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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说

“针灸疗效有口皆碑”

达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来自“中
国医生”。“我从小就知道，生病了要去
看中国医生。”达科说，从上世纪 60 年
代开始，一批批中国医疗队员漂洋过
海，为马里人送去健康。“一批中国医疗
队员在马里 1 年半的任期结束后，下一
批就会接上，50 多年来援马中国医疗队
伍越来越庞大。”

2011年9月，中国援建的马里医院正

式落成并对外接诊，这是两国医疗卫生
合作史上一件大事。马里医院是中国援
非首家综合性医院，也是中国援马医疗
队定点门诊医院。医院交通便利、收费
低廉，吸引了马里各地的患者前来就
诊。2019 年 12 月，天津市在马里首都巴
马科设立全球首个中医技术鲁班工坊，
马中传统医药合作迈出重要一步。“提到
中医就会想到绿色天然，马里医院的中
医科深受欢迎，针灸疗效有口皆碑。马
中在传统医学方面的合作大有可为。”达
科说。

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凸显了两国深化
医疗卫生合作的重要性。当疫情在马里
蔓延，中国医疗队支援马里抗疫一线，
浙江省人民医院还与马里医院形成对口
医院合作机制，推动抗疫经验分享、远
程会诊、药械援助等多方面合作。“中国
对提升马里医疗卫生系统的抗疫能力提
供了很多帮助。”达科表示，“我们希望
能和中国更多医院建立对口合作关系。”

“中国茶叶广受欢迎”

达科说，中国援建的巴马科大学卡
巴拉校区在马里家喻户晓，新校区大幅
提升了学校的硬件水平，“马里人尤其是
马里大学生非常喜欢这个新校区。”

马里教育发展史上留下的中国印记
远不止于此。自上世纪 60 年代至今，中

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已帮助数千名马里
学生实现来华留学梦。“目前在华留学
的马里学生大多得到了中国政府奖学金
支持，他们有的学习中文，有的学习国
际贸易，更多人在学习理工科。”达科
说，“与中国合作对马里教育产生了深远
影响。”

马里留学生架起两国民心相通的桥
梁。达科十分珍视人文纽带。“两国人民
间的文化共鸣非常重要。”达科举例说，
马里和中国都有独特的茶文化。在马
里，茶不是简单的饮品，它还包含着社
交“密码”——人们用加糖的茶代表对
贵客的欢迎。中国茶种类繁多，马里人
爱喝的绿珠茶主要进口自中国浙江和安
徽，“中国茶叶广受欢迎”。

不 仅 茶 文 化 ， 达 科 还 从 绘 画 、 木
雕、音乐、舞蹈等诸多领域看到了两国
深化合作的无限可能。在采访中，达科
特意播放了一曲他在云南昆明听到的中
国少数民族音乐。“如果马里人听到这段
音乐，他们会以为这来自马里！”达科
说，演奏此曲的中国艺术家或许并不知
道，在遥远的马里也有类似音乐，如果
能让两国艺术家相互交流会非常奇妙。

“非中合作成果丰硕”

两国的紧密合作让马里人对中国更
有亲近感。作为中国的“老朋友”，马里

为中国的发展成就感到高兴。达科表
示，纵览全球，国家间关系起起落落是
常事，但马中关系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
一直保持稳定，没有任何波动能影响马
中友谊。

达科非常高兴在驻华期间赶上了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件大喜事。“中
共百年华诞不仅是中国的庆典，也是马
里的喜事。”达科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始终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增进人
民幸福。带领中国人民消除绝对贫困是
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对一国
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比为人民谋幸福更
重要的目标，这也是马里政府希望做到
的。全世界都应当了解中国共产党、中
国政府为带领人民摆脱贫困所付出的巨
大努力。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
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
减贫经验可以为非洲提供借鉴。

谈起中国发展为非洲带来的机遇，
达科认为中非合作论坛值得称赞。他
说，非洲要发展振兴必须走联合自强的
道路。中非合作论坛的重要价值在于尊
重非洲的整体性，为 50 多个非洲国家和
中国提供了集体对话平台和务实合作机
制。非洲人口共约 13 亿，中国人口有 14
亿多，这让中非合作论坛具有非同寻常
的力量。自 2000 年以来，非中关系在中
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快速发展，“非中合作
成果丰硕，在政治、教育、基建、医疗
等多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第一次来中国就爱上北京烤鸭”
——访马里驻华大使迪迪埃·达科

海外网 毛 莉 任天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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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就爱上北京烤鸭。担任驻华大使后，

我去过中国很多城市，品尝各地美食，又喜欢上了绍兴臭豆腐。”

马里驻华大使迪迪埃·达科日前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津津

乐道他在中国的寻味之旅。

对达科来说，在最有烟火气的市井里，藏着中国人最真实的

生活。“马中建交60余年来已经发展了牢不可破的合作关系，我

们还须从社会文化层面加强相互了解，更好地促进两国关系。”达

科说。

1960 年 9 月 ，
马 里 恢 复 独 立 。
一个月后，中国就
与 马 里 建 立 外 交
关 系 。 这 是 两 国
合作的起点。此后
马 中 合 作 稳 步 发
展，覆盖医疗卫生、
教育、文化、基础
设施、农业、工业、
商业等诸多领域。

马 中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合 作 从 起
初 为 马 里 留 学 生
提供奖学金，到如
今 已 扩 展 到 基 建
等 广 泛 领 域 。 中
国 援 马 里 巴 马 科
大 学 卡 巴 拉 校 区
扩 建 工 程 已 经 启
动 ， 这 是 两 国 在
教 育 领 域 的 最 大
基建合作项目。

马中在农业、
工 业 和 商 业 领 域
的合作始于 20 世
纪 60年代，如今已
结 出 累 累 硕 果 。
在 马 里 塞 古 地 区
的 甘 蔗 种 植 与 糖
业 合 作 就 是 好 例
子 。 马 里 国 内 的
很 多 基 建 设 施 都
是 马 中 合 作 的 成
果 ， 中 国 企 业 修
建的大楼、道路、
桥 梁 等 遍 布 马 里
全国各地。

在 马 中 所 有
领 域 的 合 作 中 ，
医 疗 卫 生 合 作 是
最 卓 有 成 效 的 领
域之一。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就向
马 里 派 遣 了 第 一
支医疗队。今天，
马 中 医 疗 合 作 已
覆盖技术援助、医疗基建及改造、
药品及医疗设备供应等多个方面。

中 国 医 疗 队 最 初 在 马 里 的 卡
蒂、马尔卡拉、锡加索等城市的医
院展开活动，他们与马里医生并肩
工作。中国政府为马里医院的建设
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马里首都巴
马科的三大基础医疗设施之一，马
里医院自投入使用以来发挥了重要
作用。2020 年 10 月，中国第 27 批
援马医疗队进入马里医院工作，他
们将与马里医护人员共同工作 18
个月，进一步提升马里医院的医疗
水平。

数十年来，传统医学始终是马
里卫生系统的一部分。在马里医院
设立中医科受到马里公共卫生官员
的欢迎，并将成为促进两国传统医
学合作的重要契机。现在，马里公
共卫生官员正在努力推动达成马中
传统医学合作的协议。马里医院的
案 例 为 两 国 医 疗 合 作 提 供 了 新 视
角。马里是一个疟疾高发的国家，
抗疟剂药物供应将成为相关合作的
关键组成部分。

60 多 年 来 ， 马 中 合 作 稳 步 发
展，深受马里人民欢迎。马中之间
结下了深厚友谊，两国合作前景充
满光明。

（作者为马里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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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当大
使。”——字正腔圆读
出栏目名称的不是别
人，正是马里驻华大
使迪迪埃·达科。“我
在中国当大使”栏目
组在采访达科大使
前，使馆中方雇员就
预告：“大使来中国
后不仅积极参加中国
外交部组织的学中文
活动，还一直坚持自
学中文，现在大使的
中文很棒！”百闻不
如一见，初次相识，
达科大使不经意间

“秀”出的标准普通
话就带给我们惊喜。

通常让外国人大
呼头疼的中文四声，
对达科大使来说却是
小菜一碟。“我来自马
里的博博族，我们的
语言也像中文有不同
声调。”达科大使说，

“我知道声调很重要，
不同声调代表了截然
不同的字，所以我花
了大力气学发音。”

谈起自学中文的
小妙招，达科大使掏
出手机现场演示了一
番。“在网上有大量
中文教学视频，从基
础中文到高阶会话无
所不包。”大使说，他
下载了很多学习中文
的小视频存在手机和
电脑里，每天一有时
间就跟着视频学。说

话间，大使打开一条视频跟读起来：“我是四
川人，4 年前来到深圳找工作。我和一个朋
友开了一家小饭店，我们都是四川人，所以
我们主要做川菜。”大使说，视频的语速还
能根据需要调节，学起来非常有意思。

对达科大使而言，学中文成了繁忙工作
中的一种调剂和休闲方式。说到这里，他用
中文来了一句：“如果你想学好中文，就应
该多说、多听、多写。”掌握了日常交流基本
用语后，达科大使正在努力提高中文的读写
水平。他说：“虽然写汉字很难，但我在不断
挑战自我，一看到新汉字就反复练习写法。”

达科大使对学中文倾注了很大热情，源
自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对推动两国人文交
流的使命感。他喜欢中国文化，常惊艳于中
国艺术家的绘画、木雕作品。“文化是促进
民心相通的纽带。”大使说，“我非常希望进一
步推动马中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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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马里是西非文
明古国，悠久的历史为马里留下廷巴
克图古城、杰内古城、多贡遗迹和加
奥阿斯基亚王陵等多处世界遗产。马
里因此被誉为“西非文化的摇篮”。

马里重视文化传承，不少古迹至
今充满生命力——廷巴克图古城号称

“黑非洲保护最完美的古城”，城中昔
日撒哈拉以南的最高学府，如今依然
在开门办学。对阿贾米文手稿的研究
也是马里的一大特色。历史上，慕名
至廷巴克图求学的非洲学者曾用一种
叫“阿贾米”的文字记载当时的史实，
这种文字手稿对于今天研究非洲历史
具有重要价值。马里政府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协助下，已在廷巴克图建
立专门机构，收集和研究阿贾米文手
稿，这将帮助人们从更多维度了解马
里辉煌的历史文化。

在马里北部的加奥、基达尔和通

布图等地以及中东部的莫普提地区，
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知识、手工技能、口头文学、歌
谣、仪式以及其他一些珍贵的传统工
艺……其中，多贡面具舞是一颗充满
神秘魅力的明珠。尼日尔河流经马里
的河湾处，居住着黑人土著民族——
多贡人。他们在陡峭的悬崖上筑起尖
顶泥屋，层层叠叠，如蜂窝一般。悬
崖上几乎没有路，多贡人只能手脚并
用，踩着石头往上爬。交通闭塞让这
个古老的民族几百年来与世隔绝，但
也因此保存了最为原生态的传统文
化。在重大仪式、节庆上演的面具舞
彰显了多贡人对自然、对生命的炽烈
情感。

多贡舞蹈一般由村里的老人们引
领，他们用笛子模仿出大自然中的风
声雨声、鸟语虫鸣等各色响动，用鼓
点营造肃穆的气氛，并用独特的语言

低声吟唱。曲调渐入高潮时，头戴面
具、脚踩高跷的多贡年轻人登场了。
面具以木制为主，头顶延伸出细长的
板子，可达5米高，这为表演者在舞蹈
中保持平衡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面具
用色明艳，设计繁复，有的坠饰如夸
张的须髯，有的镶嵌着贝壳，不同的
图案被赋予深刻的寓意：牛面具代表
勤奋耕作；羚羊面具象征多贡人曾经
以狩猎为生，鼓励年轻族人不要放弃
这一传统；水牛面具蕴含着多贡人所
崇尚的生存法则，即面对困难不要退
缩，充满力量和勇气便可无往不胜。
面具舞激昂热烈，表演者跟随灵动的
鼓点抖动着身体、舞动着手臂，人们
可以从中一窥多贡人丰富多彩的精神
世界。

马里的饮食和服饰文化也值得游
客体验。烤全驼是马里招待贵宾的特
色菜，烤制前在驼腔内放置一头已烤
好的羊，羊腔内再置入一只已烤好的
鸡，鸡腔内还要放一枚熟鸡蛋，再把
全驼放入用干柴烧红的烤坑内焖制2小
时，出炉后配以调料，风味层次丰
富、令人印象深刻。“布布”是当地传
统服饰的名字。男子多为白色、天蓝
色长衫；女子穿的“布布”五彩缤
纷，领口、胸部、袖口多饰以考究的
图案。“布布”宽袍大袖，走起路来四
面生风，在气候炎热的马里可谓最佳
着装。

西非文化的摇篮
海外网 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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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驻华大使迪迪埃·达科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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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多贡地区的面具舞。马里驻华大使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