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影像 ：非洲人文研究的新视角
①

潘华琼

【 内容提要 】 本文 的 非 洲 影像 主要 是 指 非 洲 电 影 和 西 方 以 非

洲 大 陆 为 镜 头 的 电 影 。 当 电 影本 身被视 为 历 史 的 部分档 案 时 , 影

像就为 我们 提供 了 非 洲 人 文研 究 的 一个新 视 角 , 即 可 以通过影 像

来看非 洲 的 历 史和 文 化 。 本文 通过介绍 非 洲 电 影 的 发 展 和特 点 、

特别 是 自 1 9 5 5 年 以来 的 西 非 法语 区 电 影 的 发展 和 成 就 , 旨 在让

这些非 洲 电 影 来 引 导 我 们进 入 非 洲 的 社会 , 了 解其 宗 教 、 语 言 、

习 俗和 价值观 , 等 等 。 但 由 于 电 影 与 市场 的 密 切联 系 ,
一些 非 洲

国 家 的 政 治经 济现 状 阻碍 了 非 洲 电影 业 的 发展 , 进 而 阻碍 了 我 们

对 非 洲 历史 和 文化 的认知 。

【 关键词 】 非 洲 影像 ； 电 影 人 ； 泛 非 电 影 节 ( Ｆｅ Ｓ ｐａｃ 0 )
； 泛

非 电 影 人联盟 ( Ｆｅｐ ａｃ ｉ ) ；
“

權 莱瑪
”
 ( Ｎｏｌ

ｌｙｗ
ｏ ｏｄ )

【作 者 简介】 潘华 琼 , 女 , 博 士 , 北京 大 学 历 史 系 讲 师 。

把非洲电影与历史文化结合起来 , 起初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 但得益

于多方 的帮助和支持 , 很快就成为
一

门现实的课程 , 由此开启 了非洲人文

① 非洲影像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ｍａｇｅｓ ) 在这里泛指一切涉及非洲大陆 和非洲 人的影 片 , 包 括西方人和

非洲人 自 己 拍摄的电影 。 但本文 的重点将分析非 洲人 、特别 是西非 法语 区非 洲人 自 己拍摄 的非 洲

电影及其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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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
一

扇新大门 。

？ 其宗 旨在 于深人非洲的 民间社会 、 更好地了解他们

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 。 这是一种可以 突破 目前只是分析非洲 的社会政治

和经济形势 以及对非洲的 国际关系 ( 特别是中非关系 ) 研究的层面 , 而进

人到非洲人及其基层社会团体 、 即所谓的
“

草根
”

( ｇｒ ａｓ ｓｒｏｏｔ ) 阶层的人

文研究 。 因为众所周知 , 在世界艺术之林 , 电影是具大众性 、 直观性 、 普

及性和有效性的艺术 , 所以 , 非洲 电影也不例外 。

早在 2 0 世纪 中叶 , 影像的合法性 仍是受到质疑的 。 在传统史学的资

料使用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 ： 排在第
一位 的是 国家档案 , 包括手抄本和印

刷的文献 ； 其次是解密 的印刷文件 ,
包括法律 、 报刊等 ； 再次是传记 、 地

方史料和游记等 。

0 电影当时还处于史料的 名单之外 , 而现在 电影 已经成

为
“

人类历史 的代言人
”

( 马克 ？ 费 罗 ) 。 历史影像
——

通过摄影机代言的

历史事件 、 人物和现场 , 是
“

对社会当 前和过去状态的
一种重新架构

”

。

③

马克 ？ 费罗倾 向于把所有的 电影都视为历史的 档案 ：

“
…… 事实上 , 我不

认为各种类型的电影之间有多少界限 , 至少在历史学家看来如此 。 在史学

家眼里 , 虚构的影 片是和历史本身
一样的历史 。

” ？这就为非洲 电影与历史

的结合提供 了研究 的新视角 。

由 于文字档案通常不过是各种官方机构的记忆 , 电影还可以帮助人们

构建
一

部非官方的
“

反历史
”

, 这部
＂

反历史
”

在某种程度上摆脱 了文字

档案 的束缚 。

(Ｓ 所以 ,

一切应该以影像本身为 出发点 , 别只企 图在影像 中

找寻某种传统文字知识的诠释 、 作证或谎言 , 要面对影像 的真面 目
……⑥

电影就这样堂堂正正地进人了史学的殿堂 。

① 本文 的写作得益于笔者在北京大学 历史系首 次开设 《 影像 中 的非洲历史 和文化 》 课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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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 电影本身还是受制 于时间 、 空间 、 场景 、 器材 、 主题和演员

等多种因素的 限制 。 很多时候 , 我们是可 以把 电影视为历史 的一部分 。 但

电影本身所展现的历史 , 却不得不借助于多种传统史料来加 以复原 。 下文

将看到时代的变迁如何影响 到非洲 的影像 , 非洲 电影又是如何表达其独特

的社会文化习俗 , 从而为我们提供了对非洲深层社会认识的可能性。

－

非洲电影发展的历史背景

在非洲本土电影诞生之前 , 欧洲人已 经开始将摄影机对准了 非洲大

陆 , 这大多是出于地理探险的 目 的 。 在 2 0 世纪初 的法国 , 了解非洲似乎

成了
一种 时 尚 , 法 国人把非 洲视为神奇 的 、 神秘 的 、 令人 向往 的 大陆 。

1 9 2 6 年 , 法 国导演列 昂 ． 波瓦利埃 ( Ｌ 6ｏ ｎＰｏ ｉｒｉ ｅ ｒ , 1 8 8 4
—

1 9 6 8 ) 拍摄 的

《穿越黑非洲 》 ( ＬａＣｒｏ ｉ ｓ ｉｅｒｅｎｏ ｉ ｒｅ ) ,即雪铁龙履带式汽车首次穿越撒 哈

拉 、 征服非洲热带沙漠的故事 。 这部影 片 成功地达到 了教育 、 观光和宣传

等多重 目 的 。

？ 紧接着是 马克 ． 阿雷格热 ( Ｍ ａｒ ｃＡ ｌ ｌｅｇ ｒｅ ｔ , 1 9 0 0
—

1 9 7 3 )

的 《 刚果之旅 》 (Ｘ ｅｗｏｙａｇｅａ ｗＣｏｗｇｏ  , 1 9 2 7 ) 。 到了 2 0 世纪 3 0 年代 , 有

让 ？ 德斯梅 ( Ｊ ｅ ａｎｄ
＇

Ｅｓｍｅ ,
1 8 9 3 

—

 1 9 6 6 ) 的 《 沙 漠商 队 》 ( Ｌ ａＧｒａｎｄ ｅ

Ｃａ ｒａｖａ ｎｅ , 1 9 3 6 ) 。 这一阶段的非洲影像基本上 以探险为主 。

随着人种学和人类学 的深人发展 , 非洲当地的风俗和社会政治制度开

始受 到关 注 。 法 国 人种学 家 让 ？ 路希 ( Ｊ ｅａｎＲ ｏｕ ｃｈ , 1 9 1 7
－

 2 0 0 4 ) 于

1 9 4 1 年到达尼 日 尔 、 1 9 4 7 年开始在非洲拍摄 电影 。 他在
一次采访 中就电

影与 民族学的关系 时说 ：

“

民族学在象牙塔里无路可走 , 而 电影却可 以走

出象牙塔 。

”② 他 由此从一个桥梁工程师转 变成对非洲倾注人文关怀 的 电

影人 , 而且被誉为
“

真实电影之父
”

( ｆａｔｈ ｅ ｒｏｆｃｉｎｅｍ ａＶ 6 ｒ ｉ ｔ 6 ) 。

？
电 影人

( ｃｉｎ ｅａｓｔｅ ) 是指制作 电影 的人 ( ｆｉ ｌｍ ｍａｋ ｅｒ )
, 包括剧作家 、 导演和制 片人

①Ｅｌ ｉｓａｂｅｔ ｈＬｅ ｑｕｅｒ ｅｔ ＊Ｌｅｃｉ ｎｅｍａａ ｆｒ ｉｃａ
ｉ
ｎ
一

ｕｎ ｃｏ ｎ ｔ ｉｎ ｅｎ ｔａｌ ａｒ ｅｃｈ ｅ ｒｃｈｅ ｄ ｅｓｏｎｐ ｒｏｐｒｅｒｅ
？

ｇａ ｒｄ ． Ｃａ ｈｉｅ ｒｄｕ Ｃｉｎｅｍ ａ
＊
 2 0 0 3 , ｐ ． 5 ．

②Ｃｉｎ ｅｍａ ｅ ｔＥ ｔ
ｈｎｏｇｒａ ｐｈ ｉ

ｅ ？ Ｉｎｔ ｅｒｖ ｉｅｗ
ｐａ ｒＤｏｍｉｎｉ ｑｕｅＤ ｅｓ ａｎ ｔ

ｉ ｅｅ ｔ
Ｊ ｅａ ｎＲｅ ｃｏｃｋ , Ａｆｒｉ ｃａ Ａｒｔ ｓ ,

Ｖｏ
ｌ

． 2 ,Ｎｏ ． 1  ＊
Ａｕｔ ｕｍｎ ,  1 9 8 6 , ｐ

．

 3 6 ．

③Ｎａｎ ｃｙ Ｊ
．Ｓｃｈｍ ｉｄ ｔ

,Ｖｏ ｉ ｃｅ , Ｓ ｐａ ｃｅ
, ａ ｎｄＳｔ ｏ ｒｙ  ｉｎＡｆ ｒ ｉ ｃａ ｎ

,
Ａｆｒｉ ｃａＴｏｄａ ｙ , Ｖｏ ｌ

． 4 1 , Ｎｏ ． 2 ,

2
ｎ
ｄ

Ｑｕａ ｒｔｅ ｒ , 1 9 9 4
, ｐｐ ．

 9 3
一

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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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所以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纪录片取代探险片 、 开始在非洲影像 中

崭露头角 。

路希在非洲 6 0 余年 , 他所摄制 的 影片对人们认识非洲及其文化无论

如何都是
一种 巨大的贡献 , 而且他培养了第一批非洲 电影人 , 如尼 日 尔的

乌玛鲁 ． 刚 达 ( Ｏｕｍａｒｏ ｕＧ ａｎｄａ , 1 9 3 5 

—

1 9 8 1 ) 。 后者不仅在路希拍摄 的

影片 中担任演员 , 如主演 《我是
一个黑人 》 ＣＭｏ ｉ

, ＵｎＮｏ ｉｒ , 1 9 5 8 ) , 而

且 自 导的 《
一

夫多妻的伦理 》 ( ＪＬｅ Ｗａｚ ｚｏｗ ｊＰｏＺ
ｊｙｇａｗｉｅ , 1 9 7 0 ) 获得瓦加杜

古
“

泛非 电影节
”

最佳影片奖 。

泛非 电 影 节 ( Ｆ ｅｓ ｐａｃ ｏ
－

Ｆ ｅ ｓｔ ｉｖａ ｌ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 ａ ｉｎｄ ｅｃ ｉｎｅｍａｅ ｔ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 ｎ

ｄ
＇

Ｏｕａｇａ
ｄｏ ｕｇｏｕ ) 始于 1 9 6 9 年 , 每两年举办一次 , 至 2 0 0 9 年已经举办 了

2 1 届 。 举办时间是从 2 月 份的最 后
一

个周六开始 , 为期两周 , 地点 是在

布基纳法索的首都瓦加杜古 ( Ｏｕａｇａｄｏ ｕｇｏｕ ,Ｂｕｒ ｋｉｎａＦａｓ ｏ ) 。

在殖 民主义体系终结前夕 , 欧洲电影人在批判殖 民主义体制 的同 时 ,

重新评价并肯定 了 非洲 的 一些人 文和艺 术 价值 。
1 9 5 3 年 , 阿 兰 ？ 热 奈

( Ａ ｌａ ｉｎＲ ｅｎａ ｉ ｓ ) 和科里斯 ． 马尔凯 ( Ｃｈｒｉ ｓＭａｒｋｅ ｒ ) 制作的 纪录片 《雕像

亦死 》 ( Ｌｅ ｓＳｔａ ｔｕ ｅｓ Ｍｅｕｒｅｎｔ Ａｕｓ ｓ ｉ ) 因其反殖 民 主义言辞激烈而遭禁演 ,

长达八年 。 不过 , 作为表达
“

无害 的
”

非洲艺术并体现 电影独立之精神 ,

该片在第二年就获得了让 ？ 维果奖 ( Ｐｒ ｉｘｄ ｅＪ ｅａｎＶ ｉ

ｇｏ ) 。 这是法 国 电影

导演奖 , 始于 1 9 5 1 年 , 每年
一

次 。
这部影 片并没有赤裸裸地揭示殖民者

对非洲 的掠夺与破坏 。 这些虽然在杂志上其实早就发表了 , 但进人电影就

不行 , 被称为
“

亵渎大众 ( Ｖ ｉｏｌｄ ｅｆｏｕ ｌ ｅ )

”

。

？
由 此可见 , 电影对一般 民

众而言更具影响力 。

就非洲本土的 电影发展来看 , 埃及的亚历 山大和开罗早在 1 8 9 6 年就

开始放 映无 声 电 影 。 1 9 2 7 年 , 阿 奇扎 ？ 阿米 尔 ( Ａｚ ｉｚａＡｍ ｉ ｒ , 1 9 0 1
－

1 9 5 2 ) 制作并 出演 的 《莱拉 》 是埃及 自 己 出资 、 也是当 时最长

的
一

部影 片 。
1 9 3 6 年 , 埃 及银行 的创 立者 塔勒 阿特 ？ 哈尔 卜 ( Ｔａ ｌａａ ｔ

Ｈａｒｂ , 1 8 6 7
－

1 9 4 1 ) 出资建立 了的
“

埃及制片厂
”

( Ｓｔｕｄ ｉｏＭ ｉｓｒ , 阿拉伯

人称埃及 Ｍ ｉ ｓｒ ) , 埃及的 电影事业才得到 真正的发展 。

在突尼斯 , 由 萨马马 ？ 奇科利 ( Ａ ｌｂｅｒ ｔＳａｍａｍａ
－Ｃｈｉｋ ｌ ｉ

, 1 8 7 2 

—

1 9 3 3 )

①Ｅｌｉ ｓ ａｂ ｅｔｈＬｅｑｕｅ ｒｅｔ
,
ｈｅ ｃ ｉｎｅｍａａ ｆｒ ｉｃａ ｉｎ

——

ｕｎｃｏｎｔ ｉｎｅ ｎｔａｌａｒｅｃｈ ｅｒｃｈ ｅｄ ｅｓｏｎｐ ｒｏｐｒｅ ｒｅ
？

ｇａ ｒｄ  ｉＣａｈ ｉ ｅ ｒｄｕＣｉｎｅｍａ
＊
 2 0 0 3 ,ｐ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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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的短片 《来 自迦太基的女孩 》 ( Ａ ｉｎＥ ｌ
－Ｇｋ ｅｚａ ｌ

, 阿拉伯语 ,

1 9 2 4 ) 通

常被看成是非洲大 陆的第一部 电影 。
1 9 3 8 年 , 为纪念 马达加斯加第

一

位

天主教 拘教师拉 撒拉玛 ( Ｒａｓ ａ ｌａｍ ａＲａｆａｒａｖ ａｖ ｙ , 1 8 1 0 
—

 1 8 3 7 ) 去世 1 0 0

周年 , 马尔加什导演拉 贝若诺 ( Ｒａｂ ｅｒ ｏｎｏ ) 拍 摄的 传记片是撒 哈拉 以南

非洲 的第一部影片 。

？

非洲早期的影像大致包含了如下七个主题 ： 象牙和乌木雕刻 、 地理探

险 、 神秘大陆 、 殖 民 地社会 、 大屠 杀和 回忆录 、 独立 之光 、 种族歧视与

冲突 。

②

二 西非法语区电影的发展

1 9 5 5 年 , 由塞内加尔导演保林 ？ 维埃拉 ( Ｐａｕ ｌ ｉｎＶｉｅｙ ｒａ ) 和马马杜 ？

萨尔 ( Ｍａｍａｄ ｏｕＳａｒ ｒ ) 制作 的 《 塞纳河上 的非洲 》 ( Ａｆｒｉｑ ｕｅ
￣

ｓｕｒ
－Ｓｅ ｉｎ ｅ ,

2 1 分钟 ) 标志着法属西非电 影的诞生 。 虽然此前 已 有不少影片 在非洲大

陆拍摄 、 甚至有更多影片 已在该地区放映 , 但这是第
一

次由 塞内加尔人 自

己执导并掌握话语权的影片 。 该片描述的是生活在 巴黎的非洲人 ,

一

代艺

术家和学生在塞纳河边或拉丁区 的酸甜苦涩的怀旧 、 座谈和交流 , 表达 了

他们对 自 己 的文明 、 文化和未来提出 的种种疑问 。 可谓是一部
“

反向 的 民

族学纪 录片
”

。

③ 这部影片反映 了第
一个阶段西非法语 区非洲 电影的 特点 ：

即从场景到语言 、 甚至故事情节都是与其宗主 国 , 即法 国及法国人相联系

的 。 由 于当 时仍处于殖 民 主义时期 , 所以 , 我们 可 以视其为殖民 主义 的

产物 。

1 9 6 3 年 , 塞内加尔导演乌斯曼
？ 桑贝 纳 ( Ｏｕ ｓｍ ａｎｅＳｅｍｂｅｎｅ , 1 9 2 3 

—

2 0 0 7 ) 的第
一

部影 片 《马车夫 》 (
Ｂ ｏｒｏｒｎ Ｓａｒｍ , Ｉ 9 分钟 ) 则改 变 了风

① Ｐａ ｕ ｌ ｉ ｎＳｏｕｍａｎｏｕＶ ｉ ｅｙ
ｒａ

,ＬｅＦ ｉ ｌｍＡ ｆｒ ｉ ｃａｉ ｎ ,Ｄ
＇

ｅｘｐ
ｒｅ ｓｓ ｉｏｎ ｆｒａｎｐ ａｉ ｓ ｅ ,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Ａｒｔ ｓ ,

Ｖｏ ｌ ． 1 ,Ｎｏ ． 3 , Ｓｐｒ
ｉ
ｎｇ , 1 9 6 8

．

( 2 )Ｃ ｈｒｉｓ ｔ
ｉａｎＪ ｏｕｈａ ｕｄ ,Ｌ

＇

Ａｆ ｒ ｉｑｕｅｎ ｏｉ ｒａｕｃｉｎｅｍａ ,ＬｅＭｏｕｖｅｍ ｅｎ ｔｓｏｃｉａ ｌ ,Ｎｏ ．  1 2 6  ？Ｊ ａｎ
．
－

Ｍａ ｒ ． ,  1 9 8 4 ？ｐｐ ． 8 3 

—

8 9 ．

③ 用法语表达是
“

ｅｔｈｎ 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ｄｏｃｕｍ ｅｎｔａ ｒｙｉｎｒ ｅｖｅｒ ｓｅ
”

。 通 常的 民族学是法 国人去 考察研

究非洲 当 地的人种或 民族 , 而这部 电影纪 录的是一 群非洲移民在巴 黎所看到的 2 0 世纪 5 0 年代 的

人文景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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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它是 由非洲人在非洲摄制 的影片 , 类似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影片 《偷

自 行车的人 》 , 而且使 用了 当地 的 沃洛夫语 ( Ｗ ｏｌｏｆ ) 。 桑贝 纳 因 此获得
“

非洲电影之父
”

的声誉 。 桑贝 纳也是
一

位反殖 民主义者 , 曾经说过
“

我

是用魔鬼的钱 , 但不许魔鬼插手我 的 电影
”

叭 他的 这一基调影 响 了很多

同时代 、 甚至下一代非洲 电影人 。

影片 《 马车夫 》 通过车夫所经历的生活场所 , 使观众可以看到达喀尔

市 区的全貌 ： 既有禁止穷人通行的地方 ,
又有富人 ( 白 人或黑人 ) 可 以畅

通无阻的区域 , 还有鲜明 的贫民街区与上层住宅的对照 。 他导演的第二部

《黑女孩 》 ( ＬａＮｏ ｉｒｅｄ ｅＦｉ ｌｌ ｅ ,
1 9 6 6 ) 是第一部长片 , 获得法 国 的让 ？ 维

果导演奖 。 该片讲述的是
一

位黑女孩到法 国上层家庭做女佣的故事 , 她虽

然没有受到任何暴力虐待 , 但最后还是选择 了 自 杀 。 影片不仅反映了种族

主义的另
一面 , 而且表明 非洲人离开故土并不能获得经济 自 由 的机会 。

②

由 于这两部影片 的拍摄时间是在塞内加尔独立之后 , 所 以 , 它们所表现的

主题与 《塞纳河上 的非洲 》 截然不同 , 即表现 出
一

种欲与殖 民主义决裂的

挣扎和痛苦 。

与桑贝纳风格相近的西非电影人还有毛里塔尼亚的梅德 ？ 洪多 ( Ｍｅｄ

Ｈｏｎｄｏ
,
 1 9 3 6 

—

) 和 马里的切科 ． 乌玛尔 ？ 希索阔 ( Ｃｈｅ ｉ ｃｋＯｕｍａｒＳ ｉ ｓｓｏ
－

ｋｏ ,  1 9 4 5
－

) , 他们的代表 作分别是叙述殖 民征服 的纪 录片 《噢 , 太阳 》

( Ｓｏｌｅ ｉ ｉ Ｏ , 1 9 6 7 ) 和故事 片 《捡垃圾 的男孩 》 ＣＮｙａｍａｎｔ ｏｎ , 1 9 8 6 ) , 即

捡垃圾赚钱为 了买
一个书桌 , 这样才可 以和其他孩子

一

样上学 。

桑贝纳生前的最后一部电 影 《莫拉德 〉〉 ＱＭｏｏ ｌａａｄ ｋ , 2 0 0 4 )
, 中文有

的也翻译成 《割礼龙凤斗 》 , 是 由 塞内加尔 、 布基纳法索 、 喀麦隆 、 摩洛

哥 、 突尼斯和法 国的几家公司联合摄制 的 。

“

莫拉德
”

在邦 巴拉语 ( Ｂａｍ
－

ｂａｒａ ) 中的含义是
“

神奇 的保护
”

。 影 片讲述 的 是
一

名 村妇柯蕾 ( Ｃｏ ｌ ｌｅ )

用
“

神奇的保护
”

来抵制 当地对女孩施行的割礼 , 包括她 自 己 的女儿和另

外四位前来寻求庇护的小女孩 。 但她因此遭到了那些认为割礼是
“

净化
”

①Ｍａｎｓ ｏｕｒＳｏｒａＷａｄｅ
,ｌ ｅｃ ｉｎｅｍａａｆｒ ｉ ｃａｉｎ ｃｏｍｍｅｍｉｒｏ ｉ ｒｄｅ ｓｐｒｏｂＵｍｅ ｓｄｅ ｓｏｃｉ

＾
ｔｅｄｅ

ｌ

＇

Ａｆ ｒ ｉｑｕ ｅｅ ｔｍｏｙｅ
ｎｄｅ ｐ ｒｅｓ ｅｒｖｅ ｒｌ ｅｓｔ ｒａｄ ｉ ｔｉｏｎ ｓｏｒａ ｌｅ ｓｅｔｌｅ ｓｈｉｓ ｔｏ ｉｒ ｅｓｄｕｃ ｏｎ ｔ

ｉｎｅｎ ｔ , ＣＣＦｄｅ Ｂｅ ｉ

ｊ

ｉｎ
ｇ ,

2 3ｍａｒ ｓ 2 0 1 0 ．

②Ｔａ ｌ ｉｂａｈＮｅｗｍａｎ
,
Ｌａ Ｎｏ ｉ ｒｅ Ｄｅ ：Ａｎ Ｕ ｎ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ｎｇｏ ｆ ｔｈｅ Ｆ ｉ ｌｍ

＂

Ｂｌａ ｃｋＧ ｉｒｌ

＂
, Ｓ ｅｐ

ｔ ｅｍ ｂｅｒ

2 9 , 2 0 0 6ｈｔ ｔ
ｐ ：／／ｗｗｗ．

 ａｓｓ ｏｃｉａ ｔｅｄｃｏｎｔ ｅｎｔ ．ｃｏｍ／ ａ ｒｔｉ ｃ Ｉｅ
／

／ 6 2 9 2 9 ／ ｌ ａ
＿


ｎｏ ｉ ｒｅ

＿
ｄｅ

＿


ａｎ

＿ｕ
ｎ ｄｅｒｓ ｔａｎｄ ｉ

ｎｇ 
＿

ｏ ｆ
＿

ｔｈｅ
． ｈ

ｔ
ｍｌ？ｃａ ｔ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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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 的村 民的敌视 、 甚至 当众被 自 己 的丈夫鞭打 。 最后是一位在村民看

来是
“

奸诈
＂

的商人挺身而 出 , 从她丈夫手中夺下了抽打的绳 。 后者因此

被割礼 的捍卫者驱逐出村 , 而且在路上被谋杀 、 钱财也被洗劫
一空 , 由 此

可见 , 这些传统的卫道士的卑鄙和虚伪 。 柯蕾对传统习俗的抵制虽然取得

了胜利 , 但付 出 了惨 痛 的 代价 。 该 影 片 在 2 0 0 4 年度 的 戛 纳 电 影 节 上

( Ｃａｎｎ ｅｓ ) 获得
“

有视点奖
”

( Ｕｎｃ ｅｒｔａ ｉｎＲ ｅｇａｒｄ ) 。 该奖 自 1 9 7 8 年开始设

立 , 旨在奖励那些具有创意和独特风格的 电影 。

桑 贝纳属于西非国家第
一

代 电影人 , 而马里的苏莱马纳 ？ 西塞 ( Ｓｏ ｕ
－

ｌｅｙｍａｎｅＣｉ ｓ ｓｅ , 1 9 4 0
—

) 就是第二代 的杰 出代表 。 他早年在达喀尔上大学

的时候就为学生运动组织放 电影 , 后来获得苏联的 奖学金 , 前往莫斯科 电

影学院 ( ＶＧ ＩＫ ) 学 习 。 1 9 7 5 年 , 他 导演 的 《 年轻 的女孩 》 ( Ｄｅｒｚ
Ｍｔｕｏ ,

邦 巴拉语 ) , 讲述了
一个聋哑女孩与一个失业者怀孕 , 父亲受此打击而猝

死 。 在母亲的诅咒下 , 女孩最后也 自 杀了 。

1 9 8 2 年 , 西塞的 《 风 》 ( 朽 《乂 , 邦 巴拉语 ) 问世 , 叙述 了 两个不 同

阶层的年轻人 , 巴特茹 ( Ｂａｔ ｒｏ ｕ ) 是当地军政府首脑的女儿 , 巴 ( Ｂａ ) 是

一

个刚经历 了 中学会考挫折 的学生 , 命中注定他们俩从
一

开始就不能到
一

起 , 剧情于是就在 巴与 巴特茹的父亲 、 孩子与父母 、 丈夫与妻子的冲突 中

展开 。 该片 获 得 1 9 8 3 年 的 泛 非 电 影 节 奖 。 他 此 前 拍 摄 的 《搬 运 工 》

( Ｂａａ ｒａ , 1 9 7 8 ) 反映的是工人与厂主之间 的矛盾与冲突 。

西塞导演的 《亮光 》 1 9 8 7 ) 获得该年度戛纳电影节评审 团

奖 ( ＰｒｉｘｄｕＪ ｕ ｒｙ
)

, 从而使西非 电影走向世界 。 评审 团奖早在 1 9 5 1
—

1 9 6 6

年间是仅次于金棕榈奖的第二大常设奖项 , 自 1 9 6 7 年起让位于评审 团特

别大奖 ( ＧｒａｎｄＰ ｒ ｉｘＳ
ｐ 6 ｃｉａ ｌｄ ｕＪ ｕｒｙ ) , 成为戛纳 电影节第三大常设奖 。 该

片用邦 巴拉语和富拉尼人语 ( Ｆｕ ｌａｎ ｉ , 通常称 Ｆｕ ｌ ｆｕｌｄ ｅ ) 讲述 了 当地 的一

位历史人物 。、

除 了塞 内加尔 的桑贝纳和马里的西塞 , 西非值得
一提的电影人还有布

基纳法索的加斯东 ？ 卡博雷 ( ＧａｓｔｏｎＪ
－ＭＫａｂｏｒ ｅ ) 和伊德里 萨 ？ 乌德拉

奥果 ( Ｉｄｒｉｓ ｓａＯ ｕｅｄ ｒａｏｇｏ ) 。 前者的代表作是 《上帝 的礼物 》 ( Ｗｅｗ ｉ
ｉ ｉＫ ｍｍ

－

ｎｉ , 摩尔人语 ,
1 9 8 2 ) 及其续篇 《布德 ． 亚姆 》 ( Ｂ ｕｕｄ Ｙａｍ ,

1 9 8 7 ) , 这

是根据 当地 的 口头传说编成的历史故事 。 影片讲述了一个孤儿温迪 ？ 库尼

在偏僻 的荆棘地被发现时 , 他旁边的母亲已经断气 。 他在当地的一个家庭

被抚养长大 , 后来为了 帮他生病的妹 妹 ( Ｐｕｇｈｎｅ ｒｅ ｅ ) 找到 医生 , 独 自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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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历经千辛万苦 , 终于成功地找人救治了他妹妹的病 , 由此也改变了其

他村民长期以来对其身世的歧视和冷落 。 乌德拉奥果则 以 《梯莱 》 ( Ｔｉ
－

ｌａ ｉ )一举成名 , 获 1 9 9 0 年戛纳电影节评审 团特别大奖 , 为此将西非法语

国家的电影推向 了世界影坛的 高峰 。 影片用摩尔人语 ( Ｍｏｏ ｒｅ ) 讲述 了男

主人萨 嘎 ( Ｓａｇ ａ ) 回 到离 开 多 年 的 家 , 发 现 父 亲 娶 了 自 己 的 未婚妻

( Ｎｏ ｇｍ ａ ) , 成了他法律上 的母亲 。 当 萨嘎违背 当地 的法律 、 偕 自 己 心爱

的人私奔后 , 开始 了
一

幕又
一

幕 的悲剧 。

另 外 , 毛里塔 尼亚 的 梅德 ？ 洪 多 ( Ｍ ｅｄＨ ｏｎｄｏ ) 和 阿布 德拉 赫 玛

纳 ？ 希萨阔 ( Ａｂｄ ｅｒｒａｈｍａｎｅＳｉｓ ｓａｋｏ ) 也很值得
一

提 , 他们 的代表作分别

是讲述领导抗法斗争的阿兹纳族 ( Ａｚｎａｓ ) 女王 《 萨拉乌 尼娅 》 ( Ｓａｒｒａ ｏ
－

ｕｎ ｉａ , 1 9 8 6 ) 和介于两种不同文化境遇的 《等待幸福 》 ( ｆｆｅｒｅｍａ／ ｆｅｏｎｏ , 哈

萨尼亚语 ,
2 0 0 2 ) 。 毛里塔尼亚在殖 民主义时期是法属西非 的一部分 , 今

天又隶属于北非 马格里 布 ( Ｍ ａｇｈ ｒｅｂ , 阿拉伯语
“

极西
”

之意 ) 五国 之

一

。 所以 , 毛里塔尼亚在文化上具有连接北非和西非 的重要作用 。 这两部

电影分别反映 了西非和北非的艺术特征 。 前者根据非洲的 口头传说演绎 了

一幅英雄史诗 、 而后者衬着风景如 画 的空 间来反映人物内心的复杂心情 。

总之 , 西非法语区电影 自 1 9 5 5 年诞生以来 , 经历了 艰难曲折 的道路 。

非洲的 电影事业虽然至今仍未摆脱对原殖 民地宗主 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依

赖 , 但在力求发现非洲 的真实性 、 并掌握 自 己 的话语权方面获得巨大的进

展 , 而且造就 了
一批出 色的非洲电影人 。

三 非洲电影发展的历程和特点

2 0 1 0 年 3 月 2 3 日 , 在北京的法国文化中心 ( ＣＣＦ ) 举 办的
“

法语影

展 ( Ｆｅｓ ｔｉｖ ａｌｄｕｃｉｎ ｅｍａｄ ｅｌａ ｆ ｒａｎｃ ｏｐｈｏ ｎｉ ｅ )

”
, 第一？次请来了突尼斯 的费两

德 ？ 布格艾迪尔和塞内 加尔的曼苏尔 ？ 索拉 ？ 瓦德两位嘉宾 , 他们各 自 为

中 国带来 的影片分别是 《古莱特 的夏天 》 ＯＪｎ 敁 ＆ｌａＧｍｄｅ ｔｔ ｅ , 1 9 9 6 ) 和

《 宽恕 的代价 》 ｛ Ｔｈｅ
ｐｒ

ｉｃｅ ｏｆ
Ｆ ｏｒｇｉ ｖｅｎ ｅｓ ｓ , 2 0 0 1 ) 。 他们 向听众讲述了非

洲 电影发展的艰难处境 , 表达了非洲 国家之间能够实现合作 、 共同拍摄不

受任何外来因素干涉的非洲 电影的渴望 。

《古莱特的夏天 》 展现 的是
“

六天战争
”

( 1 9 6 7 年 6 月 5 日
一

 1 0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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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第三次中东战争对 同住
一

栋楼的穆斯林 、 犹太人和 天主教徒三家邻里关

系 的影响
。 他们之间原来 的和谐遭到 了战争的破坏 。 古莱特是突尼斯首都

市郊的
一个街区 。

《宽恕的代价 》 ( 沃洛夫语片名 是 以一个渔村为背景 , 讲

述了亚塔马 ( Ｙ ａ ｔｍ ａ ) 因嫉妒其朋友姆 邦尼克 ( Ｍ ｂａｎｉ ｃｋ ) 而将其杀 害 。

后者的美丽妻子玛克索 叶 ( Ｍ ａｘｏｙ ｅ ) 为 了 报复而嫁给 了亚塔马 , 让他受

到 良心上的折磨 。 但她最后因理解而原谅了亚塔马 , 甚至姆邦尼克的母亲

也对亚塔马表示了 原谅 。 可是 , 大海却不像人那样容易宽恕… …影片交织

着爱情故事 、 当地的 风俗 、 身世 的传说和普世伦理等 , 2 0 0 2 年获得迦太

基 电影节金奖 。

迦太基电影节 ( ＣＦＦ
－

ＣａｒｔｈａｇｅＦｉ ｌｍＦｅｓｔ ｉｖａ ｌ ) 始于 1 9 6 6 年 , 每两年
一

次

在突尼斯首都举行 , 每次定在 1 0 月 份 。 旨在通过介绍北部非洲 、 撒哈拉沙

漠以南非洲和中东地区 的电影 , 促进整个非洲和 中东电影事业的发展 。

瓦德是塞 内加尔导演 , 早年就读于巴黎第八大学 , 之后管理塞内加尔

文化部 的音像档案馆长达八年 , 然后开始拍电影 。 布格艾迪尔是突尼斯大

学的 电影教授 , 同时也是导演 、 电影评论家和电影史学家 。 先后拍摄过两

部纪录片 《非洲的摄影机 》 ( 1 9 8 3 ) 和 《阿拉伯的摄影机 》 ( 1 9 8 7 ) 。 1 9 9 0

年 , 他导演的第
一

部 长故事 片 《哈勒 法乌 尼 , 阳 台上 的 孩子 》 ( Ｈａ ｌ
－

ｆａ ｏｕｉ ｎ ｅ , Ｉ 

＇

ｅ ｎｆａｎｔｄｅｓ ｔｅ ｒｒａ ｓｓｅｓ  ) 不仅在 突尼斯家 喻户 晓 , 而且一举 获得

1 9 9 1 年迦太基电影节金奖 。 哈勒法乌尼是靠近梅迪纳 ( Ｍ 6 ｄｉｎａｄｅＴｕｎｉｓ )

的
一个街区 , 那里是不 同文化 的聚集 区 。 布格艾迪尔 由此成为 1 9 9 1 年戛

纳 国际 电影节的评委 。 后来他还被邀成为柏林 ( Ｂｅ ｒ ｌ
ｉｎ

, 1 9 9 7 ) 和威尼斯

( Ｖ ｅｎｉｓｅ ) 国际电影节的评委 。

非洲 电影所取得的上述成就 , 表 明非洲 电 影事业的迅速成长 , 同 时说

明其内容与艺术表现形式得到 了 国 际社会 的充分肯定 。 但 由 于电影制作 的

成本 比较高 , 电影与市场的联系 始终非常密切 。

非洲 许多 国家 因经费有限 , 起初只 能拍摄一些短片 。 非洲 国家的 电影

院 , 即便是在独立之后 , 也始终受到好莱坞电影的 冲击。 突尼斯政府 曾
一

度立法 , 以保障 自 己 国家 的电影院每三个月 能播放
一次突尼斯电影 。 美国

为此不再 向突尼斯出 口好莱坞电影 。 欧洲国家受其影响也决定减少对突尼

斯 的电影出 口 。 结果导致突尼斯的影 院重ｇ
播放原来的好莱坞旧片 , 不仅

引起公众的 不满 , 而且影响到 电影院 的收益 。 突尼斯政府最后是被迫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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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律 。 所以 , 非洲 电影在发展过程中 , 不仅面临好莱坞电影及其票房 的

挑战 , 而且始终带有不能 自 主的文化伤感 。 这是布格艾迪尔在北京演讲的

基调 。

？

非洲在所有独立后成立的 电影机构 中 , 目 前唯
一

幸存 的是 1 9 6 9 年成

立的
“

泛非电影人联盟
”

( Ｆｅｐ ａｃ
ｉ
－

Ｆ 6 ｄ 6 ｒａ ｔ ｉｏｎ
ｐａｎａｆｒ

ｉｃａ ｉｎｅｄ ｅ ｓｃｉｎｆｅａｓ ｔｅｓ ) 。

布格艾迪尔总结说 ： 独立后的非洲 电影 , 马格里布国家基本上是受美国文

化 的控制 , 而撒哈拉 以南非洲 国家是受法国文化的控制 。
所 以 , 北非和西

非 电影人所梦想的就是彼此合作 , 共同拍摄非洲 自 己 的 电影 。

然而 , 非洲电影 的悖论也在此 。 从西非电影的起源来看 , 其实没有法

国 , 也就没有西非国家的 电影 。 非洲第一代电影人起初多出身 于摄影师 ,

即在法国人拍电影时充当摄影师 , 然后 自 己开始制作
一些短片 , 如 《塞纳

河上的 非洲 》 。 泛非 电影节上映的虽然 全部是非洲人和海外非洲人制作 的

影片 , 但至今还没有
一部是未获得西方 国家或电影公司 资助的 。 迦太基电

影节上的参展影片绝大多数也是获得西方资助的 。 布格艾迪尔在北京演讲

到最后 , 也直接向在场 的法国文化处莫莉女士请求资助 。

②

纵观非洲本土 电影 , 特别是西非法语地 区 的影 片所展示 的 风格与 内

容 , 有几个较为 明显的特点 ： 首先 , 以角 色而论 , 儿童 、 格里奥 ( Ｇｒ ｉｏｔ )

和哑巴是较为常见 的主人公 。
儿童代表未来和希望 ；

“

格里奥
”

作为历史

的代言人往往与本民族或地区 的历史联 系 ； 哑 巴代表既
一

种心声 、 又代表

弱势群体 。 其次 , 从 内容来看 , 与西方 电影截然不同的是反映群体 、 而不

是个人的文化特性 , 这在非洲 电影里面表现得 比较突 出 。 我们通过非洲 电

影 的人物和剧情 , 即便 只是某
一个英雄人物 , 如温迪 ？ 库尼或萨拉乌尼

娅 , 看到 的往往是
一

群非洲人的 文化习俗 、 生活方式和伦理价值 的判断 ,

如 《蒂莱 》 和 《莫拉德 》 等 。

＜？ 再次 , 本 土语言 的 表达方式是一 种话语

①Ｆｅ ｒ ｉｄＢｏｕｇｈ ｅｄ ｉ ｒ ,Ｌ
＇

ｈｉ ｓｔｏｉ ｒｅ , ｌ 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ｐ ｅｍｅｎｔ ｅｔｌ ｅ ｓｄ ｉ 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ｇ
ｅｎ ｒｅｓｄｅｌａｐ

ｒｏｄｕｃ ｔ
ｉｏｎ

ｃｉｎｅｍａ ｔｏ 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 ｄｏｃｕ ｍｅｎ
ｔ
ａ

ｉ
ｒｅ ｓｅｔ ｆ

ｉ
ｃｔ

ｉ
ｏｎ ｓ

)
ｄｅ ｓｐａｙｓａ ｒａｂ ｅ ｓｅ ｔａ ｆｒ

ｉ
ｃａ ｉｎｓ

, ＣＣＦｄｅ Ｂｅ ｉ
ｊ

ｉｎｇ ,
 2 3

ｍａ ｒｓ 2 0 1 0 ．

② 有关 当前 非洲电影的困 境 , 可以参看 ［南非 ］ 姆比亚 ？ 查 姆著 , 吉小倩译 ： 《 9 0 年代 的

非洲 电影 》 , 《 电影 艺术 》 2 0 0 1 年第 4 期 。

③ 关 于非洲本土影片的这种集体 性 , 不仅是笔者通过看了三十多部非 洲电影 悟出 的 , 而且

在一些 书 和文 章 中 都 得 到 了验证 。 可 以 参 看 Ｅ ｌｉ ｓａｂｅ ｔｈＬｅｑｕ ｅｒｅ ｔ ( 2 0 0 3 ) 和 ＮａｎｃｙＪ
．
Ｓｃｈｍｉｄｔ

( 1 9 9 4
) 前 引 书和评论 文章 。 后者是对Ｌｉ

ｓｂ ｅｔｈＭａ ｌｋｍｕｓａｎｄＲ ｏｙＡｒｍｅ ｓ , Ａｒａｂａｎｄ Ａｆｒ ｉｃａｎ Ｆｉ ｌｍ

Ｍａｋ ｉｎｇ , Ｌｏｎｄｏｎ ：Ｚ ｅｄＢｏｏｋｓ
,
 1 9 9 1

的评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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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这虽然给我们 的理解和欣赏造成
一定的 困难 , 但表达了

一种非洲人 自

己 的心声 , 也是非洲 电影难能可贵的独特之处 。 这种话语权在空 间上融合

了非洲社会所特有 的风景 , 表现得更为合情合理 。 最后是普遍性与本土性

的结合 , 非洲电影 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 , 即从原来的表达本地 区的

文化到越来越倾 向 于表达
一种 普遍性的 追求 , 剧情 的 冲突 也就超越 了部

族 、 种族和代沟等非洲特有 的 问题 , 而呈现出更为广泛的爱情 、 责任与义

务 、 罪与 罚等社会问题 。

四 非洲电影的未来展望

上述西非法语区 的 电影成就已经足以使我们信服
“

非洲 电影不是一片

沙漠
”

。 有
“

瑙莱坞
”

( Ｎｏ ｌ ｌｙｗｏｏ ｄ ) 之称的尼 日 利亚 电影产业 , 每年 出 品

1 5 0 0
—

2 0 0 0 部影视作 品 。 但其 生产模式不 同 于好莱坞 。 它是具视频特征

的电影产业 , 即将所有生产的 电影 和 电视剧直接制成 ＤＶＤ 格式 , 拷 贝后

在市场中 出售 , 由 此拥有非常广泛的 收视人群 。 尼 日 利亚 目前 已成为继美

国好莱坞 ( Ｈ ｏｌ ｌ ｙｗｏｏ ｄ ) 和印 度宝莱坞 ( Ｂｏ ｌ ｌｙｗｏｏｄ ) 之后 的第三 大 电影

产地 。

北部的摩 洛哥电影事业 的发展形势也是 比较乐观 。 从获得泛非 电影节

金奖的 影片来看 , 从 1 9 7 3 年 由苏赫勒 ？ 本 巴尔卡 ( Ｓｏｕ ｈ ｅｌＢ ｅｎｂａ ｒｋａ ) 导

演的 《 1 0 0 1 只手 》 ( Ｌ ｅｓＭｉ ｌ ＬｅＥ ｔＵｎｅＭａ ｉ ｎｓ ) 到 2 0 0 0 年 由纳 比勒 ． 阿尤

契 ( Ｎａｂｉ
ｌＡｙｏ ｕｃ

ｈ ) 导演的 《流浪街头的 孩子 》 ( ＡＧ Ｚａ 0 Ｍａ ) , 都始终关

注社会底层的 问题 。
《 1 0 0 1 只手 》 用强烈 的对 比 , 衬托 出富有 阶层的奢华

和劳工阶层的贫 困 ； 《流浪街头的 孩子 》 第
一次揭示了 长期存在 、 但始终

没有被引起重视的一个社会 问题 , 而且这个 问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
一

定 的普遍性 。

南非 电影最近取得的成就令人瞩 目 。 南非科萨语 ( Ｘｈｏｓ ａ ) 电影 《卡

雅利沙的卡 门 》 ( Ｕ－Ｃａ ｒｍｅｎｅＫｈａｙｅｌ ｉ ｔｓｈａ ) 2 0 0 5 年获柏林金熊奖 ； 南非措

茨塔勒语 ( Ｔｓｏ ｔｓｉ ｔ ａａ ｌ ,

一种混合了科 萨语 、 印度语 、 克里奥语和阿非利

加等语言 ) 影片 《救赎 》 ( Ｔｓｏ ｔ ｓ ｉ ) 获得第 7 8 届 ( 2 0 0 6 ) 奥斯卡最佳外语

片奖 , 是近 3 0 年来第
一

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大奖 的非洲影片 。 1 9 7 5

年荣膺此奖的是科特迪瓦的 电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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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非洲 电影的
“

非洲化
”

也不应该排斥那些热爱非洲 电影文化 、

愿致力于非洲 电影事业发展的外国 电影人或学者 。 比如 , 比利时电影人提

艾利 ． 米歇 尔 ( Ｔ ｉｅ ｒｒｙＭ ｉ ｃｈ ｅ ｌ ) 先后拍摄 了 《 刚果 河 》 ( Ｃ 0 ？ｇ 0 ＿Ｒｉｗｒ
,

2 0 0 5 ) 、 《蒙博托 》 ( Ｍｏｂｕ ｔｕ
,
Ｒｏ ｉｄｕＺａ ｉ ｒ , 1 9 9 9 ) 和 《加 丹加商务 》

( Ｋ ａｔａｎｇａＢ ｕｓ ｉ ｎｅ ｓ ｓ , 2 0 0 9 ) 等多部纪 录片 , 真实地记 录 了 刚果 ( 金 ) 当

前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和生存环境 , 主题深刻 , 发人深省 。 通过他的这些

优秀作品 , 我们或许可 以解答为何资源丰富 的刚果 ( 金 ) 会成为今天最贫

苦 、 最动荡 的地区之一 。 他的作品本身就构成了珍贵的研究史料。 他因拍

摄加丹加影 片而 获得 2 0 0 9 年 3 月 在 刚果 ( 金 ) 颁 布 的
＂

非 洲 存 在奖
”

( Ｐｒｉｘｄ ｅｌ

＇

Ａ ｆ ｒｉ

ｑｕ ｅ
ｐ ｒｅｓ ｅｎ ｔ ｅ ) , 说明他 的影片反过来也被非洲社会所接受 。

鉴于非洲 目前的 电影制作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的困难 , 但非洲电影人 的

艺术才华又不应受到轻视 的情况下 , 中非合作论坛的行动计划是否可以助

其
一

臂之力 。
2 0 0 9 年 1 1 月 第四届 中非论坛提到 的高层学术领域的 文化交

流是否可以顾及电影领域 。 这其实不只是帮助非洲电影的发展 , 更重要 的

是增加我们对非洲社会文化深层次的理解 。 瓦德的中 国之行似乎看到 了这

一

希望 。 他对法国文化处的莫莉女士说 , 他来北京之前已经不想再拍电影

了 , 但来了之后深受鼓舞 , 决定 回去后马 上着手准备下
一

部 电影的拍摄 。

这反映了非洲 电影人对 中非合作 的信心和期 待 。 电影虽然是
一种大众文

化 , 电影人也经常是以独立的个性出现 , 但仍然需要政府的扶持 。 如果没

有政府 的介人 , 中非之间 的媒体交流与合作也只能限于空谈 。

总之 , 在世界电影之林 , 非洲并不是毫无贡献 。 非洲 电影不是
一

片沙

漠 , 中 国对非洲 电影的理解也不是
一

片沙漠 。 但后者只是刚刚起步 , 需要

多方关注 。

( 责任编辑 ： 周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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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ｒｉｃａ
＇

ｓＩｍａｇｅ ：Ａ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ｉｎＡｆｒｉｃａｎＨｕｍ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ｎＨｕａｑｕｎ 9Ｄｏｃ ｔｏｒ
,
Ｄ 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 ｆＨ ｉｓｔｏｒ ｙ ,Ｐ ｅｋ ｉｎｇＵｎｉｖ ｅｒｓｉ ｔｙ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ａｒｔ ｉｃｌ ｅｉ ｓｂａｓｅ ｄｏｎｔｈ ｅｉｍａｇｅｓｏ ｆＡｆｒｉｃ ａｎｈｉｓ ｔｏ ｒｙ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 ｒｅｖｉ ａ ｆｉ ｌｍ ｓ ,
ｉ ｎｃ ｌｕｄ 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 ａｎ ｆｉ ｌｍ ｓａｎｄＷｅ ｓｔ ｅ ｒｎｆ ｉ
ｌｍ ｓ

＇

ｐｒ
ｏ

ｊ
ｅｃ ｔｉｎｇ

ｏ 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 ｉｎ ｅｎｔ ．
Ｉ ｔｆｏｃｕ ｓｅ ｓｏｎ ｆ ｉ

ｌ
ｍｓｐ 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Ｆｒａｎｃｏ ｐｈｏｎ ｅｏｆＷｅ ｓ ｔＡｆｒｉｃａ

ｓｉｎｃｅ 1 9 5 5 ．Ｗｈ ｅｎＡｆｒｉ ｃ ａｎｆｉ ｌｍ ｓａｒ ｅｒｅｇａｒｄ ｅｄａｓａｒｃｈ ｉｖｅ ｓｏｆｈ ｉｓｔｏ ｒｙ ,ｔｈｅ

ｉｍ ａｇｅｓｏｆ ｆｅ ｒｕ ｓａｎｅｗ
ｐｅｒ ｓｐｅ ｃｔ

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
Ａｆｒｉｃ ａｎ ｈｕｍ ａｎ ｉ ｔ ｉｅ ｓ ．

Ｌｅ ｔ Ａ ｆｒｉｃ ａｎ

ｆｉ ｌｍ ｓ
ｇｕ

ｉｄ ｅｕ ｓｔｏｅｎｔｅｒ ｉｎ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ｏｃ ｉｅ ｔ ｉ ｅ ｓ , ｉｎｃ ｌｕｄｉｎｇ
ｉ ｔｓｒｅ ｌ ｉｇ ｉｏ ｎｓ , ｌａｎ

？

ｇｕ ａｇｅｓ ,ｃ ｕｓｔｏｍ ｓａｎｄｖａ ｌｕ ｅｓ , ｅ ｔ ｃ ．Ｔｈ ｉ ｓｉ ｓｂｅｙ
ｏｎｄｃｕ ｒｒｅｎｔＡｆｒｉ ｃ ａｎｓｔｕｄｉ ｅ ｓ

ｉｎＣｈ ｉｎａｏｎ ｌｙｏｎｐｏｌ ｉｔ ｉ ｃａ ｌ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 ｉ ｔｕａｔ ｉｏ ｎ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ｉｇｎｒｅ ｌａ ｔｉｏｎｓａｓ

ｗｅ ｌ ｌ ．
Ｈｏｗｅｖｅ ｒ ,ｆｏ ｒｔｈｅｆ ｉｌｍｉｓｃ ｌｏｓｅｔｏｍ ａｒｋｅ ｔ ,ｓｏｍ ｅ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ａｎｄｅｃｏ

？

ｎｏｍ ｉ ｃｃ ｉ ｒｃｕｍｓ ｔａｎｃｅｉｎＡ ｆｒｉ ｃａｎｃｏｕｎ ｔｒ ｉ ｅｓｏ ｂｓ ｔａｃ ｌｅ ｓ ｔｈｅｄｅｖ ｅｌｏ ｐｍ ｅｎ ｔｏｆＡ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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