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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馆遇到两个阿拉丁

一个卖“神灯”一个卖“神毯”

    进博会1.1食品馆，有个小小的展位，名

叫“阿孜密兄弟公司”。它的老板，是一位阿
富汗大叔，他就是阿孜密，中文名字叫金

飞，人们都叫他老金。每当客商走进展位
时，老金都会笑脸相迎，熟练的汉语脱口而

出，却好像带着一丝浙江口音。一问怎么回
事，老金哈哈一笑：“我来义乌20多年了，中

国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战乱中寻找出路

稍微空闲时，老金和记者聊起了自己
的故事。老金的家乡，在阿富汗首都喀布

尔。他出生于一个世代经商的人家，六岁开
始就到爸爸的商店帮忙。在那时的记忆中，

阿富汗是一个和平美丽的国度，人民富足
安康。

但从1979年开始，情况就急转直下，先

是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来军阀混战，然后美
国又来了。几十年的折腾，阿富汗仿佛坠入

无底深渊，百姓深受其苦，特别是像他们这
样的商人世家。没有安全，又怎会有安稳的

生意？
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阿孜密家族也在

不断寻找出路。他们的方案是，兄弟们到世

界各地开枝散叶，站稳脚跟后再互相帮衬。

所以，老金的展位上，有阿富汗的藏红花，

土耳其、西班牙的橄榄油等这些兄弟公司
的产品，都是他们家族成员在全世界打拼

的成果。

发现了神奇的义乌

那么，他怎么会选择来中国？
时间回到1998年，当时才20多岁的阿

孜密正在巴基斯坦经商，阿富汗是内陆国
家，海运贸易全都依赖巴基斯坦港口，他注

意到一个现象，这里的贸易市场上，中国的
商品越来越多，而且它们都出自同一个地

方———“义乌”。这个陌生的地名让他发现

了新的商机，他决定到中国闯荡一番。于是，
他成了第一个来到义乌的阿富汗商人。那

时，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陌生的国度，陌生
的语言，让初来的阿孜密有点无所适从。

但他很快发现，义乌是一个神奇的地
方，来自全世界的客商，也没几个懂中文的，

而且这里的批发商也不怎么会说英语。那大
家怎么交流沟通？其实一个眼神，一个动作，

一台计算器足矣，连比划带按数字，一笔生

意就成了。最关键的是，中国人友好、善良又

包容，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异乡客，让他爱上

了这个国度，在义乌一呆就是20多年。
如今，当年赤手空拳的小伙子阿孜密

已经成了浙江大叔老金，练就了一口流利
的汉语，有了自己的公司，生意越做越红

火，两个儿子也先后来华求学。可以说他人
生最宝贵的20多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

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腾飞，也深深

为自己的第二故乡而自豪。

“中国通”的进博梦

当然，阿富汗依然是让阿孜密最魂牵
梦绕的故乡。每当有家乡的消息，他都会竖

起耳朵；一有机会，就会向朋友们介绍他的
祖国：“阿富汗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历史悠

久物产丰富，人民善良勤劳，有机会一定要
去看看。”

如今，美国撤军，塔利班政权上台。老

金说，对许多普通阿富汗百姓来说，唯一的
要求就是和平稳定，这个苦难的国家已经

经历了太多创伤。而对中国，阿富汗百姓大
多都颇有好感，认为它是一个强盛的友好

邻邦，而且中国巨大的市场以及“一带一
路”倡议，都给阿富汗带来巨大的利好。他

们认为，在阿富汗战后的恢复发展中，中国

将起到巨大的作用。
因此，老金四次参加进博会，也是抱着

一个梦想，借助进博会的平台，让客商了解
家乡阿富汗，促进中阿贸易往来。在今后阿

富汗的建设发展中，他这样的“中国通”，理
应出一份力。

展位很小，梦想很大。如果您来到进博

会，不妨去老金的展位坐坐，他会给您端上
家乡的特产，然后用一口“浙普”介绍阿富

汗的山山水水，以及中阿两国人民携手发
展的未来，会是多么美好。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本版摄影 记者 孙中钦

聊起家乡故事，这位阿富汗大叔一口“浙普”

阿孜密：我来义乌20多年了

▲ 阿曼来的阿拉丁和他的“神灯”

▲  巴基斯坦来的阿拉丁和他的“神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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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丁神灯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乘坐“飞毯”，手持神
灯，机智勇敢的阿拉丁可是中国最知名的阿拉伯小伙。在本
届进博会上，记者探馆时竟然巧遇了两位“阿拉丁”，他们一
个卖“神灯”，一个卖“神毯”，一股浓浓的童话风扑面而来。

做“神灯”

镶金镶银镶宝石

在5.2消费品馆，许多来自伊斯兰国家的
参展商在B1展区设展。在一家名为KONOZ

AL的工艺品展位前，有位阿拉伯小伙热情地
和我们打招呼：“你好，我叫阿拉丁，来看看我

们的‘神灯’吧。”
记者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商业噱头，

但后来才知道这真是他的本名。阿拉丁在

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幸运”，所以在阿拉
伯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

这位阿拉丁来自阿曼，各种精美的“神
灯”是他们展位主推的产品。“阿拉丁神灯”

的原型是阿拉伯油灯，在伊斯兰国家是一
种常见的日用品，也是上千年来家家户户

的必备用品，除了可以放油点灯之外，还可
以泡茶、储物、装饰，大大小小，精美别致。

而在不同国家，“阿拉丁神灯”的风格也各
不相同。阿拉丁向记者展示，比如这里有几

个，从握柄的款式就能看出产地是也门、阿
联酋还是迪拜。

随着童话《一千零一夜》的风靡，人们
渐渐把阿拉伯油灯叫做“阿拉丁神灯”，

它们也成了伊斯兰国家重要的出口手工
艺品，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而在中

国，阿拉伯油灯数百年前就已本地化，被
制成精美的瓷器，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

融的见证。
小小一个“神灯”，价格可不便宜，因为

是纯手工打造，根据镶金、镶银、镶宝石等不

同材质，价格从几千几万到几十万上百万，

即便招不出“灯神”，也价值不菲。
看完了神灯，记者问阿拉丁：“你的神

毯呢？”他哈哈一笑，指着对面展位说：“我
的神毯送人了，那边还有一个阿拉丁，他专

门卖神毯。”

在 B1 展 区 的

CHADYALAL ART展

位，来自巴基斯坦的

小伙子阿拉丁正在

向客商卖力地推荐

阿拉伯手工纺织品。

在他的展位上，挂着一

张张精美的阿拉丁地

毯，这是他们最引以为

豪的展品。

阿拉丁告诉记者，

在他们那里，地毯有着

悠久的历史。早在公元二千

多年前，在阿拉伯半岛以游牧为

主要生活方式的贝都因人就开始编织

和使用地毯。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生活

方式，地毯的制作工艺特别讲究，以上等
纯羊毛为原料，在织造架上手工操作，图

案主要源于玫瑰花、郁金香和波斯梨等花
果。据说编织地毯时，由一位领班唱出颜

色的次序，织工们依次细心地打结，每小
时可打900个结，平均每一平方米的地毯

有320个结。

公元八世纪，阿拉伯人建立了地跨欧、
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地毯也随着阿拉伯

人的商队逐渐传入欧洲，让欧洲人大开眼
界。欧洲各国君主显贵开始购置阿拉伯地

毯，铺设在卧室和大厅，以显示富有和高
雅。直到现在，到中东国家旅游观光的游客

仍然以购得一张地道的阿拉伯地毯为傲。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手工阿拉伯地毯
也受到了冲击，一块纯手工的阿拉伯地毯

价格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但一块机器制
造的地毯，可以只卖几百元。对此，阿拉丁

也觉得很无奈：“样子看上去是差不多，但
用起来就知道区别，一块手工地毯可以用

几十年上百年不褪色不掉毛，更重要的是，

我们卖的不仅仅是日用品，更是艺术品与
文化历史，世界上没有两块相同的阿拉伯

地毯，这也是它被称为‘神毯’的原因。”
展馆里像“神灯”和“神毯”这样的展品

还有很多，背后有着各种动人的故事，这也
是进博会最大的魅力所在，不仅仅有商品

的交易，更是文化的交流。如果您来到进博
会，可以和展商们一起聊聊那些展品背后

的故事，相信一定会大有收获。
本报记者 李一能

编“神毯”

每小时打900个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