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永远 曼德拉曼德拉（1918—2013）

的

延伸阅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南非 前 总 统 纳 尔
逊·曼 德 拉 因 病 医 治
无效，于当地时间 5 日
20 时 50 分 去世，享年
95岁。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发给南非总统祖马的唁
电中指出，曼德拉先生
是中南关系奠基人之
一，生前两次访华，积
极推动中南各领域友
好合作。中国人民将
永远铭记他为中南关系
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
卓越贡献。

在曼德拉探索、奋
斗和执政的漫长岁月
中，他和中国结下了深
厚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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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新社

昨日，1986年出生的苏先生来到
南非驻华使馆门前，献上鲜花并深鞠
一躬。

上午 10 时过后，像苏先生一样
来到南非使馆门口的人陆续增多，中
国政府和人民敬献的花环围簇在曼
德拉遗像前。南非驻华使馆降半旗
志哀，门前横幅上面用中、英文印着
曼德拉的名言：“生命中最伟大的光
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是坠落后再度
升起。”

一名 80 后女士带来一个红色的
中国结，放在曼德拉照片前方。她
说：“得知曼德拉先生逝世的消息心
情非常沉重，在中国一代青年人心目
中，曼德拉就是个传奇。”

1990年，香港音乐人黄家驹和他
的 Beyond 乐队为这位黑人领袖创作
了后来广为传唱的《光辉岁月》。正
是这首歌，让中国年轻一代的很多
人认识了远在非洲南端的这位传奇
老人。

而亚洲东方的中国，也一直在曼
德拉的心里。他曾向中国前驻南非
大使刘贵今回忆道：“在罗本岛坐牢
的时候，每到10月1日，我们的狱友们
都偷偷地用各种方式来庆祝中国的

‘十一’，因为我们觉得中国的国庆是
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希望。”

在互联网上，人们的悼念活动也
在进行。点开某搜索网站，输入“曼
德拉”的名字，会出现灰色的页面，

“曼德拉”成为搜索热词。截至16时，
关于曼德拉逝世的微博讨论数已近
40万。一则热门的微博写道：“走好，
老朋友！”

勇士曼德拉 深厚中国情

“走好，老朋友！”

1994年5月，曼德拉在南非首次
多种族大选中当选南非第一名黑人
总统。当选南非总统后，曼德拉积极
推动与中国建交，决定遵守非洲统一
组织的立场以及1971年联合国的决
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
的唯一合法政府。

从1998年1月1日起，中国和南
非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99年5月，在总统任期结束之
前，曼德拉终于实现了以南非国家元
首的身份访华。曼德拉在会见中国
领导人时说，中国对南非人民争取解
放的事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我们对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中南建交15年来，中南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今年11
月，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研制出口南非的首批电力机车在南
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正式交付使
用。这是我国首次向非洲出口电力
机车。当地计划将这批新机车命名
为“曼德拉”号，向中南关系的奠基人
和开创者曼德拉致敬。

获得自由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曼德拉访问了不少国家，中国则是
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国度。

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钱其琛
后来所著的《外交十记》里写道：“曼
德拉说，他对中国心仪已久，很想去
看看那块伟大的土地和人民，只是
这次访问远东，日程安排太紧，难以
实现。中国是个大国，安排访问时
不能太匆忙，来年5月份比较从容，
届时，可以好好看看中国。”

1992年10月4日至10日，还是
南非非国大主席的曼德拉访华之旅
终于成行。

20世纪90年代初曾驻南非的
新华社老记者滕文启在曼德拉访华
前采访了他，滕文启说：“曼德拉提

到，在中国他要参观万里长城和具
有革命历史意义的遗址。他问我们
红军渡过河的桥梁是否犹存。我们
猜想曼德拉是指大渡河的铁索桥。”

第一次的中国之行，曼德拉没有看到
铁索桥，但他实现了登万里长城的心愿。

访华期间，曼德拉受到中国的真
诚接待。“杨尚昆主席举行欢迎仪式，
会见并宴请了他，江泽民总书记也会
见并宴请了他，李鹏总理同他进行了
会谈。中国政府还向‘非国大’捐款捐
物1000万美元，北京大学授予曼德拉
名誉博士学位。接待规格之高，如同
接待国家元首。曼德拉在北京举行的
记者招待会上说，对自己所受到的真
诚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深为感动。”

《外交十记》中如此写道。

曼德拉与中国的渊源始于他早
年的开普敦生活时期。那时，他白
天是一名律师，晚上则是一名业余拳
击手。

曼德拉平日里酷爱读书，尤其喜
爱《孙子兵法》这样的战略书籍。

20世纪60年代初入狱后，在长
达27年的铁窗岁月里，中国革命的
经验影响着曼德拉。

在他与帮他撰写自传《漫漫自
由路》的老朋友理查德·施腾格尔的
对话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革命的
推崇。

曼德拉说：“中国革命真是一部
杰作，是真正的杰作。如果你了解
到他们开展革命的方式，就会相信
所有事情皆有可能。中国革命真是
个奇迹。”

他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照耀中国》是他读到的第一本
关于中国的书。通过这本书曼德拉
对中国革命、长征、毛泽东、中国共产
党有了深刻的了解。

1990年4月，曼德拉刚刚告别牢
狱生涯一个月，在纳米比亚遇到时任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交谈中，
曼德拉对与他年纪相仿的中国新朋
友说：“我20多年在罗本岛狱中生活
的精神支柱来自中国！”

曼德拉说，他在牢房里坚持看
书，妻子温妮应他的要求捎来《毛泽
东选集》（英文版），他如饥似渴地从
头到尾认真研读，不时比较和思索南
非、非洲大陆的民族解放和中国蓬勃
发展的革命运动。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旦认定追
求目标，就要不懈奋斗，就会经受各
种曲折考验，要在艰难甚至恶劣的境
遇中求生存与发展。正是这种精神
力量，使我坚定信心和斗志。”

念念不忘：74岁高龄登长城

深厚情谊：
积极推动与华建交

精神支柱：
如饥似渴读《毛选》

1999 年 5
月 6 日，时任
南非总统的曼
德拉向北京大
学学生们挥手
告别
（网络图片）

1992年10
月，曼德拉首
次访华并登上
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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