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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40年的外交生涯中，17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简称非洲)，8年在欧洲，其余时问在外交部非洲
司和西欧司工作。
非洲是我一生工作的主要阵地，而且最后我也是在非洲从外交岗位上退下来的。
我曾三次去非洲工作(1961—1964年，1969—1975年，1986—1994年)，三次都逢非洲处于不同的历史转
变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非洲，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和尚未独立地区
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展开的时期，是非洲正充满希望的年代，也是我国外交首次走进非洲和在非
洲艰苦开辟外交阵地的年代。
我第二次在非洲工作，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这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时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激烈争夺非洲和非洲动荡的年代。
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逐步排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以及中国和非洲
斟家都面临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我国同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双方的政治
经济关系在70年代进入了全面稳步的发展时期，我国为非洲国家援建的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如举世闻
名的坦赞铁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
我第三次在非洲任职，是在冷战结束前后，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80年代非洲面临内外危机，是最困难的年代，而90年代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刻变化，非洲局势异
常动乱和非洲人民在动乱中重新觉醒的年代。
我亲眼看到了非洲在这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和剧变。
有些历史进程与重大事件，我是身临其境，是与非洲人民一起经历的。
我看到60年代初非洲人民以无比的激情迎接独立和对独立后的前途满怀希望的情景。
在这个时期我同时也看到刚果(利)等非洲国家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所遭遇的艰难曲折。
我经历了在赖亚力大使等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领导下，我国在非洲开辟外交阵地的难忘岁月。
我目睹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在中部非洲的激烈争夺。
我在刚果(布)多次遇到惊险的军事政变，看到我国老一代外交家王雨田大使以他过人的智慧与外交艺
术，在美苏激烈争夺所引发的动荡与混乱的环境下，在各种政治派别中广交朋友，使我国在政局动荡
多变的刚果(布)稳稳站住脚，保持住了刚果(布)这块我国那时在中部非洲唯一的外交阵地。
80年代后半期，西方国家开始迅速发展高科技工业，非洲赖以生存的作为世界原料市场的地位下降，
非洲在经济上进入独立后最困难的时期。
在政治上，世界社会主义正处低潮与变革时期，苏联走向衰落，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此外，国际政
治格局正在深刻转变，非洲在政治上有很深重的失落感。
我以无比同情的心情目睹了那时仍向社会主义方向寻求出路的布基纳法索的艰难与无奈。
我在那里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
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我在几内亚期间是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我目睹了
非洲在这期间所经受的冲击和动乱；经历了非洲多党民主运动的全过程，看到了非洲在80年代末东欧
政治形势剧变的冲击下，多党民主风潮在90年代初席卷非洲，不少非洲国家陷入激烈动乱，甚至内战
与瘫痪。
然而，最终我看到非洲人民在动乱所造成的苦难中重新觉醒，痛苦的经验教训使非洲人民重新认识到
非洲的当务之急与根本任务是稳定与发展。
在这场非洲多党民主运动中，我还从几内亚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看到了非洲刚毅独立的个性与传统。
人老易忆往事，退休以后我时常回忆起外交生涯中的那一幕幕，最令我难忘的是在非洲度过的这17年
不平凡岁月。
我重温了在非洲的经历与见闻，再次思考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初到非洲时，我对非洲充满好奇心，见到新鲜事爱写点观感。
后来我在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任职期间，开始记一点工作日志。
每当深夜，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外交活动后，在静静的灯光下，将白天的重要见闻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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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由于我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和生活，对非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仍经常不由自主地思考非洲
问题，怀念我的非洲朋友，关心非洲的发展，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非洲的报道和评论。
每到年底我还要对非洲的形势进行一番总结，也曾为一些报刊杂志撰写过有关非洲的文章。
由此也就渐渐记录下非洲自独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的时世变迁。
我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干部，谈不上写什么回忆录。
我之所以记载下经历过的非洲一些重大历史变迁，主要是想表达我对非洲这片古老而又历经磨难的土
地的关切与期盼，寄托我对非洲人民和我的非洲朋友们的怀念，了却我对非洲的不了情；如果同时也
能为人们了解20世纪后半期的非洲和中国在这期问同非洲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点旁证，我将感到莫大的
欣慰。
本书书稿完成后，承蒙著名非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前所长葛佶同志详细地阅
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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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终于挣脱数百年殖民枷锁的非洲，迎来了国家振兴、民族发展的大好机遇。
然而美苏争夺、政局动荡、经济落后、内部纷争、灾害严重等等，使非洲的发展道路十分艰难曲折。
作者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60—90年代亲历的非洲风云变幻，非洲人民的顽强奋
斗精神，以及中非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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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翔，1934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
先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驻马里大使馆、外交部非洲司、驻刚果(布)大使馆、外交部西欧司
、驻瑞士大使馆、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驻几内亚大使馆等处工作，历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驻马
里大使馆翻译、外交部非洲司科员、驻刚果(布)大使馆二秘、外交部西欧司处长、驻瑞士大使馆政务
参赞等职。
     1986年9月一1990年1月任驻布基纳法索大使，1990年4月—1994年4月任驻几内亚大使。
     发表的主要论文有：《黑非洲的现实与前景》，《多党民主运动与黑非洲国家的政权建设》，《危
机与转机并存——黑非洲形势回顾与展望》，《日本与黑非洲关系初探》，《试析当前法国同黑非洲
的关系》，《从克林顿访非看美国对非洲的新政策》，《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关系的发展与前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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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孔波雷发动的军事政变　一场不寻常的外交活动　我所知道的卡扎菲劝和内幕　军人四兄弟政权的
结束　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中国援建的布基纳法索农业垦区　中国为布基纳法索医疗事业付出的沉
重代价　瓦加杜古中餐馆　布基纳法索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大起大落　告别瓦加杜古动乱的非洲——在
几内亚　带着困惑与忧心前往几内亚赴任　非洲陷入多党民主运动的动乱　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
屠杀　利比里亚内战　几内亚由军政权向　民选文官政权的过渡　中国和几内亚悠久稳固的友好关系
　中国大　使馆的义卖活动　对几内亚总统孔戴的印象　告别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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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中国到非洲的漫长旅途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标志亚非两大洲人民反帝反殖
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会合。
会议期间，我国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开始接触和建立联系。
1959年我国同独立后仅一年的几内亚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外交首次登上非洲大陆，并很快在那里建
立起了广阔的外交阵地。
一年之后，我国又同新独立的马里建立了外交关系。
马里是在1960年9月22日宣布独立的，同年1o月27日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
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不到40天即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当时的国际形
势下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1960年底我被通知调往刚刚获得独立的马里工作。
这一年的夏季我刚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工作期满回国。
1961年1月中旬，我作为我国赴马里第二批建馆人员奔赴非洲。
这时的非洲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大道上胜利前进，已有17个国家在我到达非洲的前一年即1960年取得
了独立，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在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想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从中国去非洲那漫长曲折的旅程。
在那个时代，我国对外的大门在北面，须经苏联莫斯科通向世界其他地区。
而那时的非洲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已取得了独立，但对外交通仍只能通过原宗主国的首都。
像马里等原法属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对外交通联系都要经法国巴黎。
而在1964年以前，我国同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无法经法国进入非洲。
所以我们那时去马里是要经苏联的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几内亚的科纳克里三个国家的首
都，辗转半个多月才能到达。
我们一行6人，1月中旬从北京出发，乘坐北京一莫斯科国际列车，经整整一个星期的旅途到达莫斯科
。
在莫斯科停留两天后再坐火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市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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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在非洲十七年》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60—90年代亲历的非洲风云变幻，非
洲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中非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作者都是新中国资深外交家，其中有从新闻记者走向外交官、足迹遍布五大洲、并为中国与联邦德国
建交做了大量艰苦而又充满睿智工作的前驻联邦德国大使王殊；有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转而从
事外交工作的前驻印度大使李连庆；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日本、在日本官方
与民间广为结交的前驻日大使杨振亚；有在法国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四十年，与从戴高乐到萨科齐等
历任总统建立起特殊友谊、经历中法关系曲折历程、终使中法关系峰回路转并进一步加强的前驻法国
大使蔡方柏；有在中东地区长期工作的时延春大使；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西班牙语专家、从事拉美
地区外交工作三十余年的黄志良大使；还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作十七年、见证了从二十世纪六十至
九十年代非洲历史变迁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交往发展历史的江翔大使；有先后在叙利亚、埃及、
土耳其任职，亲历了中国与这些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国家重续友好篇章的詹世亮大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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