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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西抵赞比亚中部的新卡皮

里姆波希，全长 1860. 5 公里。这是连接东部非洲与中部和南部非洲的

铁路干线，非洲人普遍誉为自由之路和友谊之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坦赞铁路的修建实现了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修建从开普敦到开罗的铁路

之梦。
此书分为三部分，再细分为若干章。第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

建设坦赞铁路的亲历者回忆叙述。这部分从独特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中国

当时主要领导人———已故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周恩来的想法。本

书记述的个人经历都真实可信，其中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前副部长

周南、中国前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原董事长刘

志明。
第二部分记录了坦桑尼亚一些官员和一位企业家的亲身经历，以及原

铁路局工作人员们的亲口叙述。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前总统本杰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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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姆卡帕、坦桑尼亚前总理和任期最长 ( 1989—2001 ) 的非洲统一组

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等坦桑尼亚主要领导人，都回忆了当

年修建坦赞铁路的情况。
第三部分即结尾部分，是在修建坦赞铁路这部大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的赞比亚人士的回忆。坦赞铁路工程的规模堪比苏联 ( 在埃及修建) 的

阿斯旺大坝 ( 《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第

48 页) 。其中卓越超群的演员是赞比亚开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博

士。卡翁达总统讲述了促使他和已故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转向

中国求助的原因和动力，这也得到赞比亚前外交部长弗农·姆旺加博士以

及交通部前常务秘书安德鲁·卡西达回忆的补充。
贯穿整部回忆录且反复强调的主题是，赞比亚当年惨遭劫持，卡翁达

过于依赖移民种族主义政权发展对外贸易，因此这个国家极易受到它们的

政治操控。所有亲历者都指出，此乃修建这条自由之路的主要动力。为加

强卢萨卡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安全，赞比亚需要另外一条通往海洋的大

道。弗农·姆旺加回忆起 1965 年罗得西亚 ( 津巴布韦旧称) 种族主义政

权单方面宣告独立导致赞比亚的经济岌岌可危，特别强调这一点，他说:

“赞比亚进口的商品运不进来，所需汽油只能空运进来，成本很高，数量

有限。因此，每户家庭每个月只允许买四加仑汽油，仅够上下班开车用，

这样一来邻居们有时不得不拼用一辆车。” ( 《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前

引书第 230 页①)

所有口述者都谈到，当时西方大国一致反对另外为赞比亚开辟一条通

往海洋之路，因为这将使赞比亚能够更有力地支持南部非洲的黑人解放运

动。坦桑尼亚前国家元首本杰明·姆卡帕指出: “虽然英国、美国等大多

数西方国家都承认修建坦赞铁路是可行的，但他们并不准备帮我们修，反

而说这条铁路是不经济的。” ( 《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

者的讲述》，第 181 页②)

正是由于西方极力反对赞比亚另辟蹊径修建联通非洲兄弟国家港口的

铁路，这才促使朱利叶斯·尼雷尔和肯尼思·卡翁达两位总统转向中华人

民共和国寻求援助建设坦赞铁路。卡翁达和尼雷尔与中国交好，成为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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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非洲的先驱。非洲力争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形成的不结盟运

动中维护自身权益。
捧读这本通俗易懂的散文集，读者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援建坦赞

铁路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人类牺牲。中国前副外长周南记得毛主席

跟尼雷尔总统讲过: “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

们的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建铁路，也要帮你们建这条铁路。” ( 《中非关

系史上的丰碑》，前引书第 9 页①) 周总理也说: “西方帝国主义不干的

事，我们帮着你干，而且我们干的话，会干得很漂亮。” ( 《中非关系史上

的丰碑》，前引书第 9 页②)

《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还告诉读者，中国工人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

兄弟们并肩筑路，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由中国和非洲工人组成的队伍

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披荆斩棘，经常面临野兽毒蛇的袭击，以及恶劣的气

候环境。
由于赞比亚到印度洋港口达累斯萨拉姆的唯一通道大北公路路况极

差，许多中国工人丧生于交通事故。为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坦桑

尼亚进行国事访问时，专程于 2013 年 3 月 25 日前往凭吊“远离故乡用宝

贵生命铸就中坦、中非友谊丰碑的英雄们”。
此书通俗易懂，配有多张照片，展示了中国工程师和非洲同行为修建

坦赞铁路曾克服巨大的挑战。图片清楚地显示了在铁路修建之前，赞比亚

在处于冷战的两极世界中深受种族主义移民殖民政权及其西方支持势力阴

谋诡计的影响。
读罢此书，笔者掩卷反思，想到如下问题:

从中国来看，修建坦赞铁路对最终促成 1972 年理查德·尼克松总

统历史性访华之旅的中美幕后外交接触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经历 “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如何还

能支持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如此庞大的交通工程?

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来看，西方国家有否由于尼雷尔和卡翁达与中

国紧密的政治合作而企图推翻他们?

中国如何看坦赞铁路的未来? 在坦赞铁路并未盈利的情况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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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向坦赞铁路注入资源?

凡是想要深入了解与修建伟大的自由铁路有关政治问题的人，必须阅

读此书。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政府在保护这些珍贵记忆方面做得还不够。坦

赞铁路的故事实际上就是独立后现代非洲的故事。非洲大陆人民追求尊

严、正义、自由和繁荣的故事。
笔者建议，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政府应提议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合作，宣布坦赞铁路的修建是独立后非洲现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章，

同时建议根据《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制作一部文献片。

( 吴滨滨译，舒展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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