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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60年代，我从外交学院被选派到驻法国使馆学习和工作。
那里是我步入外交征程的地方。
此后，长期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工作。
在任驻摩洛哥和驻突尼斯大使期间，岗位逼迫着我们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对外方针政策，了解、研究
驻在国国情及其历史文化，较广泛地接触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留意记下一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这本小册子里收集的多数篇什，是我和我的爱人张辉枏在驻摩洛哥和突尼斯期间和其后的记述。
我们把它一点一滴地留存为文字，也许对国内朋友了解外部世界有点帮助。
走马观花容易，深入了解一个国家很难。
加之受水平所限，我们的认识与看法难免肤浅和失之偏颇。
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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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多角度地记述了作者外交生涯中难忘的人和事，不仅记录了驻在国独具风貌的风土人情，还真实
地记载了与驻在国高层人士及平民的交往，如摩洛哥、突尼斯等独特的风俗及纯朴的民风，与摩洛哥
国王哈桑二世及穆罕默德六世等高层人士的友谊等，新中国外交官在外交第一线的风采可见一斑。
书中插有90多幅珍贵照片。
全书语言朴实，文笔流畅，内容丰富，引人人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一定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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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穆文，1942年出生，陕西旬邑人。
20世纪60年代初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入外交部工作。
先后在中国驻法国、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使馆工作。
曾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中国驻突尼斯兼驻巴勒斯坦大使。
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张辉枏女士是穆文大使的夫人，外交学院研究生，长期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工作，并
先后在中国驻阿尔及利亚、法国、摩洛哥和突尼斯使馆工作，曾任国务院外办处长、国务院办公厅局
长和驻外使馆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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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从“日落之邦”说起 一个多姿多彩的国度  浓重的花卉情结   话说柏柏尔人   犹太人与摩洛哥   黑
人后裔的来历   重礼好客的传统，  民风纯朴难忘怀   中国茶叶在摩洛哥   走进“磷酸盐王国”   认识摩
洛哥的窗口   拉巴特别墅区里的花墙   古城菲斯游踪   卡萨布兰卡趣闻   梅克内斯城和一代枭雄伊斯梅
尔   魅力无穷的杰玛福纳广场    哈桑二世清真寺   大力神造就的城市   “非洲洞”和海市蜃楼   著名渔港
阿加迪尔   吃在摩洛哥   斋月里的习俗   心悦诚服赞石榴   重新认识椰枣   气宇不凡的天堂鸟   摩洛哥人
的婚姻习俗   找对象也要赶大集   别具一格的婚礼   部落帐篷里的“茶道”   颇受青睐的纪念品   对哈桑
二世国王的第一印象    一次满怀深情的谈话    梅里姆公主给我颁奖    随佐赫拉公主去扶贫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向哈桑二世陛下做最后告别    初识穆罕默德六世国王    哈桑之后看哈桑    女性首次入阁受
欢迎    可敬可亲的人权斗士瓦扎齐女士    一个阳光灿烂的节日    一位平民首相夫人    费拉里夫妇向我们
倾诉衷肠    同柏柏尔姑娘联欢   一个小女孩的命名日   热爱中国的拉基德一家    诗人外交家斯卡里   使
馆雇员哈利玛和法迪玛    和同事们一道去“赶海”    我们使馆的“忠诚卫士”   三个“下马威”    阳台
种菜记    三道独特的风景线    参观巴赫里苗圃    达巴卡春季文化旅游节    小国家大旅游    布尔吉巴语言
学院有个中文系    幸福尽在分享中    跨进沙漠的门槛    异邦一品红    感念中国医疗队    我向阿拉法特递
交国书    回首当年起步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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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日落之邦”说起摩洛哥被称作“日落之邦”．这个名称的来历要从阿拉伯的兴盛和扩张说起。
公元7世纪时，称霸西亚的是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
中国历史上称它为“白衣大食”。
公元682年，阿拉伯帝国的远征军在奥克巴?本?纳菲厄将军统率下，从驻守在突尼斯的大本营出发，沿
地中海西进。
他们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
当他们行进至摩洛哥北部丹吉尔的海峡时，只见眼前一片汪洋，无法再前行，以为走到了地球的边沿
，太阳从这里的海面落下。
他们将这个地方叫做“马格里布”（Al-Maghrib），意思是这里是“遥远的西方”，即“阿拉伯西方
”。
或“太阳落下的地方”。
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认知能力，人们对大西洋秉持十分敬畏的态度，认为它是“黑暗的大洋”，不
敢问津。
因此，直到中世纪末以前，摩洛哥始终被认为是“已知世界之末端”。
只是在“新大陆”被发现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阿拉伯文里“马格里布”一字与英文的“Morocco”和法文的“leMaroc”都是指摩洛哥，摩洛哥和马
格里布是同一个意思。
后来，马格里布用做专有名词，除了指摩洛哥外，也用来泛称除埃及以外的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毛
里塔尼亚和利比亚等北非国家。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这三个国家都曾长期遭受外国殖民主义的统治。
只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先后实现独立。
所不同的是，突尼斯和摩洛哥被叫做“保护国”，维持着形式上的独立，阿尔及利亚则成为宗主国法
国的海外省，接受法国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
尽管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三国的共同点很多，也并不是没有差异。
幅员大小、人口多寡方面的差别自不待言，即使就各自国民的个性、传统和生活习俗来说，也各有各
的特点。
这既有历史方面的渊源，也同各自国家地域的不同和对外交往的程度有一定关系。
历史上，自从它们作为阿拉伯国家存在以来，均屡屡遭遇外族的入侵。
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之前，还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整整200年之久。
摩洛哥由于偏处“西方”，西濒大西洋。
北临地中海，从东北向东南又有里夫山脉和大小阿特拉斯山脉做天然屏障。
南面还同撒哈拉沙漠相连，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
因此，自8世纪建立起第一个阿拉伯王朝到19世纪中叶，摩洛哥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阿拉伯的传
统和习俗保持得比较完整，民风也显得更淳朴一些。
近现代历史上。
摩洛哥和突尼斯都曾进行过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摩洛哥的苏丹穆罕默德五世曾被法国殖民当局流放
，突尼斯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布尔吉巴曾被法国殖民当局多次投入监牢。
两国境内也都爆发过武装起义，开展过地下斗争，但毕竟没有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那样进行过
长期的武装斗争，付出了巨大的流血代价。
就国民的秉性而言，摩洛哥人和突尼斯人比较温和，而阿尔及利亚人，尤其是东部山区有长期武装斗
争传统的卡比里人，则要剽悍和倔强得多。
位于摩洛哥南面、撒哈拉沙漠西部的毛里塔尼亚’，五分之三以上的地区是沙漠和半沙漠．70％的居
民具有阿拉伯血统或阿拉伯文化语言传统，30％的居民系非洲黑人．是北非与黑非洲之间的过渡地带
，兼有后者的某些特征。
同突尼斯东南部接壤的利比亚，境内95％的地区是沙漠或半沙漠，是名副其实的“沙漠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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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中阿拉伯人占85％左右，柏柏尔人占5％，95％以上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的历史演进和上述三国相近，广义上的马格里布也将它们包括进去。
这五个国家于1989年2月成立了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计划逐步协调成员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实现地
区经济一体化。
进而在外交和国防等领域开展合作，最终实现阿拉伯统一。
由于各成员国在内外政策的取向上差异较大。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又因西撒哈拉领土的归属问题长期交恶，积怨较深，实现联盟的进程显得相当曲
折和困难，迄今取得的实际进展有限。
一个区域性联盟的美好蓝图还需要多方努力，走漫长的道路才能实现。
一个多姿多彩的国度如同它的建筑物墙体上随处可见的马赛克一样，摩洛哥可以说是用多种元素构成
的一个整体：多元，多样，多姿多彩。
多元的历史、文化公元前数千年，柏柏尔人即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
公元前13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迦南人迁徙到这里。
此后，来自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以及罗马人、汪达尔人、拜占庭人先后光顾过摩洛哥，且一度成为
统治民族。
其中罗马人统治的时间最长，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差不多700多年。
公元682年至684年，奥克巴．本?纳菲厄率领阿拉伯骑兵团征服摩洛哥，开启了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
延续至今，阿拉伯人成为摩洛哥的主体民族。
公元15世纪以后，欧洲列强先后入侵摩洛哥，不断加强他们在摩洛哥的势力和地位。
1912年，法国威逼摩洛哥与其签订“菲斯协定”，将摩洛哥置于“保护国”地位。
摩洛哥事实上被一分为二：北部里夫山区和南部的伊夫尼地区由西班牙托管，其他领土为法国的保护
地，丹吉尔则交由国际共管。
要了解摩洛哥的历史，就得这样分段、多元地去考察，因为它没有一以贯之的统一历史。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凡是在摩洛哥生活过的民族，无论是匆匆的过客，还是曾经发号施令的统治者
，都曾留下自己的足迹。
由于这个原因．摩洛哥的人名和地名便五花八门，有的来自腓尼基，有的源于古罗马，有的来自希腊
文，有的来自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英文、法文或德文。
摩洛哥的经典音乐叫安达卢西亚音乐，它是阿拉伯人在公元7世纪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西班牙南
部安达卢西亚期间所创制的音乐，带有浓郁的西班牙情调，因此被称作安达卢西亚音乐。
摩洛哥的国教是伊斯兰教，但也有少数居民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或犹太教。
在卡萨布兰卡和丹吉尔等城市．不难看到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比邻而立的景象。
多重的地理属性摩洛哥位于非洲大陆的西北端，西濒浩瀚的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
，扼守大西洋进入地中海的门户。
从北向南，它像沿着地中海和大西洋舒展开的一条长巾：长巾的一头漂在地中海的水面上，另一头埋
入撒哈拉的沙漠里。
已故国王哈桑二世曾写道，摩洛哥是“连接海洋、大陆、各国人民和各种文明的纽带”；并说，“摩
洛哥好比一棵树，它的根深深地扎在非洲的土地里，它的叶子呼吸着来自欧洲的和风，飒飒作响”。
摩洛哥兼具地中海、马格里布和非洲三重地理属性。
多样的地形、地貌人们在摩洛哥游览，总觉得它有点像欧洲，但又不同于欧洲；它是非洲国家，但同
黑非洲又有很大区别。
它的国土面积不过459000平方公里（不包括西撒哈拉），南北长千余公里，东西宽750公里。
有高山，也有平原；有湖泊，也有海洋；有高原，也有沙漠。
在摩洛哥内地，有冬天可以滑雪的伊夫兰丘陵。
可以拍摄到非洲林海雪原的景观。
在南部沙漠，浩瀚枯黄的沙丘给人以死寂的感觉，块块绿洲又让人感到生命无比的伟力。
大自然把如此丰富多彩的地形、地貌集中安放在一个幅员并不辽阔的国家，这种现象并不多见。
各种不同的气候冬日，首都拉巴特温暖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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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行百余公里，在素有“小瑞士”之称的伊夫兰，穿过高耸入云的松树林、杉树林，居然会发现有一
个相当不错的天然滑雪场，令酷爱滑雪的青年人趋之若鹜，流连忘返。
夏天，地中海、大西洋沿岸比较凉爽，而菲斯、玛拉喀什等内陆城市和近沙漠地带则炎热得像火炉一
般。
撒哈拉边缘地区的气温可达50℃，而海拔三四千米的阿特拉斯山峰，则覆盖着皑皑白雪，气温在-20℃
左右。
纵然在同一段时间，烈日当头，你会感到火辣辣的滚烫；置身树荫底下，却能享受到惬意的凉爽。
北部地中海沿岸年降雨量有800～1400多毫米，而南部撒哈拉边缘地区则只有几十毫米，在半年干热的
旱季里终日无云，难得见到几点雨星。
也许，正是由于上述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摩洛哥素来被欧洲人视作“人间的天堂”和理想的旅游目的
地。
它的旅游业在非洲国家名列前茅，其旅游收入占国家外汇收入的近两成。
每年来此旅游的外国人有500多万。
圣诞节前后，当欧洲已是天寒地冻，经常呈现灰蒙蒙的阴冷天气时，众多的西北欧人便像候鸟一样，
携家带口地飞到摩洛哥等北非国家来“越冬”。
人们说他们是拿钱来买这里的阳光。
因为冬季的欧洲难得见到太阳，阳光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宝贵的东西。
据说生活在大城市里的德国人冬季里来北非住上个把月，其花费可能比待在自己家里所付的取暖费还
要少一些。
多元，多样，多姿多彩。
因多元而包容。
因多样而丰富。
因多姿多彩而富有亲和力和吸引力。
摩洛哥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国家。
浓重的花卉情结初次去摩洛哥，当飞机在首都拉巴特的萨累机场上空开始降落时，从舷窗眺望下去，
仿佛地面除了建筑物和跑道，机场周围全是灰蒙蒙的一片。
令人以为是来到一个没有花草、没有树木的荒凉地方。
下了飞机，走出机坪，逐渐出现棕榈树和扶桑花。
公路两旁和中央隔离带内，草丛青翠，分段点缀着硕大的夹竹桃。
粉色的花朵十分灿烂，眼前顿时变得明媚起来。
汽车驶入中国大使馆所在的苏伊希区后，映入眼帘的是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别墅群。
别墅的围墙一般不高，大部分墙基上安装有铁艺栏杆。
没有栏杆的围墙则镂有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洞眼，透露出院内的花草树木。
显然，这里的围墙不是为了遮人的视线，而是着意向人们展示院中的景致。
围墙内，有的栽培着成排的扶桑，它们的枝叶越过栏杆，高出围墙，绿叶红花，把栏杆和围墙装扮得
富丽堂皇；有的是密密匝匝的三角梅，浅黄的、紫红的花朵连成一片，像是在墙头竖起一幅亮丽的风
景画。
围墙外，或栽着诱人的观赏橘，橙黄的橘子挂满枝头，宛如节日里挂起的一盏盏灯笼；或植有类似龙
爪槐的矮干树，树冠浓密，像为路人撑起一把把遮阳避雨的伞盖。
走访友人，参观城乡后，方知摩洛哥人非常爱花。
在他们眼里，花是美丽，花是希望，花是大自然，花就是生命本身。
在首都，当你去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公干时，无论被访者是司长还是部长，他们办公室的案头或茶几上
总会有盛开的瓶插或台式的鲜花，把迎客的环境烘托得格外亲切。
当你应邀去友人家做客时，一步入大门、庭院，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成行的扶桑或玫瑰。
扶桑花火红鲜亮，玫瑰花多姿多彩。
进到客厅，茶几上有主人精心栽培的盆花，餐桌上有淡雅宜人的瓶花。
星级宾馆里更是无处不摆花：大堂内，硕大的花篮位居正中，面向大门，翘出花篮的天堂鸟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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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玉立，像是向来宾“挥手致意”。
大堂周围的服务台和供客人休憩的吧台、茶几，一概被插花装扮得十分惬意。
通往楼梯的走廊上，不是几步一棵树，就是一段一盆花。
进到客房，你会发现，整个套间仿佛就是一个小小的花的世界：客厅、起居室有花，床头、茶几上有
花，洗手间里也有花。
如果说在西部和北部沿海地区，由于雨水相对较多。
气候比较湿润，种花养花并不困难，鲜花随处可见不那么稀罕的话，那么在南部干旱地区，在这全年
降雨量只有几十毫米，除了偶尔可见几棵椰枣树和一团团干枯的草甸外，寻觅绿色似乎是一种奢侈，
见到鲜花则更令人感到惊喜。
但南部的人们同样爱花、种花，只是为此而付出的艰辛要大得多。
在拉希地亚或瓦尔扎扎特这些被称做“沙漠之门”的地方，那里的星级饭店居然也是花的世界：庭院
里有花草树木自不待言，连露天游泳池内，好客的店主在湛蓝的水面上也撒上各色的玫瑰花瓣。
套间内用玫瑰花精心装扮了每一个角落：你看那整理得温馨可人的卧床，枕头上摆着一株带叶的红玫
瑰，掀起的被头处撒着柔嫩的玫瑰花瓣，有粉的，有黄的，有白的，也有紫的．像是要让旅客沐浴在
多彩的花丛中。
就连洗手间里也散发出淡淡的玫瑰香。
经向服务人员打听，生活在这荒漠地区的人们对花情有独钟。
也许正是由于大自然过于残酷和冷漠，给予这里的人们的色彩太少、太单调。
他们愈发渴望绿草，热爱鲜花，愈要同大自然抗争，非得想方设法把平淡的生活打扮得丰富多彩不可
。
摩洛哥有旱季和雨季之分。
旱季从4月一直延续到10月，大半年时间里几乎看不见雨星，温度又高。
不少地方草地被烤得枯黄，庭院里的花卉只能靠不停地浇水方可存活。
旱季里花店的鲜花自然卖得很贵，一般老百姓不敢问津。
这时卖花的小姑娘十分活跃，她们提着篮子走街串巷，兜售一簇簇用草绳捆结的茉莉花。
那一朵朵带秆的茉莉花本身很小．但拼在一起，结成一撮，竟成了不小的花团，大的竟有向日葵那么
大。
淡黄的颜色，扑鼻的芳香，显得淡雅，透出质朴。
买这样一撮茉莉花，花不了几个钱，但平添了几分意义：它凝结着种花人的辛劳。
满足了卖花姑娘的愿望，寄托着爱花人的期盼。
可谓“投入少而产出多矣”！
话说柏柏尔人谈到摩洛哥，不能不涉及柏柏尔人。
因为摩洛哥的文化史始于柏柏尔人，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演进同柏柏尔人息息相关。
关于柏柏尔人的起源，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说他们来自两河流域的古代苏美尔人．一说来自北欧。
公元前数千年。
北非地区已有人类居住，而最早的土著居民即为柏柏尔人。
Berbers（英文为Barbarian）一词来源于希腊语“barbaros”或拉丁语“barbari”，意为野蛮人、原始人
。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用以贬称居住在北非等地区的游牧居民。
他们认为这些人不懂得铁、宝石、橄榄油和房子，是有别于希腊人和罗马人的“野蛮人”。
据20世纪70年代统计，生活在北非地区的柏柏尔人大约有600多刀。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境内的柏柏尔人数量最多，突尼斯境内的柏柏尔人很少。
摩洛哥各地虽然都有一些柏柏尔人，但大部分集中于北部的里夫山区、中部的阿特拉斯山区以及西南
部苏斯地区。
柏柏尔人主要有泽纳塔人（LesZenatas）、玛斯穆达人（LesMasmuda）和撒哈亚人（LesSahaja）三个部
落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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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日落之邦说起》由上海华侨传媒、上海侨报、东方出版中心联袂推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巨献力作，8位共和国大使真实披露海外见闻。
哈桑二世是一位知识渊博、有政治抱负、语言表达极其精准、善于沟通的君主，是个冷静、老练、成
熟的政治家。
他对中国很不了解，但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却深怀仰慕之情，对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访华一直深表遗憾，
直言同摩洛哥历史上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相比“自叹弗如”，率真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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