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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被文字唤醒的非洲之角    张抗抗    近读周洪立先生所著《援外手记——我在索马里的日子》，感慨良
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在当时本国经济仍面临极大困难、民众医疗水平普遍低下的状态下
，慷慨派出医疗队，远赴非洲实施无偿的国际主义援助，在第三世界国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目前，仍有42个中国医疗队分布在40个国家，总人数达1100人。
    “文革”期间毕业于大学英语专业的“老五届”周洪立先生，曾在茫然无路的青年时代，有幸作为
医疗队的英语译员，在索马里北部工作了将近三年。
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始的1978年，无论对于东亚这个外强内弱的“中央之国”，还是地处非洲一隅的
索马里，都处于一个微妙的历史拐角。
那也许已是中国医疗队在非洲之角的尾声，因而暗含了某种悲壮的告别意味。
    30年过去，那段历史渐行渐远，曾经家喻户晓的“援外”热词，对于现今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失去
了它曾经的光环。
《援外手记——我在索马里的日子》记录了周洪立当年在非洲之角的种种亲历往事。
一度被严肃的意识形态笼罩、被报章高度政治化渲染的“援外”工作，在他笔下还原为可亲可近可信
可感的日常形态。
    30年前，洪立兄在索马里偏僻乡村及中国使馆封闭的生活中，为排遣寂寞有心无意写下的日记和笔
记，成为该书最可靠的资料依据。
30年后，经济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提供了重新解读当年“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新空间。
当洪立兄终于下决心将泛黄的纸页一篇篇梳理整合成文，陆续发表于他本人的博客，果然迅速激发起
众多网友的关注。
    当年人们对“援外”一词的浓厚兴趣，或许来自人们对自身的探究——父辈的中国，和外部世界曾
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这些惺惺相惜的贫困远邻之间，究竟被怎样的一条通道牵连？
    今人不再相信史书或教科书，但相信身边人的真实故事。
    《援外手记——我在索马里的日子》，文字朴素，叙事平实，一字一句老老实实讲述遥远的故事，
文中并无夸饰惊人之语，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亲切感，令人如闻非洲的鼓乐之声香蕉之醉，亲见
黑肤皓齿明眸的索马里人之美，重温中国医疗队简陋的药箱与神奇的银针⋯⋯但凡优秀的纪实性作品
，大多取决于内容的信息质量和真实程度。
    《援外手记——我在索马里的日子》取材不趋时、不跟风，另凿泉眼、别开生面——回望1978年的
非洲，身后是国门初开的中国，眼前是闭塞而又淳朴的索马里。
中国医疗队奔波于人道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理念夹缝之间，那些被人熟知或“鲜为人知”的困境与悖论
，为今天的读者创造了“陌生化”的效果。
纪实作品的优劣不在于信息量的密集度，而在于信息质的有效性。
有效信息方能保证作品的可读性、新鲜感与吸引力。
    《援外手记——我在索马里的日子》的真实性，则表现于语言、细节、个人情感与认知的真实性。
在书中，作者的笔穿越了时光隧道，将自己退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当年的国内
外历史背景、真实描述索马里的自然地理环境与风土人情、忠实记录中国医生们的辛勤工作及思乡之
情，包括异国他乡的批判会、中国式思维与外国文化的冲突⋯⋯看似信手拈来的小故事，细细品味，
也都别有意趣。
    人的一生中经历的许多往事，都已被时光磨损或淡忘，而那些被珍存至今的故事，必然是生命中最
为刻骨铭心的记忆。
洪立兄曾经勇敢地抛掷在非洲之角的青春时光，逾至花甲之年，终被他一笔笔唤回。
在那些娓娓道来、亲切平和的字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在异国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的成长——在
救治他人的过程中，如何领悟爱的启蒙；如何学习助人、爱人、阅人；如何懂得珍惜和尊重生命，并
在给予和付出中获得快乐，逐渐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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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去70年代“援外”的国家意识形态外衣，我们看到了跨越国界、阶级、民族的人性之光和大美大爱
。
或许，这正是打动并感染了今天的年轻读者之处。
    书稿中偶然提到一些对“援外”工作谨慎而委婉的质疑之语，其中隐含的话外之音，有待读者慢慢
品味思考。
好书既没有句号也没有答案，只有潜伏的问号。
愿读者在问号中成长，就像很多年前，那位睁大好奇的眼睛、行走在索马里海岸的那个中国青年。
    在唤醒非洲之角记忆的同时，我们还能唤醒别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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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用平实的手法，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索马里的人文地貌，风土人情，当年医疗队员的生活，工作
，情感。
生动的描述如同一幅幅画面展现在我们面前，阅读性很强，从未踏上过非洲这块土地的人看了会有一
个真实的了解和体会，曾经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会有切身的感受和回忆。
书中描述的是许多年前的往事，但我们仍然关心书中人物的命运，现在他们都过得好吗？
祝愿他们还有再相聚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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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洪立  1947年8月16日生，卉林师范学院英国语言文学系本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
1980年以前曾任吉林省新站康复医院人事于事，中周援索马里医疗队英文翻译，1980—1985年任吉林
人民出版社编辑、副总编辑、吉林省出版局副局长，1988年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外事司司长，1991年任
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总经理，1996年任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中国驻新加
坡大使馆公使衔经济商务参赞，2004年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副书记、副总裁，2009年任盛大文学有限
公司首席版权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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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烫伤不眠之夜遭遇非洲水果大龙虾、鸵鸟蛋会唱高音的212吉普车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使馆受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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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永远地告别母亲    1978年3月中旬，一个寒冷的清晨，天还没有亮，我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顶着刺
骨的寒风，离开了温暖的家，踏上了远去非洲的援外之路。
    三十多年前，吉林市东部蛟河县半山区的3月，仍然是一片冰天雪地，山川、河流、建筑物、街道，
一切都还掩埋在厚厚的自雪之下。
我手上提着一个并不很大的提包，但走起路来分外吃力。
肆虐的西北风迎面吹来，让我喘不过气来。
双脚踩在雪地上，每一步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显得格外清晰、响亮。
    因为是新站通往吉林市的早班通勤车，又是始发站，车站上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
我独自一人登上了这列即将带我离开家乡、离开家人的火车。
车厢在站台上停了一夜，供应暖气的锅炉可能还没来得及点燃，感觉车厢里比外面还冷，像一个空荡
荡的冰窖。
随着一声沉闷的汽笛声，火车慢慢启动，我思绪的大门也随之打开。
两眼望着窗外慢慢掠过的山峦、树木、白雪，脑海中不断出现几天前回通化老家看望母亲时的情景。
    接到吉林市卫生局派我随吉林省医疗队赴索马里援外的正式通知之后，医院放了我几天假，让我回
通化老家看望母亲。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回老家，乘的也是这趟火车。
火车上，孩子们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姐姐一会儿拿出苹果梨(延边果农把苹果和梨嫁接起来的一种水
果，味道介于梨和苹果之间，水分很多，十分爽口。
那是那些年我们在漫长的冬季能够享受到的少数水果之一)，啃下一块，弟弟一会儿从小包里掏出点心
咬上一口，两个小家伙好不开心。
对于只有几岁的孩子来说，这的确是难得的享受。
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我和夫人的收入也非常可怜，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每月也只有几十块
钱，日子过得很紧巴，平时根本没有条件给孩子们买零食。
    两个小时之后，火车到达吉林市。
我们一家人在吉林市火车站换乘吉林开往通化的火车。
几个小时后，火车开始进入通化市界，看着儿时熟悉的家乡山水从眼前掠过，想着当年我一个人远离
父母到外地工作，如今带着妻小回家，马上就要见到阔别多年的母亲(父亲此前几年因病已经去世)，
而我也即将出国援外，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愉悦，同时充满无限的感慨，还有几分自豪。
火车上，一家人喜气洋洋，充满欢乐的气氛。
    然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那竟是我同母亲的最后一面。
在我们一家四口回到母亲身边的当天下午，母亲由于过度兴奋，同时为我即将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而
担心，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当晚便离开了我们。
从我走进家门，到母亲离我们而去，前后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
    面对躺在冰冷木板上的母亲，我悲痛万分，心如刀绞。
我的母亲，一生为家操劳，竟没有过上几天舒服日子。
本想出国回来后，条件好了，把母亲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没想到，竟是因为我，让母亲过早地离
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我们。
我至今不能原谅自己。
    沉思之中，不知不觉，天色已经大亮，吉林市的轮廓开始出现在列车的前方。
等待着我的，是吉林市卫生局为赴索马里医疗队组织的两天行前会议。
    揭开非洲之角的神秘面纱    自从1978年年初从小道消息听说，吉林省卫生厅将委托吉林市卫生局负
责组织赴索马里医疗队的消息之后，我便开始做援外梦，心中暗下决心，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干载难逢
的机会，要千方百计争取参加。
早在前几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的大学同学，一位高我两届、名字叫祁为俊的大师兄，被有
关方面选中，派往非洲参加坦赞铁路的援外项目，担任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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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简直是爆炸性的新闻，在同学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时被传为佳话。
那时我就梦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有机会援外，做一名光荣的援外战士。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在通过人事渠道，主动、提前向吉林市卫生局报名参加医疗队的同时，我开始查阅资料，研究索马
里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全面了解索马里，同时也了解非洲的有关情况
。
随着了解到的信息的不断增加，非洲之角的神秘面纱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地揭开。
    索马里位于非洲东北部，国土面积63万多平方公里(比法国面积还要大将近10万平方公里)，当时人
口约为400万(索马里现在的人口已经接近1040万)，首都摩加迪沙。
由于地处非洲东北部，国土形状像一个阿拉伯数字“7”，形成了非洲大路向东北方向伸出的一个角
，所以，索马里又称非洲之角。
同索马里相邻的国家有3个，西北部的吉布提、西部的埃塞俄比亚和南部的肯尼亚。
北部同南也门隔亚丁湾相望。
    历史上的索马里称为索马里兰。
19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瓜分索马里，吉布提被法国人占领，北部地区成为英国的保护地，意大利则
控制了南部地区。
因此，北部地区除了索马里语和阿拉伯语之外，英语非常流行、普遍。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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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那些娓娓道来、亲切平和的字句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在异国贫瘠的土地上艰难的成长——在
救治他人的过程中，如何领悟爱的启蒙；如何学习助人、爱人、阅人；如何懂得珍惜和尊重生命，并
在给予和付出中获得快乐，逐渐走向成熟。
    在唤醒非洲之角记忆的同时，我们还能唤醒别的什么?    ——著名作家张抗抗    读这本书能增强对“
帮人就是助己”的认识，更珍惜友情，更坚定以有效劳动参与改革不合理国际秩序、为全人类谋幸福
的理念和决心。
    我喜欢这本《援外手记》，愿意向读者推荐。
    ——著名外交家李肇星    周洪立先生通过一系列的文章和图片，生动记录了中国医疗队当时在索马
里工作和生活的情景，描述了当地居民与中国医护人员之问的友谊。
它必将在中索两国读者中得到良好反响，因为它彰显了中国医疗队的奉献精神和索马里人民与中国医
护人员之间的深厚感情，体现了中索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
    ——索马里驻中国大使尤瑟夫·哈桑·伊卜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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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周洪立所著的《援外手记(我在索马里的日子)》，文字朴素，叙事平实，一字一句老老实实讲述遥远
的故事，文中并无夸饰惊人之语，却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阅读亲切感，令人如闻非洲的鼓乐之声香蕉之
醉，亲见黑肤皓齿明眸的索马里人之美，重温中国医疗队简陋的药箱与神奇的银针⋯⋯但凡优秀的纪
实性作品，大多取决于内容的信息质量和真实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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