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龚元兴访谈录

2 0 1 0 年 7 月 1 7 日 , 中 国驻塞 内加尔特命全权大使龚元兴先生专访非

洲研究院 , 在与院师生座谈后 , 在非洲研究院二楼接受了本院徐薇博士的

专访 。 龚大使从事对非工作 3 0 多年 , 先后在几内 亚 、 摩洛哥 、 塞 内加尔

三个非洲 国家担任大使 , 在非洲长驻的 时间达十五六年 , 有十分丰富 的对

非工作经历和真切感受 。 下面选登的是部分访谈 内容 。

徐 ： 龚大使您好 , 非洲欢迎您到非洲研究院指导工作 , 也很荣幸能采

访您 , 您有丰富的对非外交工作经历 , 首先请谈谈您的个人经历 。

龚 ： 我 1 9 5 2 年生于上海 , 在上海外 国语学院附 中读 书 , 以前杨 洁篪

部长也是在这里读书的 。

“

文革
”

的 时候到农村插 队 , 后来进人复旦 大学

法语系 ,
1 9 7 4 年毕业 , 之后分配到外交部 。 去的 第一个非洲 国家是尼 日

尔 , 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 , 气候炎热 , 1 9 7 4
—

1 9 7 9 年在尼 日 尔待 了五年 。

回 国后进入外交部翻译室 , 从事翻译工 作 。 翻译是一项 崇高但艰苦 的 工

作 , 曾多次给邓小平当 翻译 。 那段时间 , 我从邓小平身上学到 了 三个重

要品 质 ： 第
一

, 对 国家 、 人 民 高度负责的精 神 ； 第二 , 对工作严谨 、 细

致 的态度 ； 第 三 , 处理分析问 题时的能力和水平 。 中 间还去法 国学 习两

年 。 1 9 9 6 年重新 回到使馆 , 担 任参 赞 ；
2 0 0 1 年被 江泽 民 主席任命为几

内亚大使 ；
2 0 0 1

—

2 0 0 4 年在几 内亚 任大使 ；
2 0 0 6

—

2 0 0 9 年在摩洛 哥任

大使 ；
2 0 0 9 年 以后 担任塞 内 加尔 大使 。 到 现 在 , 差不 多在非洲工 作了

1 5 年 。

徐 ： 几内亚是撒哈拉 以南非洲第
一个与 中 国建交的 国家 , 摩洛哥在北

非地位特殊 , 塞 内加尔与 中 国关系经历过波折 , 而您担任过中 国驻这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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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 , 您对这三个 国家最深刻的 印象是什么 ？

龚 ： 几 内亚这个国家 , 独立时的领导人是塞古 ？ 杜尔 , 他在领导国家

独立上作出 了很大贡献 , 但是在经济建设上建树不多 , 盲 目走不符合国情

的所谓
“

社会主义道路
”

,
1 9 8 3 年去世 。 他去世后 , 孔代上 台 , 但也未能

完全纠正此前的错误路线 , 导致几内亚这样一个资源丰富 的 国家
一

直很贫

困 , 年人均 ＧＤＰ 3 0 0 美元是典型的
“

捧着金饭碗要饭吃
”

。 不过 , 几 内亚

自 然条件非 常好 , 年 降水 量 3 0 0 0 毫米 , 有 大片 森林 , 富铝矾土 和铁 矿 。

1 9 5 8 年 , 中国和几 内亚建交 , 当时是杜尔总统采取 的主动 , 他是一个激

进的革命家 。
1 9 5 5 年万隆会议以 后 , 中 国 在亚非 拉国 家 中 的 影响增 强 ,

几 内亚独立后希望和中 国人民发展关系 。

2 0 0 6 年我到了 摩洛哥 , 这是一个君主立宪制 的 国家 , 隔着地 中海和

大西洋与欧洲遥望 。 与西班牙仅 隔着 1 4 公里的直布罗陀海峡 。 这是一个

管理严谨的 国家 。 穆罕默德五世领导 国家实现独立 , 之后是哈桑二世执政

到 1 9 9 9 年 , 现在 的 国王是 穆罕默德六世 。 摩 洛哥景色 秀丽 , 气候宜人 ,

社会井井有条 , 发展很迅速 。 这里人 民生活水平很高 , 人的素质也相应较

高 。 摩洛哥主要的经济来源是 ：
磷酸盐 、 旅游 、 侨汇 。 这里生产的橙子又

大又甜 。 中摩感情很好 , 摩洛哥政府重视发展与 中 国的关系 。 我离任的时

候 , 当时的首相亲 自 为我举行送别晚宴 , 在 中 国大使馆 举行的离任招待

会 , 摩洛哥首相也参加了 。

2 0 0 9 年 6 月 , 我赴塞 内 加尔任大使 。 它的 首都达喀尔是汽车拉力赛

的 终点站 。 塞 内 加尔的位置十分重要 , 以前法 国殖 民者统 治西非 的时候 ,

统治中心就在塞 内加尔 , 从这里辐射管理整个西非地区 。 1 9 7 1 年 塞内加

尔与中 国建交 , 但到 1 9 9 6 年的时候 , 因为台湾 的金元外交 , 于是与 中 国

中断外交关系 , 而与台 湾
“

建交
”

。 不过这些已经成为历史 了 。
2 0 0 5 年 1 0

月 中塞复交 。 这与 中 国 国 际地位的提升 , 经济发展 的成就和对非洲影响力

的加强密不可分 。 复交后 ,
2 0 0 6 年瓦德总统访华 , 同年还参加 了北京 峰

会 。 2 0 0 9 年 2 月 , 胡锦涛主席访问 了塞内加尔 。

徐
： 您如何评价瓦德总统 ？

龚 ： 就是瓦德总统决定与 中 国复交 的 。 我 上任递交 国书 的 时候 , 瓦

德总统对我说 , 他对 中 塞之 间 的 合作 十分满意 。 现在瓦德总统 已经 8 4

岁 了 , 是一个非常有激情 的理想 主义者 , 也是一个泛非 主义者 。 他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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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 国 考虑 , 也站在整个非洲 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 他很关注非盟发展问

题 , 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 问题 。 比如说 , 他提 出过修建
一

条从达喀

尔到东非吉布提的
“

绿色长城
”

, 以 防止撒 哈拉 沙漠 的威胁 , 这是非常

理想化 的一种主张 , 实施起来有很大 困难 , 不过瓦德总统还是在不 同场

合都呼吁他的主张 。 瓦德总统在上 台之前 ,

一

直是反对党 , 几次竞选都

失败了 , 但是他
一

直都没有 放弃 , 终 于在 1 9 9 7 年竞选总统 成功 。 在瓦

德之前 的塞 内加尔总统是塞 内 加尔进步党的迪乌夫 , 这个总统在后期与

中 国断交 ； 塞 内加尔 民主党的 瓦德上 台后 , 与 中 国复交 。 这是 中 国外交

的一个重大胜利 。

徐 ： 在您看来 , 塞 内加 尔这个 国 家有 哪些 发展 的有 利条件和 制约

因素 ？

龚 ： 塞内加尔经济发展主要 的制约 因 素是资源 比较短缺 。 但塞 内加尔

人很聪明 , 接受西方的东西速度很快 , 也搞起了 民主制度 , 媒体也十分开

放 , 管理上效法西方 , 也 比较完备 , 就是 因 为资 源短缺 , 限制 了 它 的发

展 , 所以现在塞内加尔在不断探矿 。

塞内 加尔法律 比较完备 , 管理水平先进 , 与其他非洲 国家相 比 , 属于

中上水平 , 人均年 ＧＤＰ 为 1 0 0 0 美元 。 另外 , 塞内加尔的基础设施也 比较

完备 , 高速路 、 机场 、 港 口 的水平都很高 , 现在还在搞太阳能发电站 。

’

在

改善投资环境上 ,
总的来说 , 塞内加尔做得不错 。

徐 ： 塞内加尔是西非很重要 的法语国家 , 中塞现有那些合作项 目 , 您

如何看待中塞关系 的现状与未来 ？

龚 ： 目前中塞关系发展势头 良好 , 高层交往频繁 。 中 国帮助塞 内加尔

修建了 国家大剧院 , 里面有 1 8 0 0 个座 位 , 预计 2 0 1 1 年初就完工 。 此外 ,

中 国还 帮助塞 内加尔修了 1 1 个地 区体育场 ； 还修建医 院 、 学 校 , 并提供

药品 ； 向塞 内加尔提供了  5 0 辆高级红旗车 ； 还计划帮助塞 内加尔修建
一

个
“

黑人文明博物馆
”

。

中 国还开展对塞内加尔 的优惠贴息项 目 , 目前塞 内加尔供电量不足 ,

线路老化 , 中 国帮助实施首都达喀尔及郊 区的输变电 网改造项 目 , 对老化

的供电 系统进行改造 。 中 国还帮助塞 内加尔更换公交车的配置 , 组装 了
一

批金龙 客车 。 中 国公司在塞承包工程 , 包括公路 、 桥梁 , 尤其是成立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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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 进行鱼捕捞和加工的活动 , 并将这些鱼出 口到欧洲 。 这些活动都促

进 了塞 内 加尔的就业 。

下一步 , 中塞关系 的发展主要是在政治上要继续加强互信 , 加强在国

际政治舞台上的相互合作 , 在经济上扩大贸易 , 目前双边贸易 只有 5 亿美

元 , 还很少 。 还要加强人文交流 , 中塞两 国间 目前学者交流很少 , 未来可

以进一步加强 , 在这方面我可 以发挥促进作用 。

徐 ： 在您看来 , 中塞关系 发展的优势与障碍是什么 ？

龚 ： 优势包括 ： 第一 ,
中塞有着传统真诚 的友谊 。 第二 , 双方经济上

有互补性 。 特别是 中国 的技术 , 是塞 内加尔所需要的 。 第三 , 人文交往 。

双方有着共同 的历史遭遇和相似的命运 , 许多东西是可以相互沟通 、 交流

和借鉴的 。

主要 障碍有 ： 塞内加尔全国 1 2 0 0 万人 口
, 但是缺乏资源 , 技术也十

分落后 ； 中塞相隔遥远 , 联系不便 ； 签证手续复杂 , 塞内加尔对中 国人的

签证发放有严格限制 , 现在中 国在塞的工程量加大 , 但是 中 国技术人员进

不来 , 就会影响发展 。

未来中塞合作的重点领域将会集中在 ： 第
一

, 技术领域 。 中国 的技术

水平符合塞内加尔实际 , 欧美技术反而无法让塞 内加尔消化吸收 。 第二 ,

中
’

国将会在塞 内加尔建立商品基地 , 促进 中塞商贸关系的进
一

步发展 。 第

三 , 工程承包行业 。 中 国将会 以优质低价的条件 , 获得更多的塞 内加尔承

包合同 。 塞内 加尔接受 的援助很多 , 需要 中 国公司帮助落实这些项 目 的建

设与开发 。 第 四 , 高端产品的 贸易 。 塞内加尔因购买力有限 , 中 国的输出

商品多是 中低档 的 , 形成 了 中 国产 品质量不好 的形象 。 发展高端产品 贸

易 , 也可 以改善中 国 的形象 。 现在塞 内加尔 已 经开通了3 Ｇ 业务 ,
1 0 0 ％

的技术和设备都是 由 中 国华为集 团提供的 。

徐 ： 塞内 加尔 曾 是法 国 的 殖 民地 , 它 现在 与法 国 还有 什 么特殊关

系 吗 ？

龚 ： 法国和塞 内加尔 , 以前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 , 它们一个是宗主

国 ,

一个是殖民地 。 塞 内加尔独立以后 , 虽然要维持独立 , 但又要依赖法

国 , 体现 出
一种既抗争又依赖的关系 。 现在塞内加尔大量商品还需要从法

？

国进 口 , 虽然对法国不满 , 但也离不开 。 两 国人文艺术方面的交往也很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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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 赴塞内加尔旅游的人 中有
一

半是法国游客 。 现在从塞内加尔飞到其他

国家 , 航线也要经过 巴黎 。

目前还有上百万塞内加尔 的非法移 民在法 国居住 , 让法 国十分头疼 。

塞内加尔人有时候 自 己 划着独木舟偷渡 , 从塞内 加尔划到加纳利群岛 中

转 , 在茫茫大洋上 , 很危险 , 现在法国 和塞内加尔等 国 已 经签署协议共同

打击非法移民 。 此外 , 毒品 问题 、 武器走私问题也十分严重 。 塞内加尔 国

内还有分离主义运动 , 南部有个卡萨茅斯分离 组织 , 经常制造抢劫袭击 ,

到处埋设地雷 , 他们就是追求独立 。 不仅塞内加尔人侨居法国 , 有很多法

国人也侨居塞 内加尔 , 控制这里 的经济社会生活 ,
2 0 1 0 年 4 月 , 塞 内加

尔收回 了法国在其 国土上的基地 , 但是法军仍然驻扎在这个国家 。 塞内加

尔各个部 门有很多法国顾问 。 可见双边关系是多么密切 。

徐 ： 在西非地区 , 塞内加尔地位怎样 , 与周边 国家关系如何 ？

龚 ： 塞内 加尔是法 国在西非的统治中心 。 殖民时期 的文化 、 教育 、 卫

生等事业都主要在达喀尔开展 , 经济上的商品贸易也是通过达喀尔转运西

非其他法属 国家 。 在航空上 , 达喀尔也是西非其他 国家的中转站 。

塞内加尔外交十分活跃 , 在西非地 区和非盟中 的影响也不小 。 塞内加

尔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整体而言还是很好 的 。 与马里 、
几内亚 、 科特迪瓦都

有 良好的关系 。 西非国 家发生什么 冲 突 时 , 瓦德总统都会去调解 。 目 前 ,

塞内加尔和几 内亚比绍还存在着边界纠纷 , 同 冈 比亚的关系也很紧张 。

一

方面 , 冈 比亚要保持独立 , 但塞 内加 尔却希望能 与 冈 比亚组成
“

联邦
”

,

虽然双方对立 , 但是又相互依存 , 与冈 比亚的关系时好时坏 。

徐 ： 塞内加尔外交
一

直比较活跃 , 目 前它 同欧美 、 日 本的关系如何 ？

龚 ： 塞内加尔是法语国家 , 与英美等 国关系不如与法国 的关系那样密

切 。 非洲 国家的特点是 , 无论去哪里 , 飞机都会首先飞往原来的殖 民宗主

国 中转。 近年来非洲
一

体化的步伐加快 , 增加 了不少航线 , 从一个非洲 国

家飞到另 一个非洲 国家就不需要 中转欧洲 了 。 西非地 区无论是法语国家 ,

还是英语 国家 , 总体上是很团结的 。 未来非盟将会在
一

体化问题上发挥更

大的 作用 。 中非关系 是基于友好平等基础上的 , 而欧美与非洲 的关系是
一

种家长与子女 的关系 。 中非关系是一种在共同反对殖 民主义斗争中建立起

来的情感 , 当时中 国不仅给非洲 国家以道义上 的支持 , 还在军事 、 经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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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实际的支持 。 日本最近对非洲的投入很大 , 以前非洲人说起 日 本 ,

只知道 日本人是旅游者 , 现在 日 本加大对非投人 。 这可能是出于两方面 的

原因 ： 第一 , 非洲的票仓 , 日 本争常任理事国 , 需要非洲国家的支持 ； 第

二
, 与 中 国竞争的考虑 , 中非关系 的蓬勃发展 , 剌激了其他国家开展与非

洲 的合作 , 其中也包括 日 本 。

徐 ： 您如何看待非洲 的 民主化与发展问题 ？

龚 ：
2 0 世纪 9 0 年代的 民主化浪潮 冲击非洲 ,

ＩＭＦ ( 国际货 币基金组

织 ) 和 ＷＢ ( 世界银行 ) 等机构 搞的 结构调整计划等都导致 了 非洲的 动

荡 , 但经过近 2 0 年 , 今天的 非洲 日益走 向稳定 。 虽然现在还有
一些局部

动荡或政变 , 比如 2 0 0 8 年 的尼 日 尔和几 内 亚 , 但是这与 2 0 世纪 7 0 年代

前后政变的频繁程度相比 , 已经大大减少 了 。 我认为 , 在今天的非洲 , 民

主是
一

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 民主对非洲好不好 ？ 肯定是要 比独裁好 。 实现

宪政 民主 , 政局逐渐稳定 , 也使得近十年来 , ＾洲经济发展也不错 , 在西

非地 区 , 连续九年 以 5 ． 4 ％的速度在增长 。

目前非洲存在 的 问题是 ： 非传统 安全 , 如恐怖主义 、 武器走私 、 贩

毒 、 绑架等问题严重 。 达喀尔汽车拉力赛就是因为恐怖主义问 题而被迫转

移到美洲 。 经济上 , 非洲经济基础薄弱 , 工业化程度不高 ； 贫富两极分化

严重 ；
教育 、 医疗不发达 , 科技水平低 , 民众素质不高 。 塞内加尔是比较

有文化修养的 国家 , 经常举办世界黑人艺术节 , 文化活动很多 , 但是教育

上不去 , 素质提高不 了 。

徐 ： 从 1 9 7 4 年第
一次到尼 日 尔做外交官 , 三十多年来您在多个非洲

国家工作过 , 见证了 中非关系 的进程 , 总结起来 , 您觉得 中非关系有哪些

特点与优势 ？

龚 ： 中非关系 的特点 十分鲜 明 , 特点是 ： 真诚 、 平等 、 共赢 、 守信 、

^

务实高效 。 塞内加尔总统瓦德认为与西方交往 , 要求援助 , 西方会提出 很

多要求 , 等十 年 、 二十 年也 未 必能 解决 ； 而 与 中 国 , 几个 月 就能解决

问题 。

具体来说 ,

一是真诚 。

一

国走什么道路 , 中国不干涉 。 中 国现在也不

发达 , 人均 ＧＤＰ 排世界第 1 0 5 位 , 还有 5 亿人 口 生活在贫困 线以下 。 但

是对外援助 , 对非洲的援助是非常可观的 。 二是平等 。 历史上 中 国从不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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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霸权 。 1 5 世纪的时候 , 中 国 ＧＤＰ 占世界 总量 的三 分之
一

, 郑 和下 西

洋 , 带去的是礼物 , 而不 是战争和 征服 。 三是共赢 。 互利共赢 , 开放 透

明 , 给双方带来 了 实实在在 的好处 。 中国企业不断在非洲拓 展承包 、 劳

务和商品市场 。 实事求是 地讲 , 中 国在非 洲得 到 的 比付 出 的 要多 得多 。

中 国帮助非洲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 还促进非洲基 础设施建设 ,

并促进 了 当地 的就业 。 中非 贸易 只 占 中 国 对外 贸 易 总额的 4 ％ , 中 国并

不追求 对非 贸 易 的顺差 。
2 0 0 7 年 非 洲免关税 输 华 商 品 有 4 0 0 种 , 到

2 0 1 0 年已 经 达到 4 0 0 0 种 。 如塞 内 加 尔 的 花 生 油 , 比 中 国 国 内 还卖得

贵 , 但是为了 促进塞 内加 尔对华花生 油 出 口
, 中 国还要提 供政府 补贴 。

中 国发展 中非经贸关 系 的
一个重要 目 的就是帮助非洲 国家提高 自 身发展

能力 。 中 国与塞 内加尔复 交 以后 , 向塞 内 加尔 提供 了 1 0 0 0 多个 培训名

额 。 华为在塞 内加尔做得很不错 , 在塞 内加尔 的 中 国渔业公 司 , 中 国工

人三 四十人 , 雇佣 当地工人 3 0 0 0 多人 。 四是守信 。 在金融危机 冲击下 ,

中 国 自 身受冲击 , 但对非援助不打折扣 , 八项对非举措一一落实 。 中 国

在与塞 内加尔 复交后 , 超 额兑 现 了 复交之初 的所有 承诺 。 五是务 实高

效 。 中 国在非洲建设 , 三班倒 , 非洲人是给加班费他们都不干 的 。 在非

洲 的工程技术人员 ,

一年休息
一

天 , 就是大年初
一的 那

一天 。 可见在那

么炎热的 环境 中 , 工人能吃苦 。

关于中非合作的前景 。 首先 , 中非合作帮助非洲搭上了 中 国发展的顺

？ 风车 。 中国对非洲资源需求增加 , 就让非洲在 欧美之外多了一个选择 , 有

了选择权 , 价格会上升 , 对非洲国家是有好处 的 。 中 国利用非洲 的资源 ,

但 同时也促进 了道路 、 工厂 、 医院和港 口 的建设 , 并且为非洲提供 了大量

的资金 、 技术和管理经验 。 其次 , 中非合作不 同于 以 往的合作模式 , 丰富

了合作 的内容 , 增加了不同 的 选择 。 中非建立的是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 ,

也带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更加重视非洲 。 再次 , 中 国的发展经验为非洲

提供了可借鉴 的发展思路 。

徐 ： 您觉得 目 前 中非关系进
一步发展面临 的障碍或问题是什么 ？

龚 ： 中非关系总体上是好 的 , 但也面临一些新问题 ：

第
一是政治互信 问题 , 相对于 2 0 世纪六七十年代 , 那 时有卡翁达 、

尼雷尔 、 塞古 ？ 杜尔等对 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 老
一代领导人 , 现在很难找

到这样 的非洲领导人了 。 今天的非洲媒体是开放的 , 受西方影响很大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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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 舆论上西强我弱 的情况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改变 。 中 国虽然重视开

展对非宣传 , 效果也是循序渐进的 , 不可能让非洲在
一

夜之间就改变对中

国 的看法 。 中 国也不要因 为人家说
一

句不好的 , 就激动地跳起来 。

第二是在经济上 , 中国发展了 , 非洲 国 家对中 国相应提出 了更高 的要

求 , 而 中国
一旦满足不 了 ,

一些非洲国家可能会有意见 。 非洲人访华 , 中

国人好面子 , 都领着人家在北京 、 上海参观 , 人家只看到中 国最好的 , 不

知道 中 国也有落后地区 。 以前援外都是把最好的拿 出去 , 现在援外是层层

转包 ,
工程承包也是层层转包 , 执行中就会 出 问题 。 另 外 , 中 国

一

些很不

好的东西也被一些公 司企业带到非洲 , 比如 恶性竞争 、 通过贿赂拿项 目 。

往往是低报价抢项 目 , 质量低打折扣 。

一些中 国企业不善于妥善处理劳资

关系 , 只会和政府打交道 , 不会和员工和当地 民众打交道 , 结果企业和当

地 民众的关系十分紧张 。 尤其是不守信用 , 拖延工期 , 生产的安全标准缺

乏等等 。 哪个监理说工程不好 , 就给谁行贿 , 堵谁 的嘴 巴 , 损害了 中 国 的

形象 。

另 外 , 中 国人与西方人的 交流也不够 , 我们有 时怕 见西方 人 , 怕对

话 , 不愿意与西方人打交道 。 其实 , 主动权在我们手里 , 我们想和谁谈 ,

谈什么 , 都可以控制的 , 没什么好怕的 。
要多鼓励 中外学术交流 , 促进双

方的相互理解 。

徐 ： 近来西方和非洲
一些媒体对 中 国坚持 的不干涉原则有批评 , 您怎

么看这个问题 ？

龚 ： 是的 , 这个问题有些复杂 , 现在有些非洲人也觉得不干涉原则行

不通 。 以西非经济共同体为例 , 那边有 1 5 个 国家 , 只要一 国 内部发生 了

政变 , 那么产生的难民 问题 、 政治 问题 、 经济问题都会波及到周边 国家 ,

而且一 国政变也会激发周边国家 的政变风险 , 因 此完全不 干涉 内 政是有

问 题的 。 非洲 现在提倡 的 是
“

集体干预
”

, 非 盟和西共体都贯 彻
“

集体

干预
”

的原则 。 所 以 中 国在这个问题上表态时要谨慎 。 不干涉 内政是原

则 , 但在实 际执行 中要充分考虑非洲 的情况 。 中 国不也派遣维 和人员 到

非洲么 ？ 我认为 , 基于人 民意愿和请求进行 的干涉 , 在很多情况下是值

得赞赏 的 。 在非洲 , 集体干预原则确实解决 、 缓解 了很 多危机 , 发挥 了

积极作 用 。





中 国 驻塞 内加尔大使龚元兴访谈录 3 6 1

徐 ： 您先后在三个 国家担任大使 ,

一

定有许多鲜为人知 的故事吧 ？

龚 ： 在非洲 的主题就是努力工作 , 发展中非关系 。 在非洲 工作有苦有

甜 。 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记不清多少次打摆子了 。 打摆子就是得疟疾 。 其传

播是通过蚊子进行的 。 蚊子咬了你 , 把疟原虫带到 血管里 。 非洲水很脏 ,

很容易传染各种疾病 。 得了疟疾如果治疗不及时 , 疟原虫就会爬到脑子里

面 , 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

我以前还在尼 日 尔见过一种病 , 叫
“

河盲症
”

, 是河水里的
一

种虫子

进人人体 , 就会失 明 。 很多非洲 国家说要在 2 0 1 5 年前消 灭疟疾 , 现在看

来困难很大 。 听说在刚果 ( 金 ) , 还有
一种虫子 ( 芒果蝇 ) , 会把卵产在晾

晒的衣服上 , 人穿了衣服 , 它的卵 就会钻到人的皮肤下面 , 等长大以后会

把皮挖破钻出来 。

给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 就是非洲人非常乐观 , 即使晚上没有饭吃 , 但

是下午还是可以载歌载舞 , 高高兴兴 的 。 中 国人则是 自 寻烦恼 的民族 。 不

过这可能也与 自 然环境有关 。 非洲到处都是野果 , 随便吃
一

个就可 以过一

天了 , 生存很容易 。

在非洲 , 吃菜也是个问题 。 大多数非洲人没有吃菜的 习惯 , 尤其不吃

绿叶菜 。 他们最多吃
一

点洋葱 、 土豆 。 那里物资很匮 乏 , 也买不到蔬菜 。

在摩洛哥的时候 , 使 馆有 2 万平方米 , 我们 就 自 己 种菜吃 。 那里条件很

好 , 种什么长什么 , 还长地很快 。 现在在塞 内加尔也
一样 , 无论什么工程

组 , 都是首先要解决吃菜的问题 。

徐 ： 您如何看待非洲研究土作 ？

龚 ： 我们做外交工作 , 是一种执行工作 , 做
一些调研也都是为 了更好

地执行外交政策 。 调研 的内 容也主要是所在 国 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情况 ,

因此多是以
一

些微观 的 、 国别 的调研为 主 。 你们研究院的调研 , 着眼学

术 , 有宏观性的调研 。 从事非洲研究 的学者 , 其优势是基础扎实 、 研究系

统 , 还能提出
一

些独到 的见解 。 在政策制订上 , 过去对学者的意见关注不

够 , 实际上有很大空间可以让学者发挥作用 , 政府应该大力加强对学者研

究工作 的支持力度 。

徐 ： 在非洲工作确实很艰苦 , 您对我们做非洲研究有什么建议 ？

龚 ： 我想第
一是要热爱非洲 , 热爱 自 己 的 工作 , 有敬业精神 , 就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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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各种困难 。 第二 , 要平 等对待非洲人 , 不 能对非洲人带有歧视性的看

法 。 中国也曾落后 , 不能 自 己稍微发展 了就看不起非洲 。 非洲是一块非常

有潜力的大陆 , 值得我们去研究 。 第三 , 做非洲研究一定要深人非洲 , 扎

根非洲 , 不这样做就无法了解非洲现实 。 第四 , 做学问
一

定要用心 。

( 责任编辑 ： 刘鸿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