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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地重游——再回安曼 
 

刘宝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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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地处西亚的阿拉伯半岛，与巴勒斯坦、以

色列、叙利亚、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为邻，首都安

曼市郊区的死海，举世闻名，南端的亚喀巴湾是它

唯一的出海口。这个深藏于沙漠之中的小国，已有

5000 年的历史，且战略地位重要，是古往今来的兵

家必争之地。早在青铜器时代晚期，安曼及其周围

地区便是国际商贸中心，历经沧桑后，留下了不同

时期的大量文物、古迹，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

璀璨明珠。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侯赛因·本·塔拉勒陛下

执政以来，对内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和教育事业，积

极开发有限的自然资源；对外营造周边睦邻环境，

加强大国外交，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这些举措不仅

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振兴了文教、卫生事业，改

善了人民生活，而且维护了约旦的民族独立、国家

主权并收复了失地，使约旦由贫弱的小国发展成为

欣欣向荣的国家。安曼市，这座昔日的小山城，已

建设成一座现代化城市。侯赛因国王的卓越贡献，

举世瞩目。1999 年 2 月，国王不幸逝世时，来自世

界各地的8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葬礼。

阿卜杜拉二世登基后，继承先王遗志，致力于同大

国和邻国的经济友好合作，加大智力出口和对外经

贸合作的力度，扭转了约旦发展缓慢的局面。同时，

国王推行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中东乃至世界政

治舞台上，在中东和平进程和伊拉克等问题上发挥

了独特作用。 

2004 年 11 月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同阿拉

伯思想论坛在安曼联合举办第二届中阿研讨会，马

振岗所长率中方代表团与会，我作为团员出席。这

是我 1999 年 8 月离任后第一次重返安曼，感触颇

深。约旦许多朋友告诉我，近年来，约经济有新的

发展。2003 年 GDP 约为 100 亿美元，增长率约为

3%，进出口贸易 78 亿美元，作为三大经济支柱的

侨汇收入达 22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为 1780 美元。

记得 1999 年时，因受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其

他因素影响，GDP 为 67 亿美元，增长率约为 1％，

进出口贸易达 52 亿美元，侨汇 10 亿美元，人均国

民收入 1580 美元。只是，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达

13.6％，这与当地人口以 2.8％的速度增长和贫富

悬殊拉大有关。约政府已经意识到此问题的严重

性，在设法解决。约旦首相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就

是抓好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为广大人民提供更多

的就业机会。安曼城建发展迅速，我离任时，该市

楼宇建筑分布在 18 个小山头，现已扩延到 24 个小

山头。新的别墅、旅馆、商社及其他服务设施到处

可见。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颇为壮观。老朋友胡

马姆博士介绍，安曼的房地产投资者主要来自三个

方面，一是伊拉克富商。伊战后，大批伊商人不堪

忍受国内的动荡局面，纷纷来约投资建公寓；二是

海湾企业家和在海湾发财的约旦人，为自己在城里

建别墅；三是前来投资办企业的各国公司，认为约

旦地皮便宜，为公司建办公大楼。我以“安曼新貌”

为题赋诗一首： 

繁花锦簇彩光艳，疑是银河落安曼。 

别墅小区错落致，依山辟土连成片。 

文明奇观相辉映，游人谋名方有缘。 

商社云聚八方客，喜闻饮水大改善。 

五年来，约旦旅游业发展较快，硬软件都有改

善。笔者在随代表团参观古迹佩特拉时就深有体

会。如原先由入城处到广场的 1.28 公里赛格小道，

曾铺满石子，走起路来相当困难。现已平整了路面。

同时，在广场的国王大石墓下又发现了新的城建。

导游丰富多彩的解说，增加了不少娓娓动听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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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约两国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友谊的纽带却

将两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当前，两国都面临对内

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外维护世界和平

以促进更大进步的共同任务。自 1977 年 4 月 7 日

建交以来，中约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已取得了长足发

展。政治上，双边高层往来不断。国家主席李先念、

总理李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国家主席

胡锦涛等领导人均曾先后访约。约旦已故侯赛因国

王和阿卜杜拉二世等政要也先后访华。高层互访有

力地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两国对国际和地区重

大问题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

组织中经常保持沟通、协调与配合，都主张遵照联

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平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

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积极支持巴勒斯坦

正义事业和中东和平“路线图”，要求以色列撤出

阿拉伯被占领土；谴责和反对形形色色的恐怖主

义，并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和宗教挂钩；

承认和支持伊拉克临时政府，主张联合国在伊政治

进程和经济重建中发挥主导作用。中约两国在经济

上有很强的互补性，具有广阔的合作潜力和发展前

景。1999 年两国贸易额为 1.8 亿美元，2003 年达

5.25 亿美元，增长了 3倍。据约旦海关统计，2003

年，中国是约旦最大商品进口来源国和第十一大产

品出口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第三大贸易伙

伴。我出访前的 2004 年 1~7月，双边贸易额达 4.3
亿美元，增长 79.8%，其中中方出口 3.71 亿美元，

增长 77%，进口 5896 万美元，增长 98%。中国向约

旦主要出口电子电器产品、纺织品、服装、鞋类、

计算机、金属制品和机械设备等，从约旦主要进口

钾盐、磷酸盐和复合化肥等。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日

益活跃，已有 14 家中国公司在约投资、建厂办企

业，主要有海尔家电装配厂、深圳彩电总公司合资

兴办的英特网设备公司和箱包制造公司及一些纺

织服装公司等。此外，众多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公司

在约承包的工程项目，累计合同额近 5亿美元，其

中中石化集团公司承包的约旦复合肥项目已于

2003 年 10 月竣工，阿卜杜拉二世国王出席了该项

目的生产开工仪式；中国水利水电对外公司承包的

哈萨灌溉系统工程，预计 2004 年内完工。另外，

中约两国还签有文化合作协定，且已连续签署 7个

年度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近年来，两国政府的

文化、新闻、体育、教育代表团多有互访，双方艺

术交流也很活跃。我国艺术团体参加约旦一年一度

的“杰拉什艺术节”。根据两国教育部协定，中方

向约方每年提供 5 个奖学金名额。目前，共有 38

名约旦学生在华学习，中方也向约派了 20 余名留

学生。在旅游方面，中方已正式将约列为中国公民

出国旅游目的地国，并与约方签署了“关于组织中

国公民赴约旦旅游实施方案备忘录”。 

我了解约旦，是从 1982 年、1983 年两次接待

侯赛因国王访华开始的。1982 年，我在外交部西亚

北非司工作，参加了接待工作。他的渊博知识和平

易近人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83 年，他邀

请我访约。12 年后，我赴约履新。向他递交国书时，

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真没想到，12

年后，我们在安曼见面了。大使阁下，你已由一位

年轻的外交官成为贵国主席的代表，热烈祝贺你，

热烈欢迎你。”以后，我们多次见面，增进了相互

了解和沟通，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此外，我也

曾多次会见时任约武装部队特种兵司令的阿卜杜

拉王子。1999 年 2 月 8 日，在侯赛因国王葬礼后，

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拜见了刚即位的阿卜杜拉二

世。他表示将积极推动约中关系继续健康发展。同

年 6月，吉佩定副外长访约，我陪他拜见国王。吉

副外长转交了江泽民主席致国王的亲笔信，并邀请

他方便的时候访华。国王当即愉快地接受邀请，初

定年底成行，并请我同约旦宫廷总管卡巴里蒂先生

保持联系。此年 12 月国王对我国进行了工作访问，

并于 2002 年和 2004 年先后两次正式访华。 

此次重返安曼，我还分别拜见了阿卜杜拉二世

国王的叔父阿里·本·纳耶夫亲王及其姑母巴斯玛

公主，二人均十分热情，并回忆起我在约任职期间

经常相聚的美好日子。他俩都表示，看到中国经济

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深感钦佩。

约旦的发展需要借鉴中国的经验。二人均表示，

2005 年一定访华。我在安曼拜见的其他友人也均表

达了相同的心愿。 

我们被安排去死海观光。举世闻名的死海，实

际是一个内陆咸水湖，南北长 82 公里，平均宽 16

公里，总面积 1049 平方公里，最深处 409 米，平

均深度 146米。它比我国的吐鲁番盆地还低 250米，

被称为“地球的肚脐”。它的海 （下转第 56 页） 



抓住机遇，开拓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新局面 

 56

互补性。近年来，中阿经贸关系有了较大发展，2004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 366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4%。

但这只占阿拉伯国家进出口总额7800亿美元的5%，

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工程劳务承包上，相互投资项

目并不多。因此，双方经贸合作增长的空间十分巨

大。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阿拉伯国家普遍看好中国庞大市场和发展前景，开

展对华经贸合作愿望强烈。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

是建立必要的机制，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在贸易、工

程劳务承包、能源、农业、旅游等领域的合作。目

前，阿拉伯国家正在加紧区域内部经济一体化的建

设，海湾六国已实现关税统一，“大阿拉伯自由贸

易区”的工作也已启动，应加快与海湾合作委员会

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尽早与大阿拉伯自由贸

易区建立联系。适时建立“中国—阿拉伯自由贸易

区”，这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具有深远

的政治意义，是互利双赢的事情。 

第三，目前阿拉伯国家正在探索符合自己国情

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对中国改革开放成果及处理改

革、发展和稳定关系的经验兴趣浓厚。同时，双方

都在进行经济调整，改革的方向都是实现由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改革的重点均集中在国企改制

和金融市场建设等方面。双方对开展不同文明间的

对话和宗教交流亦有兴趣。因此，应把加强双方在

上述问题上的交流和合作，作为中阿合作的新领

域。可由政府部门、民间机构、学术团体举办各类

专题研讨会，还可举办各类人力资源培训班。这不

仅能为正在推行改革的阿拉伯国家提供借鉴，也有

助于促进中阿关系的全面发展。 

中阿关系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2004 年是中

国对阿工作取得积极成果的一年，也是中阿关系稳

步发展的一年。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各个领域内的

友好合作深入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于 2004 年 1 月访问了埃及，提出了“中阿

新型伙伴关系四原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增进

政治关系；以共同发展为目标，密切经贸往来；以

相互借鉴为内容，扩大文化交流；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加强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四

项原则”集中体现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

重多样文明和谋求共同发展的精神，与美国谋求霸

权、推行单边主义、恣意干涉别国内政的行径形成

鲜明对比。“四项原则”的提出，对今后中阿关系

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2004 年，中阿双方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并

在开罗召开了“中阿合作论坛”首次部长会议，发

表了“中阿合作论坛公报”并签署了宣言和行动计

划。根据“中阿合作论坛行动计划”，中阿企业家

已于 2005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首次企业家大会，洽

谈具体合作项目，探讨双方合作的新形式。2005 年

6 月，“中阿合作论坛”第二次高官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阿双方确定了优先合作的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合

作机制，并形成了《会议纪要》。“中阿合作论坛”

是新时期发展中阿合作关系的重要平台。在“中阿

合作论坛”框架内，做好对阿拉伯国家的各项工作，

有利于提高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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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9 页）水含盐量为 23~25%，最高达 33%。
因此水中和岸边无任何生物存在。过去，我常同约

旦朋友开玩笑说，去死海钓鱼（即空手而归）。夜

幕降临，气温下降，大家仅到水里泡了一会，谁也

没有勇气去游一下。从死海返回市区已是夜间，我

又约拉吉布大使次日中午到蒯松茂夫妇的中华餐

厅用餐。蒯老板的夫人杜美茹女士是当年上海滩闻

人杜月笙的长女，现已 75 岁。我在任期间，常有

往来。席间，大家谈起台海局势。蒯老板说，他和

美茹坚决反对台独。 

回国前，罗大使夫妇、李琛参赞等使馆外交官

和约方代表在机场送行，大家相约：不久的将来，

再回安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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