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起历史上知名的外交官，大都会想到春秋时代的晏子，汉代的张骞、

班超。印象最深的，还是一战以后，在巴黎和会上就山东主权问题据理力

争的外交官顾维钧，显然，这些外交官通常是智勇双全、才思敏捷的男性。

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我们似乎没有看到女性的影子。

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开始穿

梭在国际政坛，丁雪松就是其中一位。推荐丁雪松的，是资深外交家秦加

林先生。

1977年 8月31日，

资深外交家秦加林出

使丹麦，这位前驻叙

利亚、摩洛哥大使很快

发现，在这个美人鱼的

故乡，聚集了来自英国、

伊朗、南斯拉夫的多位

女大使。秦加林马上

想到了聪慧干练的丁雪

松。

不久，时任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

长的丁雪松率团出访北

欧五国。在哥本哈根，

两位老友相见。看着身

边穿着职业套装，自信

而利索的丹麦女大使，

秦加林半开玩笑地说：“这里女大使很多，你也可以当女大使呀！”丁雪松

心一热，但很快又有点发怵，虽然解放后一直从事外事工作，但毕竟没有

英语基础，“我哪行呀！”丁雪松一笑而过。

没想到，秦加林很快致函中国外交部有关领导，正式建议中国选拔女

性大使，丁雪松就在他推荐的名单首位。

两年后，丁雪松正式以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的身份出使荷兰，当她穿

着典雅的中式旗袍出现在会场时，引来一片惊艳的目光和赞美，不少外媒

发表评论，认为丁雪松出任大使，体现了中国妇女地位的提高，他们还特

别注意到中国外交大使服饰上的变化：“老式的毛服被精细的中国丝绸代

替了……”

1982年 3月，丁雪松任驻丹麦大使。成为了第一位先后出使两国的女

大使和第一位派驻欧洲国家的女大使。

虽然从照片上看，女大使们都是风度翩翩、端庄自信，但她们的使命，

绝不止是像明星一样走个红地毯而已。

改革开放之初，国内亟需大量引进外资及国外先进技术。当时全

国的啤酒产能都比较弱，北京的老百姓为了喝到一点啤酒，只能顶着

烈日、排着长队在饭店门口购买。于是，丁雪松想到了在全世界品牌

仅次于荷兰喜力的丹麦嘉士伯啤酒。他们有技术，我们有市场，何不

把他们的先进技术用于我们的市场呢？随后，丁雪松经过多次奔波和

反复磋商，终于说服了丹麦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北京建一座年产 10

万吨的啤酒厂，并在关键车间开展中丹经济技术合作。中国当时最现

代化的北京华都啤酒厂在丁雪松的努力下就这样诞生了。丹麦啤酒厂

的老总诙谐地称丁雪松为“啤酒大使”。由此，丁雪松在丹麦的知名

度也水涨船高。

说到船，新中国的造船业也与丁雪松不无关系。

1982年10月19日，丹麦BW造船厂为中国建造的第四艘远洋轮“台洲海”

号举行下水仪式。此前，在丁雪松的推动下，上海造船厂利用丹麦先进技

术和为我国培训技术人员等合作方式已得到迅速发展，在丹麦这位启蒙老

师的支持下，中国造船业已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丁雪松不但是跨国大使，与朝鲜丈夫郑律成的爱情也

是跨国恋。

这对在延安相识的年轻人，因为喜欢音乐而相识相恋。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郑律成谱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等，

成为同时为两个国家创作军歌的音乐家。

然而，忙于公务的丁雪松，还是因为自己的疏忽，让原本可以避免的一

场疾病夺去了丈夫的生命，此事成为了她一生的遗憾。

翻开新中国的女性外交篇，自丁雪松之后，章启月、傅莹、姜瑜、华春莹、

姚梦瑶等四十多位女性外交官陆陆续续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虽然与男性外

交官总体人数相比，女外交官比例尚不到10%，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优

秀的女外交官以中国女性特有的魅力，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充满自信又充满活

力的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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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倩芳
专栏作家，就职于湖南
卫视节目制作中心，芒
果园读书会发起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人才、爱护

人才，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要以识

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

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习总书记这些情真意切的话语，既是一股春风，给广大的知识分

子以极大的鼓励和温暖，又是一盏明灯，为全党全社会如何正

确对待人才指明了方向。

何谓人才，通俗地理解，就是那些能将知识予以很好活化

和运用却又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人。那些用出类拔萃的聪明才智

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谋福祉，具有浓厚家国情怀和强烈社

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的人，还可称之为英才、雄才和伟

才。他们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和国家的宝

贵财富，也是地方发展、企业壮大的第一资源。有了人才，就

等于有了根本，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无可化为有，穷可变成富，

弱可转为强，后可赶上前。我们党历来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建设，

我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之所以能得以顺利推进就是得益

于各种人才的支撑。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单位、一家企业，别的资源可以少但

就是不能少人才，有的东西可嫌弃但就是不能嫉贤妒能。要做

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落实好关于人才要“关心”、“尊重”和“凝聚”、

“用之”的要求。在具体的实践中就是当好“裁缝师傅”，把那

些不利于人才成长、有害于人才作用发挥的各种不利因素统统

“裁”去，“裁剪”出人才辈出、人才济济，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的喜人局面。

“裁”去短视来育才。人才不是喊有就有的，而是“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必须克服只用不育、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等短

视行为，用长远眼光和战略思维来对待人才的培养，从娃娃抓起，

从教育抓起，从实践锻炼抓起，从各行各业的人才成长规律抓

起，做到该投入的不吝啬，该保证的不缺失。唯有这样，才有“江

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人才不断，事业永新。 

“裁”去偏见来识才。人才并不等于是全才，绝大多数只是

某一领域或某个方面的专家能手，而且往往还具有自己的个性，

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缺点或缺陷，如果用求全责备或固有的眼

光来看待人才，那这世界上可能就没几个人才。只有根据事业发

展需要，看长处、看亮点、看主流、看未来、看是否有利于文

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你的眼睛才能看得见人才，人才也才

乐于一展身手，奉献出自己的才华。 

“裁”去嫉妒来爱才。人才是在实践中体现，并且在实践中

作出贡献而获取一定的待遇、荣誉、地位或声望。对待这种情况，

就要真诚地鼓励、真情地祝贺、真切地爱惜，给人才的干事创

业以支持，给人才的生活以温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人

才，千万不能用嫉妒心对待人才，得“红眼病”、喝“酸醋”、吃“酸

葡萄”，搞冷嘲热讽和排斥打击。

“裁”去狭隘来容才。大凡真正的人才都拥有某些方面

的真知灼见。要充分信任人才，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要征求

人才的意见和建议，即便是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

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是片面的或是错误的，也

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要有一种宽广的胸襟对待人才，

容得下不同个性，容得下不同意见，做人才的挚友，做到集思

广益、从善如流。

“裁”去“杂草”来聚才。主要是铲除团团伙伙、拉拉扯扯

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人相轻”等妨碍人才成长的各种“杂

草”，建立好识才、育才、选才、用才的科学制度，提供好英雄

有用武之地、工作无后顾之忧的基本保障，营造好公平、公正

和风清气正的人才环境，让见贤思齐、群贤毕至蔚然成风。

“裁”去胆怯来用才。做到疑才不用，用才不疑。积极倡导

人才坚持民族至上、人民至上，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大胆地

将人才放到关键岗位、关键位置去施展身手，大胆地支持各种

人才投身创新发展实践，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并为

有担当的人才担当，为负责的人才负责。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唐代诗人贺知章在这首诗里用“裁”道出

了春风与柳树的关系。其实，在人才工作中，乘着党和国家

事业对人才呼唤所吹拂的春风，对不利人才效应展现的各种

心态、观念和规则、作法予以狠心地“裁”、大胆地“裁”、

彻底地“裁”，各种人才既会脱颖而出，又会大显身手，为人

类做出应有的贡献。

谐音文字 谐趣人生

“才 ”与“裁”

石川
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和
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文学网高级顾问。

扫一扫，看《谐音文
字 谐趣人生》专栏

文娱·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