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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弼：普陀海岛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舟山中学抗日救亡运动的“四大金刚”冯贤弼，

1921年1月9日出生于定海县芦花勾山观碶头（今属
普陀区东港街道）冯家，兄妹八人中排行第五。冯家
自1856年从镇海迁徙舟山，到辗转定居观碶头已60
多年。冯贤弼的父亲冯定生因家境贫寒，13岁去当
地协义木行做学徒。虽然只读过一年私塾，但其为
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快，深得老板赏识，满师后当了
店员，后来升为木行经理。他勤俭持家，于1917年
在观碶头盖起了正房5间、厢房（东）4间的新居。这
在当时引起了轰动，目前冯家老宅保存完好。

后来木行倒闭，冯定生随好友刘采亮（前清举
人，邻村刘家湾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代表）去福建发展，担任福建闽侯地方审
判厅书记官（审判记录员）。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
作掀起大革命高潮，经刘介绍还加入了国民党，后来
短期当过长泰县长，但因不适为官生活主动辞职回
乡。

冯定生思想开明，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常常在家
里对冯贤弼兄妹讲述孙中山辛亥革命及反帝反封建
情形等，因此使子女们自幼有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萌
芽。后来包括冯贤弼在内，冯家子女中有5人投身
革命参加了新四军。

童年时期，冯贤弼家里的生活环境不算宽裕，但
父亲省吃俭用，供子女们上学读书，让他们从小接受
良好教育。1934年夏，勤勉好学的冯贤弼从勾山延
武小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私立舟山初级中学
（创建时称“定海公学”，即今舟山中学）。在舟中读
书的日子里，他不但学业优秀，而且爱好文学和戏
剧，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文艺骨干。年轻的冯贤弼在
学校里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通过聆听语文老师沈
晓蝶讲授的进步课文如高尔基的《海燕》、鲁迅的《秋
夜》、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等，他渐渐产生对现实
世界的不满、愤怒和对光明幸福的热烈向往及对理
想社会的翘首企盼，脑子里有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件”后，舟山掀起了
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舟山中学虽然只是一所普通的
中学，但当时在舟山的影响很大，是当时舟山抗日救
亡活动的重要阵地。学校里已开始传唱一些抗日救
亡的歌曲，如“救亡三部曲”等。在中共党员、舟中进
步老师钟悌之等的影响和带动下，冯贤弼也积极加
入到抗日宣传的热潮中，他和陈安羽、丁菲等同学自
费举办了一期贫苦儿童扫盲夜校，教一些穷苦的孩
子识字、写字，宣传一些革命道理。之后，冯贤弼加
入到定海抗日宣传工作队，上街宣传抗日，教唱抗日
歌曲，出演抗日爱国话剧等，募捐声援东北、上海等
地军民，号召人民抵制日货；又到偏远的登步岛举办
青壮年夜校，讲授文化课，宣传抗日救亡。他也为
“小小图书馆”的筹建尽心尽力。1936年底，他和同
学们登台义演《追韩信》等剧目，声援绥远抗战前线
的中国将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当时日军不断侵入我国领土，冯贤弼
在舟山中学和陈安羽、丁公量、许定茂等同学继续开
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被称为舟中救亡活动“四大金
刚”。其后，冯贤弼初中毕业，任邻村舵岙小学校
长。他在家乡举办“小小图书馆”和组织歌咏队，进
行张贴标语、演讲、歌咏、演剧等抗日宣传活动。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政治斗争激烈，民族矛
盾深重，使冯贤弼这些中学生早早地担负起了对国
家的责任。他在舟山中学求学3年期间，不仅接受
了最好的教育，而且在政治和思想上对他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注定了他的人生轨迹。在钟悌之、朱培
生、沈晓蝶等进步教师的引导下，舟中孕育了众多革
命志士，如周中奎（周山）、忻元锡、丁公量、陈安羽、
何津、甘迈、乐时鸣、乐时暄、陈昌吉、冯贤弼、程蘅
（程正大）、沈安卿（白浩）、陈啸奋、丁豹儿（丁菲）、忻
云英、陈达夫、乐亚成、徐尧根等先后奔赴皖南参加
新四军。王家恒、陈维辛（钱铭岐）、洪金梅（洪阳）、
张叔馨、杨鸿贵（杨朝）等因革命工作需要留在定海
从事敌后抗日武装斗争。难怪陈毅元帅后来曾称赞
舟山中学是大革命的摇篮，培养了一批革命家。

泰州谈判初显外交风采

国难当头，冯贤弼那一代人，是独立卓识的一
代，崇奉的是血与火的血性抗争，神圣的革命信仰赋
予了他们摧枯拉朽的力量。1937年新四军成立，大
哥冯民全先行参加了新四军。1938年10月，在大哥
来信指引下，冯贤弼和妹妹冯光、表哥周柏林、同学
陈安羽、乡友周中昭等，毅然奔赴皖南泾县参加了新

四军。参军后冯贤弼先在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
习，并奉命秘密担任对敌特的侦破任务。1939年春，
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他认真阅读了《西行漫记》
《大众哲学》《论持久战》和新四军出版的书报，使他
认清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希望在中共领导下的八路
军、新四军。半年学习期满后，留军部教导总队任文
化教员、政治干事等职。至此，点燃信仰的明灯，一
路指引着他克服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为革命理想奋
斗一生。

皖南事变爆发前，冯贤弼因左脚跟开刀，伤口未
愈而编入非战斗部队，于1940年12月9日（12月2日
为第一批，9日为第二批，每批1500人），离开皖南北
撤。组织上考虑到部队北撤后，皖南地方干部身份
公开的党员有遭敌伪杀害之险，因此动员地方党干
部、党员130余人组成一个地干队，由冯贤弼担任地
干队的党支部书记及政治教员，带领队伍撤离皖南，
最后步行7天到达苏南。1941年1月4日，皖南事变
爆发后，冯贤弼他们地干队遭到了敌伪及国民党部
队的重重包围，形势极其险恶，全队只得隐入在山林
之中，化装分散活动，积极开展对敌斗争，保存革命
力量。以后冯贤弼等奉上级党指示分散转移北上，
渡过长江，历尽艰险，克服困难，安全到达皖东新四
军二师驻地。在师领导的关怀下，冯贤弼继续带领
队伍胜利到达苏北盐城，分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五
分校四队的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员。1941年秋，他奉
命到新四军新军部政治部除奸保卫部任审讯科长及
军部军法处法官。1943年因新四军浙东纵队成立后
缺乏干部，冯贤弼等受陈毅代军长委派，率领 21名
干部到浙东纵队，他先担任金萧支队特派员，半年后
调任浙东纵队政治部保卫科长，并负责浙东区党委
党训班的整风审干等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冯贤弼奉命随军北撤到山
东，任华东野战军一纵队三师保卫科长。时值中国
内战即将全面爆发，1945年12月初，由国民党代表、
共产党代表、美方代表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
全国多处成立执行小组。冯贤弼任山东泰安军事调
处执行小组中共中校联络官，历时5个月与美、蒋方
面代表进行停战和谈，不断揭露其种种阴谋破坏活
动，开展了面对面的严肃斗争。在军调小组期间，他
和同志们天天与国民党打交道，与美国人周旋，初步
具备了外交经验。

1946年7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驻泰安周围
的我军奉命于6月底解放泰安城，俘虏了3000多敌
伪军。不久，冯贤弼调华东野战军一纵队，先后任炮
兵团政治部主任、政委、三师保卫科长，直接参加了
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
上海的战斗。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担任第三
野战军二十军保卫部长，负责兼管上海市中心（称第
一警备区）的军法、治安、保卫和肃反工作，为稳定上
海局势作出了贡献。

从军人到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你是干外交的，归队！”1950年1月，冯贤弼奉
毛泽东主席签发的中央军委令，调任外交工作。自
此以后，在外交战线奋战30多年。离沪赴京前，他
回忆1946年春，在山东泰安参加国共美三方调处小
组工作情形，作了一首《感怀诗》：“泰山麓摆和谈场，
乔装出谈斗美蒋；党的决策势破竹，粉碎预谋利解
放！”诗作的语言虽然有些直白，但道出了他的心声。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积极拓展外交领域，
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
此迫切需要一些政治上可靠、资历丰富的同志来担
任驻外的外交人员，组建一支全新的外交队伍。周
恩来总理曾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
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型的外交队
伍。”冯贤弼是新四军出身的抗战干部，1946年还参
加过国共美三方调处执行部下属的小组工作，被认
为是从事外交工作的理想人选。

甫到北京，冯贤弼先入中央军委武官训练班学
习，后调入刚刚成立不久的外交部。刚到外交部时，
他参加组建30余个大使馆的干部队伍配备、审定等
工作。1950年秋，冯贤弼派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
二等秘书。1953年12月，调任外交部亚洲司科长，
后在外交学院学习英文半年。1956年夏，派驻埃及
大使馆任一等秘书。1959年春，调任外交部领事司
专员。1964年11月，赴摩洛哥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
馆政务参赞。“文化大革命”期间，冯贤弼受迫害被错
误批斗。1967年2月起被“揪”回国，下放“江西干
校”劳动近 4年。

中国和意大利两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两国人
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1970年11月6日，中国政
府代表同意大利政府代表在法国巴黎签署两国建交
公报，中意两国关系从此掀开了历史新篇章。1971
年1月，冯贤弼被派往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负责建
馆事宜，任临时代办（政务参赞）。他和先遣人员经
开罗赴罗马就任并投入紧张的筹建工作，不久中国
大使馆正式开馆。4月，他陪同中国首任大使沈平向
意大利总统递交国书。此后，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稳
定，为经贸合作及文化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
础。多年来，意大利一直是中国在西欧的第二大贸
易伙伴，仅次于德国。同年５月６日，中国同圣马力
诺（位于欧洲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内陆国，四周与意
大利相邻）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1991年７月15日
升格为大使级），冯贤弼兼任中国驻圣马力诺总领
事、党委书记。

1972年春，冯贤弼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外交人员
管理局副局长兼国际俱乐部主任。在排除“四人帮”
重重干扰后，建成了新国际俱乐部及北戴河新外交
人员休养所，一个夏季为国家创汇百万余美元。
1975年调任中国旅行总社、中国华侨旅行总社党委
书记、副社长。粉碎“四人帮”后，冯贤弼再一次奉派
出国。1977年11月至1982年7月，任中国驻瑞典大
使馆政务参赞。在瑞典期间，习仲勋同志率中国人
大代表团访问瑞典，冯贤弼陪同他与瑞典议会议长、
副议长等合影。1981年，在斯德哥尔摩中国驻瑞典

大使馆内，冯贤弼和夫人崔克向还接待了时年35岁
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1984年11月，冯贤弼以大使衔职务离休，结束
了3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

“舟山岛民”情系故里

冯贤弼离休后，担任了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际
友好联络会理事、社会热余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农村
技术经济开发董事长。他关心家乡建设，自封“舟山
岛民”，并以此为自豪。他受聘担任家乡普陀及岱山
县的顾问、浙东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余姚市的顾问、北
京舟山乡谊会及舟山中学校友会副会长等，继续发
挥余热。

冯贤弼酷爱诗歌，兼及写作，每当公余之暇，或
对景吟哦，或抒爱国情怀，或作友谊酬唱。其诗作虽
然有些不太讲究格律和押韵，却是他火热革命情怀
和朴素人格真实的写照，正所谓诗言志，诗如其人。
1981年8月，他接到舟山中学60周年校庆通知，因远
在瑞典身处外交前线未能亲临，彻夜难眠赋诗一
首。这首题目为《欢庆母校建校六十周年》的诗写
道：“喜庆母校六十载，思绪万千心潮湃；愚生平素稀
作诗，顷刻诗兴溢胸怀；北极圈沿高峰年，难能亲临
同庆喜；谨此浅薄诗歌作，热望校友共欢勉！追忆一
九三四年，有幸入校苦学练；时值民族危难际，救亡
图存正兴起；登台义演‘追韩信’，援绥抗战表心意；
革命思想从启蒙，舟中母校乃起点！四十六载一挥
间，两访母校深记忆；前辈毕业后背继，锁山麓下创
新绩；校友遍布中华地，天涯海角皆奋起；振兴中华
担双肩，‘四化’伟业全力献！”诗歌语言朴素无华，感
情真挚，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游子对母校舟山中学
的深深眷恋之情。

人们常说：无论你离家有多久，无论你地位有多
高，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最难割舍的是故乡情怀，
最难忘却的是故乡山水，最想吃到的是故乡饭菜，最
想听到的是乡音乡韵，最想做到的是能为家乡贡献
自己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舟山人民在党委、政府
的领导下，发展地方经济，建设美好家园，道宽楼列，
交通井然，厂繁商荣，山清水秀，舟山群岛成为镶嵌
在东海之畔的一颗耀眼明珠。家乡的巨大变化同样
牵动着冯贤弼这个“舟山岛民”。20世纪80年代后
他几次回乡探访，留下了《感怀故乡》《重返岛乡》《贺
岛乡解放四十周年》《科技培人才、人才育科技（参观
校友王家恒创建的东海专科学院时所作》《祝贺圣地
——普陀山首届旅游佳节》等诗篇，在诗中，他赞美
家乡，倾吐离别之情。其中有一首七言绝句《游朱家
尖》，冯贤弼是这么描绘有着“东方夏威夷”美誉的朱
家尖的：“舟山美岛朱家尖，海山森林景色丽；白山南
沙鸳鸯沙，内外游客喜开颜！”整首诗文辞清雅，写得
颇有意境。

1991年 10月 15日，舟山中学举行 70周年校
庆。来自海内外各个时期的莘莘学子欢聚一堂，庆
贺母校生日，冯贤弼应邀参加。在绵延苍翠的镇鳌
山下，当他与同时代校友乐时鸣、王家恒等重逢，看
到熟悉的“思刘堂”和“博爱”青红石碑，百感交集，即
席作诗《祝贺母校七十周年》：“海外赤子怀纯情，全
心为党、国、人民；此志当自幼期升，永念母校培育
恩！当今母校七十载，亲临校庆心潮湃；前辈毕业后
辈继，代代广传创新颜！校友遍布中华地，地球广野
亦可见；今日相聚互勉励，永为中华伟业献！”赞颂母
校七十年辉煌业绩，抒发了母校培育的感激之情，表
达了对母校未来无限深情的祝愿。2001年10月，80
周岁高龄的冯贤弼生前最后一次回家乡，参加舟山
中学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战线上活跃着一批年轻的外交官，他们风华正茂，
主要来自解放军、学生和中共地下工作者。其中，有一位20世纪30年代曾求读舟山中学
的学子——冯贤弼。

冯贤弼（1921～2007），又名佐才、苏岗，普陀区东港街道观碶头人。1938年参加新
四军，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政治部除奸保卫部审讯科
长、浙东纵队政治部保卫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军事调处执行小组中共方联络
官、团政委、华野一纵三师保卫科长、三野二十军保卫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
外交战线工作，曾先后在中国驻印尼、埃及、摩洛哥、意大利、圣马力诺、瑞典等大使馆、总
领事馆任外交官，担任一等秘书、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总领事等职。其间，曾回国任外交
部领事司专员、外交人员管理局副局长等职。1984年以大使衔职务离休。

2007年4月逝世，享年87岁。

2001年10月，冯贤弼参加舟山中学 80周年校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