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

13位ISBN编号：9787501244201

10位ISBN编号：7501244200

出版时间：2013-1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页数：28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

前言

真朋友最可贵    我和非洲的情结很深。1952年在山东乡下上小学五年级，历史老师告诉我埃及的金字
塔多么神奇。1953年在胶南初中一年级，班主任告诉我大半个非洲还像三四年前的中国一样受西方列
强欺侮。1959年我是北京大学新生，认识的第一位外国同学来自东非乌干达，收到的第一封外文信来
自西非加纳的阿科拉大学。1965年我读研究生时第一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时任院长刘伯
承元帅、步兵系系主任许世友将军)借去为非洲自由战士做翻译；此后我有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英
雄刘胡兰的父母、铁人王进喜的亲友等，都多亏因陪同非洲自由战士。1970年我第一次出国常驻，三
年后成为外交官，是在肯尼亚。1993年我第一次作为中国大使参加联合国安理会的辩论和表决是为索
马里、卢旺达、布隆迪人民伸张正义⋯⋯非洲情结已融入我的生命，非洲人民对我的帮助和友情永志
在心。    我们伟大祖国的外交事业与伟大非洲的情结很深。1949年新中国光荣诞生，绝大多数西方国
家假装没看见，而非洲大陆欢欣鼓舞，未独立的国家大多在独立后立即承认新中国。周总理、陈老总
等新中国外交先驱最早应邀往访的国家很多在非洲。在1971年第26届联大上投票支持恢复新中国联合
国合法席位的76国中主力是非洲国家。在和平发展时期，非洲国家真心同我们在各领域互利合作⋯⋯
此外，非洲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公共外交伙伴。1949年秋成立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最早接待的民间人士
，有不少回非洲后成了领导干部。    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是发展中世界的一员，永远不忘老朋友。
我们在家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在外靠朋友。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真朋友多。中国外交
的非洲情结历久弥新，与时俱坚。    外交和做人一样，真朋友之间最宝贵的是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相互学习。我在非洲多年的战友程涛、陆苗耕主编的《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不仅可让读者增加对这
片大陆的兴趣，而且能让读者学到一些对本职工作有用的东西。    本书作者们是资深外交官、高级记
者、优秀研究员和教授，都对非洲情有独钟。他们娓娓讲述非洲的可喜进步、纯朴民风、壮观景物、
一体化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我熟悉和敬仰的尼雷尔、曼德拉等人的独特风采，字
里行间感性与理性微妙交融。    这本书好，说了许多真心话，提供了许多值得学习、复习的知识。我
感谢和祝贺书稿的作者、编者和出版者。    李肇星    2012年10月20日    成都—绵阳—泸州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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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作者们是资深外交官，高级记者，优秀研究员和教授，都对非洲情有独钟。
他们娓娓讲述非洲的可喜进步，纯朴民风，壮观景物一体化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字里
行间感性与理性微妙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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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涛，前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非洲问题资深专家。陆苗耕，中非友好顾问，非洲问题资深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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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摩洛哥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遭受许多次外族入侵、统治并在文化上兼收并容
的国家。摩洛哥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早在公元前1600年就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摩洛哥在古代曾受到过
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罗马人的人侵和统治，后来又受到阿拉伯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的
统治和殖民。公元1415年，葡萄牙以武力强占了摩洛哥的休达，在非洲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现在
休达还在西班牙的管辖之下。公元788年，摩洛哥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阿拉伯王朝——伊德里斯王朝。
后来经过若干王朝，其中1660年建立的阿拉维王朝延续至今。多元的历史给摩洛哥形成了厚重文化沉
淀，而四大皇城可以说是这一文化的杰作。 菲斯是摩洛哥的第一座皇城，是著名的历史名城，是北非
史上第一个伊斯兰教城市，也是摩洛哥一千多年来宗教、文化与艺术中心。菲斯还是北非一个重要的
战略重镇。菲斯老城是世界上现存规模较大的一座中世纪风格的城市，可与埃及的开罗和叙利亚的大
马士革等城市相媲美。菲斯老城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文化和哲学根基，1981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定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区，世界重点文物紧急抢救项目。 菲斯老城内有9000多个狭窄的街道纵
横交错。街道两边有各种商店和传统手工业作坊。诸如染色作坊、皮革加工厂、金银铜铁首饰盒器具
作坊、地毯挂毯织造作坊等，多为前店后厂。菲斯的手工艺铜盘、银盘、地毯、陶瓷、染色线和布，
工艺精湛，图案细腻，风格别具，世界闻名。 菲斯古城有许多历史文化古迹：漂亮的宫殿和780多个
清真寺。建于公元862年的卡拉维因清真寺是一座伊斯兰高等学府，被喻为世界上第一所综合大学，其
历史比英国牛津大学还要早几百年，设有古兰经、历史、文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哲学等学科，
吸引了2000多马格里布和黑非洲的学生来此就读和深造。大学的图书馆早在中世纪已负盛名，收藏有
带彩色画面的古兰经以及数十万册手抄本和其他古典书籍，被誉为“学术首都”。卡鲁因清真寺在很
长一段历史中是北非最大的清真寺，整座建筑由270根廊柱支撑，用大理石、石灰、石膏等为原料建造
，可容纳2万名穆斯林教徒祈祷。 阿纳尼亚和阿塔林伊斯兰高等学校，均建于14世纪，中世纪的建筑
风格和华丽精美的装修，达到当时建筑的顶尖水平，雕梁画栋，大理石地面和廊柱、陶瓷马萨克拼图
、琉璃瓦屋顶与水池和喷泉交相辉映，学习环境静谧优雅。美丽的校园里还有供学生祈祷的场所和宿
舍。 梅克内斯是摩洛哥王国另一座皇城，建于公元11世纪，1672年被阿拉维王朝的第一位君主穆拉伊
·伊斯梅尔定为国都。梅克内斯城内古迹众多，最著名和最壮观的是马厩、粮仓和地下监狱。国王酷
爱马匹，因此王宫里养了500匹骏马。他还精心设计和建造了一个规模庞大、布局科学的马厩。在王宫
附近还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粮仓。粮仓内的防火防潮系统在今天看来也不算落后。这些设施加上坚固
的45公里长的城墙，构成当时重要的战略防御体系。据说，在敌军围困三个月内，城中粮草和供水均
能得以保证。马厩和粮仓至今保持原样，基本完好，现在已成为摩洛哥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都由不
少西方国家的电影人来此地拍摄古代题材的影片。城内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在地底下挖造的监狱，规
模很大，可容纳2万名奴隶、战俘和犯人。 在梅克内斯以北30公里，是有名的罗马古城沃吕比利斯废
墟。据历史记载，公元1世纪时这里是繁华城市，留有保存完好的凯旋门、剧场的白石圆柱。甚至街
道、剧场、住房、油房、公共浴室、市场等亦清晰可辨，还有不少镶嵌画。从废墟中还挖掘出了大批
制作精巧的青铜头像和大理石人头像。独特的城市风格和科学的给排水系统令人J晾叹。梅克内斯是一
个雄伟的西班牙一摩尔风格的地方，四周有高墙和巨大的门。这是一个17世纪马格里布时期的伊斯兰
和欧洲风格的和谐的统一体。 拉巴特从19世纪就已成为摩洛哥的政治中心，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拉
巴特正式成为摩洛哥的首都。作为老皇城，拉巴特拥有众多的价值很高的文物古迹：古代黄陵、哈桑
清真寺、库图比亚塔、哈桑塔、乌达亚堡以及王宫和穆罕默德五世墓等。 乌达雅堡位于拉巴特老城以
东，是建立在大西洋岸边峭壁之上的古城堡群，建于12世纪柏柏尔王朝，后为阿拉伯王朝所用。现存
乌达雅堡的主体部分是一个综合大庭院，有一个花园和一座博物馆。花园为伊斯梅尔国王于17世纪所
建，小巧玲珑，幽雅精致，花木繁茂，具有明显的安达鲁西亚园林风格。石头砌成的博物馆展出一些
古代兵器和历代珠宝、乐器、古代红铜和土陶器皿、民族服装，包括柏柏尔人、撒哈拉人、摩洛哥犹
太人服饰。还有一个高空平台，为古代集会用的广场或市场遗迹。乌达雅堡内现在仍然保留着具有柏
柏尔风格的民居和街道。 布雷格雷格河畔的舍拉废墟为舍拉古城和摩洛哥梅里尼德王朝时期皇家陵寝
遗址，是摩洛哥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舍拉古城原为腓尼基、迦太基和古罗马帝国时代北非重要港口城
市，与摩境内的沃吕比利斯古城和伯纳萨古城齐名，公元5世纪荒废。公元12世纪，梅里尼德王朝君主
“黑苏丹”阿布·哈桑定都拉巴特城，修筑城墙，并在古城遗址基础上圈定皇陵。他本人及其爱妃死
后均葬于陵内。舍拉在1775年一场以里斯本为震中的著名大地震中被毁。现在遗址内古罗马时期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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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园、凯旋门、元老院、论坛、演讲台、法院、公共浴池等建筑群仍依稀可见，给人以无数遐想。梅
里尼德王朝时期修筑的外围城墙、清真寺喧礼塔、王妃墓碑和放生池等基本保持了原貌。外围城墙的
正门上用古阿拉伯语记录了当年修陵的情况，从王妃墓碑上游人可以读到王圮的生平概志。放生池偏
居古遗址一隅，供养着被视若神明的银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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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每位作者都亲历非洲，不少人曾常驻工作多年，对非洲可谓耳熟能详。非洲经历是他们人生之
旅中难忘的珍贵岁月，他们对非洲有着深深的情结。他们常常想起非洲灼热的阳光、茂密的森林、广
袤的田野、姹紫嫣红的花卉、戏喜追逐的动物；他们每每忆念非洲的男女老少、高亢的歌声、旷达的
舞姿、刚强傈悍的性格、善良淳厚的民风以及情真意诚的中非友谊。他们最欣慰的是，进入本世纪以
来，非洲大陆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吹响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号角，“非洲狮”开始奔跑了，非洲
人民不断取得可喜成就。非洲的往昔和今日的变化，深深地拨动了本书作者们的心弦和思绪，倾情流
泻于一支支笔端，演绎了这样那样的“非洲故事”。    我们要感谢长期在非洲工作过的一批大使和资
深外交官，如此执着地笔耕非洲那些事儿，帮助读者拉近与非洲的距离。我们还要感谢新华社著名记
者、中国社科院资深研究员、北京大学知名教授加入了“讲非洲故事”的行列，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
促进中非交往的友好使者。    我们特别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外长李肇星，以浓郁的非洲情怀欣然命
笔，不顾旅途劳顿，为本书作序，“真朋友最可贵”，热情地讴歌了中非友好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中
弥足珍贵的一道亮丽风景，这必将激励广大读者更快地走近非洲。我们还要感谢许孟水和黄舍骄两位
大使对本书的多方面支持。    本书得以问世，我们由衷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对非洲研究的全
力支持和悉心关怀。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韩宏才同志的热心帮助，世界知识出版社责任编辑贾如梅
的辛勤工作。    本书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和看法。限于水平和时间，本书中存在的不足和不当之
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予以指正，我们表示衷心的谢意。    程涛  陆苗耕    2012年12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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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使讲非洲故事》是资深外交官、高级记者、优秀研究员和教授的成果。他们通过讲述非洲的
可喜进步、纯朴民风、壮观景物、一体化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作用，以及我们熟悉和敬仰的
尼雷尔、曼德拉等人的独特风采，来拉近读者与非洲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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