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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丹的外交生涯 
 

刘 宝 莱 

 
 
作者简介  刘宝莱，曾任我驻约旦大使，现为外交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006）。 

 

说起苏丹，人们往往同火炉、沙漠连在一起。

的确，苏丹位于非洲东北部，红海西岸，赤道附近，

年平均气温 21℃。最热季节气温高达 50℃以上。
可以说，一年有 10 个月的夏季，冬季仅两个月。
即便冬季，也如同我国的深秋，身体健康的年轻人

穿一件长袖外套，老年人套件棉毛衫即可。苏丹常

年干旱少雨，年平均降雨量不足 100 毫米。每年 5
月，刮起沙尘暴，黄沙漫天，天昏地暗，汽车都难

以行驶。人们只看到面粉状的细沙纷纷落下，地面

很快形成厚厚一层，黄黄的一片。当地人称之为“哈

布布”。行走在路上，会闻到刺鼻的土腥味，还会

将行人从头到脚涂成一个黄泥人。苏丹地处生态过

渡带，极易遭受旱灾、水灾和沙漠化。昔日万顷良

田大都被细沙吞噬。当地人同自然进行了顽强的抗

争，但因缺少资金，只得望沙兴叹，听任大自然的

摆布。我曾在我驻苏丹大使馆工作 8年有余，受到
了磨练，经受了考验，与苏丹这块土地结下了特殊

的情感。 
（一） 

1970 年 4 月，我陪杨守正大使赴苏丹履新。
这是我从解放军农场锻炼回外交部后的第一次出

国，心情既激动又担心。激动的是外交部领导为自

己提供了一个加强锻炼、发挥作用的舞台，体现了

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和期望；担心的是怕完不成任

务，胜任不了工作，辜负了领导对自己的殷切期望，

特别是去驻苏丹使馆工作更具挑战性、艰巨性和复

杂性。因为那里是“重灾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

响深，人际关系紧张，形成一馆两派，一派以代办

（商务参赞）为首，被认为是保守派或称保皇派，

主掌使馆内外事务，使之正常运转；另一派是外交

部“大联委”派出的一位外交官为首的造反派，对

代办工作百般挑剔，要求平分秋色，平起平坐，已

形成夺权之势。两派人马旗鼓相当，互不相让。每

次开全馆大会，争吵不休，难以达成共识。争吵的

关键在于一个权字。代办认为，他是代办，部里任

命，有权决定一切，尤其对外工作，应由他说了算。

而这位外交官认为，他是外交部大联委派出的，经

受了“文革”洗礼，是造反派，革命性强，故代办

应听他的，否则就要夺他的权，建立革命的领导班

子。据说，有时他乘代办到外地出差，便在车上挂

上小国旗，以代办身份进行外事活动。按照国际惯

例和礼宾规定，这是不允许的，但他偏这样做。这

样，使馆便形成了“两个司令部”。比如，我国庆

招待会请何人出席就有分歧，造反派认为，当地工

人、农民等劳苦大众是基本力量，应请他们的代表

人物出席，不要请当权派，因为他们是革命的对象。

两派对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在当时国内气氛

的影响下，造反派还是占了上风。许多卖菜的、卖

肉的、修汽车的、加油的等各行各业的工人、农民

代表被请为座上宾，而当权派一位也不请。在此背

景下，我到馆工作，压力很大。但我认为要做事，

先要做人。只有做好人，才能做好事。要为人正直、

诚实、清白、勤奋、公正，否则，一事无成。我曾

把我的这些想法报告了杨大使，大使鼓励我按自己

的想法去做。他说，“小刘你从部队到使馆工作，

跨度不小，面临的是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新

任务。当务之急，要认真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两

论（即矛盾论、实践论）和学好老三篇。对人、对

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匆忙行

事。”他还说，“你还年轻，革命的路还很长，应珍

惜时光，提高阿拉伯语水平，尽快适应工作，真正

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听后，我深受鼓舞。不

久，保守派的代表找我谈话，要我站到他们一边，

并讲了造反派存在的许多问题，要我提高警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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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上当。接着，造反派的代表也找我谈话，拉我同

他们一起“战斗”。开始，我只是听听而已，不表

态，或一笑了之。后来，两派找勤了，我也烦了，

只好摊牌。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外交战线上的新兵，

一切从头开始，我担任大使翻译，深感力不从心。

因此，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精力，抓好学习，读好

外报，尽快适应工作。他们看我两派都不参加，成

天忙着不是给大使作翻译，就是译每日要闻和看电

视新闻，便不再找我了。我也就能专心做业务工作

了。 
当然，他们之所以放了我，恐怕主要还是与杨

大使等使馆主要领导决定解决两派分歧、促成联合

有关。当时，使馆领导认真贯彻国内关于驻外使领

馆不搞文化大革命、只进行正面学习的精神，花了

半年时间，将两派头面人物召集在一起，摆问题，

查原因，弄清是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终于促

成了两派联合。为此，我曾赋诗一首，表示祝贺： 
文革使人分两派，无故争闹不奇怪。 
领导决心来解决，全馆一致拍手快。 
是非曲直要分清，自我检讨抓要害。 
消弥歧见大联合，昔日恩怨多化解。 

（二） 

那时，驻苏丹使馆，只有两名阿拉伯语翻译，

一位是潘祥康（后任驻巴林大使），另一位是我。

我们二人分别在办公室和研究室工作。随着中苏

（丹）友好关系的发展，使馆工作量加大。由于使

馆的主要外交官基本不懂阿语，我在这方面的工作

就十分繁重。每天主要有： 
1.关注媒体。听广播，看电视新闻。每天早晨

6 点，必须听苏丹电台的首次新闻广播，主要了解
苏丹政局。我在那里工作 8年，曾发生未遂政变达
30次之多。有个星期五（休息日）早晨 6点，我在
睡梦中听到有人敲门，是王韦平代办，他说，苏丹

发生政变了。我忙打开收音机，一听，在放军乐，

知道事情不妙，忙作自我批评。王代办走后，我迅

速安好录音机，并报告主任。在两小时后，政变被

粉碎了。年终总结时，使馆的许多同志对我们提出

严肃批评。有位厨师讲：“我们天天为你们做饭，

结果你们却忘了大事。”大家的批评没有错，我一

度有点抬不起头来。说实话，要做到天天早晨 6点
听广播，很不容易。苏丹气候炎热，凌晨 3时才降
温，且经常断电；加之使馆人少事多，我们往往工

作至凌晨 1点才能休息，回到房间，洗澡冲凉，两
点以后方才上床，早晨 6点，正是酣睡之时，年轻
人贪睡，总觉得睡不醒。而老同志起得很早，但他

们又不懂外文，真是协调不起来。另外，一年到头，

只要没有外事活动，就要坚持看电视新闻，包括周

末放电影的时候。8 年期间，出于工作需要，我从
未看过一场完整的电影。有的驻外使馆，晚上搞联

欢会，未看电视新闻，结果驻在国发生政变了，使

馆却不知道。 
2.摘译每日要闻。每天 9 点前，我必须译出各

报的重要新闻，如有政要的讲话，则先译出摘要。

全文于当日下午或晚上译出。这是因为使馆领导 9
点之后开始外事活动，需要了解当地重大新闻。周

末，同事们可以在办公室打扑克、娱乐。而我必须

译报纸要闻。领导说，这是对我的考验，在乱中集

中精力做事，犹如霓红灯下的哨兵。对此，现在的

年轻同志恐怕难以想像和接受。 
3.每日给领导口译阿文报纸半小时。领导要求，

消息要简明扼要，语言要清楚，综合要全面，说理

要明确。开始口译时，我总有些丢三落四，结结巴

巴，常挨批评。后来，才逐渐运用自如了。 
4.为大使等使馆领导作口译。使馆外事活动多，

我在替大使作翻译外，还得为其他领导当翻译，如

常常为二秘、三秘外交官作翻译。参加外事活动后，

还要整理记录。一次，因整理一份记录，整夜未眠，

第二天，送领导参阅时，因字迹潦草，受到严厉批

评。当时想不通，感到太委屈，费力不讨好！但等

冷静下来后，又觉得领导批评没错，这样有利于完

善自己，变压力为动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5.参与调研，注意收集资料，起草调研报告。

使馆这项工作的第一稿和领导同志的讲话稿基本

出自我之手。由于苏丹未遂政变较多，此项工作非

常艰巨。 
6.从事苏丹中国友协工作。应该说，友协为促

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和民间友好交往做了

大量工作，苏丹会员人数也多。有些城市曾提出建

立友协分会。但他们需要资金和设备，经常来使馆

谈此类问题。这些事情虽繁杂难办，但很能锻炼人

的应变能力和处事能力。8 年间，我从未同苏丹朋
友因意见不合争吵。我的做法是一听、二看、三微

笑、四耐心，有事商量着办，不操之过急。就这样，

我结交了不少苏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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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加义务劳动。我常常帮招待会端菜、刷盘
子。那时，只有体力劳动，才算劳动；脑力劳动，

不算劳动。不过，我也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增长

了不少知识和见识。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驻约旦
使馆任大使时，有些同志还仍存在重体力轻脑力劳

动的思想，看到懂外文的同志看电视新闻，不出去

扫院子，就十分不悦，甚至还说，“这些外交官瞧

不起劳动人民”。今天，恐怕这样想的人不多了。

因为时代变了，人的思想也应改变。 
或许是因为我的勤奋进取，1973年 3月被破格

晋升为随员，时年 31 岁。这轰动了全馆，同志们
向我祝贺，更多的谈论是我多拿了几个钱，而不是

我的辛劳，有人甚至私下问我有何背景。此事提醒

我要加倍努力工作，曾写下过下面几句诗： 
忽闻晋升全馆惊，委以重任属实情。 
诸君笑谈增铜臭，怎知劳作夜三更！ 
无形皮鞭背上抽，青春有志攀高峰。 
学海无涯苦作舟，多做奉献必有成。 

（三） 

对研究工作的兴趣，对我来说，是压出来的。

如前所述，我每天忙于口、笔译工作，累得透不过

气来。开始，我的工作都是被动的，机械的，基本

上满足于完成任务。后来，才渐渐发现许多不相干

的事务和信息，往往有着内在的联系。许多文章有

深层的政治背景，犹如条条小溪，一旦沟通，便形

成一条河流。为便于工作，我对资料进行了分类整

理，分出主次，努力抓住主要矛盾，并试着写点东

西。领导也认为我喜欢开动脑筋，想问题了。这使

我增加了信心，并主动要求研究一些问题，变被动

为主动，经常与同事们讨论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 
调研无处不在。小至衣、食、住、行，大到国

际形势、国家大事、民族兴衰，都缺不了调研。当

然，从事政治、外交调研更为复杂、曲折、多变和

伤神。需花大力气，孜孜不倦，勤奋努力，一丝不

苟，才会有所收获。实际上，调研两字分开来讲，

是有区别的，调为调查，即对某一事物或课题，有

针对性的收集材料、依据和事实；研是研究，应在

调查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分析加工，得出某种结

论。两者难以截然分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因为，在收集资料时，人们进行了粗加工；

而在研究时，也因材料不足，需继续找材料和依据。

调研，首先应沉下心来做。这一点就很不易，年轻

人如能坐下来，就很难能可贵。能静下来，还要沉

下来，不怕苦、不怕难、不怕错、不怕寂寞；其次，

要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在苏丹工作期间，有

不少教训，最可怕的是按领导的看法去找材料加以

论证，结果闹出了不少笑话。我个人认为应尊上，

而不唯上，读书，而不唯书，而要唯实。有知识的

人不实践，等于一只蜜蜂不酿蜜；关起门来搞调研，

更是盲人骑瞎马。任何一个正确论断的产生、一项

明智举措的出台或预言的实现，都离不开实践，因

此，要树立实践第一、材料第一的观点。只有这样，

才能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第三，不断提高文

字表达水平。做调研，对文字水平要求更高，最起

码要做到以下四点：用词明确，不模棱两可；一字

千金，言简意赅；逻辑性强，一目了然；语言通顺，

如行云流水。 
总之，我在苏丹工作了 8年多，对个人成长意

义重大，曾赋诗两首，特抄录如下： 
一 

男儿奋斗人世间，意气风发谱新篇。 
终日辛劳隆中事，八年苏丹凋朱颜。 
雄关漫道从头越，鹰击长空高天寒。 
赢得日出浓雾散，敢到中流挽狂澜。 

二 
苏丹任职逾八载，两国关系发展快。 
援建项目均竣工，当地民众笑颜开。 
大使离任赴埃塞，总统亲授勋章戴。 
赠送地皮建新馆，尼罗河畔真情在。 
双边友情人皆晓，风云变幻脚下踩。 
雨露滋润勤耕作，中苏友谊传万代。 
 

于北京潘家园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