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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未到非洲怕非洲，到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洲想非洲。
    了解非洲，理解非洲，适应非洲。
    非洲苦不苦，有了精神就不苦。
    本书所讲非洲，主要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非洲，一个黑色世界，一个充满神奇、浪漫和希望的世界。
非洲，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类族群，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非洲有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无人进入的原始森林；有史前的植被；有世外桃源和动画般的景观；有
沙漠里长出来的石头花、瓷器般的玫瑰花、人眼珠一样的鲜花；有山一般的猩猩、牛一般的鳄鱼、能
把人吞下去的巨蟒、能吃鸡的巨蜥。
  非洲有猩猩、大象，有世界独有的珍稀动物——像鹿又像斑马的霍加狂(OKAPI)，有狐面猴身的珍稀
动物——狐猴。
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构成了非洲大陆独特的自然景观。
  非洲有名贵的红木、黑檀木、花梨木、乌木；有经济林木桉树和奥库梅木等。
非洲拥有世界上最重要的53种矿藏及稀有战略资源，享有“自然资源宝库”的美誉。
非洲是世界上八大产油区之一，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800亿桶，约占世界总储量的7％，相当于美国的2
．5倍，产量占世界11％，出口量占世界20％。
非洲的天然气储量占世界6．7％。
    非洲有铁山、铜山、金山、银山，还有林海。
贫穷是暂时的，觉醒的非洲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经济发展的非洲是世界的未来。
    非洲国家是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多极化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力军，在
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非洲对我国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是否强大和富有，而在于作为主权国家各国在国际组织中可贵的一票。
    在联合国、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我国均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有力支持。
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投票中，非洲国家给了我国宝贵的支持，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
有26个是非洲国家，占总数的1／3。
毛泽东主席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在2005年安理会改革外交大决战中，非洲对重创某国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使“四国集团”决议草
案表决一拖再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非洲国家是我国对外工作独特的政治优势，对维护我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提高我国在国际
事务中的影响力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某些西方国家对中非关系有一种酸葡萄，甚至嫉妒心态，其传媒对中非关系几乎天天进行诋毁、攻
击。
西方传媒对中国的攻击，在非洲没有市场。
因为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信任是他们通过半个多世纪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得出来的。
    从1956年起，中国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并受到帝国主义封锁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和人民提供了有
力的道义支持和大量的无私援助，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事业。
中国白始至终给予他们物资和军事援助。
    中国与法国建交谈判期间，法方曾要求中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支持。
中国政府对法方的要求断然拒绝。
当时陈毅副总理向法方表示：    中国政府绝不能为求得中法建交而改变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一贯立
场。
中国对中法建交可以等待，但我们对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将一直持续到他
们赢得最后胜利。
    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中部非洲最大的国家刚果(利)于1960年6月30日宣告独立，定国名刚
果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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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老殖民主义者与冲伯集团勾结，绑架杀害了非洲著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卢蒙巴总理，残酷地围剿
、镇压刚果(利)民族解放运动，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刚果事件”。
在长达一年的“刚果事件”中，中国外交官两进两出，惊心动魄。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对第二次到刚果(利)工作的外交人员强调：要准备随驻在国政府到森林打
游击，“要准备和他们一起去扛枪，一起打仗”。
“要有回不来的准备，要有牺牲的准备”。
    在非洲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的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中，中国为非洲训练了大批“自’由战士”，
向他们提供武器和装备，使他们成为争取独立的骨干力量，许多人在独立后成为军队高级将领、内阁
部长、国家元首。
    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和争取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中，中国坚决支持非统组织采取的立场和
措施，并向南部非洲解放组织和前线国家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援助。
    中国为非洲国家的政治解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举世闻名。
中、坦、赞三国工程、技术人员顶烈日，冒酷暑，在丛山莽林中开出了一条长达l 860千米的“自由之
路”。
它不仅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在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援建的突尼斯麦一崩水渠长达120千米，使突尼斯“西水东调”的梦想变成现实，2万公顷土地喜
得灌溉。
中国援建的年吞吐量50万吨的毛里塔尼亚友谊港，建筑面积近6万平方米的开罗国际会议中心，为十多
个非洲国家援建的国家宫、议会大厦、政府办公楼，以及体育场馆等，如今已成为中非友谊与合作的
丰碑，永远屹立在辽阔的非洲大地。
中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涉及农牧渔业、轻纺工业、能源、交通运输、广播通信、水利电力、机械、公
用民用建筑、文教卫生、工艺和手工业、食品加工等各个领域。
我国援助布隆迪共和国的布琼布拉纺织厂，花色品种多，产品质量好，获得国际奖；30多年前，中国
专家带着浙江省和福建省茶种来到马里共和国，帮助他们开办了茶树种植园和制茶厂。
如今，那里茶树茂密，一片葱笼，被誉为“绿色明珠”。
中国的援助真正体现了国际主义精神，是“南南合作”的楷模。
为当地经济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和好评，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不
断得到巩固和加强。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发展，中国与非统组织都积极主张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旧格局和
国际经济旧秩序，并且在联合国及其他各种场合，共同促进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
    中非关系的发展是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既有国家领导人的努力，又有文教、卫生、军事、工农业等
各行各业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艰苦奋斗！
在此，我们要记住为了开辟非洲外交阵地，在非洲奔波的外交先驱们；我们要记住在非洲干旱地区打
井的专家们；我们要记住在赤道烈日下种水稻的农业专家、修建坦赞铁路、修建突尼斯麦一崩水渠的
工程技术人员们；我们要记住在茫茫丛林中培训非洲自由战士的军事专家们；我们要记住在非洲大地
辛勤工作的援非医疗队员们⋯⋯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肇星前外长的关怀和支持，承蒙杨洁篪
外长题写书名。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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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72年2月，《我们在非洲》作者范振水26岁，正当踌躇满志、风化正茂之年，他来到非洲阿尔及利亚
；2007年2月，作者61岁，已届花甲之年，他从非洲刚果(金)离任。
非洲，是他外交生涯开始的地方；非洲，也是他外交生涯结束的地方。
在作者35年的外交生涯中，他曾在非洲5个国家常驻，亲眼目睹过非洲的饥荒、战乱和大屠杀；曾亲身
深，入非洲腹地，面对面地观察、了解非洲社会⋯⋯
未到非洲怕非洲，到了非洲爱非洲，离开非训想非训。
这就是《我们在非洲》作者心中的非洲，也是真实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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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振水，河北宁晋人，长期从事外交、领事工作；著有：《国际风云中的中国外交官》、《将军大使
王幼平》、《中国护照》，与让·平合著《非洲民主化浪潮中的华裔外交部长》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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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大使馆共有六位馆员。
他们的分工是：代办张彤、翻译夏永安和记者王殊负责对外活动和买米、买菜；二等秘书孙浩和通信
员于引、李祥负责通信联络、值班、做饭。
早晨，买菜，煮饭，整理内务，清扫庭院，六位同志各就各位，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张彤和王殊轮流驾驶汽车去市场买菜；孙浩做饭的手艺最高，最拿手的是包馄饨和包饺子。
斯坦利维尔处于国内、国外敌人的双重包围之中，周围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没有铁路，没有公路
，水路被利奥波德维尔方面的军队切断，仅有空运，但是还掌握在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手中。
革命政府控制的东方省、基武省等地的木材、棉花、可可、咖啡、棕榈油等大宗农林产品运不出去，
工业品运不进来。
没有贸易就没有流通。
这里商品奇缺，连日用品都买不到。
没有广播，没有报纸，也不能外出旅行，活动范围就在几万人口的市镇内。
利奥波德维尔的飞机经常来袭扰，还常派特务搞破坏。
爱国军队发不出军饷，一些军官被美国收买，阴谋搞政变。
军队不稳，社会治安不好。
为防万一，使馆同志每人做了一条白布腰带，里面装了护照和外汇。
斯坦利维尔经常停电、停水。
没有电，大家便在蜡烛和煤油灯下工作。
每天午夜，都有一场抢水战斗：水一来，大家将全部瓶瓶罐罐灌满，以备第二天使用。
热带雨林气候的特点是雨季每天傍晚都有一场暴风雨。
房顶上装的天线经常被刮倒。
风雨一停，孙浩和于引同志立即上房修复，来不及修复时，孙浩就用手扶着杆子，以保证电台联络不
受影响。
局势越紧张，生活越艰苦，使馆六位同志越团结，生活也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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