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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2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官网发
布崔天凯的辞别信。

“自 2013年 4月担任中国驻美大使，
转眼我在美国工作已八年有余，将于近日
离任回国。这是我外交生涯中最长的一
次驻外任期，让我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
义的事件，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
也给我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信
中写道。

崔天凯出生于 1952年，今年已经 69
岁。他是中国驻美大使中任期最长的一
位，先后经历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任
美国总统，见证了两国关系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也亲历了两国关系的风风雨雨和美
国对华政策的新一轮重构。

八年前初到华盛顿履新时，年届60的
崔天凯昂首阔步、身姿挺拔，发丝间尚有
灰黑之色；而今，他已是满头白发，脸上的
皱纹深邃不少，背也微微有些驼了。但不
变的是他的眼神，沉静坚毅之中依然蕴含
着千钧之力。

“经历了很多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崔天凯是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

起来的一代人。
他出生于上海，中学没毕业就到黑龙

江农村插队，在农村种了 5年的大豆和小
麦。这是段艰苦的历练，却也让崔天凯对
中国农村和贫困问题有了深入了解。

让崔天凯走上外交之路的人生转折
点出现在1979年——这一年，他考上了北
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的研究
生。

2020年接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采访
时，崔天凯曾回忆，他一直对国际问题、世
界局势以及相关问题很感兴趣。去考联
合国译员培训班，“或多或少与好奇心有
关”。

联合国译员培训班人才济济，但崔天
凯已经初步展露他的外交才华。有同班
同学回忆，那时候上报刊阅读课，要看《经
济学人》等外刊，还要进行时事讨论，崔天
凯看杂志、翻报纸都很快，研讨会发言时
总是自信地侃侃而谈。

1981年从培训班毕业后，崔天凯到位
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工作了四年，之后进
入外交部。1986到1987年，他又前往位于
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
高级研究院深造，并获得国际公共政策硕
士学位。

这两段在美国的经历，尤其是在霍普
金斯大学学习的经历，为崔天凯日后担任
驻美大使奠定了基础。在美国学习期间，
崔天凯更近距离地接触了美国社会，也更
系统地学习了美国国情、外交政策，特别
是对华政策。

2013年4月，崔天凯就任驻美大使，承
担起促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任。履新之
时，他用“任重道远、心诚志坚”这八字展
望未来，并笑言“争取在这八个字上做得
好一些”。

说任重道远，是因为崔天凯知道，中
美关系的前路“不会那么平坦”，总会有一
些问题和障碍需要解决。说心诚志坚，则
是因为他是代表中国“带着充分的诚意来
的”，中国维护两国健康稳定的关系的意
志也是坚定的。

此后至今，崔天凯经历了民主党人奥
巴马、共和党人特朗普和民主党人拜登三

任美国总统执政时期，在中美关系的晴雨
变化中直面诸多挑战。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翻看中
国驻美大使馆官网记录可以发现，那段时
间，崔天凯的行程变得更加密集。除了与
美国政府人员接触，他也积极到民间机构
开展活动，经常接受媒体采访。

“从1981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至今，我作为留学生、联合国职员和外交
官，已先后在美国生活了11年……然而近
来，我却开始感到困惑。我问自己，现在
的美国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开放、自
信、乐观的美国吗？我在华盛顿找不到答
案，于是今天我来到了哈佛大学，相信你
们会给我一个答案。”2018年 4月，应邀访
问哈佛大学时，崔天凯冷静克制、不卑不
亢的话语久久回响。

“自 2013年以来的驻美期间，崔大使
经历三任美国总统，两次政党轮替，不但
亲历了 2013年到 2016年中美两国元首外
交的密切互动，而且也在特朗普政府单方
面破坏中美关系的情况下努力与美国社
会各界的有识之士沟通、努力稳定两国关
系。”谈到崔天凯的履职经历，全球化智库
(CCG)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刁大明对《环球人物》记者作
出上述评价。

“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
正如崔天凯辞别信中所说，他在美国

“结识了很多热情友好的朋友”。而这不
仅得益于他早年工作的积累，也与他就任
大使后孜孜不倦的努力有关。

崔天凯曾在接受采访时谈起，到了美
国，第一项任务就是“混个脸熟”。他还考
虑通过 Facebook等社交网络与美国民众
交流：“要不人家连你大使都不认识，怎么
认识你的国家？”

美国政府、媒体、学界、民众……在美
期间，崔天凯积极和各个方面接触。他被
美国媒体称为“最了解美国的中国外交
官”。有媒体评价，崔天凯在无数国际会
议上与美国外交人员“展开较量”，而且总
能“消除差异”。

2017年 1月 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
统。几天后就是农历春节，他没有像前任
们那样向美国华人拜年，而是由代理国务
卿香农代为祝贺。这引起美国华人的议
论。

但到当地时间 2月 1日，也就是中国
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五，中国大使馆举行了

“2017欢乐春节-中国文化之夜”活动，特
朗普之女伊万卡携 5岁女儿阿拉贝拉出
席。母女俩在崔天凯陪同下步入会场后，
在场嘉宾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母女俩参
观了中国的传统工艺，并观看了晚会节目
表演。

一周后的 2月 8日，特朗普致信习近
平主席，感谢习主席祝贺他就任美国总
统，并祝愿中国人民元宵节快乐，鸡年兴
旺。

值得注意的是，崔天凯特别注意“文
化外交”。 例如在 2016年 5月，他和夫人
倪培君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邀请了美国
大法官金斯伯格等美国最高法院“音乐之
友小组”成员，和钢琴家郎朗一起“聆听音
乐、轻松交流”。

为招待会致辞时，崔天凯说，中美两
国正致力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希望继续

以音乐等艺术形式为桥梁，广泛开展多种
形式的人文交流，沟通情感，分享喜悦，增
进理解，深化友谊，为两国关系持续健康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大法官们则表
示，今后愿与使馆进一步加强沟通和联
系，共同推进美中在司法等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

今年 4月 10日是中美“乒乓外交”50
周年的纪念日——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
乒乓球代表团和一批美国新闻记者到访
北京，向世界发出了中美改善关系的信
号，由此揭开了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建
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序幕。崔天凯为
纪念日活动做了视频致辞，并借此机会再
度强调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在美国工作期间，崔天凯与侨胞一直
维持着紧密联系。他抵达华盛顿后参加
的首场大型活动，就是数十家侨社为他举
行的欢迎宴会。履新不到一个月，他又到
访纽约华埠，问候美东华侨华人。

2015年，成立25周年的华裔精英组织
美国百人会举办年度颁奖晚宴。崔天凯
出席并发表演讲，畅谈对中美关系的展
望，并肯定百人会的贡献。同样出席了这
场晚宴的著名华裔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杨
雪兰于去年底在美国逝世，崔天凯当时还
发去唁电。

崔天凯 6月 22日发布的辞别信，也正
是以全体侨胞作为致信对象。他谈到，当
前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十字路口，美国对
华政策正经历新一轮重构，面临在对话合
作和对抗冲突之间作出选择。此时此刻，
在美侨胞肩负着更加重大的责任和使命，
希望在美侨胞继续做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的坚定促进者和积极贡献者。

除了侨胞，崔天凯也注意在“朋友圈”
里团结各方力量，比如在美国举足轻重的
犹太人群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政府一
直对中国横加指责，美国各地排华情绪上
升。崔天凯在 2020年 2月会见了大卫·伯
恩斯坦等美国多位犹太人组织主要负责
人。伯恩斯坦一行人向崔天凯转交了 87
个美国犹太人组织共同发表的公开信，声
援中国人民和美国华人，反对种族歧视和
辱华言论。

“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忆”
崔天凯在辞别信中说，他在担任驻美

大使期间“留下了很多终身难忘的记
忆”。而事实上，他智慧的外交举措与极
强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终身难忘。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评价称，
崔天凯总是别具一格：“他很讲究策略，总
是能拿出解决方案，从不慌乱。”

2010年，坎贝尔在自家农场里举办社
交活动，邀请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时任副外
长崔天凯参加。期间，坎贝尔开出一台制
造于 20世纪 50年代的拖拉机——与崔天
凯青年时代在黑龙江插队时开过的拖拉
机很相似。众人的谈话难免触到了那段
动荡岁月，聚会上的一些美国人认为这可
能会使崔天凯感到尴尬。

但崔天凯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不
悦。相反，他登上拖拉机，向坎贝尔展示
了驾驶和割草技术。坎贝尔非常开心，两
人在拖拉机前合了影。崔天凯再次访美
时，把一个中国名牌拖拉机“东方红”的模
型作为礼物送给了坎贝尔。

中国民众印象更深的，或许是崔天凯
的诸多金句。

2012年，面对网民对“我国在黄岩岛
等问题上外交政策过于软弱”的批评，他
把中国比作金庸小说里的“大侠”：“真正
的大侠从来不会两句话不合心意，就拔出
剑来砍，那都是二三流的角色。”

面对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时，崔天
凯总是不厌其烦、又立场坚定地回应涉
港、涉疆等敏感议题。就在今年3月底，他
还接受CNN采访，谈到西方媒体所说的所
谓新疆少数民族人权问题。“我清楚地强
调一遍：中国没有做这些事情。不幸的
是，包括记者在内的一些人，从一开始就
带着极深的成见和偏见，问题出在他们身
上。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就特定情况
得出完全背离事实的结论。”崔天凯说。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面对美国
等国家在“病毒溯源”等问题上的造谣抹
黑，崔天凯霸气斥责：“有些人所处的位置
很高，但智商、情商不一定与之成正比。”

“中美关系不能任由少数人操弄，拖入冲
突对抗境地。”

也是在疫情期间，崔天凯写给张文宏
医生的信在社交网络刷屏——面对同胞
时，这位霸气的外交官展露出温情一面。

崔天凯亲手所书的这封信，主要是为
了感谢张文宏接受驻美大使馆邀请，在线
同在美留学生、华侨华人就抗疫问题进行
长时间对话，给予他们关怀与指导。他恳
切地说，希望疫情过后能回上海看看，去
拜访张文宏，“不是为了看病，是为了讨
教”。

“竟然是手写信”“中国需要更多这样
棒的外交官”“崔大使是儒将”……在各种
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对已经白发苍苍的崔
天凯有了新的认识。

“近年来，中美关系由于美方单方面
错误政策的原因而出现了比较严峻的情
况，崔大使无疑也面对着比较艰难的工作
环境，但他还是积极行动、广交朋友、主动
面对美国公众、美国媒体、美国各界表达
中方长期以来一贯的积极意愿，也多次坚
定明确中方的红线和底线，积极稳定两国
关系的同时，也坚定地捍卫了中国的核心
利益。”刁大明对《环球人物》记者表示，

“每每看到崔大使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
都能感受到中美关系的希望与未来。崔
大使驻美期间的对美工作，展现出一个负
责任发展中大国的气魄与风范，是习近平
外交思想引领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具体实践。”

此前接受鲍尔森访谈时，崔天凯曾坦
言，“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华盛顿）时，我
没想到我会在这里呆这么久。”八年时光，
他见证了中美关系的不断演进和变化，也
时时提醒人们警惕复杂的形势。令人动
容的是，他虽已满头白发，心态却从未老
去。

不久前接受采访时，他仍在表达坚守
岗位的决心。“任何工作既然有就任，也会
有离任，这是很正常的。我自己要想的就
是，只要我在这个岗位上一天，就该有一
天的担当，做好每一天的工作。至于我的
年龄，我想我还没有资格去说‘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更适合我说的是，‘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少年壮志不言愁’。”

(长夏)

中文名：崔天凯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52年10月
籍贯：浙江

毕业院校: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1969年至1974年 黑龙江省 爱辉县 知识青年
1974年至1977年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学生
崔天凯1977年至1978年 上海师范大学教师

1978年至1979年 上海师范大学 外语系研究生
1979年至1981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联合国译员培训班研究生
1981年至1984年 联合国总部秘书处会议服务司中文处译员

1984年至1986年 外交部国际司随员、三等秘书
1986年至1987年 美利坚合众国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
1987年至1996年 外交部国际司副处长、处长、参赞

1996年至1997年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7年至1999年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公使衔参赞
1999年至2001年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2001年至2003年 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2003年至2006年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2006年至2007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

2007年至2009年 驻 日本国 特命全权大使
2009年至2013年 外交部副部长

2013年任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2021年卸任驻美大使1996年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 2013年任第十任中国驻美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