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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六○年代，王光美作為國家主席夫人先後兩

次陪同劉少奇公開出訪。這是她一生中最顯光耀的

活動之一，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目睹了這位共和

國第一夫人的迷人風采。然而，也就是因為這次事

件，她日後遭受了一生中莫大的人身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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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為打破外交孤立局面，建立反帝國際統一陣線，

中央決定由劉少奇和陳毅外長率代表團出訪亞洲四國—— 印

尼、緬甸、柬埔寨和社會主義國家越南。這是中國國家元首第

一次出訪非社會主義國家。按外交禮節，夫人必須陪同出訪。

建國後，中央有一個不成文的慣例：出訪社會主義國家不帶

夫人。一九五二年，中共代表團去蘇聯出席蘇共十九大會議之

前，曾有人提出帶夫人隨同，毛澤東說：「你們不要帶夫人，上

次我去也沒帶江青。」從那以後很多年，再也沒有人提夫人隨

同出訪了。一九五六年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蘇，一九六○年

十一月劉少奇以中國黨政代表團的名義率團赴蘇出席八十一國

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王光美都沒有隨行。

出訪非社會主義國家就不同了，按照外交禮節，有一個對等的

問題。一九六二年，王光美以自己的名義邀請印尼蘇加諾的夫

人哈蒂尼訪問中國。那一次，毛澤東接見了哈蒂尼，江青以主

席夫人的身份陪同。這是江青唯一的一次以主席夫人身份陪同

主席會見外賓並登了報。所以後來出訪印尼，受總統蘇加諾和

夫人的邀請，王光美也就應該作為主席夫人隨同出訪，否則就

會失禮。

「帶夫人出訪，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尚沒有先例。但隨著我國對外

交往的增多，考慮到與國際接軌，中央決定派王光美隨劉少奇

主席出訪。」當年全程陪同劉少奇出訪的翻譯過家鼎回憶說。

外交無小事，外交部禮賓司對他們出國準備提了很多要求，其

中一項就是服裝。外交部禮賓司通知王光美，要她給自己和劉

少奇做出國服裝。劉少奇聽了彙報後，不以為然，說：「不要

再做了，有舊的能穿就行，出國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

周恩來總理不放心：舊衣服是可以穿，可不一定合適呀。他特

服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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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叫禮賓司司長俞沛文帶著外交部黃鎮副部長的夫人朱霖到劉

少奇家裡來「考察」，看看現有的衣服到底能不能作為出國服

裝。結果看過之後，他們當場全盤否定了：「都不行！這四個

國家是熱帶、亞熱帶氣候，天氣很熱，你們現有的衣服都不適

合那裡的季節，而且這些衣服穿過多年了，太舊。王光美同志

作為國家主席夫人，出訪更應該注意服飾。」怕劉少奇不理解，

俞沛文還專門去向他做了說明。劉少奇這才改變原來的想法，

同意做幾件薄一點的衣服。

確定須要做出國服裝後，王光美專程來到上海，為自己和劉少

奇選布料，訂做衣服。當時上海服裝的料子和手工在國內堪稱

一流。

當時江青在上海休養，王光美給她帶去了毛澤東的一封信。江

青約她見面，談話中提到了出國穿戴的事，江青問王光美：「你

在國外準備戴什麼呀？衣服上不要戴別針，你看人家安娜．卡

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寶氣，多高雅。」

王光美一直尊重江青的意見，後來出國她果然沒有戴別針，但

按照外交部禮賓司的建議，她還是戴了項鍊。他們認為，夫

人的穿著不能太素，還特意到外貿部門為她借了一條珍珠項

鍊……

出國之前，王光美還特意請教了宋慶齡。宋慶齡在東南亞生活

過，而且有著豐富的外交經驗。她專門開了一個單子，對王光

美的出國服裝和生活細節給予了指導：禮服白天穿白的，晚上

穿黑的；參觀的時候可以穿便鞋，正式宴會要穿有一點跟的鞋；

睡覺時務必關上空調，有電風扇的地方不要對著吹，否則容易

著涼感冒；別吃生冷的東西，以免鬧肚子……王光美後來一一

照辦。

出
訪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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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二日，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一行抵達印尼首

都雅加達。陪同訪問的還有外交部部長陳毅和夫人張茜、外交

部副部長黃鎮和夫人朱霖。三位夫人穿的都是一式的中國旗

袍。

對當時的盛況，三十八年後王光美還記憶猶新。二○○一年，

王光美在《懷念老朋友蘇加諾先生》一文中回憶道：「抵雅加

達馬腰蘭機場時，隆重而熱烈的歡迎氣氛一下子將我們包圍起

來。到處是美麗的鮮花和歡迎的人群，蘇加諾總統親自到機場

迎接。他多次來過中國，和少奇他們是老朋友。一見面，他們

握手、擁抱、相互問候……雅加達比北京熱多了，總統關切地

問我是不是太熱了，我由衷地問答，這熱烈的氣氛讓我心裡更

熱……」四月的印尼如同北京的盛夏，天氣炎熱，王光美慶倖

出國前在服裝方面做了充分準備。

印尼有著悠久的歷史，曾經同中國極為友好，使者商旅不絕於

途。從十五世紀開始，葡萄牙、西班牙、英國先後入侵。十六

世紀末，荷蘭逐步取代他國勢力，建立了「荷屬東印度」殖民

地，實行長期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印尼被日本佔領。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印尼爆發八月革命，宣佈獨立，成立

印尼共和國。此後，經過多次戰爭和協商，一九四九年正式成

立印尼聯邦共和國，蘇加諾任總統。

蘇加諾一九○一年出生于土著貴族家庭，相貌英俊，長期從事

愛國民主活動，被譽為印尼的「獨立之父」。在執政期間，他奉

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的干涉，並與本國共產

黨和中國政府保持著親密的關係，多次表示要在本國實行「社

會主義」。一九六五年，印尼政局發生巨變。一九六七年，他被

撤銷總統職務，並被軟禁，直到一九七○年病逝。去世時，他

眾多妻子當中只有哈蒂尼不離不棄。

迷人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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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印尼政局尚屬穩定。蘇加諾對第一次來訪的中共

領導人盛情款待，在情理之中。王光美作為國家主席夫人第一

次出國，就受到了如此隆重的歡迎，可以想見她的心情多麼激

動。在隨後一周的訪問中，印尼政府和人民的盛情招待，讓王

光美更是驚喜連連，興奮不已。

「幾天裡，我們對雅加達、茂物、萬隆、日惹、巴厘島等地進

行了訪問。蘇加諾總統全程陪同。那裡的熱帶風景綺麗多彩，

人民熱情好客。印尼的蘭花非常有名，總統特意送了一盆以我

的名字命名的蘭花新品種，很漂亮。我特別記得觀看萬隆附近

的覆舟山火山噴發的情景。熱情的當地人冒著危險，在噴火口

旁用石塊砌成了歡迎中國客人幾個大字。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目

睹火山噴發。總統非常興奮，不住地用手指點著讓我們看，熱

情地介紹說，印尼是個多火山國家，有四百多座，覆舟山是一

座著名的活火山……」

在巴厘島，主人白天舉行萬人集會，歡迎中國貴賓，晚上舉行

土著舞蹈表演，一直持續到夜裡十二點。劉少奇很少說話，王

光美卻很活躍，經常與身邊的隨同人員交流問題。印尼總統蘇

加諾邀請王光美一起跳舞，她落落大方地站起來接受邀請，劉

少奇則與蘇加諾的夫人進入舞池。王光美舞姿優美，蘇加諾讚

不絕口。氣氛熱烈，賓主完全沉浸在歡樂之中。舞會後，在當

地主人的指導下，王光美和劉少奇還學會了彈奏印尼民族樂器

「安克隆」。蘇加諾送給了他們兩套這樣的樂器作為紀念。

四月二十日，劉少奇一行乘飛機離開了印尼。在劉少奇舉行的

告別晚宴上，王光美極盡女主人之誼，親自為蘇加諾點煙，還

挽著他的手臂從宴會廳走到另一間屋子去欣賞音樂，氣氛十分

友好……回國不久，蘇加諾夫婦給劉少奇和王光美寄來了一張

夫妻合影，劉少奇夫婦馬上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回贈總統夫婦。

出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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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此次出訪的第二站是緬甸。緬甸是中國的鄰居，與中

國有著兩千多公里的邊界接壤，與中國的傳統友誼歷史悠久，

一九五○年六月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兩國國家關係一直

比較友好。

四月二十日下午，劉少奇一行的專機抵達緬甸仰光。緬甸聯邦

革命委員會主席奈溫將軍率軍政官員和外交使節到機場歡迎。

歡迎群眾大多是二三十歲的婦女。原來緬甸國內形勢還不太穩

定，為了確保客人的安全，緬甸政府動員了當地所有中級軍官

的夫人組成了這支歡迎隊伍。

二十二日，在奈溫的陪同下，劉少奇一行訪問了撣幫首府東枝，

流覽了著名的風景點茵萊湖，在那裡觀看了划船比賽。比賽結

束後，東道主請王光美為優勝者發獎。在主人邀請下，王光美

還劃了一會兒船。第二天，他們乘飛機來到緬甸西南海濱額不

裡。

這一天，劉少奇和緬甸領導人奈溫在海濱別墅秘談。為了遮人

眼目，王光美和幾位夫人在海裡游泳、嬉戲。玩著玩著，王光

美戴在脖子上的那串珍珠項鍊忽然斷了，她用手一抓，沒有抓

住，斷線的珍珠全都掉落海裡。

奈溫聞訊馬上走了過來，命令他的衛兵下海打撈。他自己也不

顧劉少奇夫婦的阻攔，跟著下了海尋找。結果可想而知，一顆

也沒撈到。奈溫大方地說：「算了，我送給夫人一串項鍊。」當

即命人取來一串緬甸特產的、十分名貴的紅寶石項鍊。王光美

一再推辭。奈溫風趣地說：「我知道你們共產黨不收禮，但中

國的珍珠是掉在緬甸的海裡，我們應當賠。何況，紅寶石是我

們國家的光榮。」話說到這分上了，王光美只好收下，因為再

拒絕就有傷外交禮儀了。

「項鍊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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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表示對主人的感謝和尊重，王光美戴上這串紅寶石項鍊

出席了當晚的宴會。黑色旗袍配上紅寶石，美輪美奐，光彩照

人。晚宴上賓主盡歡。這些鏡頭都被隨行的電影攝影師拍攝了

下來。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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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六日，劉少奇一行結束對緬甸的訪問，回到昆明稍作

休息後，按計劃五月一日出訪柬埔寨。

就在昆明休整的時候，中國安全保衛部門向劉少奇彙報了一個

緊急情報：臺灣當局的特務準備在柬埔寨對劉少奇一行採取代

號為「秋風」的謀殺行動，一套方案是在從波成東國際機場到

金邊市區路上挖掘坑道，埋設炸藥，在劉少奇車隊通過時遙控

引爆；二套方案是坑道爆炸不成，就在劉少奇遊覽市區時，投

擲手榴彈。劉少奇當即指示國內安全部門配合柬埔寨政府儘快

破案。

柬埔寨建國於西元一世紀，九世紀到十三世紀為興盛時期。

一八六三年法國殖民主義者侵入，一九四○年九月日本帝國主

義佔領柬埔寨。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九日，柬埔寨王國獲得獨立，一九五八年七

月十九日，同中國建交。國家元首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一

貫與中國友好，是中國在國際社會政治力量的重要支持者。對

於劉少奇的此次訪問，臺灣當局的特務當然要想盡辦法製造事

端，加以破壞。

此後幾天，中國安全情報人員全力協助、配合柬方，終於將案

件破獲，繳獲了TNT烈性炸藥、手榴彈、定時炸彈等大批作案

工具，抓捕了一批臺灣當局的特務。但柬方仍然擔心敵方還有

漏網之魚或其他方案，詢問中方是否考慮推遲訪問。劉少奇

說：「敵人不想我去，我偏要去。」他指示有關人員通知柬方，

按原定日期訪問。西哈努克親王聽後，眼圈都濕潤了，激動地

說：「中國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誼送過來的。」

劉少奇幾次聽取案情彙報，王光美始終在場。儘管最後案件破

有驚無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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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但她仍為劉少奇和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揪著心。

為了迷惑敵方，五月一日上午，劉少奇、陳毅有意在昆明參加

了五一勞動節慶祝活動，並對外公開報導。儀式一結束，他們

就驅車直接來到機場，和代表團成員登上了飛機。金邊時間上

午十一時，劉少奇一行的專機平穩降落在波成東國際機場。柬

埔寨最高元首柯薩曼王后帶病親自到機場迎接。

歡迎車隊從機場出發，劉少奇和王后、西哈努克親王和王光美

乘坐的兩輛主車，前後左右共有三十五輛摩托、十四輛警車護

衛。金邊大、中、小學校推遲放假，青年團組織成員和華僑全

部出動，分別編隊保衛，員警和保安人員站在最前面。市區街

上人山人海，井然有序……金邊時間一點五十五分，車隊開進

了王宮。

這天下午，周恩來特意把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幾個子女叫到他家

裡，和他們一起打乒乓球。當劉少奇車隊安全抵達王宮的消息

傳到北京，周恩來心裡一塊石頭也落了地。他叫孩子們回家，

分別前，對他們說：「你們要好好愛你們的爸爸媽媽。」

在柬埔寨，劉少奇一行也受到了王后和西哈努克親王的盛情款

待，參觀了柬埔寨許多名勝古跡和建設成果。有一天，王光美

在展覽會上看到他們用橡膠加工成的大塊泡沫，當時這東西還

比較稀奇，她順手按了一下，覺得挺柔軟，就對劉少奇說：「這

東西很好。」細心的西哈努克注意到了，便送了客人們一大堆

用泡沫橡膠做的床墊和枕頭。王光美回來對劉少奇說：「你看

他們送我們一大堆，我們送他們就幾個景泰藍花瓶，多不好意

思。」劉少奇安慰她說：「沒關係，他們的紡織廠還是我們援建

的呢。」其實，橡膠泡沫的經濟價值沒法與景泰藍瓷器相比。

當時王光美和劉少奇都被西哈努克親王的盛情所感動，竟然以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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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大小比禮物的貴重。

參觀吳哥古跡那天，劉少奇一行住在一座陳設非常好的別墅

裡。晚上王光美和劉少奇出來散步，路上遇見了西哈努克，便

到他住的房子坐了坐。屋子裡陳設非常簡單，什麼裝飾也沒

有，西哈努克臉上顯得有點不好意思，原來他把最好的房間讓

給了客人。王光美反應機敏，馬上說：「你到中國，我們也把

好房子讓給你，我們自己住的地方也很簡單。我們理解你，也

非常感謝你。」西哈努克聽了高興地笑了。

在柬埔寨訪問為期一周，王光美始終陪伴在劉少奇身邊，和代

表團成員一起度過了那幾個有驚無險而又快樂的日日夜夜。

五月十六日，劉少奇一行結束對東南亞四國的圓滿訪問，安全

回到國內。回國後，王光美便把那串紅寶石項鍊交還給了外交

部禮賓司，並把外國首腦贈送的禮物分送有關單位和中央領

導。

蘇加諾贈的蘭花，送給了酷愛蘭花的朱德；「安克隆」一套送給

了東方歌舞團，一套送給了北京師大一附中；柬埔寨西哈努克

親王贈的橡膠床墊、枕頭，王光美自己留了一套，另一套送給

了毛澤東。不過毛澤東喜歡睡硬板床，沒用過橡膠床墊。

劉少奇這次出訪印尼、緬甸、柬埔寨三個非社會主義國家，是

為了打破西方大國對華採取的遏制、孤立政策。中國國家領導

人的夫人第一次在國際上亮相，展現了中國婦女良好的風貌，

讓原本畏懼紅色中國的西方人耳目一新。一些海外媒體稱王光

美是「當代中國最美的女人」。

當年陪同出訪的工作人員程瑞聲回憶說：「作為共和國歷史上

第一個走出國門的第一夫人，一襲中式旗袍的王光美儀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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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顯現了東方女性的神韻和魅力，為出訪增色不少。」隨團

翻譯過家鼎也高度評價了王光美：「王光美在第一代領導人的

夫人當中年紀是最小的。她一襲旗袍，顯得非常端莊華貴，光

彩照人，一時轟動了海內外。為中國外交與世界接軌開了個好

頭。」

當年，劉少奇一行出訪東南亞四國的實況被製作成紀錄片在全

國上映。人們從銀幕上第一次看到了王光美典雅高貴的形象和

氣質。在那個穿著樸素、單調的年代，王光美身著旗袍、配戴

項鍊的形象和氣質，無疑給國人帶來了視覺上的衝擊和人文情

懷的溫馨。

唯有一個人不高興甚至心生嫉妒，那就是江青。「文革」中，她

以王光美不聽她的勸告，在資本主義國家大出風頭為藉口，鼓

動造反派侮辱王光美。但王光美記得清清楚楚，當時江青叫她

不要戴別針，並沒有說不要戴項鍊。可在那個瘋狂年代，沒有

人聽她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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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隨行外交人員心目中，王光美知識面非常豐富，能言善辯，

既能聊家常，也能談論國家大事，「是一個不錯的外交使者」。

在印尼訪問過程中，曾發生一個小插曲。有一天，一個外國記

者給王光美拍完照片後，便見縫插針，用英語問她：「你想去

巴黎嗎？」

王光美沒想到他會問這樣的問題，感到有點奇怪，問他是哪裡

的記者。他說是《巴黎畫報》的記者。當時中國和法國還未建

立外交關係，王光美謹慎地回答：「現在還不是時候。」那個記

者又問：「你認為什麼時候可以去巴黎？」王光美用外交辭令回

答：「巴黎是一個很不錯的城市，有著名的巴黎聖母院，有羅

浮宮，如果有合適的機會我可以去看看。」聽了她這樣說，那

個記者再沒有提問了。

事後，王光美感覺到這個法國記者後面可能有背景：當時中國

與美國的關係緊張，而法國總統戴高樂在西方國家陣營裡保持

了一定的獨立性，蘇加諾或者法國方面，有可能是通過記者來

試探中國對法國的態度。當天，她便把這一情況和她自己的分

析向劉少奇做了彙報。劉少奇聽了，仍和往常一樣，一言未發，

不置可否。

後來到柬埔寨訪問，劉少奇夫婦和西哈努克親王夫婦同乘一架

直升機，劉少奇問西哈努克：「這是哪國製造的飛機？」西哈努

克說：「法國的。」劉少奇順口說一句：「那請你替我們介紹介

紹，我們也買幾架。」

從未參與高層決策的王光美察覺到，劉少奇是在有意傳遞的一

個友好資訊，作為對那個法國記者試探的回音。果然，第二年

初，通過一系列的秘密談判，中、法兩國正式建交。法國成為

初涉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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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承認中國的西方大國。美國封鎖、扼殺新中國的政策也

從此破產。

一九六六年三月，王光美隨同劉少奇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

緬甸三國。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出訪。劉少奇原本不想讓王光美

隨同，說女同志出國不方便。除此以外，也許還有另外的考慮，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想讓王光美更低調一點。但外交部出

於外交禮節的考慮，堅持要王光美陪同出訪，劉少奇也就不再

堅持了。

這次出訪和上次出訪東南亞四國一樣，王光美和陳毅夫人張

茜，仍是一襲中式旗袍，光彩照人。他們受到了邀請國首腦和

人民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接待。在巴基斯坦，當時的外交部長布

托被王光美的風采所征服，特意為她畫了一張素描。

隨行翻譯過家鼎回憶說：「王光美的英文很好，她除了能清楚

地掌握外賓說的話，提前瞭解對方的意見，而且還用劉少奇主

席容易懂的話補充我的翻譯。」據過家鼎回憶，在巴基斯坦舉

行的一次小型宴會上，兩國領導人談話涉及到中美關係。劉少

奇說：「只要我們中國對美國的政策改變，美國也就會變。」過

家鼎吃了一驚，以為自己沒聽清楚，或者是劉少奇口誤，因為

當時中美關係還相當緊張，中國一直在喊打倒美帝國主義，而

巴基斯坦和美國關係密切。中國領導人怎麼突然說出對敵人如

此友好的話？他不敢翻譯，轉過頭看王光美。他想徵求她的意

見。

王光美毫不猶豫地對他說了兩個字：「照翻！」過家鼎這才把劉

少奇那句翻譯給了阿尤布．汗總統。王光美後來回憶說：「政治

家在外交上說的每一句，都和政治戰略有關。」雖然劉少奇沒

有向她透露過中央對中美關係的戰略意圖，但她相信劉少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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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久經考驗的政治家，不會在外交場合擅自發表個人看法。

第二天，阿尤布．汗總統親自陪同劉少奇夫婦乘坐一輛高級防

彈保險轎車。阿尤布．汗總統告訴王光美：「這個車是特意從美

國運來的，是美國駐巴大使交給巴方接待劉主席用的。」原來，

美國也在向中國示好。事實上，當時以及以後幾年，中美兩國

雖然處於對立狀態，但同時也在通過協力廠商進行接觸。美國

的兩任總統甘迺迪和詹森，還通過有關管道向劉少奇贈送過簽

名的《美國年鑒》。後來，在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中，「巴基斯

坦管道」發揮了關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