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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在华首设商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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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与阿拉伯非洲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特别是与苏丹的联系，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而且从那时

起双方之间的往来一直延续不断。本文在历史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和口传资料，着重考察了 19世纪末苏

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在广州首设商务办事处并开展苏（丹）中（国）贸易、加强双方社会联系的历史活动，揭

示了苏中悠久关系史上鲜为人知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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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Arab countries especially Sudan have a long history which can be 
traced from Xi Han Dynasty. And the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lasted uninterrupted. Based on the historic review and 
through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oral history,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observe the historic activities of Sudanese 
businessman Mohammed Hajji who set up the first Sudanese commercial agency in Guangzhou to develop the trade 
between Sudan and China and to strengthen the social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sides. It reveals an unknown page in the 
long history of Sudan-China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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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在广州设立第一个苏丹商务处百余年之

际，本文试图简要考察从与西汉（公元前 206~公元
25）同时代的麦罗埃王朝时期至 19世纪末 20世纪
初的苏（丹）中（国）关系，并首次着重考察苏丹

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为加强苏中关系所做的

贡献，以纪念这位商人使节。他通过直接的商贸交

往和联姻方式加强了双方的社会联系，从而进一步

强化了业已存在的苏中关系。这位商人也被视为苏

丹北部柏柏尔地区新一代中国裔苏丹人的先祖。 
麦罗埃王朝至 19 世纪末在广州设立第一个苏

丹商务处时的苏中关系 

众所周知，尽管苏丹东部的阿宜宰布、萨瓦金、

巴迪等港口与中国在地理上相隔遥远，大约为

12140 海里，但中国人和苏丹人却能从中国汉朝时
起就一直保持相互联系渠道的畅通。 

实际上，中国、阿拉伯以及西方的史料都为我

们提供了有关这一联系的颇有价值的资料。这些史

料都将苏丹东部港口与远东及中国联系起来，上自

公元 2 世纪，下至 20 世纪初。而有关这一联系的
中国和阿拉伯史料尤为丰富。中国研究者沈福伟指

出，早在西汉时期，中国朝野就已与苏丹北部的库

什王国有了联系。①中国史料还记载了中国商人曾

经过印度，飘洋过海，到达苏丹东部港口，受到库

什王国宫廷欢迎的史实。② 
中国史料的记载说明，苏丹东部港口早在公元

前就已与中国有了联系。Hirth引证《汉书》中的记
载说，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商业通道经过伊朗、伊拉

克、叙利亚，过红海抵达沿岸港口。③并说红海沿

岸有许多港口，最重要的港口是泊尔尼卡

（Bernica）。一些苏丹研究者认为泊尔尼卡是苏丹
东部古港阿宜宰布的古罗马名称。④ 
苏丹的货物和产品如黄金、象牙、犀牛角、龟

甲等，早在麦罗埃王朝时期就已传到了中国。据中

—————————— 
①Shen Fuwei,Cultural Flow Between China and Outside 
World throughout History, Foreign Language Press, Beijing, 
first edition 1996, pp.44-45 . 
②Shen Fuwei, opcit.pp.44-45. 
③Hirth F. China and Roman Orient, Leipsic and Munich, 
Georgo Hirth, Shanghai and Hongkong, Kelly Waish, 1885, 
1930 ,pp.157-158. 
④ Ibid, see also Gaafar Murgami,The literature of the 
Sudanese-Egyptian Boundaries, Huroof, Journal volume I issue 
No.4 ,June 1993, pp.101,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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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料记载，埃及和阿曼商人大约在公元 166年就
带着这些货物到达了中国。①盛唐时代（公元

618~907），中国与世界的贸易更加繁荣。从那时起，
苏丹东部港口特别是阿宜宰布港就成为非洲东北

部最重要的中国商业中心，同时，也成为最重要的

中国瓷器集散中心，大量中国瓷器由此运往苏丹内

地的各商业中心，销往埃及和西非。②其他如萨瓦

金、巴迪等港口，也在苏丹与远东及中国的贸易领

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阿拉伯古代史料如麦斯欧迪

的《黄金草原》等就记载了苏丹东部港口与中国的

联系。麦斯欧迪提到了到从阿宜宰布到中国出口绿

宝石的事。③依据中国和阿拉伯史料而在苏丹进行

的许多考古发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双方贸易联

系相当频繁的大量证据。考古学家在阿宜宰布、萨

瓦金、巴迪等港口城市发现了数以千计的自唐朝直

至 16世纪的中国彩瓷碎片。④在富恩基部落建立的
森纳尔王国（公元 1504~1821）都城发现的数千件
中国瓷器碎片也证实了史料记载的确凿。⑤据史料

记载，宰尔加君主国的商人曾通过萨瓦金港与远东

进行贸易，他们的旅行要持续两年。⑥在苏丹东部

靠近辛卡特的古代商业中心地带的考古发掘中也

有中国瓷器出土。⑦在喀土穆附近的苏巴同样出土

有中国瓷器。⑧除了中国瓷器外，在苏丹西部的法

希尔还出土了古代丝绸。 
—————————— 
①He Fangchun, Long Standing and Bright Future, the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Cultural Intercourse, edited by Zhou Xiliang, 
Hunan,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p.806. 
②See Gaafar K. Ahm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udan and 
China: From the Pre-Islamic Era until the 19th century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relations During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China, Dirasat Ifriqiyya, (Journal) University of Africa, 
Khartoum, Issue No.18 January 1998. 
③Zhou Xiliang, opcit, p.806, see also al-Masudi, Morrog 
Al-Dhab(Meadows of Gold), edited by Momamed Mohi Eldeen 
Abdel Hameed, part two Dar almaarifa press, 
Beirut,1982,p.7(in Arabic). 
④Gaafar Karrar Ahmed, Relations Between Sudan and China 
from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Yuan Shi Lun Cong(Journal 
of Yuan History Studies)Issue No.1465, January 18,1994. 
⑤Al-Sudan Al-Hadeeth Newspaper, Khatoum Issue No.1465, 
January18,1994. 
⑥同④。 
⑦1994年 10月 6日笔者对喀土穆大学文科学院考古系艾哈
迈德·哈基姆教授的采访。See also Ahmed M.Hakim, Al 
Atabye and the Red Sea, unpublished paper, No date。 
⑧ 笔者对艾哈迈德·哈基姆教授的采访。 

由此可见，中国和苏丹之间的商贸联系，从与

中国西汉同时代的麦罗埃王朝时起就一直持续到

15 世纪末。不过这种相互交往在 15 世纪中叶遭到
挫折。为了控制古代世界的商业交往通道，欧洲战

舰的到来成为他们发动针对亚洲和非洲人民侵略

战争的前奏。欧洲战舰对红海和印度洋海路的控

制，阻挠了和平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打乱了各

国人民的和平与安宁。然而，尽管遭此重挫，但苏

丹与中国之间依然延续着某种联系，在阿宜宰布出

土的中国瓷器，上面绘有代表 16世纪龙的图案。⑨ 
19 世纪和 20世纪初苏中之间的商贸活动及苏

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的贡献 

史料及考古发掘都没有为我们提供有关苏中

之间在整个 17世纪和 18世纪中历史交往的重要信
息。这也许是双方的交往因中国和非洲遭受西方列

强的入侵以及红海和印度洋的商道受欧洲控制而

停滞的缘故。 
大约在 19 世纪，航道形势又开始恢复到相对

正常的状态，一些苏丹古港开始恢复活力，如萨瓦

金港。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红海成为通向
东方的最重要的海路，萨瓦金港的位置日益重要。

当时的国际贸易文献表明，萨瓦金港曾从中国和印

度进口大米、丝绸和香料。⑩在与远东的贸易中，

萨瓦金港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上世纪 30 年
代。 
苏丹商人穆罕默德·哈吉·阿里曾以赴埃及和

希贾兹的商业旅行而闻名，这得益于相对稳定的海

上形势。他决定在中国开辟长期的商业经营，可能

于19世纪末的某个时间○11选择了活跃的国际港口广

州作为其商务常驻地，这是首次在中国出现的苏丹

商务常驻机构。据家族口传资料，这位苏丹商人也

曾利用与中国的商业关系开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

—————————— 
⑨R.L.Hobson, Chinese porcelain Fragment, from Aidhab, and 
some Bashpa inscriptions, Kush, Journal of Sudan Antiquities 
Service, volume V, 1957PP.90-92. 
⑩ Hamid A.Hamadi, Swakin the Port of Good Tidings, 
published by Minstry of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Khatoum, 
al-Gurashi Advertising and Print Corporation, p.4. 
○11艾哈迈德·萨利赫·萨比特的祖母祖籍中国，是一位来自

广州的女性。穆罕默德·哈吉的家人认为他们的祖父在广州

开设商务处的时间可能在 1888~1892年之间，这一时间看来
比较合理，因为在 1997年我见到穆罕默德·哈吉的孙子艾
哈迈德·萨利赫·萨比特时，他已年过古稀，艾哈迈德是穆

罕默德·哈吉的中国妻子生的长女法蒂玛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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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他在作出为经商定居中国的决定之前对中国

有过短期访问。家族口传资料还表明，穆罕默德·哈

吉曾由萨瓦金港前往中国，因为他的后辈们曾听祖

父提及自己在中国的驻地距广州清真大寺不远。这

说明，现代第一个苏丹商务处就设在广州老城区的

怀圣寺即现在的光塔街 56 号附近。这种说法是合
乎逻辑的。中国的历史文献也指出，在广州的外国

侨民，特别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其店铺和

居住地历来就在这一带。唐、宋、元以来的历史文

献都记载，这一区域一直是外国侨民的商品货物集

散地，也是他们的居住区，而穆罕默德·哈吉似乎

也更乐意选择靠近清真大寺的驻地，以便于他去做

礼拜，或许因为在这里有中国穆斯林聚居，或许还

因为当时这里距离城市商业中心更近。 
穆罕默德·哈吉·阿里经营的苏丹商品包括象

牙、用于中药的海中软体动物如海蛞蝓、犀牛角、

树胶、龟甲等①，可能还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商品。

他还专门从中国进口丝绸、布匹，有时还有大米，

并在萨瓦金的市场上出售。值得注意的是，穆罕默

德·哈吉经营的包括诸如渔民们从萨瓦金周围地区

带来的海蛞蝓以及乳制品等通过萨瓦金港持续不

断地运往中国，一直到上世纪 20年代。② 
据苏丹北部柏柏尔地区穆罕默德·哈吉家族代

代相传的说法，他们的祖父与自己的中国中介人保

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祖父）曾十分敬重地谈到自

己的新的祖国和那里的家人，还曾带一些特殊礼品

赠送给在中国的亲朋好友，据他们的中国祖母说，

祖父与熟悉自己的中国人非常要好，在他们中间很

受爱戴。③ 
穆罕默德·哈吉在中国社会中建立的这种友好

关系，使他可以更加接近这个社会，并融入其中。

这是在他与第一个中国妻子结婚后的事，她是一位

中国穆斯林，现在被苏丹的子孙们称为“安斯”

”我倾向于认为她的名字可能就叫“安西，（آنیس）
（An Xi），即西部的和平。众所周知，广东人将“西”
（Xi）音发成“斯”。 
穆罕默德·哈吉可能还曾与第二个中国穆斯林

—————————— 
①1997年 5月 31日笔者对苏丹艾哈迈德·萨利赫·萨比特
的采访。 
②G.W.Murray, Geog.J.LXV111(1926)(Survey of 
Egypt[AIDHAB]p.235-240. 
③同①。 

女子结婚，她是回族人，她的子孙们现在叫她为库

姆楠（كوم نان），我认为她的中国名字可能叫郭楠
（Guo Nan）。④婚礼以符合伊斯兰教的方式和中国

式的礼仪举行，这一婚事在当时因很盛大而著名，

如同安西祖母后来讲给她儿孙们听的那样。⑤ 
穆罕默德·哈吉与他的妻子安西所生的长女叫

法蒂玛。法蒂玛后来儿孙成群，长子是艾哈迈德·萨

利赫·萨比特。1997年我在苏丹北部柏柏尔市见到
他时，他已年逾古稀。他说自己不大记得中国祖母

安西，因为她在自己很小时就已去世，但他与爷爷

的第二个妻子郭楠同时代，见到她身材矮小，皮肤

白皙，双脚很小，两眼也很窄小。 
尽管穆罕默德·哈吉在中国的商业经营利润丰

厚，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入中国社会，但在较长

时间后——不少于 10年，他还是决定回苏丹。⑥但

他的决定与清王朝当时执行的法律发生了冲突。当

时的法律规定，禁止外国侨民携中国妻子出境。⑦实

际上，中国自公元 628年起就一直执行这种法规，
据《唐会要》记载，唐太宗（626~649 在位）曾于
628年下旨，不准外国侨民携中国妻子离开中国。⑧ 

不管怎样，穆罕默德·哈吉还是设法带着自己

的两个妻子和在广州出生的女儿法蒂玛乘船回到

了苏丹，当时法蒂玛只有 4岁。事实上，穆罕默德·哈
吉不只是带着家眷回到苏丹，而且还有另外一个中

国家庭作陪，我们不清楚这一家人是穆罕默德·哈

吉妻子的亲戚还是与他们有联系的中国朋友。这家

人是回族人，据艾哈迈德·萨利赫·萨比特称，这

家人妻子名叫谢德甘（شندقان），丈夫则自己选名叫
萨利姆。 
这个中国家庭移居到他们新的祖国，经萨瓦金

港最后到达自古以来就很著名的商业中心柏柏尔

城。当时柏柏尔城的生活俭朴而兴旺。这三位女性

以及新的中国客人，甚至还有年仅 4岁的法蒂玛，
必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包括气候、饮食和语言文

—————————— 
④同①。 
⑤同①。 
⑥同①。 
⑦同①。 
⑧Gaafar Kaarar. Ahmed,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Arabian Peninsula and China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Gulf and Arabian 
Peninsula Studies, Kuwait University, VOL.XXIV, No.92-1999,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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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艾哈迈德·萨比特说他的爷爷懂一点汉语，而

当时那里的柏柏尔人在听到他与自己的两个妻子

和客人讲那种奇怪的语言时，感到非常诧异。小法

蒂玛则会一点阿拉伯语，她很快就掌握了阿拉伯

语，留着长辫子的法蒂玛在融入她的新的祖国时，

没有遇到任何困难。①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很快适

应了苏丹的生活，成为新的社会的一部分，无论他

们到哪里，都受到重视和款待，他们也学会了苏丹

阿拉伯语，成为当时柏柏尔社会的成员。②穆罕默

德·哈吉在苏丹生有三子一女，他的女儿中最先结

婚的是以聪慧伶俐著称的法蒂玛。法蒂玛有不少子

女，著名的教师艾哈迈德·萨利赫·萨比特就是其

中之一。 
此后，穆罕默德·哈吉的子女陆续与苏丹公民

结婚。中国人萨利姆和妻子只生了一个女儿，名叫

阿瓦德。这些婚姻的结果，是在苏丹北部一个宁静

的城市柏柏尔城中，完整地保留了一个源自中国南

部城市广州的家庭，尽管这个家庭在衣着、文化方

面已完全苏丹化了，但依然保留着他们的中国面

孔，特别是一些孙辈们的面孔，正如艾哈迈德·萨

比特所说的：“我姨母的子女们的中国面孔现在依

然很明显。”③ 
安西夫人、法蒂玛的孙子们现在都是教师和医

生，正在为发展和建设自己的祖国苏丹贡献着力

量，他们保留着中苏合璧的面容，那是中国和苏丹

之间割不断的关系的象征。 
结语 

本文着重考察了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这段苏
中悠久关系史上的一页。正如我们注意到的，这是

首次依据口传资料和实地考察进行的一次研究，笔

者采访了这位在广州首设常驻商务处的商人的后

辈后发现，重要的贸易港口广州的人民曾为加强中

国与苏丹的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流作出过贡献。 
本文还考察了在值得研究的历史时期苏丹与

中国间商业交往方面鲜为人知的一页。笔者认为，

在未来，我们回过头来研究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
的广州商业史，可能会找到有关苏丹商人在广州从

—————————— 
①1997年 5月 31日笔者对苏丹艾哈迈德·萨利赫·萨比特
的采访。 
②同①。 
③同①。 
 

事商业活动的重要资料，这是我们将来所要进行的

工作。同时，在广州的苏丹侨民，他们在广州的商

业活动则应当延续穆罕默德·哈吉曾为加强苏丹与

小至广州、大至中国的关系所作的贡献，应努力寻

找那个迁往苏丹的中国家庭的根源，以丰富有关这

个家庭和穆罕默德·哈吉的作用及其与当时中国社

会的关系方面的资料。 
最后，尽管本文是依靠私人实地考察方式进行

的研究，但笔者认为这对考察缺乏史料的历史时期

中国与苏丹的关系应是颇有裨益的。同时，揭示苏

丹与广州关系中的这一页，对于在广州从事商务的

苏丹侨民加强苏丹与这个友好国家之间的贸易、社

会和文化关系也会有有力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马丽蓉   责任校对：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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