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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阿鳗僚麈拷霭刍一九八七年九月，邓小平同志

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题写台名。



1965年9月，毛泽东主席为纪念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

建20周年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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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lO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

纪念中国人民对外广播事业创建55周年题词。

音传五叫朋友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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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说 明

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是一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观点，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面记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个部门的历史与现状的专业志。

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是根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每一种语言广播都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点而编纂的。每种语言广

播实际上就是一家电台。除此以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有发稿

部门、技术保障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等，它们也各自修志，全台

部门志预计出版6集。

三、本志书中各个部门的上限时间，都是从各部门正式建立

时间算起，下限时间除已出版的第一、二集部门志以外，均定为

2000年。

四、本志书体例采用述、记、志、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

“志”为主体。行文为记述体，现代语体文。以“横排门类，纵

述史实”为排列原则，采用章、节、目三个层次结构，结合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的特点设置篇目。各语言广播部门一般包括概述、

机构沿革、方针任务、节目设置、编播工作、听众工作、专家工

作、管理工作、队伍建设、合作交流等等。其他部tl贝t]根据自己

的工作状况设置本部门的篇目。其中以概述为总摄，简叙各部门

发展脉络，有的部门在章下设引言，起提纲挈领的作用。考虑到

全台志中统一选用图片，为避免重复，在部门志中不再收入。由

于各部门志书出自多人之手，篇目有所不同，繁简亦不一致，本

志在篇目方面尽可能保持各部门的特色，不强求一致。还有一点

需要说明的是，在“队伍建设”中，有一些部门志加了“人物简



介”，但各部门之间详略不同。有的人曾经在两个以上的部门工

作过，为了避免重复，其简介按本人在某一部门工作时间较长、

担任职务较重要者记入，其他部门从略，并以括号注明“简介见

某部门志”形式记入。

‘五、关于国际广播电台部门志的排列问题，原计划按中心

(室)所属部门排列，并考虑每种语言广播的开播时间先后顺序，

但在修志中由于无法同时完成而难以做到。本志书基本上是以部

处为基础编纂的，至于中心(室)一级机构，在全台志中加以表

述。 ．

‘

六、修志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尤其是国际广播部门长期以来

忽视资料的积累，给修志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各部门担任志书

撰稿的同志知难而上，全力以赴，不辞辛苦，任劳任怨，深入调

查，多方搜集，精心写作，保证了志书的完成。为了使志书做到

尽可能翔实、准确，每一个部门志都经过反复修改，有的志稿先

后改了十几次、甚至二十多次，这种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是令人

钦佩的。我们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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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5

概‘”述

西班牙语为联合国通用语言之一。拉丁美洲以西班牙语作为

官方语言的国家共有18个，加上西班牙、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和

美国3000万拉美移民，讲西班牙语的人口近四亿。截止2000

年，拉美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和中国建交的共有10个。这些国家

都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拉美人民有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

义和本国反动势力压迫，争取独立、自由、民主斗争的光荣传

统，和中国人民有着类似的遭遇，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中国

人民是友好的。近年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发展与拉美地区的关

系，杨尚昆、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等

国家领导人都曾经访问过拉美主要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仍有几个

拉美国家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为了巩固和发展中国和拉

美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为了有利于中国和平统一大业，加强

对拉美地区的广播宣传，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电台西班牙语开始先对西班牙和欧洲方向广播。1955

年4月，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亲自为国际台挑选干部，

将她的秘书法里坤和其妹凯蒂、莫斯科电台西班牙语名牌播音员

巴里奥斯及夫人普拉以及共青团员代莱莎派来中国工作，临时由

俄文翻译茹弘负责联系。1955年7月派俄文翻译姚越秀参加筹

建西语广播。国际台于1955年10月，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调来两

名西语大学生庞炳庵、杨林常；于1956年春，调来龚静梅任副

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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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兼编辑。经过努力，国际台西语广播于1956年4月开始试

播，9月3日正式播出。1956年底，又调来一名法国归侨青年陈

润康参加两语广播。
。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人员的增加，西班牙语广播也在不断发生

变化。1957年12月17日开始对拉丁美洲广播，每天两次，每次

l小时。原对西班牙语广播的两个30分钟合并为1小时，三次节

目内容是一样的。1960年，对拉美广播增至4小时。美国《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中国对拉美的广播的内容和数量已经增

加到使华盛顿官方不安的程度。”此时，西班牙语的中国工作人

员已能自已翻译新闻、评论和专稿，但改稿、文字定稿和播音仍

由专家担任。。 ”
．

． 、t。 。，

一 1960年，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西共追随苏共。北京电台

播出有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消息和文章时，发生了专家拒绝改

稿、拒绝播音事件。国际台领导余宗彦召集西班牙语组组长研究

组内力量后，认为中国人员可以独立工作，因此决定解聘拒绝播

音的西班牙专家。其他西班牙专家也表示不干，一夜之间，七位

专家被解聘。中国工作人员仓促上马。最初一段时间，工作十分

艰苦，录制一次新闻节目，往往通宵达旦。但没有空播一分钟，

得到局领导的称赞。从此，西班牙语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以后，虽然聘请外国专家从未中断过，但翻译定稿、播音主要由

中国人担任，专家只做修辞、部分播音和培训中国工作人员的工

作。
’。

’

：
， ．1 ，

20世纪60年代初，西班牙语广播加强了新闻和评论工作。

评论力求短小精悍，同时增加了拉美地区的消息。从1963年起，

专稿也有了改进，并陆续增加了自编自采的节目。 、．，

十年动乱，西班牙语广播和其他语言广播一样，宣传上极左

思潮泛滥，原有节目均被否定。每周播送毛主席语录节目两次、

毛主席著作节目两次。政治口号和政治说教充塞整个节目。在此

_，《蒋7．溪‰#埔三}1=o．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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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7

期间，1969年，西班牙语又增办了对拉美的早晨广播，时间为

30分钟。

十年动乱结束后，西班牙语广播逐渐摆脱了“左”的影响，

注意加强了节目的时效性、针对性，自编自采节目大量增加。为

了培养干部，从1976年开始，不断地派年轻人出国深造，使组

内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有了明显提高。

进入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班牙语广播更

注意时效性和针对性。在此期间，中国与对象地区的交往日益增

多。不仅有双方国家元首、名人的互访；体育、文化方面的民间

交流也大为增多。西语组经常派出记者随团采访或参加全国记协

访问。驻墨西哥、阿根廷记者站的建立，使拉美地区的消息来源

更广泛、更直接，也加强了对该地区的报道。《听众信箱》节目

也越办越贴近听众。西语曾多次举办有奖征文、有奖问答节目。

吸引了众多的新老听众。来信从开创时期每月十几封到60年代

的近百封，增加到500多封。听众已遍及拉美、西欧、北美、亚

非地区。1985年，国际台西班牙语的音乐节目被阿根廷短波爱

好者协会评为最佳音乐节目，另有4个节目荣获前五名。1986

年，由西班牙国家电台举办的听众最受欢迎的外国电台评选中。

国际台西班牙语广播名列世界第二位、亚洲第一位。1986年10

月，西班牙语组开办了对北京地区的l小时调频广播节目，11

月，又增加了由瑞士电台转播的30分钟对欧洲广播节目。至此，

西班牙语广播每天播音时间总计7．5小时。

西班牙语广播开办以来，先后与许多国家的电台、电视台建

立了业务联系，定期向它们寄送和传送介绍中国的节目和新闻，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曾向哥伦比亚、秘鲁和墨西哥的四家

电台和电视台传送过新闻节目，向西语国家的近30家电台寄送

过专题节目；1984年，西班牙语组向哥伦比亚传送新闻小组被

评为全国优秀新闻集体。从1992年开始向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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