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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往返中国280多次

德食品加工师嘉斯一个85%的中国人
2014年 10月 26日 星期日 新京报

  徳国莱法州食品加工师、“中国人民友好使者”卡尔-海因茨·嘉斯。

  　他，并非公务人员，也不是大型跨国公司的高管，而是一位食品加工师，30年来往返中德两国280

多次。

　　他，不仅把自己的生产技术带到中国，还为中国地震灾区捐款，资助失学儿童。被李克强总理在10

月 11日中欧论坛汉堡峰会演讲中称为中德、中欧友好的“全息”缩影。

　　他，就是德国人卡尔-海因茨·嘉斯，称自己是“一个85%的中国人”。

　　日前，75岁高龄的嘉斯先生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讲述了他与中国结缘的经过，以及他和中国30多

年的奇遇。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高美



　　10月 11日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第六届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讲述了一位普通德国人的故事，作为中德

友好的写照：“在徳国莱法州有一位食品加工师，30多年来往返中德250多次，不仅把自己的生产技术

带到中国，还为中国地震灾区捐款，资助失学儿童。这位友好人士称自己是‘一个85%的中国人’。”

　　尽管李克强总理在演讲中没有点名，但中国前驻德国大使、中国外交学会前会长梅兆荣一下就猜出

了这位自称是“一个85%的中国人”——卡尔-海因茨·嘉斯。

　　与中国总参谋长的忘年交

　　1981年，嘉斯在瑞士度假时偶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率领的代表团，并因一席话与杨得

志相识。从此，两人结下十几年的友谊。

　　记者见到嘉斯的时候，他刚从机场入住凯宾斯基酒店。嘉斯长得不高，身材厚实，给人一种亲切的

感觉。

　　听到李克强总理在汉堡峰会上提起他的故事，嘉斯说自己又“意外”又“开心”。记者对嘉斯说：

“李克强总理说你往返中德250多次。”他则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自豪地说，“更多，已经280多次了！”

中德之间相距万里，即使以每次直飞 10个小时计算，嘉斯在飞机上的时间超过100天。

　　嘉斯说，他没有上过大学，英语不大好，汉语也半生不熟，讲述他和中国的“不解之缘”时，不时

蹦出个德语单词或者汉字。他说，在人生的前四十年里，嘉斯在家乡的小村子里做肉类加工技师。改变

了他后半生的，是1981年的一次偶遇。

　　1981年夏天，嘉斯和妻子去瑞士伯尔尼度假。在雪朗峰山顶的一家餐馆吃饭时，他听到邻桌的一位

瑞士人说，瑞士是西欧稳定的保证。坐在旁边的嘉斯听了，忍不住插话：“在欧洲，保证民众自由和富

裕的，首先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嘉斯没想到，邻桌的瑞士人，陪同的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率领的代表团。嘉斯的

话引起了杨得志的注意，杨得志邀请嘉斯坐过来一起就餐，从此开启了两人长达 13年的忘年交。

　　和杨得志的偶遇后，不久嘉斯从广播里听到，人民解放军打算颁发勋章。嘉斯翻箱倒柜找出了自己

祖父和叔叔在一战和二战时获得的勋章并寄往中国。包裹上的地址是：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参谋长

杨得志先生。邮局工作人员告诉他，这样的地址可不保证能寄到。但嘉斯还是坚持寄了出去。

　　前大使梅兆荣说，那些勋章，因为德国在一战二战中的角色，显然不可能为中国所借鉴。没想到，

包裹寄到了。嘉斯也同杨得志保持了联系，1986年，嘉斯随德国肉食企业代表团访华，并在北京见到了

杨得志。

　　“我是德国西南部某州一个普通的肉食品加工师傅，而他（杨得志）是地球上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

的司令官。”嘉斯说，两个身份有着天壤之别的人建立了十几年的友谊，这就是一种奇遇。

　　所获礼遇比德国州长还高

　　过去 30年来，嘉斯帮助过70多家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他自豪地说，在中国自己去过的地方比大

多数中国人到过的地方都多。

　　作为第一个获得“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称号的德国人，嘉斯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

　　嘉斯回忆称，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时，觉得自己像是来到了一个“非现实的世界”。他说：“日常

生活中几乎什么事情都很难办。外国人被当做另类看待。”现在嘉斯在中国的朋友，比在德国还多。



　　第一次来中国之后，嘉斯成了中德之间的一座桥梁。当时德国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有志于开拓

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有不少请嘉斯作为他们的企业代表，前来帮助建立联系。过去 30年来，嘉斯帮助

过70多家德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嘉斯笑言，在中国自己去过的地方比大多数中国人到过的地方都多。“光是西藏，我就去了五

次。”嘉斯自豪地告诉记者。最开始他坐火车在中国旅行，那是一件苦差事，从北京到南京要花 22个小

时，从北京到上海要花 25小时甚至 30小时。

　　1994年，嘉斯从上海出发，飞了六个多小时到乌鲁木齐。出发时上海温度为28℃，到了乌鲁木齐，

气温骤降至零下24℃。穿着夏装的嘉斯对这次旅行印象格外深刻。

　　因为往来频频，嘉斯在中国自己开车。“我还有中国的驾照呢！”嘉斯自豪地问记者，“你想看看

吗？”然后他从行李箱中找出了驾照拿给记者看。卡尔-海因茨·嘉斯，是驾照的名字，住址留的是他在

凯宾斯基酒店的房间。

　　如今，嘉斯已经出了两本书：《我的中国情》和《在雷神与巨龙之间》。这两本书都被翻译成了中

文版。嘉斯的大行李箱里，就装着多本《在雷神和巨龙之间》。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为《在雷神与巨龙之间》作序，形容这本书“朴实无华”。嘉斯在书中讲

述自己在每一个场合得到的礼遇，甚至高于访华的德国州长或者外交官。嘉斯在书里描述，德国前总理

科尔访华时，吃到了他做的正宗德国“猪肚子”的故事。2004年 5月 20日，在庆祝对外友协成立 50周

年的招待会上，嘉斯还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

　　“可能我上辈子来过中国”

　　嘉斯说，其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和中国这么有缘，“可能我上辈子来过中国。”

　　嘉斯的精神看起来还不错，但走起路来已经看出腿脚不太方便。他让记者猜他有多大。“六十多

岁？”嘉斯非常高兴地说，“你太善良了。我今年75了。”

　　嘉斯拿了一本书送给记者，在扉页给记者写下了寄语，并学着中国人的样子，用印章盖上了自己的

名字：嘉斯 Gass。因为担心印章渲染，他颤颤巍巍地走到隔壁房间，拿了一张纸巾夹在封皮和扉页之间。

　　嘉斯告诉记者，一些德国媒体之所以对中国有偏见，是因为很多德国人并不怎么了解中国。他在自

己居住的县里，建立了一个德中友好协会。但是在家乡，嘉斯有点孤独。妻子十年前已经去世，孩子们

不和他住在一起，亲友们也并不十分理解他对中国的热爱。“所以我只有工作，工作，工作。”如今，

嘉斯的右臂出现了问题，腿也有毛病，“我是一个老人了。”他不无伤感地说。

　　但是只要一提起北京，提起明天要见到什么人，去做什么事情，嘉斯好像立即忘记了德国的那些烦

恼，重新变得开心起来。他说，其实自己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和中国这么有缘，“可能我上辈子来过中

国。”

　　声音

　　“在徳国莱法州有一位食品加工师，30多年来往返中德250多次，不仅把自己的生产技术带到中国，

还为中国地震灾区捐款，资助失学儿童。这位友好人士称自己是‘一个85%的中国人’。这是中德、中欧

友好的一个生动写照，也是一种‘全息’缩影。”

　　——李克强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上的主旨演讲

　　“如果我说，我爱这个国家，那绝不是夸大其词。在过去 30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为这个伟

大国家的建设及其出色的人民贡献我个人的微薄力量。”



　　——摘自嘉斯著作《在雷神与巨龙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