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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马耳他群岛是意大利西西里岛至北非山脉这一线地质结构露出海面的部分，荷马史诗《奥德赛》
中所叙述的俄底修斯被女神卡鲁普索拘禁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
由于马耳他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军事和经济战略价值，使得这个小小的岛国在历史上曾多次遭受外
来者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军曾将此地作为中继站。
马耳他直到1964年才获得独立，不久成为共和国。
自此以后，马耳他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21世纪初先后加入欧洲联盟和欧元区，进一步向欧洲和世界
开放，并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眼前。
　　马耳他国家虽小，但是“小小麻雀，五脏俱全”；不仅“五脏俱全”，而且其内涵还十分丰富和
多采。
因此，本书共安排八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马耳他国土与人民、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与国民
生活、教育与文化、外交与防务等加以全面而客观地介绍和分析，力图给予读者一个完整的脉络和图
像。
　　自独立后，马耳他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
在政治上，马耳他从君主立宪制走向共和制，实行民主政治，议会民主，给予人民充分的权利、民主
和自由，并在国家大法上进行保障。
在经济上，改变殖民地经济的畸形状况，推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努力使马耳他的
经济与欧洲联盟接轨，并使马耳他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去。
　　众所周知，在马耳他历史上，圣约翰骑士团统治对马耳他民族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英国殖民主
义长时间的统治对马耳他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无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尽管如此，马耳他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在保留、培育和发展自己的特色。
例如，在“国土与人民”章中，马耳他奇特而有趣的自然风貌和神奇的人文景观，留给人们深刻的印
象。
在政治上，马耳他从自治走向独立，从独立走向共和；立法机构实行一院制，选举按照比例代表制原
则、以单名可转让选票方式在各选区同时进行；行政机构精干，公职人员精简，中央与地方层次少和
联系密切。
在经济上，马耳他通过不断地改革和创新，逐步从殖民地经济过渡到具有本国和本民族特色的、并适
合本国国情的经济。
　　在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过程中，马耳他对城镇、环境及其文物进行严格的保护，实行完备的和良
好的社会福利，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基本上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以及家庭和婚姻的和谐。
马耳他在这方面，获得国际上的认可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自马耳他与中国建交以来，两国的关系日益密切，往来频繁，成为小国与大国关系的典范，所以
笔者专门设置第八章，论述马耳他与中国的关系。
　　马耳他作为“袖珍国”显示了它的优势，在调查和统计方面可以做到十分细致、周到和精确，可
以落实到每个人头、家庭以及社会各个部门和各个方面。
因此，马耳他统计局定期进行调查和统计，并将综合的数据向国际社会公开发表。
笔者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充分利用了马耳他统计局和其他部门的调查和统计数据。
此外，笔者也参考和使用了国内外关于马耳他的文章和资料，在这里特别表示谢意。
　　本书由蔡雅洁收集资料、提供初稿，吴国庆对其审核，并做了修改、补充和定稿工作，为本书的
完成付出了辛勤劳动。
　　本书的完成，曾蒙多方人士协助，其中，蔡衡、王旭东、蔡玉洁等同志协助写作部分章节初稿，
还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赵慧芝同志，对她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呕心沥血的审阅，表示由衷
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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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耳他是世界上“袖珍国”之一，位于地中海中部。
其悠久的历史，旖旎的风光，神奇的古代遗址和历史建筑，迷人的人文景观，海运的中转站，发达的
旅游业，繁荣的修船和造船业，精美的手工艺品，以及平衡发展的经济、和谐安逸的社会环境，使马
耳他成为蔚蓝色海洋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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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科米诺岛　　科米诺这个几乎荒芜的岛屿是个独一无二的小岛，岛上没有车辆，仅有几条小
路。
早春时节花团锦簇，17世纪嘹望台的遗迹，像守护神般地给昔日隐士们的历史和被流放的避难所投下
充满浪漫色彩的影子。
这座小岛曾经是海盗出没的地方，今天已经成为太阳崇拜者和水上运动爱好者的天堂。
他们来到这里寻求祥和、宁静以及欣赏科米诺岛著名的蓝泻湖（BlueLagoon）。
如果说马耳他岛是繁忙之岛，戈佐岛是寂静之岛，那么科米诺岛就是一片世外桃源，在这里闲散和运
动是生活中唯一固定的项目。
这个岛屿太渺小了，以至于被世界的进步遗忘了。
正因为如此，它才得以保持其原始本色：色彩斑斓的海岸线以及点缀其中的两小片沙滩环绕着寸草不
生、岩石密布的荒原。
岛上随处可见漂亮的山凹、小溪、石林和岩石隧道，当然还有壮丽的蓝泻湖。
环岛的一片水域色彩夺目：靛青和深蓝色的海水——沙滩海湾中的一片蓝色，融人了位于科米诺岛和
科米诺托岛之间的蓝泻湖的水域中。
这里是地中海最美丽的地方。
似乎是为了锦上添花，这里甚至还有海豚嬉戏在群岛之间。
　　在古代，有人曾将这座岛称为科斯拉，而科米诺是其一直沿用的名字，它来自于曾经在岛上大量
生长的香料植物孜然芹。
如今，孜然芹仍生长在遍布全岛的灌木丛中，而点缀小岛的却是一种粉红色或紫红色花朵有芬芳气息
的名为百里香的植物。
在春天，成群的蜜蜂便会用它的花粉，酿造出也许是该地区品质最佳的蜂蜜。
　　三地质和地形　　构成马耳他各岛的岩层结构犹如一个夹心面包，地层的盖层和底层都是坚硬的
石灰岩，夹于两层中间的是较松软的岩石。
自上而下，其地层顺序为：上层珊瑚石灰岩、绿沙、青土、抱球虫石灰岩、下层珊瑚石灰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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