时，感觉我们

的中资企业的法语翻译非常稀缺，比如我们援建的布隆迪水电站，就只有一个法

语翻译。应该说在非洲不论是在中资企业也好，还是在孔子学院或在使馆，对一

个人的锻炼都很大。因此我觉得对在非洲国家工作的毕业生来说，也需要学习一

些工商管理、经济合同法的知识，了解非洲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总之，学法语，

就要有去非洲锻炼和发展的思想准备。国内大部分人总是觉得，非洲有战乱、疾

病很可怕，其实我觉得非洲并不如此。比如，我常驻的布隆迪有“非洲的瑞士”

之美誉，那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人民友好，双边关系很好。去了非洲你就会

喜欢上非洲，没有去非洲的经历，可以说是一种缺憾！

您对法语人才培养有何建议？值我院70周年院庆之际，您能说一两句对法语学院学生和老

师的寄语吗？

原先我觉得，外语院校偏重语言文化，这是特色也是优势，但现在看来未免有

些单一。我认为，一是未来法语人才培养应该走“法语+”的模式，即法语能力加某

方面的专业知识，如法律、商贸……文化传播方面的知识也不可缺少。这对本科毕业

后出国读研帮助会很大。二是要提升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我们对外交往，实际就是一

种跨文化的交流。就像我之前讲的贴面礼、“佛跳墙”等故事，这也涉及对象国文化

以及宗教文化的知识，如果缺乏认知，就会露怯甚至闹出笑话。再比如说西方文化里

的vendredi 13，我们就不能在这天邀请别人参加聚会。三是要教学与科研并举，重视

并发挥智库作用。法语学院已建立的法语国家和地区高端论坛的国际交流平台，就是

有益的尝试。四是重视培养法英双语人才，法语学院在这方面应有一定优势。掌握

法英双语，对学生未来更多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和应聘国际组织官员岗位十分必要。

寄语

衷心希望我们的母校北外和法语学院能越办越红火，不负众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法语精、专业强、政策素质高的

实用型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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