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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说

“两国无法割断联系”

19世纪末，一位名叫阿里的苏丹商人漂洋过海到广州
经商。他把苏丹海参、树胶等产品卖到中国市场，中国丝
绸、布料、大米也经他之手进入苏丹港口城市萨瓦金。后
来，阿里在广州开办了贸易办事处，还娶了中国妻子。在
中国生活10多年后，阿里举家回到苏丹北部商业城市柏柏
尔定居。

这个中苏民间交往的故事，记载于加法尔所著《跨越
二千年的苏丹中国关系探源求实》一书。通过查阅大量史
料、实地走访柏柏尔市、采访阿里后人，加法尔看到了这
场特殊缘分的延续。“阿里的后人里，有人相貌融合了苏
丹人和中国人的特征，这正是两国无法割断联系的最好见
证。”加法尔说。

阿里家族的故事，是两国源远流长交往史的一个缩
影。加法尔表示，如今在苏丹一些港口城市发掘出了中国

不同朝代的瓷器碎片和钱币，证明两国间的往来已绵亘千
年。“很多史料也可以佐证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合
作，尤其是中国汉、唐、宋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有很多相关
记载。”加法尔说，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交往不仅书
写了经济合作的故事，还促进了文化繁荣。

1971年，50名苏丹孩童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武汉，学习
中国杂技和中国民乐。他们学成归国后组建的苏丹杂技
团，成为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大陆第一个杂技团。50年来，
苏丹杂技团推动中国文化热在苏丹经久不衰。“文化带来
的是心灵和情感的交流。”加法尔说，“50 年前没有互联
网、社交媒体，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深化文化交流。疫
情结束后，期待双方开展更多文化交流活动，加强两国青
年互动。”

“中国是可靠的朋友”

以时间为坐标纵论两国关系史，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这一重大事件是加法尔笔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在

《跨越二千年的苏丹中国关系探源求实》 中，加法尔披露
了苏丹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细节。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
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
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第 2758 号决议正是基于“两阿提
案”产生的，苏丹则是“两阿提案”的共同提案国之一。
决议一经通过，时任苏丹外交部次长立刻表达了对中国重
返联合国的喜悦之情：“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关系
中，苏丹获得了可贵的经验，两国关系历经多年，却从未
发生过其他大国与小国相处时发生的摩擦，中国对我国的
友情不求回报，堪称楷模。”

回顾这段历史，加法尔感慨地说：“当第 2758号决议
通过那一刻，很多亚非拉国家代表都很激动兴奋，联大会
场成了欢乐的舞会。很多非洲国家认为，维护中国就是维
护非洲国家自己。大家都认为中国是可靠的朋友，一定会
在联合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一定会支持非
洲国家的发展振兴。”

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为应

对全球挑战作出积极贡献。面对防疫期间“富国囤积疫
苗、穷国一剂难求”的状况，中国向发展中国家送去疫苗
援助的“及时雨”，让加法尔再次看到了中国在关键时刻的
担当。2021年3月，中国向苏丹送去25万剂新冠疫苗，是第
一个在双边框架下向苏丹提供疫苗援助的国家。“中国疫苗
已在中国国内实现大规模接种，安全有效性得到了充分验
证。苏丹人民非常欢迎中国疫苗，中国疫苗让人很放心。”
加法尔说。

“白色产业链”让苏丹农户受益

非洲国家对“中国支持非洲发展”的期待早已变为现
实，迄今走过20多年历程的中非合作论坛就是引领南南合
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中非合作论坛注重行动、务求高效，
每隔3年出台一揽子行动计划，仅2018年论坛北京峰会成
果就高达 880 多项。加法尔表示：“自 2000 年中非合作论
坛成立以来，非洲很多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有了显著
提升，在基建、贸易、矿业、医疗等领域实现了快速发
展。由此可见，中非合作论坛是强有力的战略机制，对非
洲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加法尔格外重视中非合作论坛对非洲农业发展的推动
作用。他表示，农业是非洲的经济支柱和主要生计来源，
非洲大部分人口以务农为生。虽然非洲发展农业的自然条
件好，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等因素，非洲仍然面临
着粮食安全的严峻挑战。“支持非洲农业现代化建设，是
中国对非合作的优先重点领域。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非
洲能像中国一样确保实现长期的粮食安全。”加法尔说。

发展与中国的农业合作，苏丹人民的获得感看得见、
摸得着。加法尔表示，由中企投资的中国—苏丹农业合作
开发区近年来在苏丹拉哈德灌区建成了集棉花育种、种
植、加工、农机服务、贸易为一体的“白色产业链”，让
20余万苏丹农户受益；2020年，备受期待的中国援苏屠宰
场项目达成实施协议，将以点带面助力苏丹打造农畜牧

“绿色产业链”，对提振苏丹经济造血能力、改善苏丹农牧
民生活具有深远意义……加法尔说：“非洲农业的繁荣，
意味着非洲经济社会的繁荣。未来10年，期待加强非中合
作，让非洲农民富起来，让非洲农业发展起来。”

“加强非中合作，让非洲农民富起来”
——访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海外网 毛 莉 吴正丹

苏丹与中国的合
作 涵 盖 了 石 油 、 农
业、基础设施、贸易
等广泛领域，50年来
持续不断的医疗卫生
合作是两国友好合作
的成功范例。中国医
生在苏丹奋斗了半个
世纪，奠定了双方在
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的
基础，为医疗卫生国
际合作树立了榜样。
2021 年恰逢中国向苏
丹 派 遣 医 疗 队 50 周
年，两国共同庆祝这
一重要时刻。

1970 年 12 月 14
日苏中两国签署政府
间协议，次年中国政
府开始向苏丹派遣医
疗 队 。 最 初 在 布 鲁
克、朱巴、阿威尔、
库来玛、马拉卡尔等
地区医院工作，1984
年后医疗队逐步转移
到 阿 布 欧 舍 友 谊 医
院、恩图曼友谊医院
和达马津友谊医院工
作。1971年至2021年
的50年间，无论苏丹
国内政局发生何种变
化，中国都定期向苏
丹派遣医疗队，从未
中断。50年来，中国
向苏丹派遣医疗队 36
批，人员累计1000余
人次，接诊病人 800
余万例，完成手术 20
余万台。

中国政府还为苏
丹卫生部门提供了大
量药品和医疗器械援
助，并帮助苏丹修建
了恩图曼友谊医院、
阿布欧舍友谊医院、
达马津友谊医院等大
中型医院。随着大型
中国企业进入苏丹，
这些企业开始在两国
政府间协议外为苏丹提供额外的医疗
卫生援助。例如，中国企业捐资建造
了一些医院。

中国医生用“不畏艰苦、甘于奉
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精神赢
得了苏丹人民的心。中国医生帮助苏
丹抗击“裂谷热”疫情等事迹在苏丹
广为人知。2007年，“裂谷热”疫情在
苏丹暴发，中国医疗队工作的杰济拉
州阿布欧舍地区就是“重灾区”之
一。在赴苏丹前，这些中国医生对

“裂谷热”知之甚少。但是，可怕且未
知的病毒没有吓走中国医生，他们依
然坚守岗位。他们的高度责任心给苏
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
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驰援苏丹，分享
疫情防控、诊断救治、应急管理等方
面的经验。在两个星期里，中国专家
组同苏丹政府官员、医疗专家、医护
人员深入交流，实地考察苏丹多家医
疗机构，为苏丹各界举办疫情防控专
题培训和知识讲座18场。

一批又一批中国医生离开亲人远
赴苏丹，克服自然环境艰苦、医疗设
备简陋、传染病多发等重重困难，为
苏丹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更令人敬佩的是，中方一直强调中国
专家不享受特权，他们只享受与苏丹
医生同等的待遇，中国医生还充分展
现了对苏丹当地传统和价值观的尊
重。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医生最贴近
苏丹人的心。感谢奋战在苏丹的中国
医生，苏丹人民每天都在真诚地为中
国医生送上祝福。

（作者为苏丹驻华大使）

10月25日，是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50年前，当标志

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第2758号决议通过那一刻，包括苏丹在内的不少亚非拉

国家代表欢欣鼓舞。“苏丹始终坚定和中国站在一起。”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

海外网专访时，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回顾了50年前那段

历史。

加法尔还是一位学者——他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在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完成博士后研究，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兼职教授。他的讲述，再

现了两国友好交往的一个个历史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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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
艾哈迈德的履历不一般，在中国取得
博士学位后，又做了博士后研究。

“留学”成为“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
组采访大使的第一个问题。

“您最开始为什么想到来中国留
学？”面对栏目组的问题，深谙中式
幽默的加法尔大使用中文答了两个
字——缘分。在采访中，加法尔大
使谈起苏丹与中国友好交往史时旁
征博引，让栏目组见识了一番“中国
通”的风采。

走进加法尔大使的办公室，让
人瞬间仿佛沉浸在书的海洋，办公
桌、书柜、窗台、沙发上摆满了各
类书籍。其中，有不少书出自大使
之手。说话间，他从书柜翻出了一
本蓝白封皮的书，书名是 《跨越二
千年的苏丹中国关系探源求实》。这
本耗时4年完成的著作，用丰富翔实
的史料勾勒了自西汉以来两国关系
发展的全景图。

更令人惊讶的是，加法尔大使
的很多学术成果是在繁忙的外交工
作之余完成的。他孜孜不倦地坚持
在学术园地辛勤耕耘，在中国古籍
里寻找苏丹与中国之间千丝万缕的
联系。“两国关系有稳固的基础，尽
管世界发生了政治、经济、意识形
态等方面的变化，但两国人民始终
珍视这段友好关系。”这是加法尔大
使研究两国关系 20 多年后最深切的
感受。

加法尔大使不仅是两国友谊的
记录者，更是践行者。“我有一位

‘中国妈妈’。我和她相识了 20 多
年，她待我犹如家人一般。我在中
国还有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好朋
友。”大使说，他在中国生活的 20多
年里，从来没有人对他恶语相向，

大家相互尊重。这种安全感，在其他国家很难想象。
融入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过程中，加法尔大使对中国

文化的特质有了更深的体会——“中国文化讲求和善、
友爱、恬静、合作，可以说中国人是和平文化的子
女。”对中国了解得越多，加法尔大使对中国的喜爱就
越深，他希望世界上越来越多人能了解可信可爱可敬的
中国。北京冬奥会为世界加深对中国的认识提供了新契
机，“就像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那样，世界将看到中国人
民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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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西岸的
苏丹，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
古国。苏丹先民创造的努比亚文明
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白尼罗河在这里交汇，滋润
了苏丹人民赖以生存的沃土。苏丹
首都喀土穆在阿拉伯语里意为“大
象鼻子”，此处正是青、白尼罗河的
交汇地。从空中看，两河交汇处酷
似 硕 大 象 鼻 ， 喀 土 穆 因 此 得 名 。
青、白尼罗河源头不同，“性格”迥
异。青尼罗河水急浪猛，一路奔
腾；白尼罗河水面平阔，微波不
兴。在阳光照射下，合流后的两条
河依然保持着各自颜色，一蓝一
白，泾渭分明，犹如两条玉带，平

行奔流，堪称喀土穆一大奇观。
沿河北上，在距离喀土穆200多

公里的沙漠中，有一片庞大的金字塔
群。漫漫黄沙中，200多座金字塔安
静矗立，向来访者诉说着昔日辉煌。
这片金字塔群是苏丹历史上著名的
麦罗埃王朝陵墓群，可追溯到公元
前 7世纪至公元前 3世纪。当时古努
比亚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从纳巴塔
向麦罗埃迁移，并在麦罗埃建立了自
己最后一个首都和最大的城市。

与 高 大 壮 观 的 埃 及 金 字 塔 不
同，麦罗埃金字塔建筑普遍比较矮
小，看上去像埃及金字塔的“孪生
弟弟”，被称为“小金字塔”。塔与塔
之间相距很近，有的塔基几乎相

连。其外形十分独特，设计风格与
玛雅金字塔类似，都有收窄的边沿
以及陡峭的侧壁。塔内墙壁上的各
种浮雕和壁画得到了较好保存，狼
头人身的人物形象和麦罗埃文字依
稀可辨。在麦罗埃金字塔也能看到
古埃及、古罗马和古希腊的建筑风
格和装饰元素，这是早期文明相互
交融的印记。

麦罗埃金字塔 2011 年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它们也成为苏丹的一张“国家名
片”，吸引世界各国游客前来观赏。
夕阳下风化斑驳的金字塔剪影与远
处飘来的驼铃声，会定格为游客心
中的苏丹印象。

到苏丹打卡“小金字塔”
海外网 张六陆

到苏丹打卡“小金字塔”
海外网 张六陆

苏丹驻华大使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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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提供的优质棉种在苏丹长势喜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中方提供的优质棉种在苏丹长势喜人。
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