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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百年变局的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的内在动力之互动深刻影响

着当下及未来的中非合作ꎮ 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正展现出新特征: 中非合

作的国际环境由宽松转向趋紧ꎬ 大国对非关系格局由合作互补转向竞争分裂ꎬ
中非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显著增加ꎬ 中非合作的战略性规划和中长期发展诉

求明显提升ꎮ 顺应时代变革、 引领中非关系持续发展塑造着新时代中非合作

的议程: 党的二十大后的中非合作正迈向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征

程ꎬ 非洲新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题ꎬ 共同利益扩大

推动中非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加强共同行动ꎮ 与此同时ꎬ 回应和解

决中非合作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也正成为中非合作的重要议程ꎮ 由此ꎬ 面对大

变局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ꎬ 如何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 “共同点”、 破解非

洲发展的 “痛点”、 擦亮中非合作的 “亮点”、 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 “增长

点”ꎬ 已成为中非合作的努力方向以及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着

力点ꎮ
关 键 词　 中共二十大　 百年变局　 国际对非合作　 中非合作　 非洲发展

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周玉渊ꎬ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研

究员ꎮ

“放眼世界ꎬ 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全球转型不仅加速了世

界之变ꎬ 也正宣告着 “后冷战时代” 的结束和一个未知新时代的来临ꎮ① 正

３

① Ｍａｔｈｅｗ Ｂｕｒ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Ｍａｎｎｉｎｇꎬ “Ｈｏｗ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Ｗａｒ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ｕｔｕｒｅｓ”ꎬ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ｓｅｒｉｅｓ / ｔｈｅ －
ｂｉｇ － ｓｔｏｒｙ / ｈｏｗ － ｗｉｌｌ － ｔｈｅ － ｒｕｓｓｉａ － ｕｋｒａｉｎｅ － ｗａｒ － ｒｅｓｈａｐｅ － ｔｈｅ － ｗｏｒｌｄ － ｈｅｒｅ － ａｒｅ － ｆｏｕｒ －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ｆｕｔｕｒｅｓ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如中共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ꎬ “当前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以前

所未有的方式展开ꎮ 一方面ꎬ 和平、 发展、 合作、 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ꎬ
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ꎮ 另一方面ꎬ 恃强凌弱、 巧取

豪夺、 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ꎬ 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

赤字、 治理赤字加重ꎬ 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ꎮ①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ꎬ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ꎬ 世界

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ꎬ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预

料因素增多的时期ꎬ 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ꎮ② 大

变局时代正深刻塑造着中国与世界包括中国与非洲的关系ꎮ 中非关系是非洲

全球伙伴关系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中非合作是国际对非合作

和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典范ꎮ 在新的历史时期ꎬ 时代张力与中非关系自

身动力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中非关系的发展ꎬ 中非合作正呈现出新特

点与新趋势ꎬ 新的任务、 机遇和挑战正塑造着中非合作的新议程ꎬ 并对中非

关系的长远发展提出了新要求ꎮ 如何加强中非战略沟通和共同行动ꎬ 如何巩

固和深化中非友好合作关系ꎬ 如何推动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正成为

中非合作重要的时代课题和前进的方向ꎮ 为此ꎬ 本文将致力于厘清当前中非

合作的新特点ꎬ 总结和分析中非合作的新议程ꎬ 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非合作

的发展前景ꎮ

一　 中非合作的新特点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ꎬ 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正发生重

大变化ꎮ 从外部环境看ꎬ 国际环境变化正在重构中国与其他大国在非洲的关

系ꎬ 大国对非合作格局正从差异互补转向竞争分裂ꎬ 中非合作因应时代变革

而进行转型发展的动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ꎮ 从非洲的角度看ꎬ 非洲经

济社会发展遭遇较严重困难ꎬ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势头放缓ꎬ 中非合作

对支持非洲发展的道义责任以及引领发展中国家复苏的全球意义明显增加ꎮ
同时ꎬ 中非合作本身也正在经历转型升级、 推动中非合作提质增效、 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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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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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合作的中长期战略规划能力、 应对中非合作中的重大挑战ꎬ 正成为构建高

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ꎮ
(一) 国际环境正发生重大变化

国际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其一ꎬ 世纪疫情、 百年变局、 乌克兰危机ꎬ
以及气候变化推动的全球发展转型ꎬ 正在重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发展

合作格局ꎬ 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ꎮ① 其二ꎬ “东升西降” “南升北降”
的趋势正在放缓ꎬ 南南合作的挑战和挫折正在增加ꎮ 全球通胀、 经济衰退、
发展挑战加剧给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蒙上阴影ꎬ 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

刺激明显减弱ꎬ 发展中经济体 “硬着陆” 的风险急剧上升ꎮ “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国家由于负债沉重、 投资疲软ꎬ 可能在未来多年都会增长乏力ꎮ 教育、 卫

生、 减贫和基础设施等多年积累的发展成果遭受严重侵蚀ꎬ 发展中国家面临

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ꎮ”② 其三ꎬ 全球安全、 国家安全、 发展安全和人的安

全都面临着重大挑战ꎮ 不断增加的安全问题分散了全球对发展议题的重视和

投入ꎬ 安全问题泛化则加剧了国际分裂和对抗ꎬ 进而导致国际协调合作的阻

力和挑战持续增加ꎮ “发展的安全化———增长和发展目标从属于安全优先事

项ꎬ 未能带来安全ꎬ 只会破坏发展ꎮ”③

国际环境变化对中非合作正带来深远影响ꎮ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ꎬ 和平与发展

是时代主题ꎬ 大国协调是全球治理主基调ꎮ 中国和非洲以及中非合作本身都

受益于这一时期的和平红利和发展红利ꎬ 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非

洲经历了长时段的快速恢复发展ꎬ 中非合作获得了全面提升ꎬ 为南南合作和

国际对非合作树立了典范ꎮ 然而ꎬ 当前ꎬ 中非合作享有的全球化以及和平发

展红利正在衰减ꎬ 大国协调的氛围正在变淡ꎬ 中非合作相对受外部干扰较少

的局面正在被改变ꎮ “复杂竞合时代的竞争色彩日益增强ꎬ 包括主要大国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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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国际行为体的竞争体现在国家实力、 国际制度、 意识形态和关键节点

等方面ꎮ 随着权力政治强势回归、 地缘政治备受关注和传统安全威胁加剧ꎬ
‘修昔底德陷阱’ ‘大国政治悲剧’ 等话语一再被重复ꎬ 围绕国际制度和意识

形态展开的竞争也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现象”ꎮ① 大国竞争加剧、 世界经

济衰退、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 “断链”、 能源结构转型、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以及国际合作中的泛安全化正在对中非合作带来影响ꎮ 地缘政治、 全球秩序

和国际合作氛围的变化使中非合作不得不面临更多的压力和未知的挑战ꎮ 从

“全球化时代的中非合作” 转向 “大国竞争时代的中非合作”ꎬ 正成为当下中

非合作的重要时代特征ꎮ
(二)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

近年ꎬ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ꎮ 在力量对比上ꎬ 其表现为

“东升西降” 的态势ꎬ 中国等新兴国家对非合作的力度以及在非洲发展上的影

响力明显上升ꎬ 而西方在非洲的影响则相对下降ꎮ② 在大国互动关系上ꎬ 中国

与美西方国家在非洲的交集持续增加ꎬ 分歧乃至矛盾也在不断扩大ꎮ 即使如

此ꎬ 在一段时间内ꎬ 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在非洲基本维持着和平共处的关系ꎬ
或者被称之为 “自然分工、 优势互补” 的 “协作” 局面ꎮ③ 然而ꎬ 随着中国

在非洲乃至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ꎬ 美西方对中国和中非合作的焦虑明显

上升ꎬ 加强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正成为美西方的战略共识ꎬ 特别是美国特朗

普政府上台后推动的对华全面竞争对国际对非合作格局产生了根本影响ꎮ 中

国与美国在非洲的关系转向和服务于美国所发起的意识形态、 发展模式和全

球战略之争ꎬ 中国与美国在非洲事务上的合作甚至沟通基本停止ꎮ 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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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多元世界与竞合时代» ( «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 笔谈专文之一)ꎬ 载 «世界经

济与政治»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张宏明: «大国在非洲格局的历史演进与跨世纪重组»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２９ ~ ３６ 页ꎮ
例如ꎬ 中国与美、 英、 法等西方大国以及欧盟都建立了非洲事务的定期磋商机制ꎬ 在 ２０２０ 年

之前ꎬ 中、 法举行了 １３ 轮磋商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９ 年)ꎬ 中、 英举行了 １０ 轮磋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９ 年)ꎬ 中美举

行了 ８ 轮磋商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９ 年)ꎬ ２０１４ 年前的中美多轮磋商是由副部长级别官员参与ꎬ ２０１９ 年是司局

级官员参与ꎮ 参见张宏明: «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２ 页ꎻ 张春: «涉非三方合作: 中国何以作为?»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８ 页ꎮ 国际和

非洲上的很多观点也认为中国和传统大国在非洲是互补的ꎬ 大国间的协调合作对于非洲发展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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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后ꎬ 美国在重新重视非洲的同时ꎬ 不断强调与中国在非洲的模式差异①ꎬ
通过强化多边合作、 提出新合作倡议ꎬ 企图重建在非洲事务上的领导力ꎬ 进

而凸显与中国在非洲的竞争关系ꎮ
由此ꎬ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已从差异互补转向竞争分裂ꎮ 在经济和发展领

域上ꎬ 美西方国家开始不 “承认” 中国在非洲发展尤其是基础设施上的重要

贡献ꎬ 而是持续将中国抹黑为 “掠夺国家”ꎬ 炒作所谓 “债务陷阱论” “不透

明论”ꎬ 表示将向非洲提供不同于中国的 “更好选择”ꎮ 美西方国家通过提出

“重建更美好世界” 和 “全球门户” 计划、 “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
“全球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等系统性倡议ꎬ 全面强化与

中国的竞争ꎮ 在政治领域ꎬ 它们加大对非洲民主和人权事务的介入力度ꎬ 勾

画所谓 “民主” 相对于 “威权” 的制度前景ꎬ 既通过 “千禧年挑战公司”
(ＭＣＣ)、 提供发展援助等 “胡萝卜” 工具支持非洲国家 “民主” 发展ꎬ 也利

用对津巴布韦等国的制裁工具打压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非洲国家ꎮ 在安全领域ꎬ
美西方国家对非安全合作的效果持续遭到质疑ꎬ 却对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安全

合作非常警惕ꎬ 包括炒作中国在非洲的港口、 信息通信、 矿产投资、 联合演

习以及海外后勤基地所引发的安全问题ꎮ② 综上ꎬ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正日益分

裂为一方是美西方国家、 另一方是以中国为主体的 “平行的” 大国对非合作ꎮ
(三) 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持续增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非关系快速发展ꎬ 中非合作取得巨大成就ꎮ 中国已

成为非洲最大贸易伙伴、 最大基础设施融资方、 对非投资增速最快国家、 非

洲国际工程的主要承包方以及主要发展合作伙伴ꎬ 中国在非洲建立了重要比

较优势ꎮ 然而ꎬ 随着国际环境和非洲发展的变迁ꎬ 中非合作面临的挑战也在

不断增加ꎬ 现有的中非合作模式在应对新问题和挑战上的压力明显上升ꎮ
第一ꎬ 非洲经济发展遭遇严重挫折给中非合作带来新的压力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前后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以来ꎬ 受尼日利亚、 南非、 安哥拉等非洲大国经

济衰退的拖累ꎬ 以及埃塞俄比亚等之前经济增长较快的非洲国家因各种问题

陷入困境ꎬ 非洲增长的动能开始衰减ꎬ 政治、 经济和发展挑战不断积累ꎻ 新

７

①

②

如提出美非经贸合作的 “新模式”ꎬ 具体参见周玉渊: «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国对非洲关系评估

与展望»ꎬ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８ 页ꎮ
参见美国国防大学非洲战略研究中心对上述问题的评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ｆｒｉｃａｃｅｎｔｅｒ ｏｒｇ / ? ｓ ＝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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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冲击、 乌克兰危机和能源转型的结构性影响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

趋势ꎬ 非洲国家前 ２０ 年的发展成果遭遇逆转ꎬ 正面临着 ２０００ 年以来最严重

的危机ꎮ 非洲发展挑战加剧不仅凸显了中国作为非洲重要发展伙伴的道义责

任和压力ꎬ 也促使中非双方不得不基于现实变化对传统的中非合作模式进行

调适ꎬ 如在融资、 基础设施、 能源等方面的合作ꎮ
第二ꎬ 非洲政治安全挑战加剧ꎮ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ꎬ 非洲共发生了 １２ 次军事

政变ꎬ 其中 ７ 次取得成功ꎬ 包括马里、 乍得、 几内亚、 苏丹和布基纳法索ꎬ
２０２１ 年发生的军事政变是新一轮的政变浪潮ꎬ 且这一轮政变频率明显高于此

前的平均水平ꎮ①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ꎬ 非洲暴力冲突在数量和地域分布上都

明显下降ꎬ 然而ꎬ 近十年来ꎬ 这一趋势出现逆转ꎮ 根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

数据ꎬ ２０１０ 年ꎬ 非洲国内冲突的数量为 １０ 起ꎬ 但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２５ 起ꎬ ２０２１
年ꎬ 非洲共发生了 ３０ ８６６ 起政治暴力事件ꎬ 都为历史新高ꎮ 冲突国家的数量

也大幅增加ꎬ ２０１０ 年只有 ５ 个非洲国家面临经常性的恐怖袭击ꎬ 目前已经扩

大到 １４ 个国家ꎬ 其他一些国家则存在偶发性的恐袭风险ꎮ② 另外ꎬ 多重危机

导致非洲的粮食与能源安全问题更加突出ꎬ 人道主义和民生危机不断加剧ꎮ③

非洲政治安全形势恶化不仅给非洲发展带来严重挑战ꎬ 也对中非合作带来直

接的影响ꎬ 凸显了统筹 “发展—安全—治理” 关系的重要性ꎬ 从而给中非合

作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第三ꎬ 中非合作面临的质疑甚至被污名化现象增多ꎮ 一方面ꎬ 美西方国

家利用非洲发展受挫之机ꎬ 攻击和抹黑中非友好合作ꎮ 另一方面ꎬ 部分非洲

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 排外主义有所抬头ꎬ 要求加大对中国在非

项目审查的声音增加ꎬ 从而对正常的中非合作带来影响ꎮ 与此同时ꎬ 为应对

发展挑战ꎬ 非洲国家在发展道路和发展伙伴选择上出现新变化ꎬ 为寻求更多

８

①

②

③

李新烽、 姚桂梅、 刘中伟、 沈晓雷、 邓延庭: «２０２１ ~ ２０２２ 年非洲形势分析与展望»ꎬ 载谢伏

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 (２０２２)»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１８ ~ １５３
页ꎻ 余文胜: «变局下的非洲: 危与机并存»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７ ~ １９ 页ꎻ Ｐｅｔｅｒ
Ｍｗａｉꎬ “Ａｒ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ＢＣ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ꎬ ２０２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４６７８３６００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６

Ａｍａｎｉ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ｏｎ ｔｈｅ ２０ 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Ａｍａｎｉ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１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ｍａｎｉ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ｔ ｏｒｇ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Ｔｈｅ － ｍａｊｏｒ － ｐｅａｃｅ － ａｎｄ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ｎ － Ａｆｒｉｃａ － ｉｎ － ｔｈｅ － ｙｅａｒ － ｔｈｅ － ＡＵ － ｍａｒｋｓ － ｉｔｓ － ２０ －
ｙｅａｒｓ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７

参见安春英: «非洲粮食安全困局及其治理»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９ ~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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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支持ꎬ 一些国家正加大与多边金融机构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的合作ꎮ
(四) 中非合作亟需中长期的战略规划

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战略目标ꎬ 推动中非合

作高质量发展是中非合作的必然要求ꎮ 这一目标和要求意味着双方必须从更

长远和战略性的高度来规划中非合作ꎮ 正是在这一逻辑指引下ꎬ 在中非合作

论坛达喀尔会议后首次发布了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下简称 «２０３５ 年愿

景») 和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两份重要文件ꎮ
«２０３５ 年愿景» 为中非合作规划了中长期的愿景ꎬ 体现了中非双方从长

远角度发展中非关系的意愿ꎮ 相比于中非合作论坛三年一个周期的合作规划

和举措设计ꎬ «２０３５ 年愿景» 的出台意味着中非双方正致力于在项目合作与

战略合作、 在项目落地与项目可持续运营、 在短期收益与中长期合作效果等

多个维度实现平衡ꎬ 从而保障中非合作可持续发展ꎬ 使中非合作符合中非双

方的长远利益ꎮ 其主要的逻辑是中非合作必须具有系统性、 连续性和有效性ꎬ
这为当下的中非合作提供了根本的理念与原则ꎮ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宣言» 则是中非第一次在全球重大问题上发布共同的

立场文件ꎮ 气候变化是影响全球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性问题ꎬ 正对中国、 非

洲以及中非合作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为此ꎬ 中非决定建立新时代中非应对气候

变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ꎬ 不仅加强国际合作、 多边合作、 南南合作、 三方合

作等各层次的合作ꎬ 还加强在气候投融资合作、 “绿色长城计划” “非洲农业

适应倡议” 等重点项目和计划上的务实合作ꎬ 更重视在发展转型和可持续发

展方式上的合作ꎮ① 由此ꎬ 宣言表明中非不仅在全球重大问题上能够达成战略

共识ꎬ 而且也能够形成务实的合作机制和方案ꎮ 这为未来中非应对其他全球

性战略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ꎮ

二　 中非合作的新议程

中非合作的内部动力、 外部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正在塑造中非合作

新议程ꎮ 在内部动力上ꎬ 中非关系正进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

９

①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０６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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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ꎬ 面临转型升级、 提质增效的新需要ꎬ 如何引领和推动新时期的中非合作

正成为中非双方的共同任务ꎮ 在外部需求上ꎬ 非洲正遭受 ２１ 世纪以来最严峻

的经济和发展危机ꎬ 非洲对外部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ꎮ 在大变局时代ꎬ 如何

利用国际对非合作的机遇ꎬ 如何应对持续上升的国际竞争和挑战ꎬ 构成了中

非合作的共同议题ꎮ 为此ꎬ 中非双方正基于顶层设计、 需求导向、 共同行动

和高质量合作ꎬ 规划和引领新时期的中非合作ꎬ 推动构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ꎮ
(一) 顶层设计引领中非合作新征程

顶层设计和战略引领是新时代中非合作的鲜明特征ꎮ 从非方看ꎬ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的通过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启动ꎬ 标志着非洲国家进入

联合自强、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ꎮ 从中方看ꎬ 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中非关系ꎬ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中非合作

带来了新理念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提出真实亲诚的对非合作理念

和正确义利观ꎬ 现已成为指导新时代中非合作的理念原则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中非合

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ꎬ ２０１８ 年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推动中非关系进入

历史最好时期ꎮ ２０２１ 年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将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

体确定为新时期中非合作的共同目标ꎬ 启动了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ꎮ 当前ꎬ
如何推动非洲发展与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的对接与联动ꎬ 从战

略和政策层面规划中非合作也成为非洲国家重要的战略选择ꎮ 正如南非副外

长在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会议上呼吁ꎬ “我们羡慕使数以亿计人摆脱贫困的中

国模式ꎬ 我们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来实现目标以及推动旗舰项目的实施ꎬ 我

们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在实施非洲大陆自贸区上的合作和经验分享ꎬ 我们呼

吁中国能加强 ‘一带一路’ 倡议与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及其他非洲经济发

展项目的对接ꎮ”①

中共二十大的召开为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关系发展指明了新方向ꎮ 二十大

报告明确了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ꎬ 对世界局势和中国对外政

策作出了清晰定位ꎬ 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推动构建有利的国际环境是

０１

①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Ｄｅｐｕｔｙ Ｍ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Ｃａｎｄｉｔｈ Ｍａｓｈｅｇｏ － Ｄｌａｍｉｎｉ ａｔ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ＣＡＣ”ꎬ Ｄａｋａｒꎬ Ｓｅｎｅｇａｌꎬ ３０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ｒｃｏ ｇｏｖ ｚａ / ｄｏｃｓ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２０２１ / ｍｄｌａ１１３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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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ꎮ 在百年变局下ꎬ 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和压力日益

复杂严峻ꎬ 中国承担的全球责任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ꎮ 在此

背景下ꎬ 要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因此ꎬ 加强与

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ꎬ 也是中国更好参与全球治

理和国际发展的历史必然ꎮ 习近平在会见二十大后首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

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时表示ꎬ “中国愿以自身新发展为非方提供新机遇ꎬ 加快落

实‘九项工程’ꎬ 以基础设施为引领ꎬ 夯实贸易、 投资、 融资三大支柱ꎬ 培育

中非合作新动能ꎮ 中方愿同非方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ꎬ
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ꎬ 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ꎬ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ꎮ”①

(二) 新发展现实塑造中非合作的新议题

中国与非洲发展理念、 发展阶段和发展格局的变化塑造着中非合作的新

内容ꎮ 发展理念变化和发展转型往往意味着挑战和压力的增多ꎬ 中国和非洲

国家都面临着复杂的转型压力和挑战ꎬ 中非合作在经历了较长时间快速发展

后也正进入转型调适期ꎮ 中国迈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ꎬ 正在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ꎬ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ꎮ
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等角度ꎬ 非洲对于中国

发展和安全以及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意义进一步提升ꎮ② 其一ꎬ 气候变化议

程下的绿色、 低碳和高质量发展需求加速全球能源结构以及供应链、 产业链

和价值链的变迁ꎮ 非洲是全球资源富足且 “未来资源” 占比较高的大陆ꎬ 全

球发展转型凸显非洲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ꎮ 如何保障供应链安全、 提升非

洲国家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ꎬ 对非洲国家而言仍面临着很大挑战ꎮ 中

国是绿色能源和全球产业链的主要领导者ꎬ 非洲对中国供应链安全和全球产

业竞争的意义不言而喻ꎮ 在非洲发展转型的背景下ꎬ 面对非洲国家提升在全

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地位的诉求ꎬ 中国在引领非洲绿色发展转型和支持非洲

发展上将发挥更大作用ꎮ 这是当前中非合作的重要议题和方向ꎮ 其二ꎬ 非洲

是中国摆脱美西方经济围堵的重要突破口ꎮ 非洲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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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举行会谈»ꎬ 载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２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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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宏明: «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ꎬ 第 ３ ~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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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ꎬ 中国海外第一个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是在非洲建立的ꎬ 中国铁路带动的

中国标准走出去首先在非洲实现ꎬ 很多中国企业也是主要依托在非洲的经营

逐渐发展壮大的ꎮ 在美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之名加大对中国的产业和科技围

堵的背景下ꎬ 非洲的地位显得更加重要ꎮ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ꎬ 在首届非洲 “５Ｇ”
峰会上ꎬ 华为北非区负责人表示ꎬ “非洲是全球第三波 ‘５Ｇ’ 市场ꎬ ２０２３ 年

非洲将开启 ‘５Ｇ’ 时代ꎬ 华为将进一步加大对非洲投资ꎬ 支持非洲的数字转

型”ꎮ① 其三ꎬ 非洲潜在的庞大市场正在为中国企业提供重要机遇ꎮ
全球发展范式转型和非洲发展挑战加剧塑造了非洲当前的发展需求ꎮ 其

一ꎬ 当前非洲面临的发展挑战十分紧迫ꎬ 包括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债务危

机以及社会民生问题ꎮ 这对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提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要求ꎮ 其

二ꎬ 非洲国家发展融资的缺口依然巨大ꎮ 非洲国家的 “融资悖论” 现象正在

加剧ꎬ 当前非洲国家亟需外部融资支持ꎬ 但外部的资金流入反而大幅下降ꎮ
作为非洲国家的重要融资来源ꎬ 如何继续从中国寻求可持续的发展资金是非

洲国家的重要诉求ꎮ 其三ꎬ 全球发展转型加剧了非洲国家对未来发展的战略

规划需求ꎮ 相对于被动卷入全球化进程ꎬ 非洲国家也正在努力主动接受气候

变化塑造的绿色发展转型进程ꎮ 然而ꎬ 在没有充分发展积累的基础上开展绿

色发展转型对非洲国家是严峻挑战ꎮ 这导致非洲国家开始对本国的发展道路

和模式进行反思、 改革和重新选择ꎬ 它们不得不寻求外部支持来实现这一

“额外的” 或 “国际规范驱动” 下的发展转型ꎮ 参与非洲发展转型进程对中

国而言则是重要的合作机遇ꎮ
由此ꎬ 当前非洲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多元而复杂ꎮ 非洲国家既需要转型发展

理念和经验的分享ꎬ 也需要中国对非洲当前严峻发展挑战的紧急回应ꎬ 更需要

中国作为一个关键发展伙伴对非洲中长期发展的稳定支持ꎬ 包括持续的基础设

施融资ꎮ 中国如何适应非洲新的发展现实、 如何支持非洲应对发展挑战、 如何

推动中非合作模式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ꎬ 正成为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ꎮ
(三) 共同利益扩大驱动中非共同行动

中非共同利益的扩大构成了中非共同行动的核心动力ꎮ 世界动荡和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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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赤字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冲击ꎮ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大陆ꎬ 中非在更多全球问题上正在形成共同立场ꎬ 开展共同行动的

意愿和动力也在增加ꎬ 需要双方把共同诉求和共同利益转化为共同行动ꎮ
中非共同行动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 共同应对全球发展挑战难题ꎮ 发展中

国家正面临着严重的全球发展挑战ꎬ 粮食安全、 能源安全、 金融安全、 社会

安全的相互交织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和平赤字、 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和

治理赤字ꎮ 应对全球发展挑战构成了中非共同行动的重要动力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根据中方倡议ꎬ 安理会举行 “推进非洲疫后重建ꎬ 消除冲突根源” 高

级别会议ꎬ 中方起草并推动会议一致通过主席声明ꎬ 这是安理会关于疫后重

建的第一份成果文件ꎮ 在此次会议上ꎬ 中非双方还共同发起 “支持非洲发展

伙伴倡议”ꎬ 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非洲的支持力度ꎬ 得到非洲国家的积极响应

和支持ꎮ①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底ꎬ 中非发布的 «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 是双

方在应对全球发展上的集体立场宣示ꎬ 也是中非共同行动不断强化的重要标

志ꎮ 推动构建公平稳定的国际发展融资框架是中非双方共同的目标ꎬ 正是在

这一目标驱使下ꎬ 中国承诺转借 １００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给非洲ꎬ 是最早和最

多向非洲国家提供特别提款权的国家ꎬ 中非还共同呼吁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

积极履行承诺ꎬ 为缓解非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和债务问题作出贡献ꎮ②

第二ꎬ 共同维护全球公平正义ꎮ 维护全球公平正义是中非共同的诉求ꎬ
坚持真正多边主义是中非双方共同行动的方向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７ 日ꎬ 联合国安

理会举行 “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高级别会议ꎬ 时任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议ꎬ 安理会 １５ 个成员国外长或副外长出席ꎬ
表明安理会成员对维护多边主义的高度重视ꎮ③ 反对强权霸凌、 维护发展中国

家正当权益是中非双方的共同使命ꎮ 中非双方表示ꎬ 将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ꎬ 建设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ꎬ 捍卫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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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共同价值ꎬ 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ꎬ 反对干涉别国内政ꎮ① 中方反对美西

方国家对津巴布韦、 苏丹等非洲国家的长期制裁ꎬ 并坚定与非洲国家一道呼

吁美国等取消制裁ꎮ 王毅表示ꎬ “面对当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强权霸凌ꎬ 中非双

方肩并肩站在一起ꎮ 我们赞赏非洲各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ꎬ 坚定支持中

国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ꎮ 中国也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非洲国

家主持公道ꎬ 伸张正义ꎬ 反对任何对非洲的无理干涉和单边制裁ꎮ 中非团结

协作ꎬ 已经成为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的中坚力量ꎬ 成为维护联合国宪章

宗旨的中坚力量ꎬ 成为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公平正义的中坚力量ꎮ”②

第三ꎬ 共同参与完善全球治理之行动ꎮ 随着中非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影

响力的上升ꎬ 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是中非共同的

诉求ꎮ 用一个声音说话、 加强非洲国家的集体立场协调是非洲提升全球影响

力的主要途径ꎬ 非盟作为非洲在国际事务中代理人的作用受到更高重视ꎮ③ 中

国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ꎬ 在联合国积极支持非洲国

家的提案ꎬ 支持非洲国家在安理会改革中发挥更大作用ꎬ 率先支持非盟成为

二十国集团永久成员ꎬ 支持增加非洲国家在多边金融机构中的份额ꎬ 通过二

十国集团、 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加大对非洲议题的重视ꎮ 非洲国家也积极支

持中国在全球治理上的主张和倡议ꎬ 非洲是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最积极的方向之一ꎮ 中非合作论坛、 金砖合作

机制、 “一带一路” 倡议等正在成为非洲提升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平台ꎮ 面对严

峻的全球挑战ꎬ 中非在国际层面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ꎮ 中国在全球治理上

的重要倡议离不开非洲国家的响应和支持ꎬ 非洲国家的全球主张和诉求也需

要中国的支持ꎮ 实现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推进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实施、 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政治、 经济、 金融和发展环境ꎬ 是

当前中非全球治理合作的重要目标ꎬ 这需要双方在战略、 政策和机制上加强

４１

①

②

③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１１７９＿６７４９０９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１７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９ꎮ

«弘扬中非友好ꎬ 加强团结合作ꎬ 打造中非共同发展的新时代———王毅国务委员在中非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上的致辞»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
ｔｔｘｘ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１９＿１０７４５９８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２９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ｗａｓｉ Ｔｉｅｋｕ ａｎｄ Ｌｉｎｎｅａ Ｇｅｌｏｔꎬ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ｉｎ Ａｎｎａ
Ｔｒｉａｎｄａｆｙｌｌｉｄｏｕ ｅｄ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１９ － １４０



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协调对接ꎬ 深化共同行动ꎮ
(四) 问题导向驱动中非合作深化

中非合作的扩大和深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ꎮ 这些问题对

中非合作带来了一定影响ꎬ 但也构成中非合作的新议题ꎮ 如何应对和解决中

非合作中的问题ꎬ 推动中非关系高质量发展ꎬ 正成为中非双方的重要课题ꎮ
当前中非合作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第一ꎬ 经济合作成效需进一步提升ꎮ

在贸易领域ꎬ 中非贸易不平衡问题长期存在ꎬ 一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问

题比较严重ꎬ 这也在部分非洲国家引发了广泛关注ꎮ① 在发展融资领域ꎬ 随着

非洲债务问题的持续加剧ꎬ 中国对非发展融资模式面临着较大压力ꎮ② 传统的

基础设施融资合作遇到瓶颈ꎬ 非洲国家希望优化合作方式ꎮ③ 在投资领域ꎬ 中

国对非投资在快速增加的同时ꎬ 投资纠纷也在增加ꎬ 合同审查、 投资保护、
环境社会治理规范等问题正成为中非投资合作中的突出议题ꎮ 为此ꎬ 中非合

作需要直面并积极回应ꎮ 中国支持非洲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非经贸

博览会、 电商中心等平台扩大对华出口ꎬ 进一步扩大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

国家输华零关税待遇的产品范围ꎬ 建立非洲农产品输华 “绿色通道”ꎮ 中国承

诺在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 年对非洲投资总额不少于 １００ 亿美元ꎬ 鼓励中国金融机构支

持中国企业以公私合营等方式投资非洲企业和项目ꎬ 为非洲援助实施 １０ 个工

业化和就业促进项目ꎬ 加强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ꎬ 通过扩大产业链和提

升价值链ꎬ 带动非洲工业化发展ꎬ 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发展ꎮ 针对当前非洲融

资难的问题ꎬ 中国承诺适当提高优惠贷款优惠度ꎬ 创新融资模式ꎬ 为非洲援

助实施 １０ 个设施联通项目ꎬ 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ꎬ 向非洲金融机构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授信额度ꎬ 重点支持非洲中小企业发展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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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ｌｕ ａｎ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Ｔｏｏｃｈｉ Ａｎｃｈ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 －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３７４ － ３９０

Ｉｓｔｖáｎ Ｔａｒｒóｓｙ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ｌ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Ｄｅｂｔ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３ －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９ － ２８ꎻ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Ｂｒａｕｔｉｇａｍ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Ｚａｍｂｉａ: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Ｄｅｂｔ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３４７ － １３６５

例如ꎬ 安哥拉希望调整与中国合作的 “石油还贷款” 的模式ꎮ Ｓｅｅ Ｊｅｖａｎｓ Ｎｙａｂｉａｇｅꎬ “Ａｎｇｏｌａ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Ｒｅｔｈｉｎｋ Ｄｅｂｔ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Ｏｉ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Ｓｌｕｍｐｓ”ꎬ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ꎬ Ｊｕｎｅ ７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ｃｍｐ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ｈｉｎａ /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０８７９１４ / ａｎｇｏｌａ － ｓｅｅｋｓ － ｄｅｂｔ －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ｄｅａｌ －
ｃｈｉｎａ － ｏｉｌ － ｒｅｖｅｎｕｅ － ｓｌｕｍｐｓꎬ ２０２３ －０２ －０１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 － ２０２４)»ꎬ 载中非合作论坛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ｃａｃ ｏｒｇ ｃｎ / ｚｙｗｘ / ｚｙｗｊ / ２０２１１２ / ｔ２０２１１２０２＿１０４６１２１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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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中非合作的包容性发展问题比以往更加突出ꎮ 中非关系的深化因

非洲社会和民间对中非合作认知与反应的分化而面临新挑战ꎮ① 相对于政府间

合作ꎬ 非洲社会和民众从中非合作中的受益和获得感低于预期ꎮ② 非洲晴雨表

数据显示ꎬ 虽然非洲国家对中国在当地经济发展上的积极影响依然维持着较

高的认可度ꎬ 但其相对于五年前则有下降ꎮ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ꎬ 中非发

展融资的放缓、 不断加剧的债务问题、 债务处置中的认知差异ꎬ 以及个别在

非中企与当地社会和民众中出现的纠纷和企业社会责任争议ꎬ 进一步凸显了

中非合作的包容性问题ꎮ 一项关于中国建筑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发现ꎬ 中国

企业在建设质量和遵守当地法律习俗上做得很好ꎬ 但在雇员福利以及环境保

护方面依然有待提升ꎬ 非洲国家是否能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上发挥领导作用ꎬ
将有助于减弱不断增加的反华言论ꎮ③

第三ꎬ 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的需求上升ꎮ 疫情之下ꎬ 非洲稳中有乱ꎬ 政变

有所回潮ꎬ 地区热点局势复杂多变ꎬ 恐怖势力频繁作乱ꎮ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

安全问题同步上升ꎬ 政权安全与发展安全交织共振ꎬ 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相

互影响ꎬ 构成了当下非洲和平安全挑战的重要特征ꎮ 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

国内冲突、 以非洲大湖地区为代表的地区冲突、 以萨赫勒地区为代表的恐怖

主义威胁、 以几内亚湾为代表的海上安全威胁ꎬ 以及气候变化下的资源争夺

和农牧民冲突ꎬ 使非洲国家在尚未消除安全痼疾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新的安

全挑战ꎮ 破解非洲安全挑战为非洲发展和中非合作创造稳定的环境ꎬ 是中非

合作的重要目标ꎮ 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中非实施了中非和平安全合作行

动计划、 和平安全工程等务实举措ꎮ 为支持非洲之角实现长治久安与和平繁

荣ꎬ 中国提出了 “非洲之角和平构想”ꎬ 支持地区国家应对安全、 发展、 治理

三重挑战ꎻ 通过任命外交部非洲之角事务特使ꎬ 支持召开非洲之角和平会议ꎬ

６１

①

②

③

参见周玉渊: «开放包容的中非合作与中非关系的前景———以中非合作论坛为线索»ꎬ 载 «外
交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 ~ ２６ 页ꎮ

有研究指出ꎬ 中非经济关系并不像西方政客和媒体渲染的那样对非洲政治带来负面影响ꎬ 其

影响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ꎮ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ｌｕ ａｎｄ Ｅｒｎｅｓｔ Ｔｏｏｃｈｉ Ａｎｉｃｈｅ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 － ｅｄｇｅｄ Ｓｗｏｒｄ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３７４ － ３９０ꎻ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Ｌａｃｏｅｌｌａꎬ Ｂｕｒｎｏ Ｍａｒｔｏｒａｎｏꎬ Ｌａｕｒａ Ｍｅｔｚ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ｒｃｏ Ｓａｎｆｉｌｉｐｐｏ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１３６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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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ＣＩＣＣ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８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 － ９



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的新征程与新思考　

为各方凝聚共识、 推进非洲和平安全作出积极贡献ꎮ① 中方也将非洲确定为践

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ꎬ “支持非洲国家、 非洲联盟、 次区域组织为

解决地区冲突、 反对恐怖主义、 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ꎬ 呼吁国际社会向非

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ꎬ 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ꎻ
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ꎬ 推动非洲之角以及萨赫勒、 大湖地区等热点

问题和平解决ꎮ 中方积极落实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ꎬ 推动非洲之角和平

会议机制化ꎬ 积极打造合作示范项目ꎮ”②

三　 中非合作的新作为

面对百年变局ꎬ 中非团结合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ꎬ 能为非洲乃

至全球繁荣发展和持久和平注入强劲动力ꎮ 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既需要增

强中非双方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上的团结合作能力ꎬ 也需要提升中非在塑造

和引领新议程上的合作能力ꎬ 更需要增强中非双方解决问题、 创新合作方面

的能力ꎮ 中非双方应凝聚共识ꎬ 强化理念认同ꎬ 深化团结合作ꎬ 开展共同行

动ꎻ 中非双方应共情彼此发展挑战ꎬ 加强相互支持ꎬ 构建新时代的中非战略

互信ꎻ 中非双方应完善合作机制ꎬ 加强战略和政策对接ꎬ 为中非关系奠定坚

实的机制基础ꎻ 中非双方应该坚持创新引领ꎬ 探索中非合作新方向ꎬ 推动构

建高水平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一) 强化理念认同ꎬ 彰显中非的 “共同点”
面对百年变局下的地缘政治经济变动和全球发展转型ꎬ 作为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大陆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非洲和中国的团结合作具有重要意义ꎬ
也可以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ꎮ 为此ꎬ 强化理念认同、 扩大中非 “共同点” 将

是引领中非合作的重要基础ꎮ
第一ꎬ 强化对南南合作的认同ꎬ 坚定推动中非团结合作ꎮ 南南合作是

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 构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国际环境的重要保障ꎬ 而

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和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了南南合作的旺盛生命力ꎮ 在

当前全球发展挑战增加、 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冲击的新形势下ꎬ 中非更应

７１

①

②

«秦刚谈 “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 在埃塞进展»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ｗｊｂｚｈｄ / ２０２３０１ / ｔ２０２３０１１１＿１１００５４９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２８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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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加强对南南合作的认同ꎬ 在南南合作的旗帜下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团结

合作ꎮ 正如非盟发展署与联合国发展署发布的第一份 «非洲南南合作报

告» 所言ꎬ “南南合作在促进非洲国家实现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上的贡献显而易见ꎬ 通过提供基于不同国情的、 创

新和可持续的发展方案ꎬ 南南合作推动非洲国家不断增强自主性和国家发

展能力” ꎮ①

第二ꎬ 强化在全球治理上的认同ꎮ 在应对疫情冲击、 经济衰退、 气候变

化、 能源转型、 绿色发展、 地缘冲突、 非传统安全、 贫困陷阱等诸多挑战时ꎬ
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着明显的效率低下等问题ꎬ 而且西方国家

大幅加息等政治经济政策往往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大负面冲击ꎮ 面对这一现

实ꎬ 中非双方应该加强在全球治理上的沟通协调ꎬ 凝聚重大全球治理议题上

的共识ꎮ 一方面ꎬ 中非通过共同行动ꎬ 提升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 国际金融

体系以及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代表性ꎬ 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

权ꎮ 中国率先支持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永久成员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ꎮ 另

一方面ꎬ 中非双方应加强在发展和安全重大议题上的机制化对话ꎬ 提升在

倡议和机制建设上的协作水平ꎬ 发挥中非合作在参与和影响全球治理上的

能力ꎮ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治

理提供了重要理念和方案ꎬ 中非双方可以此为契机ꎬ 积极对话沟通ꎬ 推动

形成中非共同的全球治理观ꎮ
第三ꎬ 强化在构建公平正义国际秩序上的认同ꎮ 中非都主张和维护以联

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联合国宪章宗旨与

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ꎮ 中非双方在应对乌克兰危机等重大国际事

件ꎬ 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反对国际制裁和霸凌ꎬ 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上具

有相同或相似的国际立场ꎮ 然而ꎬ 当前ꎬ 美西方不断强化所谓 “基于规则的

国际秩序”ꎬ 构筑 “小院高墙”ꎬ 鼓动 “脱钩断链”ꎬ 搞 “小圈子” 和集团政

治ꎬ 依然维持甚至加大对包括中国和部分非洲国家的围堵或制裁ꎮ 这不仅给

现行国际秩序带来了冲击ꎬ 也会对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产生消

极影响ꎬ 甚至在中非之间以及非洲国家内部制造分歧ꎮ 为此ꎬ 在新形势下ꎬ

８１

① ＵＮＤＰ ａｎｄ ＡＵＤＡ － ＮＥＰＡＤꎬ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ｕ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６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ｓｄｇｆｉｎａｎｃｅ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ｉｒｓｔ％ ２０Ａｆｒｉｃａｎ％ ２０ＳＳＣ％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０１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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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必须强化双方在国际秩序上的认同和共识ꎬ 加强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协

调ꎬ 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上共同发声、 共同行动ꎮ
(二) 坚定相互支持ꎬ 破解非洲发展的 “痛点”
非洲发展问题是国际发展和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ꎮ 西方发达国家虽向非

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ꎬ 但在促进非洲发展上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ꎬ 对非洲

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饱受批评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国在促进非洲发展和转型上发

挥了重要作用ꎬ 这也导致美西方国家不断强化与中国在非洲和国际发展上的

竞争ꎬ 乃至攻击和抹黑中非合作ꎬ 试图将当前非洲面临的发展问题归咎于中

国ꎮ 这不仅影响着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模式的信心ꎬ 更对共同应对非洲发展

挑战带来不利影响ꎮ① 因此ꎬ 在这样的关键阶段ꎬ 中非必须加强战略沟通、 增

强战略互信、 坚定相互支持ꎮ
第一ꎬ 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当前重大发展挑战ꎮ “患难见真知” 是中非关系

的鲜明特色ꎬ 正如习近平所言ꎬ “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ꎬ 中国永远都把非洲

国家当作自己的患难之交”ꎮ② 当前ꎬ 非洲面临的展挑战对非洲国家的财政和

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ꎬ 也导致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ꎮ 美西方

正通过一系列新的倡议加大对非洲发展进程的介入ꎬ 迫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

道义和责任压力ꎮ 作为非洲重要的发展伙伴ꎬ 中国应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ꎬ
在能源转型、 融资可持续性、 债务处置等中国拥有较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议

题上ꎬ 加大与非洲国家的真诚沟通合作ꎬ 主动作为ꎻ 在减贫、 粮食安全等民

生领域加强双方合作ꎬ 为破解这些重大发展挑战贡献力量ꎮ
第二ꎬ 相互支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ꎮ 非洲发展挑战加剧凸显非洲

国家面对外部冲击时的脆弱性ꎮ③ 对外部依赖的增加以及发达国家对非洲发展

９１

①

②

③

例如ꎬ 一些非洲学者认为ꎬ 非洲国家必须优化与中国的关系ꎬ 才能实现真正的双赢ꎬ 否则

就有陷入 “新殖民主义” 的风险ꎮ 特别是非洲国家应该加强针对中国贷款的有效管理ꎬ 提高项目合

同的透明度ꎬ 通过技术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增强与中国企业发生争端时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Ｓｅｅ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Ｃ Ａｊｉｂｏꎬ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Ｍｅｅｔ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ｌａｙ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ａｗ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２１ꎬ
ｐｐ １ － ３１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３０９ 页ꎮ
Ｓｅｅ Ｏｍｏｌｏｌｕ Ｆａｇｂａｄｅｂｏ ａｎｄ Ｎｉｒｍａｌａ Ｄｏｒａｓａｍｙ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Ｎｉｒｍａｌａ Ｄｏｒａｓａｍｙ ｅｄ 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１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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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的塑造无疑将给非洲国家的发展自主性带来重要影响ꎮ① 当前ꎬ 美西方对

中非合作污名化的真正目的是诋毁中非合作模式ꎬ 削弱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

的影响ꎬ 其强化对非合作的重要目标是诱导甚至迫使非洲国家在发展道路和

伙伴关系上选边站ꎮ② 为此ꎬ 中非双方应该高度重视当前非洲国家发展道路转

型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ꎬ 加强发展理念沟通和经验分享ꎬ 遵循 “安全—
发展—治理” 的基本逻辑ꎬ 以非洲国家发展赤字、 安全赤字为主要抓手ꎬ 支

持非洲国家提高国家治理能力ꎬ 最终提升非洲国家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自

主性发展道路的自信ꎮ
(三) 完善合作机制ꎬ 提升中非合作的 “亮点”
中非合作论坛等中非合作机制在推动中非关系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新形势下ꎬ 推进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

议、 深化中非关系以及应对中非合作中的问题ꎬ 不仅需要更好发挥中非合作

论坛的核心作用ꎬ 也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机制发展提出更高要求ꎮ
第一ꎬ 深化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与中非合作论坛之间的机制化联系ꎮ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是中非合作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ꎬ 而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 则是

践行新时代中非合作的重要路径ꎮ 三大倡议是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倡议ꎬ
是构建全球治理伙伴关系的中国设想ꎬ 其在应对非洲发展挑战上具有广阔空

间ꎮ 在非洲落实三大倡议、 推动构建全球治理伙伴关系具有较大的现实基础

和实际操作性ꎮ 为此ꎬ 一方面ꎬ 需要在理念和实践层面提升非洲在 “一带一

路” 合作、 落实三大倡议中的地位ꎮ 例如ꎬ 构建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

与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联系ꎬ 在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坛中增加对非洲发

０２

①

②

例如ꎬ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深度研究后确定了两个可以对非洲发展转型产生深刻影响的发展概

念: 一是数字技术发展ꎬ 二是气候分析和规划ꎮ 加大在这两个领域的投入ꎬ 从而建立美国在非洲发展

转型上的话语权ꎬ 也正是目前美国对非发展合作的重要目标ꎮ Ｓｅｅ ＵＳＡＩＤꎬ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Ｕｎ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ｄｆ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
ｐｄｆ＿ ｄｏｃｓ / ＰＡ００ＺＨＱＪ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

正如有美国政客一再宣扬的ꎬ “我们正在带来最好的技术和创新、 最高的标准美国帮助我

们的伙伴国家建设能力ꎬ 而不是剥削这些国家”ꎬ “中国的华为在非洲非常强大ꎬ 这使得美国很难与使

用华为的非洲国家开展实质性合作”ꎮ Ｓｅｅ Ａａｍｅｒ Ｍａｄ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Ｌｏｌｉｔａ Ｃ Ｂａｌｄｏｒ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ｓｔｓ Ｌｏｎｇ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ｖｅｒ Ｕ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ＡＰ Ｎｅｗ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ｇ － ２０ －
ｓｕｍｍｉ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ｃｏｖｉｄ － ｃｈｉｎａ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ｎｉｔｅｄ － ｓｔａｔｅｓ － ４６ａ０１ｆ４１９０ｆａｅ４ｃａ２６０ｆ０ａｂ５ｂｅａａ５９ａ５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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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议题如粮食安全、 融资支持、 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讨论和举措设计ꎬ 在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ꎬ 加大对中非 “一带一路” 高质量合作的举措设计ꎮ 另

一方面ꎬ 重视非洲在落实 “一带一路” 和三大倡议上的实践优势和示范作用ꎬ
总结中非合作在其中的比较优势和问题挑战ꎬ 为更好推进 “一带一路” 和两

个倡议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实践ꎮ
第二ꎬ 构建自下而上、 以议题为引领的合作协调机制ꎮ 中非合作的现有

机制ꎬ 包括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 协调人会议以及不同领域的论坛机制ꎬ
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ꎮ 然而ꎬ 随着中非合作领域的扩大ꎬ 从领域扩展到议

题深化都是中非合作面临的重要问题ꎮ 这意味着双方不仅要重视中非合作的

覆盖面ꎬ 更应重视中非合作的深度ꎬ 尤其是在特定领域和议题上ꎬ 中非合作

面临的来自非洲本土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压力都非常突出ꎮ 例如ꎬ 在提升基础

设施开发包容性、 促进经贸合作的经济社会效应、 推行环境社会治理标准、
支持非洲中小企业发展等议题上ꎬ 中非合作存在着政府间合作机制与社会联

系机制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双边合作机制与国际多边规则和机制之间需加强

协调等问题ꎮ 这意味着中非合作机制仍存在较大的完善优化空间ꎮ 为此ꎬ 中

非合作应该更重视来自社会和民间的声音ꎬ 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有效

沟通机制ꎬ 提升社会力量在中非合作中的参与度ꎬ 为中非合作创造良好的政

治和社会环境ꎮ 中非合作应该建立问题解决机制ꎬ 提升问题回应能力ꎮ 尽管

目前债务问题、 企业社会责任、 海外利益安全、 负面舆论和民族主义风险等

只是局部或偶发性问题ꎬ 但其传播效应需得到进一步重视ꎮ 为此ꎬ 中非合作

应该建立以议题为引领的协调机制ꎬ 推动跨部门的协调联系ꎬ 及时为问题解

决提供合理方案ꎮ 例如ꎬ 在当前一些非洲国家的债务处置上ꎬ 就迫切需要不

同部门能够加强沟通协调ꎬ 加大国际规则和实践的融通ꎬ 更好地发挥中国在

支持非洲发展上的作用ꎮ
(四) 坚持创新引领ꎬ 不断培育中非合作的 “增长点”
“中非关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 ‘秘诀’ 是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ꎮ 半个多世

纪以来ꎬ 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期ꎬ 中非双方都能登高望远ꎬ 找到

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ꎬ 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ꎮ”① 当前ꎬ 中非

１２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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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正处于又一个关键时期ꎬ “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正成为中

非合作面临的重要历史使命ꎮ
第一ꎬ 把握新发展阶段ꎬ 培育中非合作领域的新增长点ꎮ 能源转型、 数

字经济、 绿色发展、 新产业革命使非洲处于经济转型的新阶段ꎬ 提升在全球

产业链中的地位、 把握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 实现 “弯道超车”ꎬ 正在成为

非洲国家的重要期待和国家战略ꎮ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突出了数字基础设施

和数字经济在非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ꎬ 且非盟已经制定了 «非洲数字转

型战略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ꎬ 提出在 ２０３０ 年建成单一数字市场的目标ꎮ① 不同非

洲国家也都在积极制定本国的数字战略ꎮ 大体上ꎬ 电子商务、 “５Ｇ” 网络、
绿色经济、 新能源合作等正成为中非合作新的增长点ꎬ 也是中非合作可以体

现新优势的重要方面ꎮ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明确提出ꎬ 中非在农业合作、
产能合作、 科技创新合作、 蓝色经济合作、 数字合作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合作

机遇ꎮ 在这些合作机遇中ꎬ 既有通过拓展全产业链、 提升非洲生产和制造能

力来寻求新增长点ꎬ 如农业合作和产能合作ꎬ 也有重视技术转移转化来为中

非合作提供新动力ꎬ 如中非创新合作ꎬ 还有扩大新领域合作来培育新增长点ꎬ
如蓝色经济合作和数字合作ꎬ 包括在频谱管理、 “５Ｇ”、 卫星互联网、 大数

据、 电子商务、 智慧城市、 航空航天、 卫星遥感应用等领域的合作ꎮ 由此ꎬ
培育这些新增长点、 提升中国在非洲发展转型进程中的作用ꎬ 是中非合作新

的重要方向ꎮ
第二ꎬ 优化中非合作结构ꎬ 挖掘中非关系持续发展的新潜力ꎮ 不断扩大

的中非关系已经超越传统的国家间关系ꎬ 中非关系在跨区域、 次区域、 非官

方、 社会和民间层面的联系都取得了快速发展ꎮ 这些方面的进展不仅是中非

关系发展的结果ꎬ 也构成了中非合作的重要增长点ꎮ 由此ꎬ 中非跨区域关系、
中非国家间关系、 中非社会关系构成了中非关系的 ３ 个重要层次ꎮ 相较于以

往对国家和政府间关系的偏重ꎬ 如何更好规划中非跨区域合作以及中非社会

民间层面ꎬ 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从跨区域合作的角度看ꎬ 发

展与非盟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是中非合作重要的增长点ꎮ 面对严峻

的内外部挑战ꎬ 以非洲大陆自贸区为代表的非洲一体化和联合自强的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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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显加快ꎮ 非盟作为一个政策协调和资源整合平台的作用正在提升ꎬ 非盟

的 “中心” 地位正在提升ꎮ 非盟正在加强与非洲开发银行、 联合国非洲经济

委员会以及国际伙伴之间的协调ꎬ 在引领非洲发展议程上的能力正在逐步提

升ꎬ 如非盟与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全球伙伴发起了非洲绿色基础设施联盟

(ＡＧＩＡ)ꎮ① 与此同时ꎬ 美西方也在不断加强对非盟的重视和投入ꎮ 在此背景

下ꎬ 中方可利用非盟在协调非洲发展和全球伙伴上的 “中心” 地位ꎬ 加强与

非盟在非洲发展转型、 重大发展挑战与和平安全建设上的政策沟通协调ꎻ 在

务实合作上ꎬ 加强与非盟在跨区域基础设施、 公共卫生、 地区安全、 粮食安

全等紧急和中长期挑战上的合作ꎬ 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 维护地区发展安

全的努力ꎮ 从社会民间合作的角度看ꎬ 加大与非洲社会和民间的机制化联系ꎬ
是中非合作进一步优化的重要领域ꎮ 具体而言ꎬ 一是加大对非洲私营部门和

中小企业的重视ꎮ 相比于政府、 公共部门和国有企业ꎬ 非洲私营部门是经济

发展的 “发动机”ꎬ 是吸引就业最主要的部门ꎬ 对非洲私营部门的投资和政策

支持能够带来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ꎬ 这也是目前发达经济体对非合作的重点

方向ꎮ 二是重视 “人的发展”ꎮ 相较于宏大的合作规划和项目建设ꎬ 中非合作

也应更加重视非洲青年、 妇女、 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ꎬ 通过具体倡议和实质

性投入以期在非洲建立广泛的社会网络ꎮ
第三ꎬ 以中非合作为引领ꎬ 构建非洲发展全球伙伴关系ꎮ 中国一贯主张

“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ꎬ 而是国际合作的大舞台”ꎮ 美欧国家一些理性

的政界和学界人士也认为大国应该在非洲开展合作ꎬ 即 “在该竞争的地方竞

争ꎬ 在该合作的地方合作”ꎮ 然而ꎬ 受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ꎬ
大国在非洲的合作一直进展缓慢ꎮ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的现实表明ꎬ 大国间协

调合作的不足对非洲应对发展安全挑战带来了重要影响ꎮ 因此ꎬ 如何引领和

构建良性的大国对非关系、 推动国际对非协调合作是非洲发展的重要保障ꎬ
也是中非合作重要的增长点ꎮ 基于此ꎬ 中非应该把构建良好的国际对非合作

格局作为共同的认知和目标ꎮ 其一ꎬ 在非洲发展上构建可持续的融资供给—
需求关系ꎮ 无论是基础设施融资、 能源转型、 产业发展等不同方面ꎬ 非洲发

展依然存在着很大的需求缺口ꎮ 作为非洲重要的发展和融资伙伴ꎬ 中国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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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对非融资支持上作出了重要贡献ꎬ 通过转借特别提款权也为其他国家作出

表率ꎮ 然而ꎬ 只有推动各方共同重视对非融资支持ꎬ 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流入ꎬ
才能更好发挥融资支持的效果ꎮ 为此ꎬ 在创新中非融资合作的同时ꎬ 中非更

应该推动不同融资模式间的沟通协调ꎬ 加强优势互补ꎬ 构建更稳定的国际对

非融资体系ꎮ 其二ꎬ 以非洲国家为中心推进大国在非洲的对话和协调合作ꎮ
在大国博弈背景下ꎬ 发展的安全化或意识形态化正在限制大国在非洲开展合

作ꎮ 例如ꎬ 非洲债务、 发展融资、 数字转型等问题本质上是经济发展问题ꎬ
却经常被政治化甚至安全化ꎮ① 为破解这一认知困境ꎬ 非洲可以发挥更好的纽

带作用ꎬ 促进大国间相互了解ꎬ 利用大国的比较优势ꎬ 推动构建良性的大国

关系ꎮ 有研究指出ꎬ 非洲国家可以从大国关系中获益ꎬ 但前提是非洲国家能

够在其中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ꎮ② 其三ꎬ 大国应以对非务实合作为契机促进关

系改善ꎬ 从而为全球治理注入强劲动力ꎮ 非洲为大国在全球治理上的合作提

供了重要场合ꎬ 大国应该重视非洲的价值ꎬ 应坚持 “搁置争执、 共促发展”
的原则ꎬ 开展务实合作ꎬ 为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ꎬ 通过务实合作推动大

国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ꎮ

四　 结语

非洲发展、 中国发展以及中非合作的外部环境和条件都在发生深层次和

结构性的转型ꎮ 大变局时代塑造了中非合作新的内外部环境、 战略方向和合

作议程ꎬ 中非关系面临着更大、 更不确定的挑战ꎬ 但同时也蕴含着推动中非

关系转型升级、 深化发展的重要机遇ꎮ 当前ꎬ 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正从宽松

趋于收紧ꎬ 国际对非合作格局正从协调互补转向竞争升级ꎬ 中非合作自身的

问题仍在累积ꎬ 中非双方也由此开始更加重视中长期的战略设计ꎮ 中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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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特点和新现实塑造了中非合作的新议程ꎬ 凸显了大变局时代中非合作顶

层设计的战略意义ꎬ 新的发展阶段和现实需求推动中非合作领域和行业的扩

大ꎬ 中非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行动在扩大ꎬ 应对和解决中非合作中问题

和挑战的紧迫性更加突出ꎬ 这也是中非合作不断深化的表现和持续发展的重

要前提ꎮ
大变局时代的中非合作需要中非双方有新的更大的作为ꎮ 当前ꎬ 中国正

全面开启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ꎬ 非洲正处于国家发展转型和区域联

合自强的新阶段ꎬ 中非合作正迈入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ꎮ 面

对百年变局和全球发展转型ꎬ 中非需要增强在应对全球共同挑战上的团结合

作能力ꎬ 需要提升在塑造、 引领和拓展新合作议程上的能力ꎬ 更需要增强在

解决问题、 深化合作、 创新机制上的能力ꎮ 为此ꎬ 中非应强化在南南合作、
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上的理念认同ꎬ 不断扩大中非在全球层面的 “共同点”ꎻ
坚持中非友好合作精神ꎬ 坚定相互支持ꎬ 着力破解非洲发展的 “痛点”ꎻ 完善

中非合作机制ꎬ 加强中非合作论坛、 “一带一路” 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

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倡议和机制间的协调对接ꎬ 持续擦亮中非合作的

“亮点”ꎻ 坚持创新引领ꎬ 通过扩大和提升中非在新领域和议题上的合作、 构

建更加均衡的中非关系结构、 推动形成开放包容的非洲发展全球伙伴关系ꎬ
培育和提升中非合作新的 “增长点”ꎮ

回顾历史ꎬ 中非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ꎬ 在

发展振兴征程上走出了特色鲜明的合作之路ꎬ 在纷繁复杂的变局中谱写了守

望相助的精彩篇章ꎬ 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光辉典范ꎮ① 展望未来ꎬ 面对

新的国际环境和历史发展阶段ꎬ 中非双方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ꎬ 承担着更艰

巨的历史任务ꎮ 可以预见ꎬ 中非将继续践行真实亲诚理念和正确义利观ꎬ 大

力弘扬中非友好合作精神ꎬ 加强团结合作和共同行动ꎬ 全面提升高水平中非

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 感召力和影响力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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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球文明倡议下中非哲学会话
比较的若干思考

徐克谦

　 　 内容提要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的比较与会话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发

的研究领域ꎮ 这两个哲学传统之间一些共同点和相通之处的会话与比较ꎬ 有

助于突破比较哲学研究中往往以西方哲学作为哲学的唯一标准的思维定式ꎬ
从而揭示人类哲学思维的多样性和丰富性ꎬ 并对基于西方哲学概念逻辑的思

维模式和价值观的所谓普世性进行反思和质疑ꎬ 进而为探究或建构真正属于

全人类的普遍理性、 共同价值和世界哲学做出贡献ꎮ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可

以在以下相关话题上展开会话与比较: 一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各自的所谓

“合法性” 问题及其实质ꎻ 二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关于 “存在” 问题思考

的比较ꎻ 三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思维模式和逻辑方法方面的相通之处ꎻ
四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认知ꎻ 五是中国哲学与非洲哲

学在社会政治哲学与民主问题上的共同话语ꎮ 中非哲学之间进行会话交流、
互相借鉴ꎬ 将有助于促进中非人民之间心相连、 情相通ꎬ 从而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供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基础ꎮ
关 键 词　 全球文明倡议　 中国哲学　 非洲哲学 “合法性” “存在”

思维模式　 政治哲学　 文明互鉴

作者简介　 徐克谦ꎬ 三江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ꎬ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 中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立场ꎬ 对非洲、 中国

等非西方的思想文化做了充满偏见的轻蔑的描述ꎮ 黑格尔认为ꎬ 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人完全处在非理性的、 野蛮的自然状态ꎬ 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ꎻ 而中

国人也是与他所谓的 “精神” 相距甚远ꎬ 中国人没有精神性ꎬ 缺乏自由意识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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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智上是停滞不前的ꎮ① 黑格尔充满白人优越感的种族主义哲学和历史叙事

影响广泛ꎬ 以至于长期以来ꎬ 哲学与理性仿佛都只是西方白人的专利ꎮ 然而ꎬ
自 ２０ 世纪中叶开始ꎬ 随着后殖民时代的到来和非西方社会传统文化意识的觉

醒ꎬ 非西方的哲学和思想文化传统也逐渐复兴ꎬ 其中非洲哲学、 中国哲学在

世界范围内逐渐被重新认知ꎬ 引人瞩目ꎮ 但是ꎬ 包括非洲哲学、 中国哲学在

内的非西方哲学在现身于世界哲学舞台时ꎬ 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

作为哲学的标准形态ꎬ 对自身进行所谓合法性衡量与审视ꎮ 在比较哲学领域ꎬ
往往是在某一非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进行比较ꎬ 而非西方哲学传统之间

的会话、 交流和比较则比较缺乏ꎮ 以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为例ꎬ 尽管学界对

二者的研究在过去大半个世纪中都有长足的发展ꎬ 在国际哲学研究领域内获

得了一定的影响力ꎬ 但是中非哲学之间的比较、 互动、 交流仍非常薄弱ꎮ 国

内学界对非洲的社会历史、 政治经济、 文化文学等领域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ꎬ
但关注非洲哲学并进行研究的专家学者数量总体偏少②ꎬ 且大多在学科上归属

于大的 “非洲研究” 领域ꎬ 只有为数不多的专家学者从中国哲学视角研究中

非哲学的互动ꎮ③ 这与西方国家过去很长时期内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主要隶属

于所谓 “汉学” “亚洲学” “东方学” 学科而非 “哲学” 学科的情况十分相

似ꎮ 而在一般中国大学的哲学系里ꎬ 很少有涉及非洲哲学的专门研究人员和

相关课程ꎮ 总之ꎬ 中国哲学界对非洲哲学的关注还很有限ꎮ
在非洲哲学界ꎬ 当代非洲哲学家所接受的大多是西方哲学的学术训练ꎬ

对中国哲学有深入研究的非洲哲学家相当匮乏ꎮ 现有非洲哲学研究基本上也

是在西方哲学学科体系和范畴框架的影响下进行的ꎮ 研究非洲哲学的学者ꎬ

７２

①

②

③

[德国] 黑格尔著: «历史哲学»ꎬ 王造时译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９４ ~ １０２ 页和第 １１７ ~ １３７ 页ꎮ

张宏明研究员曾就非洲哲学发表多篇论文ꎬ 如 «黑非洲哲学思想经纬———与哲学有关的非哲

学问题»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０ 年第 ３ 期)、 «非洲 “人种哲学” 研究的先驱———卡加梅哲学思想解

读»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１ 年第 ４ 期)、 «非洲的智慧哲学解析»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２ 年第 ５ 期)ꎻ 李安山教授

的 «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 (载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对非洲哲学的主要流派做了

全面论述ꎻ 李安山所著 «非洲现代史»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 第十三章、 第十八章、 «论非洲共

享价值观的源流、 内涵及其实践»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ꎻ 王俊教授的 «汉语哲学视野中的

“非洲出场”»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１８ 年第 ２４ 期)ꎬ 皆涉及对非洲思想文化传统和非洲哲学的论述ꎮ
李新烽研究员在 «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６２ ~ １８２ 页) 一文中解读了郑和远航非洲彰显出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ꎬ 及其对推进中非文明交流的独

特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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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西方学者ꎬ 还是非洲本土学者ꎬ 往往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

的认知范畴、 逻辑体系作为参照标准ꎬ 对非洲哲学进行阐释ꎮ 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或干扰他们在非洲文化思想传统中发现那些带有非洲独创性的普遍

哲学因素ꎮ 一些非洲哲学家对这种情况也有所警觉和担忧: 一方面ꎬ 他们意

识到西方哲学的训练和知识导向使得非洲哲学家很难将独特的非洲思维模式

用清晰和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ꎻ 另一方面ꎬ 他们又担心过分突出非洲哲学的

地方性、 “非洲性” 反而会强化欧洲中心主义者塑造出来的非洲人形象ꎬ 甚至

使非洲哲学被排斥在普遍理性之外①ꎮ 因此一些非洲学者呼吁应该开展非洲哲

学与非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对话比较ꎬ 并对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非西方哲学

很少寻求与非洲哲学进行对话表示遗憾ꎮ②

至于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ꎬ 虽然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

注意ꎬ 但目前已有的研究还相当薄弱ꎮ 相比于中西哲学之间比较的大量研究

成果ꎬ 国内外关于中非哲学之间比较的研究成果可谓寥若晨星ꎮ 就笔者目力

所及ꎬ 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屈指可数ꎮ 德国哲学家海因兹金莫尔 (Ｈｅｉｎｚ
Ｋｉｍｍｅｒｌｅ) 与荷兰心理学家汉斯范拉帕德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Ｒａｐｐａｒｄ) 曾编写有

一本有关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比较的著作ꎮ③ 贝淡宁 (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Ｂｅｌｌ) 等曾发

表一篇论文对儒家思想与非洲 “乌班图” (Ｕｂｕｎｔｕ) 哲学进行了比较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上ꎬ 南非著名哲学家、 国际哲

学学会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拉莫斯 (Ｍｏｇｏｂｅ Ｂ Ｒａｍｏｓｅ) 博士曾发表了一篇将

非洲 “乌班图” 哲学与儒家之 “仁” 学观念进行比较的论文ꎮ⑤ ２０１９ 年保

罗多丁 ( Ｐａｕｌ Ｄｏｔｔｉｎ) 发表了一篇讨论构建 “中非哲学” ( 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８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ｊｉ Ｏｄｕｍａ Ｏｄｕｍａꎬ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ꎬ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２７

Ｂｒｕｃｅ Ｂ Ｊａｎｚ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Ｂｏｕｎｄａｓ ｅｄ ꎬ Ｔｈｅ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６９７

Ｈｅｉｎｚ Ｋｉｍｍｅｒｌｅꎬ ａｎｄ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Ｒａｐｐａｒｄꎬ Ａｆｒｉｋａ 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ｏｇ: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ｓｃｈｅ ｚｕｉｄ － ｏｏｓｔ －
ｄｉａｌｏｇｅｎ ｖａｎｕｉｔ ｗｅｓ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ｅｆꎬ Ａｎｔｗｅｒｐ: Ｇａｒａｎｔꎬ ２０１１ꎻ Ｓｃｈｅｐｅｎ Ｒｅｎａｔｅ ＆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Ｒａｐｐａｒｄ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ꎬ
Ｖｏｌ ６８ꎬ Ｎｏ 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 ３６９ － １ ３７９

Ｂｅｌｌ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ａｎｄ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Ｍｅｔｚꎬ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ｂｕｎｔｕ: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８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７８ － ９５

Ｍｏｇｏｂｅ Ｂ Ｒａｍｏｓｅꎬ “Ｕｂｕ － ｎｔｕ ａｎｄ Ｒｅｎ: ｔｏ ｂｅ ａ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Ｌｏｖ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ⅩⅩⅣ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８３ －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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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概念的论文ꎮ① 仅此而言ꎬ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

仍是一个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ꎮ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正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ꎮ② 一方面ꎬ 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后果颇有争议ꎬ 但

其趋势则不可逆转ꎻ 另一方面ꎬ 西方列强和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垄断

地位随着非西方世界社会经济文化的复兴而逐渐被削弱ꎮ 在这种形势下ꎬ 包

括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交流对话在内的非西方文化思想之间的互动ꎬ 可

谓正当其时ꎬ 意义重大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ꎬ 要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③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ꎬ 进一步强调了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 这一核心

要义ꎮ④ 在当前世界之变、 时代之变、 历史之变的大背景下ꎬ 进行中国哲学

与非洲哲学之间的会话比较ꎬ 有助于更广泛地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

鉴ꎬ 打破长期以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垄断ꎬ 推动建设更加开

放包容的世界ꎮ 近年来ꎬ 一些非洲哲学家提出 “会话哲学” 的概念ꎬ 主张

产生于世界各地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哲学思想在普遍理性空间展开跨文化

的、 平等开放的双向会话与比较ꎬ 以确定并揭示它们的相似点、 可对照和

可认同的领域ꎬ 以及可能相互竞争的不同之处⑤ꎬ 从而超越西方哲学的单一

影响ꎬ 构建真正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理性和共同价值ꎮ 鉴此ꎬ 本文基于全球

文明倡议语境ꎬ 尝试就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之间可以展开会话比较并可以

找到共同话语的若干话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ꎬ 以便抛砖引玉ꎬ 引发学界进

一步的深入研究ꎮ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ｕｌ Ａ Ｄｏｔｔｉｎꎬ “Ｓｉｎ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Ｒｅ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３８ － ６６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６０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６３ 页ꎮ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北京)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ꎮ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ꎬ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ＧＥＴ)”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３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４６２ － ４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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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的所谓 “合法性”
问题及其实质

　 　 不可否认ꎬ “哲学” 这个词乃至概念在西方哲学传入之前的中国和非洲都

不存在ꎮ 因此ꎬ 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非洲哲学ꎬ 在其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发

展过程中ꎬ 都会首先遇到究竟什么是 “哲学” 以及自身作为哲学而存在的

“合法性” 问题ꎮ 从中国哲学的理念和思维逻辑来看ꎬ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

变的ꎬ 包括 “哲学” 这个概念本身ꎮ “哲学” 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中的一个学

科门类的确是在古希腊最早产生并以其独特的思想范型构成了一个西方的哲

学传统ꎮ 然而ꎬ 即便是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ꎬ 所谓 “哲学” 及其范畴、 领域

和内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ꎮ 最初的 “哲学” 实际上包括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许

多方面ꎬ 而后来当其中属于各种科学的内容作为专门学科纷纷独立出去之后ꎬ
所谓的 “哲学” 也曾近于 “失业”ꎮ 随着过去几个世纪西方强势文化的全球

化ꎬ 产生于西方的 “哲学” 学科及其内涵已经在世界各地普及ꎬ 并已经演变

为探究人类普遍理性和思想方法的一种精神活动ꎮ 但正如有学者承认的:
“ (西方) 哲学是人类思想的范型之一ꎬ 并不是普遍的范型”①ꎮ 而在世界各地

的非西方哲学研究中ꎬ 却普遍存在着以这种 “并不是普遍的范型” 为标准来

评价衡量各种非西方哲学的倾向ꎬ 这正是造成各种非西方哲学的所谓 “合法

性” 危机的原因之所在ꎮ 当然ꎬ 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ꎬ 也可以

把它理解为在非西方哲学兴起之后ꎬ 西方哲学作为唯一 “哲学” 而继续存在

的合法性危机ꎮ 通过非西方哲学相互之间的会话与比较ꎬ 则有可能为解决这

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ꎮ
在中国ꎬ 汉语中 “哲学” 一词最初是由日本学者在近代创造的ꎬ 所指的

概念就是指的西方哲学意义上的 “哲学”ꎮ② 因而ꎬ 在许多情况下ꎬ 研究 “中
国哲学” 实际上就是用中国的思想材料来讨论西方哲学的问题ꎮ 例如ꎬ 冯友

兰在 «中国哲学史» 绪论中说: “哲学本一西洋名词ꎮ 今欲讲中国哲学史ꎬ 其

主要工作之一ꎬ 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ꎬ 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ꎬ

０３

①

②

彭永捷: «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再思考»ꎬ 载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２ 页ꎮ

卞崇道、 王青主编: «明治哲学与文化»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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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而叙述之ꎮ”① 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将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有机整体当

作原材料来切割划分ꎬ 用中国哲学中的固有概念与西方哲学的范畴体系进行

比附ꎬ 以适应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哲学话语体系ꎬ 印证西方哲学特有的问题ꎮ
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原来的整体性、 生动性和独特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被遮

蔽或削弱ꎬ 使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难以得到充分的呈现ꎮ 例如ꎬ 中国哲

学自古有天与人、 道与器、 形与神等特定范畴体系ꎬ 如果将其与西方哲学传

统中精神与物质、 形式与材料、 心灵与身体等范畴完全对应ꎬ 或用西方哲学

中这些范畴概念来解读、 阐发中国哲学中的这些问题ꎬ 则难免有将中国哲学

变成西方哲学之附庸和注脚的危险ꎮ
正是意识到上述情况ꎬ 近现代以来许多中国哲学家都努力尝试以中国固

有的思想范畴、 话语体系来重新构建中国哲学的体系ꎬ 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

成果ꎮ 尽管如此ꎬ 这种新的哲学体系的构建也仍然是在西方哲学作为唯一哲

学的参照标准下进行的ꎮ 而在那些坚信只有西方哲学才算哲学的人看来ꎬ 这

些由现代中国哲学家用中国思想资源构建起来的中国哲学体系ꎬ 只不过是对

西方哲学的一种模仿ꎬ 并不能证明中国古代存在哲学ꎮ 一些人执着于西方传

统哲学原本意义上的 “形而上学” “本体论” 的定义ꎬ 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

没有这些东西ꎬ 因而认为中国古代儒、 墨、 道、 法各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

都不是 “哲学”ꎬ 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哲学”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雅克
德里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访问中国ꎬ 他在与一些中国哲学家共进晚餐时就宣

称: “中国 (古代) 没有哲学ꎬ 只有思想”②ꎮ 德里达的言论进一步引发了关

于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 的持续多年的讨论ꎮ③ 而这个问题又与 “中国哲

学” 作为一个现代学科门类而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交织在一起ꎬ 使问题变得更

为复杂ꎮ
同样ꎬ 在现代非洲哲学的发展史上ꎬ 也一直存在所谓 “非洲哲学” 的合

法性问题ꎮ 如果我们把视野拓展到更广阔的非西方哲学领域ꎬ 则可以发现这

个所谓 “合法性” 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西方人是否有自己的理性发展史ꎬ 是

１３

①

②
③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ꎬ 载冯友兰著: «三松堂全集» 第 ２ 卷ꎬ 河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２４５ 页ꎮ

王元化著: «王元化文论选»ꎬ 上海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４０１ 页ꎮ
具体讨论参见赵景来: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研究述要»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０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６ ~ ４２ 页ꎻ 彭永捷主编: «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危机»ꎬ 河北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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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能力对自己的理性进行自主阐释的问题ꎮ 这一点ꎬ 在非洲哲学的合法性

问题中ꎬ 比在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中呈现得更为明显ꎮ 因此ꎬ 比较中国哲

学与非洲哲学的合法性问题ꎬ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实质ꎮ
相比较而言ꎬ “非洲哲学” 的合法性问题似乎较之 “中国哲学” 更为严

重ꎬ 因为中国历史上有汗牛充栋的哲学文献保留了许多中国特有的哲学观念

和哲学问题ꎬ 证明中国哲学的客观存在ꎮ 而在 ２０ 世纪中叶之前鲜有非洲哲学

文献存在ꎮ 西方人过去一直认为非洲人不能进行理性思维ꎬ 更不可能有什么

“哲学”ꎮ 大卫休谟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 认为黑人天生不如白人ꎬ 他们没有逻辑

思维能力ꎬ 在智力上没有生产力ꎬ 因此没有形成文明国家ꎬ 也没有产生什么

杰出人物ꎮ① 黑格尔在其 «历史哲学» 中总是将非洲作为一切理性的反衬ꎬ
在黑格尔看来ꎬ 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ꎬ 即他所谓的 “非洲本土”ꎬ 一直

处在野蛮状态ꎬ 没有任何文明ꎬ 没有历史发展ꎬ 那里的人都是没有理性能力

的自然人ꎬ 他们的思想是原始的、 反理性的和不合逻辑的ꎮ② 法国社会学家、
哲学家列维 －布留尔 (Ｌｕｃｉｅｎ Ｌéｖｙ － Ｂｒｕｈｌ) 也完全否定非洲人的理性ꎬ 声称

“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前逻辑的”③ꎮ 这种观念也正是殖民统治时代白人种

族主义者维持种族统治的理由之一ꎮ 曾任南非白人总理的博塔就声称: “在理

智上ꎬ 我们比黑人优越: 这已被证明是毫无疑问的ꎮ”④

但是ꎬ 一些在非洲进行了深入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发现ꎬ 即使是在被认

为是典型的 “原始野蛮人的非洲人群”ꎬ 如多贡人 (Ｄｏｇｏｎｓ) 那里ꎬ 他们的生

活也是建立在复杂但有序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制度和仪式之上ꎬ 其中并没有什

么胡乱和荒诞的东西ꎮ⑤ 黑格尔等人认为非洲人没有理性能力的看法显然是出

自西方白人的种族歧视与偏见ꎮ 于是ꎬ 在 ２０ 世纪中叶ꎬ 随着比利时传教士普

拉西德唐普尔 (Ｐｌａｃｉｄｅ Ｔｅｍｐｅｌｓ)、 加纳哲学家历克西斯卡加梅 (Ａｌｅｘｉｓ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ꎬ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ꎬ ｉ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 Ｂｅｌｌ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ｃｒｏｓ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４３ －
４４

[德国] 黑格尔著: «历史哲学»ꎬ 第 ９４ ~ １０２ 页ꎮ
Ｏ Ａ Ｏｙｅｓｈｉｌｅꎬ “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５７
Ｆａｉｎｏｓ Ｍａｎｇｅｎａꎬ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ｏ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Ｋａｎｕ’ｓ Ｅ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ꎬ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９８
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ｉａｕｌｅꎬ Ｃｏｎｖｅｒ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ｇｏｔｅｍｍｅｌｉ: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ｏｇ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Ｉｄｅａｌ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５ꎬ ｐ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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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ｇａｍｅ) 等人有关班图哲学的研究著作先后出版①ꎬ “非洲哲学” 开始现身于

人们的视野ꎮ
然而ꎬ 自从 “非洲哲学” 这个概念提出以后ꎬ 其 “合法性” 就一直备受

质疑ꎮ 一些欧洲专业哲学人士虽然承认唐普尔在书中呈现了班图人的世界观、
核心智慧ꎬ 并且具有帮助人们理解非洲人精神的实用价值ꎬ 但就是很不情愿

承认其为 “哲学”ꎬ 甚至忧虑对班图人的智慧冠以 “哲学” 之名会导致对

“理性” 解释的歧义②ꎬ 甚至一些现代非洲本土学者或非洲裔哲学家ꎬ 也执着

于西方哲学对理性和逻辑的定义ꎬ 质疑所谓 “非洲哲学” 存在③ꎮ 例如ꎬ 贝

宁哲学家保兰霍恩通吉 (Ｐａｕｌｉｎ Ｊ Ｈｏｕｎｔｏｎｄｊｉ) 即倾向于从 “哲学在非洲”
的意义上来理解非洲哲学ꎬ 而不愿以 “非洲性” 或 “种族性” 从内容上定义

非洲哲学④ꎬ 实际上就是暗示在现代以前ꎬ 非洲没什么可以被称为哲学ꎮ
然而ꎬ 也许正因为曾经受到更多来自西方哲学的漠视与鄙视ꎬ 非洲哲学

似乎更强烈地意识到所谓自身 “合法性” 问题的实质ꎬ 因而有更多的非洲哲

学家公开为非洲哲学的 “非洲性” “种族性” 辩护⑤ꎬ 坚持认为非洲哲学应当

立足于非洲文化传统和非洲人的生活情境ꎬ 凸显其中具有非洲文化特色的观

念、 态度、 逻辑和感知ꎬ 它应当包括非洲的灵性、 宗教、 文化传统和道德行

为准则等ꎮ 他们指出ꎬ 西方哲学家反对非洲哲学存在的论点都是基于对非洲

哲学所谓 “种族性” 的批评⑥ꎬ 其实质则在于否定非洲各民族具有自己的理

性传统和逻辑思辨能力ꎮ
一些非洲学者指出ꎬ “哲学” 本来就不应该有绝对统一的合法性标准ꎬ 仅

以源自西方哲学的思想范型来作为哲学合法性的标准ꎬ 本身就不合理ꎬ 它是

殖民时代西方文化霸权的后遗症ꎮ 因此ꎬ 有些非洲学者提出有必要进行 “心

３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普尔所著 «班图哲学» 一书最早于 １９４５ 年以法文出版ꎬ 英译本可参见: Ｐｌａｃｉｄｅ Ｔｅｍｐｅｌｓꎬ
Ｂａｎｔ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Ｃｏｌｉｎ Ｋｉｎｇ ｔｒ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ꎬ １９５９ꎮ 卡加梅关于班图哲学的研究ꎬ 参见张宏

明: «非洲 “人种哲学” 研究的先驱———卡加梅哲学思想解读» 一文ꎮ
Ｖ Ｙ Ｍｕｄｉｍｂ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ｎｏｓｉ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ｄ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１６６ － １６９
Ｓｅｅ Ｐ Ｏ Ｂｏｄｕｎｒｉｎꎬ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５６ꎬ Ｎｏ ２１６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１６１ － １７９
Ｐａｕｌｉｎ Ｊ Ｈｏｕｎｔｏｎｄｊｉꎬ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Ｏ Ｃｒｕｋａ ｅｄ 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Ｂｏｏｋｗｉｓ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６６
Ｖ Ｙ Ｍｕｄｉｍｂ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ｎｏｓｉ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ｄ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ｐｐ １７３ －

１７４
Ｆａｉｎｏｓ Ｍａｎｇｅｎａꎬ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ｏ －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 Ｂｒｉｅ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Ｋａｎｕ’ｓ Ｅｌｅｃｔｉｃｉｓｍ”ꎬ 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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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去殖民化”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ｎｄ) 和 “概念的去殖民化”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ｅｃｏｎ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并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加以审视乃至进行清理的西方哲学范畴

概念的清单ꎬ 包括 “现实” “存在” “实体” “真理” “精神” “物质” “主观”
“客观” 等等ꎮ① 相比较而言ꎬ 非洲哲学家似乎更敢于抛开西方哲学的标准ꎬ
给出对非洲哲学的自主定义ꎮ 例如ꎬ 约翰姆比蒂 (Ｊｏｈｎ Ｍｂｉｔｉ) 将非洲哲学

定义为 “非洲人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中思考、 行动或说话方式背后的理解、 态

度、 逻辑和感知”②ꎻ 亨利奥德拉奥鲁卡 (Ｈ Ｏｄｅｒａ Ｏｒｕｋａ) 将非洲哲学视

为 “处理特定非洲问题的工作ꎬ 由非洲本土的思想家或精通非洲文化生活的

人提出”③ꎻ 莫姆 (Ｃ Ｓ Ｍｏｍｏｈ) 将其视为非洲人关于宇宙、 创造者、 元素、
机构、 信仰的教义或理论ꎬ 以及其中的概念④ꎮ 非洲哲学家似乎更清楚地意识

到ꎬ 确立非洲哲学作为哲学的合法地位ꎬ 具有消除殖民时代西方文化霸权影

响、 重塑非洲本土文化主体性地位的价值和意义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ꎬ 当代

非洲哲学界一批充满锐气的青年哲学家明确提出ꎬ 要通过确立非洲哲学的合

法性和主体地位ꎬ 通过 “南方认识论” 和 “逻辑—方法论的突破” 来终结

“西方认知帝国”、 终结 “英美认知帝国”ꎬ 终止西方 “对知识生产、 管理和

传播及其范围、 内容和对象的利维坦式立法和行政支配”⑤ꎮ 这对我们讨论所

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ꎮ
之所以会出现中国哲学或非洲哲学的所谓 “合法性” 问题ꎬ 根本原因在

于西方强势文化过去几个世纪在学术领域的垄断地位ꎮ 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

为一种对智慧的终极探究ꎬ 或对植根于某种生活世界的文化的理性反思ꎬ 并

且不带种族偏见地来看ꎬ 则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中国人、 非洲人具有理性思辨

能力ꎬ 并具有自己的哲学和哲学传统ꎮ 所谓合法或不合法ꎬ 都只是相对于西

方哲学传统特定的范畴概念和哲学问题而言的ꎮ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对 “理性”
的解释权问题ꎮ 理性应该属于全人类ꎬ 具有普适性ꎬ 但是否只有西方哲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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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 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１３７

Ｊｏｈｎ Ｓ Ｍｂｉｔ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２
Ｈｅｎｒｙ Ｏ Ｏｒｕｋａꎬ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Ｓｈｉｒｉｋａ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１１２
Ｃ Ｓ Ｍｏｍｏｈ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ｉｎ Ｊ Ｕｎａｈ ｅｄ ꎬ Ｍａｔａｐｈｉｓｉｃｓꎬ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Ｉｂａｄａｎ: Ｈｏｐ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ｔｄ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３１８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 ＆ Ｌ Ｕｃｈｅｎｎａ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ａ Ｎｅｗ

Ｌｏｇｉｃ: Ａ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Ｐａ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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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才是对人类理性的正解? 非西方世界有没有权利以自己的语言和概念范畴

来表述自己的文化精神和理性? 这些问题如果仅仅在一个非西方哲学传统与

西方哲学传统之间来进行讨论ꎬ 也许很难得出令人满意的解答ꎮ 而如果我们

引入两个非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会话和比较ꎬ 则有可能对解决上述合法性问

题提供另一种思路或途径ꎮ 通过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的会话和比较ꎬ 有望发

现二者各有某些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相似之处ꎬ 这在某种意义上恰好可以证明

原来被认为唯一合法的西方哲学范畴体系其实未必具有全人类精神上的普遍

性ꎬ 它可能也只是一种地方性知识ꎬ 由此可以促进在更广阔的人类理性谱系

之上讨论哲学真正的普遍性ꎮ

二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涉及 “存在” 问题的思想比较

西方哲学自产生以来就把探究所谓 “存在” (Ｂｅｉｎｇ) 当作哲学的根本任

务ꎬ “存在” 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ꎬ 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争

议的哲学概念ꎮ “存在” 的语源可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谓语动词源 “是”
(ｏｎｔ)ꎬ 探究 “存在” 其实也就是探究客观现实世界万事万物在本质上到底

“是” 什么ꎬ 以及为何 “是其所是” 的问题ꎮ 由这种追问遂形成了西方哲学

中最重要的部分ꎬ 即形而上学本体论ꎬ 亦可称之为 “是论”ꎮ 然而ꎬ 由于在先

秦时期的古汉语中根本就没有对应于西方语言中作为 “存在” 概念之源头的

谓语动词 “是”ꎬ 因此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并没有与西方哲学完全对应的 “存
在” 概念ꎬ 更没有围绕一个抽象出来的 “存在” 概念展开其哲学讨论①ꎮ 但

这不等于说先秦时期中国伟大的先哲们就不探究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真实性

及其本原之类的哲学问题ꎬ 只不过他们没有把现实世界各不相同、 千差万别

的万事万物的性质或 “是” 混同为一个空洞抽象而又费解的 “存在” 概念来

研究ꎮ 中国古代哲学家用 “天” “地” “人” “事” “物” “万物” “宇宙”
“五行” 等概念来表示客观现实ꎬ 用 “有无” “是非” “阴阳” “动静” “生
死” “变通” “终始” “本末” 等概念来描述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的状态ꎬ 用

“道” “德” “理” “性” “精” “神” 等概念来解释世界和万物的本源、 原理、

５３

① 参见徐克谦著: «儒家中道哲学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价值»ꎬ 光明日报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１００ ~ １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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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或本质ꎬ 用 “命” “运” “时” “势” 等概念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

必然性或趋势ꎬ 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对客观现实、 万事万物进行探究和解释的

哲学范畴体系ꎬ 并不需要引入一个所谓 “存在” 概念ꎮ① 换言之ꎬ 这并不是

说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涉及西方哲学用 “存在” 概念所指涉的那些哲学问题ꎬ
而是说中国古人是以不同的概念、 从不同的路径ꎬ 探究了类似的哲学问题ꎬ
而这正是中国哲学特色之所在ꎬ 不应成为否定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理由ꎮ

在非洲哲学中也有上述类似情况ꎮ 有非洲学者指出ꎬ 在一些非洲语言如

伊博语 (Ｉｇｂｏ) 中ꎬ 也没有同英语中 “存在” (ｂｅｉｎｇ) 完全对应的词语ꎮ② 但

同样这也不意味着非洲人从不思考西方哲学用 “存在” 概念所指涉的那些问

题ꎮ 例如ꎬ 卡加梅通过对班图语言的研究ꎬ 揭示了班图哲学中有 ４ 个不同的

“存在” 范畴ꎬ 即 “Ｕｍｕｎｔｕ” (指拥有智慧的存在ꎬ 即人)、 “ Ｉｋｉｎｔｕ” (指没

有智慧的存在ꎬ 即物)、 “Ａｈａｎｔｕ” (指确定时空的存在ꎬ 即时间和地点)、
“Ｕｋｕｎｔｕ” (指存在的方式或形态)③ꎮ 其他地区的非洲人也用另一些词语ꎬ 如

“Ｕｂｕ” “Ｎｔｕ” “Ｏｎｙｅ” “Ｉｆｅ” “Ｕｗａ” 等④ꎬ 来表达对客观现实 “存在” 问题的

哲学思考ꎮ 可见ꎬ 对客观世界事物的真实性、 现实性的哲学认知ꎬ 并不一定

要通过西方哲学中那个独特的 “存在” 概念才能达到ꎮ
更重要的是ꎬ 当非洲哲学、 中国哲学用不同于西方哲学 “存在” 概念来

表达对现实世界万事万物的认知时ꎬ 它们实际上是表达了与西方哲学形而上

学本体论不同的世界观ꎮ 唐普尔最早对非洲哲学中有关现实存在问题的特色

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ꎬ 他认为非洲哲学关于 “存在” 的思考建立在非洲特

色的本体论的基础上ꎬ 非洲哲学的本体论或存在论与西方哲学本体论相比ꎬ
明显有一些不同特色ꎮ 而非洲哲学这些与西方哲学不同的特色ꎬ 恰与中国传

统哲学对万事万物客观现实的认知多有相通之处ꎮ
首先ꎬ 唐普尔指出: “ (西方人) 通过将 ‘存在’ 与它的属性 ‘力量’ 分

６３

①

②
③
④

事实上ꎬ 当西方哲学经典著作在近现代被译介到中国时ꎬ 翻译者对于如何用中文来翻译 “存
在” (ｂｅｉｎｇ) 这个概念颇费脑筋ꎬ 不同的翻译者以 “是” “有” “在” “存在” “实存” 等不同词语来

翻译这个概念ꎬ 或根据上下文用不同的词语来翻译ꎮ 参见王路: «哲学概念的翻译与理解———以对

“Ｂｅｉｎｇ” 的翻译为例»ꎬ 载 «哲学动态»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０ ~ ６８ 页ꎮ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Ｅｄｅｈ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Ｉｇｂｏ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Ｌｏｙｏｌａ: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９３
张宏明: «非洲 “人种哲学” 研究的先驱———卡加梅哲学思想解读»ꎬ 第 ６０ 页ꎮ
Ｓｅｅ Ｌｕｃｋｙ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ꎬ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０８ －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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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ꎬ 构想 ‘存在’ 的先验概念ꎮ 但 (非洲) 班图人不是这样ꎮ 他们思想中

的 ‘力量’ 是 ‘存在’ 的必需要素ꎬ ‘力量’ 的概念与 ‘存在’ 的定义是分

不开的ꎮ 班图人没有脱离了 ‘力量’ 概念的 ‘存在’ 概念ꎻ 离开 ‘力量’ 这

个要素ꎬ 就无法设想 ‘存在’ꎮ 这应该被理解为班图人本体论的基础ꎮ 即使是

在对存在的概念进行最抽象的思考时ꎬ 力量的概念也是与存在问题捆绑在一

起的ꎮ”① 还有学者指出ꎬ 在非洲哲学概念中任何东西的 “存在” 都是由它

“能做什么” 而不是由它 “是什么” 来定义的②ꎮ 这与中国传统哲学颇有相通

之处ꎮ 中国哲学实际上也认为事物的 “存在” 和事物的 “属性” (包括其功

能、 作用、 能量等) 是分不开的ꎮ 中国古代哲人很少剥离了事物的具体属性

去孤立地思考抽象的 “存在”ꎮ 实际上ꎬ 中国古人认为脱离了事物的具体属

性ꎬ 这事物就不是其所是了ꎬ 换言之ꎬ 也就是不 “存在” 了ꎮ 任何事物之所

以是其所是 (存在)ꎬ 就在于它有这些具体属性ꎬ 脱离了具体的属性和事物在

现实中所处的关系ꎬ 是无法想象一个事物的 “存在” 的ꎮ 所以ꎬ 中国古代哲

学家讨论一个东西时ꎬ 很少给它的本质下定义ꎬ 而只是从不同角度讨论其在

具体场景中的价值、 功能和意义ꎮ 就像 «论语» 中孔子弟子们多次 “问仁”ꎬ
孔子也多次给予不同的回答ꎬ 但没有一处是直接下定义说明 “仁” 的 “本
质” 是什么ꎬ 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和对象解释 “仁” 的具体表现和功用ꎮ 实际

上离开了这些具体表现和功能作用ꎬ “仁” 也就不 “存在” 了ꎮ 同样ꎬ 庄子

认为 “道” 无所不在ꎬ 在稊稗ꎬ 在瓦砾ꎻ 但是脱离了其所在的具体事物ꎬ 则看

不见ꎬ 摸不着ꎬ 不可指认也不可言说ꎬ 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ｅｎｔｉｔｙ) 而

存在ꎮ
其次ꎬ 唐普尔认为非洲的本体论是动态的ꎬ 他指出 “我们 (西方人) 持

有一个静态的 ‘存在’ 概念ꎬ 他们 (非洲人) 的则是动态的”③ꎮ 李安山教授

也指出: “班图人思想涉及的并非单一静态的存在关系ꎬ 而是多种力组成的能

动关系ꎮ”④ 这种多元而动态的存在论也和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有相通之处ꎮ 中

国哲学也倾向于认为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居的ꎮ 张岱年教授指出: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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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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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Ｒｏｍ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Ｂｏｏｋ Ａｇｅｎｃｙ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４９
Ｐｌａｃｉｄｅ Ｔｅｍｐｅｌｓꎬ Ｂａｎｔｕ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ꎬ ｐ ３４
李安山: «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ꎬ 第 １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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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ꎬ 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ꎮ 变易是根

本的ꎬ 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ꎮ”① 变化、 变通正是道的根本特征ꎮ «易经»
认为 “道” 的最重要特征就是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②ꎻ “为道也屡迁ꎬ 变动

不居ꎬ 周流六虚ꎬ 上下无常ꎬ 刚柔相易ꎬ 不可为典要ꎬ 唯变所适ꎮ”③ 庄子认

为万物 “无动而不变ꎬ 无时而不移”④ꎮ 可以说中国哲学总体上来说也不持静

态的 “存在” 概念ꎮ 所以ꎬ 中国古人很少从所谓 “不变的本质” 这个意义上

来理解万事万物ꎬ 而是善于从趋势、 消息、 盛衰、 终始等角度来观察事物的

发展变化ꎮ
再次ꎬ 强调现实世界万事万物之间的整体性、 关联性、 互补性ꎬ 也是非

洲哲学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特征ꎮ 潘塔莱翁艾罗格布 (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 Ｉｒｏｅｇｂｕ) 认

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统一于 “Ｕｗａ”ꎬ 但它具体呈现为 １５ 种含义和 ６ 个区域ꎬ 但

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关联、 互相渗透的关系ꎮ⑤ 总的来说ꎬ 这种哲学观是倾向

于强调事物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和共生共存ꎬ 而不是强调孤独的个体 “存在”ꎮ
另一位非洲哲学家因诺森特阿索祖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Ｉ Ａｓｏｕｚｕ) 用尼日利亚伊博语格

言来表达他的哲学本体论ꎬ 称其为 “伊布阿伊旦达” (Ｉｂｕａｎｙｉｄａｎｄａ)ꎬ 其主要

思想就是强调事物之间本来的关联与互补ꎬ 希望克服人为的形式上的隔阂ꎬ
从总体上把握存在ꎬ 从而一起达到终极的实在ꎮ 阿索祖将 “存在” 定义为

“任何存在的事物都服务于现实中缺失的一环”⑥ꎮ 因此ꎬ “存在” 也就是与他

者共在ꎬ 而不是独立存在ꎮ 这些哲学观与中国哲学也是相通的ꎬ 中国传统哲

学也讲天地万物与人类的同一性ꎬ 强调 “天人合一”ꎬ “天地与我并生ꎬ 而万

物与我为一ꎮ”⑦ 在 “道” “理” 或 “气” 等根本范畴的统摄之下ꎬ 阴阳、 五

行、 万物之间形成互补、 共生、 转化、 循环的关系ꎬ 相互之间环环相扣ꎬ 终

始相连ꎬ 谁也少不了谁ꎬ 共同构成世界整体的矛盾统一与动态平衡ꎮ 所谓阴

阳互补、 五行相生、 和而不同、 相反相成等观念ꎬ 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哲学观ꎮ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张岱年著: «中国哲学大纲»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９４ 页ꎮ
«易系辞上»ꎬ 载王弼注、 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３０７ 页ꎮ
«易系辞下»ꎬ 载王弼注、 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ꎬ 第 ３７０ ~ ３７１ 页ꎮ
«庄子秋水»ꎬ 载郭庆藩撰: «庄子集释»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２ 年版ꎬ 第 ５８５ 页ꎮ
Ｌｕｃｋｙ Ｕ Ｏｇｂｏｎｎａｙａꎬ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ｐｐ １０８ － １２６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Ａｓｏｕｚｕꎬ “Ｉｂｕａｎｙｉｄ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Ｅｓｓ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Ｌｉｎｋｓ ｏｆ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５０ ｔｈ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Ｌｅｃｔｕｒｅꎬ Ｃａｌａｂ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ａｂａ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０３
«庄子齐物论»ꎬ 载郭庆藩撰: «庄子集释»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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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ꎬ 在对世间万事万物的关联性、 互补性、 同一性的认知上ꎬ 中国哲学

与非洲哲学也有着不少相通之处ꎮ
西方哲学文本中 “存在” 这个独特的概念引入汉语后变得非常费解ꎮ 同

样ꎬ 也有非洲哲学家从非洲传统思维的角度来看ꎬ 认为 “‘存在’ 这个概念是

非常难以表达和理解的”①ꎮ 然而ꎬ 不论在中国哲学还是非洲哲学的研究中ꎬ
哲学家们又不得不围绕这个奇怪的概念进行繁杂的探究和讨论ꎮ 通过中国哲

学和非洲哲学之间的会话与比较ꎬ 我们发现原来在古汉语、 伊博语等等非西

方语言中并没有与西方哲学所谓 “存在” 完全对应的词语或概念ꎬ 而 “存
在” 所指涉的那些根本哲学问题ꎬ 如世界的本原以及事物的客观性、 真实性、
相互关系等等问题ꎬ 其实也可以分别用其他不同的词语和概念来进行不同的、
也许还是更清晰的表达和讨论ꎮ 这可以提示我们ꎬ 西方哲学所谓 “存在” 概

念在哲学上造成的莫测高深的困惑与麻烦ꎬ 或许只是西方哲学所具有的某种

地方特殊性而已ꎬ 并非人类理性的普遍必然性ꎮ 过分纠缠于西方哲学的 “存
在” 概念来讨论非西方哲学问题ꎬ 甚至会对正确理解这些非西方哲学造成某

种程度的困惑乃至干扰和遮蔽ꎮ

三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思维方法和逻辑方面的相通之处

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关于思维方法的学问ꎬ 而逻辑则是思维方

法中的核心要素ꎮ 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坚持认为不变的本质才是真

正唯一的存在ꎬ 由此带来了一种思维模式和逻辑上的固执ꎬ 这就是是非对立、
非此即彼的逻辑ꎮ 西方哲学史上的不少二元对立的问题ꎬ 比如形式和质料二

分的问题、 身与心的二元论、 本体和现象的分离ꎬ 以及真理与谬误、 善与恶、
美与丑之间的势不两立等ꎬ 均与是非对立的思维模式有关ꎮ 对立的两极不可

调和ꎬ 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ꎬ 如果甲是 “真理”ꎬ 则非甲一定是谬误ꎬ 排中律

乃是最确实无误的原理ꎮ 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缺点是肯定一端就必然否定另

一端ꎬ 导致对事物认知的片面性与简单化ꎬ 并容易形成偏见和固执ꎬ 乃至在

实践中引发不可调和的冲突和斗争ꎮ 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一些人那

种固执的意识形态对立、 冷战思维、 “修昔底德陷阱” 观念等ꎬ 或多或少与西

９３

① Ｊｉｍ Ｕｎａｈꎬ 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ａｎꎬ Ｆａｄｅｃ: Ｌａｇｏ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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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传统哲学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有关ꎮ 然而ꎬ 通过中非哲学之间的比较和

研究ꎬ 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和非洲哲学似乎并不总是遵循这样一种思维模

式ꎮ 因此ꎬ 是非对立、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和逻辑ꎬ 也未必代表人类普遍理

性精神ꎬ 或许也只是西方哲学的一种特殊性ꎮ
中国哲学用阴阳概念来表达对事物普遍存在的矛盾的认知ꎬ 但 “阴” 与

“阳” 二者并不是互不兼容、 是非对立的ꎬ 而是共生、 互补、 互动ꎻ 你中有

我ꎬ 我中有你ꎬ 并且是可以在运动中互相转换的ꎮ 二者在价值上也不存在善

恶是非的区别ꎮ 实际上ꎬ 在阴、 阳两极之上还有第三极ꎬ 也就是平衡、 和谐

之 “中”ꎮ 任何事物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矛盾ꎬ 但矛盾统一体未必只有对立的两

极ꎬ 实际上还可以有一个中介的或超越的第三极ꎮ 有一些当代中国学者将中

国传统文化中这种思维逻辑概括为 “一分为三”ꎬ 并展开了深入的研究①ꎬ 对

作为第三极的 “中” 在中国哲学中的意义给予了高度重视ꎮ
中国哲学的特长不是在对立的两极之间判定谁真谁假、 谁对谁错ꎬ 而是

在两极乃至多极之间求 “中”、 求 “和”ꎬ 力求 “允执厥中” “执两用中”ꎮ 儒

家哲学尤其如此ꎬ 早期儒学的许多重要概念都贯穿着 “中道” 的逻辑ꎬ 是

“中” 的体现ꎬ 如 “中和” “中庸” “中正” “时中” “执中” “用中” “中节”
“守中” “得中” 等等ꎮ② 古人所谓 “执两用中” “建中立极” “不偏不倚”
“无过不及”ꎬ 就是要在对立的两端之间寻求 “中”ꎮ “中” 可以说是两极之外

的第三极ꎬ 是对是非对立的两极或两端的超越和扬弃ꎮ 相对于对立的两个极

端ꎬ “中” 往往是更好的选择ꎬ 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对两端非此即彼的简单排

除ꎬ 而是通过对两端的扬弃ꎬ 实现两端所代表的不同方面、 不同价值的互补ꎮ
同时 “中” 又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实体”ꎬ 而只是一个恰到好处的动态的

“度”ꎬ 它以 “两端” 的存在为前提和参照ꎮ “中道” 思维既具有包容性ꎬ 也

具有变通性ꎬ 包含 “时中” 和 “中权” 的内涵ꎬ 强调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和因事制宜的动态灵活性ꎮ 中国古代哲学特别重视 “中” 的地位和价值ꎮ
«中庸» 曰: “中也者ꎬ 天下之大本也ꎻ 和也者ꎬ 天下之达道也ꎮ”③ 董仲舒说:

０４

①

②
③

参见庞朴著: «一分为三: 中国传统思想考释»ꎬ 海天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版ꎻ 周德义著: «我在何

方: “一分为三” 论»ꎬ 湖南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版ꎻ 雷正良: «我的学术概况——— “三管齐下” 研究

“一分为三”»ꎬ 载 «广西社会科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 ~ ４ 页ꎮ
参见徐克谦著: «儒家中道哲学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价值»ꎬ 第 ９ 页ꎮ
朱熹: «中庸章句»ꎬ 见朱熹撰: «四书章句集注»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 年版ꎬ 第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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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莫大于和ꎬ 而道莫正于中ꎮ”① 在宋儒二程看来ꎬ “中” 就是 “天理”ꎬ 就

是 “道”ꎬ 就是太极: “斯天理ꎻ 中而已”ꎻ “中即道也”ꎻ “中之理ꎬ 至矣”ꎻ
“天下之理ꎬ 莫善于中”②ꎮ 可见ꎬ 守 “中道”ꎬ 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求 “中” 以

实现和谐ꎬ 是中国哲学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ꎬ 这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二元

对立思维模式形成鲜明对照ꎮ
令人惊叹的是ꎬ 在非洲哲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与中国哲学的 “中道” 思

维类似 的 思 维 方 式ꎮ 非 洲 当 代 哲 学 家 乔 纳 森  齐 马 柯 南 (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 提出一个名为 “Ｅｚｕｍｅｚｕ” 的概念ꎬ 用以表达一种非洲特色

的哲学思维逻辑ꎮ 这一概念源自尼日利亚伊博语ꎬ 本意为 “最可行、 最有潜

力和最强大的一切的汇集、 整合或总和”③ꎬ 中文可翻译为 “力之和”ꎮ 按照

齐马柯南的说法ꎬ “力之和” 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二元对立思维的三重价值维度

互补的逻辑ꎬ 包含三重互相补充的思维法则 (即 “Ｎｊｉｋｏｋａ” “Ｎｍｅｋｏｋａ” 和

“Ｏｎｏｎａ － ｅｔｉｔｉ”)④ꎮ 齐马柯南认为ꎬ 这种思维逻辑是西方传统的形式逻辑 (即
同一律、 矛盾律、 排中律) 所不能涵盖的ꎮ 他指出: 在 “力之和” 模式中ꎬ
两端的价值被视为次一级的对照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矛盾对立ꎬ 这是因为 “力
之和” 代表了一个两端在其中融合、 互补的另一个不同的值ꎮ 事实上ꎬ 任何

两端都不可能是一端绝对正确而另一端完全错误ꎬ 两端本来是互补的ꎮ 但如

果没有 “力之和” 作为第三极的值作为中介平衡ꎬ 两端之值各执一端ꎬ 则难

免陷入谬误ꎮ 齐马柯南还指出ꎬ 伊博语言中类似 “逻辑” 的词语意思就是

“动态和灵活的思维”ꎬ “力之和” 所代表的这种非洲的思维逻辑具有强调

“语境性” 和 “互补性” 的特点ꎮ⑤

显然ꎬ 这种非洲 “力之和” 思维逻辑与中国哲学的 “中道” 逻辑、 “中
和” 思维颇有相通之处ꎬ 二者之间有可以进一步会话的话语基础ꎮ “中道” 的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董仲舒: «春秋繁露循天之道»ꎬ 载苏舆撰、 钟哲点校: «春秋繁露义证»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４４４ 页ꎮ

董根洪: « “天下之理ꎬ 莫善于中” ———论二程的中和哲学»ꎬ 载 «中州学刊» 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５ 页ꎮ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ꎬ Ｅｚｕｍｅｚｕ: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９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ꎬ Ｅｚｕｍｅｚｕ: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 １０１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ꎬ Ｅｚｕｍｅｚｕ: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ｐ ９３ －

１１２ 对 “Ｅｚｕｍｅｚｕ” 逻辑更详细的评介ꎬ 可参见胡朋志: «再他者化与世界哲学图景的重塑———读

‹Ｅｚｕｍｅｚｕ: 一种非洲哲学与研究的逻辑系统›»ꎬ 载 «世界哲学»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４ ~ １１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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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往往代表着 “两端” 之间的一种适当的中间值ꎬ 中国古人常常以 “执

两用中” 的思维模式来处理矛盾冲突ꎬ 以 “和而不同” 的方式来对待差异ꎮ

“和” 是和谐ꎬ 多样统一ꎬ 反对同一ꎮ① 但 “中” 的值不是固定的、 绝对的ꎬ

而是动态的、 相对的ꎮ “中道” “中和” 思维也像 “力之和” 思维一样ꎬ 试图

在对立和冲突的事物之间建立一个中介ꎮ 它以阴阳哲学为背景ꎬ 即把不同的、

对立的事物ꎬ 看成是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既相互制衡又相互补充ꎮ 因此ꎬ

总有可能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临时的调解或平衡ꎮ “中道” 并不武断地排斥或

取代矛盾的某一方面或对立的某一价值ꎬ 且并非简单地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

来对待矛盾ꎮ 矛盾对立是普遍存在的ꎬ 但对立的两边未必是一真一假、 一善

一恶ꎻ 两端所代表的值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ꎬ 任何一端失去制衡则会走

向偏激和谬误ꎬ 而 “中” 则可以理解为维持两者之间平衡的一种张力和恰到

好处的 “度”ꎮ

这种思维逻辑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绝对化形式逻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ꎮ 亚

里士多德的排中律认为ꎬ 事物要么是ꎬ 要么不是ꎮ 这一规律强调绝对差别和

绝对同一性ꎬ 认为事物之间是互相排斥的ꎬ 不可能既是这个又是那个ꎮ 然而ꎬ

“中道” 思维和 “力之和” 逻辑都主张一种 “包容的中间”ꎬ 即在对立的 “两

端” 之间或之上确认一种第三价值或中和价值的存在ꎮ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ꎬ

“中道” 和 “力之和”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全面、 圆融地认识社会现实中事物

的真实情况ꎻ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ꎬ “和而不同” 的中道精神和 “力之和”

的兼容互补逻辑ꎬ 也为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乃至任何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平

等会话交流和沟通ꎬ 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引导ꎮ②

实际上ꎬ 社会现实中并没有什么绝对对立、 不可调和的两极ꎬ 只有在特

定时间和空间中因特定因果条件导致的矛盾冲突ꎮ 意识形态里绝对、 终极的

观念ꎬ 都是由人类构想出来ꎬ 并通过人类语言在人类特定历史背景中表达出

来ꎬ 只是一种依赖于特定文化的思维预设ꎮ 正如英国哲学家西蒙布莱克本

(Ｓｉｍｏｎ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所说ꎬ 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是一部依赖于其他基本关注点

２４

①
②

李新烽: «郑和远航非洲与中非文明互鉴»ꎬ 第 １７３ 页ꎮ
Ｓｅｅ Ｘｕ Ｋｅｑｉａｎꎬ “Ｚｈｏｎｇｄａｏｌｏｇｙ: 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ｎｇ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ｕｍａｒｕｋ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２２ꎬ ｐｐ ６１ －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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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ꎬ 尽管它声称具有终极权威和客观性ꎻ 形而上学最好被理解为在给定

的历史情景中对我们的最基本关切预设的前提和暗示ꎮ① 通过中国哲学思维模

式和非洲哲学思维模式的会话与沟通ꎬ 可以进一步显示西方传统哲学的逻辑

定律也只是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性、 一种思维预设ꎬ 其所声称的普遍性或绝

对性也是可以被质疑的ꎮ

四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个人与群体关系

问题上的相似认知

　 　 非洲哲学对个人及其与群体之关系的认知ꎬ 与以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为

核心内容的西方哲学观念颇有不同ꎮ 西方哲学对人的理解倾向于从抽象的独

立的个人出发ꎬ 如笛卡尔所谓 “我思ꎬ 故我在” (Ｉ ｔｈｉｎｋꎬ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 ａｍ)ꎬ 也

就是以主观的一己之 “我” 作为理解人之存在的出发点ꎮ 而非洲哲学则普遍

倾向于把人放在特定时空下的 “地方” 或具体人群中来理解ꎬ 强调 “我是ꎬ
因为我们是ꎻ 因为我们存在ꎬ 故我存在” (Ｉ ａｍꎬ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ｅ ａｒｅꎻ ａｎｄ ｓｉｎｃｅ ｗｅ
ａｒｅꎬ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 ａｍ)ꎮ 肯尼亚哲学家约翰姆比蒂 (Ｊｏｈｎ Ｓ Ｍｂｉｔｉ) 认为这是理

解非洲哲学关于人的存在问题观念的基点ꎮ②

总的来说ꎬ 非洲哲学倾向于把个人与群体理解为不可分离的整体ꎬ 群体

中的人与人之间有着不可分割、 共生共存的关系ꎻ 个人脱离了群体便失去了

能量ꎬ 变成什么都不是ꎮ 在班图人看来ꎬ “一个人是通过其他人而成为人

的”③ꎬ 因此个人只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才可以被定义ꎮ 人从一开始就被社会

化ꎬ 被培养成与所属的族群有着牢固的联系ꎬ 以至于他们一开始就认为自己

必然与社会紧密相连ꎮ 一个人不仅仅是具有某种心理—生理天赋的自然生物

个体ꎬ 而应是一个具有意愿和能力去履行其社会义务、 具有道德规范的人

格ꎮ④ 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ꎬ 非洲哲学普遍认为群体比个体更重要ꎬ 群体是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Ｓｉｍｏ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ꎬ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ꎬ ｉｎ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Ｂｕｎｎｉｎ ａｎｄ Ｅｒｉｃ Ｐ Ｔｓｕｉ － Ｊａｍｅｓ ｅｄ ꎬ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６１ － ８９

Ｊｏｈｎ Ｓ Ｍｂｉｔ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Ｉｎｃ ꎬ １９７０ꎬ
ｐ １４１

Ｏ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ｚｅꎬ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１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ｅｄ ꎬ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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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的ꎬ 因为群体包含了个体ꎮ 在非洲社群主义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中ꎬ 群体

先拥有权力ꎬ 个人只有通过与群体交往才获得力量并生存ꎮ① 与此不同的是ꎬ 西

方个人主义的理解是个人把自己天生的权力让渡给群体ꎬ 群体才获得权力ꎮ
非洲哲学对人的存在与人性的理解集中体现在 “乌班图” 这一概念上ꎮ

“乌班图” 是刚果等地班图部落语言 “人” “人性” 的意思ꎬ 后被非洲哲学家

发展为一种哲学思想ꎬ 强调人与人之间存在普遍联系ꎬ 人类享有共同的人性ꎮ
这个词语因为被用来命名一款由世界各地电脑技术人员自愿无偿开发的免费

开源共享电脑操作软件而名声大振ꎮ “乌班图” 操作软件完全免费开放ꎬ 体现

了共生、 共存、 共享的精神ꎮ 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奥巴马在内的许多名

人在演讲中都曾引用过 “乌班图” 一语ꎮ 非洲当代哲学家莫高贝拉莫斯

(Ｍｏｇｏｂｅ Ｂ Ｒａｍｏｓｅ) 博士认为ꎬ “乌班图” 是 “非洲哲学的基础”ꎬ 因为它是

“非洲人思想中最基本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ꎬ 是普遍存在与具体呈现的统

一ꎮ② “乌班图” 思想体现在人性论上ꎬ 就是认为个体的人与人类整体不可分

割ꎬ “做人就是通过承认他人的人性来肯定自己的人性ꎬ 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人

建立人道关系”③ꎮ
正因为如此ꎬ 拉莫斯博士本人和其他一些学者已经撰文指出ꎬ “乌班

图” 的理念与中国儒家哲学关于 “仁” 的思想是相通的ꎬ 与儒家 “己所不

欲ꎬ 勿施于人”④ꎻ “己欲立而立人ꎬ 己欲达而达人”⑤ 的价值观是一致的ꎮ⑥

儒家哲学倾向于从人与人、 己与群的社会人伦关系中理解人的存在ꎬ 认为

“仁者人也ꎬ 亲亲为大”⑦ꎻ “仁者爱人”⑧ꎮ 所谓 “仁” 也是人性的呈现ꎬ 首

先表现为家庭、 族亲成员之间的亲情ꎬ 并进而推广为更广泛的族群和社会

成员之间的相亲相爱ꎬ 相连相通ꎮ 荀子说 “人生不能无群”ꎬ 人与动物的区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 Ｃｈｉｍａｋｏｎａｍꎬ Ｅｚｕｍｅｚｕ: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ｇｉｃ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０３

Ｍｏｇｏｂｅ Ｂ Ｒａｍｏｓ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ｂｕｎｔｕꎬ Ｈａｒａｒｅ: Ｍｏｎｔ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４０ － ４２
Ｍｏｇｏｂｅ Ｂ Ｒａｍｏｓｅ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Ｕｂｕｎｔｕꎬ ｐ ４２
«论语颜渊»ꎬ 载朱熹撰: «四书集注»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３ 年版ꎬ 第 １３２ 页ꎮ
«论语雍也»ꎬ 载朱熹撰: «四书集注»ꎬ 第 ９２ 页ꎮ
Ｓｅｅ Ｂｅｌｌ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Ａ ａｎｄ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Ｍｅｔｚꎬ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ｂｕｎｔｕ: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３８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７８ － ９５ꎻ
Ｍｏｇｏｂｅ Ｂ Ｒａｍｏｓｅꎬ “Ｕｂｕ － ｎｔｕ ａｎｄ Ｒｅｎ: ｔｏ ｂｅ ａ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ｉｓ ｔｏ Ｌｏｖ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ꎬ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ⅩⅩⅣ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１８３ － １９２

«中庸»ꎬ 载朱熹撰: «四书集注»ꎬ 第 ２８ 页ꎮ
«论语颜渊»ꎬ 载朱熹撰: «四书集注»ꎬ 第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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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就在于人能借助伦理秩序及其礼法形式来维持其作为群体的生存ꎮ① 人之

所以为人的本质ꎬ 就存在于家庭、 族群、 社会群体里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

系之中ꎮ 可见ꎬ 中国古代哲学更多也是从群体性而非个体性的角度来理解

人的存在ꎮ
基于个人与群体不可分割的哲学理念ꎬ 非洲思想文化也和儒家思想一样ꎬ

特别重视家庭的价值ꎬ 奥古斯丁舒特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Ｓｈｕｔｔｅ) 写道: “也许在非

洲人的思想中ꎬ 人类社会的最佳模式就是家庭ꎮ 家庭没有自身以外的其他功

能ꎬ 它就是自身成员成长的一种方法ꎬ 就是成长中的和完全成熟了的成员之

间的互动、 陪伴和交流ꎬ 它的目的就是它本身”②ꎮ 加纳哲学家夸西维雷杜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 指出: “非洲社会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ꎮ”③ 亨

利奥德拉奥鲁卡和科尔图斯居玛 (Ｃａｌｅｓｔｕｓ Ｊｕｍａ) 提出了他们所谓的

“父母地球伦理”ꎬ 将家庭或社群关系的概念扩展到自然: “我们希望大家明

白ꎬ 地球或世界是一种家庭单位ꎬ 其中的成员之间都有朋友以及彼此之间的

亲属关系”④ꎮ 这种哲学观也正是现代以来在非洲许多国家流行的社群主义社

会政治主张的基础ꎮ
中国古人把家庭的伦理推广运用于社会和国家ꎬ 以齐家的道理运用于治

国ꎮ 而非洲人则更进一步把家庭亲属关系用来比喻人与整个天地自然和万物

的关系ꎬ 把个人与万物的世界看做是一个大家庭ꎮ 基于全球文明倡议背景ꎬ
“乌班图” 思想可以看作是一种可贵的思想资源ꎬ 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民爱

物、 四海一家、 天下大同的思想观念一样ꎬ 可以用来对越来越极端个人主义

化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纠偏和校正ꎬ 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思想文化资源ꎮ

五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在政治与民主问题上的共同话语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哲学系雷金纳德奥杜尔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Ｍ Ｊ Ｏｄｕｏ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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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王制»ꎬ 王先谦撰: «荀子集解»ꎬ 中华书局ꎬ １９８８ 年版ꎬ 第 １６４ ~ １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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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ｍ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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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 “所有哲学在历史上都是产生它们的社会所特有的ꎬ 所有哲学都是民族

哲学ꎬ 因此政治是第一哲学”①ꎻ “所有哲学最终都是一种政治表达”②ꎮ 哲学

观念和哲学思想体系终究是生活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中的作为 “此在” 的人

对现实的理解ꎬ 因此必然会带有其所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背景的印记ꎮ 非洲

近现代哲学发展就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的特点ꎬ 或者可以说政治哲学是非

洲近现代哲学最突出的内容之一ꎬ 它 “是一种实践哲学ꎬ 主要是将非洲价值

观和文化作为动员民族解放的武器ꎬ 通过对世界秩序的解释来达到民族独立

的目的”③ꎮ 非洲现代民族独立运动中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ꎬ 如加纳国父克瓦

米恩克鲁玛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 Ｋ Ｎｋｒｕｍａｈ)、 塞内加尔首任总统奥波尔德塞达
桑戈尔 (Ｌéｏｐｏｌｄ Ｓéｄａｒ Ｓｅｎｇｈｏｒ)、 几内亚前总统塞古杜尔 (Ａｈｍｅｄ Ｓｅｋｏｕ
Ｔｏｕｒｅ)、 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 (Ｊｕｌｉｕｓ Ｋ Ｎｙｅｒｅｒｅ)、
赞比亚前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Ｄａｖｉｄ Ｋａｕｎｄａ) 等ꎬ 都曾为了

应对独立后的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中遇到的问题发表了政治哲学的著述ꎬ 形

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或理论ꎮ 这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先秦诸子哲学偏

重于社会伦理和治国安邦、 以 “务为治” 为现实目标的总体特色相似ꎬ 也与

近现代孙中山、 毛泽东等人为实现民族复兴、 建设新中国而做的哲学思考异

曲同工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上述非洲政治人物在思考政治哲学问题时ꎬ 虽然也难免

受到来自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念的深刻影响ꎬ 但同时又大都能有意识地

结合非洲社会文化历史与现实ꎬ 融入非洲文化传统和哲学观ꎬ 特别是非洲传

统思维中对个人与群体关系的认知以及非洲传统社群主义社会的价值观ꎮ 这

种源自非洲文化传统的哲学观念深刻影响到非洲近现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政

治实践ꎬ 导致了各种以社群主义为特色的社会政治概念和学说的发展ꎬ 如恩

克鲁玛的哲学良知主义 ( 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ｉｓｍ)、 罗伯特加布里埃尔穆加贝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Ｍｕｇａｂｅ) 的 “古萨鲁金吉” (Ｇｕｔｓａｒｕｚｈｉｎｊｉ) 概念和尼雷尔的

“乌贾马主义” (Ｕｊａｍａａ) 等ꎬ 都强调个体的生存与群体、 家庭和社群之间有

６４

①

②
③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Ｍ Ｊ Ｏｄｕｏｒꎬ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Ｐｒａｅｇ’ｓꎬ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Ｕｂｕｎｔｕ”ꎬ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ｎｙａ ( ＰＡＫ)ꎬ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７９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Ｍ Ｊ Ｏｄｕｏｒꎬ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Ｐｒａｅｇ’ｓꎬ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Ｕｂｕｎｔｕ”ꎬ ｐ ８８
李安山: «当代非洲哲学流派探析»ꎬ 第 １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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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的联系ꎬ 体现了以社群理念为前提的非洲人文主义社会政治哲学ꎬ
其中有一些又跟社会主义的理念结合在一起ꎮ 恩克鲁玛和塞古杜尔都认为ꎬ
传统非洲社群主义的社会主义潜力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注入才能实

现ꎮ① 尽管苏联解体后ꎬ 非洲国家也相继发生了西式 “民主化转型”ꎬ 但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先驱们创立的、 与传统非洲社群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理念ꎬ
在非洲大陆仍有广泛且深远的影响ꎬ 特别是近年来ꎬ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背景之下ꎬ 一些非洲国家和政党在批判西方发展模式的基础上ꎬ 又开始

重新发掘社会主义的价值ꎮ② 显然ꎬ 这些非洲政党和政治人物的理论探索ꎬ 与

近现代中国政治精英对中国政治现代化、 民主化道路的探索ꎬ 特别是与中国

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相结合、 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之间ꎬ 面临不少相似的问题ꎬ 可以找到

诸多共同话语ꎮ
政治哲学指的是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 综合、 思

考与推理ꎬ 它涉及不同哲学家提出的解决政治问题的政治学说ꎬ 旨在对政治

实践面临的挑战进行哲学探讨ꎬ 以便推进社会共同政治目标的实现ꎮ 非洲各

国自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以来ꎬ 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方面经历了复杂、 艰难

而又曲折的历程ꎮ 在各种内外因素和国际大环境影响之下ꎬ 非洲各国的政治

制度、 政党制度和民主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ꎬ 不少国家经历了 “民主转型失

范”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学者也一直没有停止对非洲的政治实践及其现实进行哲

学反思ꎮ 尽管冷战结束后不少非洲国家转向了西式 “自由民主” 政治ꎬ 但也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治精英对西式 “自由民主” 的固有缺陷进行了分析和

反思ꎮ 例如ꎬ 雷金纳德奥杜尔教授近年撰文ꎬ 从非洲的立场列举 ５ 个理由

对 “自由民主” 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ꎮ③ 一些非洲学者指出ꎬ 非洲许多地方

陷入不断的武装斗争ꎬ 发生暴力事件或种族冲突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试

图在非洲种族分层的情况下模仿西方式的多数主义民主导致的结果ꎬ 认为

“ (西式) 自由民主并不是像西方知识分子所声称的那样是真正可行的普遍政

７４

①
②

③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 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Ｍａｌｄｅｎ: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９
邓延庭: «非洲去西方化转型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探索»ꎬ 载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９ ~ ９１ 页ꎮ
Ｒｅｇｉｎａｌｄ Ｍ Ｊ Ｏｄｕｏｒꎬ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０８ －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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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选择至少在非洲可以说它是一种明显的失败ꎮ”① 有学者甚至将其形容

为一场 “悲惨的实验”②ꎮ 有鉴于此ꎬ 不少当代非洲学者也在思考如何结合包

括哲学思想在内的非洲传统文化资源来探索具有非洲特色的现代化、 民主化

道路问题ꎮ 一些学者指出: “人们记得ꎬ 在传统非洲的许多地区ꎬ 理事会以协

商一致的方式作出决定ꎬ 确保了真正的民主ꎬ 却没有任何类似于今天的政党

制度ꎮ” 因此他们提出: 是否能在非洲实现一种非对抗竞争性的民主? 是否能

产生一种更符合大多数非洲本土传统的、 基于协商一致的非政党形式的民主?
这是 “一个值得全人类都关心的问题”③ꎮ 对非洲未来发展道路的探索ꎬ “肩
负起研讨这个问题并寻求其解决办法ꎬ 乃是非洲哲学的政治责任”ꎮ④

当今中国与非洲国家政治制度有不同的发展模式ꎬ 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与

交往也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条件为前提ꎬ 中国尊重非洲各国人民对自己政治

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ꎮ 但中国和非洲学界仍然可以在政治哲学领域找

到许多共同话语ꎬ 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ꎬ 并互相借鉴其经验ꎮ 中国虽然没有

像非洲许多国家那样经历过完全的殖民化ꎬ 但近现代以来在社会政治方面也

有着类似于非洲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历程ꎮ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西方各种社会政

治思潮被介绍到中国ꎬ 中国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也进行了各种社会政治理论

和实践的探索ꎬ 也经历过战乱和失败ꎬ 最终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

子探索出一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ꎮ 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ꎬ 但被实践证明是符合中国

国情的ꎬ 是成功的ꎮ 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立足于中国现实ꎬ 考虑到了中国文

化传统ꎮ 同非洲传统社会政治观念相似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ꎬ 个人也是被置

于家庭和社会群体中来认知的ꎬ 没有西方自由民主主义个人至上的社会文化

观念ꎮ 儒家传统社会政治学说强调个人与家族一体ꎬ 家与国一体ꎬ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ꎬ 重视个人作为家庭和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ꎬ 以群体

８４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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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２０ － ２１
[喀麦隆] 恩科洛福埃: «非洲哲学的多重政治性———解放、 后殖民主义、 解释学和治理»ꎬ

陆象淦译ꎬ 载 «第欧根尼»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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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为重ꎮ 儒、 道思想传统中虽然也有某种自由精神ꎬ 但大多偏重于个人内

在精神独立和自我人格的追求ꎮ 在民主政治方面ꎬ 中国既吸收了西方现代民

主制度的某些长处ꎬ 又没有照搬西方多党制民主的形式ꎬ 而是在继承中国传

统政治文化中以民为本、 执政为民等思想精华的基础上ꎬ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多党合作的协商民主制度ꎮ 在这些方面ꎬ 中国当代政治哲学与非洲政

治哲学也有许多可以进行会话交流的共同话语和可以互相参考借鉴的方面ꎮ
事实上ꎬ 已有一些非洲政治人物提出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

民主集中制ꎬ 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一个学习和借鉴的范本ꎮ① 中非之间在政治

哲学和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交流互鉴ꎬ 具有广泛的空间ꎬ 并有望对人类政治

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创新提供经验与思路ꎮ

六　 结语

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可以展开会话与交流的领域十分广泛ꎬ 远非以上所

论述的几个方面所能涵盖ꎮ 在其他一些哲学话题上ꎬ 如人与自然的关系、 环

境哲学与生态伦理、 哲学与其他文化领域的关系、 哲学的实践性等方面ꎬ 中

国哲学与非洲哲学也有许多可以进行会话的共同话语ꎮ 限于篇幅ꎬ 本文只能

抛砖引玉ꎬ 希望能引发进一步探究ꎮ
过去几个世纪ꎬ 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崛起和西方文明的全球化ꎬ 西方哲学

的概念、 范畴、 方法等也主导了世界各地的哲学研究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ꎬ
世界各地许多大学哲学系基本上等于是展示欧洲男性白人思想的画廊ꎮ 这种

状况近几十年来逐渐有所改变ꎬ 西方国家大学哲学系开设非西方哲学课程、
研究非西方哲学的人越来越多ꎮ 然而ꎬ 学者在研究非西方哲学时ꎬ 完全参照

西方哲学标准、 范式的现象仍然很普遍ꎮ 由此ꎬ 开展包括中非哲学在内的非

西方哲学之间的会话与比较ꎬ 有望从方法论上突破这种哲学研究模式ꎬ 甚至

打破长期以来西方意识形态的垄断ꎬ 为人类理性的和世界哲学的发展开拓新

的空间ꎮ
通过中国哲学与非洲哲学的会话比较ꎬ 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哲学传统在

９４

① [安哥拉] 埃斯特维斯希拉里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非洲国家学习的范本»ꎬ 载 «当代

世界» ２０２２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７４ ~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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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范畴、 思维逻辑和价值观等方面有一些有别于西方哲学的共同点或相通

之处ꎬ 在世界哲学思想中都有其独特的思想价值ꎬ 都蕴含着中道、 集体主义、
本土政治文化哲学思想ꎮ 这些会通之处一方面说明在西方哲学的理性逻辑之

外ꎬ 也存在其他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性或逻辑形态ꎬ 由此可以对西方哲学所

声称的普遍理性和 “普世价值” 及其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进行反思或提出质

疑ꎻ 另一方面拉近了中非哲学间的距离ꎬ 使中非哲学之间的会话交流具有了

平等、 友好的基础ꎮ 人类只有在深入理解各民族文化中的哲学传统并展开平

等会话交流的基础上ꎬ 才有望超越各种地域中心主义的局限ꎬ 探究或构建真

正属于全人类的普遍理性和共同价值ꎮ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ꎬ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ꎬ 非洲在中国的国

际战略中地位举足轻重ꎮ① 在此背景下ꎬ 除了进一步加强中非之间的政治、 经

济纽带之外ꎬ 加强中非之间包括哲学在内的文明交流也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ꎮ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ꎬ “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ꎬ 不同文明包容

共存、 交流互鉴ꎬ 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 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ꎮ”② 中国和非洲的历史文化背景虽然有许多不同ꎬ 但近几个

世纪面对西方文明的扩张也经历了相似的命运ꎬ 中国与非洲在包括哲学在内

的各自精神文化传统中可以找到一些相通或相近的方面ꎬ 中国哲学和非洲哲

学在当代的复兴都具有民族振兴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意义ꎮ 我们应该本着

“不忘本来ꎬ 吸收外来ꎬ 面向未来”③ 的态度ꎬ 与非洲哲学进行会话ꎬ 互相借

鉴ꎬ 相互启迪ꎬ 寻找共同话语ꎬ 求同存异ꎮ 这将有助于促进中国人民和非洲

人民之间心相连、 情相通ꎬ 从而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提

供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观基础ꎮ 而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ꎬ 不

仅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各自的文明ꎬ 也必将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做出积极

贡献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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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明: «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需求»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４ 期ꎬ 第３ ~２４ 页ꎮ
习近平: «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北京)ꎮ
习近平著: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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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非民间交往中的华人酋长现象探究∗
∗

许　 亮

　 　 内容提要　 非洲华人是中非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者ꎮ 近年来ꎬ
一些华人因其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贡献获封酋长称号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

今ꎬ 至少有 ２４ 位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ꎬ 集中在西非国家ꎮ 华人酋长主要从事

工程建设和个体工商业ꎬ 属于广义上的发展型酋长ꎬ 具体可分为 “基建酋长”
“侨领酋长” “个人商业酋长” 和 “文教酋长” 四大类型ꎮ 华人获封酋长离不

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ꎬ 但东道国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

力也同等重要ꎮ 加纳和尼日利亚等国出现的 “发展酋长” “海归酋长” 以及

“移民酋长” 等新机制在吸纳外籍酋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非洲社会对华人

酋长的反应总体是积极的ꎬ 但在履职状况、 获封原因以及外来者身份等方面

存在一些争议ꎮ 华人酋长需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ꎬ 履行好社区服务和管

理工作职责ꎬ 并做好正面宣传ꎬ 进而更好地促进中非人文交流ꎮ
关 键 词　 中非人文交流　 华侨华人　 西非　 酋长制　 发展酋长

作者简介　 许亮ꎬ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助理教授ꎮ

中非人文交流是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行稳致远的基础ꎮ 习近平主席高度

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的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ꎬ 并在多个场合作出重要指示ꎮ 中

非之间的人文交流既需要政府引导ꎬ 也需要中非社会各界参与ꎬ 从而推动双

向民间交往ꎬ 实现 “文化馈赠、 文化互鉴和文化融合”ꎮ① 习近平主席曾强

１５

∗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 «非洲通

史» (多卷本)” (ＬＳＹＺＤ２１０２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本文研究过程中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章煦

和李海璘两位同学协助搜集、 整理了部分资料ꎬ 特此表示感谢ꎮ
李安山: «中非合作的基础: 民间交往的历史、 成就与特点»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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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ꎬ 中非关系根基和血脉在人民ꎬ “只有双方人民热情参与ꎬ 中非友谊才能永

葆生机活力ꎬ 中非合作基础才能不断巩固”ꎮ①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ꎬ 习近平

主席进一步呼吁 “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ꎬ 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ꎬ 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ꎮ② 非洲

的华人和中国企业身处中非民间交往的第一线ꎬ 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

者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超 ３ ５００ 家③ꎬ 在非华人已达 １００ 万之

多④ꎮ 这些华人主要从事与工程建设和投资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ꎬ 其中不乏事

业有成、 造福当地发展并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人士ꎮ
近些年来ꎬ 国内外媒体上频现非洲华人酋长的报道ꎬ 国内自媒体和各类

短视频平台上也有相关咨询和评论ꎮ 然而ꎬ 这些报道充斥着大量吸人眼球的

内容ꎬ 甚至不实信息ꎮ 国内外学界对非洲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已有较多研究ꎬ
这些研究涉及非洲华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ꎬ 涵盖了大多数非洲国

家案例ꎬ 有助于我们了解非洲华人社会、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及其在当地

的影响ꎮ 但迄今为止ꎬ 学界对于华人酋长现象缺乏系统和深度研究ꎮ⑤ 鉴此ꎬ
本文试图对非洲华人酋长出现的背景、 数量、 特点、 类型ꎬ 以及在非洲当地

的社会反响进行分析ꎮ 笔者系统收集了 １５０ 余份国内外媒体对非洲华人酋长

的报道ꎬ 统计出 ２４ 位华人酋长 (参见表 １)⑥ꎬ 分布在尼日利亚、 加纳、 喀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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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共同谱写中非人民友谊新篇章————在刚果共和国议会的演讲»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ꎮ

习近平著: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

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３ 年

版ꎬ 第 ６３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李新烽: «试论非洲华侨华人数量»ꎬ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ｉｗａａｓ

ｃｓｓｎ ｃｎ / ｘｓｌｔ / ｆｚｌｔ / ２０１５０８ / ｔ２０１５０８３１＿２６０９３２９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２ꎻ 李安山: «战后非洲中国移民人口

状况的动态分析»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 ~ ４２ 页ꎮ 关于 “华侨” 和 “华人” 概念

的内涵与外延ꎬ 学术界尚有争议ꎮ 为简化行文ꎬ 本文使用 “华人” 指代 “华侨华人”ꎮ
李安山曾简要介绍朱南扬和胡介国两位华人酋长经历ꎮ 参见李安山编注: «非洲华侨华人社会

史资料选辑»ꎬ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３３６ 页ꎻ 李安山著: «非洲华人社会经济

史» (中)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１ ０１９ ~ １ ０２０ 页ꎮ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ꎬ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ꎬ 非盟将喀麦隆划为中部非洲ꎬ 但诸多中

国学者以及公众常视其为西非国家ꎻ 其二ꎬ 这 ２４ 位酋长仅限于公开报道ꎬ 实际人数可能更多ꎬ 部分自媒

体上的例子未计入ꎮ 例如ꎬ 小红书上的张玩耳自称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被尼日利亚翁多州封为 “Ｏｂａｎａｔｏ”
酋长ꎬ 意为 “大地之子”ꎬ 并配以室内照片为证ꎬ 但未见公开授封仪式ꎬ 且无法找到中英文报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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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和利比里亚等西非国家ꎮ 中文资料主要来自新闻和电视台报道ꎬ 涉及华人

酋长的生平事迹和访谈ꎻ 外文资料主要是非洲国家的英文和法文报道ꎬ 涉及

当地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响ꎮ 此外ꎬ 本文借鉴了国际学界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以来非洲酋长制复兴和外籍酋长的相关研究ꎬ 试图在非洲社会经济转型中来

理解华人酋长现象ꎬ 进而超越中非关系的简单叙事和以华人为中心的单一分

析视角ꎮ 研究非洲华人酋长现象不仅可窥见华人在非洲的融入程度及其对当

地的社会经济影响ꎬ 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迁ꎮ

一　 非洲华人酋长产生的社会背景

华人酋长的出现是中非经贸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入的结果ꎬ 也是华人促进

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写照ꎮ 不过ꎬ 如果在解读该现象时只关注中国对非洲发

展贡献和华人在非洲的作为ꎬ 有一定局限性ꎬ 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华人酋长

集中在西非以及为何当地授予华人 “酋长” 而非其他荣誉头衔ꎮ 此类解读还

可能使人产生中国人积极寻求非洲酋长头衔、 扩大影响力的片面印象ꎬ 既容

易助长负面论调ꎬ 也会忽视非洲能动性和自主性ꎮ 因此ꎬ 本文从近 ３０ 余年来

非洲酋长制转型和西非酋长制的开放性来分析华人酋长出现的社会背景ꎮ
(一)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ꎬ 酋长制是非洲国家民族传统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简

言之ꎬ 传统的 “酋长制” 是指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领袖并通过习惯法对族

群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ꎮ① 虽然非洲酋长制在殖民统治前就存在ꎬ 但其作

为一种固化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的 “创造”ꎬ 欧洲殖民者

通过利用和扭曲酋长制度和亲族关系实现统治与剥削ꎮ② 因此ꎬ 非洲国家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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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彭坤元: «略论非洲的酋长制度»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２３ ~ ３０ 页ꎮ 浙江师范
大学非洲研究院的徐薇教授是少有的实地走访过非洲酋长的中国学者ꎬ 参见徐薇著: «博茨瓦纳族群
生活与社会变迁»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ꎻ 徐薇著: «南非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ꎮ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Ｈｏｂｓｂａｗｍ ａｎｄ Ｒａｎｇｅｒ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２１１ － ２６２ꎻ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ｎ Ｔｅｒ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Ｏｌｕｆｅｍｉ Ｖａｕｇｈａｎ
ｅｄｓ ꎬ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２０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ꎬ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６２ －
１１１ꎻ Ｌｅｒｏｙ Ｖａｉｌ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ｂ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Ｊａｍｅｓ Ｃｕｒｒｅｙꎬ １９８９ꎻ 李鹏涛
著: «殖民主义与非洲社会变迁: 以英属殖民地为中心 (１８９０ －１９６０ 年)»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ꎬ 第 ３２ ~ ４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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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酋长制” 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殖民统治残余ꎬ 很多国家明令废除酋长制

或禁止酋长参与国家政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出现明显复兴ꎮ 例如ꎬ 加纳政府以宪法形

式保障酋长土地分配权ꎻ 莫桑比克政府通过立法赋予酋长在司法、 警察、 税

收、 人口登记、 分配土地和实施经济开发项目的权力ꎻ 新南非以宪法形式承

认传统领袖王权ꎬ 并赋予其参与立法的权力ꎮ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非洲国家独立

时ꎬ 约 １５％的国家以宪法形式明确保护酋长制度ꎬ 这一比例到 ２０１０ 年增至

２４％ ꎮ② 酋长制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府法规政策上ꎬ 非洲民众也非常认可酋长

的职责ꎮ 非洲晴雨表曾有民调显示ꎬ ６４％ 的非洲受访民众表达了对酋长的信

任ꎬ 远高于总统、 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信任度ꎬ 他们认为酋长有利于促进

当地的和平、 发展和民主ꎮ③

非洲酋长制的复兴有三方面结构性原因ꎬ 即冷战后非洲民主化进程、 新

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及国际发展新范式的兴起ꎮ④ 首先ꎬ 在选举民主体制下ꎬ
非洲酋长成为连接政客与选民的桥梁ꎮ 研究表明ꎬ 酋长对选举候选人的认可

不仅能帮助候选人及其政党获取选票ꎬ 也会促进政客当选后履行承诺ꎬ 提高

选举体制的回应能力ꎮ⑤ 其次ꎬ 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以
“经济结构调整计划” 为代表) 迫使非洲国家从经济管理中收缩ꎬ 政府用于社

会福利供给和促进地方发展方面的支出大幅削减ꎮ 酋长开始创造性地使用土

地资源和传统身份ꎬ 通过企业化和商品化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ꎬ 为社区提供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ｔｅ Ｂａｌｄｗｉｎ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４
非洲晴雨表的统计数据显示ꎬ 总统、 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信任度分别为 ４９％ 、 ４３％ 和

３９％ ꎮ 参见非洲晴雨表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民调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
ｈａｖｅ － ｓｔｒｏｎｇ － ｍｅｓｓａｇｅ － ｔｈｅｉｒ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ｈｉｅｆｓ － ｄｏｎｔ － ｔｅｌｌ － ｕｓ － ｈｏｗ － ｖｏｔｅ － ｓｕｒｖｅｙｓ － ｓｈｏｗ － ｈｏｗ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３ꎮ

许亮: «试析非洲酋长制的 “复兴”»ꎬ 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

第 ６ 期ꎬ 第 １０６ ~ １１７ 页ꎮ
Ｋａｔｅ Ｂａｌｄｗｉｎꎬ “Ｕｎ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ｈｉｅｆｓ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Ｈｅｒｅ’ ｓ Ｈｏｗ”ꎬ

Ｍｏｎｋｅｙ Ｃａｇｅꎬ Ｊｕｎｅ １０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ｏｎｋｅｙ － ｃａｇｅ / ｗｐ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０ /
ｕｎｅｌｅｃｔｅｄ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ｃｈｉｅｆｓ － ｍａｋｅ － ｔｈｅｉ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ｍｏｒｅ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 ｈｅｒｅｓ － ｈｏｗ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５ꎻ Ｋａｔｅ
Ｂａｌｄｗｉｎꎬ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ＭＰｓ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ꎬ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Ｃｏ －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ｕｒａｌ Ｚａｍｂｉａ”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１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１ ９２５ － １ ９５６ꎻ
Ｋａｔｅ Ｂａｌｄｗｉｎ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Ａｆ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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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红利和社会福利ꎬ 填补国家治理收缩后的空白ꎬ 有学者将此过程描述为

国家职能的 “外包”ꎮ① 再次ꎬ 国际发展机构在新的国际援助和发展范式的指

引下ꎬ 避开中央政府ꎬ 深入地方开展项目ꎬ 客观上强化了传统权威的作用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酋长们作为地方精英团体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ꎬ 利用与大企

业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合作ꎬ 参与地方治理和发展转型ꎬ 进而增强传统权威

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ꎮ
(二) 非洲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

非洲酋长制复兴过程中ꎬ 西非国家酋长不仅在推动地方发展和社会治理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而且展现出极强的开放性ꎮ 其开放性至少有 ３ 个因素

值得重视ꎮ 其一ꎬ 从历史上看ꎬ 数世纪的欧洲与西非贸易促进了西非社会的

开放性ꎮ 据乔治布鲁克斯 (Ｇｅｏｒｇｅ Ｂｒｏｏｋｓ) 的研究ꎬ 自 １５ 世纪开始西非社

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欧洲商贩和欧非混血后代ꎬ 允许其按照本地习俗租

住土地ꎬ 娶当地人为妻并在沿海定居ꎬ 欧非混血成为欧非贸易重要的中间

商ꎮ② 其二ꎬ 西非地区是英国间接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ꎮ 殖民政府不仅扶持

酋长阶层ꎬ 还在没有酋长传统的地区强行任命 “委任酋长”ꎮ 该政策打破了酋

长世袭的前提条件ꎬ 弱化了其神圣性ꎬ 使得有声望地位的人可以谋求酋长头

衔ꎬ 成为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中间人ꎬ 并导致部分地区酋长头衔过快增

长ꎮ③ 其三ꎬ 当代西非酋长制在面临国家治理失序和发展困境时展现出的能动

性也是关键ꎮ 现以加纳和尼日利亚出现的 “发展酋长” (Ｎｋｏｓｕｏｈｅｎｅ / ｈｅｍａａ)、
“海归酋长” (ｒｅｔｕｒｎ ｃｈｉｅｆ) 和 “移民酋长”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ｈｉｅｆ) 三种新机制说明

西非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对外籍酋长的吸纳能力ꎮ
１ 发展酋长机制

加纳的发展酋长最具代表性ꎮ 加纳独立后ꎬ 恩克鲁玛政府曾试图限制酋

长权力甚至考虑废除酋长制ꎬ 但在国内遭到了巨大阻力ꎬ 未能实施ꎮ④ 在 ２０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Ｊｅａｎ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Ｃｏｍａｒｏｆｆ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ｒꎬ Ｈｏｗ Ｅｕｒｏ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Ｃ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２ꎬ ４７

Ｇｅｏｒｇｅ Ｅ Ｂｒｏｏｋｓꎬ 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１０００ －
１６３０ꎬ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１３５ － １３９ꎻ Ｇｅｏｒｇｅ Ｅ Ｂｒｏｏｋｓꎬ Ｅｕｒａｆ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

尼日利亚伊博人中的 “委任酋长” 尤为典型ꎮ Ｓｅｅ Ｅｂｅｒｅ Ｎｗａｕｂａｎｉꎬ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ｇｂｏ: Ａ
Ｇｕ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７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３４７ －３７１

阻力主要来自酋长传统较强的南部地区ꎮ Ｓｅ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ａｔｈｂｏｎｅꎬ Ｎｋｒｕｍａ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 Ｇｈａｎａꎬ １９５１ － １９６０ꎬ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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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８０ 年代的转型中ꎬ 加纳酋长的核心职能开始转向发展ꎬ 其地位也愈加重

要ꎮ① １９９２ 年ꎬ 加纳第四共和国宪法进一步明确了保障酋长权力之相关内容ꎮ
事实上ꎬ 加纳的发展酋长来自南部阿散蒂地区的特维语 “Ｎｋｏｓｕｏ” 一词ꎬ 意

为 “进步和持续发展”ꎮ② 发展酋长理念可追溯至 １９８５ 年ꎬ 当时的阿散蒂国王

瓦勒二世 (Ｏｔｏｍｆｕｏ Ｏｐｏｋｕ Ｗａｒｅ ＩＩ) 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ꎬ 他受到西方国

家政府设立国际发展署的启发ꎬ 下令在辖区设置发展酋长ꎬ 由有作为的个人

担任ꎬ 赋予他们动员当地资源和人力的权限ꎮ③ 著名商人奥赛 (Ｅ Ｋ Ｏｓｅｉ)
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发展酋长的阿散蒂人ꎮ④ 此后ꎬ 获封发展酋长者不仅有当

地人ꎬ 还有海外非洲裔和欧美白人ꎮ 由于海外非洲裔往往使人联想到奴隶贸

易和黑奴身份ꎬ 欧美白人则更是异族ꎬ 但是阿散蒂法规和习俗禁止公开讨论

他人身世来源和身份ꎮ 一句加纳阿散蒂谚语清晰表达了这种习俗ꎬ 即 “没有

人有资格对他人非自由的身世或非阿散蒂人的身份指指点点”ꎮ⑤ 这种包容理

念强调人本身对社会的价值ꎬ 反映出阿散蒂社会的国际开放性和吸纳能力ꎮ
阿散蒂社会的主体是阿肯族人ꎬ 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发展酋长机制也被加

纳南部其他民族所采纳ꎮ⑥

加纳的发展酋长应有数百人之多ꎬ 外籍人士只占一部分ꎮ 据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加纳至少给 ５４ 位外国人授予了发展酋长头衔ꎬ 其中包括 １４ 名美国人、
１１ 名荷兰人、 ７ 名英国人、 ７ 名德国人、 ５ 名瑞士人、 ３ 名日本人、 ２ 名奥地

利人、 ２ 名加拿大人ꎬ 以及澳大利亚人、 比利时人和牙买加人各 １ 名ꎮ⑦ ２０１２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Ｎａｎａ Ａｒｈｉｎ Ｂｒｅｍｐ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ｎｏ Ｐａｖａｎｅｌｌｏꎬ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Ｇｈａｎａꎬ Ｌｅｇｏｎꎬ Ｇｈａ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６ꎻ Ｊａｃｏｂ Ｇｏｒｄ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Ｐａｓｔ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Ａｃｃｒａꎬ Ｇｈａｎａ: Ｓｍａｒｔｌｉｎ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４６ － ４７

“ｏｈｅｎｅ” 和 “ｏｈｅｍａａ” 指代不同性别ꎬ 分别用以指代 “酋长” 和 “酋母” (Ｑｕｅｅｎｍｏｔｈｅｒ)ꎮ
Ｇｅｒｏｇｅ Ｍ Ｂｏｂ － Ｍｉｌｌｉａｒꎬ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ｋｏｓｕｏｈｅｎｅ ｉｎ Ｇｈａｎ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０８ꎬ Ｎｏ ４３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５４５

Ｔ Ｃ ＭｃＣａｓｋｉｅꎬ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ｌｉｆｅ ｏｆ Ｙａａ Ａｓａｎｔｅｗａ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７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７５
具体年份不详ꎬ 应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ꎮ
原文为 “ｏｂｉ ｎｋｙｅｒｅ ｏｂｉ ａｓｅ”ꎬ 英译为 “ｎｏ ｏ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ｎｏｎ － Ａｓａｎｔｅ / ｕｎｆｒｅ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ꎮ Ｓｅｅ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Ａｋｙｅａｍｐｏｎｇ ａｎｄ Ｐ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Ｏｂｅｎｇꎬ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ｉｔｙꎬ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Ａｓａｎ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８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ｐｐ ４８９ － ４９０

埃维族 (Ｅｗｅ) 发展酋长头衔为 “Ｎｇｏｒｙｉｆｉａ”ꎻ 加—阿丹格贝族 (Ｇａ － Ｄａｎｇｍｅ) 的发展酋长头

衔为 “Ｍａｎｏｒｙａｍ”ꎮ
Ｍａｒｉｊｋｅ Ｓｔｅｅｇｓｔｒａꎬ “Ｗｈｉｔ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ｅｎｓ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Ｉｒｅｎｅ

Ｋ Ｏｄｏｔｅｉ ａｎｄ Ａｌｂｅｒｔ Ｋ Ａｗｅｄｏｂａ ｅｄｓ ꎬ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ｃｃｒａꎬ
Ｇｈａｎａ: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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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加纳外籍酋长的数量增长至 ７０ 人左右ꎮ① 这些酋长中既有企业家ꎬ 也有

在外国政府任职的官员ꎬ 还包括学者、 音乐家等专业人士ꎮ 近年ꎬ 在加纳的

传统节日庆典上常有白人外宾被授予酋长头衔ꎬ 但不少外籍发展型酋长没能

履行发展责任ꎬ 加纳民众开始质疑酋长头衔被滥用的现象ꎮ②

与加纳不同ꎬ 尼日利亚并未出现统一的 “发展酋长” 称号ꎬ 而是呈现出高

度分散性ꎬ 酋长头衔种类繁多ꎬ 但大多是为促进地方发展而设立ꎮ 尼日利亚在

殖民时期是英国间接统治最重要的试验场ꎮ 英国殖民者不仅利用了豪萨—富拉

尼人的酋长统治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ꎬ 还在东南部没有酋长传统的伊博人中设

立 “委任酋长”ꎬ 实现统治和剥削ꎮ③ 殖民政策扭曲了尼日利亚民族传统ꎬ 给独

立后的民族建构带来严重挑战ꎮ 酋长制常被认为是尼日利亚政治动荡的根源之

一ꎬ 其独立后的内战和政变都与三大族群 (即豪萨—富拉尼族、 约鲁巴族和伊

博族) 的地方民族主义有关ꎮ④ 因此ꎬ １９９９ 年尼日利亚新宪法没有对酋长制作

出明确规定ꎬ 这一方面意味着联邦宪法没有给予酋长正式的法律保障和政治权

力ꎬ 同时也意味着酋长制在州级和地方层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ꎮ⑤

尼日利亚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经济危机的冲击下ꎬ 酋长在促进地方

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⑥ 当时就已经有大量富商名流被封荣誉酋

长ꎬ 该做法在近 ２０ 年则更加盛行ꎮ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和布哈里都曾被授

予酋长称号ꎮ 而社会精英对酋长身份的狂热追逐滋生了贿买酋长和滥用头衔的

现象ꎬ 损害了传统酋长的威望和价值ꎮ⑦ 在看到颁发酋长现象背后的精英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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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寻租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ꎬ 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酋长对发展的促进作用ꎮ①

例如ꎬ 约鲁巴族酋长和社会精英经常通过传统仪式和节日庆典募集发展资金、
建立社区银行以及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ꎮ② 在此类发展倡议中ꎬ 酋长不仅动

员当地社会团体ꎬ 也愈加重视海外移民的经济动员能力ꎮ 这表明酋长的权力范

围不仅局限在当地ꎬ 他们也可通过海外移民网络将权力辐射至全球ꎮ
考虑到尼日利亚人口规模以及其酋长制的分权特点ꎬ 该国外籍酋长尚未

有统计数据ꎮ 不过ꎬ 其数量应该远超加纳ꎬ 至少是数百人规模ꎮ 这其中既包

括对尼日利亚国家和地方发展做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外籍人士ꎬ 也包括在文

化研究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外国学者和专家ꎮ 在美洲ꎬ 很多来自

巴西、 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非洲裔人士非常热衷于在尼日利亚谋求酋长

头衔ꎬ 进而增强其在海外非洲裔中的宗教和文化权威ꎮ③ 尼日利亚外籍酋长中

不乏欧美知名学者ꎮ 伯明翰大学荣休教授、 约鲁巴文化研究著名英国学者凯

琳巴伯 (Ｋａｒｉｎ Ｂａｒｂｅｒ) 因其杰出的学术贡献被约鲁巴族封为 “智慧之母”
酋长 (约鲁巴语为 “Ｉｙａｍｏｙｅ ｏｆ Ｏｋｕｋｕ”)ꎮ ２０１９ 年ꎬ 田纳西大学的罗萨琳德
哈克特 (Ｒｏｓａｌｉｎｄ Ｈａｃｋｅｔｔ)、 杨百翰大学的科尔杜伦 (Ｗ Ｃｏｌｅ Ｄｕｒｈａｍ) 以

及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马克希尔 (Ｍａｒｋ Ｈｉｌｌ) 三位教授因在约鲁巴宗教和

法律方面的研究贡献被约鲁巴族封为荣誉酋长ꎮ④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初ꎬ 还未有华

人学者因研究尼日利亚文化而获封此类酋长称号ꎮ
２ 海归酋长机制

与 “发展酋长” 相关的现象是 “海归酋长” 的涌现ꎮ 事实上ꎬ 这两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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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息源自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笔者与英国亚非学院学者卡莉库切 (Ｃａｒｌｉ Ｃｏｅｔｚｅｅ) 和美国佛

罗里达国际大学沙希德阿德林托 (Ｓａｈｅｅｄ Ａｄｅｒｉｎｔｏ) 教授的电邮交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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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民间交往中的华人酋长现象探究　

体高度重合ꎬ 绝大多数海归酋长担任的就是发展酋长ꎮ 在加纳ꎬ 海外移民传

统由来已久ꎮ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迫使大量加纳人背井

离乡ꎮ① 据国际移民组织估算ꎬ 至 ２０１０ 年前后ꎬ 约有 １５０ 万 ~ ３００ 万加纳人

生活在海外ꎬ 集中在非洲、 欧洲和北美地区ꎮ② 在过去 ２０ 年中ꎬ 加纳政府

开始呼召海外侨民归国ꎬ 促进国家发展ꎮ 与本土酋长相比ꎬ 海归酋长促进

地方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ꎬ 他们通常有欧美名校教育背景ꎬ 熟悉西方社

会ꎬ 善于与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ꎬ 且在海外非洲裔群体中拥有

声望、 人脉和动员能力ꎮ③ 阿散蒂国王奥塞图图二世 ( Ｏｔｕｍｆｕｏ Ｎａｎａ Ｏｓｅｉ
Ｔｕｔｕ ＩＩ) 和阿切姆阿布阿夸 ( Ａｋｙｅｍ Ａｂｕａｋｗａ) 国王奥弗里帕宁二世

(Ｏｓａｇｙｅｆｕｏ Ａｍｏａｔｉａ Ｏｆｏｒｉ Ｐａｎｉｎ ＩＩ) 是阿肯族人最有威望的两位大酋长ꎬ 两人

都有长期海外经历ꎬ 可视为海归酋长ꎮ 在尼日利亚ꎬ 海归酋长也较为普遍ꎮ
例如ꎬ 伊博族海外移民散居全球各地ꎬ 他们当中很多人积极为家乡发展提

供财力支持ꎬ 并借此获取酋长头衔以得到社会认可ꎬ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荣

归故里ꎮ④

３ 移民酋长机制

在西非的大城市里ꎬ 当地大酋长经常会设立 “移民酋长”ꎮ 这一做法在尼

日利亚尤为典型ꎮ 此处的 “移民” 并非指外国人或移居国外的尼日利亚人ꎬ
而是指尼日利亚国内 “移民”ꎬ 即移居他乡的 “外地人”ꎮ 外地人通常会在移

居城市里设立类似同乡会的本族人社团ꎬ 其领袖则会被推举为酋长来领导族

人ꎬ 协调与当地人之间的纠纷ꎮ 移民酋长传统可追溯至英国殖民统治时期ꎬ
但英国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限制了族群混居和传统权威重叠的情况ꎬ 因

此移民酋长大规模出现是在非洲国家独立后ꎮ 以北方大城市卡诺 (Ｋａｎｏ) 为

例ꎬ 该市主体人口是豪萨—富拉尼人ꎬ １９７４ 年卡诺出现第一个移民酋长ꎬ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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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ａｎ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１０ꎬ Ｎｏ ４４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６３１

Ｈｉｓａｓｈｉ 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ｇｂ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ｉｎ Ｉｔａｒｕ Ｏｈｔａꎬ Ｙｎｔｉｓｏ Ｇｅｂｒｅꎬ ａｎｄ Ｍｏｔｏｊｉ Ｍａｔｓｕｄａ ｅｄｓ 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Ｉｇｂｏ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Ｌａｎｇａａ ＲＰＣＩＧ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２９ － ２４８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约鲁巴族移民社区酋长 (Ｏｂａ)ꎬ １９８８ 年当地伊博族移民也推举出自己的酋长

(Ｅｚｅ)ꎮ① 随着过去几十年快速的城市化ꎬ 尼日利亚大都市里涌现大批 “移民

酋长”ꎬ 但在不同地区名称有差异ꎮ 例如ꎬ 在卡诺的移民酋长通常会被冠以

“领袖” 称号 (即豪萨语 “ｗａｋｉｌｉ”)ꎮ
与世袭酋长不同ꎬ 移民酋长大多是成功商人或企业家ꎬ 不具备与生俱来

的家族权威ꎮ 因此ꎬ 他们需努力获得三重认可ꎬ 即移民社区认可、 当地酋长

认可和祖籍地酋长认可ꎮ② 据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大卫艾尔哈特 ( Ｄａｖｉｄ
Ｅｈｒｈａｒｄｔ) 研究ꎬ 移民酋长不仅能借助酋长身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ꎬ 他们

作为代表也会被当地酋长会议接纳ꎬ 参与当地社区治理ꎬ 为本族移民争取

发展资源ꎮ 与此同时ꎬ 移民酋长制度也可能会固化少数族裔的 “外地人”
身份ꎬ 并将其参与治理的方式限制在非正式权力框架之内ꎬ 长期而言或会

影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ꎮ③ 在卡诺获封 “华人领袖” 酋长的张光宇就

是典型的移民酋长ꎮ 换言之ꎬ 当地酋长将原用于外乡移民的制度创造性地

用于外籍移民ꎬ 一方面加强对外籍人士的管理ꎬ 同时利用外籍人士的资源

促进当地发展ꎮ
综上所述ꎬ “发展酋长” “海归酋长” 和 “移民酋长” 等新机制体现出

西非国家酋长制转型中在吸纳海外发展资源、 维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创造

性和开放性ꎮ 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使得西非社会能将酋长头衔赋予

包括华人在内的 “外人”ꎮ 事实上ꎬ 从数量上看ꎬ 华人酋长只占西非国家外

籍酋长的一小部分ꎮ 加纳 ２０１２ 年有据可查的外籍酋长至少为 ７０ 人ꎬ 而公开

报道的华人酋长仅为 ２ 人ꎻ 在尼日利亚ꎬ 华人酋长仅有 ２１ 人ꎬ 但其外籍酋

长达数百甚至上千人ꎮ 因此ꎬ 西非华人酋长并非孤立现象ꎬ 有着深厚而独

特的社会背景ꎮ

０６

①

②

③

Ｅｇｈｏｓａ Ｅ Ｏｓａｇｈａｅꎬ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ｈａｄ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ｓ Ｓｈａｄｏ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Ｉｇｂｏｓ
ａｎｄ Ｙｏｒｕｂａｓ ｉｎ Ｋａｎｏ”ꎬ ｉｎ Ｒｅｘ 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Ｏｋａｆｏｒ ｅｄｓ ꎬ Ｈｏｍｅｔｏｗ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ｐ １１１ － １２２

Ｓｅｅ Ｃｈｉｎｙｅｒｅ Ｕｋｐｏｋｏｌｏꎬ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Ｓｐａｃｅꎬ Ｓｐａ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ｚｅｓｈｉｐ ｉｎ Ｎｏｎ － Ｉｇｂ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４４ － ４６４

Ｄａｖｉｄ Ｅｈｒｈａｒｄｔꎬ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Ｃｏ －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ａｒｌｙ Ｖｉｅｗꎬ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２ / ｊｉｄ ３６２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 ｄｏｉ / １０ １００２ / ｊｉｄ ３６２９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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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洲华人酋长的规模和类型

华人移居非洲的历史可追溯至 １７ 世纪ꎬ 但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则是新现

象ꎮ 近年ꎬ 华人能在西非获得酋长头衔当然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的突出贡献ꎮ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华人酋长的规模和类型来认识他们在当地的

作为和贡献ꎮ
(一) 非洲华人酋长的数量与特点

媒体常将 ２００１ 年在尼日利亚获封的胡介国误传为 “非洲首位华人酋长”
甚至是 “非洲唯一的华人酋长”ꎮ① 事实上ꎬ 非洲第一位华人酋长是原籍上海

的香港商人朱南扬 (Ｅｒｉｃ Ｎ Ｙ Ｃｈｕ)ꎮ 朱南杨自幼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ꎬ ２０ 世

纪 ６０ 年代到香港开办搪瓷厂ꎬ ７０ 年代前往尼日利亚投资ꎬ 在尼日利亚华人

“四大家族” 之称的董氏集团搪瓷厂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ꎮ 朱南扬辛勤耕

耘尼日利亚市场ꎬ 即使在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ꎬ 与该

国人民和政府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ꎬ 为当地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ꎬ 朱南杨被拉各斯市伊克贾工业区土王莫莫杜伊洛任命为该工业区

酋长ꎬ 并获得酋长中最高级的 “伊克贾区首席工商长老” 的勋衔ꎬ 成为获得

此酋长职位的第一位华人ꎮ②

胡介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位华人酋长ꎮ 他出生在上海ꎬ 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

年代随父亲来到尼日利亚ꎮ １９９７ 年ꎬ 胡介国斥资 ８００ 万美元在拉各斯兴建金

门大酒楼ꎬ 号称全非洲最豪华酒店ꎬ 时至今日它也是拉各斯最为知名的华人

酒店和地标建筑ꎮ 胡介国热心当地发展ꎬ 积极推动中尼经贸合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任命胡介国为终身制酋长ꎮ 胡介国将自己的头衔命名

为 “服务总管” (ｂａｂａ ａｓｅ)ꎮ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ꎬ “ [酋长] 的任命不通过竞

选ꎬ 主要看其在当地的影响和贡献ꎮ 酋长不参政ꎬ 只是议政ꎬ 不领薪水最

大殊荣就是很受尊重ꎬ 可随时见州长、 总统ꎬ 在地方上有很大号召力对

１６

①

②

«华人酋长胡介国的非洲传奇»ꎬ 载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０６１２ / １０ / ５４
３９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ꎻ 丁跃忠、 范学风: «胡介国: 非洲酋长、 中国力量»ꎬ 载 «东南西北»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５０ ~ ５１ 页ꎮ

李安山编注: «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ꎬ 第 ３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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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来说ꎬ 这更是一种荣誉ꎮ”①

表 １　 非洲华人酋长列表 (１９８６ ~ ２０２３ 年)

序号 姓名 性别 家乡 授予国 头衔
受封时间

(年) 职业

１ 朱南扬 男 上海 尼日利亚 伊克贾区首席工商长老 １９８６ 民营企业主

２ 胡介国 男 上海 尼日利亚 服务总管 ２００１ 民营企业主

３ 刘建军 男 河北
科特迪瓦

尼日利亚
六部联合名誉酋长 ２００２ 农业商人

４ 何烈辉 男 浙江 尼日利亚 名称不详 ２００４ 民营企业主

５ 孙国平 男 浙江 尼日利亚 华人酋长 ２００４ 民营商人

６ 林松添 男 福建 利比里亚 国家忠诚建设者 ２００５ 中国大使

７ 房一波 男 山东 尼日利亚 光明使者 ２００７ 国企经理

８ 曹保刚 男 不详
尼日利亚 基础设施发展与进步酋长 ２０１２

尼日利亚 基础设施发展与进步酋长 ２０１２
国企经理

９ 倪孟晓 男 浙江
尼日利亚 伊博人之友 ２０１２

尼日利亚 贡献力量酋长 ２０１７
民营商人

１０ 李庆勇 男 河南 尼日利亚 皇家筑路匠 ２０１５ 国企经理

１１ 刘金泉 男 山东 尼日利亚 拥有先进技术酋长 ２０１５ 民企经理

１２ 陈秀霞 女 广东

尼日利亚 奥肖迪的财富之母 ２０１５

尼日利亚 名称不详 ２０１６

尼日利亚 名称不详 ２０２１

民营企业主

１３ 刘智勇 男 湖北
尼日利亚 名称不详 ２０１８

尼日利亚 名称不详 ２０２１
国企经理

１４ 郑晓鹏 男 河南
尼日利亚

国王特别顾问
中非文化大使

２０１８

加纳 发展酋长 ２０１９

民企经理

１５ 李满虎 男 宁夏
尼日利亚 幸运领袖 ２０１８

喀麦隆 名称不详 ２０１９
国企经理

１６ 孔涛 男 河南 尼日利亚 工程领袖 ２０１９ 国企经理

１７ 张光宇 男 浙江 尼日利亚 华人主管 ２０１９ 民营商人

２６

① 丁跃忠、 范学风: «胡介国: 非洲酋长、 中国力量»ꎬ 第 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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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性别 家乡 授予国 头衔
受封时间

(年) 职业

１８ 郑岳峰 男 福建 尼日利亚 嘉惠乡里酋长 ２０１９ 民营商人

１９ 余章宝 男 安徽 尼日利亚 大学第一友 ２０１９ 孔院院长

２０ 干嘉璇 男 浙江 尼日利亚 为巴吉多增添荣耀酋长 ２０１９ 民营商人

２１ 孙强 男 不详 加纳 发展酋长 ２０２０ 民营商人

２２ 丛辉 男 山东 尼日利亚 一级传统酋长 ２０２１ 国企经理

２３ 龙先生 男 不详 喀麦隆 三级酋长 / 高级顾问 ２０２２ 民营商人

２４ 赖剑峰 男 浙江 尼日利亚 加冕见证者 ２０２３ 民营商人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相关资料自制ꎮ

自胡介国之后ꎬ 非洲华人酋长数量增速加快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底ꎬ 至少

有 ２４ 位华人获封酋长 (见表 １)ꎮ 通过分析各位华人酋长的经历ꎬ 可总结出 ５
个特点ꎮ 其一ꎬ 华人获封酋长主要发生在 ２００１ 年以后ꎬ 特别集中于 ２０１２ 年

至 ２０２２ 年ꎬ 这十年间共有 １６ 位华人获封ꎮ 其二ꎬ 华人获封酋长主要在西非

国家ꎬ 特别是尼日利亚ꎬ 有 ２１ 位 (含 ３ 位在尼日利亚和别国获封的 “双料酋

长”)ꎮ 其三ꎬ 华人酋长中民营商人数量略超国有中资企业代表ꎮ 获封的民营

商人 １２ 名ꎬ 国有中资企业和单位派驻的工作人员为 １０ 名ꎮ 私营商人大多来

自中国南方ꎬ 尤以浙江商人为主ꎬ 其余来自上海、 福建等地ꎮ 其四ꎬ 有 ７ 位

华人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酋长称号ꎬ 既包括在两个国家获封ꎬ 也包括在

同一国家不同地区获封的情形ꎮ 例如ꎬ 河北保定的刘建军在科特迪瓦和尼日

利亚均获封酋长称号ꎻ① 浙江温州商人倪孟晓被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和约鲁巴族

两大民族封为酋长ꎻ② 北京华远卫士保安服务集团的郑晓鹏分别在尼日利亚和

加纳两国获得酋长封号ꎮ③ 其五ꎬ 华人酋长绝大多数为男性ꎬ 女性仅一人ꎬ 即

３６

①
②

③

刘立云: «传奇大酋长ꎬ 非洲建殊功»ꎬ 载 «赤子»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１０ ~ １１ 页ꎮ
张红: «倪孟晓: 我在尼日利亚办农场 ( “一带一路” 华商故事)»ꎬ 载 «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３ 日ꎻ 吴梦梦: «这个乐清人在非洲种菜ꎬ 结果 “种” 出意想不到的东西»ꎬ 载 “浙江侨

联” 微信公众号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ꎮ
阚力: « “摇响” 中外交流 “驼铃” 的华裔青年»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ｈｒ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９ / ９６１２３３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ꎻ «郑晓鹏: 在非洲奋斗十多年 获封两国荣誉酋

长»ꎬ 载央视网: ｈｔｔｐｓ: / / ｔｖ ｃｃｔｖ ｃｏｍ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１０ / ＶＩＤＥｔ３ｙｑｑＨｃｗｊＮＨＢＴｚｋＸＫＹＸｔ１９０６１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ꎻ 孟冉、 李春: «河南小伙获封非洲首位 “双料酋长”ꎬ 畅聊 “非” 凡经历»ꎬ 载 «大河报»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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倬亿国际集团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董事长陈秀霞女士 (Ｄｉａｎａ Ｃｈｅｎ)ꎮ 倬亿

国际集团是在尼日利亚经营中国品牌商品的运营商ꎬ 主要销售格力空调、 广

汽传祺乘用车和郎特品牌家用电器ꎬ 在尼日利亚市场可谓家喻户晓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陈秀霞首次在拉各斯州奥肖迪 (Ｏｓｈｏｄｉ) 荣获酋长头衔——— “奥肖迪的财富

之母” (Ｔｈｅ Ｉｙａｌａｊｅ ｏｆ Ｏｓｈｏｄｉ)ꎮ① 此后ꎬ 陈秀霞于 ２０１６ 年在翁多州 (Ｏｎｄｏ)
和 ２０２１ 年在拉各斯州伊鲁王国 ( Ｉｒｕ Ｌａｎｄ) 又两度获封ꎬ 是华人获封次数最

多的酋长ꎬ 共计 ３ 次ꎮ②

(二) 华人酋长的类型

华人获封酋长的根本原因是在发展方面的贡献ꎬ 因此整体上华人酋长可

被视为 “发展型” 酋长ꎮ 从他们发展贡献领域看ꎬ 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型ꎮ 第

一类是 “基建酋长”ꎮ 此类酋长获封原因是他们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

展的积极贡献ꎬ 特别集中在发电站、 道路和油气设施建设等领域ꎮ 例如ꎬ 山

东电建三公司的项目经理房一波参与建设了尼日利亚奥贡州 (Ｏｇｕｎ) 帕帕兰

多 (Ｐａｐａｌａｎｔｏ) 燃机电站ꎬ 解决了帕帕兰多镇居民用电难的问题ꎮ 该地区大

酋长授予房一波 “拜里阿姆” 酋长称号ꎬ 意为 “光明使者”ꎬ 成为当地 ２６ 位

酋长之一 (含 ４ 位外籍酋长)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曹保

刚被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州乌友地区 (Ｕｙｏ) 和十字河伊科姆地区 ( Ｉｋｏｍ) 的

酋长委员会分别授予酋长称号ꎬ 头衔是 “基础设施发展与进步” 酋长ꎮ 在尼

日利亚工作期间ꎬ 曹保刚带领团队参与了多项道路、 铁路和楼宇建设ꎬ 并于

２０１４ 年签下了近 １２０ 亿美元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ꎬ 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

海外工程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ꎬ 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李庆勇在尼日

利亚拉各斯州伊阿洛杜市被当地大酋长授予 “皇家筑路匠” 酋长称号ꎬ 以表

彰其对当地交通和道路建设的杰出贡献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时任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

司事业部经理的孔涛被尼日利亚布吉瓦地区大酋长封为 “工程主管” 酋长

４６

①
②

③

奥肖迪是拉各斯的一个镇ꎬ 也是当地最大市场之一ꎮ
“Ｄｉａｎａ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ａｃｅ ｏｆ Ａｕ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Ｙｏｕｔｈ”ꎬ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ｎｇｒ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８ / ｄｉａｎａ － ｃｈｅｎ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 ｆａｃｅ － ｏｆ － ａｕｔｏ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
ｙｏｕｔｈｓ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ꎻ «第三次受封! 陈秀霞被授予尼日利亚拉各斯酋长头衔»ꎬ 载 «西非华文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ꎻ «陈秀霞副会长»ꎬ 载中非民间商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ｃａｂｃ ｏｒｇ ｃｎ / ｄｅｓｃ /
６３０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先锋报» 提及的两次在翁多州获封或有误ꎬ 应为一次 (笔者注)ꎮ

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拿下中国海外最大功程的 “非洲酋长”»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ｓａ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２５８８０２５ / ｎ２６４１６１１ / ｎ４５１８４４２ / ｃ４２９６６４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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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萨语为 “Ｗａｋｉｌｉｎ Ａｙｙｕｋａ”)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中国四达时代集团尼日利亚

首席执行官刘金泉被当地伊博族人授予 “恩库努祖” 酋长头衔ꎬ 意为 “拥有

先进技术的酋长”ꎬ 原因就在于四达时代数字基站建设使得尼日利亚南部观众

可收看到质高价廉的电视节目ꎮ①

“基建酋长” 不仅是一项个人荣誉ꎬ 更是代表了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

广大中资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 的贡献ꎮ 例如ꎬ 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的

４ 任总经理均获封酋长称号ꎬ 可见中土集团在非洲基建领域的经济贡献和社会

影响力ꎮ 孔涛在采访中坦言ꎬ 在尼日利亚接受酋长称号经过中土集团批准ꎬ
“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ꎬ 这成绩背后有无数中方员工前赴后继、 坚守

海外的牺牲ꎬ 也有无数当地员工呕心沥血、 不舍昼夜的付出ꎮ 在项目实施过

程中ꎬ 我们的口号是 ‘与尼日利亚共成长’”ꎮ② 此外ꎬ 中集宏图的刘志勇获

封酋长时ꎬ 西非主要华文媒体 «西非华声报» 评论道: “两次被当地部族加封

酋长ꎬ 不仅是刘智勇经理本人的荣誉ꎬ 更是中集宏图和所有在非中国企业的

荣誉ꎮ”③ 因此ꎬ 可以预见的是ꎬ 随着中资企业继续在非洲基建和发展领域做

出更大贡献ꎬ 在非洲还将涌现出更多华人 “基建酋长”ꎬ 助力中非在基建领域

的合作与发展ꎮ
第二类是 “侨领酋长”ꎮ “侨领酋长” 与 “基建酋长” 存在明显差异ꎮ 一

是他们主要是民营工商业者ꎬ 大多从事贸易、 服务与制造业ꎬ 而非基础设施

建设ꎻ 二是他们在当地居住工作时间长ꎬ 在华人社群中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ꎬ
扮演侨领角色ꎻ 三是他们通常工作和生活于经济活跃、 华商相对聚集的大城

市ꎬ 代表日益壮大的华人工商业群体ꎮ “侨领酋长” 身负双重使命: 负责管理

华人社区内部事务ꎬ 协调华商与当地商人及客户的利益纠纷和冲突ꎻ 作为中

非经贸往来的桥梁ꎬ 吸引华人投资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来自浙江

舟山的孙国平被尼日利亚政府授予 “华人酋长” 称号ꎮ 孙国平是尼日利亚拉

各斯中国商城董事长ꎬ 也是拉各斯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会长ꎬ 其掌管的中国商

城是拉各斯乃至整个西非最大的 “中国制造” 商品集散中心ꎬ 为当地华商提

５６

①
②

③

徐颖: «尼日利亚的四个中国人酋长»ꎬ 载 «小康»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８４ ~ ８５ 页ꎮ
肖聪聪、 朱江: «９ 年ꎬ 他缘何当上非洲酋长»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１ /

２０２２ / ０４１５ / ｃ３２３０６ － ３２４０００９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郑小红: «两次获封非洲 “名誉酋长” 这位中国小伙有啥过人之处?»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ｃｎ / ｓｈ / ２０２１ / ０８ － ２０ / ９５４７８６７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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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极大便利ꎬ 成为集中国商品、 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贸场所于一体的中国名

片ꎮ① 同样ꎬ ２０１９ 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获封的浙江商人张光宇也是

“侨领酋长” 的代表ꎮ 张光宇最初来到尼日利亚从事服装和电子产品的外贸生

意ꎬ 后来在当地兴办实业ꎬ 创办饮料加工厂ꎮ 张光宇获封的酋长称号为 “卡
诺华人主管” 或 “卡诺华人领袖” (Ｗａｋｉｌｉｎ Ｙ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Ｋａｎｏ)ꎮ 在面对质疑

时ꎬ 力主册封张光宇的卡诺州埃米尔回应道ꎬ “如今卡诺中国人越来越多ꎬ 需

要有人负责管理华人社区事务ꎬ 协调非洲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纠纷ꎮ 让中

国人担任酋长ꎬ 是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世界 (的一种方式)”ꎮ② 张光宇获封

后ꎬ 很快成立尼日利亚华商联合会ꎬ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起捐资救助活动ꎬ
并积极推动绍兴市与卡诺州友好城市建设ꎮ 前文提及的胡介国以及 ２００４ 年获

封的何烈辉等人由于在华商中的威望很高ꎬ 也可视为 “侨领酋长”ꎮ
第三类是 “个人商业酋长”ꎮ “个人商业酋长” 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中

非文化交流方面的职能与 “基建酋长” 和 “侨领酋长” 有部分重合ꎮ 其一ꎬ
“个人商业酋长” 与前两类酋长一样ꎬ 其经营的商铺或工厂通过引进商品和创

造就业惠及当地民众ꎬ 他们也经常作为当地大酋长 (或 “土王”) 的发展顾

问建言献策ꎬ 协助招商引资ꎮ 其二ꎬ “个人商业酋长” 经过一定时间可能成为

当地华人侨领ꎬ 但在获封时主要是因个人商业贡献以及与当地政府或酋长的

友好关系ꎬ 而并非其突出的侨领身份和地位ꎮ 例如ꎬ 在尼日利亚和加纳获得

“双料酋长” 的郑晓鹏曾在非洲从事太阳能路灯和水泵建设ꎬ 同时关注弱势群

体ꎬ 积极参与公益事业ꎮ ２０１８ 年郑晓鹏正式获封为伊博族酋长ꎬ 即负责中非

关系和发展的 “皇家特使” (Ｏｎｏｄｅｂｅｚｅ)ꎮ③ 同样ꎬ ２０１９ 年在尼日利亚科吉州

获封酋长的 “８０ 后” 干嘉璇在当地创办木材加工厂ꎬ 雇佣 ２００ 名当地员工ꎬ
并协助浙江企业家前来投资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ꎮ 其获封的头衔是 “为巴吉

多增添荣耀” (Ｇｂｅｌｕｎｉｙｉ ｏｆ Ｂａｇｉｄｏ Ｌａｎｄ) 酋长ꎮ 干嘉璇不仅获封酋长ꎬ 尔后

还被任命为尼日利亚青年协会科吉州西部分会会长ꎬ 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

出任青年协会会长的外国人ꎮ
第四类是 “文教酋长”ꎮ 与前三类酋长不同ꎬ “文教酋长” 首要职能并非

６６

①

②
③

刘少楠: «尼日利亚华侨华人的历史和现状»ꎬ 载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７ 页ꎮ
刘畅: «在非洲当酋长的浙商»ꎬ 载 «解放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ꎮ
孟冉、 李春: «河南小伙获封非洲首位 “双料酋长”ꎬ 畅聊 “非” 凡经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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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经济发展ꎬ 其贡献体现在教育、 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领域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初ꎬ 在文教领域获封的华人酋长只有余章宝一人ꎮ 余章宝是厦门大学

教授ꎬ 外派担任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ꎮ ２０１９ 年ꎬ
余章宝被阿南布拉州授予 “大学第一友” (Ｅｚｉ Ｏｙｉ １ ｏｆ Ｕｎｉｚｉｋ) 荣誉酋长称

号ꎬ 成为该州伊博族的第一位华人酋长ꎮ 在任职两年里ꎬ 余章宝积极为当地

培养人才ꎬ 传播中国文化ꎮ 余章宝在采访中提到ꎬ “ (加冕酋长) 让我感受到

咱们中国人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和尊重ꎬ 以后将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ꎮ 这个

荣誉不仅属于我ꎬ 更属于全体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院人ꎮ”①

总体而言ꎬ 绝大多数华人酋长有长期在非洲发展奋斗的经历ꎬ 并非短期

投资客或游客ꎮ 他们的封号各异ꎬ 贡献领域不同ꎬ 但均因帮助当地发展获得

认可和社会影响力ꎮ 华人酋长与其他外籍酋长存在明显差异ꎮ 其一ꎬ “基建酋

长” 是一大特色ꎬ 其背后代表的大型中资国有企业是其他外籍酋长所不具备

的ꎬ 反映出中非合作的优势和特点ꎮ 其二ꎬ 中国政府官员或前政要在非洲获

封酋长的只有林松添大使一人ꎬ 并且获封的主因是中方在利比里亚的基础建

设贡献ꎬ 可视为 “基建酋长”ꎮ② 相比而言ꎬ 获封酋长的海外非洲裔群体中有

不少在国外担任官职的人士ꎮ 例如ꎬ 加纳的外籍发展酋长就包括纽约州参议

员露丝哈塞尔 － 汤普森 (Ｒｕｔｈ Ｈａｓｓｅｌ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和华盛顿市长安东尼
威廉姆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ꎬ 他俩均为非洲裔美国人ꎮ③ 此外ꎬ ２００７ 年英国

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塞拉利昂被授予荣誉大酋长称号ꎮ④ 其三ꎬ 与来自欧美

的外籍酋长相比ꎬ 华人酋长中女性、 学者和艺术家比例较低ꎮ 截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在加纳的 ５４ 名外籍酋长中ꎬ １９ 人为女性ꎬ 且有不少是音乐家和学者ꎮ⑤ 本文

统计的 ２４ 位华人酋长中ꎬ 女性和学者分别仅有一人ꎬ 尚未有从事非洲语言、
音乐和艺术研究的中国学者或专业人士获封酋长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获封酋长

并不意味着获得 “正式权力” (如立法和政府任职等权力)ꎬ 也不需要拥有东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为当地培养大量人才赢得尊重 　 厦大教授成非洲酋长»ꎬ 载网易新闻: ｈｔｔｐｓ: / / ｘｉａｍｅｎ
ｎｅｗｓ １６３ ｃｏｍ / １９ / １１０７ / ０９ / ＥＴＣＢＰＱＩＯ０４４１９ＡＣＨ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１ꎮ

«利比里亚里弗塞斯州授予林松添大使 “大酋长” 称号»ꎬ 载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网站:
ｈｔｔｐ: / / ｌｒ ｃｈｉｎａ － ｅｍｂａｓｓｙ ｇｏｖ ｃｎ / ｓｇｈｄｈｚｘｘｘ / ２００５１２ / ｔ２００５１２２６＿６３５４７５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２１ꎮ

Ｇｅｏｒｇｅ Ｍ Ｂｏｂ － Ｍｉｌｌｉａｒꎬ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 ５４８
Ｍａｒｉａｎｅ Ｃ Ｆｅｒｍｅꎬ Ｏｕｔ ｏｆ Ｗａｒ: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ｒａｕｍ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ｅｒｒａ Ｌｅｏｎｅ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００
Ｍａｒｉｊｋｅ Ｓｔｅｅｇｓｔｒａꎬ “Ｗｈｉｔ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Ｑｕｅｅｎｓ ｉｎ Ｇｈａｎａ”: Ｐｅｒｓｏｎ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 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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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国国籍ꎬ 但酋长身份意味着他们得到了非洲国家 “非正式权力” (酋长制)
和当地社会的接纳ꎮ 获封酋长有利于华人酋长个人及所属单位的经营发展ꎬ
但他们也肩负着管理华人社区、 调解华人与当地人摩擦、 为当地招商引资以

及参与社会治理等多重责任ꎮ

三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应

华人酋长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华人社区和中资企业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做

出了积极贡献ꎮ 因此ꎬ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ꎬ 特别是对

基建酋长和侨领酋长的评价ꎬ 但在某些具体问题和特定个案中ꎬ 也存在部分

质疑和争议ꎮ
(一) 非洲社会对于华人酋长的积极评价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积极评价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ꎮ 首先ꎬ
在国家层面ꎬ 部分华人酋长由于突出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ꎬ 不仅获封酋长称

号ꎬ 还被授予国家级荣誉奖项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４ 年胡介国被时任总统任命为经济

顾问ꎬ 负责为尼日利亚中小企业发展出谋划策ꎮ① 胡介国还曾获得尼日利亚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国家荣誉奖”ꎮ 胡介国表示ꎬ “国家荣誉奖并不是颁发给我个

人的ꎬ 而是对扎根于尼日利亚几代华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ꎮ”② 拉

各斯中国商城董事长孙国平获封酋长时是由德高望重的 ９６ 岁的尼日利亚全国

妇联主席 (她也是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博拉提努布的母亲) 为其颁发 “华
人酋长” 称号ꎬ 体现出他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ꎮ 来自浙江诸暨的企业家何

烈辉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西非从事服装贸易ꎬ ２００２ 年成立达之路集团ꎬ 并将

业务拓展至经济特区的投资和运营ꎮ 因其对中非经贸合作的贡献ꎬ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５ 日ꎬ 尼日利亚驻华大使馆官员和驻华首席贸易代表特地前往浙江诸暨ꎬ
代表尼日利亚政府授予其酋长头衔ꎮ③

部分华人酋长还在国家层面促进中非民间交流ꎮ “双料酋长” 郑晓鹏不仅

８６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ｅｆ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ｎ ｎｅｗｓ / ｅ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ｂ２８２４ｄ６２ｃｆ９ａ０ｄｂ５１ｄ７１４ｅ４８
ｆｃｄｂ２１９ｃ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ꎻ 童黎: «华人酋长胡介国: 尼日利亚么能复制中国制度和模式ꎬ 很遗

憾»ꎬ 载观察者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２１＿０７＿２８＿６００５８６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李安山: «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 (中)ꎬ 第 １ ０２０ 页ꎮ
马海邻、 马贝烨: «何烈辉: 黄皮肤非洲酋长»ꎬ 载 «解放日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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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获封酋长ꎬ 还被该国政府任命为尼中友好协会副秘书长ꎮ 该协会

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ꎬ 是经尼日利亚外交部和联邦信息文化部批准的非官方、 非营

利性组织ꎬ 其宗旨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增进尼中两国政府、 企业界和人民之

间的友谊ꎬ 是被中国官方承认、 与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对等的民间外交机构ꎮ①

华人酋长中唯一女性陈秀霞女士不仅三度获封ꎬ 而且因突出经济贡献获得尼

日利亚 «先锋报» 评选的 ２０２１ 年度人物 “最佳外国投资者奖”ꎬ 是首位非尼

日利亚裔获此殊荣ꎮ «先锋报» 是尼日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官媒ꎬ 其评选的年度

人物旨在表彰对本国经济发展、 政治地位、 民族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ꎬ
与陈秀霞同时获奖的包括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和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集团总

裁等重量级人物ꎮ② 陈秀霞也曾获得尼日利亚汽车行业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

(Ａｕｔｏ ＣＥＯ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ａｒ) 大奖ꎬ 以表彰其对该国汽车行业的贡献ꎮ③ 陈秀霞还

在尼日利亚成立了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ꎬ 其公司也是中非民间商会

尼日利亚代表处ꎬ 积极促进尼中两国经贸合作与商界交流ꎮ
其次ꎬ 华人酋长在地方层面赢得了酋长委员会和当地民众的认可ꎮ 部分

华人酋长的贡献不在拉各斯、 阿克拉等大城市ꎬ 而是集中于偏僻小镇或农村

地区ꎮ 华人酋长在地方上获得尊重的根本原因是其对当地发展的贡献ꎬ 他们

建设的工程项目、 道路、 工厂以及带动的就业是当地民众能直接感知的ꎮ 因

此ꎬ 当地酋长会议的表决以及民众态度是检验其认可度的标尺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经

过当地 ２５ 位酋长讨论后一致表决通过ꎬ 山东电建项目经理房一波被授予 “光
明使者” 酋长头衔ꎮ 酋长称号拉近了他与当地民众的距离ꎬ 他在当地走访时

都会受到欢迎和拥护ꎬ 有时村民还会跑来送水果等食物ꎮ 同样ꎬ ２０１９ 年干嘉

璇在尼日利亚科吉州获封酋长前向当地酋长会议汇报企业经营状况和未来规

划ꎬ ２７ 位酋长全票决定授予其酋长称号ꎮ 科吉州治安状况一般ꎬ 常有绑架案

发生ꎬ 干嘉璇曾主动承担与绑匪交涉重任ꎬ 保障人质平安归来ꎮ 当地人举办

婚礼、 葬礼或获得博士学位等庆祝活动时ꎬ 干嘉璇也常被邀请出席ꎮ 虽然部

分当地人对册封外国人提出质疑ꎬ 但支持者们认为ꎬ “就是这个外国人ꎬ 带动

９６

①
②

③

孟冉、 李春: «河南小伙获封非洲首位 “双料酋长”ꎬ 畅聊 “非” 凡经历»ꎮ
倬亿国际集团: «倬亿董事长陈秀霞荣获尼日利亚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２０２１ 年度人物”»ꎬ 载腾讯新

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 ｑｑ ｃｏｍ / ｒａｉｎ / ａ / 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Ａ００ＯＺ０００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Ｃｈｉｅｆ Ｄｉａｎａ Ｃｈｅｎ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ꎬ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ꎬ Ｍａｙ ２０ꎬ ２０２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ｎｇｒ

ｃｏｍ / ２０２２ / ０５ / ｃｈｉｅｆ － ｄｉａｎａ － ｃｈｅｎ － ｔｈｅ － ｗｏｒｋａｈｏｌｉｃ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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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们的经济ꎬ 带动了我们的就业ꎮ”①

华人酋长们也在地方上开展社会公益ꎬ 履行社会责任ꎮ 例如ꎬ 孔涛 ２０１２
年带人在派佩村修建了 ３ 间全新校舍ꎬ 确保村里孩子能继续上学读书ꎬ 派佩

村小学也成了孔涛的定点帮扶学校ꎬ 他经常和同事去开展爱心活动ꎬ 当地人

感激地称他为 “孔校长”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孔涛个人出资帮助当地人把一座破败的

清真寺修葺一新ꎬ 还平整了通往勾萨中央垃圾处理场的道路ꎬ 并为卡拉马吉

吉村的孩子们建了一个简易足球场ꎮ② 此外ꎬ 来自福建福清的郑岳峰自 ２０１５ 年

开始在尼日利亚经营木材和金矿生意ꎬ 与拉各斯州的奥乔王国 (Ｏｊｏ Ｋｉｎｇｄｏｍ)
大酋长有密切合作ꎮ 为了回馈社会ꎬ ２０１９ 年他为当地捐款建了一座学校ꎬ 完工

后当地酋长为了表彰其贡献ꎬ 授予他 “嘉惠乡里” (Ｇｂｏｂａｎｉｙｉ) 酋长称号ꎮ③ 郑

晓鹏在加纳阿散蒂王国获封发展酋长后积极为王国引入绿色农业ꎬ 惠及农户ꎬ
他在参与王国节庆活动时民众会主动伸手与其亲近ꎬ 以示膜拜和尊重ꎮ④

(二) 部分非洲民众对华人酋长的质疑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也存在质疑ꎬ 主要集中在 ３ 个层面ꎮ 其一是对华人

酋长是否合格履职的质疑ꎮ 虽然大多数华人酋长是荣誉性的ꎬ 但有时会附加

领地管理和咨询职能ꎮ 中资企业的华人酋长本职工作繁忙ꎬ 对本土文化和社

会事务也缺乏深度认知ꎬ 容易忽视领地管理的职责ꎮ 孔涛在采访中透露他曾

被当地大酋长 “提醒” 和 “批评”ꎮ 大酋长来电问询他是否知晓外国人在其

领地附近买地事宜ꎬ 但他毫不知情ꎮ 大酋长告诫他ꎬ “你是工程领袖酋长ꎬ 你

要履行你的职责ꎬ 对你周边的一草一木都要关注”ꎮ⑤ 房一波也曾坦言ꎬ 他作

为酋长有协助大酋长管理领地民众的职责ꎬ 但因其是外国人ꎬ 同当地民众的

交流、 对土著文化的理解以及语言能力有欠缺ꎬ 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本职工

作上ꎮ⑥ 非洲华人酋长基本属于发展酋长ꎬ 由于其头衔是终身制ꎬ 民众对他们

助力当地发展的期待同样具有长期性ꎮ 因此ꎬ 倘若华人酋长的投资和发展举

０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非洲当酋长的浙商»ꎬ 载 «文摘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ꎻ «温岭侨商干嘉璇在尼日利亚连

获殊荣»ꎬ 载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ｚｊｓｑｌ ｃｏｍ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ｃ ＝
ｉｎｄｅｘ＆ａ ＝ ｓｈｏｗ＆ｃａｔｉｄ ＝ １６＆ｉｄ ＝ ４５０９４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５ꎮ

王丽: «拒绝 “一夫多妻”ꎬ ８５ 后中国小伙非洲当酋长»ꎬ 载 «华人时刊»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ꎬ 第３３ 页ꎮ
羽祺: «戒毒后他闯荡非洲成酋长»ꎬ 载凤凰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ｃ / ７ｕＹｙＧ３ｔ１ｆｇｅꎬ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１５ꎮ
孟冉、 李春: «河南小伙获封非洲首位 “双料酋长”ꎬ 畅聊 “非” 凡经历»ꎮ
白波: «当上非洲酋长的中国小伙»ꎬ 载 «北京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ꎮ
徐颖: «尼日利亚的四个中国人酋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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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是短期行为ꎬ 甚至经常不在当地出现ꎬ 就容易引发批评ꎮ 不过ꎬ 此类批评

并非针对华人酋长ꎬ 其他外籍酋长也存在这种现象ꎮ①

其二是对个别华人酋长获封原因的质疑ꎮ 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加纳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５ 日ꎬ 木材商人孙强 (音) 在加纳夸乎阿贝提费 (Ｋｗａｈｕ － Ａｂｅｔｉｆｉ) 东

部地区获封 “发展酋长”ꎬ 同时被授予特维语名字 “施惠者” (Ａｙｅｂｏａｆｏ)ꎮ 孙强

获封后骑坐在加纳民众肩上游行的照片在媒体上迅速传播ꎬ 社交媒体和网络上

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论调ꎮ 一部分人认为 “他既不是当地居民ꎬ 也不是加纳

与外国人的混血ꎬ 本地民众对他一无所知ꎬ 不适合担任酋长ꎮ” 更主要的批评是

质疑孙强的经济活动是出于 “个人利益” 而非 “社区利益”ꎮ 加纳社交媒体知

名评论家、 曾留学中国多年的沃德玛亚 (Ｗｏｄｅ Ｍａｙａ) 走访该地区后在 “油
管” 平台发布视频ꎬ 认为孙强只是在当地经营木材和矿产生意的私营业主ꎬ 其

获封主因并非发展贡献而是与当地酋长私交甚好ꎬ 并且有生意方面的合作ꎮ② 面

对社会批评ꎬ 当地酋长阿昌蓬 (Ｎａｎａ Ｋｏｆｉ Ａｃｈｉａｍｐｏｎｇ) 表示ꎬ 孙强给当地建

造了一所学校ꎬ 捐赠了 ５０ 袋水泥用于酋长宫殿建设ꎬ 并成立了木材和木薯加

工厂创造就业机会ꎮ③ 迫于外界压力ꎬ 孙强最终公开宣布放弃酋长称号ꎬ 但表

示会继续致力于当地发展ꎮ④ 这件事情反映出民众对发展酋长的合法性和透明

度有较高要求ꎬ 他们将矛头指向册封的当地酋长ꎬ 而非孙强本人ꎮ 与此类似ꎬ
２０１３ 年加纳华人淘金风波中ꎬ 很多批评也是针对给非法采金者开绿灯的地方酋

长和官员ꎮ⑤ 大多数华人发展酋长在当地拥有私营生意ꎬ 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和

社区利益ꎬ 并做好正面宣传是他们面临的挑战ꎮ
其三ꎬ 西非地区是历史上间接殖民统治的重要实施地ꎬ 历史记忆和族群

政治也可能造成对外籍酋长的批评ꎮ 这类质疑指向所有外籍酋长以及授权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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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的传统权威ꎬ 而非专门针对华人酋长ꎮ 以喀麦隆为例ꎬ 来自宁夏的 “９０
后” 李满虎曾因基建工程在喀麦隆埃考克 (Ｅｋｏｋ) 获封酋长头衔ꎬ 但他获封

酋长的资讯在喀麦隆当地网络上已无法查获ꎮ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龙星装备公

司 (Ｌｏｎｇｓｔａｒ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总经理龙先生 (Ｌｏｎｇꎬ 音译) 在喀麦隆获封荣誉称

号ꎬ 被当地媒体称为喀麦隆历史上首次获封三级酋长 ( ｔｈｉｒｄ ｄｅｇｒｅｅ ｃｈｉｅｆ) 的

外国人ꎮ① 但该事件立刻引发广泛社会讨论和质疑ꎬ 当地酋长不得不通过喀麦

隆国家电视台澄清ꎬ 龙先生获封的是 “高级顾问” (Ｎｏｔａｂｌ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ꎬ 而非实

质性 “酋长”ꎮ② 喀麦隆经历过德国、 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ꎬ “传统酋长”
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ꎬ 这种历史记忆使得民众对外籍人士获封酋长极为敏

感ꎬ 很容易引发所谓 “新殖民主义” 担忧ꎮ 与此同时ꎬ 授予外籍投资客酋长

头衔客观上也会引发不同民族之间对国家权力和外部发展资源的竞争ꎮ③ 事实

上ꎬ 在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媒体上也存在将华人酋长冠以 “新殖民主义” 的批

评论调ꎬ 其背后逻辑未必是针对华人本身ꎬ 而是殖民记忆和当代族群政治所

引发的担忧ꎮ 加纳和喀麦隆的案例表明ꎬ 非洲酋长和民众有着极强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ꎮ 一方面ꎬ 册封决定权在非洲酋长而非华人ꎬ 这与殖民时代的 “委
任酋长” 有本质差别ꎻ 另一方面ꎬ 非洲民众的监督也可以左右外籍酋长任免ꎬ
通过舆情对酋长作为进行问责ꎬ 确保酋长服务于公共利益ꎮ

四　 结论

本文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至今 ２４ 位在非洲获封的华人酋长ꎬ 分析了他们

在西非国家获封的社会背景、 规模和类型ꎬ 以及当地社会的反应ꎮ 由此可见ꎬ
华人能在西非获得酋长头衔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ꎬ 但东

道国酋长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也同等重要ꎬ 两者缺一不可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在近 ３０ 年非洲酋长制的转型过程中ꎬ 西非国家出现的 “发展酋长”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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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源自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笔者在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喀麦隆籍博士生门杜

(Ｍｅｎｄｏ’ｏ Ｊｏｓｅｐｈ Ｏｌｉｖｉｅｒ) 的讨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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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酋长” 以及 “移民酋长” 等新机制在吸纳外籍酋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通

过这些机制ꎬ 西非社会一方面可以撬动外部资源为当地发展做贡献ꎬ 另一方面

也将 “外人” 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进而维持社会秩序ꎮ 西非的华人酋长是广义上

的 “发展型” 酋长ꎬ 从职能看可分为 “基建酋长” “侨领酋长” “个人商业酋

长” 和 “文教酋长” 四大类型ꎮ 华人获封酋长是一份荣誉和认可ꎬ 也是一种责

任与义务ꎬ 同时也是华人融入非洲、 服务非洲的真实写照ꎮ 华人酋长参与非洲

当地的社会治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ꎮ 酋长制在非洲国家属于非正式权力安排ꎬ
华人参与非正式权力一方面可能会固化其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地位ꎬ 另一方面也

可能在客观上阻碍其参与正式权力ꎮ①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评价总体积极ꎬ 但

也存在一些质疑ꎬ 主要涉及履职状况、 获封原因以及外来者身份等方面ꎮ 华人

酋长只是西非外籍酋长中的一小部分ꎬ 很多质疑并非针对华人ꎬ 而是指向外籍

酋长履职可持续性和任命透明度等共性问题ꎮ 由于华人酋长主要从事工程建设

和工商业ꎬ 他们需要在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做好社区服务和管理

工作ꎬ 同时辅之以积极宣传回击 “新殖民主义” 等不实言论ꎮ
习近平主席在论及 “一带一路” 建设民心相通价值意蕴时引用古语ꎬ “国

之交在于民相亲ꎬ 民之交在于心相亲ꎮ”② 的确ꎬ 华人酋长的出现是中非民间交

往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发展的反映ꎮ 华人酋长代表广大的非洲华人和企业ꎬ 他

们了解当地民众需求和华人社区特点ꎬ 架起了中非民心相通的桥梁ꎬ 有助于提

升中非合作水平ꎬ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ꎬ 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事实

上ꎬ 华人酋长只是华人融入非洲的一种方式ꎬ 且集中在西非ꎮ 在华人移民定居历

史更悠久的南部非洲和东非 (如毛里求斯、 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ꎬ 已出现华人移

民及其后代通过竞选议员、 担任政府公职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

案例ꎮ 近期ꎬ 莱索托也有华人参与议会选举ꎬ 并引发社会讨论ꎮ③ 因此ꎬ 学界有必

要通过更多个案和比较研究来分析华人融入非洲、 参与治理的实践和效果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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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建设成效与展望∗
∗

肖　 皓　 唐　 斌　 许和连

　 　 内容提要　 中非经贸博览会不仅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的新举措ꎬ 也是

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的重要载体ꎬ 系综合考虑湖南省与非洲人文纽带和

经贸现实需要ꎬ 长期落户湖南的第一个国家级、 国际性对外开放平台ꎮ 中

非经贸博览会自 ２０１９ 年至今已连续举办两届ꎬ 在顶层设计、 主题设置、 办

会形式等方面形成了自身的运作特点ꎮ 在办会成效方面ꎬ 中非经贸博览会

不仅深化了中非经贸合作ꎬ 还进一步推进了中非综合物流体系建设及中非

经贸研究和人才培养蓬勃发展ꎮ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路口和 “一

带一路” 十周年的历史时刻ꎬ 中非经贸博览会应进一步释放平台效应和溢

出效应ꎬ 围绕 “中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 完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ꎬ
深入推进 “专业化、 市场化、 国际化” 的办会模式ꎬ 提升 “讲好中非经贸

合作故事” 的对话能力ꎬ 挖掘 “人文交流、 数字创新、 绿色发展” 的新增

长点ꎬ 完善后疫情时代的办会机制ꎬ 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 更高

质量发展ꎮ
关 键 词　 “一带一路” 中非合作论坛　 中非经贸博览会　 运行机制

“经贸 ＋ ”
作者简介　 肖皓ꎬ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副院长、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

院执行秘书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ꎻ 唐斌ꎬ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中非

经贸合作研究院博士生ꎻ 许和连ꎬ 湖南大学教务处处长、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

院秘书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提出

“八大行动”ꎬ 其中 “实施产业促进行动” 中的第一项即在华设立中国—非洲

４７

∗ 本文系湖南省商务厅重大项目 “中非经贸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ꎮ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建设成效与展望　

经贸博览会 (以下简称 “博览会”)ꎮ① 博览会由中国商务部与湖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ꎬ 它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重要的经贸合作平台ꎬ 更是践行 “一
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体现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至 ２９ 日ꎬ 首届博览会在长沙市

举办ꎬ 习近平主席发来贺信ꎬ ５３ 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参会ꎮ 乌干达总统

穆塞韦尼在首届博览会致辞中表示ꎬ 博览会的召开恰逢其时ꎬ 并给出 “印象

深刻ꎬ 期待继续” 的高度评价ꎮ② 博览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并将长期落户湖

南ꎬ 为中非经贸务实合作再上台阶提供了新动力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２３ 年恰

逢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周年ꎬ 第三届博览会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至 ７
月 ２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办ꎬ 以 “共谋发展、 共享未来” 为主题ꎮ 在此背景

下ꎬ 中非双方应如何发挥博览会平台优势ꎬ 汇聚中非双方经贸资源ꎬ 进一步推

进双方经贸深度合作ꎬ 释放中非双方经贸合作潜力ꎬ 值得研究与探讨ꎮ

一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缘起

非洲是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ꎬ 是 “一带一路” 倡议的自然和历史延

伸ꎬ 是构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ꎮ 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以来ꎬ 中非经贸合作实现跨越式发展ꎮ③ 与此同时ꎬ 非洲国家也面临市场化建

设不成熟、 基础设施落后、 外汇储备短缺、 减贫和发展诉求紧迫等问题ꎬ 传

统经贸合作方式难以满足当前中非深化合作的需要ꎬ 亟需搭建博览会新平台ꎬ
探索和建立长期有效的经贸合作机制ꎬ 激发中非双方经贸合作潜力ꎬ 服务于

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ꎮ
(一) 博览会高度契合 “一带一路” 之 “开放之路” 的要义

中国是开放发展的受益者ꎬ 也是共建 “一带一路” 的首倡者ꎮ 自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提出并实施 “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ꎬ 共建 “一带一路” 亦成为新的国际

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ꎬ 推动世界朝着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

赢的方向发展ꎮ ２０１７ 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指出ꎬ “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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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习近平: «携手共命运ꎬ 同心促发展» (二○一八年九月三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外交演

讲集» 第二卷ꎬ 中央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１３９ ~ １４２ 页ꎮ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开幕 　 务实推进中非经贸合作»ꎬ 载国际在线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１９０６２７ / １７７ｅ８ａ０ｄ － ６６ｄｂ － ｄｄ０２ － ４６ｅ２ － ｆ３６ａ１ｆｂ４ｂｂ８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０ꎮ
商务部研究院西亚与非洲研究所课题组: «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突破———基于企

业问卷调查的分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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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倡议来自中国ꎬ 但成效惠及世界ꎮ① 同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提出 “我们要将 ‘一带一路’ 建成

开放之路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ꎬ 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ꎬ 共同创造

有利于开放发展的环境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ꎮ”② 党的十九大报

告进一步指出ꎬ 要以 “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ꎬ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ꎬ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ꎬ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ꎬ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 东西

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ꎮ③ “开放之路” 则需致力于自贸区建设、 贸易便利化的

深化ꎬ 促进更大程度上的开放合作ꎮ 而博览会设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参与共

建 “一带一路” 的非洲国家开放中国巨大的商品市场ꎬ 促进这些国家的出口

贸易发展ꎮ
(二) 博览会是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重要的合作平台

自 ２０００ 年中非合作论坛建立以来ꎬ 双方合作内容不断增多ꎬ 合作层次不

断加深ꎬ 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建构和全球治理的一部分ꎮ④ 在论坛的推

动下ꎬ 中非双方不断丰富和完善政府间对话、 磋商及合作机制ꎬ 充分发挥统

筹协调作用ꎬ 促进中非各领域合作全方位发展ꎮ⑤ 中非智库论坛、 中非民营经

济合作论坛、 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对外合作部长级论坛、 非洲驻华使节交流活

动、 非洲国际产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 中国—非洲地方产业合

作对接会等系列平台和活动务实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展ꎮ 但整体而言ꎬ
中非经贸合作机制依旧呈现多且散的特征ꎬ 缺乏一个将官方、 民间两种力量

整合的国家级平台ꎮ 在此背景下ꎬ 习近平主席于 ２０１８ 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上宣布的 “八大行动” 之实施产业促进行动中ꎬ 提出设立中非经贸博览

会ꎮ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行动” 内容解读» 指

出ꎬ 博览会开展专题研讨、 成果展示、 企业对接、 经验分享等活动ꎬ 打造对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 «共担时代责任ꎬ 共促全球发展» (二○一七年一月十七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

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ꎬ 第 １３ 页ꎮ
习近平: «携手共进 “一带一路” 建设» (二○一七年五月十四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

外交演讲集» 第二卷ꎬ 第 ３５ ~ ３６ 页ꎮ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４ ~ ３５ 页ꎮ
唐丽霞、 赵文杰、 李小云: «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新发展与新挑战»ꎬ 载 «西

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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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贸合作新机制、 论坛经贸举措落实新平台和地方对非经贸合作新窗口ꎮ①

可见ꎬ 设立并举办博览会系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的重要举措ꎬ 对于汇聚并整

合中非双方中央与地方资源ꎬ 促进中非经贸合作提质增效意义重大ꎮ 习近平

主席在向首届博览会所致贺信中表示ꎬ 设立博览会旨在为双方深化经贸合作

搭建平台ꎮ②

(三) 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的主要考量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ꎬ 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ꎬ 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并每两年举

办一届ꎮ 作为湖南的第一个机制性、 常态化、 国际化的国家级平台ꎬ 博览会

长期落户湖南主要出于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考量ꎮ
从中央层面来看ꎬ 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不仅可以丰富地方对外经贸合作

平台ꎬ 还可以进一步增强中央和地方政府协同联动ꎬ 更有效落实 “中部崛起”
战略ꎬ 加快推进中部地区改革开放ꎮ 事实上ꎬ 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等国家级大

型博览会如火如荼举办的背后ꎬ 中国中部地区缺少一个国家级对外经贸合作

平台ꎮ 博览会选择湖南作为长期举办地ꎬ 一则能有效发挥湖南 “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ꎬ③ 通过整合中部乃至全国对非经贸合作资源ꎬ 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

大局的同时助力中非共建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ꎻ 二则可以更好发挥中央

与地方政府积极性ꎬ 健全中央和地方体制机制搭建平台ꎻ 三则也为有效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重要的抓手ꎮ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首届博览会发

布会中表示ꎬ 博览会是中央在湖南打造了一个中非地方合作和企业合作的公

共平台ꎬ 为各省对非合作提供了一个公共产品ꎬ 把中非经贸合作向更深、 更

实的方向推进ꎮ④

从地方层面来看ꎬ 博览会长期落户湖南存在历史和经贸合作现实的基础

７７

①

②

③

④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八大行动” 内容解读»ꎬ 载中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ｅ / ａｉ / ２０１８０９ / 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７８８４２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０５ꎮ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致贺信»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２７ / ｃ＿１１２４６７８５９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０ꎮ

“一带一部” 由习近平总书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视察湖南时提出ꎬ 指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

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ꎬ 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

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ꎬ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ꎬ 加快形成结构合理、 方式优化、
区域协调、 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ꎮ

«新闻办就中国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及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ꎬ 载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７３３０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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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ꎮ 其一ꎬ 湖南具有与非洲历史情感和民心相通的天然优势ꎮ 湖南是毛泽东

主席的故乡ꎬ 他是非洲各国人民摆脱殖民统治、 实现民族独立的榜样ꎻ 袁隆平

院士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技术ꎬ 对提高非洲国家粮食

产能具有独特贡献ꎮ 其二ꎬ 湖南与非洲务实开展经贸合作有一定的基础和优

势ꎬ 主要表现在: 湖南与非洲产业发展相似度和匹配度较高ꎬ 湖南 “优势产

业” 与 “非洲禀赋” 天然互补ꎬ 双方在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 矿产品开采与

深加工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ꎻ 湖南对非经贸合作充满活力ꎬ 自 ２００５ 年

开始ꎬ 湖南与非洲进出口贸易额年增速保持在 ２０％以上①ꎬ 有超过 １２０ 家湖南

企业在非洲开展投资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②ꎬ 湖南对非承包工程额占到全省

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一半以上ꎬ 且设有中国首个 “杂交水稻技术援外培训基

地” 和 “商务部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基地”ꎻ 湖南积极谋划对非经贸合作工作ꎬ
如湖南省商务厅早在 ２０１４ 年底在全国率先设立西亚非洲处ꎬ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８
年间湖南连续举办包括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等大型对非经贸活动ꎻ 湖南还在

非洲建设经贸合作园区ꎬ 设立商务代表处等多层次、 立体化对非经贸合作平

台ꎮ 博览会顺应时代发展ꎬ 可谓应运而生ꎮ
总之ꎬ 博览会不仅是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对非合作的一场主场

外交活动ꎬ 还是率先探索中非经贸长期合作的机制与实践ꎬ 更是推进 “一带

一路” 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和中国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

案的具体体现ꎬ 极大地丰富了中非合作的内涵ꎬ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此外ꎬ
博览会也为湖南实施 “三高四新”③ 战略、 推动内陆地区改革开放提供新机

遇和新动能ꎮ

二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运作特点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ꎬ 首届博览会在湖南长沙开幕ꎬ 标志着中非合作论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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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婷婷: «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跨越山海　 融通中非»ꎬ 载 «湖南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 ５ 日ꎮ
«赋能　 筑梦 　 共赢———湖南与非洲交流合作综述经贸篇»ꎬ 载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ｈｎｙｗ / ｚｗｄｔ / ２０１９０６ / 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２＿５３６４７３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１７ꎮ
“三高四新” 为三个高地和四新使命ꎬ 其中 “三个高地” 指的是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

业高地、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ꎻ “四新使命” 指的是在推动高质

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 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

显新担当、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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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下重要经贸活动平台正式开启ꎮ 经过三年多的发展ꎬ 博览会已形成六大运

作特点ꎮ
(一) 顶层设计博览会长效机制

博览会得到了中非双方领导人的高度重视ꎬ 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引领ꎬ 为

中非双方交流与合作搭建国际化舞台ꎮ 一方面ꎬ 中非双方领导人高度重视博

览会的发展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提出设立博览会ꎬ 并为首届博览会开

幕致贺信ꎮ①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宣读贺信

并发表主旨演讲ꎮ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杨洁篪出席第二届博览会开幕式ꎮ 同样ꎬ 非洲国家领导人也高度重视博览

会ꎮ 首届博览会共有非洲国家一位总统ꎬ 两位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演讲ꎻ 第二届博览会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ꎬ 依旧有三位非洲国家

总统通过视频的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ꎮ
与此同时ꎬ 湖南高位筹备运行博览会ꎮ 自落户以来ꎬ 湖南省委、 省政府

提出ꎬ 要举全省之力办好博览会ꎬ 并力求办出特色、 办出成效、 办出品牌ꎮ
湖南成立了以省委书记为主任、 省长为第一副主任的高规格筹备工作领导小

组ꎬ 在省委常委会会议、 省政府常务会议中设专题研究并部署博览会筹备工

作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湖南省委、 省政府出台 «关于落实中非合作八大行动打造

中非地方经贸合作高地的若干意见»ꎬ 将打造一流博览会作为首要任务ꎮ 同

时ꎬ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首届博览会贺信精神和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考察湖南时的

讲话精神ꎬ 湖南以办好博览会为契机ꎬ 从市场化服务、 智力支撑、 经验分享、
中非贸易促进等方面加快建设对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ꎮ②

(二) 汇聚多方力量共建博览会

博览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引领ꎬ 具体表现在央地协同、 政企结合与多方

共享三方面ꎮ 在央地协同方面ꎬ 博览会是政府主导型会展③ꎬ 并采用政府包办

９７

①
②

③

«习近平向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致贺信»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ꎮ
对非合作长效机制建设具体内容包括打造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 建设中非经

贸合作促进创新示范园、 设立中非跨境人民币服务中心、 推动中非贸易创新发展、 组建中非经贸合作

研究会、 组建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 深化与非洲重点国家的合作、 设立中非驻地服务中心、 成立中非

经贸合作职业教育产教联盟、 打造立体化的对非物流体系ꎮ
政府主导型会展即会展主要由政府发起和主办ꎬ 政府在整个会展的组织、 策划、 资源配置中

起主导作用ꎬ 对会展资金来源、 招商组展、 宣传推介等方面进行支持ꎬ 深度参与运营、 展馆租用、 品

牌宣传、 招商招展、 客商接待等环节ꎮ 参见王是业、 沈梦溪、 刘杰、 辛灵: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市

场化运作设计及其保障机制»ꎬ 载 «科学发展» ２０２１ 年第 ８ 期ꎬ 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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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作方式ꎬ 由中国商务部和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ꎬ 湖南省商务厅等 ５ 家单

位承办ꎮ 其中ꎬ 中国商务部具体业务主管单位为西亚非洲司ꎮ 湖南省商务厅

是博览会的牵头承办单位ꎬ 下设博览会秘书处作为常设机构ꎮ 在筹备运行方

面ꎬ 中国商务部与湖南省以及博览会组委会各成员单位协作完成嘉宾邀请、
招商招展、 会务保障、 疫情防控等各项筹备工作ꎮ

在政企结合方面ꎬ 博览会突出专业化、 市场化办会方向ꎬ 有效连接政府

和企业ꎮ 一方面ꎬ 博览会充分发挥政府办会的全面统筹和引领带动作用ꎬ 向

符合相关规定的非洲参展商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ꎮ 例如ꎬ 博览会分展馆———
高桥大市场在招商过程中明确实施 “三免一补” 政策ꎬ 即免收展位费、 免费

直播间、 免税政策以及物流补贴ꎮ 另一方面ꎬ 博览会不断探索和推动博览服

务市场化ꎬ 注重发挥会展公司的专业能力ꎬ 调动相关企业参与博览会的积极

性ꎮ 例如ꎬ 第二届博览会对部分展位实行收费ꎬ 设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和金融

服务战略合作伙伴、 指定办会用品或服务合作企业ꎮ
在多方共享方面ꎬ 博览会汇聚中非国家政府、 地方、 智库、 企业、 金融

机构等各方力量ꎬ 共商合作大计ꎬ 开创湖南搭台、 全国唱戏、 中非共享的新

局面ꎮ 其中ꎬ 博览会以设主宾国和主题省为亮点ꎬ 加速汇聚中非双边资源ꎮ
首届博览会邀请乌干达、 埃及、 坦桑尼亚、 安哥拉、 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作

为主宾国ꎬ 实现 ５３ 个非洲国家和国内 ３１ 个省市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

盖ꎮ 第二届博览会邀请阿尔及利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卢旺达、 塞内加

尔和南非作为主宾国ꎬ 首次设置并邀请浙江省和江西省担任主题省ꎮ 期间ꎬ
湖北、 新疆、 深圳等省区市及长沙、 邵阳、 永州等市州分别举办了对非合作

专场活动ꎬ ２７ 个省区市在省际馆集中亮相ꎮ
(三) 采用 “线上 ＋线下” 双线会展模式

博览会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ꎬ 创新推出线上展会场景ꎬ 加速推进线上

与线下协同联动ꎬ 延伸博览会价值链条ꎮ 首届博览会发挥 “互联网 ＋ ” 创新

驱动作用ꎬ 借助数字化、 本土化、 市场化资源优势ꎬ 打造网上博览会ꎬ 呈现

中非经贸合作的信息、 项目、 政策和机制ꎬ 有效保障中非双方政府、 企业在

闭会后在线上交流对接ꎮ 第二届博览会克服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情势ꎬ 利

用数字化技术推出云上博览会平台ꎬ 同步开启云会议、 云展览和云交易ꎬ 为

境内外企业提供便捷、 高效的展示交易和项目洽谈平台ꎮ 其中ꎬ 在云会议方

面ꎬ 实现开幕式信号首次直传非洲ꎻ 在云展览方面ꎬ 以 “２Ｄ” 形式呈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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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ꎬ 以 “３Ｄ” 虚拟展厅方式展示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

行区展和非洲主宾国展ꎻ 在云交易方面ꎬ 借助非洲知名电商平台打造博览会

中非网购节ꎮ 与此同时ꎬ 网上博览会和云上博览会通过充分运用 “互联网 ＋ ”
技术整合优化涵盖洽谈、 保险、 金融等全环节的交易流程ꎬ 推进会展业与数

字经济的深度融合ꎬ 提升会展服务的质量ꎬ 提高会展业的增加值ꎬ 促使延伸

和拓展线下会展业价值链条ꎮ
(四) 通过 “会、 展、 谈” 板块展示中非经贸合作新成果与新商机

在 “会” 方面ꎬ 博览会作为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下的经贸合作平台ꎬ 参照

中非合作论坛设置大会主题ꎮ 比如ꎬ 首届博览会的主题为 “合作共赢ꎬ 务实

推进中非经贸关系”ꎬ 与 ２０１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第七届部长级会议主

题 “合作共赢ꎬ 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保持高度一致ꎮ 可见ꎬ
合作共赢作为博览会和论坛主题的共同关键词ꎬ 是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

要内容ꎬ 契合中非友好的核心要义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ꎮ 同时ꎬ 博览会主

题的时代特征凸显ꎮ 第二届博览会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背景ꎬ 进一步

突出 “创新” 与 “机遇”ꎬ 所设主题为 “新起点、 新机遇、 新作为”ꎮ 此外ꎬ
博览会推动论坛举措落实ꎮ 例如ꎬ 作为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 之产业促进行

动的举措之一ꎬ 中国在非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在第二届博览会开幕式上举行了

成立仪式ꎮ
在 “展” 方面ꎬ 博览会在展览展示板块设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 非洲国

家形象与商品展、 中国地方省区市对非合作成果展以及中国企业和商品展ꎬ
既支持非洲国家利用平台宣传推介特色文化与优质产品、 为非洲国家发展提

供中国模式与经验畅通渠道ꎬ 又为中国了解非洲市场、 开展对非经贸合作打

破信息壁垒ꎬ 有利于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 贯彻落实ꎮ 首届博览会为 ５３ 个非

洲国家均设独立馆ꎬ 展示其人文历史、 贸易投资环境、 特色产品、 产业状况、
旅游资源等ꎻ 为 ２８ 个中国省区市单设独立展区ꎬ 展示省情、 对非合作情况、
地方对非合作重点企业以及特色产品ꎮ 同时ꎬ 在长沙高桥大市场建立非洲商

品展销馆ꎬ 长期展示展销非洲国家特色优质产品ꎮ 第二届博览会新增非洲品

牌商品展区ꎬ 以高桥大市场作为分展馆ꎬ 覆盖 １ 个常设展馆和 ５ 个特色展区ꎬ
包括非洲咖啡展区、 非洲坚果展区、 非洲可可展区、 非洲农产品展区和湖南

特色出口产品展区ꎮ
在 “谈” 方面ꎬ 博览会通过设置专题研讨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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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前中非经贸合作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展开讨论ꎬ 主题包括农产品合作、
医药健康发展、 基础设施合作、 金融合作等ꎬ 与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 高度

契合ꎮ 比如ꎬ 首届博览会开设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 中非基础设施和融

资合作对话会以及中非双边贸易促进会等ꎮ 在此基础上ꎬ 第二届博览会增设

中非医药健康发展论坛、 中非青年创新创业论坛等ꎬ 进一步突出卫生健康和

人文交流的时代价值ꎮ 此外ꎬ 通过开展推介会、 磋商会等经贸洽谈活动ꎬ 连

接中非供需双方ꎬ 推动合作项目签约ꎬ 如第二届博览会开展中国—非洲葡语

国家渔业暨水产品推介对接会ꎬ 旨在推进非洲葡语国家水产品输华准入ꎮ
(五) 形成博览会同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的联动发展

为探索中非经贸合作新路径、 新机制ꎬ 湖南依托中国 (湖南) 自由贸易

试验区 (以下简称 “湖南自贸试验区”)ꎬ 高水平建设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

区 (以下简称 “先行区”)ꎮ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建设先行区被纳入中非合作 “九
项工程” 的重要举措之一ꎮ 事实上ꎬ 湖南已形成博览会和先行区两大国家级

对非合作平台的联动发展效应ꎮ 其中ꎬ 博览会着重 “造势”ꎬ 通过发挥资源整

合和宣传推介等优势ꎬ 一方面通过展示中非经贸合作新机遇加速湖南乃至全

国对非经贸合作优质资源集聚先行区ꎻ 另一方面在博览会举办期间单独设置

线上和线下先行区展ꎬ 以宣传推介先行区制度创新成果ꎬ 进而增强其品牌效

应和影响力ꎮ 例如ꎬ 第二届博览会举办先行区推介会ꎬ 设立先行区线上和线

下展ꎮ 先行区强调 “做实”ꎬ 围绕深度合作与先行先试ꎬ 与湖南自贸试验区实

施方案、 政策创新对接协调ꎬ 构建功能互补、 协调互动、 错位发展的 “一机

制、 一试点和六大中心” 布局ꎮ 其中ꎬ “一机制” 和 “一试点” 分别为先行

区部省联席会议机制和对非本币结算贸易试点ꎬ “六大中心” 包括非洲非资源

性产品集散交易中心、 中非跨境电商合作中心、 中非产业链培育中心、 中非

跨境人民币中心、 中西部地区对非物流中心、 中非经贸研究交流中心ꎮ① 因

此ꎬ 先行区通过从市场准入、 通关便利化、 金融、 税收和新业态等方面建立

并完善对非经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ꎬ 多维度服务博览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此外ꎬ 博览会推出闭会年活动ꎮ 博览会闭幕不落幕ꎬ 通过与先行区联动

发展ꎬ 推出闭会年系列对非经贸促进活动ꎬ 持续提升博览会和先行区的品牌

２８

① «对非经贸合作情况综述»ꎬ 载湖南省商务厅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ｗｔ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ｓｗｔ / ｓｗｓｎ / ２０２２１１ /
ｔ２０２２１１２８＿２７３１０００４９９１６７４９１８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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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ꎮ 比如ꎬ 在第二届博览会闭幕后ꎬ 湖南陆续推出 ２０２２ 年中非经贸供需

线上对接会、 网上博览会暨精选好物狂欢季、 ２０２２ 年非洲国家驻华使节走进

合作先行区活动以及 ２０２２ 年中国 (湖南) 大健康产业 “走进非洲” 推介对接

会等ꎬ 务实推进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交流与项目合作ꎮ
(六) 深化 “政产学研” 融合协同

２０２２ 年湖南省商务厅与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出台 «关于做好 ２０２２ 年中非经

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促进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ꎬ 主要内容包括: 支持非洲

优质产品产业链建设ꎻ 鼓励扩大对非贸易规模ꎻ 提升专业对非公共服务水平ꎻ
鼓励开展对非合作企业招商引资ꎻ 鼓励开展对非投资合作ꎻ 支持设立对非业

务总部ꎻ 支持对非本币结算贸易试单ꎻ 支持开展推动先行区建设的其他工

作ꎮ① 此外ꎬ 湖南与山西、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等中部省份商务部门联合

签署了全国首个区域性地方省区市对非经贸合作协议 «中部六省商务部门共

同推进对非经贸合作协议»ꎬ 旨在强化地方使命担当ꎬ 合力推动中非合作 “九
项工程” 落实ꎬ 共享博览会和先行区ꎬ 在贸易促进、 工程承包、 园区建设、
友城合作、 经贸研究等方面加强协作ꎬ 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和共同

发展ꎮ②

为提升博览会的传播力ꎬ 承办方发布智库成果ꎬ 惠及中非双方ꎮ «中非经

贸合作案例方案集» 是博览会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中非合作 “授人以渔” 指

导思想的重要创新ꎬ 是开展中非经贸合作极具实用性的工具书ꎮ 两届博览会

共有 １５０ 个案例入选ꎬ 覆盖平台建设、 农业合作、 产能合作、 商业贸易、 基

础设施、 能源电力和健康卫生等领域ꎮ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高级副行

长林毅夫作序第一届 «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ꎬ 表示案例和方案展示了中

国与非洲多年合作的成果和经验ꎬ 展示了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探索和实

践ꎬ 对于非洲国家具有积极的参考借鉴价值ꎮ③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

在第二届案例和方案集的序言中提到ꎬ 从这些中非经贸合作的成功案例中ꎬ

３８

①

②

③

«聚焦 ８ 个方面!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促进资金使用管理通知来了»ꎬ 载新湖南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ｔｏｄａｙ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ｘｈｎ / ２０２２０７ / １５１５６２８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０５ꎮ

«２０２２ 年非洲国家驻华使节走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活动、 湖南 (长沙) 跨境电商交易

会成果新闻发布会图文实录»ꎬ 载湖南省商务厅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ｗｔ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ｓｗｔ / ｈｎｓｗｔ / ｓｗｄｔ / ｙｗ /
２０２２０８ / ｔ２０２２０８０３＿８８８６７１６６９２６１８３１８０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３ － ０５ꎮ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 «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ꎬ 湖南人民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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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受到启发ꎬ 看到希望ꎬ 获得信心ꎮ① 同时ꎬ 第二届博览会首次发布了

«中国与非洲经贸关系报告 (２０２１)»ꎬ 该报告系统地梳理了首届博览会以来

中非经贸合作的进展与成果ꎬ 并立足于新形势ꎬ 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研判和

展望ꎮ

三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成效

自博览会举办以来ꎬ 其平台效应和溢出效应持续显现并加速释放ꎬ 多维

度推动中非经贸合作走深走实ꎬ 为中非合作高质量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红利ꎮ
(一) 促推中非经贸合作深入发展

博览会聚焦经贸ꎬ 在促进贸易往来、 深化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方面

成效显著ꎬ 并有效改善中非贸易结构ꎬ 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水平ꎬ 推动项目

洽谈与落地ꎮ
第一ꎬ 促进贸易往来ꎮ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ꎬ 中非贸易快速发展ꎬ 但

中非贸易结构不平衡、 非洲外汇短缺、 汇率不稳定与外汇管制严格等问题依

旧突出ꎮ② 针对中非经贸存在的痛点和难点问题ꎬ 博览会通过搭台不断激发中

非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 推动降低中非贸易制度成本以及中非贸易新业态新

模式的发展ꎮ 一方面ꎬ 激发中非农产品贸易合作潜力ꎬ 改善中非贸易结构ꎮ
在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ꎬ 发挥非洲农产品比较优势、 扩大非洲农产品进

口是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贸易便利行动” 的主要措施ꎬ 既满足中国消费

升级需要、 丰富进口产品来源ꎬ 又能优化对非进口结构ꎬ 增加非洲国家外汇

收入和本土就业ꎮ③ 自此ꎬ 博览会将中非农业合作视为重点推介的主题ꎬ 通过

举办研讨会和推介会有效推动了非洲优质农产品进口ꎮ 譬如ꎬ 在首届博览会

上ꎬ 湖南企业与卢旺达商人签订了干辣椒进口协议ꎬ 由此卢旺达成为非洲原

产干辣椒产品首个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家ꎬ 卢旺达辣椒也在第二届博览会

上亮相ꎮ 与此同时ꎬ 在中非食品和农产品合作论坛签约仪式上ꎬ 农益 (青岛)

４８

①

②
③

第二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 «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 ２０２１»ꎬ 湖南人民出

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２２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２２ꎬ ｐ ２８
唐斌、 肖皓: «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下非洲农产品输华现状与展望»ꎬ 载 «中国投资» ２０２２

年第 Ｚ１ 期ꎬ 第 ９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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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有限公司、 农益创鑫 (天津) 食品有限公司与非方签署芝麻、 花生等农

产品贸易协议ꎬ 签约金额合计 ５ １ 亿美元ꎮ① 三年多来ꎬ 博览会促进越来越多

的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ꎬ 有效改善了中非贸易结构ꎮ 目前ꎬ 湖南正依托

非洲非资源性产品集散交易加工中心推进非洲咖啡、 坚果、 干辣椒、 芝麻、
花生、 木制品 ６ 条进口产业链的建设运营ꎮ②

另一方面ꎬ 博览会推动降低中非贸易制度成本以及中非贸易新业态、 新

模式的发展ꎬ 提升中非贸易便利化水平ꎮ 为解决非洲产品进口申报难、 生产

标准不符合中国需求等问题ꎬ 实现持续扩大非洲非资源性产品进口的目标ꎬ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湖南省商务厅与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共同启动 “非洲出口增长伙

伴项目”ꎮ 根据企业和市场需求ꎬ 湖南现已聚焦非洲八国的 ２１ 种优质产品ꎬ
并优先推荐博览会签约意向项目的非洲农产品ꎬ 特别是高附加值产品的检验

检疫规范化、 标准化ꎮ③ 与此同时ꎬ 湖南省商务厅联合长沙海关推动中国海关

与乌干达海关成功签署 «中乌海关关于 “经认证的经营者” 互认的安排»ꎮ
这是中国海关在非洲地区签署的首个 “经认证的经营者” (ＡＥＯ) 互认安排ꎬ
可有效提高中国和乌干达两国货物通关效率、 降低贸易成本、 提升国际竞争

力ꎮ④ 此外ꎬ 湖南推出一系列适应中非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新业态、 新模式ꎮ 一

是跨境电商ꎮ 依托网上博览会平台ꎬ 东非第一大跨境电商平台长沙非拓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 (Ｋｉｌｉｍａｌｌ) 在向非洲推广中国商品的同时ꎬ 推动非洲优质特色

产品进入中国市场ꎮ 二是易货贸易ꎮ 湖南省商务厅支持企业与非洲四国开展

１２ 单 “一对一” 易货贸易ꎬ 通过出口种子、 厨具、 建材和储能设备ꎬ 换回西

柚、 云母、 锂辉石和木材ꎮ⑤ 三是市场采购ꎮ 湖南开展 “海外仓 ＋市场采购 ＋
风险补偿” 试点ꎬ 即利用高桥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政策ꎬ 在非洲国家批

发商聚集区设立海外仓ꎬ 以 “前展后仓” 模式开展二次批发ꎬ 推动 “中国

造” 商品走进非洲ꎬ 现已完成市场采购贸易方式预包装食品首单试单ꎮ 四是

跨境人民币结算ꎮ 第一届博览会专题研讨会所提出设立 “中非跨境人民币中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首届中非食品和农产品合作论坛在长沙举行»ꎬ 载中非经贸博览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ｅｔｅｘｐｏ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ｃｆ１５６６５０ｅ３２１２３５８２３４５７ｅ９４ａ０ｄｆ１９１ / １４７４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１ꎮ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 服务国家战略　 展现地方担当»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ꎮ
同上文ꎮ
黄婷婷: «海关总署签署中非首个 ＡＥＯ 互认 　 长沙海关成立专班协助»ꎬ 载 «湖南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 日ꎮ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 服务国家战略　 展现地方担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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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构想在第二届博览会会前实现ꎬ 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自贸试验区专业

支行开业挂牌ꎬ 现已开展对非小币种跨境业务试点ꎬ 开通对南非、 尼日利亚、
加纳、 肯尼亚、 博茨瓦纳、 赞比亚 ６ 个非洲国家对公即期结售汇业务ꎬ 完成

全国首笔肯尼亚先令汇至中国并兑换成人民币的业务ꎮ①

第二ꎬ 推进投资与基础设施项目合作ꎮ 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是中非

经贸合作的重点内容ꎮ 博览会通过提高投资项目的透明度、 加大对非洲国家

投资合作项目的推介力度来促进中非投资合作ꎮ 在首届博览会中非经贸合作

区发展研讨会上ꎬ 中非双方签署了在非农业类合作区投资建厂项目ꎬ 以及涉

及汽车、 医疗、 纺织、 矿山、 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在非投资建厂项目ꎬ 合计金

额接近 ３ 亿美元ꎮ② 在第二届博览会中国—非洲产业园推介会上ꎬ 中非双方企

业签署 ８ 个合作项目ꎬ 签约总金额达 １ ０９ 亿美元ꎮ③ 博览会还在推进中非基

础设施合作互联互通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ꎮ 在首届博览会中非基础设施与

融资合作对话会上ꎬ 尼日利亚蓝海国际伊博姆电厂二期、 加纳一揽子二期

农村电网、 几内亚阿玛丽亚水电站、 乌干达国际专科医院等 １３ 个项目完成

签约ꎬ 合同金额约 ２５ ７１ 亿美元ꎮ④ 第二届博览会框架下的中非基础设施合

作论坛推动 １７ 个中国对非工程承包、 工程投资等领域合约签署ꎬ 总金额超过

６０ 亿美元ꎮ⑤

(二) 完善中非综合物流体系

湖南充分发挥五大国际物流通道和集结中心功能作用ꎬ 从海、 陆、 空拓

展中非物流通道ꎮ 首先ꎬ 畅通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和湘沪非江海联运通道ꎮ
湖南虽然不临海、 不沿边ꎬ 但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和上海两地建设对非物流

多式联运通道ꎮ 其中ꎬ 湘粤非铁海联运通道以株洲为主集结中心、 衡阳为副

中心ꎬ 与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无缝衔接ꎬ 构建从湖南及周边经济腹地到非洲

国家 “端到端” 的全程物流通道ꎬ 首期涵盖非洲 １１ 个枢纽海港和 ２０ 条至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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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 服务国家战略　 展现地方担当»ꎮ
«中国 － 非洲经贸合作区发展研讨会在长沙举行 　 吴桂英出席»ꎬ 载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ｎａｎ ｇｏｖ ｃｎ / ｓｚｆ / ｚｆｌｄ / ｗｇｙ / ｈｄ５ / ２０１９０６ / ｔ２０１９０６２８＿５３６８０３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２ꎮ
«中国 － 非洲产业园区推介会举行　 ８ 个合作项目签约»ꎬ 载中非经贸博览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ｅｔｅｘｐｏ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ｃｆ１５６６５０ｅ３２１２３５８２３４５７ｅ９４ａ０ｄｆ１９１ / １４７３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２ꎮ
«中非基础设施与融资合作对话会举行 １３ 个项目签约»ꎬ 载华声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ｈｕｎａｎ

ｖｏｃ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９０６ / ２０１９０６２８０９３２２３４１１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１ꎮ
«中非共促基础设施合作新发展　 现场签约逾 ６０ 亿美元»ꎬ 载中非经贸博览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ｅｔｅｘｐｏ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ｃｆ１５６６５０ｅ３２１２３５８２３４５７ｅ９４ａ０ｄｆ１９１ / １４７５ꎬ ２０２２ － １１ －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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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内陆的公路和铁路ꎮ 湘沪非江海联运通道提升岳阳城陵矶港至非洲的接力

航线效率ꎬ 辐射带动长江中上游重要节点城市ꎬ 形成联通长江中上游城市群

的水运通道ꎮ① 其次ꎬ 完善航空货运ꎬ 构建湘非航空运输网络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湖南开通了首条直飞非洲的客运航线ꎬ 即由长沙至肯尼亚内罗毕ꎮ ２０２１ 年和

２０２２ 年湖南新增两条对非国际货运航线ꎬ 分别由长沙飞往尼日利亚的阿布贾

和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ꎮ 湘非航空运输网络的完善有利于克服湖南在

开展国际贸易中因地理区位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ꎬ 有助于提升物流效率、
降低货运成本ꎮ

(三) 推进中非经贸研究和人才培养

博览会推动以湖南为核心的中国对非经贸研究与人才培养迈上新台阶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湖南加快打造地方对非经贸合作研究中心ꎬ 不仅服务于博览会

的可持续发展ꎬ 更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ꎮ 相继成立的湖南省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促进会、 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和中非经贸合作职业教育产

教联盟是湖南对非经贸研究中心的核心力量ꎬ 分别侧重于市场促进、 学术研

究和职业教育ꎮ 其中ꎬ 由湖南省商务厅指导、 湖南大学牵头ꎬ 联合中南大学、
湘潭大学和湖南农业大学共同组建的中非经贸合作研究院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成

立ꎬ 在第二届博览会期间正式揭牌ꎬ 共设中非经贸合作、 中非矿业、 铁路与

医疗合作、 中非法律与人文交流、 中非农业发展合作 ４ 个主要研究方向ꎮ 研

究院通过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撰写研究报告、 出版专著、 参与起草

政策文件、 积极进行舆论宣传、 建设中非特色数据库等ꎬ 在智库建设方面成

绩显著ꎮ 此外ꎬ 在人才培养方面ꎬ 培养中非经贸合作领域的本硕博及留学生ꎬ
如国际商务专业硕士 (中非经贸合作方向)、 非洲法律硕博士等ꎬ 开设非洲商

务环境分析、 中非经贸概论、 非洲商业案例、 走进非洲、 非洲法导论等系列

课程ꎬ 获批教育部项目 “产学研一体化的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ꎬ 培育中非经贸主题双创作品获国家级奖项等ꎮ 在专业咨询方面ꎬ 承担中

国贸促会、 湖南省商务厅等单位委托项目ꎮ 在对外交流方面ꎬ 创办中非经贸

合作岳麓论坛和中非经贸岳麓沙龙ꎬ 承办 ２０２２ 年金砖国家网络大学年会经济

学分论坛 (非洲经贸专题) 等ꎮ 与此同时ꎬ 湖南省内其他高校和智库机构也

纷纷加入中非经贸研究队伍ꎮ 例如ꎬ 湖南工商大学联合湖南省中非经贸合作

７８

① 湖南省商务厅: «湖南: 服务国家战略　 展现地方担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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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促进会建设湖南首个专门研究中非经贸深度合作研究基地———湖南省社

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 (中非经贸深度合作)ꎻ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 (湖南行政学

院) 开展 “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湘非经贸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和探索”
专题研究教学和湖南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高质量发展教学实践ꎮ

博览会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届ꎬ 中非双方共签署 ２１６ 项合作文件ꎬ 涉

及金额达 ４３０ ２ 亿美元ꎬ 成果丰硕ꎬ 影响深远ꎮ 自首届博览会举办以来ꎬ 中

非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充分肯定博览会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ꎮ 中国商务部副

部长钱克明评价认为博览会 “非常不错、 远超预期”ꎻ 科特迪瓦等国驻华大使

来电来信致谢ꎬ 重点对博览会组织工作给予了肯定ꎬ 表示博览会活动安排有

序、 重点突出ꎮ① 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阿加、 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 塞

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 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 － 马吉德特本高度评价

博览会的功能与办会成效ꎬ 均认为博览会是中国同非洲国家经贸交流与合作

的重要平台ꎬ 不仅有利于中非双方优势资源互补ꎬ 还能挖掘并释放中非经贸

合作潜力ꎬ 无论对打开中非双方市场还是提升中非之间战略合作水平均起到

良好的促进作用ꎮ②

四　 中非经贸博览会的未来展望

随着中非关系不断深化ꎬ 中非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 既迎来中国 “双

循环” 新发展格局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等发展机遇ꎬ 也面临非洲政局

动荡和政策多变的风险趋升③、 经济低增长以及乌克兰危机外溢、 疫情后续影

响延宕、 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等内外多重压力ꎮ 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十字

８８

①
②

③

徐湘平: «务实创新办好中非经贸博览会»ꎬ 载 «新湘评论» 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４ 期ꎬ 第 １７ 页ꎮ
«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开幕 　 务实推进中非经贸合作»ꎬ 载国际在线网: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ｃｒｉ ｃｎ / ２０１９０６２７ / １７７ｅ８ａ０ｄ － ６６ｄｂ － ｄｄ０２ － ４６ｅ２ － ｆ３６ａ１ｆｂ４ｂｂ８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０ꎻ «卢旺达总

统保罗卡加梅阁下在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ꎬ 载中非经贸博览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ｅｔｅｘｐｏ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ｃｆ１５６６５０ｅ３２１２３５８２３４５７ｅ９４ａ０ｄｆ１９１ / １４７６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
１０ꎻ «塞内加尔总统马基萨勒阁下在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致辞»ꎬ 载中非经贸博览

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ａｅｔｅｘｐｏ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 / ｍｏｒｅ / ｄｅｔａｉｌ / ｄｃｆ１５６６５０ｅ３２１２３５８２３４５７ｅ９４ａ０ｄｆ１９１ / １４７７ꎬ ２０２３ －
０１ －１０ꎻ [阿尔及利亚] 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 «深化牢固坚实的阿中友谊 　 推动经济合作向前发

展»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ꎮ
具体参见姚桂梅: «新时代中非经贸合作: 升级发展及风险挑战»ꎬ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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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和 “一带一路” 十周年的历史时刻ꎬ 博览会应紧密围绕党的二十大报告

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部署和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ꎬ 积极识别并应对时代挑

战ꎬ 从 “危” 中寻 “机”ꎬ 以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一) 赋予博览会新的时代内涵

博览会的内涵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不断丰富ꎮ 新时代的中非经贸合作不

仅要着眼于经贸本身ꎬ 更要考虑文化交流、 数字经济、 绿色发展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ꎮ 作为中非经贸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和桥梁ꎬ 博览会要在把握新时代中

非经贸发展的新特征、 新趋势ꎬ 发挥好平台功能、 加强宣传推介的同时ꎬ 进

一步丰富平台内涵ꎬ 将其打造为中非 “经贸 ＋ ” 合作新窗口、 新平台和新

载体ꎮ
第一ꎬ 展示中非 “经贸 ＋ ” 合作成果和商机的新窗口ꎮ 作为中非合作论

坛机制下的重要经贸合作平台ꎬ 博览会的重要职能之一即为推动中非合作论

坛经贸举措顺利落实ꎮ 新时代背景下ꎬ 中非经贸合作的内容日益丰富ꎮ 中非

合作 “八大行动” “九项工程” 不但涉及贸易、 投资等经贸举措ꎬ 而且强调

减贫惠农、 卫生健康、 绿色发展、 能力建设、 人文交流、 和平安全等方面ꎬ
进一步突出了改善非洲民生、 提高非洲自主发展能力等内容ꎬ 不仅引领并带

动了中非经贸合作ꎬ 更丰富了中非经贸关系的内涵ꎬ 不断推动中非新型战略

伙伴关系向深入发展ꎮ 因此ꎬ 博览会应秉承中非 “经贸 ＋ ” 新理念ꎬ 全方面

展示中非 “经贸 ＋ ” 的新文化、 新产品和新服务ꎬ 促进中非双方的合作与

交易ꎮ
第二ꎬ 推广中非 “经贸 ＋ ” 合作发展机遇的新平台ꎮ 一方面ꎬ 中国正在

加快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ꎬ 意味着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对外开放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ꎬ 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ꎬ
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ꎬ 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ꎮ① 对谋

求国家振兴的广大非洲国家而言ꎬ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资

借鉴的有益经验ꎻ 与此同时ꎬ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为非洲国家打开了

共享发展的空间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ＡｆＣＦＴＡ) 正式启动ꎬ 为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 与 «中非合作 ２０３５ 年愿景» 对接

９８

① 习近平著: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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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提供了一个深度交汇的平台ꎬ 既有利于巩固中非在农

业、 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传统领域的合作ꎬ 还能促进中非双方在数字创新、
绿色发展等领域开拓创新ꎮ 此外ꎬ 湖南正依托两大国家级对非合作平台ꎬ 积

极探索中非深度合作新路径和新机制ꎮ 基于此ꎬ 博览会可通过展示并推介 “中
国—非洲—地方” 发展机遇ꎬ 吸引并融合中非双方优势资源以促进双方合作

高质量发展ꎮ
第三ꎬ 讲好中非 “经贸 ＋ ” 合作故事的新载体ꎮ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白皮书指出ꎬ 中非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ꎬ 中非合作成果遍布非洲大地ꎬ 改

善了非洲经济社会发展条件ꎬ 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ꎮ① 但是ꎬ 中

非经贸合作在稳步推进的同时遭遇西方质疑ꎬ “债务陷阱” “资源掠夺” “新
殖民主义” 等不实言论严重影响了中国对非经贸合作形象ꎮ 一直以来ꎬ 中非

双方优势互补、 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ꎬ “中国梦” 和 “非洲梦” 紧密相连ꎮ
为此ꎬ 博览会应以 “经贸 ＋ ” 为主线ꎬ 多维度、 全方面推介中非休戚与共的

合作故事ꎬ 不仅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ꎬ 回应西方不实言论ꎬ 也要为解

决非洲社会、 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ꎬ 进而加快打造

责任共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的中非命

运共同体ꎬ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ꎮ
(二) 明晰博览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第一ꎬ 办会机制亟需完善ꎮ 其主要体现是: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发挥作

用的范围没有明确界定ꎬ 事权划分不清晰导致双方沟通协作成本较高ꎻ 由于

缺乏区位优势ꎬ 博览会对全国对非经贸合作资源的整合力度还不够ꎬ 如浙江

和广东等传统对非经贸合作省份通过出台专项政策、 举办经贸专题论坛不断

加强对非经贸合作力度ꎬ 进一步夯实对非经贸合作基础ꎻ 相较于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 (以下简称 “进博会”) 设立进口博览局而言ꎬ 博览会虽建立工作

推进机制———博览会秘书处ꎬ 但缺乏专门的市场化运作团队ꎬ 在筹备和运行

过程中难免会出现组织机构职能和权责划分不明确、 沟通双方信息不对称等

问题ꎮ
第二ꎬ 办会内容有待丰富ꎮ 其一ꎬ “经贸 ＋ ” 的概念体现不够充分ꎮ 博览

会无论在展览展示还是会议或论坛板块ꎬ 依旧主要围绕贸易、 投资、 基础设

０９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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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合作等传统经贸领域ꎮ 虽然第二届博览会增加了医疗健康和青年创新创业

等议题ꎬ 但是对标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ꎬ 在内容设置上仍然存在较大的丰富

空间ꎬ 如人文交流、 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等领域ꎮ 其二ꎬ «中非经贸合作案例

方案集» 所涉及的案例数量较少ꎬ 如第二届入选的案例只有 ４９ 个ꎬ 且案例行

业的广泛性、 案例选择的代表性以及案例分析的深入性均不够ꎬ 对指导中企

“走出去” 的作用有限ꎮ 其三ꎬ 闭会年系列活动与博览会的呼应程度不够ꎬ 难

以提升博览会的热度及其品牌影响力ꎮ 其四ꎬ 博览会给了品牌直接面对消费

者的机会ꎬ 但是由于供需不匹配加之消费者对展品的认知不足ꎬ 很难实现将

“展品变商品ꎬ 展商变投资商” 的目标ꎮ
第三ꎬ 办会软硬件设施配备不足ꎮ 从办会软件来看ꎬ 博览会的国际化程

度依旧不够ꎬ 主要表现在: 在中国参加的非洲参展商和采购商规模较小ꎻ 在

国际上尤其在非洲国家的知名度较低ꎮ 从办会硬件来看ꎬ 相较于中国—东盟、
中国—阿拉伯国家等双边、 区域性大型涉外经贸博览会ꎬ 湖南承办的博览会

起步较晚ꎬ 存在会展规模较小、 配套设施不足、 整体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ꎮ
受到地理位置的局限ꎬ 湖南承办国际展会的经验不足ꎬ 提升的空间还很大ꎮ
与此同时ꎬ 湖南交通基础设施、 展馆展位设施、 接待服务设施难以满足国际

大企业的参会要求ꎬ 与国家级、 国际化平台不相匹配ꎮ①

(三) 深化博览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底开幕ꎮ 博览会应围绕 “中非经

贸合作交流长效机制” 完善顶层设计和底层实践ꎬ 持续释放平台效应和溢出

效应ꎬ 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向更高水平、 更高质量发展ꎮ
第一ꎬ 完善顶层设计ꎮ 新时期ꎬ 博览会的发展战略应符合中非双方共同

利益ꎬ 服务中非经贸高质量发展ꎮ 现阶段ꎬ 中非共建高质量 “一带一路” 势

头强劲ꎬ 中非合作 “八大行动” 高质量落实ꎬ 继续高效推进落实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 及 «中非合作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 (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各项后续

行动ꎮ 未来ꎬ 中国应进一步将 “一带一路” 倡议、 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
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非洲各国发展战略以及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对接ꎬ 积极融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建设ꎬ 挖掘中非双方在经贸领域的重点

１９

① 北冰: «以中非经贸博览会为契机ꎬ 打造湖南内陆开放新高地»ꎬ 载 «新湘评论»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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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ꎬ 持续释放博览会的平台效应与溢出效应、 与先行区的联动效应ꎬ 推动

中非双方在贸易、 投资、 经济合作方面协调发展ꎮ
第二ꎬ 深入推进 “专业化、 市场化、 国际化” 的办会模式ꎮ 一是中央政

府与地方政府在协同办会中应明晰权责划分ꎬ 中央政府应赋予地方政府办会

更多自主权以提升办会效率和办会活力ꎻ 二是完善办会环境与制度ꎬ 系统优

化硬件配套设施ꎬ 增强湖南与浙江、 广东等对非经贸合作主要省份在中非物

流网络、 易货贸易、 企业 “走出去” 等方面的协作ꎬ 打破行政区划局限ꎬ 推

行资源共享、 建设同步、 政策协同、 利益共分的 “飞地经济” 长效合作模

式ꎻ① 三是参照进博会先行经验ꎬ 探索 “政府引导、 市场运作、 企业经营”
模式ꎬ 组建专业化运作机构———中非经贸博览局ꎬ 注重产业融合、 产城融合ꎬ
打造 “展馆—主办方—服务商” 会展产业生态链ꎬ 从前期筹划至结束全流程

服务博览会ꎻ 四是在博览会召开期间同步在非洲举办境外展ꎬ 并在国内外持

续推出闭会年对非经贸促进系列活动ꎬ 加大对博览会的推广和宣传力度ꎬ 不

断提升其品牌国际影响力ꎮ
第三ꎬ 提升 “讲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 的对话能力ꎮ 作为一个展示和交

流的平台ꎬ 博览会在具体的内容设计中ꎬ 相关议题虽然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ꎬ
但也需要进一步呼应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 其他板块ꎬ 以 “经贸 ＋ ” 理念讲

好中非经贸合作故事ꎮ 基于此ꎬ 可参考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虹桥国际经

济论坛经验ꎬ 在博览会闭会年增设中非经贸合作岳麓论坛ꎬ 探讨 “中非电子

商务合作” “中非减贫合作” “非洲绿色发展” “中非医疗合作” “中非文化交

流” “中非人才培养” 等议题ꎮ 为形成中非经贸合作领域的公共知识体系和

话语体系、 共建 “一带一路” 和全球经贸治理创新提供相关经验ꎬ 应秉持

时代性、 全面性、 代表性和实用性原则ꎬ 加强理论与实践融合并进ꎬ 持续

发布 «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ꎬ 形成中非经贸合作案例库ꎮ 其中ꎬ 在案

例库的建设中除了汇集成功案例之外ꎬ 也应汇入失败案例ꎬ 在激发中国企

业对非经贸合作热情的同时ꎬ 还可以展示经营风险、 投资风险和政策风险

等内容ꎮ②

２９

①

②

许和连、 肖皓: «打造新发展格局下对非经贸合作的 “湖南样板”»ꎬ 载 «湖南日报»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ꎮ
赖明勇: «办好中非经贸博览会 　 为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湖南力量»ꎬ 载 «湖南日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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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 挖掘 “人文交流、 数字创新、 绿色发展” 的新增长点ꎮ 为围绕落

实中非合作 “九项工程”ꎬ 博览会未来应紧扣人文交流、 数字创新和绿色发展

三大新兴议题ꎬ 一方面推动中非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ꎬ 另一方面分享中国可

资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模式ꎬ 在回应非洲对中国发展需求关切的同时ꎬ 展现中

国负责任大国形象ꎬ 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非 “经贸 ＋ ” 合作新故事ꎮ 其中ꎬ
在人文交流方面ꎬ 宣介中国与非洲在文化、 教育、 卫生、 智库、 青年和妇女

等方面的合作成果ꎬ① 推动地市层面对非缔结友好城市ꎬ 举办中非青年或妇女

主题活动ꎬ 积极打造中非人员交流 “管得住、 活力强、 民心通” 的新窗口ꎻ②

在数字创新方面ꎬ 宣传中国在人工智能、 云计算、 大数据、 区块链等新兴数

字技术的发展机遇、 发布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非数字经济合作案例ꎬ
加强中非双方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ꎻ 在绿色发展方面ꎬ 针对非洲气候变化

与能源转型等问题ꎬ 展示中国推进绿色发展的典型经验做法ꎬ 促进中非双方

在清洁能源、 利用航空航天技术应对气候变化、 农业、 森林、 海洋、 低碳基

础设施建设、 气象监测预报预警、 环境监测、 防灾减灾、 适应气候变化等领

域加强合作并务实开展合作项目ꎮ
第五ꎬ 完善后疫情时代的办会机制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中国应充

分发挥博览会的窗口作用ꎬ 紧抓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机遇ꎮ 其中ꎬ 在线上线下

融合办展方面ꎬ 中方应进一步将数据技术融入博览会ꎬ 加强大数据在博览会

筹备运行中的应用ꎬ 推进博览会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推动博览会向数据化以

及智能化转型ꎻ 在展览设计中ꎬ 应依托 “线上 ＋ 线下” 博览会平台充分展示

并宣传参展商及其展品的相关信息ꎬ 促进供需双方的理解和接受度ꎮ 在人员

管理与交流方面ꎬ 为进一步促进中非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ꎬ 应提前谋划外籍

人员本土管理政策ꎬ 分类管理入境、 滞留等事项ꎬ 提升配套服务质量ꎻ 优化

工作签证延期流程ꎬ 探索学生签证延期和就业管理ꎻ 制定并实施中非经贸类

人才政策ꎬ 确保人才享受相应福利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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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新烽、 吴传华: «大力促进中非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ꎬ 载 «红旗文稿»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８ 期ꎬ
第 ４８ 页ꎮ

谢赤、 肖皓: «立足新时代把握新机遇　 全面促进湘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ꎬ 载 «湖南日

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ꎮ



族群政治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

赵　 俊

　 　 内容提要　 非洲大湖地区不但具有族群政治的显著特征ꎬ 而且有独特的

历史发展轨迹ꎮ 非洲大湖地区在历史上发展出相对成熟的王权体系ꎬ 素有官

方 “修史” 和群体分类实践的传统ꎬ 具体体现于内容丰富的口述传统ꎮ 但当

地社会群体并没有卡斯特体系中那种严重的排他性ꎬ 且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

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ꎮ １９ 世纪下半叶ꎬ 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进入非洲大湖地

区ꎬ 对该地区诸王国和社会的认知构成了一种以 “原住民主义” 为本质特征

的殖民话语ꎬ 并对后续的殖民统治政策产生重要影响ꎬ 进而重塑了非洲大湖

地区原有的群体分类实践和历史进程ꎮ 面对殖民主义ꎬ 绝大多数非洲统治精

英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ꎬ 但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ꎬ 既有军事斗争和外交斗

争ꎬ 又有各自的政治调适方式ꎮ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随着族群政

治化ꎬ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最终形成ꎮ 族群政治未必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ꎬ
但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国家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上带来巨

大挑战ꎮ 族群政治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非洲大湖地区爆发大规模族群冲突的背

景ꎬ 也是今天刚果 (金) 东部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ꎮ 只有把族群政治纳入合

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ꎬ 非洲大湖地区实现政治稳定和自主发展才有可能ꎮ
关 键 词　 族群政治　 非洲大湖地区　 殖民统治 “原住民主义” 政治

调适

作者简介　 赵俊ꎬ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ꎮ

作为历史地理概念ꎬ 非洲大湖地区素以独特地形、 历史上相对成熟的王

权体系和群体分类、 各大群体的分化和对立而著称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４９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 «非洲通

史» (多卷本)” (ＬＳＹＺＤ２１０２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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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自 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以来ꎬ 非洲大湖地区一直是非洲安全热点

地区ꎬ 也是非洲族群政治研究的主要聚焦点之一ꎮ 族群政治泛指所有与族群

相关的政治现象ꎬ 具体包括: 族群关系的政治规范ꎬ 即处理族群关系所遵循

的普遍价值和规范性原则ꎻ 族性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与权力的关系ꎻ 族群冲突的解决

方式ꎻ 族群政策的政治逻辑ꎮ① 就此而言ꎬ 非洲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于 １９ 世

纪末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逐渐成型ꎮ １９５７ 年的 «胡图人宣言» ( Ｂａｈｕｔｕ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和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的卢旺达革命 (ｍｕｙａｇａ)ꎬ 是非洲大湖地区族群

政治成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ꎮ② 尽管相关研究把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的起源

追溯到殖民地时期ꎬ 甚至追溯到殖民者入侵前ꎬ 但往往流于史实的罗列和片

段式分析ꎬ 总体上缺乏对于族群政治形成 “机制” 的理解ꎬ 也就是说ꎬ 现有

研究侧重于非洲大湖地区历史的断裂处ꎬ 而对非洲大湖地区历史的整体性和

连续性有所忽视ꎮ③ 学术界关于殖民者入侵前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体系、 群体

分类、 社会组织存在诸多争议ꎬ 如关于胡图人 (Ｈｕｔｕ)、 图西人 (Ｔｕｔｓｉ) 的

起源、 殖民者入侵前的胡图人、 图西人究竟是不是不同的种族 /族群、 尼金亚

王国 (Ｎｙｇｉｎｙ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④ 究竟是不是 “畜牧封建主义”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国家、 契韦齐帝国 (Ｂａｃｗｅｚｉ Ｅｅｍｐｉｒｅ) 在历史上真实存在与否ꎬ 等等ꎮ 相关

历史考证与文化解读也多有不完备或矛盾之处ꎬ 这也是今天关于非洲大湖地

区的历史叙事常常出现概念泛滥、 立场偏激现象的重要原因ꎮ⑤ 与绝大多数研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关凯著: «族群政治»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１０ ~ １１ 页ꎻ Ｄａｎｉｅｌ Ｎ Ｐｏｓｎｅｒ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 － １０

“ｍｕｙａｇａ” 在卢旺达语中意为方向不定、 无法预测破坏性的强风ꎮ 卢旺达人用它形容 １９５９ 年

的动荡局势ꎮ １９５９ 年卢旺达社会革命实际上也是政治权力从图西人转到胡图人手中的转变过程ꎮ Ｓｅｅ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４１ － ５４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ｒａｎｓ ꎬ Ｓｃｏｔｔ
Ｓｔｒａｕ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Ｚｏｎｅ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１５

关于尼金亚王国ꎬ 须作简单的说明: 今天卢旺达的前身是尼金亚王国ꎬ 但在 １９６２ 年卢旺达共

和国独立前ꎬ 尼金亚王国只是今天卢旺达境内最大的王国ꎬ 当时还有几个小王国或酋邦尚未完全臣服

于尼金亚王国ꎮ 尼金亚王国、 卢安达—乌隆迪 (Ｒｕａｎｄａ － Ｕｒｕｎｄｉ) 中的卢安达、 卢旺达ꎬ 这 ３ 个专名

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地理范围并不完全相同的政治实体的称呼ꎮ
Ｓｅｅ Ｒｅｎé Ｌ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ꎬ “Ｌ’ Ｅｃｏｌ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 ｆｒａｎｃｏ － ｂｕｒｕｎｄａｉｓｅ ｕｎｅ éｃｏｌｅ ｐａｓ ｃｏｍｍｅ ｌｅｓ ａｕｔｒｅｓ”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０ꎻ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Ｂｕｒｕｎｄｉꎬ ｌｅ ｍéｔｉｅｒ
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ｎ － ｑｕｅｒｅｌｌｅ ｄ ’ éｃｏｌｅ?”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１ꎻ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Ｂａｌｉｂａｒ ａｎｄ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ｅｄｓ ꎬ Ｒａｃ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Ｃｌａｓ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４０ꎻ Ｅｖｅ Ｍ Ｔｒｏｕｔ Ｐｏｗｅｌｌꎬ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ｄ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Ｅｇｙｐｔꎬ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６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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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一样ꎬ 本文也将尼金亚王国作为重点分析对象ꎬ 这不仅是因为胡图人和图

西人的分化和对立在非洲大湖地区的表现最为典型和明显ꎬ 以及卢旺达在

１９９４ 年爆发种族大屠杀ꎬ 而且还因为非洲大湖地区尤其是刚果 (金) 东部地

区的冲突至今也受到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分化和对立的影响ꎮ 探究族群政治形

成的根源ꎬ 无疑有利于我们理解非洲大湖地区国家独立后的族群冲突ꎬ 也有

利于我们理解今天刚果 (金) 东部地区冲突背后族群政治的性质和历史脉络ꎮ

一　 大湖地区传统的群体分类与流动的身份认同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非洲大湖地区的主要王国有: 布尼奥罗王国

(Ｂｕｎｙｏｒｏ)、 布干达王国 ( Ｂｕｇａｎｄａ)、 安科莱王国 ( Ａｎｋｏｌｅ )、 托罗王国

(Ｔｏｒｏ)、 尼金亚王国、 卡拉圭王国 (Ｋａｒａｇｗｅ)ꎮ 关于这些王国的立国年代ꎬ
史学界充满争议ꎮ 不管如何ꎬ 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体系到 １９ 世纪仍在蓬勃发

展ꎬ 这是一个基本史实ꎮ 名之为王权体系ꎬ 是因为这些王国具有君主制的标

准属性: 有掌握最高统治权的君主和接连不断的王朝统治ꎻ 王权体系背后有

当地宗教支撑ꎻ 相对统一的财政、 军事、 司法制度ꎮ 除了这些标准属性外ꎬ
非洲大湖地区王权统治的建立还有一个相对独特的标志物———王鼓ꎮ① 王鼓在

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体系中的地位极高ꎬ 几乎是国王的化身ꎬ 也是王国境内

各大群体超越各自身份认同ꎬ 进而形成统一身份 (相当于现代意义上的国族)
的象征ꎮ 显然ꎬ 王权体系建立在社会等级秩序基础之上ꎬ 而社会等级秩序的

形成又离不开群体分类实践ꎮ 要了解前殖民地时代的群体分类ꎬ 非洲大湖地

区丰富的口述传统无疑是一个重要的、 或许也是唯一的窗口ꎮ
(一) 口述传统中的社会群体

在西方人到来前ꎬ 非洲大湖地区的干达语 ( Ｌｕｇａｎｄａ )、 基隆迪语

(Ｋｉｒｕｎｄｉ)、 卢旺达语 (Ｋｉｎｙａｒｗａｎｄａ) 等本土语言尚未发展成为书面文字ꎬ 但

６９

① 王鼓由专人打造ꎬ 也是王权的象征ꎮ 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王鼓犹如中国古代的传国玉玺ꎬ
不因王位更替而更替ꎮ 另有一说ꎬ 国王去世后ꎬ 其专用鼓会封存起来ꎬ 新王会另制新鼓ꎮ 但是ꎬ 这一

说法至少不适用于尼金亚王国: 自鲁甘祖二世恩多里 (Ｒｕｇａｎｚｕ Ⅱ Ｎｄｏｒｉꎬ 约 １５１０ ~ １５４３ 年在位) 之

后ꎬ 卡林加 (Ｋａｒｉｎｇａ) 王鼓一直是尼金亚王国的王鼓ꎮ 非洲大湖地区的王鼓皆有专名ꎬ 如安科莱王国

有王鼓巴戈因丹瓦 (Ｂａｇｙｅｎｄａｎｗａ)ꎬ 卡拉圭王国有王鼓尼亚巴塔马 (Ｎｙａｂａｔａｍａ)ꎬ 布尼奥罗王国有王

鼓鲁胡加 ( Ｒｕｈｕｇａ)ꎮ Ｓｅｅ Ｍ Ｆｏｒｔｅｓ ａｎｄ Ｅ Ｅ Ｅｖａｎｓ －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ｅｄｓ 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０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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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早已形成一整套王权制度ꎬ 包括王位继承制度、 赋税

制度、 军团制度等ꎮ 在文字出现前ꎬ 与非洲其他地区一样ꎬ 口述传统也是非

洲大湖地区历史和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ꎮ 非洲大湖地区有丰富的口述传统ꎬ
其中以尼金亚王国的口述传统最为丰富ꎬ 也最为系统化①ꎬ 甚至还在口述传统

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政治制度ꎬ 即乌布维鲁 (Ｕｂｗｉｒｕ) 制度ꎮ
殖民者入侵前ꎬ 尼金亚王国有一个特权群体ꎬ 即维鲁 (Ｂｗｉｒｕ)ꎬ 他们守

护着王室秘典ꎬ 即乌布维鲁ꎮ 维鲁的权力很大ꎬ 甚至还有两位维鲁受封为大

维鲁王 (Ｕｍｗｉｒｕ － ｋｉｎｇ)②ꎬ 并配有专属王鼓ꎮ 一般而言ꎬ 维鲁出身于特定氏

族ꎬ 但国王也会把有些酋长、 有功之臣提拔为维鲁ꎬ 可谓世袭制和选拔制并

行ꎮ 乌布维鲁既相当于一部法典ꎬ 又相当于一部王国 “官史” (包括立国神

话)ꎬ 涉及王国时代政治、 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ꎮ “官史” 修撰有制度性

保障ꎬ 而且其本身也是王权体系的一部分ꎮ 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立国神话

是当地口述传统的重要内容ꎬ 也都直接或间接涉及群体分类ꎮ 卢旺达历史学

家亚历克西卡加梅曾说乌布维鲁里面 “一个音节也没有变过”ꎬ 但口述传统

的确深受王权政治影响ꎮ③ 史学界在口述传统的史料价值方面存在争议ꎬ 但大

都认为可以从口述传统中提炼出相对确切的文化信息ꎮ
尼金亚王国的立国神话大体如下: “基格瓦 (Ｋｉｇｗａ) 从天上降落凡尘ꎬ

有三子: 小胡图 (Ｇａｈｕｔｕ)、 小图西 (Ｇａｔｕｔｓｉ) 和小特瓦 (Ｇａｔｗａ)ꎮ 为挑选继

承人ꎬ 基格瓦决定考验其子ꎬ 让每个儿子晚上都看守着一罐牛奶ꎮ 次日ꎬ 基

格瓦发现: 小特瓦喝掉了牛奶ꎬ 小胡图睡觉时打翻了牛奶ꎬ 唯有小图西一整

夜守护着牛奶ꎮ 由此ꎬ 基格瓦认定小图西为继承人ꎬ 小胡图为奴隶ꎬ 小特瓦

７９

①

②

③

这方面主要归功于卢旺达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卡加梅的贡献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ꎬ 亚历克西卡

加梅开始搜集、 整理卢旺达的口述传统ꎬ 汇集成册ꎬ 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本历史著作ꎮ Ｓｅｅ Ｌａ Ｐｏéｓｉｅ
Ｄｙｎａｓｔｉｑｕｅａ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ＡＲＳＯＭꎬ １９５１ꎻ Ｌｅ Ｃｏｄｅ ｄ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 Ｐｒéｃｏｌｏｎｉａｌ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ＲＣＢꎬ １９５２ꎻ Ｕｎ Ａｂｒéｇé ｄｅ Ｌ’ Ｅｔｈｎｏ －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Ｂｕｔａｒ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１９７２

在卢旺达语中ꎬ “ｕｍｗｉｒｕ” 为复数拼写形式ꎬ “ａｂｗｉｒｕ / ｂｗｉｒｕ” 为单数拼写形式ꎮ 尼金亚王国历

史上有两大维鲁王: 第一个维鲁王ꎬ 也是第一个维鲁ꎬ 出身于措贝 (Ａｂａｔｓｏｂｅ) 氏族ꎻ 第二个维鲁王ꎬ
也是第五个维鲁ꎬ 出身于科诺 (Ａｂａｋｏｎｏ) 氏族ꎮ

杰克古迪 (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 承认书面文化和口头文化有不同的记忆方法ꎬ 但并不接受弗里德里

克巴特利特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的观点ꎬ 即不识字的非洲人对于 “死记硬背” ( ｒｏ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有特殊能力ꎮ Ｓｅｅ 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ꎬ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Ｆａｒａ ａｎｄ Ｋａｒａｌｙｎ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ｅｄｓ ꎬ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７４ꎻ Ｊａｎ Ｖａｎｓｉｎａꎬ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Ｒｗａｎｄａ:
ｔｈｅ Ｎｙｇｉｎｙ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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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沦为贱民ꎮ”①

布隆迪王国的立国神话有上百个版本ꎬ 其中最重要、 最著名的版本大体

如下: “坎巴兰塔马 (Ｃａｍｂａｒａｎｔａｍａ) 是亲王贾布韦 (Ｊａｂｗｅ) 和王后恩索罗

(Ｎｓｏｒｏ) 的私生子ꎮ 贾布韦和恩索罗把坎巴兰塔马寄养在布哈 (Ｂｕｈａ) 国王

鲁辛达的王宫里ꎬ 坎巴兰塔马替鲁辛达看护牛群ꎮ 几个占卜师来到布哈ꎬ 说

出坎巴兰塔马的真正身份ꎮ 于是ꎬ 坎巴兰塔马同几个占卜师一道离开布哈国王

的王宫ꎮ 抵达恩科马 (Ｎｋｏｍａ) 山后ꎬ 坎巴兰塔马献祭了一头公牛ꎬ 并把公牛

皮盖在白蚁丘上ꎬ 随后公牛皮下传出一些声响ꎬ 原来是有一条大蛇想要逃跑ꎮ
这也就是布隆迪王鼓的第一次亮相ꎮ 此后ꎬ 坎巴兰塔马改称恩塔雷 (Ｎｔａｒｅ) 
一路奔向恩科马山顶ꎬ 并在途中建造了布隆迪王国的几座都城ꎮ”②

布干达的立国神话大体如下: “金图 (Ｋｉｎｔｕ) 从天上降落凡尘ꎬ 并带来

所有文明元素 (香蕉、 谷物、 牛、 家禽、 铁器、 树皮布、 新月节等)ꎮ 金图之

妻南比 (Ｎａｍｂｉ) 是天国国王古卢 (Ｇｕｌｕ) 之女ꎮ 南比随金图降落凡尘ꎬ 但

忘记把小米 (ｍｉｌｌｅｔ) 带下来ꎬ 于是又返回天上乌龟是金图夫妇的帮手ꎬ
而且金图听从了乌龟的计策ꎬ 打败了大蛇本巴 (Ｂｅｍｂａ)ꎮ”③

立国神话自然不是史实ꎬ 却是我们了解殖民者入侵前非洲大湖地区群体

分类信息的重要来源ꎬ 从立国神话中也可以揭示出不同王国在群体分类实践

上的差异ꎮ 第一ꎬ 尼金亚王国和布干达王国的立国神话把立国者设定为天神ꎬ
君权神授色彩浓厚ꎬ 而布隆迪王国的立国神话则把立国者设定为世俗英雄ꎬ
且其出身为私生子ꎮ 无独有偶ꎬ 安科莱王国、 托罗王国、 布尼奥罗王国的立

国者ꎬ 尤其是布尼奥罗的立国者鲁基迪 (Ｒｕｋｉｄｉ) 也都是从未知领地过来的

冒险家ꎬ 出身于 “野蛮人”ꎮ④ 第二ꎬ 尼金亚王国的立国神话直接涉及群体分

类ꎬ 并把胡图人、 图西人、 特瓦人 (Ｔｗａ) 视为同源同宗ꎬ 但赋予这 ３ 个群体

不同的社会地位ꎮ 此外ꎬ 安科莱王国、 布干达王国、 尼金亚王国、 布隆迪王

国的口述传统都受到契韦齐帝国及其立国神话的影响ꎬ 这些王国都属于契韦

８９

①

②
③

④

[法国] 勒内勒马尔尚著: «卢旺达和布隆迪»ꎬ 钟槐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５ 年版ꎬ 第 ４８
页ꎮ 本文引用时文字略有改动ꎮ 原文中的 “Ｇａｈｕｔｕ” “Ｇａｔｕｔｓｉ” “Ｇａｔｗａ” 分别音译为加胡图、 加图西、
加特瓦ꎮ 其实ꎬ 在卢旺达语中ꎬ 前缀 “Ｇａ” 是小一辈的意思ꎬ 相当于英文姓名中的 “ｊｕｎｉｏｒ”ꎮ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１１５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Ｃ Ｒａｙꎬ Ｍｙｔｈꎬ Ｒｉｔｕａｌꎬ ａｎｄ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 ｉｎ Ｂｕｇａｎｄ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５４ － １０３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１０２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探源　

齐文化圈ꎮ① 因此ꎬ 有学者甚至认为契韦齐帝国是从种族角度理解非洲大湖地

区诸王国形成的重要入口ꎮ② 根据口述传统ꎬ 安科莱王国的立国者是瓦马拉

(Ｗａｍａｒａ)ꎬ 当地统治阶层自称是希马 (Ｂａｈｉｍａ / Ｂａｈｕｍａ) 牧民ꎬ 并把当地农

民称为伊鲁人 (Ｂａｉｒｕꎬ 带有贬义ꎬ 相当于农奴)ꎮ
包括立国神话在内的口述传统ꎬ 已经涉及今天非洲大湖地区主要 “族

群”ꎬ 但其身份不是一种 “存在状态”ꎬ 而是由 “行动” 来定义的ꎮ③ 也就是

说ꎬ 非洲大湖地区口述传统虽然涉及社会群体的地位差别和王权统治的合法

性基础ꎬ 但是当地社会群体没有卡斯特体系 (Ｃａｓ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中那种严重的排

他性ꎬ 且当地社会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具有明显的流动性ꎮ
(二) 流动的身份认同

安科莱王国不允许希马人娶伊鲁女人为妻ꎬ 但可以纳伊鲁女人为妾ꎬ 所

生的后代属于准种姓阶层 “姆巴里” (Ａｂａｍｂａｒｉ)ꎬ 一般而言在群体分类上也

属于伊鲁人ꎬ 但也有机会成为希马人ꎮ④ 尼金亚王国图西人口中的胡图人也一

样带有贬义ꎬ 几乎相当于言行粗鄙者的代名词ꎮ 与安科莱王国的情况有点类似ꎬ
图西人、 胡图人的身份标签也并非一成不变ꎮ 在乌布哈克制度 (Ｕｂｕｈａｋｅ)⑤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契韦齐帝国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ꎬ 史学界有争议ꎮ 虽然根据目前的考古证据 (至少

就笔者目力所及) 也无法做出最终判断ꎬ 但我们至少可以暂且认定契韦齐帝国是一个地理覆盖范围比

较大的文化圈ꎬ 并认为这一判断相对可靠ꎬ 根据有三: 第一ꎬ 诸王国口述传统中的立国者名号及其互

相之间的联系ꎬ 尤其体现在布尼奥罗、 托罗、 安科莱这三个王国立国者之间的联系ꎻ 第二ꎬ 安科莱、
托罗、 布干达、 尼金亚等王国境内一些地名与契韦齐帝国神话中的英雄人物的名号有重合ꎬ 如今天卢

旺达的小镇尼亚马塔 (Ｎｙａｍａｔａꎬ 与契韦齐帝国神话传说中一位国王的女儿同名) 等ꎻ 第三ꎬ 从基伍

湖畔到卡通加河 (Ｋａｔｏｎｇａ) 流域的地区ꎬ 普遍存在库班杜瓦崇拜 (Ｋｕｂａｎｄｗａ / Ｅｍｂａｎｄｗａ Ｃｕｌｔ)ꎮ
Ｓｅｅ Ａ Ｒ Ｄｕｎｂａｒ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Ｋｉｔａｒａ － Ｂｕｎｙｏｒｏꎬ Ｎａｉｒｏｂｉ: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５ꎻ Ｍ Ｓ

Ｍ Ｋｉｗａｎｕｋａ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Ｂｕｎｙｏｒｏ Ｋｉｔａｒａ: Ｍｙｔｈ ｏ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８ꎻ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ｐ ９５ －９９

Ｒｉｔａ Ａｓｔｕｔｉꎬ “ ‘Ｔｈｅ Ｖｅｚｏ Ａｒｅ Ｎｏｔ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 Ｆｉｓｈ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ｉｓｔ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９５ꎬ ｐ ４６６ 丽塔阿斯

图蒂 (Ｒｉｔａ Ａｓｔｕｔｉ) 研究的是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 (Ｖｅｚｏ)ꎬ 但这一论断也大体上适用于非洲大湖地区ꎮ
Ｍ Ｆｏｒｔｅｓ ａｎｄ Ｅ Ｅ Ｅｖａｎｓ － Ｐｒｉｔｃｈａｒｄ ｅｄｓ 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１９５０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２４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ｉｓ Ｋａｇａｍｅꎬ Ｌｅ Ｃｏｄｅ ｄ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 Ｐｒéｃｏｌｏｎｉａｌꎬ ＩＲＣＢꎬ Ｖｏｌ ｘｘｖｉꎬ

ｆａｓｃ Ｉꎬ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ꎬ １９５２ꎻ Ａｌｅｘｉｓ Ｋａｇａｍｅꎬ Ｕｎ Ａｂｒéｇé ｄｅ ｌ’ ｅｔｈｎｏ －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Ｂｕｔａｒ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１９７２ꎻ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ｌｉｎｄａ Ｋａｂｗｅｔｅꎬ Ｓｏｍ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Ｓａａｒｂｒüｃｋｅｎ: Ｌａ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ｍｂＨ ＆ Ｃｏ ＫＧꎬ ２００２ 根据卢旺达历史学家夏

尔穆林达卡布韦泰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ｌｉｎｄａ Ｋａｂｗｅｔｅ) 的归纳ꎬ 尼金亚王国有四大传统制度: 乌布维鲁

(Ｕｂｗｉｒｕ)、 乌布哈克 (Ｕｂｕｈａｋｅ)、 乌布孔德 (Ｕｂｕｋｏｎｄｅ)、 英加博 ( Ｉｎｇａｂｏ)ꎬ 分别涉及政治、 庇护关

系、 土地、 军事等方面ꎮ 关于乌布哈克制度的大致内容ꎬ Ｓｅｅ Ａｉｍａｂｌｅ Ｔｗａｇｉｌｉｍａｎａ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６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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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即便受庇护者是图西人ꎬ 庇护者也称之为胡图人ꎮ 当然ꎬ 这种情况下的

胡图人称呼很可能只是一种表达方式ꎬ 以形容处境不好的图西人ꎮ
与安科莱王国伊鲁人主要通过姻亲关系实现身份转换的情况不同ꎬ 尼金

亚王国胡图人的去胡图化 (ｄｅ － Ｈｕｔｕｉｚｅ) 主要源于财富的累积ꎬ 实现去胡图

化的家族就属于去胡图化的人 (ｉｃｙｉｈｕｔｕｒｅ)ꎬ 通过姻亲实现身份转换的现象也

存在ꎬ 但这两种情况下的去胡图化的人会不会转化为图西人ꎬ 则视不同政治

情势而定ꎮ① 类似的现象也出现于布尼奥罗和布干达ꎬ 甚至有些群体成员的身

份标签能够实现跨王国转换ꎮ②

非洲大湖地区各大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在殖民者入侵前确实呈现出一定

的流动性ꎬ 当地 “社会” 不是由具有明显边界的部落或种族组成的ꎬ 与之相

反ꎬ 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流动的、 重叠的社会网络ꎬ 个体具有多个群体成员身

份ꎬ 且群体之间的边界并不固定ꎬ 而是视情势而定ꎮ③

具体来说ꎬ 非洲大湖地区各大群体成员的身份认同的流动性ꎬ 主要源于

两大因素: 一是非洲大湖地区农耕者与畜牧者的互惠机制或庇护制度ꎬ 如安

科莱王国的奥库托伊沙 (Ｏｋｕｔｏｉｓｈａ) 制度、 尼金亚王国的乌布哈克制度、 布

隆迪王国的布阿阿比雷 (Ｂｕａａｂｉｒｅ) 制度ꎮ 这 ３ 个王国庇护制度的具体实践方

式不同: 安科莱王国的奥库托伊沙制度、 布隆迪王国的布阿阿比雷制度中的

庇护者会定期送给受庇护者一头或几头牛ꎻ 乌布哈克制度 (尤其是在殖民统

治后期) 中的受庇护者只有牛的使用权ꎬ 却没有牛的所有权ꎬ 不过ꎬ 受庇护

者因战功而获得的牛除外ꎮ 安科莱王国的统治阶层曾禁止伊鲁人养牛ꎬ 尼金

亚王国、 布隆迪王国的统治阶层也曾禁止胡图人养牛ꎬ 但这 ３ 个王国的统治

阶层也确实又常常把牛赏赐、 赠予有特别贡献的伊鲁人或胡图人ꎮ 换言之ꎬ
殖民者入侵前的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本身的 “习俗” 或制度已经在限制群体

成员资格ꎬ 但仍有弹性空间ꎬ 王权政治并没有以群体身份的标准来划界ꎮ 畜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１９０ꎻ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ｐ １４ 关于胡图人和图西人的身份转换ꎬ 也可参见赵

俊: «族群边界、 权力介入与制度化———卢旺达族群关系的历史变迁及其政治逻辑»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８ ~ ７８ 页ꎮ

Ｃａｒｏｌｅ Ａ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ꎬ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Ｔｈｅ Ｋｉｔａｒ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１９７８ꎬ ｐ ４１５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ｐｅａｒꎬ “Ｎｅｏ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１１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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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也要为酋长和王室服劳役和兵役ꎬ 而农耕者则要把一部分农作物收成以

贡品的形式上交给王宫或供奉着王鼓的神社ꎬ 相当于 “国库”ꎬ 贡品除了供统

治阶层享用外ꎬ 也会在农业歉收的年份里分发给臣民以纾困ꎮ
二是非洲大湖地区的氏族及其结盟方式ꎮ 殖民者入侵前ꎬ 家族、 世系、

氏族显然是非洲大湖地区最主要的社会组织ꎬ 尤其是氏族ꎮ 这一点在尼金亚

王国的表现得最为突出ꎬ 卢旺达语单词 “ｕｂｗｏｋｅ” 的词义从原来的氏族扩展

到种族和族群ꎬ 几乎就是卢旺达人群体分类实践史的缩影ꎮ① 尼金亚王国有

１８ 个氏族ꎬ 包括国王所属的尼金亚氏族 (Ａｂａｎｉｙｉｇｉｎｙａ)ꎬ 而且这 １８ 个氏族都

包含图西人、 胡图人和特瓦人ꎮ 一般而言ꎬ 在大多数氏族里ꎬ 胡图人所占的

比例为 ８５％ ~９０％ ꎬ 但图西人在尼金亚氏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４０％ ꎮ② 由此

可见ꎬ 殖民者入侵前的尼金亚王国没有单一由图西人或胡图人构成的氏族ꎮ
一般而言ꎬ 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ꎬ 但非洲大湖地区的氏族也呈现出不以血

缘为基础、 跨地域分布的特点ꎮ 布隆迪西北部的一个山头有 １１ 个氏族ꎬ 而这

些氏族在其他偏远地区也有其成员ꎮ③ 乌干达西部也有类似的情况ꎮ 这一特点

源于非洲大湖地区氏族之间的三大结盟方式: 一是歃血而盟ꎻ 二是戏谑而盟

(两个氏族彼此嘲笑ꎬ 以喜剧形式假想彼此有亲缘关系)ꎻ 三是以禁止捕猎某

种动物而结盟ꎮ 在卢旺达语中ꎬ 歃血而盟对应于 “ｂｕｎｙｗａｎｅ”ꎬ 戏谑而盟对应

于 “ｕｂｕｓｅ”ꎬ 如托罗王国的孔乔 ( Ｂａｋｏｎｊｏ) 氏族是尼金亚王国境内西吉

(Ｂａｓｉｇｉ) 氏族的结盟者ꎬ 也就是说ꎬ 孔乔氏族、 西吉氏族形成一个拱形氏族

集团ꎬ 而孔乔氏族、 西吉氏族都演变为拱形氏族集团的分支ꎻ 在卡拉圭王国ꎬ
有数个氏族都禁止捕猎某种动物ꎬ 并由此联合为一个大氏族ꎬ 且那种动物也

因此成为大氏族的图腾ꎮ④

另外ꎬ 尼亚姆韦齐人 (Ｎｙａｍｗｅｚｉ) 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有点特殊ꎬ 却也

从另外一个角度揭示出非洲大湖地区群体成员身份认同的流动性ꎮ １９ 世纪前ꎬ
东非沿海人泛称坦噶尼喀内陆专门从事贸易的人为尼亚姆韦齐人ꎬ 但尼亚姆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Ｃ Ｎｉｙｏｍｕｇａｂｏꎬ Ｋｉｎｙａｒｗａｎｄａ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ꎬ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２４５ꎻ Ａｉｍａｂｌｅ
Ｔｗａｇｉｌｉｍａｎａ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６２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９１
Ｅｍｉｌｅ Ｍｗｏｒｏｈａꎬ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Ｂｕｒｕｎｄｉ: ｄ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à ｌａ ｆｉｎ ｄｕ ＸＩＸｅ ｓｉèｃｌｅꎬ Ｈａｔｉｅｒ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１０１ －

１０２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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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齐人的族群身份也是后来在德国人的殖民统治下才逐渐塑造而成的ꎮ①

直到 ２０ 世纪初ꎬ 胡图人和图西人也都嵌于氏族之内ꎬ 并没有典型的部落

特征ꎮ 他们说同一种语言ꎬ 都信奉传统宗教库班杜瓦 (Ｋｕｂａｎｄｗａ)ꎬ 生活习俗

也类似ꎮ 若从 “建构论” 的角度冠之为族群ꎬ 也并非不可ꎮ 但是ꎬ 殖民者入

侵前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权政治ꎬ 主要围绕中央王权与地方势力之间的角力、
扩疆拓土等而展开ꎬ 各大群体之间也不存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明确的政

治规范ꎮ 除了王族维护血统纯正外ꎬ 其他群体没有明显的族群政治意识ꎮ 也

就是说ꎬ 非洲大湖地区群体分类和氏族重构在西方人到来前仍在按照自身的

历史轨迹演进ꎬ 只是随着殖民话语的形成和殖民统治的到来ꎬ 政治因素在非

洲大湖地区氏族重构过程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大ꎮ②

二　 殖民统治下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化

探险与传教是殖民帝国的前奏ꎬ 而且探险家和传教士在当时种族主义盛

行的欧洲成为殖民话语的制造者ꎮ 所谓 “殖民话语”ꎬ 主要表现为西方探险

家、 传教士、 殖民官员的报告文学、 通俗新闻报道、 探险日志、 旅行游记、
回忆录等非小说类作品中那些充满转喻而又缺乏最终结论的判断ꎬ 由此也直

接暴露出殖民主义在非洲认知上的裂痕和矛盾之处ꎮ 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是

第一批进入非洲大湖地区的西方人ꎬ 而起初殖民官员对非洲当地社会、 群体

又缺乏了解ꎬ 因此殖民官员在制定殖民政策时非常看重探险家和传教士尤其

是传教士的判断和知识ꎮ 德国首任驻卢旺达特别代表理查德坎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ａｎｄｔ)、 英国驻乌干达保护国特别专员哈里约翰斯顿 (Ｈａｒｒｙ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本

身就痴迷于探险和先辈探险家的作品ꎮ 比利时殖民官员最初在制定殖民统治

政策时非常看重在卢安达生活多年的克拉斯主教 (Ｍｇｒ Ｃｌａｓｓｅ) 的意见ꎮ 殖民

官员可谓探险家和传教士的殖民话语的首批受众ꎬ 而且殖民官员随后也成为

殖民话语的制造者ꎬ 并通过具体的殖民政策对非洲大湖地区历史进程和当地

群体身份认同产生深远的影响ꎮ

２０１

①
②

Ａｌｅｘ Ｔｈｏｍｓｏｎꎬ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６４ － ６５
Ｄａｖｉｄ Ｎｅｗｂｕｒｙꎬ “Ｃｌａｎｓ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 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３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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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殖民话语与族群或种族阶序观念

１８５８ ~ １８５９ 年ꎬ 理查德伯顿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ｕｒｔｏｎ) 和约翰汉宁斯皮克

(Ｊｏｈｎ Ｈ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ｅｋｅ) 前往坦噶尼喀湖地区探险ꎻ １８６０ ~ １８６３ 年ꎬ 约翰汉

宁斯皮克再次踏上探寻尼罗河源头之旅ꎬ 并在詹姆斯Ａ 格兰特 ( Ｊａｍｅｓ
Ａ Ｇｒａｎｔ) 陪同下前往非洲大湖地区腹地ꎬ 先后进入卡拉圭王国、 布干达王

国、 布尼奥罗王国ꎬ 但没有进入尼金亚王国和布隆迪王国ꎮ １８７４ ~ １８８９ 年ꎬ
亨利莫尔顿斯坦利 (Ｈｅｎｒｙ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３ 次进出非洲大湖地区ꎬ 主要

活动范围在今天的乌干达、 刚果 (金)、 苏丹、 南苏丹等国境内ꎮ １８９２ 年ꎬ
奥地利探险家奥斯卡鲍曼 (Ｏｓｃａｒ Ｂａｕｍａｎ) 进入布隆迪和卢旺达ꎻ① １８９４
年ꎬ 德国皇家第二骑兵团中尉冯格岑 (Ｖｏｎ Ｇöｔｚｅｎ) 先后抵达卢旺达和布隆

迪ꎬ 并于 １８９９ 年在布隆迪王国都城乌松布拉 (Ｕｓｕｍｂｕｒａ)② 设立兵站ꎬ 就此

正式确立了德国在布隆迪和卢旺达的殖民统治ꎬ 布隆迪和卢旺达被合称为卢

安达—乌隆迪 (Ｒｕａｎｄａ － Ｕｒｕｎｄｉ)ꎬ 沦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ꎮ③ 这些探险家和

殖民者对非洲大湖地区当地群体和王权的认知ꎬ 构成了殖民话语的基本内涵ꎬ
并对后来的殖民统治政策和非洲大湖地区统治精英、 被统治群体的身份认同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ꎮ 在上述探险家和殖民者中ꎬ 斯皮克的影响最大ꎮ 因此ꎬ
我们不妨把斯皮克的代表作 «尼罗河探源日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ｌｅ) 作为主要分析对象ꎬ 并结合其他探险家、 传教士和殖民官

员的叙述ꎬ 以揭示殖民话语的特点ꎮ④

第一ꎬ 从话语的定位来看ꎬ 殖民话语主要有三大 “桥段”ꎮ 一是种族主

义ꎮ 斯皮克在 «尼罗河探源日志» 的开篇中说ꎬ “我们必须记住: 欧洲人、 亚

洲人借助先知与上帝的交流ꎬ 得到了上帝的祝福ꎬ 也接受神圣的律法ꎬ 以规

范自身的行为ꎬ 铭记上帝的恩赐ꎻ 而非洲人却没有ꎬ 既不知天命ꎬ 也不晓未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１９ 世纪末ꎬ 尼金亚王国的统治疆域已经覆盖今天卢旺达的大部分地区ꎬ 故此处称卢旺达ꎮ
今天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 (Ｂｕｊｕｍｂｕｒａ) 的旧称ꎮ
其实ꎬ 早在 １８８４ ~ １８８５ 年 “瓜分非洲” 柏林会议上ꎬ 卢安达—乌隆迪就已经被纳入德属东非

(Ｇｅｒｍａｎ 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ꎬ 但德国人当时并没有对该地区实现完全控制ꎮ 除了卢安达—乌隆迪外ꎬ 德属东

非还包括今天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即坦噶尼喀 (Ｔａｎｇａｎｉｃａ) 和今天莫桑比克的北部地区ꎮ １９２４ 年ꎬ 国

际联盟 (Ｌｅａｇｕ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把卢旺达和布隆迪的委托统治权授予比利时ꎬ 至此卢安达—乌隆迪这一称

呼才算正式确定下来ꎮ
这里借鉴了戴维斯珀尔 (Ｄａｖｉｄ Ｓｐｕｒｒ) 的分析方法ꎮ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Ｓｐｕｒｒꎬ 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ꎬ Ｔｒａｖ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１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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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ꎻ 因此ꎬ 非洲人只相信运气和魔法ꎬ 只想在这个世界上自保ꎮ”① 这段表述

其实源于 «圣经» 故事: 含 (Ｈａｍ) 受到诅咒ꎬ 含的后代将沦为其弟兄闪

(Ｓｈｅｍ) 和雅弗 (Ｙａｐｈｅｔｈ) 后代的奴仆ꎮ 斯皮克无疑是在重复当时欧洲种族

主义谬论: 非洲人是含的后代ꎬ 受到诅咒ꎬ 注定沦为高等种族的奴仆ꎮ 斯皮

克在 «尼罗河探源日志» 的多处论述中明显使用了转喻修辞ꎬ 且一些论断毫

无经验根据ꎮ 二是王族起源ꎮ 斯皮克告诉卡拉圭国王鲁马尼卡 (Ｒｕｍａｎｉｋａ)ꎬ

说鲁马尼卡的长相和希马人有相似之处ꎬ 鲁马尼卡所属的王族起源于希马人ꎻ

基塔拉王国起源于盖拉人 (Ｇａｌｌａ) 向南方的扩散或扩张ꎬ 并说 “我们不妨这

么猜想”ꎮ② 三是地名改称ꎮ 斯皮克以及紧随其后前往非洲大湖地区的探险家

塞缪尔贝克 (Ｓａｍｕｅｌ Ｂａｋｅｒ) 和斯坦利ꎬ 或以英国王室成员ꎬ 或以皇家地理

学会会长的姓名把非洲大湖地区的一些湖泊命名为维多利亚湖、 艾伯特湖、

爱德华湖、 乔治湖、 默齐森瀑布等ꎮ③ 转眼之间ꎬ “中部非洲湖间地区宛如伦

敦郊区”ꎮ④

第二ꎬ “桥段” 重复、 变化的节奏完全契合于殖民统治的需求ꎮ 西方探险

家、 传教士、 殖民官员的殖民话语中的所有 “桥段”ꎬ 都在把非洲当地知识或

话语转变为欧洲人基于自身历史进程而构建出来的话语体系ꎮ⑤ 殖民话语中不

断出现风景审美化与非洲人行为粗俗化的叙事ꎬ 并让两者之间形成鲜明对比ꎮ

理查德伯顿赞赏坦噶尼喀湖风景ꎬ 斯皮克赞美维多利亚湖风景ꎬ 但两人又

都在持续以鄙夷的措辞贬低当地挑夫和当地其他人秉性ꎬ 斯皮克甚至把布干

达王国王太后喝酒的姿态斥为 “猪饮”ꎮ⑥ 殖民话语的制造者在解读 “当地风

景所展现出来的美、 秩序、 庄严的时候也把非洲大湖地区未来接受欧洲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ｈｎ Ｈ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ｅｋ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ｌｅꎬ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ｏｎｓꎬ １８６３ꎬ ｐ ｘｉｉｉ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４７
当时ꎬ 布干达人称维多利亚湖为 “Ｎｙａｎｚａ”ꎮ 在干达语中ꎬ Ｎｙａｎｚａ 也指池塘等水域ꎬ 并非特指

维多利亚湖ꎮ 非洲当地人分别称艾伯特湖、 爱德华湖、 乔治湖为鲁维坦齐盖湖 (Ｒｗｉｔａｎｚｉｇｅ)、 鲁韦鲁

湖 (Ｒｗｅｒｕ)、 马斯约罗湖 (Ｍａｓｙｏｒｏ)ꎮ 扎伊尔总统蒙博托 (Ｍｏｂｕｔｕ)、 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 ( Ｉｄｉ
Ａｍｉｎ) 都曾经用自己的姓名来重新命名艾伯特湖和爱德华湖ꎬ 但新名都没有延用太长时间ꎮ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２０４
Ｊｏｈｎ Ｈ Ｍ Ｂｅａｔｔｉｅꎬ “Ｂｕｎｙｏｒｏ: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Ｆｅｕｄａｌｉｔｙ?”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３２
Ｊｏｈｎ Ｈａｎｎｉｎｇ Ｓｐｅｋ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ｌｅꎬ ｐ 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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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导后会变得更有序、 更美丽的想象投射进去”ꎮ① 在殖民统治初期ꎬ 西方

传教士、 殖民官员沿用探险家的 “桥段”ꎬ 继续美化非洲大湖地区的王族ꎬ 比

较有代表性的表述为: “希马人 (Ｂａｈｉｍａ) 长得漂亮ꎬ 肤色较浅ꎬ 完全不同于

属于劣等种族的胡图农民ꎬ 他们具有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ꎬ 所有这一切似乎

都说明希马人具有闪族人的血统ꎮ” 比利时殖民官员雷诺德布里耶 (Ｒｅｎａｕｄ

ｄｅ Ｂｒｉｅｙ) 甚至还推断图西人极有可能是业已沉没的亚特兰蒂斯岛 (Ａｔｌａｎｔｉｓ)

的幸存者ꎮ②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殖民话语中的 “桥段” 出现变化ꎬ 此时恰

逢西方殖民统治发生危机之际ꎬ 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为: “我的一些助手认

为ꎬ 我单单镇压图西人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支持、 保护卢旺达民

众我自问ꎬ 是什么促使我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案来处理问题? 答案清楚无

疑ꎬ 我想支持卢旺达民众维护自己的尊严ꎬ 或者说ꎬ 我想撕掉假面具ꎬ 把本

质上体现为压迫和不公正的贵族政治暴露于众ꎮ”③

由此可见ꎬ 殖民话语把种族或族群观念带入非洲大湖地区ꎬ 并给非洲大

湖地区的政治注入了种族或族群阶序观念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

代非洲大湖地区种族或族群阶序观念或曰殖民话语发生变化ꎬ 其原因除了殖

民统治出现危机外ꎬ 也与非洲国家独立运动和全球范围去殖民化浪潮密切相

关ꎮ 乌干达学者马哈茂德马姆达尼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 把殖民话语及深

受其影响的殖民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规范 (从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的角

度来说ꎬ 也就是种族或族群阶序观念) 界定为 “原住民主义”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ꎬ

究其本质ꎬ 也就是错误的 “欧洲中心论”: 移住民是现代的ꎬ 原住民则不是ꎻ

界定移住民的是历史ꎬ 而界定原住民的是地理ꎻ 立法和制裁界定现代政治社

会ꎬ 习惯性服从界定原住民社会ꎮ 持续进步是移住民文明的标志ꎬ 而原住民

习俗只是自然的组成部分ꎮ 除了惯常的 “分而治之” 策略外ꎬ 西方殖民者至

５０１

①

②

③

“风景审美化” 源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ｒａｔｔ) 的观点ꎮ 玛丽路易斯普

拉特认为ꎬ 维多利亚时代关于探险发现的作品ꎬ 在修辞上主要使用三大策略: 风景审美化 (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ｓ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ｚｅｄ)、 意义的稠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预设了观察者与被观察对象之间的控制关

系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ｅｎ)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ｙ Ｌｏｕｉｓｅ Ｐｒａｔｔꎬ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ｙｅ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００ － ２１３

Ｊ Ｂ Ｐｉｏｌｌｅｔꎬ Ｌ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ｓ ａｕ ＸＩＸèｍｅ ｓｉèｃｌ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ｄ’ Ａｆｒｉｑｕｅꎬ
１９０２ꎬ ｐｐ ３７６ － ３７７

Ｇｕｙ Ｌｏｇｉｅｓｔꎬ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Ｄｉｄｉｅｒ － Ｈａｔｉｅｒ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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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卢安达—乌隆迪也实施了 “界而治之” 策略ꎮ①

(二) 殖民政策与族群政治化

西方各国在非洲大湖地区确立殖民统治的历史过程各不相同ꎬ 殖民地行

政管理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特征ꎮ 刚果地区先是沦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

的私人帝国———刚果自由邦ꎬ １９０８ 年交由比利时政府接管ꎬ 成为比属刚果ꎻ
１８９０ ~ １９１４ 年ꎬ 坦噶尼喀、 莫桑比克北部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属东非ꎻ
１８９９ ~ １９１４ 年ꎬ 卢安达—乌隆迪正式沦为德属东非的一部分ꎻ １９１４ ~ １９１８
年ꎬ 卢安达—乌隆迪沦为比利时军事占领区ꎬ １９１８ 年后又先后成为比利时治

下的委任统治地和托管地ꎻ １８９４ 年ꎬ 英国宣布布干达为其保护国ꎬ 并于 １８９６
年把保护国的范围拓展至今天乌干达全境ꎮ 在统治方式上ꎬ 英国在其非洲殖

民地采用 “间接统治” 方式ꎬ 法国实行 “直接统治”ꎬ 而比利时、 德国在其

非洲殖民地的行政管理方式介乎 “间接统治” 和 “直接统治” 之间ꎮ②

德国人、 比利时人、 英国人先后进入非洲大湖地区ꎬ 且在确立各自殖民

统治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也充满矛盾和冲突ꎮ １９１０ 年ꎬ 德国、 比利时和英国最

终确定了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政治边界ꎬ 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之间原本模

糊的 “边界地区” 也就此被清晰的边界线所取代ꎬ “边界地区” 原本变动不

居的群体成员身份也日渐固化ꎬ 尼金亚王国、 布隆迪王国也就此大体上中断

了延续数个世纪的扩张政策ꎮ③ 与此同时ꎬ 西方殖民者引入了种族或族群观

念ꎮ 在鲁瓦布吉里统治时期 (１８６７ ~ １８９５ 年)ꎬ 尼金亚王国的图西人、 胡图

人的身份标签已具有一定的政治意涵ꎬ 也就是说ꎬ “族性” 在尼金亚王国的政

治中影响更大了ꎮ 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ꎬ 族群类型渐渐形成并开始固化ꎬ 当

地群体成员的身份转换并非完全不可能ꎬ 但越来越困难ꎬ 以致极其罕见ꎮ④ 图

西人渐渐演变为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政治身份ꎬ 以至于胡图人想提升自己的社

会地位ꎬ 就不得不去胡图化ꎮ 不过ꎬ 尼金亚王国胡图人的去胡图化现象出现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乌干达]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著: «界而治之: 原住民作为政治身份»ꎬ 田立年译ꎬ 人民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德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历史相对较短ꎬ 且在德属西南非洲和德属东非所实行的殖民统治政策

也有差异ꎬ 甚至在布隆迪和卢旺达所采取的措施也有差异ꎮ 德国对布隆迪王国的政治干预较多ꎬ 而对

尼金亚王国的政治干预相对更少一些ꎮ
德国把原本属于卢旺达的布丰比拉地区割让给英国的保护国乌干达ꎬ 把伊吉维岛割让给了比

属刚果ꎮ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 ２１９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 Ｎｅｗｂｕｒ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ｉｅｎｔ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 (１８６０ － １９６０)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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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殖民者入侵前ꎬ 而布隆迪王国胡图人的去胡图化现象则直到殖民地时期才

出现ꎮ 非洲大湖地区的图西人、 胡图人、 希马人、 伊鲁人的身份标签不是殖

民者 “发明” 的ꎬ 但种族或族群政治化、 日益严重的族群对立、 分化却与殖

民统治脱不了干系ꎮ
德国人在卢旺达和布隆迪实行 “间接统治”ꎮ １９０５ 年ꎬ 德国驻布隆迪王

国特别代表冯格拉韦特 (ｖｏｎ Ｇｒａｗｅｒｔ) 在自己的述职报告中写道: “理想的

状态是ꎬ 我们完全承认国王的权力把国王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结合起

来这一目标在卢旺达或许可以更容易、 更早实现而在布隆迪ꎬ 我们

必须首先恢复国王原来的权力”ꎮ① 到 １９１３ 年ꎬ 德国在面积大于今天尼日利亚

的德属东非也只配置了 ７０ 个欧洲行政官员ꎮ 与行伍出身的冯格拉韦特不

同ꎬ 德国驻卢旺达特别代表理查德坎特在德国殖民官员中显得有些另类ꎬ②

却也展现出德国 “间接统治” 的一致性: “若是主子在ꎬ 他们 (胡图人) 持

重保守只要图西人一离开他们就抱怨说他们没有权利、 备受压迫ꎮ
对此ꎬ 我也感到无能为力ꎮ”③

１９１８ 年ꎬ 比利时接管了卢安达—乌隆迪ꎬ 将之当作比属刚果的第七个省

份来管辖ꎬ 把卢安达—乌隆迪和比属刚果的行政管理权合二为一ꎬ 但也为卢

安达—乌隆迪保留了独立的财政预算权ꎮ④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 比利时驻比

属刚果副总督、 驻卢安达—乌隆迪总督夏尔瓦赞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Ｖｏｉｓｉｎ) 在卢安

达—乌隆迪实行了一系列改革ꎬ 从而彻底改变了卢安达—乌隆迪的权力结构ꎬ
使得胡图人和图西人这两大族群之间的对立和分化进一步加剧ꎬ 群体身份原

来所具有的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 其一ꎬ 到独立前夕ꎬ 卢安达—乌隆迪两个

王国里的图西人几乎垄断了各级行政机构的权力ꎻ 其二ꎬ 强迫当地人种植咖

啡等经济作物ꎬ 并要求当地人用现金缴纳人头税ꎬ 导致大量卢旺达人和布隆

迪人前往乌干达的棉花种植园ꎻ 传统封地、 乌布哈克制度下的不动产 (主要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ｇｅｒ Ｌｏｕｉｓꎬ Ｒｕａｎｄａ － Ｕｒｕｎｄｉ: １８８４ － １９１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１１５ꎻ
Ｒéｎｅ Ｌ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ｕｎｄｉ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ｃ ꎬ １９７０ꎬ ｐｐ ９０ － ９１

比起其他德国殖民官员ꎬ 坎特的身份和职业生涯有点特殊: 犹太人、 精神病学家、 人种学者、
植物学家ꎬ 同时也是一位有天分的作家ꎮ 坎特会说卢旺达语ꎬ 为人低调ꎬ 生活简朴ꎬ 出门也不带荷枪

实弹的随从ꎬ 跟卢旺达当地平民和王室有更密切的接触ꎮ
Ａｌｉｓｏｎ Ｌｉｅｂｈａｆｓｋｙ Ｄｅｓ Ｆｏｒｇｅｓꎬ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Ｂａｄ Ｎｅｗｓ: Ｒｗａｎｄａ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ｓｉｎｇａꎬ １８９６ － １９３１ꎬ

Ｍａｄｉｓ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２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ｒｏｗｄｅｒ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８ 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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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耕用地和牧场) 越来越私有化ꎬ 赋税征收对象也从家族、 世系转向个体ꎻ
其三ꎬ 推行族群身份识别制度ꎬ 群体成员或族群身份就此彻底被固化ꎬ 并构

成了族群政治的制度化基础ꎮ 此外ꎬ 教会和学校教育也推动了非洲大湖地区

的种族或族群政治化ꎮ 在布隆迪ꎬ 夏尔瓦赞重新整合大小酋长的领地ꎬ 以

解决行政管理权力过于分散的问题ꎮ １９２９ ~ １９４５ 年ꎬ 布隆迪的胡图人酋长领

地占比由原先的 ２０％ 开始骤减ꎬ 直至胡图人彻底失去了酋长领地ꎻ １９３１ 年ꎬ
布隆迪开始普及人头税ꎻ １９４０ ~ １９５５ 年ꎬ 布隆迪受洗的天主教徒人数从 ３６ ５
万增至 １００ 多万ꎮ １９２５ ~ １９２６ 年ꎬ 比利时殖民当局废除了卢旺达的三头酋长

制ꎬ 随后夏尔瓦赞总督又在卢旺达加快改革步伐ꎬ 并于 １９３３ 年推出族群身

份识别制度ꎻ １９３３ ~ １９６０ 年ꎬ 受洗的卢旺达天主教徒数量从 １０ 万增至 ７０
万ꎮ① 天主教会、 教会学校也成为极少数胡图族受教育者提升社会地位的主要

乃至仅有的通道ꎮ
综上ꎬ 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卢安达—乌隆迪ꎬ 社会—种族秩序似乎只是一

种装点ꎬ 而在比利时人统治下ꎬ 社会—种族秩序则被推至政治前台ꎮ 德国承

认卢安达—乌隆迪两个国王的权威ꎬ 并借力于传统领导人来实行 “间接统

治”ꎮ 比利时人最初沿袭德国人的殖民政策ꎬ 不久后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ꎬ 从

而彻底改变了卢安达—布隆迪的政治权力结构ꎮ 此外ꎬ 殖民者想把基伍地区

打造成像肯尼亚境内那样的 “白人高原地区”ꎬ 再加上在卢安达—乌隆迪以现

金形式征收赋税ꎬ 导致大量卢旺达人 (既有图西人ꎬ 也有胡图人) 前往乌干

达棉花种植园和基伍地区的白人农场ꎮ 卢旺达劳工移民内部有分化ꎬ 而且与

乌干达、 基伍地区的当地人也形成了某种微妙的以族属为界的关系ꎮ

三　 大湖地区非洲人的政治调适与族群政治的形成

非洲大湖地区的族群政治源起于殖民统治时期ꎬ 但其结果的产生具有复

杂性ꎬ 其中本土统治精英、 被统治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作用ꎬ 具体表

现为本土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群体各自的政治调适ꎮ 政治调适在本质上是 “借
力打力” 的策略ꎬ 大体又可以细分为三类策略: “以夷制夷”ꎬ 如卢旺达统治

精英借力于德国人去抵抗比利时人ꎻ “以夷治内”ꎬ 如卢旺达、 布隆迪的统治

８０１

①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ｐ ２６８ － 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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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借力于德国人征服尚未臣服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治实体、 布干达借力于英

国当局去压制乌干达保护国境内其他王国ꎻ 被统治群体周旋于殖民者与统治

精英之间ꎬ 寻求提高自身的经济政治地位ꎬ 并在此过程中提升了族群政治意

识ꎬ 这一点在卢旺达的表现也比较突出ꎮ 面对殖民统治ꎬ 绝大多数非洲统治

精英都决心维护主权和独立ꎬ 但是具体应对策略不尽相同ꎮ 布干达国王姆万

加 (Ｍｗａｎｇａ) 采用外交手段ꎬ 而布尼奥罗国王卡巴雷加 (Ｋａｂａｒｅｇａ) 采用军

事斗争和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手段ꎮ①

(一) 统治精英的政治调适

１９ 世纪末至 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末ꎬ 虽然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的政治边界大

体已经确定下来ꎬ 但中央王廷与地方势力的竞争并未就此消解ꎮ 在鲁瓦布吉

里统治时期ꎬ 白衣神父会 (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Ｆａｔｈｅｒｓ) 和德国人进入尼金亚王国ꎮ 鲁

瓦布吉里是尼金亚王国最后一个实行扩张政策的国王ꎮ 鲁瓦布吉里及其继位

者穆辛加 (Ｍｕｓｉｎｇａ) 都曾借助德国人来控制、 吞并处于中央王权统治之外的

地方政治实体ꎬ 并请德国人充当中央王权与地方政治实体、 中央王权与天主

教会的调解人ꎮ② 德国和比利时殖民者在殖民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里都接受殖

民话语中的 “含米特假说” 和 “原住民主义”ꎬ 支持在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

位的所谓优等种族图西人ꎮ 瓦赞总督的改革触动了尼金亚王国的王权根基ꎬ

穆辛加国王与比利时人之间的矛盾由此变得更加激烈ꎮ １９３１ 年ꎬ 瓦赞总督废

黜了穆辛加国王ꎬ 并扶植穆辛加之子鲁达希格瓦 (Ｒｕｄａｈｉｇｗａ) 继位ꎮ 信奉天

主教、 生活方式西化的鲁达希格瓦由此成为 “白人的国王”ꎬ 伊曼杜瓦

(ｉｍａｎｄｗａ)③ “再也没有机会了”ꎮ④ 英国当局支持布干达王国ꎬ 两者之间的关

系一度平和ꎬ 但乌干达保护国境内 ４ 个王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一直十分激烈ꎬ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加纳历史学家 Ａ 阿杜博亨 (Ａ Ａｄｕ Ｂｏａｈｅｎ) 认为ꎬ 用 “合作分子”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ｓ) 和勾结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也有中性的合作之义ꎬ 但也有明显的通敌之义) 来指称非洲统治者并不准确ꎬ 且带有贬

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Ｅｕ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色彩ꎬ 应该使用语义更加中性的 “合作” ( ｃｏ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或 “联
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ꎮ Ｓｅｅ Ａ Ａｄｕ Ｂｏａｈｅｎꎬ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Ⅶ———Ａｆｒｉｃａ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８８０ －
１９３５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９ － １０

Ｓｅｅ Ａｌｉｓｏｎ Ｌｉｅｂｈａｆｓｋｙ Ｄｅｓ Ｆｏｒｇｅｓꎬ Ｄｅｆｅ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Ｂａｄ Ｎｅｗｓ: Ｒｗａｎｄａ ｕｎｄｅｒ Ｍｕｓｉｎｇａꎬ １８９６ －
１９３１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

伊曼杜瓦即本土宗教库班杜瓦中的神灵ꎮ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Ｖｉｄａｌꎬ “Ｄｅ Ｉ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ｓｕｂｉｅ ａｕ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ｅ ｒｅｆｕｓé: ‘Ｔｈｅｏｐｈａｇｉｅꎬ’ ａｎｃêｓｔｒｅｓ ｃｌａｎｄｅｓｔｉｎｓ ｅｔ

ｒé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 ａ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 ｄｅｓｒｅｌｉａ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１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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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既涉及 “失地” 问题①、 乌干达历史叙事中话语权的争夺ꎬ 也涉及新兴

受教育群体与传统领导人的权力争夺ꎮ 总的来说ꎬ 乌干达的族群政治受到

“含米特假说” 的影响并不大ꎬ 但英国当局的 “分而治之” 策略是乌干达保

护国境内地方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推手之一ꎬ 也是乌干达族群政治最重要的

历史背景ꎬ 族群政治中的 “界而治之” 实为英国当局 “分而治之” 的结果ꎮ
作为殖民统治带来的 “副产品” 之一ꎬ 非洲大湖地区受教育群体在人数

上相对较少ꎬ 但毕竟在殖民统治时期尤其是殖民统治的后期出现了ꎮ 布干达

的布都国王学院 (Ｋｉｎｇ’ 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Ｂｕｄｏ)、 卢旺达的阿斯特里达学院 (Ａｓｔｒｉｄ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和尼亚基班达神学院 (Ｎｙａｋｉｂａｎｄ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 布隆迪的穆盖拉神学

院 (Ｍｕｇｅｒａ ｓｅｍｉｎａｒｙ)ꎬ 既有出身于统治精英的学生ꎬ 也有少数属于被统治群

体的学生ꎮ 布都国王学院的学生大都是干达人ꎮ １９３２ ~ １９５４ 年ꎬ 卢旺达阿斯

特里达学院里的图西族学生数量是胡图族学生数量的四五倍ꎮ② 随着当地语言

发展成为书面文字和教会学校的发展ꎬ 非洲大湖地区口述传统中的官史与出

身于统治精英的受教育者用本土语言的历史书写开始齐头并进ꎮ
统治精英中的受教育者接受 “含米特假说”ꎬ 族群政治意识明显强化ꎮ 殖

民话语持有外来文明优越的立场ꎬ 这也是 “含米特假说” 得以在统治精英中

甚嚣尘上的主要原因ꎮ 布尼奥罗王国酋长约翰尼亚卡图拉 (Ｊｏｈｎ Ｎｙａｋａｔｕｒａ)
不再赞同立国神话中的王国开创者起源外部 “野蛮人” 的说法ꎬ 转而赞同

“契韦齐人是白种人” 的说法ꎬ 并认为这一说法有助于提升布尼奥罗王国的地

位ꎬ 但又有一点修订: “他们 (契韦齐人) 很可能不是欧洲人ꎬ 可能是从北方

迁徙至基塔拉的阿拉伯人、 阿比西尼亚人或埃及人ꎮ”③ ２０ 世纪初ꎬ 乌干达保

护国首席部长、 新教徒、 布干达历史学之父阿波罗卡古瓦 (Ａｐｏｌｏ Ｋａｇｗａ)
整理了布干达的口述传统ꎬ 并用干达语撰写了 «布干达王国列王传»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Ｂｕｇａｎｄａꎬ １９０１ 年)ꎮ 在经学翻译、 呼唤干达人民族意识的过程中ꎬ

０１１

①

②
③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干达人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ꎬ 但布尼奥罗王国向英国占领军发动游击

战ꎮ 为了奖励干达人ꎬ 英国人把布尼奥罗的许多土地划给了布干达王国ꎬ 于是便有了所谓的 “失地”
问题ꎮ 这些失地包括布尼奥罗的王陵、 圣林ꎬ 包括穆本德 (Ｍｕｂｅｎｄｅ) 遗址ꎮ 因此ꎬ “失地” 不但是乌

干达保护国时期布尼奥罗王国与布干达王国之间矛盾的聚焦点ꎬ 而且也是布尼奥罗地方民族主义的催

化剂ꎬ 甚至在独立后仍是乌干达族群政治中一根敏感的神经ꎮ
Ｒéｎｅ Ｌｅｍａｒｃｈａｎｄ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ａｎｄ Ｂｕｒｕｎｄｉꎬ ｐ １３８
Ｊｏｈｎ Ｎｙａｋａｔｕｒａꎬ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ｕｎｙｏｒｏ － Ｋｉｔａｒ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ｃｈｏｒ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 １７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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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罗卡古瓦把政治身份与口述历史联系在一起ꎮ①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卢旺

达图西族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卡加梅出版了系列历史作品ꎬ 其中包括 «卢旺

达民族简史» (Ｕｎ Ａｂｒéｇé ｄｅ Ｌ’Ｅｔｈｎｏ －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法文版出版于 １９７２
年)ꎮ 卢旺达口述传统把胡图人、 图西人、 特瓦人视为同宗同源ꎬ 但亚历克

西卡加梅在 «卢旺达民族简史» 中却接受 “含米特假说”ꎬ 相关群体起源

的叙事宛然 “原住民主义” 的注脚: “特瓦人是后来被称为卢旺达的地区的第

一批居民胡图人是第二批居民图西牧民到处寻找牧场ꎬ 其活动范围

也不局限于卢旺达这些古老的闪米特人在卢旺达留下无与伦比的权力

记忆ꎮ”②

(二) 被统治群体的政治调适

非洲大湖地区的被统治群体也被裹挟在族群政治化的进程中ꎬ 尤其体现

在卢旺达胡图人族群政治意识的提升ꎮ 殖民统治末期ꎬ 由于族群政治化ꎬ 图

西人几乎成为政治权力的垄断者ꎬ 胡图人被剥夺了所有政治权力ꎮ 普通图西

人本身也是被统治群体ꎬ 其政治地位与胡图人也没有大的区别ꎬ 但由于长期

受到殖民话语的 “熏陶”ꎬ 他们开始相信他们确实是优等种族ꎬ 而胡图人最终

也相信了这一说法ꎬ 并因此痛恨所有图西人ꎬ 甚至是那些和他们一样贫穷的

图西人ꎬ 因为所有图西人都属于 “优等种族” “封建剥削者”ꎮ③

胡图人也接受 “含米特假说”ꎬ 并把图西人视为野蛮的入侵者ꎬ 属于外来

种族ꎮ 由于白人神职人员立场的变化、 天主教会内部的权力争夺、 图西族统

治精英对殖民统治秩序的不断挑战ꎬ 比利时人和天主教会对卢旺达境内两大

族群的态度逆转了ꎬ 即不再支持图西人ꎬ 转而开始扶植胡图人ꎮ④ 这也是同样

处于比利时人统治下的布隆迪在独立时还保留君主制ꎬ 而卢旺达在独立前就

已经废除君主制的重要原因ꎮ
１９５７ 年ꎬ 卢旺达 ９ 名胡图族知识分子发表了 «卢旺达本土种族问题中的

１１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ｄｒｉａｎ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１５９

Ａｌｅｘｉｓ Ｋａｇａｍｅꎬ Ｕｎ Ａｂｒéｇｒé ｄｅ Ｌ’ Ｅｔｈｎｏ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Ｂｕｔａｒ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ｕ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１９７２ꎬ ｐｐ ２２ － ２６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ｐｐ ３８ － ３９
在热拉尔普吕尼耶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 看来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一代前往卢旺达的天主教

会传教士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ꎬ 甚至出身于劳动阶层ꎬ 其中瓦隆人 (Ｗａｌｌｏｏｎ) 越来越多ꎬ 他们更同情

受压迫的胡图人ꎮ Ｓｅｅ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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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分析» (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又称 «胡图人宣言»ꎮ 他们的立场明显展现出种族或族群政治化的

倾向: “问题基本上是由于一个种族即图西人的政治垄断地位而造成的ꎮ 在目

前的环境下ꎬ 图西人的垄断地位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展至经济、 社会领域
至少就目前而言ꎬ 为了监察这一种族的垄断地位ꎬ 我们强烈反对在身份文件

中去除 ‘图西人’ ‘胡图人’ ‘特瓦人’ 的标签ꎬ 否则就会抹杀现实ꎬ 妨碍统

计律法ꎮ”① 卢旺达独立后首任总统格雷戈瓦卡伊班达 (Ｇｒéｇｏｉｒｅ Ｋａｙｉｂａｎｄａ)
就是共同撰写 «胡图人宣言» 的 ９ 名胡图族知识分子之一ꎮ 卡伊班达早年间

在尼亚基班达神学院求学ꎬ 毕业后先后担任比属刚果友协 (Ａｍｉｔｉéｓ Ｂｅｌｇｏ －
Ｃｏｎｇｏｌａｉｓｅｓ) 的秘书、 天主教期刊 «道友» (Ｌ’ Ａｍｉ) 的总编辑、 “特拉菲普

罗” ( “Ｔｒａｖａｉｌꎬ ｆｉｄéｌｉｔéꎬ ｐｒｏｇｒèｓ”ꎬ 简称 “ＴＲＡＦＩＰＲＯ”)② 咖啡合作社主席、
卢旺达天主教会主教佩蒂永 (Ｍｇｒ Ｐｅｒｒａｕｄｉｎ) 的私人秘书ꎬ 积极参与卢旺达

独立前夕的政治运动ꎬ 组建政党ꎬ 并在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卢旺达革命中迅速崛起

为卢旺达新兴胡图族政治领导人之一ꎮ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ꎬ 卡伊班达组建了卢旺达

历史上第一个政党 “胡图人社会运动” (Ｈｕｔｕ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ＨＳＭ)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参与撰写 «胡图人宣言» 的另一个胡图人约瑟夫吉泰拉 ( Ｊｏｓｅｐｈ
Ｇｉｔｅｒａ) 成立了 “群众促进协会” (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ｌ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ｅｓꎬ ＡＰＲＯＳＯＭＡ)ꎮ “胡图人社会运动” “群众促进协会” 的党员几乎都是

胡图人ꎮ 吉泰拉也是卢旺达历史上第一个向胡图人喊出 “拿起砍刀杀光图西

人” 的政治领导人ꎮ③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 卡伊班达把 “胡图人社会运动” 改

组为 “卢旺达民主运动—胡图人解放运动” ( ｔｈｅ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Ｄé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ｗａｎｄａｉｓ / Ｐａｒｔｉ ｄｕ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ｄｅ ｌ’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Ｈｕｔｕꎬ ＭＤＲ －
ＰＡＲＭＥＨＵＴＵꎬ 简称 “帕梅胡图党”)ꎮ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ꎬ 卢旺达

爆发革命ꎬ 政权从图西人手中转移到胡图人手中ꎬ 卢旺达政治自此后也近乎

完全以 “种族或族群” 来划界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和反

殖斗争风起云涌ꎮ 但是ꎬ 由于在从图西人手中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得到天主教

会和比利时人的支持ꎬ 卢旺达的胡图人在独立前后对反殖民主义闭口不提ꎮ

２１１

①
②
③

Ｆ Ｎｋｕｎｄａｂａｇｅｎｚｉꎬ Ｌ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０)ꎬ ＣＲＩＳＰꎬ １９６１ꎬ ｐｐ ２０ － ２９
“特拉菲普罗”ꎬ 意思是 “劳动、 忠诚、 进步”ꎮ
Ｄｏｎａｔ Ｍｕｒｅｇｏꎬ Ｌａ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Ｒｗａｎｄａｉｓｅ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２ꎬ Ｌｏｕｖａｉ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ｅｓꎬ １９７５ꎬ ｐ 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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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ꎬ «胡图人宣言» 里面已经潜含着胡图人秉持的基本立场: 接受 “含
米特假说”ꎬ 认定图西人是外来种族ꎬ 以 “多数民主统治” “配额民主” 为独

立后胡图人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ꎮ 胡图人不但反复强调族群分化和图西人在

历史上对胡图人的剥削ꎬ 而且在独立后让政治近乎完全成为胡图人的 “保留

地”ꎮ 在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的革命和 １９７３ 年的 “净化运动” 中ꎬ 有大量图西人沦

为难民ꎬ 逃往邻国避难ꎬ 且大多数逃到乌干达和今天刚果 (金) 东部的基伍

地区ꎬ 加入殖民地时期迫于现金经济和人头税政策而逃离出去的 “说卢旺达

语的人” 的群体中ꎮ 在 １９９４ 年的种族大屠杀后期ꎬ 又有 １６０ 多万人 (主要是

胡图人ꎬ 也有少量图西人) 逃往邻国ꎬ 多聚集在基伍地区ꎬ 也带去了已经意

识形态化的族群对立观念ꎮ①

总体而言ꎬ 随着西方探险家和传教士的到来、 殖民话语的形成和殖民统

治的确立ꎬ 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意识开始不断强化ꎮ 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群

体的政治调适是在强势殖民势力下所做出的被动反应ꎬ 群族政治的根源或始

作俑者仍然可追溯至殖民统治者ꎮ 在本土统治精英那里ꎬ “含米特假说” 成为

维护王权正统的工具ꎻ 而在被统治群体那里ꎬ “含米特假说” 则又成为外来种

族入侵和压迫的证据ꎮ

四　 结语

西方殖民者到来前ꎬ 非洲大湖地区政治没有明显的种族化或族群化特征ꎮ
该地区诸王国的立国神话、 口述传统虽然涉及群体分类ꎬ 但群体成员身份呈

现出明显的流动性ꎮ 在殖民话语和殖民统治下ꎬ 非洲大湖地区诸多群体日渐

种族化或族群化ꎬ 丧失了原有的流动性ꎬ 族属也在统治精英和被统治群体各

自的政治调适中固化了ꎬ 由此体现出族群政治问题的复杂性与结果产生的逻

辑过程ꎮ 西方殖民者制造族群分化ꎬ 在文化上源于种族主义偏见ꎬ 也想借助

“界而治之”ꎬ 减少殖民成本ꎬ 提升行政管理效率ꎬ 但这一做法无疑为非洲大

湖地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大规模族群冲突、 地区战争埋下了一颗炸弹ꎮ
本文探究的是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的起源ꎬ 但并不否认当地传统制度

在历史上已经对群体成员资格产生了排他性的影响ꎮ 非洲大湖地区诸王国在

３１１

①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ｐ ３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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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有明显的联系ꎬ 在历史上也有频繁的人口流动ꎬ 但各王权体系下的社

会结构和传统制度确实也存在很大的差异ꎬ 即便卢旺达和布隆迪素有 “孪生

国” 之称ꎬ 但两国的中央集权化程度在历史上的差异也非常大ꎮ 由于受到甘

瓦 (ｇａｎｗａ) 集团①的冲击ꎬ 布隆迪的中央集权程度远低于卢旺达ꎮ 这些方面

的差异也是非洲大湖地区族群政治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ꎮ 当然ꎬ 族群政治只

是一种客观的政治现象ꎬ 并不能说族群政治注定会导致族群冲突ꎬ 但族群政

治无疑给独立后非洲大湖地区各国在处理族群关系和制定族群政策时带来巨

大的挑战: １９６２ ~ １９９０ 年ꎬ 卢旺达政府实行 “族群配额” 政策ꎬ 拒不承认那

些流亡邻国的图西人有返回卢旺达生活的权利ꎬ 而且一旦政权出现危机的时

候ꎬ 就会在境内挑起族群冲突ꎻ １９９４ 年种族大屠杀结束后ꎬ 有大量胡图族难

民和前政权武装部队士兵逃往至基伍地区ꎬ 随后几个反政府组织还组建了

“Ｐ５” 联盟ꎬ 反对卢旺达新政权的族群政策 (取缔族属)ꎮ 此外ꎬ 逃到基伍地

区、 乌干达的卢旺达人的公民权问题ꎬ 也常常成为刚果 (金) 和乌干达的政

治工具ꎮ 要摆脱殖民话语和殖民统治带来的历史路径依赖ꎬ 也实非易事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卢旺达政府正式取缔族属ꎬ 把国族 “卢旺达人” 写入宪法ꎬ 并在

２０１１ 年推出新版的 “卢旺达国史”②ꎬ 可谓卢旺达彻底实现去殖民化的最后一

步ꎬ 但布隆迪仍在实行族群分权政治ꎬ 独立后的乌干达政府先后又认定了一

些新族群ꎬ 当前刚果 (金) 东部地区的冲突同胡图人和图西人的分化也密切

相关ꎮ
尼金亚王国乃至独立后卢旺达的历史进程有其特殊性ꎬ 但探究非洲大湖

地区的族群政治起源ꎬ 把族群政治纳入合理的现代政治框架下ꎬ 无疑有助于

非洲大湖地区各国维护政治稳定和实现自主发展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史晓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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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布隆迪王国历代国王的后代ꎬ 也就是王族后裔ꎬ 他们在布隆迪历史中被分封到远离宫廷的地

区ꎬ 并成为重要的地方政治势力ꎮ
种族大屠杀后ꎬ 卢旺达新政权把各政治党派和历史学家组织起来ꎬ 围绕卢旺达历史上的一系

列问题讨论多年ꎬ 并最终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以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的名义出版了卢旺达新国史的卢旺达语版、 法语版和英文版ꎬ 新国史书名为 «卢旺达史:
从起源到 ２０ 世纪末»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具体文

本可在卢旺达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的官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ｕｒｃ ｇｏｖ ｒｗ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ｉｄ ＝ ７０) 下载ꎮ



族群政治

苏丹政治动荡中的族际冲突因素

张　 璡

　 　 内容提要　 苏丹自独立以来一直深受政治动荡的困扰ꎬ 其背后或多或少

蕴含着族际冲突因素ꎮ 从冲突的地理分布来看ꎬ 族际冲突大多发生在苏丹的

边缘地区ꎬ 而且集中在几个族群杂居程度较高的地区ꎮ 苏丹族际冲突的主要

类型包括民族分离型冲突、 权力争夺型冲突和资源争夺型冲突ꎬ 其根源在于

族群因素被嵌入治理体系之中ꎬ 使族群陷入权力和资源竞争ꎮ 土地制度的变

化和政府的治理政策改变了族群间资源分配和权力关系ꎬ 引发了竞争中族群

的不满情绪ꎮ 而边缘地区的军事化则加剧了族际冲突的烈度ꎮ 苏丹的族际冲

突本质上是一场全国性的危机ꎬ 反映出苏丹国家治理的失序和发展的缺失ꎮ
当下ꎬ 苏丹政府在化解族际冲突过程中ꎬ 面临治理机制、 治理结构、 治理基

础和治理环境等方面的多重挑战ꎬ 需要政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ꎬ 保证族群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公平ꎬ 同时加大对边缘地区发展的投入ꎬ
以发展促安全ꎬ 夯实社会稳定之基ꎮ

关 键 词　 族际冲突　 苏丹　 土地制度　 军事化　 治理体系

作者简介　 张璡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博士后ꎮ

族际冲突是种族、 民族、 族群等具有族裔身份的群体之间发生的对抗性

行为ꎮ 自独立以来ꎬ 苏丹一直深受各类武装冲突的困扰ꎮ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ꎬ
苏丹武装部队 (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ｅｄ Ｆｏｒｃｅｓ) 与快速支援部队 ( Ｒａｐｉ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ｃｅｓ) 在首都喀土穆等多地爆发武装冲突ꎬ 引发国际社会关注ꎮ 苏丹动乱背

后或多或少带有族群背景ꎬ 这是因为苏丹的国家政治治理难以摆脱社会结构

中根深蒂固的部落纽带和族群身份的影响ꎮ 从现有族群结构看ꎬ 苏丹有阿拉

伯人、 努比亚人 ( Ｎｕｂｉａ)、 贝贾人 ( Ｂｅｊａ)、 富尔人 ( Ｆｕｒ)、 马萨利特人

(Ｍａｓａｌｉｔ)、 法拉塔人 (Ｆａｌｌａｔａ)、 努巴人 (Ｎｕｂａ) 等 １９ 个主要族群ꎬ 其中占

人口比例最高的是阿拉伯人ꎮ ２０１１ 年南苏丹独立后ꎬ 阿拉伯人约占苏丹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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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 ７０％ ꎮ① 阿拉伯人是北方尼罗河流域的人口主体ꎬ 在其他地区亦有分布ꎻ
而非阿拉伯族群则主要分布于西部、 南部和东部地区ꎮ 由于历史、 政治、 经

济等多种原因ꎬ 北方尼罗河流域在苏丹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成为中心地区ꎬ
而其他地区则是边缘地区ꎮ 总体而言ꎬ 苏丹每一个地区的族群分布都有多样

性ꎬ 而达尔富尔中南部、 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州是苏丹族群最多元化的地

区ꎬ 上述地区也是苏丹族际冲突的多发区ꎮ
在对苏丹族际冲突原因的分析中ꎬ 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 “阿拉伯” 与

“非洲” 两种身份的对立ꎮ② 不过ꎬ 国内外都有相当多的研究者指出ꎬ 身份对

立不足以解释苏丹的族际冲突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３ 年达尔富尔冲突爆发后ꎬ 有的学

者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对资源的争夺③ꎬ 有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资源匮乏与族际冲

突之间确实存在联系ꎬ 但环境和资源匮乏的影响只有将其置于政治和社会制

度的语境下才能理解④ꎬ 某些族群在政治上的被边缘化和政府治理的失效也是

导致族际冲突激化的重要原因ꎮ⑤ 这些研究从各自的角度出发ꎬ 对苏丹族际冲

突的解释都有一定合理性ꎬ 但苏丹族际冲突的复杂性使得任何一种单一因素

的解释都略显不足ꎮ 近年来ꎬ 学界在对族际冲突的研究上出现了整合不同研

究路径的趋势ꎬ 提出了 “安全困境” 的解释框架ꎬ 试图将各类因素整合进一

个解释框架中ꎮ⑥ 本文在分析框架上受到 “安全困境” 理论的启发ꎬ 拟追溯

殖民主义遗留的制度遗产和苏丹独立后的政治、 经济变迁ꎬ 重点分析这些因

素如何改变了族际关系ꎬ 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苏丹政治动荡中族际冲突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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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政治动荡中的族际冲突因素　

一　 苏丹族际冲突的主要类型

在苏丹ꎬ 掌握中央政府权力的精英大多为阿拉伯人ꎬ 大部分反政府武装

的成员以非阿拉伯族群为主ꎮ 然而ꎬ 中央政府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本质上是

政治冲突ꎬ 而非族际冲突ꎮ 苏丹的族际冲突以其目标指向主要分为 ３ 种类型ꎮ
(一) 民族分离型冲突

民族分离型冲突是指部分族群寻求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而引发或衍生出

的族际冲突ꎬ 这类冲突在苏丹以持续时间长、 多发、 惨烈而尤为突出ꎮ １９５６
年ꎬ 苏丹独立之时ꎬ 部分南方人便对与北方合并为一个国家感到不满和担忧ꎮ
历史上ꎬ 北方的阿拉伯奴隶贩子曾将南方黑人掳作奴隶ꎬ 再加上殖民统治者

对南北采用 “分而治之” 策略ꎬ 南方人与北方阿拉伯人之间隔阂甚深ꎮ 加之ꎬ
阿拉伯人主导的政府在南方强制推行阿拉伯伊斯兰化ꎬ 引起南方人的更大不

满和反抗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期ꎬ 政府军中的南方士兵纷纷叛变ꎬ 内战全面

爆发ꎮ
苏丹内战包含了多个层面的冲突ꎬ 其中既有政府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政

治冲突ꎬ 又有南北各族群之间的族际冲突ꎮ 政府军在南方平叛时曾对南方平

民实施无差别攻击ꎬ 许多南方人也相信阿拉伯人是到南方来 “屠杀” 他们的ꎮ
此外ꎬ 政府还曾动员北方阿拉伯部落的民兵与南方反政府武装作战ꎬ 而与训

练有素的反政府武装相比ꎬ 这些民兵作战更偏好袭击非阿拉伯族群的平民ꎮ
一些政治精英也有意挑拨南方人内部的族群矛盾ꎮ 南方人本身由多个族群组

成ꎬ 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丁卡人 (Ｄｉｎｋａ) 和努尔人 (Ｎｕｅｒ)ꎮ 不少由努尔人组

成的民兵受政府招募ꎬ 与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以下简称 “苏人

解”) 对抗ꎮ 这些民兵也会袭击丁卡人平民ꎬ 引发丁卡人和努尔人之间的

冲突ꎮ
历时 ３８ 年的两次内战给苏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ꎬ 最终导致国家分裂ꎮ 虽

然约翰加朗领导的苏人解宣称并不谋求独立ꎬ 而是追求建立一个所有族群

一律平等的统一的 “新苏丹”ꎬ 但长期的种族和族群战争已严重侵蚀了苏丹民

族国家的肌体ꎬ 使统一苏丹的愿景难以实现ꎮ
(二) 权力争夺型冲突

权力争夺型族群冲突是指族群之间围绕各级政府中权力的分配而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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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ꎮ 在族际关系紧张的地区ꎬ 地方行政长官人选经常引起不同族群的争夺ꎮ
在 ２００５ 年青尼罗河州州长选举中ꎬ 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富拉尼人 (Ｆｕｌａｎｉ)① 为

一边ꎬ 芬吉人 (Ｆｕｎｊ) 为另一边ꎬ 分别支持不同的候选人ꎮ 前者支持的候选

人落选后ꎬ 富拉尼人十分不满ꎬ 富拉尼人民兵领袖甚至威胁动武ꎮ②

除了地方层面的权力争夺ꎬ 中央政府中的权力之争也有族群因素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ꎬ 部分边缘地区的少数族群精英卷入了总统巴希尔与全国大

会党总书记哈桑图拉比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 Ｔｕｒａｂｉ) 的权力斗争ꎮ 后者承诺推动地

方分权改革而获得达尔富尔等边缘地区政治精英的支持ꎮ 在图拉比被逐出政

府后ꎬ 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的几位本地出生的州长也被免去职务ꎮ 边缘

地区政治精英被图拉比地方分权改革所提高的政治期望遭遇了挫折ꎬ 由此引

发的愤懑情绪是反叛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ꎮ③ 此后ꎬ 一批原属执政党的边缘

地区精英参与建立了达尔富尔反叛组织公正与平等运动ꎬ 包括原西达尔富

尔州州长易卜拉欣叶海亚 (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Ｙａｈｙａ)、 哈利勒易卜拉欣 (Ｋｈａｌｉｌ
Ｉｂｒａｈｉｍ) 等人ꎮ

近年ꎬ 国家军队受族群因素的影响亦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之争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政府动员的阿拉伯民兵头目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ꎬ 他们在帮助政府打

击叛军的同时ꎬ 与政府讨价还价以期谋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ꎬ 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ｍｄａｎ Ｄａｇａｌｌｏ)ꎮ 他出生于达尔富尔的阿拉伯里扎盖特 (Ｒｉｚｅｉｇａｔ) 部落ꎬ 组

织民兵助力政府平叛ꎬ 其麾下人员被编入政府军序列ꎬ 后改编为快速支援部

队ꎮ 作为达尔富尔冲突的 “副产品”ꎬ 这支独立于苏丹武装部队的军事力量已

在安全领域占据重要位置ꎬ 达加洛本人也进入权力核心ꎮ 巴希尔政府垮台后ꎬ
达加洛出任主权委员会副主席ꎬ 成为苏丹颇具实权的人物之一ꎮ 除了达尔富

尔的阿拉伯游牧部落ꎬ 快速支援部队还吸收了边缘地区不同族裔背景的兵员ꎮ
而苏丹武装部队的高级军官仍基本上以尼罗河流域的阿拉伯人为主ꎮ 在关于

８１１

①

②

③

富拉尼人ꎬ 亦称作颇尔人 (Ｐｅｕｌ) 或富尔贝人 (Ｆｕｌｂｅ)ꎬ 是非洲西部的跨界民族ꎬ 主要分布

在尼日利亚、 马里、 几内亚、 塞内加尔、 尼日尔等国ꎮ
Ｅｌｈａｄｉ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Ｏｓｍａｎꎬ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Ｌｏｙａ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ｌｂ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Ｂｌｕｅ Ｎｉｌｅ”ꎬ ｉｎ Ｇｕｎｎａｒ Ｍ Ｓ ø ｒｂ ø ａｎｄ Ａｂｄｅｌ Ｇｈａｆｆａｒ Ｍ Ａｈｍｅｄ ｅｄ ꎬ Ｓｕｄａ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 Ｃｏｎｔｅｓ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２３１

Ｗ Ｊ Ｂｅｒｒｉｄｇｅꎬ Ｈａｓａｎ ａｌ － Ｔｕｒａｂｉ: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Ｓｕｄａ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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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支援部队并入苏丹武装部队以及谁将领导这支新部队问题上ꎬ 达加洛和

主权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 (Ａｂｄｅｌ Ｆａｔｔａｈ ａｌ － Ｂｕｒｈａｎ) 的分

歧则是引发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５ 日武装冲突的重要原因ꎮ 达加洛和前达尔富尔叛军

领导人都要求苏丹武装部队在合并前进行改革以扩大其族群代表性ꎬ 上述问

题使两支军队的冲突染上了族群色彩ꎮ
(三) 资源争夺型冲突

资源争夺型冲突是不同族群为争夺土地、 矿产等自然资源而发生的冲突ꎮ
在苏丹ꎬ 引发争夺的资源主要是土地ꎬ 偶尔是为争夺矿产资源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此类冲突在边缘地区呈上升趋势ꎬ 原因之一是

萨赫勒地带的干旱化使可供利用的耕地、 草场和水资源逐渐减少ꎮ 达尔富尔

地区是此类冲突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ꎮ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４ 年ꎬ 达尔富尔地区发生严

重旱灾ꎬ 原先在北达尔富尔游牧的族群不得不改变原先放牧的模式ꎬ 在中南

部湿润地区停留更长时间ꎬ 甚至永久居留ꎮ 这一变化和邻国难民的涌入加剧了

达尔富尔中南部的人口压力ꎬ 使当地各族群对资源的分配更为敏感ꎮ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９ 年间ꎬ 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和富尔人之间爆发了严重冲突ꎮ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的达尔富尔冲突中ꎬ 以夺取资源为动机的族群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烈度ꎮ 为了夺取土地ꎬ 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民兵袭击非阿拉伯族群的平民ꎬ 试

图将他们从家园赶走ꎮ 上百万的非阿拉伯族群农民被迫逃离家园ꎬ 他们空出

的土地被过去没有土地的阿拉伯游牧部落所占据ꎮ ２０１９ 年之后ꎬ 由于流离失

所者可能返回该地区ꎬ 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流离失所者之间的矛盾激化ꎬ 族

际冲突的频率和烈度呈上升趋势ꎮ 特别是在巴希尔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较为平

静的西达尔富尔ꎬ 族际冲突却显著增加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ꎬ 阿拉伯武装分

子袭击了西达尔富尔州的基林丁 (Ｋｉｒｉｎｄｉｎｇ) 营地ꎬ 在持续 ３ 天的袭击中杀

死了 ６０ ~ ９０ 名马萨利特人流离失所者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因一名阿拉伯人遇害ꎬ
米斯塔雷 (Ｍｉｓｔｅｒｅｉ) 的 ３ 个马萨利特人村庄遭受袭击ꎬ 两个月后一场更大规

模的袭击造成 ６０ ~ ８０ 名马萨利特人被杀ꎮ②

一个地区的原住民族群与外来移民族群之间最容易发生资源争夺型冲突ꎮ
移民的涌入加剧了对资源的竞争ꎬ 造成原住民族群与外来移民族群之间关系

９１１

①

②

ＦＩＤＨ / ＡＣＪＰＳꎬ “Ｄｅ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Ｎｅｗ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ａｒｆｕｒ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ｕｄａｎ’ｓ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ꎬ Ｆａｃｔ －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７６６ａ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ꎬ ｐ １９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２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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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ꎮ 比如ꎬ 在青尼罗河州ꎬ 当地原住民族群一直将来自西非的豪萨人

(Ｈａｕｓａ) 和富拉尼人视为 “外国人”ꎬ 不承认后者对土地的所有权ꎮ ２０２２ 年 ７
月ꎬ 在青尼罗河州爆发了豪萨人与贝尔塔人 (Ｂｅｒｔａ) 之间的冲突ꎬ 造成 １０５
人死亡、 ２９１ 人受伤ꎬ 大约 ４ 万人被迫逃离家园ꎮ①

在苏丹ꎬ 族际冲突与政治冲突经常同时发生ꎬ 且相互交织ꎮ 政府曾动员

边缘地区的某些族群来打击反政府武装ꎬ 而这些族群则借此袭击敌对族群的

平民以夺取资源ꎬ 族群之间的资源争夺与权力争夺也经常难以区分ꎮ 土地的

所有权不仅是经济生活的基础ꎬ 也关乎族群或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ꎬ 族群间

对土地的争夺往往同时也是对管理土地的权力的争夺ꎮ 实际上ꎬ 族群之间的

权力和资源竞争古已有之ꎬ 但族群之间更有相互合作ꎬ 每个族群都在努力管

控同其他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摩擦ꎮ 因此ꎬ 族群之间的竞争并不必然导致冲突ꎬ
族际关系的恶化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二　 族际冲突产生及其激化的原因

族际冲突并非现代才出现的新现象ꎬ 但在包括苏丹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ꎬ

族际关系的恶化与冲突激化是影响民族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ꎮ 就

苏丹而言ꎬ ４ 个重要因素导致该国族际冲突的产生及其激化ꎮ
(一) 殖民统治的遗产

１８９８ ~ １９５６ 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给苏丹的族际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ꎮ 殖民

统治引发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和社会变化ꎬ 改变了族群之间原先的相处模式ꎬ
其负面影响一直持续至今ꎮ

第一ꎬ 英国殖民者采取 “分而治之” 的策略ꎬ 对不同族群加以区分并采

取不同的政策ꎬ 这造成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ꎮ 对于一些在殖民时代前就已

形成成熟政治结构的族群ꎬ 殖民当局利用既有结构进行统治ꎬ 以降低其统治

成本ꎬ 如马萨利特素丹领地相当于自治的政治实体ꎬ 且这一状况延续到苏丹

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ꎮ 殖民政府还将这种统治策略制度化ꎬ 建立起所谓 “本
土行政制度” (Ｎａｔｉｖ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ꎮ 它基于传统的部落等级制度ꎬ

０２１

① «在青尼罗河州冲突中苏丹部落冲突重回视野» (阿拉伯文)ꎬ 载半岛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
ｚｅｅｒａ ｎｅｔ / ｍｉｄａｎ /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２２ / ８ / １ꎬ ２０２２ － ０８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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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由 ３ 层行政等级组成ꎬ 每一级别的首领都被赋予相应的行政和司法权责ꎮ
这使部落成为类似于行政单位的组织ꎬ 也使族群或部落之间的边界具有了政

治上的含义ꎮ 这些制度都对不同族群的融合产生了负面影响ꎮ
第二ꎬ 殖民政府的统治策略改变了不同族群之间原本的权力关系ꎬ 为未

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ꎮ 在划分行政辖区时ꎬ 为了更好地管理流动性较强的游

牧部落ꎬ 殖民当局在一般由小群体组成的游牧民中引入了更为集中的等级制

度ꎬ 授予游牧部落首领 “纳齐尔” (Ｎａｚｉｒ) 的头衔ꎬ 还为所有部落设立了

“欧姆达” (Ｏｍｄａ) 这一中层职位ꎮ① 实际上ꎬ 在殖民者入侵前ꎬ 这些游牧部

落一般处于拥有土地证书——— “哈库拉” (Ｈａｋｕｒａ) 或 “瓦西格” (Ｗａｔｈｉｑａ)
的高级首领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ｃｈｉｅｆ) 管辖之下ꎮ 而英国殖民者到来后ꎬ 将部分阿拉

伯游牧部落的谢赫提升为 “欧姆达” 或 “纳齐尔”ꎬ 这些谢赫遂成为有自主

辖区的首领ꎬ 不再听从有土地证书的首领管辖ꎮ 比如ꎬ 南达尔富尔的巴卡拉

(Ｂａｇｇａｒａ) 游牧部落从此拥有了自己的 “纳齐尔” 和领地ꎮ 这种部落领地被

称为 “达尔” (Ｄａｒ)ꎮ 而没有得到自己 “达尔” 的部落ꎬ 如北达尔富尔的里

扎盖特人ꎬ 此后一直追求获得属于自己的 “达尔”ꎮ 与此同时ꎬ 设立新的 “达
尔” 意味着改变原来的行政边界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ꎬ 这为日后的纷争与冲

突埋下了伏笔ꎮ
第三ꎬ 殖民统治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加大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不平

等性ꎬ 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分化从此成为影响族群关系的重要因素ꎮ 英国在苏

丹引入了棉花种植ꎬ 来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料ꎮ② 而在棉花种植的发展中ꎬ 不

同族群获益并不均衡ꎮ 比如ꎬ 在科尔多凡地区ꎬ 努巴人在棉花种植业中往往

扮演最底层的农民角色ꎬ “贾拉巴” (Ｊａｌｌａｂａ) 群体则通过投资棉花种植获取

了财富ꎮ “贾拉巴” 大多来自尼罗河流域地区ꎬ 他们掌控了苏丹各地之间的贸

易ꎬ 并且进行农业投资ꎮ 当地人难以在商业上与他们竞争ꎬ “贾拉巴” 逐渐成

为当地小资产阶级的主体ꎮ 他们与努巴农民之间形成了经济上的剥削关系ꎬ
这与过去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共生关系完全不同ꎮ③ 由于 “贾拉巴” 大多为

１２１

①

②

③

Ｊéｒôｍｅ Ｔｕｂｉａｎａ ｅｔ ａｌ ꎬ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ａｒｆｕｒ”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Ｐｅａｃ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８

Ｔｉｍ Ｎｉｂｌｏｃｋꎬ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１８９８ － １９８５ꎬ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

Ａｔｔａ Ｈ Ｅｌ － Ｂａｔｔａｈａｎ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ｕ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１９２４ －
１９６６ꎬ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Ｋｈａｒｔｏ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９８ － １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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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尼罗河流域地区的浅肤色人ꎬ 这种阶级分层与族群边界交织在一起ꎬ 对

日后努巴人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殖民统治留下的遗产对苏丹的族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族群因素被嵌入

治理体系之中ꎬ 在权力和资源分配中发挥着作用ꎮ 一些族群形同于拥有自己领

地的政治实体ꎬ 这种地位成为一个族群实力的体现ꎬ 因而成为其他族群追求的

目标ꎬ 引发激烈的竞争和冲突ꎮ 同时ꎬ 族群之间的经济分化开始出现ꎬ 过去族群

之间的经济共生关系被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取代ꎬ 一些民众易滋生不满与仇恨情绪ꎮ
(二) 土地制度的改变

土地问题是引发苏丹族际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ꎮ 自苏丹独立以来ꎬ 土

地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大量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ꎮ 传统土地制度的

核心是部落或村社的集体所有制ꎬ 部落或村社的成员享有土地的使用权ꎬ
且可以继承ꎬ 但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ꎮ 这一制度确保了集体的土地不会

流入外人手中ꎬ 保障了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安全ꎮ 而现代土地制度则承认个

人对土地的所有权ꎬ 强调土地的经济价值ꎮ 两者的另一重大区别在于ꎬ 在

传统土地制度下ꎬ 权利和边界的划分主要靠公认的习惯和口头约定ꎬ 而现

代土地制度则以书面契约和在政府处的登记为依据ꎮ １９７０ 年ꎬ 政府出台了

«未登记土地法» (Ｕｎ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ｃｔ)ꎬ 该法规定所有 １９７０ 年以前未登

记过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ꎮ 部落所有的土地大多没有进行过登记ꎬ 这意味

着几乎所有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都被收归国有ꎮ １９８４ 年的 «民事交易法»
(Ｃｉｖｉ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 承认部落对土地的使用权ꎬ 但肯定土地的所有权归

国家所有ꎮ① 这一系列法案的直接效果是剥夺了部落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ꎬ 也

改变了建基于土地权利之上的族群间关系ꎮ 土地制度的改变从以下几方面恶

化了族际关系:
第一ꎬ 在这些法案颁布后ꎬ 政府立刻在南科尔多凡、 青尼罗河州等边缘

地区的大量土地上进行农业开发ꎬ 通过引入投资将这一地带的大片土地转变

为机械化农场ꎬ 用以种植向海外市场出口的农产品ꎮ 政府主导的商业农业开

发挤占了边缘地区的农牧民赖以为生的土地ꎬ 可用以耕种和放牧的土地减少ꎬ
传统土地制度为他们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安全感遭到侵蚀ꎮ 再加上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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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年代达尔富尔的严重旱灾发生后ꎬ 大量移民涌入这些地区ꎬ 使当地资源压

力急剧上升ꎬ 激化了不同族群间对土地的争夺ꎮ
第二ꎬ 土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了边缘地区的生态环境ꎬ 扩大了少

数族群与阿拉伯人间的经济不平等ꎬ 引起少数族群的强烈不满ꎮ 大多数投资

人急于收回成本并赚取尽可能多的利润ꎬ 进行超越土地承载力的农业机械化

作业ꎬ 而忽视了一些传统的保护土壤肥力的办法ꎬ 许多商业农场的土地在使

用多年后便退化了ꎮ 由于土地价格低廉ꎬ 投资人在耗尽一块地的肥力之后ꎬ
便转而开发另一块地ꎮ 这种竭泽而渔式的土地使用方式造成了土地荒漠化ꎬ
破坏了边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ꎬ 间接激化了不同族群对资源的争夺ꎮ 此

外ꎬ 值得注意的是ꎬ 农业项目的投资者一般来自喀土穆等中心地区ꎬ 当地农

民则很少有足够的资金经营这些项目ꎮ① 大量土地落到了一个逐渐壮大的外来

地主阶层手中ꎬ 当地非阿拉伯族群由此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ꎮ 失去土地导

致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是部分少数族群诉诸武力的主要心理驱动力ꎮ
第三ꎬ 传统土地制度的弱化鼓励了一些族群争夺土地资源ꎮ 在达尔富尔

地区ꎬ 一些阿拉伯游牧部落原本没有自己的土地ꎬ 而在政府颁布法规将集体

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后ꎬ 他们开始以政府颁布的法规为依据ꎬ 主张其土地权

利ꎮ 他们不再尊重富尔人等族群的传统土地权利ꎬ 在他们看来ꎬ 既然所有土

地归政府所有ꎬ 那么他们在获得政府的授权后就可以占有和使用土地ꎮ② 上述

情况加剧了不同族群对土地资源的争夺ꎬ 成为族际冲突发生的诱因ꎮ
(三) 政府失当的族群治理政策

巴希尔政府执政时加大了对族际政治的介入力度ꎬ 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对

某些族群的偏袒ꎬ 打破了原来的族际权力关系ꎬ 这是引发族际冲突的原因之一ꎮ
政府的目的主要是加强中央对边缘地区的控制ꎬ 同时削弱其政治对手在边缘地

区的支持基础ꎮ③ 也就是说ꎬ 政府有意削弱那些过去忠于其政治对手乌玛党和民

族联合党的部落首领ꎬ 并扶持那些在本土行政制度中处于劣势的部落和族群ꎮ
在达尔富尔地区ꎬ 大部分部落首领传统上是乌玛党的支持者ꎮ 从 ２０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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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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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年代开始ꎬ 政府对达尔富尔的本土行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造ꎬ 包括增设

新的 “欧姆达” 职位ꎬ 试图削弱原本占据优势的富尔人和马萨利特人ꎬ 扶持

处于劣势的阿拉伯部落ꎮ 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严重旱灾导致人口大规模迁

徙ꎬ 在有些 “达尔” 中ꎬ 新来的移民 (主要是来自北达尔富尔的阿拉伯人和

扎加瓦人) 已经占据了人口多数ꎮ 在这一轮改革中ꎬ 新移民比原住民族群获

得了更多的谢赫和 “欧姆达” 职位ꎮ 比如ꎬ 从北达尔富尔迁徙到南达尔富尔

的阿拉伯游牧族群ꎬ 原本在当地本土行政制度中没有任何地位ꎮ 而在这轮改

革后ꎬ 阿拉伯里扎盖特部落获得了 ６ 个 “欧姆达” 职位ꎬ 从此他们与过去必

须服从的富尔人 “欧姆达” 平起平坐ꎬ 甚至不再服从更高级的富尔人 “沙泰

伊” (ｓｈａｒｔａｙ) 的管辖ꎬ 尽管他们位于后者的辖区内ꎮ① 此举意味着当地族群

间权力关系的剧烈改变ꎬ 而对本土行政制度最激烈的改变发生在达尔马萨利特

(Ｄａｒ Ｍａｓａｌｉｔ) ———马萨利特人的世居领地ꎮ 自 １８８４ 年马萨利特素丹国建立以

来ꎬ 达尔马萨利特的素丹一直在统治家族内部世袭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政府在该地区内

设立了 ８ 个新的行政区ꎬ 在每个地区任命一名 “埃米尔” (Ａｍｉｒ) 来管辖ꎬ 其

中 ７ 名是阿拉伯人ꎮ 政府还试图改变各级首领在某一家族内部世袭的传统ꎬ 强

调所有谢赫以上等级的首领都应由下一级首领选举产生ꎮ 这意味着阿拉伯人埃

米尔拥有选举素丹的权力ꎬ 从而打开了马萨利特素丹被阿拉伯人取代的大门ꎮ②

此举引起马萨利特人的极大不满ꎬ 由此爆发了冲突ꎮ
政府对其他地区本土行政体系的改造也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族际关系ꎮ

在青尼罗河地区ꎬ 从西非迁徙来的富拉尼人和豪萨人被当地原住民视为 “外
国人”ꎮ 而在政府看来ꎬ 这些移民族群比当地非阿拉伯族群更值得信任ꎬ 所以

对其采取扶持政策ꎮ 巴希尔上台后ꎬ 通过修改法律授予他们苏丹公民资格ꎮ
在当地原住民看来ꎬ 这些移民是外来者ꎬ 没有资格在当地拥有土地ꎬ 而苏丹

政府还为富拉尼人设立了一个专门的 “欧姆迪亚” ( “欧姆达” 统领的辖区)ꎬ
引发原住民族群的不满ꎬ 加剧了富拉尼人与原住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双

方之间的摩擦和低烈度冲突时有发生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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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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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因素已被嵌入治理体系之中ꎬ 对既有行政边界或结构的调整会改变

族际权力关系ꎮ 在族群间权力和资源竞争本已紧张的地区ꎬ 这种改变会严重

恶化族群间的关系ꎬ 甚至直接引爆冲突ꎮ 在竞争最激烈的地区一般同时生活

着两个族群: 有自己 “达尔” 的族群和没有自己 “达尔” 的族群ꎮ 后者一般

是游牧部落或后来的移民ꎮ 拥有 “达尔” 的部落或族群希望保持自己对 “达
尔” 的控制ꎬ 而没有 “达尔” 的部落或族群则希望改变现状ꎮ 后者的诉求一

旦获得政府的支持ꎬ 就会引发前者对政府的不满和对现状被改变的恐惧ꎬ 导

致他们不再将政府视为公平和中立的仲裁者ꎬ 对失去优势的恐惧驱动他们对

试图改变现状的族群采取敌对行动ꎮ 在此情况下ꎬ 边缘地区的军事化进一步

激化了族群间的安全困境ꎮ
(四) 边缘地区的军事化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大量武器流入苏丹边缘地区ꎮ 武器的泛滥与萨

赫勒地带的安全形势恶化紧密相关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受到利比亚支持的阿拉

伯民兵连同大量武器从乍得进入达尔富尔地区ꎬ① 这与 １９８７ 年阿拉伯人—富

尔人冲突的爆发直接相关ꎮ ２０１１ 年ꎬ 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后ꎬ 大量利比亚

的武器流入周边邻国ꎬ 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使得武器流入难以得到管控ꎮ
除了外部武器流入ꎬ 苏丹政府动员民兵的平叛策略是边缘地区各族群普

遍军事化的主要原因ꎮ 最早利用这一策略的是尼迈里政府ꎬ 它为阻止苏丹人

民解放军向努巴山区渗透而动员了巴卡拉游牧部落民兵 “穆拉希林”
(Ｍｕｒａｈｅｌｅｅｎ)ꎮ １９８６ 年上台的萨迪克政府和 １９８９ 年上台的巴希尔政府继续沿

用这一策略ꎮ 巴希尔政府还将民兵的招募和训练机制化ꎬ 组建了人民防卫部

队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ｓ) 以作为军队的补充ꎮ 人民防卫部队吸收了许多边

缘地区的青年ꎬ 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后派往南方与反政府武装作战ꎮ 此时ꎬ
政府对民兵的动员主要是为了弥补自身资源的不足ꎬ 而并非刻意要武装阿拉

伯部落ꎮ 政府招募的民兵并不全是阿拉伯人ꎬ 但阿拉伯游牧部落确实贡献了

大量兵员ꎬ 这一方面是由于游牧部落本身尚武的传统ꎬ 另一方面有些游牧部

落希望以帮助政府作战换取土地和其他回报ꎮ
在部落和族群间关系已十分紧张的地区ꎬ 部落民兵的出现激化了已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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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族群间安全困境ꎮ 阿拉伯部落民兵在获得武器和作战经验后开始将其用

于对付非阿拉伯族群的平民ꎮ 在 １９９５ 年爆发的阿拉伯人与马萨利特人冲突

中ꎬ 阿拉伯 “坚杰维德”① 民兵对马萨利特村庄发动袭击ꎬ 迫使至少 １０ 万难

民逃往乍得ꎮ② 为了自卫ꎬ 马萨利特人也组建了自己的民兵ꎮ 相似的进程同样

发生在阿拉伯人与富尔人、 阿拉伯人与扎加瓦人之间ꎮ 富尔人、 扎加瓦人也

组建了自己的武装ꎬ 这些武装便是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的前身ꎮ 反政府武

装的活动则反过来引发了阿拉伯部落的恐惧ꎬ 造成暴力冲突的螺旋升级ꎮ
边缘地区各族群的军事化使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ꎮ 族际冲突越发

脱离政府能控制的范围ꎮ 阿拉伯游牧部落占据了非阿拉伯流离失所者空出的

土地后ꎬ 很快各部落就因土地分配而发生争端ꎮ 虽然阿拉伯部落之间的冲突并

不是新现象ꎬ 但由于许多部落都有大量受过训练的民兵和政府提供的车辆和重

武器ꎬ 任何摩擦都很容易升级为高烈度冲突ꎮ 里扎盖特人与米塞里亚人

(Ｍｉｓｓｅｒｉｙａ) 之间爆发冲突ꎬ 在 ９ 个月内有 １ ０００ 多人丧生ꎮ③ 政府缺乏有效约束

这些阿拉伯民兵的能力ꎮ 当阿拉伯民兵感到自己没有被政府公正对待时ꎬ 他们

甚至反叛政府ꎮ 比如ꎬ 达加洛就一度为了职位和待遇问题率领民兵反对政府ꎮ
为了安抚他ꎬ 政府将其麾下部队编入政府军序列ꎬ 其本人获得正式军衔ꎮ④

虽然苏丹政府此前在和平协议中承诺解除 “坚杰维德” 民兵的武装ꎬ 但

事实上ꎬ 政府不愿也没有能力解除这些民兵的武装ꎮ 政府只是将阿拉伯部落

民兵整编入政府军序列ꎮ 在族群关系依旧紧张的情况下ꎬ 边缘地区的非阿拉

伯族群难以相信政府会保护他们的安全ꎮ ２０１９ 年后ꎬ 随着暴力事件的增加ꎬ
西达尔富尔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的马萨利特族青年开始组建新的自卫武装ꎮ⑤ 在

安全困境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ꎬ 去军事化困难重重ꎮ
苏丹族际冲突长期难解ꎬ 其根源是治理体系的失效和各族群在发展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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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坚杰维德” (Ｊａｎｊａｗｅｅｄ)ꎬ 又译作 “金戈威德”ꎬ 意为骑马带枪的恶魔ꎬ 在 １９８７ ~ １９８９ 年富

尔人—阿拉伯人冲突以前ꎬ 该词主要指从乍得进入苏丹的武装团伙ꎬ 后被非阿拉伯人用以指称所有阿

拉伯部落民兵ꎮ
姜恒昆著: «达尔富尔危机: 原因、 进程及影响»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０１ 页ꎮ
Ｊｕｌｉｅ Ｆｌｉｎｔꎬ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ｒ: Ｉｎｔｅｒ － Ａｒａｂ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Ｄａｒｆｕｒ”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Ａｒｍｓ Ｓｕｒｖｅ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
Ａｌｅｘ ｄｅ Ｗａａｌ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ｒ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ｏｎｅｙꎬ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５９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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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衡、 不平等ꎮ 治理体系的缺陷在于ꎬ 族群之间的差异或边界被嵌入治理

体系之中ꎬ 与权力和资源的分配高度绑定ꎮ 即便族群之间没有明显的不平等ꎬ
族群间也存在权力和资源竞争ꎮ① 此外ꎬ 自殖民时代开始ꎬ 边缘地区的诸族群

逐渐在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被边缘化ꎬ 其中一些族群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ꎬ
他们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经济资源ꎮ 而自然灾害和失当的农业开发加剧了部分地

区的资源压力ꎬ 使弱势族群对于资源的分配更加不满ꎮ 在影响族际关系的诸多

因素中ꎬ 政府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ꎬ 一旦政府改变边界划分或表现出对某些族

群的偏袒ꎬ 便会颠覆原来的族际权力关系ꎬ 激发民众的强烈不满情绪ꎮ 而边缘

地区各族群的军事化则使任何族群间的纠纷更容易升级为高烈度冲突ꎮ 族际冲

突的烈度在 ２１ 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ꎮ 大规模族群暴力给边缘地区的经

济和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ꎬ 也为国家未来的和平建设和社会治理制造了障碍ꎮ

三　 族际冲突的解决与治理困境

苏丹的族际冲突虽然大多发生在边缘地区ꎬ 但它本质上是一场全国性的

危机ꎬ 反映出苏丹国家治理的失序和发展的缺失ꎮ 族际冲突问题的彻底解决

不仅仅是停止族群暴力ꎬ 更需要解决族际冲突背后的治理问题和发展问题ꎮ
(一) 治理机制: 政府与民间行动主体的效能

从族群问题的治理主体看ꎬ 苏丹政府提供的安全保障与治理能力为首要ꎬ
民间的传统冲突调解机制则是政府安全治理的有力补充ꎮ

第一ꎬ 政府在冲突解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政府可以发挥的作用体现在

派军警平息局势、 调查冲突经过与损失、 召集和解会议、 为和解协议担保和

监督协议执行等方面ꎮ 政府的介入能否成功地防止或解决冲突ꎬ 取决于政府

的行动力和政府在冲突各方眼中的公信力ꎮ 政府若能在冲突升级前及时介入

并公正处理ꎬ 往往能够防止冲突规模的扩大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ꎬ 一名贝贾族牧民

在东部加达里夫州 (Ｑａｄａｒｉｆ) 杀死了一名马萨利特族农民ꎬ 人们担心因此引

发族际冲突ꎬ 但政府迅速介入ꎬ 逮捕了肇事者ꎬ 使局势得以平息ꎮ② 相比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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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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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已经造成严重伤亡和损失后ꎬ 政府在早期阶段介入往往效果更好ꎮ
决定政府能否成功地调解和解决冲突的最重要因素是其在族际冲突中的

中立性ꎮ 过去政府调解冲突的事例表明ꎬ 一旦政府表现出对某一族群的偏袒ꎬ
另一族群不再将其视为公正的仲裁者ꎬ 其调解冲突的努力往往归于失败ꎮ 而

在政府成功解决冲突的案例中ꎬ 政府往往相对中立ꎬ 没有明显偏向任何一方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西达尔富尔州的族际冲突激化ꎬ 政府主导的调解会议遂促使当

事方之间达成和解协议ꎬ 这些协议由快速支援部队的 “和平与和解委员会”
担保ꎮ① 然而ꎬ 由于快速支援部队的指挥官达加洛本人属于冲突当事方之一的

里扎盖特人ꎬ 其他当事方对这些协议存疑ꎮ②

政府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亦十分重要ꎮ 如果政府不能平等地为所有族群

的公民提供安全保障ꎬ 族群间的安全困境就会产生ꎮ 当下ꎬ 边缘地区的少数

族群对政府提供可靠安全保障的信心仍然不足ꎮ 让达尔富尔的非阿拉伯族群

尤为不安的是ꎬ 巴希尔下台后ꎬ 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出任主权委员会

副主席ꎬ 成为后巴希尔时代最重要的实权人物之一ꎮ 在安全部门的现状难以

改变的情况下ꎬ 如何维护冲突地区的安全与秩序便成为当下族群冲突治理中

的最大问题ꎮ 在达尔富尔ꎬ 联合国—非盟维和部队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结束

任务ꎬ 撤出达尔富尔ꎮ «朱巴和平协议» 规定ꎬ 签字各方应共同组成一支 １ ２
万人的安全保障部队ꎬ 以填补前者留下的安全真空ꎮ③ 然而ꎬ 这一安排的落实

进展缓慢ꎮ 快速支援部队已于 ２０２１ 年初在达尔富尔组建了自己的安全保护部

队ꎬ 而这一部队的指挥官人选与构成使其保护非阿拉伯平民的意愿和能力受到

质疑ꎮ④ 联合国—非盟维和部队撤离以后ꎬ 针对非阿拉伯平民的暴力事件增加ꎬ
使非阿拉伯族群质疑政府是否真有意愿和能力保护他们ꎮ

第二ꎬ 在达尔富尔的大规模冲突爆发后ꎬ 传统冲突调解机制得到了苏丹

国内外的重视ꎬ 但仅通过传统调解制度解决冲突效果有限ꎮ 传统首领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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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里扎盖特人与山区米塞里亚人签署和解协议ꎬ 哈梅提支付赔偿» (阿拉伯文)ꎬ 载苏丹论坛

网: ｈｔｔｐｓ: / / ｓｕｄａｎｔｒｉｂｕｎｅ ｎｅ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６０３６２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１８ꎮ
«哈梅提在达尔富尔改善形象并劝说阿拉伯部落停止暴力» (阿拉伯文)ꎬ 载苏丹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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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机制过去确实在控制冲突和达成和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按照传统机制ꎬ
当暴力事件发生时ꎬ 传统首领会第一时间介入ꎬ 劝说各方保持冷静ꎬ 并召集

名为 “朱迪亚” 的调解会议ꎮ 此类会议由被称为 “阿贾维德” 的调解人主

持ꎬ “阿贾维德” 由受人尊敬的长者、 部落长老担任ꎮ 当涉及部落间冲突时ꎬ
“阿贾维德” 一般由与冲突无关的部落长老担任ꎮ “朱迪亚” 会议的宗旨是通

过调解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ꎮ 如果部落间冲突造成人员和财产损失ꎬ
解决方案一般包含向受损失的一方支付赔偿ꎮ 但 “朱迪亚” 会议的最终目的

不是赔偿或惩罚ꎬ 而是修复冲突双方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恢复社会和平ꎮ 传统

上ꎬ 只有双方握手表示接受和解并原谅对方ꎬ 调解才算最终完成ꎮ①

“朱迪亚” 会议至今仍是苏丹边缘地区的居民最常用的纠纷解决机制ꎮ 然

而ꎬ 这一机制在当下解决族群间冲突的作用受到多方面限制ꎮ 在达尔富尔、
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河地区ꎬ 大规模的族群暴力已经严重破坏了各部落和族

群之间的信任ꎬ “阿拉伯人” 与 “非洲人” 之间的身份对立十分严重ꎬ 达成

让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ꎮ 传统调解机制效力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是过去数十年发生的族群暴力造成的破坏力大幅上升ꎮ 按照传统ꎬ 如果冲突

造成人员死亡ꎬ 肇事的一方应为每位死者支付一笔被称为 “血钱” (ｄｉｙａ) 的

赔偿金ꎬ 按惯例一个男人的 “血钱” 是 １０ 万苏丹镑 (约合 ２ ２００ 美元)ꎮ② 在

冷兵器时代ꎬ 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很少突破个位数ꎮ 而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来ꎬ 随着先进武器的大量使用ꎬ 部落或族际冲突造成的伤亡人数大幅上升ꎬ
一场冲突造成的遇难人数所需的赔偿可能就已超过了一个部落所能承受的上

限ꎮ③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４ 年达尔富尔的大规模冲突造成的伤亡数字和财产损失都十

分惊人ꎬ 这使得完全按照传统方式解决冲突几乎不再可能ꎮ
第三ꎬ 政府力量与传统调解机制相配合也是有效调解和解决族际冲突的

途径之一ꎮ 过去 ３０ 年来ꎬ 政府举办了不少部落间和解会议ꎮ 然而ꎬ 政府主导

的调解效果不甚理想ꎮ 人们普遍认为这些会议不如自发的 “朱迪亚” 会议有

效ꎬ 因为没有政府干涉的调解结果被认为更为真实ꎮ 而当政府与传统机制相

互配合ꎬ 合作解决冲突时ꎬ 往往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ꎮ 比如ꎬ 卡萨拉州

(Ｋａｓｓｌａ) 设有负责调解冲突的委员会ꎬ 其成员主要由地方首领和长老组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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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负责提供运作所需资金ꎬ 并象征性地参与其中ꎬ 该委员会曾成功地解决

了多次当地冲突ꎮ 究其原因ꎬ 此类机制较好地结合了传统权威和政府权威ꎬ
让传统首领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调解纷争ꎬ 而调解的结果又有政府背书ꎬ 故

而大大增强了其中立性和权威性ꎮ 当下ꎬ 基于有限的资源动员、 政局不稳、
各族群对于政府与民间冲突解决机制认知的差异ꎬ 如何更好地整合政府和民

间力量应对族际冲突仍是苏丹政府面临的难题ꎮ
(二) 治理结构: 传统治理制度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融通整合

苏丹族际冲突的恶化实质上是国家治理危机的表现ꎮ 自苏丹独立以来ꎬ
传统治理制度逐渐弱化和瓦解ꎬ 而取代传统治理制度的有效治理体系没有建

立起来ꎮ 鉴此ꎬ 历届苏丹政府意识到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ꎬ 并进行了多轮

改革ꎬ 但解决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并不容易ꎮ
一方面ꎬ 政府面临整合传统治理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挑战ꎮ 传统治理

制度主要指本土行政制度和其他相关制度ꎮ 这一体系曾是边缘地区基层治理

的基础ꎬ 它在族际关系调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ꎬ 有助于保持多族群杂居地区

的社会稳定ꎬ 但传统治理制度中确实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成分ꎮ 传统治理

制度本身是个比较封闭的体系ꎬ 大多数传统首领职位在家族内部世袭ꎬ 传统

首领本身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ꎬ 可能出于维系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反对政府推

行的政策ꎮ 正因如此ꎬ 政府过去对传统治理制度的态度总体而言较为消极ꎮ
巴希尔政府试图在保留本土行政制度的核心治理功能的同时对其进行改造ꎬ
以加强对传统首领的控制ꎮ 然而ꎬ 这一策略只取得了部分成功ꎬ 而且代价十

分明显ꎮ 政府加强了对传统首领的控制ꎬ 大多数传统首领事实上已经转变为

政府的公务员ꎬ 但这导致他们与辖下民众的情感联系发生了改变ꎬ 其中的微

妙之处就在于传统首领到底是代表政府还是代表其辖下的民众行事ꎮ 如果他

们被民众视为只是代表政府行事ꎬ 那么他们在民众心中的合法性和道德权威

就会遭到弱化ꎮ 对于传统首领而言ꎬ 在其所属社群的代表和政府官员两种身

份之间取得平衡是一项艰巨的挑战ꎮ
如果从治理族际冲突的角度出发ꎬ 传统首领最大的价值或许在于其道德

权威和其与辖下民众的情感联系ꎬ 他们可以利用这一资产发挥政府所不能发

挥的作用ꎬ 而赋予其过多的行政职责反而不利于他们发挥这种作用ꎮ 对于苏

丹政府而言ꎬ 需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将传统治理制度整合进国家治理体系

中ꎬ 从而打造一套合理、 有效的治理体系ꎮ 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对传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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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进行扬弃ꎬ 既发挥其积极作用ꎬ 又改革其不合理的成分ꎬ 同时理顺传统

首领与基层政府机构之间的职能划分ꎮ 例如ꎬ 政府承担为民众提供安全和基

本公共服务等核心治理职责ꎬ 同时保留传统首领相对于政府一定程度上的独

立性ꎬ 也有利于族际冲突的治理ꎮ
另一方面ꎬ 政府需要找到传统土地权利对接土地制度改革的良性发展路

径ꎮ 如前所述ꎬ 土地问题是引发族际冲突的最主要因素之一ꎮ 目前ꎬ 苏丹仍

存在多种土地制度并存的局面ꎮ 土地制度的矛盾和混乱增加了解决土地纠纷

的难度ꎮ 在部落或族群就土地发生争端时ꎬ 各方都援引对己有利的法规和制

度来主张自身的权利ꎻ 土地制度的矛盾还意味着几乎没有冲突各方都接受的

争议解决渠道ꎮ
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引发的族际冲突ꎬ 其前提是确立一个清晰、 合理的土

地制度ꎮ 为此ꎬ 苏丹政府必须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破解不同族群在土地权利

上立场难以调和的难题ꎮ 在传统土地制度下ꎬ 享有土地权利的部落或族群坚

持他们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ꎬ 如在达尔富尔ꎬ 富尔人和马萨利特人要求他们

在传统土地制度下的土地权利必须得到恢复和保护ꎮ 而在传统制度下处于不

利地位的群体则寻求废除或改变传统制度ꎮ 此外ꎬ 过去 ３０ 年的冲突已经严重

改变了土地的占有和分配状况ꎬ 即使政府有意恢复传统土地制度ꎬ 恐怕也难

以执行ꎮ 在达尔富尔ꎬ 冲突前该地区的 ６００ 多万人口中ꎬ 已有大约 １ / ３ 逃离

家园ꎬ 其中大部分为非阿拉伯族群的居民ꎬ 他们留下的土地被阿拉伯游牧部

落占据ꎮ «朱巴和平协议» 只规定游牧民有使用土地的权利ꎬ 同时规定所有流

离失所者和难民应恢复对其被剥夺的土地的权利ꎮ① 这相当于要求占据土地的

阿拉伯游牧部落交还土地ꎬ 但这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和抗拒ꎮ ２０１９ 年以来ꎬ
达尔富尔暴力冲突加剧的部分原因正是阿拉伯游牧部落担心 «朱巴和平协议»
的执行会使他们失去在冲突中占据的土地ꎮ 流离失所者回归和恢复土地权利

与阿拉伯游牧部落对土地的诉求构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ꎮ 二是如何在保障

各族群土地权利的同时实现土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ꎮ 过去历届苏丹政府在土

地政策上的一个主要考量是追求土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ꎮ 在边缘地区ꎬ 政府

将闲置土地收归国有后给投资者使用ꎬ 从而盘活了土地资源ꎬ 并推动了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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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发展ꎮ 但这一政策忽视了土地的公平分配ꎬ 损害了当地少数族群农牧

民的利益ꎬ 恶化了族际关系ꎮ 政府应该思考如何在开发土地经济价值的同时ꎬ
保障各族群农牧民的土地权利ꎮ 事实上ꎬ 这两者未必互相矛盾ꎬ 但政府过去

的农业发展战略将两者对立起来ꎮ 政府侧重发展的大型灌溉项目和机械化农

业项目ꎬ 只惠及了一小部分人ꎬ 而边缘地区大部分农牧民赖以为生的传统农

业和畜牧业却是最受忽视的部门ꎮ 这种农业发展路径对改善民生效果有限ꎬ
而且对苏丹的粮食安全造成了不利影响ꎮ 大型农业项目大多生产用于出口的

经济作物ꎬ 而被政府忽视的传统农业生产者恰恰是粮食生产的主力ꎮ 要解决

民生问题和粮食安全危机ꎬ 苏丹政府需要进一步开发国内农业潜力ꎬ 包括优

化农业发展战略ꎬ 保障农牧民的土地权利ꎬ 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ꎬ 并加大

对传统农业和牧业的投入ꎬ 为农民和牧民提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资金ꎬ 帮

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ꎮ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力ꎬ 也能改善农牧民的收

入水平和生活条件ꎬ 保障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安全ꎬ 从而缓解资源匮乏导致的

族群间紧张关系ꎮ
(三) 治理基础: 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

经济发展与民生问题是当下苏丹面临的主要困境ꎬ 经济发展乏力阻碍了

政府对族群问题的治理ꎮ 首先ꎬ 经济发展的绩效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满意

度ꎮ 经济与民生问题正是导致巴希尔政权垮台的主要原因之一ꎮ 近年来ꎬ 苏

丹经济形势不断恶化ꎬ 尤其是持续演化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该国的经济衰

退之势ꎮ ２０２２ 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进一步恶化了苏丹的粮食安全状况 (苏丹

每年进口小麦的 ９０％以上源自俄罗斯和乌克兰)①ꎬ 且使该国的通货膨胀率从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０ ４％飙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６４ ３％ ꎮ② 经济衰退给经济地位较低的民

众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ꎬ 而少数族群在经济上本就处于劣势ꎬ 经济不振将进

一步拉大族群间的经济差距ꎬ 激化少数族群的不满情绪ꎮ 如果民生问题长期

无法得到改善ꎬ 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会受挫ꎬ 政治稳定可能再度受到冲击ꎬ 而

政局不稳可能又会激化族群矛盾ꎮ
其次ꎬ 经济不振还会拖累政府的财政收入ꎬ 直接影响政府治理族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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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ꎮ 从根本上解决族群治理难题需要政府在边缘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加大资金投入ꎬ 况且执行当下的和平进程也耗资巨大ꎮ «朱巴和平协议» 规

定ꎬ 武装冲突中受到侵害的平民有权得到补偿ꎮ 此外ꎬ 解除武装和复员、 重

新安置流离失所者都需要大量资金ꎮ 而苏丹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拮据ꎮ 苏丹

是世界上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ꎬ 苏丹政

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 ２０２１ 年的 １８２％上升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８９ ５％ ꎮ①

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ꎬ 入不敷出的苏丹政府很难负担得起执行和平协议

所需的全部资金ꎮ 而军方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单方面夺权之后ꎬ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国家政府都宣布暂停向苏丹提供援助ꎮ 苏丹在 “重
债穷国倡议” 下获得债务减免的进程也被搁置ꎮ 财力不足直接制约了苏丹政

府的治理能力ꎬ 使其难以应对当下复杂的治理任务ꎮ 这为苏丹执行和平进程

的前景蒙上了阴影ꎮ
(四) 治理环境: 地区国家冲突的影响与跨界犯罪活动

在苏丹的族群冲突中ꎬ 外部介入和周边国家冲突的溢出效应一直是一个

重要因素ꎮ 当前ꎬ 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安全形势复杂ꎮ 由于跨境族群的广

泛存在ꎬ 族际冲突的效应常溢出一国边境ꎮ 恐怖组织、 犯罪团伙也经常跨

越边境活动ꎮ 邻国的安全局势恶化可能会外溢到苏丹ꎬ 引发苏丹的族际

冲突ꎮ
当前ꎬ 境外安全形势对苏丹带来的挑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邻国冲

突的溢出效应ꎮ 与苏丹达尔富尔毗邻的乍得和利比亚安全局势不稳ꎮ 这几个

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带地广人稀ꎬ 管控难度大ꎬ 武装分子和武器的流动难以被

完全阻断ꎮ 苏丹解放军、 正义与平等运动等苏丹武装组织曾以利比亚作为自

己的大本营ꎬ 有些组织据称参与了利比亚的内战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卡扎菲政权垮

台以来ꎬ 利比亚一直没有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ꎬ 武装组织仍可以在利比亚

得到庇护所和武器ꎮ 二是苏丹与邻国的边界冲突ꎮ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埃塞俄比

亚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之间爆发冲突ꎬ 数万难民为逃避战火进入

苏丹境内ꎮ 此后不久ꎬ 苏丹军队进入两国长期争议的法沙加地区 ( ａｌ －
Ｆａｓｈａｇａ)ꎮ 两国军队和民兵随后发生多起冲突ꎬ 造成数十人死亡ꎮ 难民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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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军事冲突给苏丹本已脆弱的安全和经济形势增加了新的压力ꎮ 外来难民

的大量涌入乃至长期居留ꎬ 可能改变当地的人口结构ꎬ 加剧资源压力ꎬ 从

而成为新的冲突爆发点ꎮ

四　 结语

长期以来ꎬ 苏丹持续发生各类政治动荡ꎬ 尤其是自 ２０１９ 年政治变局以

来ꎬ 该国安全局势堪忧ꎬ 且交织着族群因素ꎮ 族际冲突长期难解缘于治理问

题和发展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ꎮ 苏丹的大部分族际冲突之所以集中于边缘

地区ꎬ 正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治理赤字和发展赤字最为严重ꎮ 自殖民时代开始ꎬ
边缘地区的各族群普遍在政治和经济上被边缘化ꎻ 土地制度的变化ꎬ 使得许

多弱势族群失去了对其赖以为生的经济资源的掌控ꎻ 农业开发和人口流动加

剧了资源压力ꎬ 引发了更激烈的争夺ꎮ 此外ꎬ 政府在国家治理中ꎬ 没能平衡

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 原住民族群与移民族群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ꎬ 引发

了一些民众的不满情绪ꎬ 成为冲突爆发的直接诱因ꎮ 边缘地区的军事化则

提升了族际冲突的烈度ꎬ 进一步扩大了治理赤字ꎮ 尽管如此ꎬ 无论是历史

上的大小动乱ꎬ 还是当下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的武装冲突ꎬ 最终

都能得以平息ꎬ 这是因为由乱及治是苏丹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ꎮ 周边邻国、
伊加特、 非盟和联合国也都在积极斡旋调解苏丹国内矛盾ꎬ 帮助苏丹早日

实现国内和平稳定ꎮ
解决族际冲突的关键在于提升苏丹政府的治理效能ꎬ 以发展促安全ꎮ 对

于苏丹政府来说ꎬ 建立一个稳定、 高效的政府是稳定国内局势、 治理族际冲

突的必要条件ꎬ 当务之急是制止暴力ꎬ 通过谈判和对话达成共识ꎬ 以建立稳

定的政治秩序ꎮ 中期来看ꎬ 苏丹政府最主要的任务是进行安全领域的改革ꎬ
以保障苏丹各族群居民的安全ꎮ 而根本解决之道在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ꎬ 尽

可能地保证族群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公平ꎬ 同时加大对边缘地区发展的投入ꎬ
提升这些地区的发展程度ꎬ 保障各族群的经济和社会安全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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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安全化问题评析∗
∗

周少青　 周　 洁

　 　 内容提要　 以色列是一个典型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ꎮ 建国后ꎬ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以重大事件为标志ꎬ 大致经历了军事管控政

策的实施、 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 «奥斯陆协议» 签订前、 «奥斯陆协议»
的签订与实施、 «犹太民族国家法» 颁布至当前 ４ 个阶段ꎮ 由于极为特殊的建

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ꎬ 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

强烈的国家安全取向ꎬ 维护犹太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成为主导以色列族群政

策与立法演进的内在价值逻辑ꎮ 从现实效果来看ꎬ 虽然以色列的以国家安全

为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ꎬ 有力地捍卫了其 “犹太民族国家” 属性ꎬ 确保了国

家的整体安全ꎬ 但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ꎬ 也使其面临着国内

族群矛盾尖锐、 国家凝聚力削弱、 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的威胁与挑战ꎮ 奉

行和合共生的政策理念与重塑包容、 合作的安全机制ꎬ 是破解以色列少数族

群问题安全化问题之路ꎮ
关 键 词　 国家安全　 以色列　 少数群体政策　 价值理念

作者简介　 周少青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ꎬ 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ꎻ 周洁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

族学院硕士研究生ꎮ

以色列是一个犹太国家ꎬ 同时又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ꎮ 从民族 (族
群) 结构来看ꎬ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ꎬ 以

色列总人口约为 ９４４ ９ 万ꎮ 其中ꎬ ６９８ ２ 万 (占总人口的 ７３ ９％ ) 是来自不

同背景的犹太人ꎬ １９９ ５ 万 (２１ １％ ) 是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裔少数

５３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少数民族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别比较研究”
(１７ＡＭＺ００６) 的阶段性成果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族群ꎮ 此外ꎬ 还有 ４７ ２ 万 (５ ０％ ) 被界定为 “其他人” 的非阿拉伯裔穆斯

林、 非阿拉伯裔基督徒以及所有其他在人口登记册中未按宗教分类的居民ꎮ①

复杂多元的民族 (族群) 构成以及历史和现实因素叠加作用下不同族群、
宗教、 教派间的内在矛盾ꎬ 使得以色列在其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发展过程中所

面临的与少数群体②相关联的问题和挑战十分突出ꎮ 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

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ꎬ 如何对待当时被迫划定在以色列国土范围内、 占据第

二大族群地位的阿拉伯裔群体③这一 “内部的他者”④ꎬ 成为新生的以色列国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ꎮ 从建国初期严格的军事管控到民主化建设过程中相

对间接的防范和区隔ꎬ 以色列政府在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族群政策与立

法ꎮ⑤ 近年来ꎬ 国内外学术界对此也作了相关讨论ꎮ 这些研究主要关注到以色

列对待境内阿拉伯裔群体的具体政策内容、 阿拉伯裔群体的现实处境、 以色

列民族 (族群) 政策的基本思想、 主要特点及其对国家认同、 国家凝聚力建

设所带来的后果与影响等ꎬ 对于我们了解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ꎬ 特别是其

主体民族与阿拉伯裔少数族群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但已有成果的一个共

同特点是ꎬ 缺乏从国家安全的整体视角系统地审视以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ꎬ
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尝试ꎮ 以色列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新兴国家ꎮ 如何妥善地

处理好少数群体权利保护与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ꎬ 关切到以色

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的未来走向ꎮ 因而ꎬ 从理论层面来看ꎬ 研究以色

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国家安全之维ꎬ 不仅可以拓展国家安全研究领域ꎬ 而且有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ｅ ｏｆ ２０２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ｓ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ｍｅｄｉａ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ｐａｇｅｓ / ２０２１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ｉｓｒａｅｌ － ｏｎ － ｔｈｅ － ｅｖｅ － ｏｆ －
２０２２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２ － ０１ － １０

本文的 “少数群体” 概念ꎬ 在以色列国家语境下主要指谓种族或民族、 宗教和语言上的少数

族群ꎮ 鉴于阿拉伯裔人口在以色列少数群体中占绝对多数ꎬ 本文所谓 “少数群体” 主要指 (但不限

于) 阿拉伯裔 (穆斯林) 少数族群ꎮ
一般来讲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少数族群指的是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和第一次中东战争以后留在

以色列控制区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ꎮ 除少数城市居民以外ꎬ 他们主要集中在以色列北部的加利利地区、
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和 “三角地区” 的数百个村庄中ꎮ 按照宗教信仰ꎬ 他们又可以划分为阿拉伯裔穆

斯林少数群体、 阿拉伯裔基督徒、 德鲁兹人等主要群体ꎮ
艾仁贵: «以色列多元社会的由来、 特征及困境»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３ 页ꎮ
严格来讲ꎬ 以色列政府并未制订过直接且明确的民族政策ꎬ 即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 “少数群

体政策”ꎬ 其有关少数群体的政策和立法内含于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发展及其处理解决境内犹太

主体民族与 (阿拉伯裔) 少数族群关系问题的各项法律和现实实践之中ꎮ 由于缺少明确的少数群体政

策ꎬ 以色列各政府部门在处理与阿拉伯裔群体有关的事务上ꎬ 没有统一的处理方式ꎬ 甚至持相悖态度ꎮ
Ｓｅｅ Ｄｏｎ Ｐｅｒｅｔｚ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ꎬ Ｓｐｒｉｎｇꎬ １９５４ꎬ ｐ 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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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进一步深化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理论ꎮ 从实践层面来看ꎬ 以色列在应对和

解决少数族群问题方面的政策实践及其经验教训ꎬ 同样对其他有着相似发展

境况的多民族国家的完善性建构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ꎮ

一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演进

回顾历史ꎬ 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ꎬ 建国后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的历史

演进大致经历了以下 ４ 个时期或阶段:
(一) 军事管控政策的实施时期 (１９４８ ~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４８ 年建国之初ꎬ 以色列政府将其境内的阿拉伯裔少数族群视为必须加

以严防的 “第五纵队”ꎬ 绝大部分阿拉伯裔少数族群 (地区) 都被置于严格

的军事管控之下ꎮ 聚居在加利利地区、 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还有 “小三角”
地区的阿拉伯裔群体的行动自由受到一系列政策和法律的限制ꎮ 其居住权、
财产权等基本人身权利难以得到保障ꎮ 在军事管控范围内ꎬ 警察和军方可以

进入和搜查任何被怀疑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区域ꎬ 可以搜查和拘留任何个

人ꎬ 也可以在 “安全区” 内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ꎮ①

正如学者贾斯蒂娜斯蒂平斯卡 (Ｊｕｓｔｙｎａ Ｓｔｙｐｉńｓｋａ) 所指出的ꎬ “决定国

家命运、 塑造和影响其社会状况的两个最重要的和最根本的要素即土地和人

民ꎮ 没有这两个要素ꎬ 任何国家或政府都不可能存在”②ꎮ 在军事管控时期ꎬ
以色列政府接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阿拉伯裔少数族群的政策和立法ꎬ 其中ꎬ
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对其权利保护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在土地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方面ꎬ 以色列建国前ꎬ 大批巴勒斯坦难民被迫

逃离犹太军队所占领的地区ꎬ 留下了大片 “被遗弃的土地”ꎮ １９４８ 年 ６ 月ꎬ
以色列通过了 «被遗弃财产条例»ꎬ 赋予以色列政府对 “被遗弃区域” 内土

地及财产的专属管辖权ꎮ 同时ꎬ 以色列还成立了由总理大卫本 － 古里安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 Ｇｕｒｉｏｎ) 领导的 “遗弃财产委员会”ꎬ 负责制定难民财产政策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０ 月ꎬ 在农业部的牵头起草下ꎬ 以色列出台了 «关于开垦休耕土地和

未开发水资源的紧急条例» (简称 «休耕地条例»)ꎮ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２ 日ꎬ 时任

７３１

①
②

Ｓｅｅ Ｄｏｎ Ｐｅｒｅｔｚ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ｐ １４１ － １４３
Ｊｕｓｔｙｎａ Ｓｔｙｐｉńｓｋａ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Ｐｏ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Ｎｏ １５７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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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部长埃利泽卡普兰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Ｋａｐｌａｎ) 签署了 «关于缺席者财产的紧

急条例» (简称 «缺席者财产条例»)①ꎬ 以获得对 “缺席者财产” 的所有权

并将其交予相关托管机构ꎮ 在此基础上ꎬ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议会正式通过

了 «缺席者财产法» (也译作 «不在者地产法»)ꎬ 并于 ７ 月颁布了 «发展管

理局 (财产转让) 法»ꎬ 进一步加强了对阿拉伯裔人口土地资源的征用和管

理ꎮ 除了数百万杜南的土地符合 “缺席者财产” 的概念界定外ꎬ １９５１ 年至

１９５３ 年间ꎬ 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地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 “没收”ꎮ
１９５３ 年出台的 «土地征用法»ꎬ 将这一对土地的没收或征用行为解释为 “安
全需要” 和 “基本发展需要”ꎮ 虽然以色列当局建立了一定的补偿机制ꎬ 但在

现实中被没收土地者很难得到足够的、 公平的损失赔偿ꎮ １９６０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以色列议会通过了 «基本法: 国家土地法»ꎮ 该法禁止通过出售或任何其他方

式转让国家、 以色列发展总局或犹太民族基金会对 “不动产” 的所有权ꎬ 但

法律规定的 “不动产” 类型或交易除外ꎮ②

在人口政策上ꎬ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 － 古里安在 «独立宣言» 中

宣称: “以色列国将向犹太移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流亡者敞开大门ꎮ”③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ꎬ 在 «独立宣言» 的基础上ꎬ 以色列出台了 «回归法»ꎬ 积极呼吁和号

召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回归这片 “应许之地”ꎮ 继 «回归法» 之后ꎬ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ꎬ 以色列议会又通过了 «国籍法»ꎮ 该法规定了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的

基本条件ꎮ 非犹太人 (主要针对阿拉伯裔少数族群) 可以通过居住、 出生或

入籍而成为以色列公民ꎬ 但对阿拉伯裔少数族群而言仍存在着诸多限制ꎮ
除此之外ꎬ 以色列政府还试图利用阿拉伯裔少数族群内部的差异和矛盾ꎬ

推行 “分而治之” 的政策ꎬ 从而加强对阿拉伯裔群体的监督和控制ꎮ 相较于

８３１

①

②

③

根据该条例ꎬ “缺席者” 是指在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联合国大会关于分割巴勒斯坦的决议的

日期) 或之后曾是: 与以色列交战的阿拉伯国家之一的公民或国民ꎻ 在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ꎬ 或在

法规管辖范围之外的任何巴勒斯坦地区ꎻ 放弃其常住居所的巴勒斯坦公民ꎮ 这几乎包括了所有在战争

期间离开家园的阿拉伯人ꎬ 无论他们是否返回ꎮ Ｇｅｒｅｍｙ Ｆｏ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 Ｓａｎｄｙ) Ｋｅｄａｒꎬ “Ｆｒｏｍ
Ａｒａｂ Ｌａｎｄ ｔｏ ‘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ｋｅ ｏｆ
１９４８”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８１５

“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ａｎｄｓ ”ꎬ Ｊｕｌｙ ２５ꎬ １９６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ｎ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ｇｏｖ ｉｌ / ｅｎ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ｐａｇｅｓ /
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ｓ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１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Ｍａｙ １４ꎬ
１９４８ꎬ ｐ 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ｔｈｅ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ｆ － ｔｈｅ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ｓｔａｔｅ － ｏｆ －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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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主体民族地位ꎬ 阿拉伯裔群体不仅被 “少数民族化”ꎬ 更是被再细分

为穆斯林、 基督徒、 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等多个群体ꎮ 这种宗教、 教派层面

的划分ꎬ 是 “更系统的分化过程的开始”ꎮ①

(二) 军事管控政策的废止至 «奥斯陆协议» 签订时期 (１９６７ ~ １９９３ 年)
１９６６ 年 １２ 月ꎬ 以色列建国以后长达 １８ 年之久的对阿拉伯裔群体的军事

管控政策被废除ꎮ 但实际上ꎬ 军事管控时期政府对少数群体行动的一些限制

仍然存在ꎮ 直到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又称 “六日战争”) 结束ꎬ 以色列

解除国家 “紧急状态” 之后ꎬ 军事管控被正式取消ꎬ 阿拉伯裔少数族群才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以色列国家公民ꎮ 以色列军事管控时期出台的各项族群政策

与立法在原有基础上作出了一定调整ꎬ 对少数族群的管控手段转向相对间接ꎬ
但其内在的对阿拉伯裔群体的防范和排斥的本质依旧没有改变ꎮ

军事管控结束后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群体逐渐打破了族群内部以及与巴

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隔绝状态ꎮ 加之ꎬ 受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影响ꎬ
长期受到各方面歧视和压制的阿拉伯裔群体开始积极追求公民平等框架下的

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ꎮ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ꎬ 阿拉伯裔议员主要

是借助于 “附属党” 的身份参与以色列的政治生活ꎮ 直到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ꎬ “哈
达什党” (Ｈａｄａｓｈ)② 的成立大大提升了阿拉伯裔公民在政治舞台上的话语

权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和平进步党” (１９８４ 年)、 阿拉伯民主党

(１９８８ 年) 等阿拉伯政党相继成立ꎬ 以色列阿拉伯裔少数族群在政治参与上

经历了 “从无足轻重到能够在以色列政治舞台上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ꎬ
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ꎬ 独立参加竞选活动”③ 的成长过程ꎮ 然而ꎬ 从现实来

看ꎬ 以色列的犹太国家属性依旧从根本上制约着阿拉伯政党的政治参与ꎮ
１９８５ 年 ７ 月 ３１ 日ꎬ 以色列议会通过了 «基本法: 议会 (第九修正案)»ꎬ 该

法案在第七条之后增加了 “７Ａ” 条款ꎬ 对限制参加议会选举的条件进行了补

９３１

①

②

③

Ｓｅｅ Ａｈｍａｄ Ｈ Ｓａ’ｄｉꎬ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ꎬ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Ｒｅｐｒｉｎ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７０ － ９２

该党由以色列共产党内部分支拉卡赫党与其他左翼政党联合组建ꎬ 主张 “两个国家ꎬ 两个民

族” (Ｔｗｏ Ｓｔ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ｗ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ꎬ 同时强调工人权利、 社会正义、 民主自由和人权、 阿拉伯少数族群

及妇女的平等权利、 环境保护以及反对私有化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ꎮ Ｓｅｅ “Ｈａｄａｓｈ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ｈａｄａｓｈ ｏｒｇ ｉｌ /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５

王宇: «论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政治参与»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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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ꎬ 其中就包括 “否定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ꎮ① 这一前提条件无

疑将以色列的阿拉伯政党置于一种两难的处境ꎮ
在土地政策上ꎬ 随着军事管控的废除以及阿拉伯裔群体维权意识的增强ꎬ

以色列政府以 “安全需要” 为名的对 “被遗弃的土地” “缺席者的土地” 的

侵占和征用逐渐丧失其合法性ꎮ 这一时期的强行征用 “不再是理直气壮、 顺

理成章的举措ꎬ 而是在国防军需等 ‘别无选择情况下’ 的 ‘无奈之举’”ꎮ②

１９７６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阿拉伯裔群体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工活动ꎬ 以此抗

议以色列对加利利地区的征地计划ꎮ ６ 名阿拉伯裔公民在集会中被以军士兵开

枪打死ꎬ 双方在土地问题上的矛盾进一步激化ꎮ③ 为了缓和双方尖锐的矛盾ꎬ
以色列政府征用土地的步伐变得更为谨慎ꎬ 其注意力也逐渐转移至南部内盖

夫地区贝都因人的土地上ꎮ④

在人口政策上ꎬ １９８０ 年 «国籍法» 修正案第三条在原有法律基础上增加

了 “３Ａ” 条款ꎬ 规定非出生在以色列的非犹太人如果不能根据其他条款获得

以色列国籍ꎬ 但满足在以色列建国之前是巴勒斯坦公民ꎬ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及

该修正案生效之日是以色列居民ꎬ 并按照 «居民登记条例» 进行登记ꎬ 同时

不是 «反渗透法» 中所涉及的国家的公民ꎬ 即可成为以色列公民ꎮ 对于在以

色列建国后出生的非犹太人ꎬ 如果不能根据其他条款获得以色列国籍ꎬ 但在

修正案生效之日是以色列居民ꎬ 并按照 «居民登记条例» 进行登记ꎬ 其父母

一方为以色列公民ꎬ 亦可获得公民地位ꎮ 可以说ꎬ １９８０ 年 «国籍法» 修正案

的出台ꎬ 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非犹太人 (主要是阿拉伯裔群体) 在获得以

色列国籍方面的限制ꎬ 为其公民身份的获取提供了更多可能ꎮ⑤

(三) «奥斯陆协议» 的签订与实施时期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８ 年)
值得注意的是ꎬ １９９３ 年 ９ 月 «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 (即 «奥斯陆协

议») 的签订被认为是巴以和谈的重大进展ꎬ 同时这也是以色列境内犹太人与阿

０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Ｔｈｅ Ｋｎｅｓｓｅｔ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Ｎｏ 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ｂａｓｉｃ － ｌａｗ －
ｔｈｅ － ｋｎｅｓｓｅｔꎬ ２０２２ － ０２ － ２５

王宇著: «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状况 (１９４８ ~ ２０１８)»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５８ ~ １５９ 页ꎮ

即 １９７６ 年 “土地日” 事件ꎮ
参见王宇著: «以色列阿拉伯人———身份地位与生存状况 (１９４８ ~ ２０１８)»ꎬ 第 １６１ ~ １６２ 页ꎮ
Ｎａ’ａｍａ Ｃａｒｍｉ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ｙ ｉｎ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ａ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１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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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裔群体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ꎮ 在这一时期ꎬ 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

«奥斯陆协议» 对以色列阿拉伯裔群体权利的忽视ꎬ 使得他们陷于一种 “巴勒斯

坦认同” 还是 “以色列认同” 的国家 (民族) 认同困境之中ꎮ 以色列的阿拉伯

裔群体开始逐渐接受自身作为以色列公民的客观现实ꎬ 对以色列的国家认同有

所增强ꎮ 然而ꎬ 以色列政府虽然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就宣称他们将进一步致

力于深化和促进犹太人和阿拉伯裔群体的平等ꎬ 但从其具体的政策实践来看ꎬ
这也仅仅 “停留在口头上的承诺”ꎮ① 歧视性与回避性的政府政策和立法ꎬ 依

旧拉大着阿拉伯裔群体与犹太人之间的差距ꎬ 加剧着二者间的不平等ꎮ②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拉宾—佩雷斯政府执政时期ꎬ 阿拉伯社会的发展在某种

程度上确实得到了政府的重视ꎮ 在伊扎克拉宾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Ｒａｂｉｎ) 执政期间ꎬ
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举措保护阿拉伯裔群体的平等权利、 促进阿

拉伯社会的发展ꎬ 如保障阿拉伯裔群体平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ꎬ 在阿拉伯

地区新建 ４８ 个家庭保健诊所ꎻ 取消曾在以色列国防军服役人员的家庭的额外

津贴ꎬ 推进儿童福利津贴的平等化ꎻ 增加阿拉伯裔群体在政府行政部门中的

岗位ꎻ 制定更为平等的市政预算ꎬ 等等ꎮ③ 但随着 １９９６ 年本杰明内塔尼亚

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包括其后埃胡德巴拉克 (Ｅｈｕｄ Ｂａｒａｋ) 政府的上

台ꎬ 阿拉伯社会以及阿拉伯部门的建设再次被置于边缘地位ꎮ 尽管巴拉克政

府设立了一个负责处理阿拉伯公民事务的部长委员会ꎬ 并通过了若干关于阿

拉伯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开发规划或建议ꎬ 这些规划或建议却迟迟难以得到

有效推进和落实ꎮ 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财政支持、 土地的开发利用以及

阿拉伯裔群体在就业、 教育等方面依旧存在诸多不平等问题ꎮ 阿拉伯政党参

与联合政府的政治进程也日渐弱化ꎮ④

以色列政府对阿拉伯裔群体在经济、 社会等领域权利诉求的忽视ꎬ 不仅

加剧了该群体的生存困境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也愈加强化着阿拉伯裔群体的

疏远感和离心力ꎮ 这一矛盾的不断激化ꎬ 最终导致了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阿拉伯抗

议者和以色列安全部队间的严重的暴力冲突事件以及犹太人和阿拉伯裔群体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Ｅｌｉｅ Ｒｅｋｈ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ｔｅｒ Ｏｓｌｏ: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８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ꎬ ＩＣ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２５ꎬ Ｍａｒｃｈ ４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６
Ｅｌｉｅ Ｒｅｋｈ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ｔｅｒ Ｏｓｌｏ: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ꎬ ｐｐ ８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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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关系的破裂ꎮ ２００６ 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爆发ꎬ 进一步加剧了二者间的紧

张关系ꎮ 共同的命运不仅没有促成犹太人和阿拉伯裔群体间的团结和伙伴关

系ꎬ 反而强化了阿拉伯裔群体的民族身份困境ꎮ 与此同时ꎬ 犹太人对阿拉伯

裔群体的敌意也愈加凸显ꎮ①

(四) «犹太民族国家法» (２０１８ 年) 颁布以来

随着右翼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ꎬ 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内容进一步突出

了对以色列国家犹太属性的强调ꎮ 其中ꎬ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颁布是影响以

色列少数群体政策走向的又一重要节点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ꎬ 时任以色列安全

机构辛贝特负责人兼公安部部长、 反对党前进党议员的亚伯拉罕迪希特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Ｄｉｃｈｔｅｒ) 即联合其他议员向议会提交了一项 «基本法提案: 以色

列—犹太人的民族国家» (简称 «犹太民族国家法»)ꎮ 此后的一段时间内ꎬ
关于以色列国家性质界定的讨论得以深入推进ꎬ 各项法律提案被陆续提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内塔尼亚胡进一步加快推进了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立法进程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犹太民族国家法» 被提交议会讨论ꎮ ５ 月 １ 日ꎬ 以色列议会在

一读中以 ６４ 票赞成、 ５０ 票反对的多数票通过了上述有争议的民族国家法案ꎮ
该法案具体内容涉及以色列国作为犹太人民的民族国家的地位以及犹太人民

在其历史家园中的自决权的确立ꎬ 还包括对国家象征、 国家首都以及散居海

外的犹太人的回归权等细节的确认ꎮ② ７ 月 １９ 日ꎬ 经过近 ７ 年的激烈讨论与数

次修订完善ꎬ 以色列议会以 ６２ 票赞成、 ５５ 票反对、 ２ 票弃权的微弱优势通过

了 «犹太民族国家法»ꎮ 该法律的最终颁布ꎬ 从基本法的高度强化了以色列作

为 “犹太人的民族家园” 的犹太民族国家性质ꎮ
从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具体内容来看ꎬ 其中最具争议的、 直接指向

(阿拉伯裔) 少数族群权利利益的主要包括以下 ３ 项: 首先ꎬ 该法律开篇的基

本原则即对 “以色列国” 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以色列国是其建国民族犹太民

族的历史家园ꎻ 以色列国是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ꎬ 它实现了其自然的、 宗教

的和历史的自决权ꎻ 民族自决权的行使是以色列国犹太民族所独有的ꎮ③ 上述

２４１

①

②

③

Ｅｌｉｅ Ｒｅｋｈ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ｒａｂ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５ － １７

Ｍａａｒｉｖ Ｏｎｌｉｎ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Ｂｉｌｌ Ｐａｓｓｅｓ ｉｎ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Ｍａｙ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 －Ｎｅｗｓ /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 ｂｉｌｌ － ｐａｓｓｅｄ － ｉｎ － ｆｉｒｓｔ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５５３１９１ꎬ ２０２２ －０２ －２６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Ｊｕｌｙ １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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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不仅突出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 “犹太人的民族

家园” 的建立ꎬ 而且进一步明确了 “民族自决权” 是犹太民族的 “专属权

利”ꎮ 其次ꎬ «犹太民族国家法» 第四条明确规定 “希伯来语是以色列的国家

语言”ꎮ 相形之下ꎬ 阿拉伯语在该国则 “具有特殊地位”ꎬ 以及 “阿拉伯语在

国家机构中的使用ꎬ 将受到法律的监管”ꎮ① 这也意味着在以色列 “犹太民族

国家” 正式确立后ꎬ 阿拉伯语原有的国家官方语言的地位被取消ꎬ 其使用亦

受到监督和限制ꎮ 此外ꎬ «犹太民族国家法» 再一次重申了以色列国家对犹太

移民和流散者的积极态度ꎬ 强调要加强与散居犹太同胞的密切联系ꎬ 并进一

步提出国家将努力鼓励和促进犹太人定居点的建立与发展ꎮ 由于在定居点的

具体位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说明ꎬ 这也就成为其后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就一

直以来的约旦河西岸归属问题以及该条款是否更易造成种族隔离的争论焦点ꎮ
在 «犹太民族国家法» 通过一年后ꎬ 以色列教育部将其有关内容纳入学

生教材ꎬ 包括阿拉伯裔学生在内的所有学生从新学年开始都要学习 «犹太民

族国家法» 的内容ꎮ 该内容还将成为大学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ꎮ 这在以色列

国内引发了很大争议ꎬ 受到阿拉伯裔少数族群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强烈反对ꎮ②

二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中的国家安全考量

综观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与立法的内容ꎬ 可以发现ꎬ 尽管不同时期其具

体内容有一定的调整ꎬ 但由于极为特殊的建国经历及其所处的地缘环境ꎬ 以

色列的少数群体政策自始至终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国家安全价值取向———不

管是建国初期的军事化管控ꎬ 还是后来的民主化建设ꎬ 抑或是近年来的国家

属性 “犹太化”ꎬ 都没有影响或改变这一价值取向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在全

球范围内 “新民族主义”③ 的影响和驱动作用下ꎬ 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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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政治的崛起ꎬ 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政府对犹太民族集体安全利益的维护ꎮ
(一) 重点防范阿拉伯裔少数族群ꎬ 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

以色列的崛起被认为是犹太民族的奇迹ꎮ 但与此同时ꎬ 新生的以色列国

也身居 “内忧外患” 的生存和发展危机之中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世界犹太复

国主义组织及犹太人代办处主席大卫本 － 古里安根据犹太人 “自然的和历

史的权利” 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在特拉维夫城发表宣言ꎬ 宣告 “在以色列

故土上建立了一个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国”①ꎮ 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由此

诞生ꎮ 这一历史性事件似乎是犹太人的胜利ꎬ 但它也标志着以色列犹太人与

阿拉伯人更多矛盾和冲突的开端ꎮ 一方面ꎬ 从以色列内部的族群关系来看ꎬ
建国后ꎬ 由于遗留在现代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群体与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

地上阿拉伯世居民族存在历史渊源ꎬ 他们被视作 “对以色列的安全构成最大

威胁的外部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ꎬ 与以色列的敌人有着天然的亲缘和民族联

系”②ꎬ 是必须加以严防的 “第五纵队”ꎮ 对阿拉伯裔群体的警惕和防范不断

加剧着犹太主体民族与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ꎮ 另一方面ꎬ 从以

色列所处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来看ꎬ 作为在国际争议和与周边阿拉伯世界接

续不断的战乱纷争中诞生的国家ꎬ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长

期的对立和紧张关系使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当不利ꎮ 以色列国家的合法性至

今仍未完全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ꎮ “对阿拉伯世界来说ꎬ 以色列是一个侵入

者ꎬ 抢占了阿拉伯人已经生活了上千年的领土ꎮ 而对于犹太人来说ꎬ 他们只

是 ‘回归家园’ꎬ 回到犹太民族以前生活过的土地ꎮ 因此ꎬ 领土问题以及由此

产生的水资源、 难民问题等都成为历史和现实中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ꎮ 以色

列几乎与周边所有国家ꎬ 包括境内的巴勒斯坦都存在着严重的边境划分以及

安全问题ꎮ”③ 由此可见ꎬ 无论是从国家建构发展历程中与境内阿拉伯裔群体

的关系ꎬ 还是从其现代民族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来看ꎬ 以色列都处于一

种国家安全困境之中ꎮ 维护国家安全与统一可以说是关系到以色列国家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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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的根本性问题ꎮ 这使其必须时刻保持危机和忧患意识ꎬ 将维护国家安全

利益置于一切政策、 法律制定的出发点ꎮ
也正是上述特殊的建国背景和地缘生存环境ꎬ 使得建国初期以色列的少

数群体政策直接指向维护国家安全ꎬ 绝大部分阿拉伯裔少数族群 (地区) 都被

置于严格的军事管控之下ꎮ 阿拉伯裔少数族群被划定居住在特定的管制区域ꎬ
其行动自由和基本人身权利均受到军管当局的严格限制ꎮ 为了扩大领土范围、
巩固国家主权ꎬ 在土地资源的使用和分配上ꎬ 从 “阿拉伯人的土地” 到 “被遗

弃的土地”ꎬ 再到 “缺席者的土地”ꎬ 以至这些被强力占有和征用的阿拉伯土地

最终借助法律工具被纳入新的犹太—以色列 “国家土地” 系统ꎬ 成为 “以色列

国的土地”ꎬ① 以色列成功实现了 “前阿拉伯属权的土地犹太化”②ꎮ
与此同时ꎬ «回归法» 和 «国籍法» 的出台对阿拉伯裔群体的移民自由

和公民身份的获得提出了重重限制ꎮ 例如ꎬ 按照 «国籍法» 第三条第 “ ａ”
款的规定ꎬ 在以色列建国前为巴勒斯坦公民ꎬ 但不能按照 «国籍法» 第二条

成为以色列公民的ꎬ 在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下ꎬ 可以从以色列建国之日起成

为以色列公民: (１) 在 １９５２ 年 ３ 月 １ 日按照 «居民登记条例» 进行登记ꎮ
(２) 在本法生效之日居住在以色列ꎮ (３) 从以色列建国到本法生效之日一直

生活在以色列或在建国之后成为以色列国土的地区ꎬ 或在此期间合法进入以

色列ꎻ 第 “ｂ” 款规定ꎬ 在以色列建国以后到本法生效之日期间出生ꎬ 其父亲

或母亲根据第 “ａ” 款成为以色列公民的ꎬ 自其出生之日起可成为以色列公

民ꎮ③ 许多阿拉伯裔人称ꎬ 证明他们是以色列居民的必要材料已在战争期间丢

失或被毁ꎬ 或在他们的村庄被占领时被军方没收ꎮ １９５２ 年以色列当局在进行

居民登记时ꎬ 一些阿拉伯裔聚居的村庄则被直接绕过ꎮ 在已登记的阿拉伯裔

群体中ꎬ 许多人只发给临时居留证或军政府居留证ꎮ④

以色列政府 “分而治之” 的策略ꎬ 更是试图分化阿拉伯民族的内部关系ꎬ
强化其身份差异ꎬ 从而防止阿拉伯裔群体形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的统一力

量ꎮ 在对待不同群体的态度和政策上ꎬ 以色列政府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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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比例最高的阿拉伯穆斯林被认为是 “最危险的” 少数族群①ꎬ 因而以色

列政府对其采取极为严苛的防范和打压政策ꎻ 而针对阿拉伯基督徒、 德鲁兹

人等的态度则要宽松得多ꎮ② 例如ꎬ 出于安全原因ꎬ 阿拉伯裔群体被排除在义

务兵役制外ꎬ 尤其是逊尼派穆斯林群体ꎮ 相形之下ꎬ １９５６ 年ꎬ 以色列政府开

始允许德鲁兹人参军ꎬ 后来又于 １９６２ 年最先解除了对德鲁兹人的军事管控ꎮ③

贝都因人和切尔克斯人也可以自愿服兵役ꎮ 由于绝大多数阿拉伯裔穆斯林群

体没有资格参军ꎬ 在国家资源的分配以及政府各项优惠政策的享受方面ꎬ 该

群体处于明显的劣势和边缘地位ꎮ 针对德鲁兹人这一 “最具优势地位的少数

民族”ꎬ 以色列政府还进一步推进建设独立的 “德鲁兹民族”ꎬ 包括承认德鲁

兹宗教法庭的独立地位、 在身份识别上将其列为 “德鲁兹人 (族)” 而非阿

拉伯裔、 突出历史叙事中的非阿拉伯因素ꎬ 等等ꎮ④

军事管控废除后ꎬ 虽然以色列对境内少数族群的管控手段转向相对间接ꎬ
但其内在的对阿拉伯裔群体的防范和排斥依旧构成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的

主要特征ꎬ 而且更加突出了犹太特性在维护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意义ꎮ 无论

是在政治参与、 土地资源分配、 公民身份的获得ꎬ 还是在教育、 住房、 就业

等诸多方面ꎬ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中的国家安全考量都始终凌驾于公民权利

平等的价值理念之上ꎮ
(二) 吸引散居犹太人回归ꎬ 确保主体民族优势地位

历史上流散的犹太人是建构以色列国家基础、 维护国家安全的中心支柱

之一ꎮ 因而ꎬ 与对阿拉伯裔少数族群的防范和排斥性政策相对ꎬ 其族群政策

与立法的一个重要指向即通过一系列积极的鼓励措施ꎬ 吸引散居世界各地的

犹太人回归 “故土”ꎬ 共同建设 “犹太人的民族家园”ꎮ 从以色列民族国家特

殊的建国经历来看ꎬ 历史上被罗马人驱逐后长达千年的 “大流散” 以及纳粹

惨绝人寰的种族大屠杀ꎬ 给犹太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ꎮ 这种 “受害

心理” 使得重建属于犹太人自己的 “民族家园”ꎬ 为当时流亡世界各地的数百

万犹太幸存者提供庇护ꎬ 维护犹太主体民族的集体安全利益ꎬ 成为犹太复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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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所追求的目标和以色列独立建国之后各项政策与立法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ꎮ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 «独立宣言» 宣称: “以色列国将向犹太移民和散居世界

各地的流亡者敞开大门”ꎮ １９５０ 年 «回归法» 赋予所有 “从流散之地流亡归

来” 的犹太人进入以色列定居的权利ꎮ 根据该法律ꎬ “每个犹太人都有权利来

到以色列国定居”ꎬ “在法律生效之前移民到以色列的每个犹太人ꎬ 以及无论

是在法律生效之前还是之后在以色列出生的每个犹太人ꎬ 都被认定为是该法

律规定范围下的犹太人”①ꎮ 这也意味着ꎬ 在以色列定居的权利被理解为世界

上每一个犹太人的绝对的、 固有的和自然的权利ꎮ １９５２ 年 «国籍法» 进一步

规定ꎬ “任何符合 «回归法» 规定进入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均自动获得以色列公

民身份”ꎮ② 这些法律和政策通过鼓励犹太人的回归ꎬ 给予散居世界各地的犹

太人移民特权和公民身份ꎬ 体现了对犹太主体民族权利的保护ꎬ 同时在人口

优势和民族特性上保障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ꎮ
(三) 建立 “犹太民族国家”ꎬ 强化国家的犹太民族性质

除以 “安全需要” 对境内阿拉伯裔少数族群施以严格的管控和防范ꎬ 同

时壮大犹太主体民族外ꎬ 建立 “犹太民族国家” 且不断强化犹太民族国家的

国家性质ꎬ 是以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在维护国家安全层面的又一重要策略ꎮ
建国初期ꎬ “极力张扬和强调犹太人的民族文化和特性” 的犹太 “主体民

族主义” 成为 “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初始阶段的自然表达”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在全球范围内 “新民族主义” 的影响和驱动作用下ꎬ 以色列政坛的右倾化趋

势愈益加剧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９ 年内塔尼亚胡的再次上台ꎬ 使得以其为首的右翼势

力进一步推进了以 “犹太复国主义” 为中心目标的政策和立法实践ꎮ 从政策

或立法方面来看ꎬ 相较于原 «国籍法» 中申请获得以色列国籍的人需宣誓

效忠于 “以色列国”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在内塔尼亚胡的主张下ꎬ 以色列议会

通过了一项关于 «国籍法» 的修正案ꎬ 强调非犹太裔人口要想获得以色列

国籍ꎬ 需要宣誓效忠 “犹太民族国家”ꎮ④ ２０１８ 年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正

式通过ꎬ 从基本法的高度完全宣示了以色列的 “犹太民族国家” 属性ꎮ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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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措在事实上不断抬高着犹太主体民族的地位ꎬ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

(阿拉伯裔) 少数族群权利和公民平等价值的直接打击ꎬ 侵蚀着以色列国民主

的一面ꎮ 也因此ꎬ 在一些以色列少数族群看来ꎬ “此前针对他们的歧视性政策

将合法化、 固定化、 长期化ꎬ 他们将 ‘正式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①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纳夫塔利贝内特 (Ｎａｆｔａｌｉ Ｂｅｎｎｅｔｔ) 接任内塔尼亚胡上台后ꎬ

新政府开始重视少数族群和边缘群体ꎬ 如修改有关法令ꎬ 增加对阿拉伯裔少

数族群和贝都因人的援助ꎬ 在基础设施、 教育、 医疗等方面改善阿拉伯裔人

口的生活环境等ꎮ 但在南部内盖夫沙漠、 北部戈兰高地和东部的约旦河西岸

地区犹太社区扩建问题上ꎬ 阿拉伯裔群体与以色列政府之间依旧冲突不断ꎮ②

值得关注的是ꎬ 从以色列政坛的最新动向来看ꎬ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ꎬ 以色列进

行了第 ２５ 届议会选举ꎮ １１ 月 ３ 日最终的计票结果显示ꎬ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

库德集团 (Ｌｉｋｕｄ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及其右翼联盟共赢得 ６４ 个议

席ꎮ③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ꎮ 本届政府由 ６ 个右翼或极右

翼政党组成ꎬ 即利库德集团、 联合妥拉犹太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Ｔｏｒａｈ Ｊｕｄａｉｓｍ)、 沙斯

党 (Ｓｈａｓ)、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党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犹太力量” 党

(Ｏｔｚｍａ Ｙｅｈｕｄｉｔ) 和诺姆党 (Ｎｏａｍ)ꎬ 其中后 ３ 个政党均属于极右翼ꎬ 带有明

显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和反阿拉伯色彩ꎮ 由此ꎬ 再次回归以

色列国家权力的内塔尼亚胡将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各项国家政策向 “向右转”ꎬ
强化以色列国的 “犹太特性”ꎮ

三　 以色列少数群体政策之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效

以色列以维护犹太国家 (民族) 安全与统一利益为内在价值取向的族群

政策与立法ꎬ 在其实践效果上ꎬ 既取得了预期成效ꎬ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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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ꎮ
(一) 确保了犹太主体民族的优势地位ꎬ 维护了犹太民族国家的整体安全

从犹太主体民族的视角来看ꎬ 以色列通过各项直接或间接的政策与立法ꎬ
在对其境内少数族群特别是被视作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最大威胁的阿拉伯裔少

数族群有所防范和制约的同时ꎬ 为犹太人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特权ꎮ 这在很

大程度上确保了犹太主体民族的优势地位ꎬ 不断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与国

家认同ꎬ 有力地捍卫了以色列的 “犹太民族国家” 属性ꎬ 维护了主体民族的

安全利益ꎮ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ꎬ 绝大多数以色列的犹太人都对犹

太民族有着强烈的归属感ꎬ 并为自己是犹太人而自豪ꎮ ９３％ 的犹太人表示ꎬ
他们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自豪ꎻ ８８％ 的人表示ꎬ 他们对犹太民族有强烈

的归属感ꎻ 超过一半的以色列犹太人 (５４％ ) 认为犹太人身份对他们 “非常

重要”ꎬ 高于认为宗教在生活中更为重要的犹太人比例 (３０％ )ꎬ 尽管存在着

某种教派上的差异ꎮ①

(二)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族群的各项权利和福祉ꎬ 增强了其国家认同

“像美国一样ꎬ 以色列的理想形象是一只熔炉———一个所有的公民都平等

相待的国家ꎮ”②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以色列首任总理大卫本 － 古里安在

«独立宣言» 中宣称: “以色列国将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以造福于所有的

居民ꎻ 它将以以色列先知所设想的自由、 正义与和平为基础ꎻ 它将确保其所

有居民ꎬ 不论宗教、 种族或性别ꎬ 享有完全平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ꎻ 它将保

障宗教、 信仰、 语言、 教育和文化的自由ꎮ” “我们号召以色列国的阿拉

伯居民保持和平ꎬ 并在享有充分和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在国家所有临时和常设

机构中拥有适当代表权的基础上ꎬ 参与到国家建设之中ꎮ”③ 这一宣言及其后

关涉少数群体发展的有关政策和立法保障ꎬ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色列族群

政策中尊重多元性、 实现多族群共生和共同发展、 调和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ꎬ
以及共同致力于巩固国家安定团结的社会理想和目标追求ꎮ 在以色列现代民

族国家的民主体制之下ꎬ 生活在以色列的少数群体可以享受法律规定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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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ꎮ 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公民在经济发展水平、 受教育程度、 医疗

保健等方面ꎬ 要优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等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ꎮ 军事管

控废除后ꎬ 以色列阿拉伯裔少数族群的经济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ꎬ 产业结构

从原有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和工业经济转变ꎻ 教育层面的改革使得

阿拉伯裔儿童开始享有与犹太儿童同等的义务教育权ꎬ 教育资源上的差距逐

渐缩小ꎬ 受教育水平也逐渐提高ꎻ 医疗服务的发展促进了以色列阿拉伯裔群

体健康状况的改善ꎬ 婴儿和因恶性疾病死亡的人数下降ꎬ 国民预期寿命亦得

到提高ꎬ 达到 ７５ 岁以上ꎬ 如此等等ꎮ① 在第 ７２ 届独立日之前ꎬ 以色列民主研

究所的格特曼民意和政策研究中心就以色列人的国家归属感问题进行了一项调

查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 在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９ 年期间ꎬ 以色列阿拉伯裔群体认为自己是以

色列国家的一部分的比例仅为 ３５％ ~６２％ꎮ ２０２０ 年ꎬ 该比例上升至 ７７％ꎮ② 这

表明ꎬ 数十年来ꎬ 以色列阿拉伯裔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正在逐渐提高ꎮ

(三) 长远来看ꎬ 事实上的不平等仍影响着少数族群与主体民族之间关

系ꎬ 不利于国家认同的锻造和国家安全的维护

尽管阿拉伯裔公民享有法律规定意义上的各项权利ꎬ 生存和发展条件得

以不断改善ꎬ 但实践中ꎬ 以色列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依旧偏离了建国初期国家

领导人所宣称的各民族权利平等的民族政策理念ꎬ 走上了一条同大卫本 －

古里安所主张的以色列应作为 “照亮各民族的光芒” 的形象大不相同的道

路ꎮ③ 从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裔公民的平等指数④来看ꎬ 无论是在住房、 教

育、 就业还是社会福利等领域ꎬ 阿拉伯裔公民均无法与犹太公民取得完全平

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保护ꎬ 是事实上的 “二等公民”ꎬ 贫困问题突出⑤ꎮ 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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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现实矛盾能否得到有效化解、 发展差距能否得以缩减ꎬ 关乎以色列国家安

全发展的持续性ꎮ

由于与土地的权属和使用 (二者冲突的核心) 直接相关ꎬ 住房问题可以

说是以色列阿犹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ꎮ 以色列建国初期ꎬ 阿拉伯裔人口

拥有的很大一部分土地被没收和征用ꎬ 这不仅减少了其土地面积和可供住房

的面积ꎬ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土地所有者利益关系的复杂化ꎮ 阿拉伯社区

居民还面临着公共空间建设和基础设施维护水平较低、 公共住房不足、 房屋

建造和购买受限等诸多问题ꎮ① 在教育方面ꎬ 尽管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裔人口

的增长推动了以色列阿拉伯教育的迅速发展ꎬ 但是ꎬ 阿拉伯学校和犹太学校

之间的差异和差距仍然很大ꎬ 包括教学质量、 学校硬件设施、 教师等教育资

源的短缺等等ꎮ 而且从结果来看ꎬ 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人数的增加ꎬ 并没有

反映在阿拉伯裔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上ꎮ② 在就业方面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

民多从事低薪工作ꎬ 且失业率较高ꎬ 劳动参与率低ꎬ 特别是妇女ꎮ 与犹太人

相比ꎬ 阿拉伯人在行业中晋升的机会也非常有限ꎮ 除此之外ꎬ 地方社会福利

预算的削减ꎬ 使得本就相对贫困的阿拉伯裔群体的生活境况更加艰难ꎮ③ 阿拉

伯裔群体更是被长期排斥在以色列主流政治话语之外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以色列历史上首位阿拉伯裔部长加利卜马贾德莱 ( Ｒａｌｅｂ
Ｍａｊａｄｅｌｅ) 的就任ꎬ 被认为是 “历史性的重要一步”④ꎮ

建国初期ꎬ 以色列政府针对阿拉伯裔少数族群的严格的军事管控及其后

各项有针对性和歧视性的政策、 法律的出台ꎬ 不仅损害了阿拉伯裔少数族群

的权益ꎬ 而且造成了以色列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与犹太主体民族之间长期的敌

视与怀疑ꎬ 大大削弱了以色列的国家凝聚力ꎮ 随着以色列阿拉伯裔群体民族

意识和对自身身份认同的增强ꎬ 作为对长期以来阿拉伯裔群体不平等待遇的

回应和反抗ꎬ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期间ꎬ 以色列的阿拉伯知识分子和

政治精英牵头起草并由相关阿拉伯机构发布了 ４ 份关于以色列阿拉伯裔公民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Ａｌｉ Ｈａｉｄｅｒꎬ Ａｄｖ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ｐ ３２ － ４６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４７ － ５８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６０ － ８１
«以色列历史上首位阿拉伯裔部长正式就职»ꎬ 载 «中国日报环球在线»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ｈｑｋｘ / ２００７ － ０１ / ３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７９６２７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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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民身份及国家地位立场的文件ꎬ 又称 “未来愿景” 文件①ꎮ “未来愿景”
文件呼吁以色列官方承认阿拉伯裔群体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世居少数民族的平

等地位ꎬ 取消对以色列 “犹太和民主国家” 的定位ꎬ 代之以 “联邦制民主”
政权或 “民主的双语国家”ꎬ 实现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与犹太主体民族在公民权

利、 社会经济资源分配、 历史叙事等领域的完全平等ꎮ 一些犹太批评者将

“未来愿景” 文件解读为对犹太多数人的挑衅和 “宣战”ꎬ 是文件起草者的

“分离主义意图” 的反映ꎮ②

２０１８ 年 «犹太民族国家法» 在法理层面对以色列 “犹太民族国家” 属性

的明确界定ꎬ 使得阿拉伯裔公民从以前的效忠人人享有权利的 “民主国家”
到需要同时效忠 “犹太国家”ꎬ 进一步加剧了少数群体与以色列国家间的紧张

关系ꎬ 不利于国家认同的锻造和国家安全的维护ꎮ③ 上述种种也恰恰体现了以

色列族群政策与立法历史演进逻辑中的两种明显的价值理念之争ꎬ 即权利平

等的价值理念与出于犹太主体民族的利害或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尤其是犹太国

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价值理念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ꎮ
(四) 引发犹太主体民族内部分化ꎬ 使得以色列在维护国家安全问题上面

临双重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以色列的族群政策与立法在确保犹太主体民族优势地位ꎬ
捍卫以色列 “犹太民族国家” 属性上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的同时ꎬ 也伴随出现

了一些新问题ꎮ
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 “里程碑” 意义的 «犹

太民族国家法» 的出台ꎬ 不仅激起了 (阿拉伯裔) 少数族群的强烈不满与抗

议ꎬ 同时还分化着犹太主体民族内部ꎬ 甚至影响着海外犹太人对以色列政府

２５１

①

②
③

包括以色列阿拉伯地方政府首脑全国委员会发布的 «以色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未来愿景»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ｒａｂ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莫萨瓦中心 (Ｍｏｓｓａｗａ Ｃｅｎｔｅｒ) 发布的 «全体公民的

平等宪法: 论以色列的宪法和阿拉伯公民的集体权利» (Ａｎ Ｅｑ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以色列阿拉伯少数民族权利法律中心阿达拉 (Ａｄａｌａｈ)
发布的 «民主宪法»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以及海法应用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 «海法宣言»
(Ｔｈｅ Ｈａｉｆ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ꎮ Ｅｌｉｅ Ｒｅｋｈ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ｒａｂ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 １７

Ｅｌｉｅ Ｒｅｋｈ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ｒａｂ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ｐ １９ － ２０
即便是历史上与犹太人有着密切关系、 享有特殊地位的德鲁兹人ꎬ 也对该法的出台表达了强

烈的不满与抗议ꎮ 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背叛ꎬ 被以色列社会排斥ꎬ 甚至同其他阿拉伯裔群体一样被降

格为 “二等公民”ꎮ Ｓｅｅ Ｄｏｒｏｎ Ｍａｔｚａꎬ Ｍｅｉｒ Ｅｌｒａｎꎬ Ｋｈａｄｅｒ Ｓａｗａｅｄ ａｎｄ Ｅｐｈｒａｉｍ Ｌａｖｉｅ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ꎬ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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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ꎮ① 长远来看ꎬ 这部法律很有可能 “使以色列从团结犹太人的力量变成

分裂犹太人的力量”②ꎮ 以色列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与犹太主体民族之间的紧张

关系ꎬ 加之犹太主体民族内部不同阵营的分化ꎬ 无疑使得以色列在维护国家

安全问题上面临着双重挑战ꎮ

四　 结语

国家安全关系到每一个国家行为体的存续与发展ꎮ 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的历史进程来看ꎬ 无论是早期的异族统治还是犹太民族长达千年之久的 “大
流散” 经历ꎬ 抑或是建国初期与阿拉伯世界接续不断的战乱纷争ꎬ 以色列都

曾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外部国家安全威胁”③ꎮ 在此背景下ꎬ “安全至上” 或

者说维护犹太国家 (民族) 安全的价值理念在以色列建国后日趋居于主导地

位ꎮ 在这一理念之下ꎬ 几乎国家问题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作是 “安全问题”ꎬ 或

者至少涉及安全方面ꎮ④ 国外有学者将其概括为 “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安全范

式”⑤ꎮ 也正是上述多元的族群 (社会) 结构、 国家建构的历史经历以及外部

脆弱的地缘生存环境等多个复杂因素的交织联动ꎬ 使得以色列成为一个典型

的将少数族群问题安全化的国家ꎮ 这也在实践中深刻地影响着以色列政府解

决少数族群问题的政策取向及其现实效果ꎮ
以色列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法律手段ꎬ 在赋予少数群体法律意

义层面平等的公民权的基础上ꎬ 以 “安全需要” 对境内阿拉伯裔少数族群

(特别是阿拉伯裔穆斯林) 施以严格的管控和防范ꎬ 并将其有计划地排除在以

色列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要领域之外ꎮ 与此同时ꎬ 以色列积极吸引散居犹太

人的回归ꎬ 以壮大犹太主体民族ꎬ 建设属于犹太人的 “民族家园”ꎮ ２０１８ 年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出台ꎬ 更使得以色列的犹太民族国家性质 “从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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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以色列各方对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具体态度和立场ꎬ 可参见艾仁贵: «从 “事实” 转

向 “法理” ——— < 犹太民族国家法 > 与以色列国家属性的再界定»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４０ ~ ４５ 页ꎮ

龚正: «以色列通过 ‹犹太民族国家法› 恐后患无穷»ꎬ 第 ４９ 页ꎮ
吴昊昙: «安全、 武力与自助: 以色列的国家安全研究»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２ 页ꎮ
Ｕｒｉ Ｂａｒ － Ｊｏｓｅｐｈꎬ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３ － ４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０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０４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转向 ‘法理’”①ꎮ 总体上看ꎬ 以色列在各个领域的直接或间接的族群政策与

立法ꎬ 维护了犹太主体民族的优势地位ꎬ 不断唤起犹太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

国家认同ꎬ 有力地捍卫了以色列的 “犹太民族国家” 属性ꎬ 进而确保了在特

殊的国家安全形势下的国家整体安全ꎮ 对阿拉伯裔少数族群来讲ꎬ 其政治参

与、 经济发展水平、 受教育程度、 医疗健康等方面也均得到了较大的改善ꎮ
在这些方面ꎬ 以色列所取得的积极成效值得肯定ꎮ 然而ꎬ 我们也要看到ꎬ 这

种以维护犹太国家 (民族) 安全与统一利益为内在价值取向的族群政策ꎬ 也

产生着一定的消极后果: 尽管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裔公民享有法律规定意义

上的平等权利ꎬ 但他们则处于事实上的 “二等公民” 与 “边际性客民”② 地

位ꎬ 权利利益难以得到切实的保护ꎮ 阿拉伯裔少数族群与犹太主体民族间关

系的日趋紧张ꎬ 也使以色列面临着国家凝聚力削弱、 周边关系不睦甚至恶化

的威胁与挑战ꎮ 其根源在于以色列基于犹太民族自身利益的绝对安全观ꎮ
少数群体权利保护与国家安全之间并非一种 “零和” 博弈的关系ꎮ 因而ꎬ

如何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与少数群体相关联的政策及立法ꎬ 缓和阿拉伯裔少数

族群与犹太主体民族间的紧张关系ꎬ 维护建国历史短暂的以色列国的国家安

全利益ꎬ 是摆在以色列政府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ꎮ 可

以说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少数族群政策中权利平等与出于犹太主体

民族的利害或出于保护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安全与统一利益的两种价值理念间

的内在博弈ꎮ 换言之ꎬ 以色列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处理两种国家属性之间的

紧张关系问题: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ꎬ 以色列必须服务于所有公民的需求ꎻ 而作

为犹太人的国家ꎬ 它的功能是追求特定的目标ꎮ”③ 这需要以色列政府奉行合生

共生的政策理念ꎬ 重塑包容、 合作的安全机制ꎮ 在此意义上ꎬ 研究以色列少数

群体政策与国家安全问题ꎬ 总结其在应对和解决少数族群问题方面的经验教训ꎬ
对于丰富和拓展民族国家建构理论ꎬ 显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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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ｌ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ꎬ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ꎬ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ｉｅｆｓ”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ｅａｄｅｒ ｃｈｉｅｆｓ”ꎬ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ｅｒｓｏｎ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ｎｄ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 .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Ｆｉｒｓｔ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ｔｉｔｌ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ｒ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ｉｅｆｓ”ꎬ “ ｒｅｔｕｒｎｅ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ｈｉｅｆ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ｈａｎａ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ｉ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ｔｏ ｂａｌａ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ꎻ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ꎻ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ꎻ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ｉｅ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Ｘｉａｏ Ｈａｏꎬ Ｔａｎｇ Ｂｉｎ ＆ Ｘｕ Ｈｅｌｉ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ｏ (ＣＡＥＴ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ｎｅｗ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ＡＣ)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ｂｕｉｌｄ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 ｔｏ －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９ꎬ ｔｈｅ ＣＡＥＴ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ｈｅｌｄ ｆｏｒ ｔｗｏ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ꎬ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ｅ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ｏｐ －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ꎬ ｔｈｅ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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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ｏ 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ｓｅｔ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ＣＡＥＴＥ ｈａｓ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ｔａｌｅｎ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ｕｎｓｅｅｎ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ｔｈｅ ＣＡＥＴ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ｔｏｐ －ｌｅｖｅ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ꎬ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ｎｅ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ｒａ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ꎻ ＦＯＣＡＣꎻ ＣＡＥＴＥꎻ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ꎻ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Ｚｈａｏ 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ｔｕｒｅ ｒｏｙ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ｉ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ｆｌｕ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ｌｆ ｏｆ ｔｈｅ １９ 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ｒｅｓｈａｐ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ｖａｓｔ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ｕｌｉｎｇ ｅｌｉ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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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ꎬ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ꎬ ｂｕｔ ｉｔ ｗｉｌｌ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ｂ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ｗｌ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ｒｏｋｅ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ꎬ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ＤＲ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ꎻ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ꎻ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ꎻ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ｓｉｎｃ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ｓ ｕｎｅｖｅｎꎬ ｗｉｔｈ ｍｏｓ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ｄａ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ｏ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ａｃ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ｆｅｒｏ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Ｓｕｄａｎ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ꎬ ｉｔ ｉｓ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ｄａ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Ｓｕｄａ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ꎬ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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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ｏ 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２３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ꎬ ａｎｄ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ｆａｉ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ꎬ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ꎬ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ꎻ Ｓｕｄａｎꎻ ｌａｎｄ ｔｅｎ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ꎻ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Ｉｓｒｅａｌ’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Ｚｈｏｕ Ｓｈａｏｑｉｎｇ ＆ Ｚｈｏｕ 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ａ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ｖｅｎｔｓꎬ ｃａｎ ｂ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 １９４８—１９６７ )ꎬ ｔｈｅ
ａｂｏｌ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ｌｏ Ａｃｃｏｒｄｓ (１９６７—
１９９３)ꎬ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ｌｏ Ａｃｃｏｒｄｓ (１９９３—２０１８)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 ｕｎｔｉｌ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８).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Ｊｅｗ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ｖａｌｕｅ ｌｏｇｉｃ ｔｈａｔ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ｓｒａ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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