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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年前茶园相遇“历史的见证”珍藏多年

“破冰者”，这个在中英经贸关系中不可磨灭、具

有特殊意义的称谓指的是斯蒂芬·佩里的父辈——

以杰克·佩里为代表的一批英国工商界人士。1953

年，西方国家仍然对华实行封锁禁运，伦敦出口公司

主席杰克·佩里与英国工商界的几位有识之士组成

代表团，应中国贸促会邀请访华，凿开了西方国家对

华贸易的“冰层”，因此被誉为“破冰者”。次年，包括

伦敦出口公司在内的 48 家有志开展对华贸易的公

司创立了英中贸易 48 家集团，后又于上世纪 90 年代

初组建成立了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

“1971 年，英中贸易 48 家集团开始帮助中国从美

国进口聚酯纤维。1972 年初，中国与美国塞拉尼斯集

团（Celanese Corporation）达成了进口协议，但这桩贸

易因为当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中止了。直到‘四人

帮’倒台，中国出台了新的经济政策，中国中纺集团才

得以进口了 8000 吨聚酯纤维。1977 年 3 月，我们又进

行了一次技术交流，来商讨解决合同的技术细节问

题。也就是在那次访问中，我带着几位美国朋友去了

‘人间天堂’杭州，参观了著名的龙井茶产地，并欣赏

了采茶表演。”佩里对 30 余年前的往事如数家珍。

在西湖龙井茶的主产地梅家坞村，当地领导组织

这些外宾参观农家茶园、欣赏采茶表演、品茶聊天。

这些安排让代表团中那些只听说过西湖龙井茶、曾喝

过“Chinese Tea”、甚至还负责进口过中国茶叶的欧美

外宾很是喜欢。对他们来讲，能亲眼见到传统的中国

名茶种植、采摘和烘焙的过程，新奇之余更多的是对

中国茶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表示赞叹。

斯蒂芬·佩里正是那次杭州之行的组织者和参

与者。在那里，他认真地学习茶叶的种植和采摘技

术，向茶农了解他们的劳作和生活情况。在向当地

一位采茶姑娘学习新茶采摘的时候，随行的妻子用

相机为他拍下了当时的画面。虽然并不知道照片中

采茶姑娘的名字，彼此也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但

是，这张照片一直成为佩里及其家人在那次中国行

中留下的珍贵纪念。在这次中英经贸关系 60 周年

庆祝活动中，佩里的女儿编辑的纪念册也选定了这

张照片作为封面。

“我 的 女 儿 评 价 说，照 片 中 一 位 典 型 的、年 轻

的中国女孩儿通过采茶技艺向一位外国人展示中

国的历史和文化。从品茶和茶叶种植的方式中，

人们能够一窥中国的历史，东西方才得以交汇并

讨论共同利益。这张照片传达了西方对于中国的

兴趣以及中国乐于分享的开放性。”佩里对《中国

贸易报》记者说。

开拓破冰 三代相继 见证中英贸易

作 为 在 英 国 工 商 界 颇 有 影 响 力 的 人 物，斯蒂

芬·佩里从不掩饰自己对中国的兴趣，经常在英国

组织各类讲座和活动，介绍中国文化、中国企业和

中 国 市 场 。 他 从 1967 年 开 始 从 事 对 华 进 出 口 贸

易，并长期为西方贸易投资企业对华合作提供咨

询。上世纪 70 年代初，佩里帮助中国陶瓷产品打

入欧洲市场。1977 年，他首次将英国足球俱乐部介

绍到中国，邓小平还出席观看了比赛。上世纪 80

年代，佩里为中国的烟草业引进技术、开展合资合

作牵线搭桥，作出了有益贡献。佩里还是将西方音

乐剧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努力促成了安德鲁·韦

伯的音乐剧《猫》在中国首演。

从 1972 年开始，斯蒂芬·佩里曾先后 200 多次造

访中国，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变迁。继承了父辈的“破

冰者”精神和促进中英经贸交流的事业，斯蒂芬·佩

里曾在英中贸易 48 家集团负责对华贸易，并成为后

来的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的主席。

2008 年，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成立“青年破冰

者”组织，旨在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而斯蒂

芬·佩里的儿子——与祖父同名同姓的杰克·佩里已

成为“青年破冰者”组织中的一员。

作 为 当 年 破 冰 行 动 的 积 极 促 成 机 构，中 国 贸

促会多年来始终与佩里家族以及英国 48 家集团俱

乐部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佩里曾表示：“中国

贸促会一直是我们的挚友和帮手，帮助中国，也帮

助 我 们 。”中 国 贸 促 会 会 长 万 季 飞 也 曾 多 次 盛 赞

“破冰者”精神的弥足珍贵。“正是有了中英双方许

多有识之士付出的卓越智慧和辛勤劳动，才有了

60 多年来中英两国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方面取

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英经贸合作也才能呈现

出全面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万季飞对《中国贸

易报》记者说，2012 年，中英货物贸易额首次突破

600 亿美元大关，英国成为欧盟中为数不多的对华

进出口均取得正增长的国家，这些成就的取得，离

不开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所做的辛苦工作。

跨越重洋互问候 东西方故事在延续

8 月 3 日，中国贸促会向佩里先生发去了函件，

告知他照片中的女士已经联系到。佩里在得到消息

的第一时间给中国贸促会回复了邮件，并向《中国贸

易报》记者讲述了当年那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佩里说，曾随父母于 1972 年到访杭州的他非常

喜欢西湖，所以在 1977 年再游杭州时，他几乎已经

是同行的美国朋友的向导。但是，那次参观茶园，他

还是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对那次访问印象深刻。

他回忆说：“伦敦出口公司曾经是中国茶叶最大的购

买商，从中国运输了数千吨的茶叶出口到英国，这其

中有一部分就是绿茶。而我也很想知道，这些茶叶

是在什么地方种植的，怎样采摘，又是如何烘干的。

在那次参观茶园时，这位采茶女向我介绍演示了整

个过程，这非常有趣。她还向我介绍了天气和虫害

带来的各种问题。她们为了把这种著名的茶叶供给

中外顾客，所经历的过程这么艰辛，我们深受感动。

那天天气非常湿冷，但是听了茶农的故事之后，我们

心里都感觉到了温暖。”

也正是这种温暖让佩里在接下来的 36 年里依

然惦记着当年那位采茶女子，好奇她这些年来的生

活境遇。他说：“如果能再见到这位采茶女，我会告

诉她：我一直记得那天的事情，因为在那之前，除了

1974 年去湖南醴陵参观一家陶瓷厂，帮助他们了解

美国市场的需求之外，我并没有机会和中国的公司

直接打交道，也从来不了解我们所进口的产品来自

哪里。那天的情况则是，一位技术非常纯熟的采茶

女辛勤地工作，让我们了解了茶叶的生产流程。我

会一直记得她娴熟的技术和善良的品格，以及我们

后来一起品尝的茶。”

在得知当年的采茶女子名叫朱秀凤，1981 年已

经从梅家坞村嫁到了同为茶叶产地的九溪村，目前

一家人以采茶务农和经营茶园为生时，佩里表示：

“我很高兴能够再找到她，这样我们就能够共同分享

彼此的生活经历和家庭情况。这也是变化中的中国

和西方的故事。”

佩里还向中国贸促会发来了感谢信，信中说：

“你们帮助我找到了 1977 年向我演示采茶的那位年

轻女士，对此，我非常感激。你们给予我本人以及 48

家集团俱乐部的友谊让我深受感动，在此，我想向你

们表示感谢。杭州茶园的那位朱女士是我们之间友

谊的见证人，她的生活状况也体现了过去 36 年间中

国人民的生活质量的改善。”

同时，在得知当年照片中的外宾远隔重洋，36 年

来仍对当年访问茶园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时，朱秀凤在

意外之余难掩激动。她在向《中国贸易报》记者回忆

当年在梅家坞做采茶表演的生活时，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我经常给我女儿讲起那段经历，讲来访的外

宾见到我熟练的采茶动作时发出的啧啧赞美和由衷

的掌声。那时候在村里的生产队服务，我特别希望能

通过我的表演，让更多的外宾认识梅家坞、认识中国，

希望他们能喜欢上中国的茶叶和茶文化。”

朱秀凤还高兴地表示，欢迎佩里先生能再次到

访杭州，届时，她还会表演采茶，也会邀请佩里先生

品尝今年的新茶，让他感受到中国茶农和人民的热

切情谊。

“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一定会尽量与她见面。”佩

里愉快地表示，“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回忆起了我们两

个机构共同的历史：中国贸促会与 48 家集团几乎是

同期建立的，并且一直携手共同发展。通过发展更加

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关系，我们会继续建立一个更加美

好的世界。尽管我们仍然面临各种阻碍，但我们会更

加努力地去认清这些障碍并共同去克服它们。”

新中国成立 60 多年来，许多外籍人士对中国的

发展或倾注心血、贡献才华，或开拓破冰、几代相继，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

作用，他们的一生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英

国工商界，斯蒂芬·佩里便是这样一位同中国有着深

厚渊源的风云人物。

2013 年 7 月，斯蒂芬·佩里率代表团参加中英贸

易破冰之旅暨中英经贸关系 60 周年庆祝活动，并在

人民大会堂受到了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接见。

在中国贸促会的精心安排下，《中国贸易报》记者有

幸对斯蒂芬·佩里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的父亲杰克·佩里先生是 1953 年中英贸

易破冰行动的见证者，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记忆和评

价？后来成立的英中贸易 48 家集团（英国 48 家集团

俱乐部）又与中国展开了怎样的交往？

斯蒂芬·佩里：父亲开始“破冰之旅”时，我只有 5

岁，还不懂事。当年的破冰者用了 14 天才抵达中国，

而且在努力尝试与中国开展贸易的过程中遇到了极

大的阻力，但是最终他们成功了。这次访问重新开启

了中国对西方贸易的大门，是一次划时代的行动。

这次访问之后的第二年，英中贸易 48 家集团成

立了，这批中英贸易的开拓者是中国和欧洲贸易的先

驱，开启了通向未来的道路。这种贸易关系持续至

今，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贸易，而是拓展到了其他领

域。48 家集团及其成员与中国开展的合作涵盖了几

乎所有行业和社会领域。这些都是从 60 年前开始的。

追随父辈的脚步，45年来，我也致力于发展同中国

的贸易和投资，并且推动两国在体育、教育和文化等领

域的交流。从韦伯的音乐剧到曾经的英格兰甲组联赛，

从推广商品和消费品到促进中国境内合资企业和境外

投资，48家集团和伦敦出口公司一直与中国、与我们最

亲密的朋友中国贸促会一起，奋斗在破冰的最前线。

记者：1977 年再次访华时，48 家集团与中国的合

作面临怎样的形势？2013 年时又是什么情况？

斯蒂芬·佩里：1977 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受

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已经开始逐渐摆脱阴

影。中国国内受到了管制，对外贸易也有所减少。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文革十年是非常难熬的。之后，

他们的创造性得以向外界展示，改变了贫穷的状况。

2013 年的中国和 1977 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更

不用说和 1953 年比较了。现在的公路、铁路和飞机，

商业建筑和住宅楼，改进的农业和现代工业等等，一

切都发生了变化，中国处处洋溢着劳动的激情和生

活的气息。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正在朝着 2050 年

前转变为现代经济体的目标不断发展，这个目标还

有可能提前完成。

记者：您至今仍对 1977 年访问杭州记忆犹新，36

年过去了，您眼中的中国也发生了变化。您最大的

感触是什么？

斯蒂芬·佩里：正如我上面提到的，中国的一切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在继续。但

是，我认为并没有多少外国人能够真正了解中国 5000

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已经崛起，我为中国骄傲，也为我能开展与

中国相关的工作而感到骄傲。中国不仅能为本国，

也能为世界带来繁荣、稳定与和谐，这并非易事。但

是，有了中国政府的出色领导、中国人民的勤劳智

慧以及创新能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保障的不断提

升，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记者：在过去的 60 年中，中英两国的经贸往来取

得了显著成果。您如何看待 48 家集团俱乐部和中国

贸促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斯蒂芬·佩里：中国贸促会和 48 家集团俱乐部作

为新时代中英关系发展的启动者，保持了紧密良好

的合作关系，共同经历风雨曲折，取得了很大的成

功。不过，未来的潜力更加巨大，我们必须努力引导

年轻人参与，因为他们才是世界的未来，老一辈人必

须协助他们实现中英关系的更好发展。

在过去这些年中，中国贸促会一直是我们的挚

友和帮手，帮助中国，也帮助我们。中国贸促会在国

际贸易中昂首阔步，带头打开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市

场，中国贸促会是促进中国国际贸易的中坚力量，它

过去取得的丰硕业绩和成功的经验不可估量。万季

飞会长的领导也非常出色。

记者：在中英贸易的历史上，48 家集团写下了精

彩的一页。作为负责人，请您谈一谈48家集团俱乐部

会与中国经贸界展开怎样的进一步交往。您对此有

何期待？

斯蒂芬·佩里：历史发展到现今，像中国贸促会

和 48 家集团俱乐部这样致力于友好的组织在这一新

时代背景下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的确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共同打破坚冰，而如今，当中国正处

在改革开放的上升阶段，并且已经和世界建立了全

方位的联系时，48 家集团俱乐部应该发挥什么新的

作用呢？48 家集团俱乐部很清楚中国的政策，而且

能迅速捕捉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同转折点的需求。

我们为俱乐部成员和实体提供指引和有效建议，使

他们能够满足新时期中国不断变化的需求。

目前，48 家集团俱乐部的工作重心正从贸易转

变为投资。我们能够在中国、英国和更广阔的范围

内促成很多投资。英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传统和中

国的创新精神和生产能力相结合，可以建立一个更

好、更先进的全球市场。

中英两国应联手发展金融业，携手互助，明确民

生、教育和文化在未来世界中的角色。在求同存异

的基础上，我们互相学习，彼此尊重，共同发展，并寻

找消除差异的办法。从国际范围看，中英两国可通

过联合国安理会、G20 和其他平台创造和平世界，缓

和紧张局势。

《中英贸易破冰之旅暨中英经贸关系60周年特别报道》

“和中国贸促会一起，奋斗在破冰最前线”
——专访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

■ 本报记者 高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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