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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种文化的熏陶    ——中国驻以色列前任大使陈永龙    我的朋友亚伯拉罕·奥尔默特教授从遥远的以
色列和我联系，要我为他的新作写些东西，我毫不犹豫地立即答应了，因为我们是要好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面容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眼前，我甚至用不着向他追问应当写些什么。
    亚伯拉罕还在中国出任以色列驻华科技和农业公使的时候，我俩就相互认识了，当时我正好初次上
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
我是在2003年12月陪同以色列总统访问中国时第一次见到亚伯拉罕的。
在访问中国农业大学附设的中国一以色列专家培训中心以及永乐店示范奶牛场时，我初次听说他在中
国的工作情况。
这两个项目是中国和以色列合作进程当中的重要里程碑。
培训中心的任务是培训农业专家，示范奶牛场则通过使用以色列技术养殖中国种牛，共同提高中国奶
牛的产奶量。
最终，应用以色列技术的合作，使中国奶牛的产奶量增加了一倍。
    在陪同以色列总统访华期间，我了解到亚伯拉罕对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技术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后来的访问和会见过程中，我还听说他到过许多省份，接触了当地许多机构和人士。
亚伯拉罕不但与会见人员深入交谈，而且同许多人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给他的工作带来不小帮助。
    2004年年底亚伯拉罕结束他在以色列大使馆的任期并回到以色列，我们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
他大力协助我们开展接待中国代表团访问以色列的工作，积极参加大使馆举办的各项活动。
他每次去中国访问之前，都会来找我谈他的一些想法，听取我的意见，从中国回来以后又必定向我通
报访问结果。
他虽然事务缠身，但每当我们组织什么活动，他总是有请必到，从不推辞。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们在特拉维夫组织中国一以色列双方人员的聚会，有入到场向与会人员散
发反华传单，会议主持方怎么也劝不走他们。
这时亚伯拉罕主动站出来跟他们讲理，终于把这伙人劝离了会场。
他笑着对我说：“我们得照管好，不让任何事情影响到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友好关系。
”    我问他：“你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才终于把他们劝走了呢？
”亚伯拉罕告诉我，他对他们说：“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到了你们自己的利益。
”他又说，“你们既然来了，而且表达了你们的观点，现在就请走吧。
如果仍然在这里多待一分钟，干扰会议，必将损害你们自己的利益。
你们最好立即离开。
”他们听明白了，于是当即离开了。
我当时看在眼里，亚伯拉罕有勇有谋，他的做法恰到好处。
    亚伯拉罕常来中国，因为他应聘为中国多家大学的客座教授。
访问中国的时候，他到各地与大家交流他的经验与知识。
亚伯拉罕夫妇还认了个中国干闺女。
现在干闺女出嫁了，有了孩子，他们在中国也增添了一个小孙子。
    其实亚伯拉罕和中国的接触，并非始于出使中国和认了个干闺女。
早在多年以前，他的家族就曾经在中国生活。
2005年，我在特拉维夫举办招待会庆祝新中国成立56周年，亚伯拉罕的弟弟、当时的以色列政府副总
理和后来的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在会上致辞，我觉得他的一番话也反映了亚伯拉罕的心声。
埃胡德说：    “我们很幸运，我们在两种文化——中华文化和犹太文化熏陶之下成长。
犹太文化教导我们如何选择人生道路，中华文化教导我们如何在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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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以色列前驻华公使欧慕然（以色列名亚伯拉罕?奥尔默特）先生（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
尔默特的长兄）撰写的回忆录。

　　奥尔默特家族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视中国为第二故乡。
这源自欧慕然的祖父母自俄国革命时期为躲避俄国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迫害，举家从俄罗斯移居中国
哈尔滨。
欧慕然的父亲在哈尔滨度过青年时期，后辗转返回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国会议员，并在其颇具传奇色
彩的婚姻下诞生了欧慕然四兄弟。
欧慕然四兄弟在家族影响下，自小便对中国充满了深厚感情，长大后在各自领域均有杰出建树：欧慕
然成为以色列高级农业专家及驻外公使，三个弟弟分别成为以色列总理、以色列将军及美国的大学教
授。

　　本书除了记叙其家族的传奇故事及其本人在华20多年的经历与感悟外，还涵盖了其出访世界各国
的经历与见闻，因其特殊的身份，接触了各国的许多高层人士，因此也见证了世界各国的政治风云变
幻。

　　作者还在书中不惜笔墨记叙了犹太人的信仰、犹太民族百折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以及以色列
的社会组织形式等，全面解析了犹太人何以在世界上成就斐然，造就了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
坦等众多杰出人物的原因。
其间自然穿插了犹太人自古至今在中国的生活印迹，更有反映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的中国外交官
何凤山的感人事迹。

　　因此，这是一部纵横古今中外、见证家族与历史传奇的力作！
中国读者值得阅读这样一部蕴含丰富、情节曲折动人的优秀作品，值得了解这样一位睿智、风趣、充
满激情与才情、怀着感恩之心为中国农业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国际主义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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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慕然：
　　以色列名亚伯拉罕?奥尔默特，1936年生，系原居中国哈尔滨犹太人后裔。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农业科学硕士。

　　欧慕然在中以两国正式建交之前便多次以秘密身份被派往中国进行两国农业合作项目的考察与洽
谈，并于2000-2004年间担任以色列驻华科学和农业公使，成为中以农业建交和中以农业合作的重要参
与者与见证人。
20多年来，其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为中国农业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8年欧慕然在以色列出版的《我的中国》（希伯来文）一书（本书姊妹篇），在以色列引起巨
大反响。
现在他仍旧担任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山东莱阳农学院的客座教授，继
续续写着与中国的不舍情缘。

　　唐建文：
　　1935年生，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职称译审。
先后在国家重工业部、冶金工业部从事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政策研究工作。

　　1985年调入国家引进国外智力机构，从事国外技术和人才引进业务，任原中国华泰技术贸易公司
总经理、原中国华阳技术贸易集团公司驻美国首席代表兼中国华阳（美国）公司总裁。
其间曾具体负责我国早期对以色列的技术交流和贸易合作的开辟工作，由此结识最早一批来华的以色
列技术与贸易合作伙伴，欧慕然便是其中之一。
二人在多年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主要译著有：《拿破仑传》、《被埋没了的天才——科学发明家特斯拉传记》、《高技术社会》
、《科学、技术和环境》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耶路撒冷到北京>>

书籍目录

序一 中国和以色列：光荣的过去和充满机会的未来/ 埃胡德?奥尔默特
序二 两种文化的熏陶 / 陈永龙
序三 传递中犹友谊的使者 / 曲伟
自序 圆梦中国 / 欧慕然（亚伯拉罕?奥尔默特）
初到第二故乡
一、首访北京
二、“柑橘秘使”
三、 第一波来华潮
四、 以色列的技术优势与市场机遇
五、 两国建交的耕耘者
六、 合作项目的意外挫折
历史情缘
一、我和我的祖先亚伯拉罕
二、探寻犹太先人在中国的足迹
三、犹太人的东方家园
四、我家来自哈尔滨
五、犹太人不会忘记
六、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犹太人
七、犹太裔原中国居民在以色列
八、身为犹太民族的子孙我引以为傲
我的长征
一、“奶与蜜之乡”的村童
二、战地烽烟
三、我心中的耶路撒冷
四、到农民中间去
五、走向世界
六、出使中美洲
七、亚非之行
八、出访俄罗斯
我选择中国
一、再访北京
二、永乐店示范农场——以色列农业技术的窗口
三、以色列农业成就的秘密
四、我选择中国
五、令人向往的国度
六、大有可为的农业合作舞台
七、“当以色列农业部队的将军”
在公使的岗位上
一、安家北京
二、永乐店示范农场适时转型
三、奶牛示范农场和中国人营养结构改良
四、新疆干旱农业示范中心——和水荒作斗争
五、从现场培训到大学讲堂
六、圆梦哈尔滨
新一代友谊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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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国关系的蓬勃发展
二、理解与共赢
三、新来的犹太侨民
四、中国的犹太学热
故园情深
一、北京情怀
二、鲜花长开的国度
三、多姿多彩的节日文化
四、茅台、人情、关系
五、相逢何必曾相识
六、我认了个中国干闺女
七、故土难离
尾声：不止息的旅程
一、旅伴与我同行
二、见证历史
三、我的表白
跋　我的以色列朋友欧慕然 / 唐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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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初到第二故乡一、首访北京1989年的仲秋季节，我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到美国洛杉矶
，又从洛杉矶飞到香港，再从香港飞往中国北京。
那时中国和以色列还处在政治外交的隔离状态，我不得不避开我的以色列人身份，经由第三国，绕道
大半个地球进入中国。
飞越大半个地球的旅程和我同行的有斯梯尔先生，他是美国一家名叫派拉蒙的实业公司的大老板。
另外还有两个小伙子，一个是我的同事——以色列柑橘农业技术专家拉维德先生，另一个是斯梯尔先
生的助手——在美国留学刚毕业的台湾年轻人，姓周。
我名义上是派拉蒙公司的顾问，以隐去我真实的身份——以色列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
我们此行的任务是到中国南方一个柑橘产地进行考察，意在与中方有关单位签订最终协议，共同创办
一家柑橘合资企业。
栽培、加工、销售一条龙。
在此之前，中国和以色列双方高层已经派出人员进行多次秘密接触。
经过长达三年多的曲折和努力，一项在当时看来算是不小而且颇富创意的在华国际合作项目，终于要
瓜熟蒂落了。
就要从洛杉矶出发了，不料出了点小麻烦。
我到中国领事馆领取签证时，被告知没有得到批准。
在当时的局势之下，一个以色列人要进入中国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困难可想而知。
第一次遭到拒签，想来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不过中国有关方面是事先有过承诺和做了相应安排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
我十分懊恼，幸好经过与中方邀请单位进行紧急联系，第二天便很快顺利地将签证拿到手了。
后来听说，只是因为中方内部办事程序上出了点小问题。
离开洛杉矶经过十几个小时穿越太平洋的飞行，我们到达香港稍事休息，紧接着又登机继续下一段旅
程。
10月15日午后，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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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以色列朋友欧慕然    ——唐建文    中国人过去多是从书本上听说过犹太人，留下犹太人智慧、精
明、善于经商同时有些狡猾的神秘印象。
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犹太难民开始从西方涌入中国一些城市，中国入和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民族有了
零散但直接的接触，渐渐知道他们的苦难历史和身世，知道他们对人类文化的巨大贡献，好奇之中，
对犹太人心怀钦佩和同情。
直到近二三十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之深入和中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国人面前逐步揭开了智慧和
充满活力的犹太民族的神秘面纱。
    以色列入和犹太人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生活。
在超级市场，以色列的优质樱桃西红柿十分抢手；在书店的书架上，堆满了有关犹太人的著作。
在中国人日常与之交往的“老外”中，又多了个犹太人。
犹太人日益受到中国大众的关注。
    但是说实在的，我们的确说不清这个重新认识的老外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
他们的民族起源于两河流域，国家的地域属东方的亚洲，但他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带有更多的西方色
彩，而且有大约一半人口生活在现代的西方国家。
我们中国人是分不清一般西方人和犹太人的，感性上都把他们当西方人看待。
    不过以我个人的实际经历和体验，却有个无意的发现。
我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由于工作关系有机会和以色列犹太人直接接触，倒未见他们和一般西方人有
什么太大的不同，除了宗教信仰和某些生活习惯。
渐渐地，我还发现他们也没有什么传说中特别神秘的地方，当中有不少人甚至有点像我们的同胞中国
入。
我说的是个人感情和性格，像我最早接触的波哈莱斯教授，还有“中国通”尤丹先生，但最为突出的
当是欧慕然——本书的共同作者和故事的主人翁。
    我这位以色列朋友的祖辈和父辈曾经在中国生活，他颇以自己的“根”在中国引为自豪，经常向人
夸耀他是“哈尔滨人”的后裔，心中埋藏着深厚的中国情结。
他最重感情，对家人、对朋友、对自己的祖国和第二故乡中国的感情是如此深沉和执著，我似乎在他
身上看到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身影。
以他的性格特点——吃苦耐劳、朴实、平易近人，怎么看也都有点像是个熟悉的中国老乡。
我们从书中读到的大多是平常琐事，有些还是比较枯燥的专业论述，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这
是生活的真实，像欧慕然本人一样朴实。
    以色列媒体对他的个性和人格有过这样一段生动的描述：“他个性中最突出之处就是不利己，不自
大，不歧视他人。
他今天刚和总统或总理在什么地方见过面，第二天回到自己居住的城市，转身就看到他漫步在蔬菜和
水果市场，向过往的行人问寒问暖，仿佛这些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我记得有一次，他刚从赎罪日战争前线回来，还来不及脱掉一身军装，便急忙赶到农家田地里查看有
无遭到破坏，帮助农民想办法出主意。
”    文章对欧慕然在开展以色列农业国际合作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如是评价：“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
物，从不抛头露面，却给以色列带来‘重以吨计’的荣耀。
”应当说，欧慕然作为一位农业专家，在以公司总经理或者外交官的以色列公职人员身份在华工作期
间，对中国一以色列的合作事业表现了同样的敬业精神，作出了值得赞扬的贡献。
    欧慕然是农民家庭出身，自小生活在农村，长大了当过兵打过仗，后来上大学并作为技术专家进入
国家机关工作。
我对他开玩笑说，像他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在中国最受羡慕和尊敬，他完全可以为他中文名字的含义
感到骄傲。
难怪我们相处得如此融洽，也难怪他在中国所到之处人气这么好，有这么多好朋友，还结了一门亲戚
，认了一个中国干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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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说我看到的欧慕然能代表一般犹太人，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各有不同，欧慕然深深的中国
情结和他的性格品德，自有他家庭和个人的独特原因。
但应当看到，这里也蕴藏着更深层次的民族性根源。
我从欧慕然的身上，确实能感受到犹太文化和犹太传统的鲜明烙印，看到犹太民族2000年离散苦难以
及犹太圣经《塔纳克》和《塔木德》的深刻影响。
    人们常爱问，为什么犹太人如此智慧，以色列何以成就卓著？
欧慕然的回答很简单：是逼出来的，是重视教育。
我很惊讶，这多么像是一个中国式的答案：中国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重负太多了，而且中国入自古也
特别重视教育。
我从欧慕然的回答中进一步悟出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的苦难历史和奋发图强的精神，是这个民族和国
家赖以生存和复兴的宝贵财富和动力。
    耶路撒冷的“哭墙”是个象征。
记得1987年我访问以色列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参观哭墙，也按照当地的习惯，将一张纸片写上我的心
愿塞进墙缝，遥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我不是上帝的子民，我的邮件和祝愿也许送不到上帝那里，但是我相信，耶路撒冷哭墙所体现的一个
饱受苦难的民族绝地奋起的精神，是和我们祖国和人民的信念共通的。
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芦沟桥上的弹痕，年代不像已有两千年历史的哭墙那么久远，但同样记载着一个
民族的一段屈辱历史，也见证同样一个历史逻辑：民族劫难后的复兴，能创造出举世为之瞩目的奇迹
。
    但也有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犹太人带来的灾难，得到责任国的真诚道歉和以实际行动表示悔过，而中国的情况
则不然：日本社会上的某些势力至今没有认真承认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没有真正悔改之
意，还在谋求侵占中国的领土，挑战中国的忍耐和宽容极限。
一位以色列政府领导人谈到犹太民族的历史命运时说，“犹太人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以他们的记忆
力而闻名”，我想，中国人更加有理由为自己不会忘记过去而感到自豪。
    两个民族似曾相识的历史命运，家族与中国的不解情缘，将我的朋友欧慕然的心与中国人民紧紧地
联结在一起。
我的朋友不想在他的书中介入敏感的国家政治问题，但是有些事情你是回避不了的。
近年来国际反华浪潮甚嚣尘上，西方舆论充斥着颠倒黑白，歪曲事实、诬陷中国的报道，正如我们在
书中看到的，欧慕然对此无法保持沉默。
    我的朋友尊重事实、坚持正义的立场和行为，尤为值得钦佩。
正如以色列媒体关于他在电视台介绍中国节目的报道所说：他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十分透彻，而且不畏
说出他爱慕这个国家，也许甚至有些偏袒中国。
他让那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观众认识到，按照一般眼光判断中国，以历史背景和思想意识不同的其他
地区情况作为根据，一概而论，这是极大错误。
    走自己的路，是欧慕然的生活信条，在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上也不例外。
    说实在的，我和所有同龄的中国人一样，从小怀着对“洋人”的不信任和记恨——我指的是19世纪
以来侵略我中华的西方列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烧杀掳掠的日本强盗。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和西方或者东方的洋人打交道，而且几十年来因工作关系和外国人就交过不少好朋
友。
常说论国家关系，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也许在普通中国入的心目中，对犹太入的国家
以色列国仍然存在着不同看法，就像以色列人对中国也存在着某种不同看法一样，这并不奇怪。
但是应当相信，在个人之间或者在人民与人民之间，是可以找到真诚的和长远的友谊的，他们是我们
寻求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纽带。
我从我的朋友欧慕然身上再一次证实了这一点。
    我很高兴能成为欧慕然先生在中国旅程的同伴，有机会和他共同完成本书的写作，帮助他了却向中
国读者表达他热爱中国人民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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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慕然是颇具诗人浪漫气质的技术专家，我想在此将中国入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诗送给我的以色列朋友
作为美好的祝愿：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    这个婵娟是我们共同的美好理想——理解、友谊、公平和正义。
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真诚的外国朋友，希望获得更多的理解、友谊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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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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