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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我们经常抱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而不是现代的中国。
那么也可以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的非洲，也还停留在历史的回忆和不同程度的想象之中。
这与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大陆的进步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格格不入。
    大多数中国人对非洲怀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
冷战时代，中国人曾经“勒紧裤腰带”援助“非洲兄弟”，而非洲国家则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
从经济困难时代的“革命友谊”到2000年成立“中非合作论坛”，中非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政治互信、
经贸合作逐渐扩展到了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发展更是为加强中非之间
的交流合作提供一个机制化的战略平台。
与非洲的关系，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身份标志，也是中国人构建自己外交蓝图的重要支柱。
    然而，普通中国人要建立对于非洲的真正了解并不容易。
从空间的维度上看，中国与非洲远隔万里，非洲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中那个神秘大陆；从时间的维度
上看，虽然中非间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中国汉代，但是中非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经常性交往却是从新
中国成立之后才开始的。
如此短暂的六十年时间，如此遥远的距离，中非之间要取得真正深入的了解实属不易。
    世界政治的现实也加大了中非关系的复杂性。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非洲大陆本身就是一块矛盾丛生的地方。
中国人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国家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如何被动地卷入“苏丹问题”、“津巴布韦问题”
；2011年，北非的政治动荡也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即便是飞速发展的中非经济关系也似乎
不那么简单。
2001—2010年，中非贸易年均增长30％左右，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然而，中非关系的迅猛发展却加深了西方大国的紧张情绪，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和援助活动有时被贴上
“新殖民主义”标签。
今天，我们一边听到非洲很多地方在热情地谈论“中国模式”，另一边又看到西方的报纸在批评中国
公司如何在非洲“掠夺资源”，并拒绝融入当地社区。
    因此，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了解非洲不能继续停留于一种对“域外风情”的兴趣。
尤其是对那些希望走向非洲的中国企业和组织来说，这种了解必须囊括非洲当代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以及对当地生活方式、人文土壤以及文化传统的全面理解。
    因此，我相信朱曼君作为一名中国驻非洲记者，她的这本书可以给中国读者传递一些直观的非洲印
象。
从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创下通货膨胀世界纪录的津巴布韦，那里的人民如何坚韧地生活；我
们也能看到中国在非人员的艰苦工作和付出。
我想，在学者和媒体都在“分析非洲”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通过驻非记者的眼睛，更多地“看见非
洲”。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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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我们经常抱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而不是现代的中国。
那么也可以说：今天大多数中国人眼里的非洲，也还停留在历史的回忆和不同程度的想象之中。
这与中非关系的发展、非洲大陆的进步和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格格不入。

这本《我在非洲当灰领》，是一个年轻女记者朱曼君非洲生活、工作的奇妙亲历。
作者的非洲故事生动、活泼，很好读。

《我在非洲当灰领》以传奇般的经历和精妙独到的文笔，向我们铺展出一个五彩斑斓的21世纪的新非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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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曼君，80后女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职驻外记者，精通日、英两门外语，喜爱吟诵中国古典诗词
，但最爱却是探究各种纷繁的国际问题背后的故事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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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哈拉雷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哈拉雷是一座正在经受磨难和考验的城市⋯⋯    不知不觉，已经在哈拉
雷生活了几个星期，开始学着了解这座城市。
记得刚到哈拉雷，我总是喜欢晚上跑到院子里，昂着头去寻找传说中南半球星空标志性的南十字星，
无果；到后来才知道，南十字星的最佳观测时间是每年的5月，在11月，很难找到全天88个星座中这最
小的一个。
这段小插曲其实和我对哈拉雷这座城市以及津巴布韦这个国家的感觉很像——慕名已久，觉得很亲切
，但对于真实的她，却还只是一知半解，看不真切。
    刚到哈拉雷那两天，去的几家超市基本都是空的，着实体会了一把什么叫“物资紧缺”。
站长有时会指着街边正抱着个超大玻璃可乐瓶的人对我说：“现在能喝上可乐的，基本上都是富人了
。
”很快，我就有机会领会了他所说的意思。
    到津巴布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们去媒体管理委员会办记者证，之后又去移民局报到，办临时工
作许可证。
一个上午跑下来，两个人口干舌燥的，好不容易在市中心一家还在营业的街心小店发现了冰镇可乐，
可价钱居然要到3美元一罐。
合计一下，觉得还是用津元买比较合算。
正打算付钱，站长忽然一声大叫：“哎，我要是不给刚才那个要饭的津元就好了，正好差两万。
”    无奈，我们又跑到一家超市，几乎就在发现可乐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了冰柜上大大的“No empty
，No drink”的标志。
原来，津巴布韦本地产的瓶装可乐要比从南非等其他国家运过来的罐装可乐便宜很多，唯一的问题是
，没有空玻璃瓶就不能买瓶装可乐。
就这样，折腾了一个上午，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家烧水喝。
    当然，这也只是刚到哈拉雷那会儿，自来水还可以喝，现在觉得那样的生活其实也很幸福。
随着雨季的到来，哈拉雷郊区开始流行霍乱，造成疫情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饮用不干净的水。
由于缺少足够的消毒剂，为了保证居民用水安全，几乎每天津巴布韦自来水公司都要停掉几个小时的
水——我们站里的情况还算是好的，一个朋友告诉我，他家里水一停就是一个星期。
好不容易盼到水来了，水管里流出来的，却往往是泛着淡淡绿色的液体，经常还散发着奇怪的腥味，
喝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随着城市供水越来越紧张，瓶装的矿泉水成了哈拉雷超市里最紧俏的商品。
从上星期开始，已经很难找到两升的大包装矿泉水了，而最近这次去超市，虽然各种碳酸饮料和果汁
都还有货，但无论大小，再也不见矿泉水的踪迹。
    无奈，今天早上还是烧开了自来水沏咖啡。
浓浓的咖啡香依然掩不住水中飘来的消毒水味道。
向站长抱怨了几句，他却很兴奋地对我说：“看来他们总算买到消毒剂了，这下可以放心地喝了。
”    自从津巴布韦政府陆续允许商店收美元，哈拉雷物资短缺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虽然大
部分东西比国内都要贵上几倍乃至几十倍，但只要有美元，好歹吃的用的大概都有得买了。
  唯一例外的，是面包。
几乎在所有超市，面包都必须用津元付款，我猜这是当地政府出于保障本国普通民众生活而做的硬性
规定。
    我刚到津巴布韦的时候(10月20日)，记得一个长条切片面包的价格是5万津元，那时市面上能见到的
最大面值的纸币也就是5万，而且政府规定每个津巴布韦人每天可以从银行提取的现金上限也正好是5
万津元。
很多人在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前面排几个小时的队，好不容易钱到手了，超市里的面包却已经卖完了。
等第二天再来买，津元又贬值了。
如此循环，让我时常暗自替哈拉雷的市民们捏把汗，不知道他们每天都是靠什么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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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5日，再到超市。
长条切片面包已经涨到了121万津元一条，而付款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传说中的一百万一张的新币，
按照政府的规定，这时一个人每天已经可以从银行取款50万津元了。
虽然表面上，取款的上限变成了一个月前的10倍，但是10月底的时候，每天取的钱还可以买_个面包，
而现在，却要攒3天才能买一条面包。
哈拉雷街边有两个地方是一定会排大队的——自动提款机和长途公共汽车站。
可就算取到津元现金，到收津元的店里买吃的，又谈何容易啊。
    不久，风云再变，一夜之间我们常去的一家收美元的超市里所有的蔬菜和肉都不见了，一张大大的
告示上写着：政府规定只有进口产品才可以支付美元。
一个人高马大的中年白人冲着我跟站长喊：“看看这就是穆加贝干的好事，跟你们政府说，他不是个
好人，你们不要支持他！
”初来乍到，穆加贝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但还不习惯津巴口音英语的我着实被这位突然冲出来大吼
大叫的大叔吓了一跳。
站长赶快拉我走开，  “津巴很多白人都这样，黑人怕他们，他们对人讲话习惯颐指气使的。
”    前两天，在津巴布韦官方媒体《先驱报》上读到一条消息，说是下个月预定要召开有5000名代表
参加的国民大会，但是由于资金方面出现了问题，所以号召大家募捐。
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民盟)负责财政事务的秘书卡里曼泽拉说，现在想要知道
会议到底需要花费多少钱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便现在给出了报价，到下个月初会议召开的时候，也不
知道又要在最初的报价后面再加几个零了，所以他呼吁大家用实物募捐，还具体给出了牛和鸡蛋的例
子。
    到哈拉雷前，听到过无数关于津巴布韦站的传说，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也最让兄弟站羡慕嫉
妒恨的一条，是说站里有两辆非常棒的名车：一辆宝马，一辆奔驰。
    没到津巴布韦的时候，我就知道，宝马早已作古；而传说中的奔驰也跟我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传说中，我们的奔驰很大，开起来很拉风；现实中，我们的奔驰一点不比北京的哥的坐骑伊兰特宽敞
，保险杠很勉强地挂着，挡风玻璃被碎石敲出了裂痕，空调几乎不能用了。
因为经济制裁的原因，现在哈拉雷根本找不到奔驰的配件，上一次保养已经是将近两年前的事了。
尽管这样，在哈拉雷安顿下来后，我还是发现生活真的离不开这辆略显破旧的奔驰。
    刚到站里，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我们时断时续的网络和比蜗牛还要慢上好几倍的网速，于是决定
找网络公司投诉。
在大约四五次登门拜访和两三次电话骚扰之后，好消息终于从网络公司传来：明天上午九点半我们派
人查看。
    第二天，我早早起床梳洗、收拾屋子，精心准备迎接这位难请的贵客。
可直等到1 1点都过了，人还是没到。
于是下午开车杀到网络公司“兴师问罪”，服务台小姐一句话，让我一下子不知道该如何反应：“说
好了九点半来接，我们的人等了你好久，可你一个上午都没露面。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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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创下通货膨胀世界纪录的津巴布韦，那里的人民如何坚韧地生活；我
们也能看到中国在非人员的艰苦工作和付出。
在学者和媒体都在“分析非洲”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通过驻非记者的眼睛，更多地“看见非洲”。
    ——中国人民人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金灿荣    这本书，是一个年轻女记者非洲生活、工作的奇妙亲
历。
作者的非洲故事生动、活泼，很好读。
在书中，作者也谈到其对非洲政治深层的观察。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非洲入门书。
    ——日本杏林人学政治学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旅日国际政治学者刘迪    一个“不靠谱
”的小女子，用清新幽默的笔触，描述了她在南部非洲当记者时遇到的那么多“不靠谱”的事情⋯⋯
它像一杯清茶，勾起了我对自己在肯尼亚常驻三午的种种经历的回忆。
很羡慕，真想自己也写一本!此书不长，但浓缩的是精华，估计会颠覆许多人对非洲的传统印象。
读了就知道，您慢慢品⋯⋯    ——环球资讯广播副总编、资深媒体人、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肯尼亚
记者江爱民    作为游历过非洲的人，往往很难被描述它的文字所征服，如今却被一个午轻的记者长长
驱直入，她以传奇般的经历和精妙独到的文笔，向我们铺展出一个五彩斑斓的21世纪的新非洲，我愿
意由这样“一颗年轻智慧的心引领着，走进非洲，走出非洲。
    ——《武汉晚撤》高级记者、第三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  范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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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我在非洲当灰领》，是一个年轻女记者朱曼君非洲生活、工作的奇妙亲历。
    她的这本书可以给中国读者传递一些直观的非洲印象。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非洲入门书。
    从她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往创下通货膨胀世界纪录的津巴布韦，那里的人民如何坚韧地生活；
我们也能看到中国在非人员的艰苦工作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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