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澤民深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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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陳旻報道，12月 6

日，凜冬，江蘇揚州。曲折幽深、青磚小瓦的古街東圈

門，白菊層層疊放，已逾半牆高。自發而來的民眾絡繹不

絕地前往江澤民舊居的黑漆門前，獻花，默哀，鞠躬。

「……一束束素花，說不盡心中的悲傷/一張張紙片，訴說

着心中的懷念/一條百米小巷，裝不下家鄉人民的哀

思……」揚州市民祁秋雲寫下一首小詩，寄託哀思。

上海交大師生深切緬懷：江學長一路走好！

古城失驕子 鄉親思故人
江蘇揚州民眾自發趕赴江澤民舊居寄哀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
12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第77屆
聯合國大會主席克勒希等聯合國官員前往中
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紐約駐地，弔唁中國
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古特雷斯在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設置的

靈堂前肅立默哀，並在弔唁簿上寫道：「我
代表聯合國，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的逝世表示最誠摯的悼念。江澤民生前
是國際參與和多邊合作的堅定倡導者。江澤民
為人熱情坦率，我擔任葡萄牙總理時同他進行
了出色的合作，確保澳門順利回歸中國，我對

此永遠不會忘記。我對他的領導力和奉獻精神
致以最深切的敬意。」
克勒希肅立默哀後在弔唁簿上留言說：

「我代表聯合國大會，向中國前國家主席
江澤民的家人以及中國政府和人民致以慰
問。江澤民主席生前大力支持參與國際事
務。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國不僅在國內取
得成功，在聯合國也獲得了突出地位。我將
懷念他。」
當天還有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

基金等機構的官員前往弔唁。此外，美國、
英國、法國等多國代表也到現場弔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北京報道）
「中華民族歷史上第一次成功地舉辦了北
京2008年奧運會，現在，我們又成功地舉
辦了2022年北京冬奧會。」第29屆奧林
匹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執行副主席蔣效愚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說，「江澤民同志
對北京2008年奧運會申辦成功起到了關鍵
的作用，對江澤民同志的逝世，我們深感
悲痛、深切哀悼。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
繼承江澤民同志精神財富，繼續為中國的
體育強國建設努力，繼續展現中國面向世
界的開放胸懷，努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
復興，以此來告慰江澤民同志。」
1993年，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失利。

199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由北京再
次申辦2008年奧運會，並於1999年9月6
日成立北京2008年奧運會申辦委員會，拉

開中國第二次申奧大幕。
蔣效愚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

長，並擔任北京奧申委副主席兼新聞宣傳
部部長，深入參與了北京申辦2008年奧運
會工作。蔣效愚表示，江澤民同志全力支
持中國第二次申奧，他對奧運的申辦工作
高度重視，極其關心，全力支持，親自給
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兩次寫信，
代表中國政府和人民表達對北京申奧的全
力支持。他利用外事場合和各種機會，親
自向國際奧委會、國際單項體育組織、有
其他官方身份的國際奧委會委員做了大量
的直接溝通、宣傳介紹工作，並要求我國
駐外使領館全力支持配合北京申辦工作。
「在不違反國際奧委會規則的情況下，

江澤民同志以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身份，為
2008年北京奧運申辦贏得了國際支持，贏得

了主動。並且，江澤民同志還做了大量國際
媒體的工作，為我們成功申辦營造了良好的
輿論氛圍。」蔣效愚表示。
2001年7月13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
蘭奇先生在莫斯科宣布：北京成為2008年
奧運會主辦城市。喜訊傳來，舉國歡騰。
北京申奧成功當晚，江澤民同志在北京中
華世紀壇和天安門廣場，與首都各界群眾
共慶這一喜悅時刻。
蔣效愚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申奧成功

當晚，他在莫斯科，和北京奧申委代表團的
有關同志聽到了江澤民同志第一時間給當時
的北京奧申委主席、北京市市長劉淇同志打
電話，對申辦成功表示熱烈祝賀和親切慰
問，「並且要求我們全力以赴、扎實工作，
把後續工作做好、兌現國際承諾，把北京奧
運會辦成一屆成功的奧運會」。

上午10時，江澤民同志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在江澤民
的家鄉江蘇揚州，防空警報聲劃破長空，回響在大街小巷。在市中

心的文昌閣路口，汽車鳴笛，行人脫帽、肅立、致哀。這一刻，建城
2,500多年的古城揚州彷彿時空凝滯，人們的思緒也回到如煙往事中。
1926年8月17日，江澤民出生於江蘇省揚州市一個愛國知識分子家

庭，從小受到愛國主義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的啟蒙。從出生到17歲外
出求學前，古城揚州一直是他生活的地方。
城說：他是揚州的驕子。他說：揚州是我可愛的家鄉。
離開揚州的數十年間，這位昨日少年鄉音未改，鄉愁更濃。而鄉情，
更多地化作對家鄉的殷殷囑託與期望。他揮毫題詞：「把揚州建設成為
古代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名城」「建設更加富裕、文明、秀美的
新揚州」，他給母校東關小學學生覆信，為揚州中學和揚州大學題詞，
為家鄉的大橋題名，為揚州泰州國際機場題字……

推介家鄉人文 開展外交工作
揚州中學校友、校史研究學者李友仁表示，江澤民對家鄉、對母校滿
懷深情。「他先後五次為揚州中學題詞。2010年5月，他重回母校。在
參觀校史陳列館時，他在一張老照片前駐足，深情地說：『這是我的恩
師楊老師。』他隨即回憶起恩師的第一節課，用《莊子》裏的『一尺之
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來生動解釋『極限』這一抽象的概念。」
在揚州大學中國大運河研究院執行院長黃傑看來，江澤民是一個有着
濃厚家國情懷的人，「古運河的水和文化滋養了他」。他會把家鄉的人
文歷史和風土人情推介給外國友人，以極富人情味和感染力的方式開展
外交工作。比如，江澤民曾在家鄉揚州會見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並向
客人介紹了吳王夫差築邗溝的歷史，以及自己童年時在運河邊玩耍、用
瓦片打水漂的趣事。
「我回想起多次陪同他老人家的往事，點點滴滴，記憶猶新。我陪他
參觀博物館，討論揚州的歷史文化；陪他參觀考古工地，介紹揚州的歷
史變遷……」揚州文化學者顧風說，對揚州的一草一木，江澤民都有着
深厚的感情。

退休後 多年定時回揚州居住
揚州市政協文史委原主任、作家王虎華收看了江澤民追悼大會後悲痛難
抑。王虎華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許多年來，每逢4月，退休後常居上海的
江澤民主席就會回揚州，有時會住很長時間，「揚州人對此已經習以為
常，如果他不回來，倒反常了」。2013年4月，江澤民再次回揚州，王虎
華專為他講了一段隋煬帝與揚州的歷史。「江主席是專家學者型領袖，博
聞強記，多才多藝。他活到老學到老、堅持終生學習的精神，令人十分敬
佩，值得我們每個人學習。」
在江澤民的母校揚州中學，和煦陽光灑滿校園。校舍內，師生正在收
看追悼大會直播。操場上，金黃色落葉遍地，在微風吹拂下簌簌作響。
葉落歸根，化作春泥更護花。

6 日上午 10 時，江澤民
同志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在江澤民的
母校上海交通大學，廣大
師生觀看追悼大會現場直

播，默哀、送別「老學長」。
「江學長，一路走好！」自11月30日晚，上

海交大的師生便陸續來到閔行校區電子信息與
電氣工程學院門口廣場，在「厚德致遠」石碑
前獻花、默哀，深切緬懷江澤民學長。

「化悲痛為力量 走好未來新征程」
這塊山形石頭周邊的一排樹叢上，也擺滿了

鮮花。一位學生說：「來這裏悼念老學長，就
是為了化悲痛為力量，走好未來的新征程。」

閔行教學樓走廊之間懸掛有「交大英才」畫
像，江澤民的畫像是他戴着學位帽和黑框眼鏡的
畢業照。其下，附有一段同窗宗海對他的評價：
「在校成績，每列前茅，尤長數學，為全級冠，
遇友熱心誠懇，處事迅速果斷……平昔愛好運
動，長單槓，善短跑，近則喜賦詞談曲。」

江澤民畢業於上海交大電機系，與眾多校友
一樣，被年輕學子們敬稱為「學長」。

《江澤民和他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學》一書中記
錄這樣一個故事：「1987年，江澤民到交大出席閔
行二部開學典禮，典禮結束後，校領導正準備陪同
江澤民同志參觀校園時，大家看到江澤民同志徑直
走到一位長者面前，對他說：『朱老師，您等一
下，先不要走，一會兒我們一起回去。』這位長
者就是江澤民同志的老師朱物華教授。參觀結束
後，江澤民同志請老師上了自己的車，直接把
朱教授送回家。」1998年，朱物華教授逝世，
江澤民親筆簽名發去唁電。

「他對母校的發展充滿感情。」上海交大原
黨委書記馬德秀說：「江澤民同志的優秀品格
和高尚風範永遠教育和激勵一代又一代交大
人，把交大建設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我們將化
悲痛為力量，繼承江澤民同志的遺志，以實際
行動表達我們的悼念，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交
大人的力量。」

當日上午10點，上海地鐵全線網列車就近停

靠站台，停車3分鐘，並鳴響汽笛。所有乘客與
工作人員肅立默哀，地鐵站內的電子屏幕上顯
示着「敬愛的江澤民同志永垂不朽」。站在顯
示着紀念文字的屏幕前，市民馬女士久久不願

離去，她表示：「江澤民同志與上海有着不解
之緣，他在上海念書，也在上海任職，得知他
離去的消息我真的很悲痛，江老一路走好。」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及中通社
��

蔣效愚：京奧申辦成功，江澤民起了關鍵作用

古特雷斯赴中國駐聯國代表團駐地弔唁

◆當地時間12月5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
雷斯前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紐約駐
地，弔唁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中新社

◆江澤民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師生代表在校內觀看江澤民同志追悼大會現場直播，默哀、送別老學
長。 中新社

◆揚州市民在
江澤民舊居前
獻花以寄託哀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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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66日上午日上午，，前來前來揚州江澤民舊揚州江澤民舊
居前獻花悼念的民眾居前獻花悼念的民眾絡繹不絕絡繹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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