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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非洲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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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角度上看 , 在经历 了西方引 领人类发展潮流两三百年后 , 世界

正在进人全球发展 的
“

后西方时代
”

。 这将是
一个世界体系 与全球文 明发

生重大变革的时代 , 基于时代大变革而发生 的思想转换 、 知识创新与学术

变革 的趋势与空间 , 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 今天的 中 国 , 正处在这一全

球变革的核心位置上 , 正成为各种新旧力量交织 与角逐 的关键场所 。 事实

上 , 随着 中 国改革开放进程 的推进与外交实践经验的 不断累积 , 随着中 国

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重大变革 , 在过去数十年中 , 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 的

学术思想界也发生了 复杂而广泛的变迁转型 , 而这一过程现在还远没有结

束 , 在诸多关键而重大的学术 、 知识与思想领域 , 尚待发生根本性的突破

与变革 。

从一个更长远的未来中 国发展进程及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变动的大背

景看 ,
2 1 世纪的中 国如要保持 自 己 的持续 发展与进步 , 如要成 为

一个世

界性的现代国 家 , 就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类知识 、 思想 、 学术与观念领域做

出 自 己的原创性贡献 。 今天 , 学术研究与思想创新 日 益成为国家与民族之

间展开竞争与合作的 巨大舞 台 , 而在 国际学术竞争与合作的背后 , 其实包

含着巨 大的 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 。 相对于过去数百年西方主导世界学术思

想与知识创新进程而形成的
“

西方知识
”

或
“

西方思想
”

的强势地位 , 今

天中 国的学术理论界仍需要做 出 自 己 的巨大努力 , 敏锐而及时地对当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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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变革进程与 中 国发展实践及挑战作 出全面的理论 回应 , 通过理论创新与

知识变革 , 及话语体系 的建构 , 以为在未来时代
“

中 国知识
”

或
“

中 国思

想
”

能在全球知识与思想体系 中重新确立 自 己 的核心位置并获得世人的 尊

重与认可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有特色的 中国非洲学的学科建构之意义 , 当

上升到 中 国 国家的文化发展 、 知识创新的战略高度上来理解与把握 , 并由

此境界上去探寻 自 己 的学术路径 、 理论形态与知识工具 。

亚非发展将成为 2 1 世纪世界事务 的核心主题 , 而建构有特色之
“

中

国非洲学
”

, 正是中华 民族在当今 国际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 中 国 的

国家知识与思想话语权 、 表达中华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

并进而为 2 1 世纪的人类贡献出 更有价值 的思想智慧 的必要努力 。 这一努

力及其结果 , 在相当的程度上会关涉未来中非战略合作关系 的总体走 向 。

我们认为 , 在建构有特色的 中 国非洲学的过程中 ,

“

非洲情怀 、 中 国特色 、

全球视野
”

之多维学术境界的有机结合 ,

“

承续 中 国学术传统 、 借鉴国 外

研究成果 、 总结 中非合作实践
”

之多元治学路径的对话融通 , 或许将为有

特色之 中 国非洲学拓展出敞朗清新的学术境界与精神气度 。

？

当然 , 这将是
一

个长期而艰苦的努力 过程 。 上路之前 , 思考一下 自 己

的 目标 、 方向与使用工具 , 也许是十分必要的 。

－

非洲研究与
“

中国知识
”

的话语权

学术研究具有历史发展的基本属性 , 它与时代环境往往有着十分复杂

的关联 。 所谓一时代有
一时代之学术 , 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 总在某种或隐

或显的形态下影响着人们 的思想过程 。 古人主张
“

知人论世
”

, 认为要知

晓其人所论所思为何如此 , 要理解 其人治学求知之特点个性 , 不能不考

察、 辨析他的生活时代 , 不能不联系他 的人生经历与治学环境 。

② 理解
一

个人的 思想如此 ,
理解一个时代的学术亦如此 。

过去百年中国学术之成长与变革进程 , 便深深地印刻着时代 的痕迹 。

① 刘鸿武 ： 《 在国 际学术平 台与思想高地 上建构 国家话语权 ： 再论 建构有特 色之
“

中 国非

洲学
”

的特殊时代意义 》
,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5 期 。

② 《 盂子 ？ 万章 》 下 ：

“

颂其诗 , 读其书 , 不知其人 , 可乎 ？ 是以论其世也 , 是尚 友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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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2 0 世纪中华文明追求现代复兴与发展任务的 紧迫与艰难 , 更因 中华

学术经世致用传统之影响 , 中 国学术过去百年的成长过程 , 始终紧紧 围绕

着 、 服务于 中华文明复兴与发展的当下急迫之需 。 摆脱落后 、 追求先进 的

时代使命 , 使得现代 中 国 学术 的 目 光多紧盯那先进 于我之 国家民 族 , 于

是 ,

“

西洋学术
”

、

“

欧美文化
＂

, 及至
“

东洋维新
”

、

“

俄苏革命
”

, 都 曾 以

不同之方式 , 进入 中 国学术核心地带 , 成过去百年中 国学人热情关注 、 努

力移植 、 潜心研究之重心与焦点 , 各种形式的
“

言必称希腊
”

成为中 国学

术一时之现象 , 也便 自 有其合理之时代要求与存在缘 由 。 而在此背景下 ,

对于遥远他乡那些看似与国家当下之复兴大业 、 复兴命题关涉不大或联系

不紧的学问 领域 , 对于那些与 中国
一样落后于世甚 至尤有过之的不发达 国

家 、 弱小民族的研究或学问 , 人们便
一直关注不多 , 问津甚少 。

于是 , 在相当长的时期 中 , 包括新 中 国成立之后 , 非洲大陆这个重要

的 自 然地理区域和人类文明世界 , 便成为 中 国现代学术世界中
一块

“

遥远

边疆
”

,

一

片
“

清冷 边地
”

。 偶 尔 , 会有探 险者 、 好奇 者 、 过路者进 入其

间 , 于其风光景致窥得
一

角 , 但终因天遥地远 , 梁河相隔而舟渡难寻 , 直

至今 日 , 非洲研究这 一领域对于中 国 学术界来说 , 总体上还是
一

个具有
“

化外之地
”

色彩 的知识领域 ,

一

块要靠人们发挥想 象力去揣想 的 遥远

他乡 。

而在西方学术界 , 非洲研究却 已经有一百多年 的经营历史了 , 如果

加上早期时代殖民 探险者 、 传教士 留 下的 那些 并不甚专业 的探险游记 、

传教 回忆 录 , 西方对非洲大陆的认知与研究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 三 四百

年前 。 在这个过程中 , 非洲研究在塑造西方现代学术形态 、 培植西方现

代学术气质方 面 , 均扮演 过某种 特殊 的 角 色 。 西 方现 代学术 的 诸多领

域 , 诸 如人类学 、 民族学 、 社会学 、 语言学 、 考古 学 、 人种学 、 生态学

等等 , 各种流行一时的理论或流派 , 诸如结构主义 、 功能 主义 、 传播理

论 、 发展研究 、 现 代化理论 、 女性 主义 、 后殖 民主 义 、 世界体 系论等

等 , 都曾 以不 同的方式或形态 , 与非洲这块大陆有某种直接或间 接 的关

联 。 直到今 日 , 在非洲大陆 各地 , 依 然时 常可 以 见 到西 方学 者潜心考

察 、 调研与研究的 踪迹 。

不过 , 自 2 0 世纪 8 0 年中 国改革开放开始 , 特别是随着近年 中 国 国家

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大变化 , 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采用更加独立 , 更

加全面也更加长远的 眼光来理解把握人类文明的整体结构 , 及中华民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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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切 民族与 国家之如何建立更为平衡多元的交往合作关系这样
一些

重大 问题 。 过去 3 0 年 中非合作关系 之丰富实践及这一关系所彰显的时代

变革意义 , 使得非洲在中 国学人眼中 的地位和重要性发生了重大转变 , 非

洲研究不仅得到重视和加强 , 而且研究的兴趣和重点也超出 了 以往那种浅

层与务实 , 只 着眼 于为政治与外交服务的局限 , 而开始 向着探究人类文明

之多元结构与多维走 向 、 向着探究
一切社会科学深切关心的本质性命题的

方 向拓展延伸 。 渐渐地 , 人们发现 , 非洲研究成为 了新 时期 中 国学术研究

的一片
“

新边疆
”

,

一

块辽阔广大 、 有无数矿藏和处 女地等待新来者开拓

的沃土 。

我们说 , 中华民族历来有关注天下 、 往来四海之开放传统 , 有民吾同

胞 、 物吾与也的天地情怀 。 在其漫长的文明演进史上 , 中华民族
一

直在努

力突破地域之限制 而与外部世界建立接触 与交往 , 由此 扩展着 自 己 的视

野 , 丰富着 自 身的形态 , 并从 中获得更新发展之动力 。 这种努力 自进人近

代以后 , 尤为强烈与明显 。 虽然 因时代条件之制 约 ,
过去相 当时期 中 国学

术主要关注于欧 、 美 、 日 发达 国家 , 但进入 2 0 世纪 6 0 年代 以来 , 在中华

民族追求现代复兴并因此而努力与外部世界建立新型关系 的过程 中 , 也开

始与遥远非洲大陆建立 日 益紧密 的文化对话与交流合作关系 。 而这种关系

的建立 , 尽管在刚开始的年代规模 尚小 , 但从长远来看 , 它对于 中华古老

文化在 当代之复兴与发展 , 对于东方形态的中华文化在承续传统的过程 中

同时转变为 日益具有开放性质与全球形态的世界性文化 , 其实是有某种特

殊的指向未来的象征意义的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说非洲研究 日益为 中 国学术界所重视这
一现

象的到来 , 应该是具有某种特殊的 昭示时代变革 的象征意义的 , 它折射 出

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正进人到
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 反映 出 当代 中国学术在

回归和继承优 良历史传统的基础上 , 日 益面向全球与未来 , 日 益拥有了新

的 自 由 与 自 主 、 自 信与 自觉 的精神气度 。

在当代世界体系 中 , 在 当代人类追求现代发展的努力 中 , 非洲大陆面

临 的问题是极复杂而特殊的 。 非洲 国家向现代社会之过渡与发展 , 似乎远

不止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经济 、 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问题 , 它 同时还是一个 内

容更为复杂 、 过程亦更加镘长的文明再造或文化重建的 问题 。
然而正因为

如此在当代非洲数十个年轻 国家与 民族现代发展这一复杂进程 中 , 正深藏

着人类现代发展问题之最终获得解决的希望 。 可 以说 , 非洲发展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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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 , 也便是现代人类发展进程历经磨难 、 千 曲百 回 而终成正果之时 , 而

要实现这一宏大 目 标 , 不能不是对人类之智慧 、 毅力 、 良 知 、 合作精神与

普世情怀的最大挑战与考验 。

事实上 , 在当今这样
一个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 , 发展早已成为人类

面临 的共 同问题 , 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最终解决 , 与其说是非洲 自 身的 问

题 , 毋宁说是世界 的全人类 的共同问题 。 对于任何
一个有富于理论探索勇

气与实践创新精神的人来说 , 当代非洲发展问题之理论上的探索与实践上

的 尝试 , 无论是从经济学 、 政治学 、 社会学的层面上看 , 还是从人类学 、

民族学 、 文化学的层面上说 , 都会是充满挑战性与刺激性的 , 其中必然会

孕育着人类知识与理论创新 的 巨 大空 间 与机会 。 那么 , 在这个 巨大 的理

论 、 知识 、 实践的创新空间与机会面前 , 当代 中 国学术界 、 思想界 , 能够

有所作为 、 有所贡献吗 ？ 能够在这个关于 当代非洲发展 问题研究的 国际学

术平 台上有
一

席之地甚至更多 的发言权吗 ？

当代非洲大陆发展问题的极其复杂性与 巨大潜力 , 当代 中非合作关系

的 特殊实践过程 , 正为中 国发挥 自 己 的建设性作用提供 了特殊的国 际发展

空间 , 也为 中 国实践和检验 自 己提出 的建构和谐世界理念提供了特殊 的国

际合作平台 。 事实上 , 无论是从理论的层面上还是从现实的角度上说 , 非

洲大陆在 自 然资源 、 劳动力市场 、 商品消费市场等发展要素方面的规模与

结构 , 它在未来可供拓展 的发展潜力 、 增长空 间 , 都将是具有全球性 冲击

力与影响力的 。 虽然 目前非洲大陆总体上 尚 比较落后 , 但这块广阔 大陆上

那 5 0 多个有待发展的 国家 , 那 1 0 亿以上 的有待解决从温饱到小康再到富

裕问题的人 民 , 其现代发展进程一旦真正启动并走上快车道 , 其影响与 意

义必将超出非洲 自 身而成为 2 1 世纪另 一个具有全球性影响 的人类发展事

件 , 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某种结构性 的影响 。

作为撬动 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 构的
一个支点 , 5 0 多年来中 非合作

关系 的发展变化往往超出 中非关 系范畴而具有更广泛的 意义 。 进人 2 1 世

纪以来 , 非洲大陆正在酝酿新 的变革 , 而 中非合作关系也面临
一个历史性

的 、 新的发展机遇期 , 如果把握得当 , 未来 的 2 0 年 , 中非合作关系将跃

上
一个历史新高度 , 这不仅对 中非双方 的发展进程 , 也会对未来全球 国际

体系 的转换进程 , 对未来 国家间 合作关系的变革走 向 , 产生多方面的重大

影响
。
在这个巨大的 国际合作与发展实践面前 , 理论本身的探讨与思想 已

经显得更为重要与紧迫 , 建构有 中 国特色的非洲学或非洲研究理论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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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代中 国学人应该努力担当的责任与使命 。

从一个更长远的 当代 中 国发展进程来看 , 在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 、 中

国与外部世界 日益融为一体而中 国也在努力追求 自 己的大国强国地位的进

程中 , 非洲研究这一
＂

学术新边疆
”

之探测与开垦 , 对中 国学术现代品质

之锻造——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 , 普世情怀之建构 , 主体意识之觉醒 、 中

国特色之形成等 , 都可能具有某种重要的引 领与增益作用 。

二 非洲研究的学科属性与结构特征

近代 以来 , 在 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 了研究非洲文明及其社会形态的专

门化学科 , 这些学科习惯上统称为
“

非洲研究
”

或
“

非洲学
”

( 英文可表

述为 ：
Ａｆｒｉ ｃａｎＳｔｕｄｉ ｅ ｓ ) 。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 ,

“

非洲研究
”

是一门对非洲大陆之历史与现实 问

题特别是对当代非洲社会发展问题进行跨学科 、 跨领域 、 综合化研究 的社

会科学分支学科 。 作为
一个具有特定研究领域与学术主 旨 的知识领域 , 非

洲研究很难简单地归属到某
一

特定 的学科 门类之 中 。 虽然它与国 际政治

学 、 国际关系学 、 国际经济学或国际政治经济学关系紧密 , 在
一

定意义上
’

可作为这些学科 的分支之
一

, 也可以视为当代
“

国际区域问题研究
”

的一

个分支 , 但因非洲大陆历史文化形态及当代发展问题的独特性 , 使得任何
一

门 国际问题研究的一般性学科 的理论与方法都不能简单地移植到非洲研

究领域 当中来 。 非洲研究的 复杂性 , 使得有必要将
“

非 洲研究
＂

提升 到
“

非洲学
”

的层面上来 , 追求非洲研究的独特 的理论境界 、 知识体系 与治

学路径 。 也就是说 , 作为对问题研究与实证研究进行理论提升的
一种更系

统化努力 ,

“

非洲学
”

比之于
＂

非洲研究
”

, 在概念表述与 内涵包容上 , 更

突 出 了 非洲 问 题研究 所追求 的 学术 理念 、 理论形态 、 学科规 范和 知识

系统 。

从学术史的角度上看 , 作为人类知识与思想形态的
“

非洲研究
”

, 经

历 了
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 但它总体上是进人近现代社会后 , 最先在西方

国家获得发展的 。 不过 , 在今天 , 非洲研究 已经成为一 门世界性的学科 ,

世界各 国的学者都作 出 了 自 己 的贡献 。

作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分支学科 , 我们基本上可 以将
＂

非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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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作为
“

国际区域问题研究
”

的 一个分支 。 国际区 域研究 的基本特点 ,

主要表现在其
“
区域性

”

、

“

专 题性
”

及
“

综合性
”

这样几个方面 。 所谓
“

区域性
”

指的是这种研究 主要 以某个 特定 的 自 然地理空间为 研究范畴 ,

诸如非洲 、 东亚 、 拉美 、 中东 、 南亚 、
西欧 、 中 亚等 。 在研究者看来 , 无

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 度上说 , 人们都可 以将这
一

自 然地理区域作为

一

个内部相对统
一

或有整体联 系 的文 明单位与文化单位进行整体性研究 ,

探究这一 自 然地理空 间上 的各 种政 治 、 经济 、 社会 与文化问 题 。 所谓 的

“

专题性
”

则是指在研究的过程 中研究 者往往会设置某种特定 的区 域内 专

门化问题进行专 门 的研究探讨 。 比 如对这
一

特定区域 内 的经济发展与环境

问题研究 , 对这个特定区域 内 的语言 与历 史 问题研究 。 而所谓的
“

综合

性
”

则是指这类研究往往具有跨学科 、 跨领域的综合化特点 。 但凡对某个

特定区域进行研究 , 往往必须涉及诸多的学科与知识 系统 , 需要从历史与

现实 、 政治与经济 、 军事与外交 、 文化与科技等不同学科与知识背景下进

行综合性的研究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我们可 以把
“

非洲研究
”

或
“

非洲学
”

理解 为是

一

门对非洲大 陆之历史 与现 实问 题特 别是 当 代社 会发展 问题进 行跨 学

科 、 跨领域综合化研究的学 问领域或知识领域 , 是当 代
“

国 际 区 域问 题

研究
”

中的一个分支学科 。

“

非洲研究
”

作 为一 门相对独 立或有 自 己特

定研究 对象 的 学科领域 , 与
一般意义 上的

“

国 际政 治学
”

、

“

国 际关 系

学
”

、

“

国际经济学
”

关系 最为紧密 , 但又不能简单地归结 到这些学 科的

门下 。 事 实上 , 非洲研究所涉及的 相近或相关之知识与 理论可 以 广泛地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的 诸多领域 , 诸如政 治学 、 法学 、 经 济学 、 社会学 、

民族学 、 教 育学
、
人 类学 、 历史学 、 文化 艺术 学 、 语言 学 等 。

？ 同 时 ,

随着对当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的 日 见深人与拓展 , 诸如发展理

论 、 现代化理论 、 民族 国家建构理论 、 国家治理理论 、 人 口控制与环境发

展理论 、 科技运用与技术开发理论 、 国际援助与 国际合作理论等新兴学科

与边缘学科 , 也先后涉及非洲研究领域 , 使得非洲研究也 日 益具有综合的

知识属性和理论背景 。 事实上 , 当今天 的 学者们涉及非洲 问题研究领域

时 , 往往很 难 明 确地 界定 自 己 的 学科属性 , 或划 定 自 己 的 学科边 界与

①Ｅ , Ｏ ． Ａｙ ｉ ｓ ｉ ,Ａｎ ｌｎｔ ｒｕ ｃｔ ｉ ｏｎｔ ｏ ｔｈ ｅ
Ｓ ｔ ｕｄｙ

ｏｆ
Ａ

ｆｒ ｉｃａｎＣ ｕｌ
ｔ ｕｒｅ？ Ｉｂ ａｄａｎ ：Ｈ 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Ｅｄｕ ｃａ

？

ｔｉｏｎ ａｌＢｏｏｋｓＬ ｔｄ ＊ 1 9 7 2 , ｐ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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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 。

不过 , 如果我们严格梳理现代意义上 的
“

非洲研究
”

的学科发展历

史 , 还是可 以看 出这一具有跨学科跨领域属性 的专业化知识形态 , 依然有

自 己成长演进的清晰过程与结构形态 。 总体上可 以说 , 非洲研究是 由
一

系

列相互关联的专门探讨非洲文明 与非洲社会之历史及其当代发展问题的知

识与理论构成的 。 随着这些有关非洲的专门化研究问题的 深化与拓展 , 非

洲研究这一学科领域也在不断地变化与发展之中 。

非洲大陆在 自 然地理空间 上是一个统
一

的整 体 , 但在文化形态上 却

比较复杂 , 在漫长的文化与文 明演进过程 中 , 非洲大陆 内部 的 文化结构

与文明 形态有过复杂的演变与嬗递 , 其与 外部世界在文化上也有 过复杂

的融合过程 , 文化与文 明 的重叠与交叉
一直延续到 当代 , 从而形成了 复

杂 的文化地缘结构 。 不过 , 人们
一

般以撒哈拉沙漠为界 , 将非 洲大陆两

分为地 中海沿岸的北部非洲 ( 阿拉伯非洲 ) 和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南部非

洲 (黑 人非洲 ) 两部分 。 就非洲研究这
一学科来说 , 虽然其研究对象包

括 了整个非洲 大陆 , 但习惯上更倾向于对撒哈拉 以南非洲 的研究 。 有 的

甚至认为 , 在西方学术传统中 , 如果没有特定的说 明 , 那么 习 惯上的所

谓
“

非 洲研究
”

中 的
“

非洲
”一词 , 都是不言 自 明地专指撒哈拉以南非

洲大陆 , 涉及的 都是对撒 哈拉沙 漠以 南 的 非洲 黑 人文化 与社会 的 研究

内容 。
－

考察近代 以来学术发展的进程 , 我们可 以看 出这样一种对于
“

非洲研

究
”

概念 的理解传统 。 虽然撒哈拉南北间 的非洲大陆一直就有复杂而紧密

的联系 , 但在西方学术传统 中 , 地中海沿岸 的非洲研究 ,

一般分属 于按不

同时期排列的如下 几个领域 , 如
“

埃及学
”

 ( Ｅｇｙｐｔ ｏｌｏｇｙ , ＥｇｙｐｔＳｔｕｄ
？

ｉ ｅｓ ) ＾
“

希腊罗马学
”

( Ｇｒｅ ｅｃ ｅ
－Ｒ ａｍｅＳ ｔｕｄｉｅｓ ) 、

“

东方学
”

( Ｏｒｉｅｎｔａ ｌＳｔｕ ｄ
？

ｉ ｅｓ )或是
“

阿拉伯伊斯兰研究
”

( Ａｒａｂ
－

Ｉ ｓｌ ａｍ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等 。 在西方学术背

景下 ,

“

非洲研究
”一词一般来说是专指对撒哈拉 以南非洲黑人各族群文

化的研究 。 当然 , 实际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 , 因为 即便是专指撒哈拉以南

非洲黑人各族群文明的研究学问 , 也可 以分成若干个不 同 的领域 , 如专 门

研究埃塞俄 比亚 ( 包括古时的阿克苏姆文明 、 中古时期的钶克苏姆东正教

文 明 、 近代的 阿比尼西亚文明等 ) 的
“

埃塞学
”

或
“

埃塞研究
”

( Ｅｔｈ ｉｏ？

ｐｉａＳｔｕｄ ｉ ｅｓ ) ,专门研究南部非洲尼格罗族群之班图族文 明的
“

班 图研究
”

( Ｂａｎ ｔｕＳｔｕ ｄｉ ｅｓ ) , 及专 门研究东非沿海斯瓦希里族群文明 的
“

斯瓦希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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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

( Ｓｗａｈ ｉ ｌ ｉＳ ｔｕｄ ｉ ｅｓ ) 等等 。

①

许多 时候 , 非洲研究被理解为对非 洲文 明或文化 的研究 , 因而非洲研

究也可 以称为非洲文明 或文化研究 。 严格意义上对非洲文明 或文化研究 ,

是 1 9 世纪以后才在欧洲一些 国家开始的 。 也 就是在此之后 , 随着西方对

非洲 的统治瓜分 , 随着 西方学者对非洲研究 的深人及其知识成果的传播与

扩散 , 西方人也就为现代世界建构起来 了
一个包含着浓厚西方文化观念与

标准的
“

非洲形象
”

, 直到今天 , 现代世界在许多方面依然接受了这个欧

洲建构的
“

非洲形象
”

来认识 、 理解与评价非洲 , 其 中 自 然包含着强烈的

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认知偏好与先人为主的武断 。

近代以来 , 西方对非洲 的看法与认知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 虽

然欧洲从 1 5 世纪 已开始抵达非洲大 陆的海岸 地区 , 但是直到 1 9 世纪初 ,

欧洲人对非洲 的了解仍 限于沿海地带 , 对非洲 内陆几乎茫然不知 。 出 现这

种情况 ,
一是非洲大陆酷热的气候 , 沿海地 区的热带雨林 、 蚊虫病菌所构

成的 自 然障碍阻碍了欧洲人进入非洲 内 陆 。 二是在西方对非洲 扩张的最初

几个世纪 , 他们除 了在沿海购买黑人作为奴隶外 , 对非洲 内陆 尚无太多兴

趣 。 三是欧洲 中心论的 影响 。 进人 1 9 世纪 , 在欧洲知识分子心 目 中 , 漠

视东方世界历史文化的成就的西方中心 主义观念 日见抬头 , 包括黑格尔这

样的许多欧洲人都 曾断定非洲大陆是一块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化的大 陆 ,

非洲 只有欧洲人活动 的 历史 ,

“

其余就是黑 暗 , 而黑 暗不能成为历史 的

主题
”

。

②

然而 , 就在黑格尔刚去世不久的 1 9 世纪 2 0 至 4 0 年代 , 西方对非洲

大陆的研究兴趣开始 日 益增长 。 也就在黑格尔去世的 1 8 3 1 年那一年 , 完

成了工业革命 的英 国 , 把先前成立的 民间团 体
“

非洲 内陆考察协会
”

合并

于 由 政府直接管辖 的
“

皇家非洲学会
”

, 有组织的 开展大规模 的非洲考察

活动 。 从 1 8 3 0 年到 1 8 9 0 年 , 西方探险考察队先后深人非洲 内陆进行考察

活动近百次 。 这些考察活动 旨在弄清楚非洲大陆的 自 然地理 、 气候生态 、

矿产资料 、 人种语言等方面的情况 。 参与考察 的人中有些是受过
一定专门

① 参 见刘鸿武著 《 蔚蓝 色 的非 洲——东 非斯 瓦希 里文 化研 究 》 , 云 南大 学 出 版社 2 0 0 8 年

版 , 第 5
—

8 页 。

② 联合国 教科文组 织 ： 《 非洲通史 ) )
, 中 国 对外 翻译出 版公司 1 9 8 4 年中 译 本 , 第 1 卷 , 第

2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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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研究者 , 他们的 考察积累 了非洲大陆在语言 、 人种 、 宗教 、 社会 、

经济和 自然地理方面的大量资料 , 与早期传教士 、 冒 险者和贩奴者所写的

游记大不
一样 , 较为系统全面 , 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 是现代非洲学的最初

起点 。 这些考察活动 , 对 1 9 世纪晚期西方现代人类学 、 语言学 、 宗教学 、

民俗学 的兴起与发展起到 了重要 的推动作用 。

1 9 世纪 8 0 年代非洲大陆进人严格 意义上 的 殖民 地时期后 , 西方 国

家 为 了更有效地统治和开发利用其统治下 的非洲 大陆 , 需要更多地 了解

当 地的 文化 、 种族 、 社会生活 和传统政治制 度 , 以制 定相应 的政策 , 于

是 对非 洲 的研究 日 益重视 。 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 以 后 , 当西方从非

洲大陆退 出直接 的殖民统 治 日 益变得不可避免的 时候 , 西方 国 家更加强

了 对非 洲大陆各 个方面的 研究 , 以 谋求在 殖 民 时代 结束 之后 , 仍然 能

尽 量保持宗主 国在独 立非洲 国 家的 影响 , 并使 这些 国 家保持 与西方宗

主国 的特殊关 系 。 比如 在殖 民地 时期 法 国文 化和英 国 文化最 发达的 塞

内 加尔和尼 日 利亚 , 独立后 在文化上 都一直保 持着 浓厚的 法 国文化 和

英 国 文化色彩 。 如 英 国 于 1 9 4 8 年在 尼 日 利 亚创 办 的尼 日 利亚 第
一所

现 代西式综合大学伊 巴丹大学 , 它移 植 了英 国 伦敦 大学的 办 学模式 与

学 科结构 , 后来成 为非 洲 大陆最著名 的
一所 高等学 府 。 当 代 非洲 许多

有 影响 的学者 、 作家 、 诗 人都是在 1 9 4 8— 1 9 6 0 年 期 间 由 伊 巴丹 大学

培养的 。

三 现代世界体系演进与非洲研究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 随着亚非世界 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 非洲独立 国

家相继涌现 , 西方殖民体系逐渐趋于解体 , 世界开始了对于非洲大陆 的重

新认识过程 。 在西方世界 ,

一些原来的非洲殖民宗主国调整了其对非洲的

统治与管理政策 , 更加重视对非洲社会本身的认识 ,

一些现代大学和学术

机构先后出 现 。 1 9 4 8 年荷兰莱顿大学建立 了专 门化 的
＂

非洲研究 中 心
”

,

开始对非洲 问题进行综合化系统化研究 。
2 0 世 纪 6 0 年代之后 , 非洲研究

真正进人到蓬勃发展时期 。 到 1 9 7 0 年 , 在美 国西北大学 出 版社出 版 的一

部非洲研究书 目 的书 中 , 编者收录 的 有关非洲研究的 重要论著 已达 4 0 0 0

多种 。 曾有编著者把这些论著归纳为 1 0 0 个专题 , 在每一个专题下都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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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参考文献 。

？ 这时 , 非洲学已 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 。

非洲研究在世界各 国受到重视并逐渐发展起来 , 也是我们理解当代世

界体系变革的
一

个特殊 的窗 口
。

第
一

, 2 0 世纪 中期以后 , 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 ,

对非洲问题的研究 已 由 征服探险时代的早期资料积累和描述性阶段上升到

对相关知识进行系统归纳 、 理论分析和综合概括阶段 。 这时 , 非洲研究 已

不限于早期人类学 、 语言学 、 地理学领域 , 而且扩展到 政治 、 经济 、 法

律 、 历史 、 教育 、 社会变迁 , 尤其是城市化 、 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 。 早期

的人类学研究也进
一

步细分为人种 、 语言 、 艺 术 、 文学 、 口 头传说 、 音

乐 、 舞蹈 、 宗教和考古学等不同研究领域 。

2 5

另
一方面 , 非洲研究在领域

不断扩大 、 分支学科不断增长的 同时 , 对非洲进行综合整体研究 的趋势也

在加强 ,

“

非洲研究
”

或
“

非洲 学
”

渐成一个独立 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

一

些大学开始建立专 门化 的
“

非洲研究 中心
”

或
“

非洲研究院
”

, 使得非洲

研究 日 益成为大学体系 中
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社科分支学科 。

第二 ,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 非洲研究的 学术活动 巳 由 西欧扩展到全

球 , 成为 国际性的研究活动 。 特别是美 国在西方世界的非洲研究中迅速崛

起 , 已 同西欧国 家呈平分秋色之势 , 并呈 现 自 己 的研究特色 、 重点与优

势 。 这一现象是十分值得我们注意的 , 即便是在东方亚洲 国家 , 对非洲 的

研究也开始受到重视 。 随着 当代 中国 与非洲关系 的不断发展及中 国在全球

地位的上升 , 在未来的年代 , 中 国必然也必须成为非洲研究重要 的参与者

和竞争者 。 这对于 中国学术界来说 , 既是时代 的要求 , 也是时代 的挑 战 。

因为 出 于种种原因 , 目前中 国 的学术界对于非洲研究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

够 , 相对于非洲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对于中 国的重要性 , 目 前中 国 的非洲

研究是不相称的 。

第三 , 非洲大陆本身在 2 0 世纪 6 0 年代独立之后本土民族文化学派独

树
一帜 , 很快形成相当规模 。 目 前 , 非洲本土 已是世界非洲文化研究 的另

一重心 。 同 时 , 冷战时代的前苏联东欧集团为在非洲大陆扩张其势力 , 基

① Ｊ ｏｈｎＮ ．
Ｐａ ｄｅｎ ,Ｔｈ ｅ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ｘｐｅｒ ｉｅｎ ｃｅ

？

,Ｂｉ ｂｌ 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ｖａｎｓｔｏｎ ；Ｎｏｒ ｔｈｗｅ ｓｔｅｒ ｎＵｎ ｉ

？

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  1 9 7 0 , ｐ ． 2 5 ．

②Ｅ． Ｏ ． Ａｙｉ ｓｉ ？ＡｎＩｎ ｔ ｒｕ ｃｔ ｉｏ ｎｔ ｏ ｔ ｈｅＳｔ ｕｄｙ
ｏｆ

Ａｆｒ ｉｃ ａｎ Ｃ ｕ ｌｔｕｒｅ  ？ Ｉｂ ａｄａｎ ：Ｈ 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Ｅｄｕｃａ
？

ｔ
ｉｏｎａ ｌＢｏｏｋ ｓＬｔｄ ,  1

9 7 2 ,

ｐ ． 8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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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球战略考虑对非洲文化尤其是种族 、 语言 、 宗教 、 政治的研究也有相

当 的关注 。

第 四 , 在亚洲 地区 , 日本和 印度是两个主要 的研究非洲文化的 国家 。

日 本对非洲文化的研究兴趣 , 除基于人类学的发展外 , 更多的是有商业上

的考虑 , 以拓展 日 本在非洲 的市场为 目 标 。 近十几年来 , 日本在非洲大陆

的经济与文化影响正悄然上升 。 印度历来与非洲有着紧密的关系 , 如 同 中

国 的侨民集中在东南亚
一样 , 印度侨民相当

一

部分集 中在非洲 , 是当地一

股重要的经贸与金融力量 。 因而印度对非洲研究有
一

定基础 , 印度非洲理

事会创办于 1 9 6 1 年的 《非洲季刊 》 是一份有国际影响 的刊物 。

第五 , 驱动当代非洲研究发展的另
一个动因 , 来 自 当代世界学术潮流

由 以往的欧洲 中心渐向其他非西方世界倾斜的变动 。 在美 国 ,
2 0 世纪 6 0

年代非洲大陆独立运动的高涨及几十个非洲 国家 的涌现 , 以及西欧诸国无

可挽 回地丧失其在非洲 的支配地位 , 刺激了美国对非洲大陆的文化 、 社会

及发展趋势的兴趣 。 美 国政府 、 私人基金会开始提供大量经费资助大学和

研究机构 的非洲研究工作 , 包括对研究人员 到非洲从事考察和研究的 基

金 。 在大学 中开设非洲 学课程 。 设立非洲研究基金和研究中心 , 协调组织

各学科领域的学者对非洲进行综合系 统研究 , 出版研究刊物和论著 , 以

2 0 世纪 6 0 年代为标志 , 美国大学 中有关非洲 的课程有了迅速的增长 , 涉

及的范 围和 内容更加广泛 。

一些传统学科也扩展 了对非西方世界的关注 。

比如在经济系 , 开设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课程 , 政治系 开设政治发展研究 、

地区政治 、 现代化问题方面的课程 , 在社会学 、 法律学 、 历史学中 , 对非

洲和其他发展 中 国家的关注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

第六 , 非洲研究迅速发展 的动 因
,
还来 自 当代非洲发展现实的需要 。

非洲大陆独立以来 , 随着各国发展问题的 日 益突 出和现代化进程的举步维

艰 , 以及这种发展问题与现代化进程 日 益显示出具有文化变迁与文化重构

的性质 , 从文化角 度关注现实问题成为
一

种倾 向 。 当代非洲各 国在政治 、

经济 、 社会等各个方面持续不断的动荡冲突 ,
2 0 世纪 6 0 、

7 0 年代以片面

追求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战略的挫折 , 都在显示着非洲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模

式 、 价值体系 、 民族心理 、 宗教观念是怎样强有力地制约着当代非洲各 国

的经济政治行为并规范着它们 的现代化模式 。 越来越多的观点都在强调当

代非洲的发展危机 , 同时也是
一

种文化危机 。 而从根源与复杂性上看 , 这

种危机亦是一种人类共同 的文化危机 。 国际学术界需要从文化的角 度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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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理解当代非洲各国 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现代化问题 , 文化研究与发展研

究应该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

？

四 非洲研究的学科结构与知识领域

非洲研究是
一

个有众多学科参与的综合性领域 , 来 自 不同学科领域 的

研究者 , 虽然都 以非洲问题为研究对象 , 但有不同 的关注重点 , 采用 的研

究方法各有不同也相互借用 。 如果说当代 中 国对非洲的研究最初是从政治

外交领域开始 , 从研究 当代非洲 民族解放运动及 中非关系政治合作开始的

话 , 那么在西方国家 , 非洲研究却往往是从对非洲文化 、 语言 、 社会 、 习

俗 的研究开始的 。

1 ． 人类学与非洲研究

人类学视阈下 的 非洲研究 , 经历 了
一

个漫长的 演进过程 。 早在 1 9 世

纪中期 , 欧洲学者已 经在非洲语言文化及民族志 、 人类志研究方面积累 了

丰富的成果 。 1 9 0 1 年 , 英 国 皇家学会主办的 《皇家非洲学会杂志 》 改名

为 《非洲事务 》 ＱＡ ｆｒ ｉｃ ｃｍＡｆｆａ ｉｒ ｓ )
, 该刊 旨在为英 国和其他 国家的学者

从
“

标准的学术研究与专家角度讨论非洲
,
题

”

提供
一个论坛 , 关注的范

围最初 限于英语非洲 , 后来扩展到整个非洲 。 这份刊物发表了 当时英国人

类学家 、 殖 民地官员 、 传教士写的大量有关非洲文化 、 语言 、 种族 、 社会

和政治方面 的研究报告 。 其内容还包括图 书评论 、 新书 目 录等 , 目 前仍是

一份权威性 的非洲学刊物 。 殖民地时期创刊的人类学杂志还有英国牛津大

学国际非洲研究所的 《非洲 》 ( Ａｆｒ ｉｃａ ) , 季刊 , 主要发表非洲文化研究

的人类学文章 。 南非约翰 内 斯堡威特 沃特斯兰德 大学 (
Ｗ

ｉ ｔｗａ ｔｅｒｓ ｒａｎｄ ,

即金山大学 ) 出版的 《班图研究 》 ( Ｂ ａｎ ｔｕＳｔｕｄ ｉｅｄ ,
1 9 2 1 年创刊 , 后改

名 《非洲研究 》 , 也是一份有影响 的非洲人类学杂志 。 这一 时期 , 英 国 出

现 了
一些有影响 的研究非洲 的学者 , 如埃文斯 ？ 普理査德 (

Ｅ
．
Ｅ ＥＶ ａｎｓ

－

Ｐ ｒｉ ｔ ｃｈａｒｄ ) 、 塞利 格 曼 ． ( Ｃ ．Ｇ．
Ｓｅｌ

ｉｇｍ ａｎ ) 、 福 蒂 斯 ( Ｍ．Ｆｏｒ ｔ ｅｓ ) 、 福 德

① 刘鸿武 ： 《 发展研究与 文化人类学 ： 非 洲发 展 问题研 究的 一种新综 合 》
,

《 思 想战线 》

1 9 9 8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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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Ｆｏｒ ｄ ) 、 史密斯 (
Ｍ

．Ｇ ． Ｓｍ ｉ ｔｈ ) 。

非洲早期的人类学研究虽然不
一

定都与殖 民主义有关系 , 但这些研究
^

旨在搞清楚殖民地 的社会结构及其功能 , 掌握当地的语言 、 种族 、 宗教和

传统政治体制 。 因而对殖民政府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用价值。 人类学研究奠

定了非洲文化研究中的语言分析传统和实证考察方法的基础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对非洲 的人类学研究有 了更广泛的 发展 , 尤其

以美 国人类学的研究最为突 出 。 同英法人类学相 比 , 美 国人类学对非洲文

化变迁问题更为关注 。 1 9 6 6 年英 国皇家人类学 所创办的人类学杂志 《人

类 》 ( 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
ｌ 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 )
, 是 当代英 国研究非洲文化 的 主要刊物 , 由

／美国文纳格伦 ( Ｗｅｎｎ ｅｒ
－Ｇ ｒｅｎ ) 人类学基金会资助的 美 国 《现代人类学 》

(． Ｃｕｒｒｅｎ ｔＡｎｔｈ ｒｏｐｏ ｌｏｇｙ ) 于 1 9 6 0 年在芝加哥创刊 。 此外 , 由 美 国新墨西

哥大学主办的 《人类学研究杂志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ｎ ｔｈ ｒｏｐｏ ｌｏｇｙＲｅ ｓｅａ ｒｃｈ )

创刊于 1 9 4 5 年 ( 1 9 7 5 年以前称 《西南人类学杂志 》 ) ｛ Ｓｏｕ ｔｈｗ ｅｓｔｅ ｒｎＪ ｏｕｒ
？

ｎ ａ ｌｏｆＡｎ ｔｈｒｏｐ ｏ ｌｏｇｙ ) , 加拿大社会人类学学会在多伦多出 版的 《加拿 大

社会人类学评论 》 ( ＴｈｅＣａｎａｄｉａ ｎＲ 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 ｏｌｏｇｙａｎ

ｄＡ ｎｔｈ ｒｏｐｏｌ ｏ
？

ｇｙ , 1 9 7 6 ) , 也是当代非洲人类学研究的 重要刊物 。 在非洲本土以拉各斯

出版的 《尼 日 利亚杂志 》 ( Ｎ ｉｇｅｒｉ ａＭａｇａｚ ｉ ｎｅ ) 较有影响 。

百年以来 , 非洲人类学成果丰硕 , 有许 多重要 著作 面世 。 如 默多 克

《非洲 ： 它的 民族 及其文化史 》 。

②默 多克是美 国有影响 的非洲 人类学家 ,

他的这本书涉及非 洲文体的 广泛领域 , 包括 自 然 、 物种 和传统非洲农业

等 , 他提出 的
一些观点曾 引起广泛的争议 , 这些争议后来被收集起来编成

论文集 《重构非洲 文化史 》 。

？此外 , 麦 金特 《非洲 化 ： 黑非洲的 文化 统
一

》 ,

④ ( Ｍａｑ ｕ ｅｔ ,ｊ
ａｃｑ ｕｅ ｓ ,

Ａｆｒ ｉ ｃａｎ ｉｔｙ
？ＴｈｅＣｕ ｌｔｕ ｒａ ｌＵｎｉ ｔｙｏｆＢｌ ａ ｃｋ

Ａｆｒ ｉｃａ , Ｃ ｉｖｉ
ｌ
ｉ ｚａｔ ｉｏｎｓｏ ｆＢ ｌａｃｋＡ 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Ｏｘ ｆｏｒｄＵｎ ｉｖ ｅｒ ｓｉ ｔｙ

①Ａ ｉｄａｎ Ｓｏ ｕ ｔｈａｌ ｌ ,
＂

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 ｉ
ｂ ｕ ｔ ｉ

ｏｎ ｏ ｆＡｎｔ
ｈｒｏｐｏ ｌｏｇｙ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ｔｕ ｄ ｉｅｓ

＂

, Ａｆｒ ｉｃａｎ Ｓ ｔｕｄ ？

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 ｕｕ , 1 9 8 3
, Ｖｏ ｌ

． 2 6
, Ｎｏ ． 3 ／ 4

,ｐ
． 6 2 ．

②Ｇ． Ｐ ．Ｍ ｕｒｄｏｃｋ , Ａｆｒｃａ ＊Ｉｔ ｓＰｅｏｐ ｌｅ ｓａｎｄＴｈ ｅｉ ｒＣｕｌ ｔｕ ｒａｌＨ ｉｓｔ ｏｒｙ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ＭｃＧｒ ａｗ

－

Ｈ ｉ
ｌ
ｌ , 1 9 5 9 ．

③Ｂｅｎｎ ｅｔ ｔ Ｎｏ ｒｍ ａｎ , Ｒｅｃｏｎｓ ｔ ｒｕｃｔ ｉｎｇ 
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Ｈｉｓ ｔ ｏｒｙ , Ｂｏ ｓｔｏｎ
：
Ｂｏ ｓ

ｔ
ｏ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 ｔｙ

Ｐｒ ｅｓ ｓ ,  1 9 6 7
．

④Ｍａ ｑｕｅ
ｔ
ｊ
ａｃ ｑｕｅｓ

．

,
Ａ ｆ ｒｉ ｃａｎ ｉ ｔｙ ：ＴｈｅＣｕ ｌｔ ｕ ｒａ ｌＵ ｎ ｉ ｔｙｏ ｆ Ｂ ｌａｃｋＡｆｒ

ｉ
ｃａ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 ｅｓｓ ,

1 9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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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 ｓｓ , 1 9 7 2 ) , 赖德克利夫
－

布朗 《非洲 的 亲缘关 系和婚姻制度 》 ,
？福蒂斯

与埃文斯 ？

普理查德编辑的 《非洲政治制度 》 ( Ｆｏ ｒ ｔ ｅｓ ,
Ｍｅｙｅｒａｎｄ

Ｅｖ ａｎ ｓ
－

Ｐｒ ｉ ｔ ｃｈａｒｄ ,Ｅ ．
Ｅ

．ｅｄ ｓ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Ｐｏ ｌｉ ｔ ｉｃａ ｌＳ
ｙｓ ｔｅｍ ｓ ,

Ｌｏ ｎｄ 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

ｖ ｅｒ ｓ ｉ ｔｙ
Ｐｒｅ ｓｓ , 1 9 4 0 ) ,

？等等 , 也是较有影响 的非洲人类学方面的著作 。

对于近代 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 的非洲人类学研究及其成果 , 目

前国 内 已经开始重视 , 有 了初步 的 翻译与介绍 , 但 尚需加 强这方 面的 工

作 。 系统借鉴西方人类学的成果 , 总结其得 失与经验 , 对于中 国人类学 、

民族学 的进步 , 对于 中 国非洲学 的进步与提升 , 都有特殊的意义 。 未来时

代中 国 的非洲研究要 向 前发展 , 应该有 自 己 的人类学专家 , 以 中 国 的 眼

光 , 中国文化的视野 , 开展非洲人类学 的研究工作 。

③

2 ． 考古学与非洲研究

与人类学相 比 , 考古学在非洲研究 中是一个开始较为晚但却发展迅速

的领域 。 过去数十年来 , 考古学在非洲有 了
一

系列重大的发现 。 以肯尼亚

？考古学家利基博士为代表的人类起源考古发掘 , 使非洲 的考古学已成为整

个人类起源和进化研究的关键
一环 。 1 9 7 4 年 , 在埃 塞俄 比亚北部的 哈达

尔 ( Ｈ ａｄａ ｒ ) 地区 , 发现了 3 0 0 万至 3 8 0 万年 以前的少女骨骸 , 考古学家

将其命名为
“

露西小姐
”

( Ｍ ｓＬｕｃ ｙ ) , 按照考古学家的看法 , 这也是迄今

世界上发现 的最重要的 早期人类进化考古成果 。
2 0 0 1 年 , 在埃塞俄 比亚

－

高原 , 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 4 0 0 多万年前 的早期人猿化石 , 其与人类 的起

源似乎有着更紧密的关系 。 虽然早期人类进化进程依然是一个远未完全清

楚的科学研究课题 , 但
一般认为 , 东非高原 、 大裂谷和大湖 区显然是人类

最重要的起源地 。 不过 , 即便如此 , 利基博士本人也认为 , 现代考古学依

赖于发现化石标本 , 这一局 限使考古学的任何结论都应该十分审慎 。 因 为

人类 的进化期极为漫长 , 而人类进化的许多阶段可能没有化石标本作为代

表 , 因为化石标本 只能在十分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 利基的 主要著作有

①Ａ ．Ｒ ．
Ｒａｄｃ ｌ ｉ ｆｆｅ

－

Ｂｒｏｗｎ ,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Ｓｙｓ
ｔ ｅｍｅｏｆＫｉ ｎ ｓｈ ｉｐ

ａｎｄＭａ ｒｒ ｉａｇｅ
？Ｌｏｄｏｎ ；Ｏｘ ｆｏ ｒｄＵ －

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Ｐｒｅｓ ｓ , 1 9 5 0 ．

②Ｆｏｒｔ ｅ ｓ , Ｍ ｅｙｅ ｒａｎ ｄＥｖａｎ ｓ
－

Ｐ ｒ ｉ
ｔ ｃ ｈａｒ ｄ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Ｐｏ 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
Ｓ

ｙ
ｓｔ ｅｍ ｓ

？ 1 9 4 0
,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

ｆｏｒ ｄＵ ｎ
ｉ
ｖｅｒ ｓ

ｉ
ｔｙ Ｐ ｒｅ ｓ ｓ

, 1 9 6 1
？ｐ ．

 2 ．

③ 蒋俊 ： 《 人类学视野下的 非洲研究 》 ,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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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器时代的非洲 》 。

？

考古学对非洲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是可以弥补非洲缺乏文字记载传统

的局限 。 研究非洲文化的农业起源 、 铁器文化和殖 民地以前的 历史 , 都依

赖于考古学的成果和方法 。 比如西方过去
一

直认为非洲只有原始风格的变

形木雕 , 而西非尼 日利亚 1 4 、 1 5 世纪 的伊费 贝 宁精致典雅 的铸雕 , 则 是

葡萄牙人技术传人的产物 。 但 2 0 世纪 4 0 年代在尼 日 利亚乔斯高原发现的

诺克文化赤陶祭祀小像 , 证 明伊费 贝 宁铸雕艺术 的传统风格可以 追溯 到

2 0 0 0 多年以前 , 从而改 写 了整部非洲文化史的 基本框架 。 事实上 , 我 们

需要强调的是 , 在世界史上 , 除科学和以文字创作的文学之外 , 各大陆不

同文明区域在文化的基础发展水平上并没有明显 的差别 。 这是一个意义非

常重要的人类发展事实 , 我们不应该对非洲存有先入为主的偏见与误解 。

3 ． 语言学与非洲研究

非洲 的文 明与文化 , 对于人类研究来说在许多领域都是富有极大的挑

战性的 , 因为 它在许多方面都对源 自 西方与东方经验的理论构成了挑战 ,
？

这些理论所提供的 解释工作 往往 不太适用 , 无法有效解 释非 洲 的 实际情

况 。 因而近代 以来 , 基于对非洲文化与文 明 的认知研究 , 至少当时的西方

学者 , 在理论与方式上是作出 许多创新的 , 由 此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人文

社会科学的诸多分支学科 。

就语言文化学或语言社会学来说 , 非洲是一个充满挑战 的世界 。 首

先 , 非洲存在大约 8 0 0 种至 1 0 0 0 种独立语言 , 有着世界上最复杂多样 的

语言形态 , 而在非洲 , 语言的文化与社会功能 , 似乎要更为复杂多样 。 因

而从 1 9 世纪起 , 对语言学家来说 , 非洲就成为其语言研究的 理论和方法

最理想也最具挑战性的实验场所 。 这种非洲语言学的发展还包含着某种重

要的仍有待认识的人类发展意义 。 事实上 , 迄今为止 , 因为价值和兴趣的

缘故 , 产生时 间还非常短暂的现代社会科学各学科 , 对于包括非洲在 内 的

被称为蛮荒与边缘社会 中 的这些人类发展现象的认识 , 还只处在非常初级

的阶段 。 即使如此 , 非洲确实是一些重要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的重要

温床之
一

。 还在 1 7 、 1 8 世纪 , 欧洲 的早期语言学家在非洲开展 了相应 的

语言学活动 , 他们首先要掌握当地土著语言的使用 , 然后用拉丁字母给这

①Ｌ ．Ｓ．
Ｂ． Ｌｅ ａｋｅｙ , Ｓｔ ｏ ｎｅ ＡｇｅＡｆｒ

ｉｃａｎ  , ＮｅｗＹ ｏ ｒｋ ：Ｎｅｇｒｏ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Ｐ ｒｅ ｓｓ ？ 1 9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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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没有文字的土著语言配制
一

套文字书写体系 , 同时建立语法规则 , 书写

格式 , 编纂各种方言词典和与欧洲语言对译词典 。

在非洲大陆 , 以 土著方言为基础创制 的拉丁字母文字多达上百种 , 这

是非洲 由无文字文化过渡到文字文化的重要
一环 。 但这些文字 以土著部族

语言为基础 , 只能在使用该语言的部族居民 中使用 , 局限性大 , 现大多数

已废而不用 , 改用英文 、 法文等 。 目 前仍较多使用的 主要是东非的斯瓦希

里文 , 西非 的豪萨文 , 南部非洲的绍纳文 、 阿非利坎斯文等 。 西方早期语

言学家在非洲 的活动主要是出 于传教 目 的 , 翻译 《圣经 》 并使当地人能读

懂 。
1 9 世纪后期 , 对 非洲语言 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 并且分为 三个方面 ：

一

是历史语言学研究 , 即对非洲复杂的语言结构 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源流

加以分析 , 以确定非洲语言的 体系 结构 , 并建立分类标准 。

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非洲约有八百种左右的独立语言 。 美国语言学家

格林伯格把非洲语言分为 四个语系 , 即尼 日 尔刚果语系 , 这是非洲语言的

主体 , 包括尼格罗苏丹人和尼格罗 班图人的语言 ； 闪 含语系 , 又称亚非语

系 , 以北非居民 为主体 的语言 ； 尼罗撒哈拉语系 , 大体上是上述两大语系

的 中介 ； 科伊桑语系 , 非洲最古老 的语系 , 包括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 的语

言 。

？
二是文化语言学研究 , 即把非洲 的语言 当做

一种文化现象 , 当 做非

洲文化 的核心部分进行语言文化研究 。 如分析语言在非洲这样的无文字社

会 中的特殊功能 , 语言与非洲各民族 的思维模式 、 心理结构的制约关系 。

由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和英 国伦敦大学 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联合主办的

《非洲语言杂志 》 ( Ｊ ｏｕ ｒｎａ ｌｏｆ
Ａｆｒｉ ｃａ 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 ) 是黑非洲文化语言学

研究方面的
一

份重要刊物 。
三是 口述史料学研究 , 即首先对非洲各 民族丰

富的 口头传说加以搜集 、 整理 、 出 版 , 抢救保护这份极有价值但正在迅速

消亡的文化遗产 , 然后再利用非洲 的 口头传说作为研究非洲历史 、 文化的

材料 , 并为此建立起了
一

套 口述史料学的理论方法和专门 技术规则 。 早期

的人类学家如默多克等人都否认 口头传说 的利用效用和价值 , 但当代非洲

史学家如范西纳和阿拉戈都十分重视 口 头传说的价值 。 范西纳的 《 口头传

①Ｊ ．Ｈ ．Ｇｒｅｅｎｂｅ ｒｇ ,
Ｌａｎｇｕａｇ ｅｓ ｏｆ

Ａｆｒ ｉｃａ ,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
ｔｏｎ

■Ｉｎｄ ｉａｎａＵｎ ｉｖｅ ｒｓｉ
ｔ
ｙＲ ｅｓ ｅａｒｃ ｈＣｅｎ

？

ｔ ｅ ｒｆｏ 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ｃｉ ｅｎｃ ｅｓ ＊ 1 9 7 0
, ｐ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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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历史方法论研究 》 、

？ 阿拉戈的 《利用 口 头文学研究历史 》
② 是这方面

的代表作 。

当代非洲语言研究的 另
一个重点是语言与 民族

一

体化及国家社会稳定

的相互关系 问题 。 在
一

个多种族 、 部族语言并存的新兴国 家中 , 如何把语

言作为社会文化与 民族整合的工具而不是社会分裂冲突 的根源 , 是否可以

争取
“
一个国家 ,

一种语言
”

？ 欧洲语言与非洲本土语言 、 各本土语言的

相互关系 如何处理 , 如何选择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 , 在教育 、 广播 电视 中

采用哪些语言 , 都是各国集 中关注 的社会语言 问题。

4 ． 文学与非洲研究

非洲大陆有着丰富 的 口头文学 、 史诗 、 戏剧 、 神话 、 歌谣 、 传说与 民

间故事传统 。 当代非洲文学的
一大任务是搜集整理和 出版这些 口传文学 ,

如几 内亚作家尼亚奈根据民 间史诗整理出 版的 《松迪亚塔 》 。 到殖 民地时

期 , 非洲 知识分子开始用英语 、 法语和葡萄牙语进行文学创作 。 写作 的 目

的 , 主要是给欧洲人看的 , 是一种殖民地文学 。 但到 了 
2 0 世纪 以后 , 文

学成为复兴非洲 文化传统和推动 民族运 动的重要工具 。 以
“

黑人性
”

和
“

泛非主义” 为核心的现代非洲文学思潮成为当时非文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

2 0 世纪 6 0 年代非洲各国逐渐获得独立后 , 非洲文学逐渐摆脱对欧洲

文学从属依附地位而成为非洲大陆当代文化的
一

部分 。 文学关注的重点也

转向 了各国 内部 的社会问 题和政治问题 , 以及外来文化与非洲传统文化 的

冲突及后者的现代变迁问题 。 目 前非洲文学的主流还是采用英语 、 法语和

葡萄牙语写作的文学 , 但还有三十多种非洲语言 的文学创作和 出版活动 ,

尤 以 当代东非的斯瓦希里语 、 西非 的豪萨语 、 约鲁 巴语文学的创作影响最

大 。 尼 日 利亚 、 坦桑尼亚 、 肯尼亚 、 塞 内加尔 、 南非是当代非洲文学最发

达的几个 国家 。 尼 日利亚作家沃尔 ？ 索因卡 1 9 8 6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成

为非洲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 以 约鲁 巴语创作的音乐舞蹈剧

“

约鲁巴歌

剧
”

在尼 日 利亚独 立后 发展也 很快 。 目 前 研究非 洲文学 的 著名 刊 物有

1 9 7 0 年在美国沃斯丁创刊的 《非洲文学研究 》 ｛Ｒ ｅｓｅａ ｒｃｈｉ ｎＡｆｒ ｉｃａｎＬ ｉｔ

？

ｅｒａ ｔｕｒｅｓ )  。 1 9 6 8 年创刊的英国 《今 日非洲文学 》 ( 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Ｌ ｉｔ ｅｒａ ｔｕｒｅＴｏ
－

①Ｖａｎ ｓｉｎａ
 Ｊ ａｎ

．

？
Ｏｒａｌ

ｔ ｒａｄ ｉ ｔｉ ｏ ｎ ：ａｓ ｔ ｕｄｙ 
ｏｆ

ｈ ｉｓ ｔｏ ｒ ｉｃａ ｌｍｅｔｈ ｏｄｏ ｌｏｇｙ , Ｃｈ ｉｃａｇｏ ,  1 9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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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ｙ ) 。 研究专著方 面 , 海伍 德 《 非洲 文学概观 》
？

, 特拉 奥雷 《黑 非洲

戏剧和它的社会功能 》
② 等有代表性 。

5 ． 艺术学与非洲研究

非洲 艺术 是最能体现非洲文化与社会独特性 的领域 , 其奇特 的表达

方式与社会功能 , 也
一直为世界所关注 。 就学术传统来说 , 西方

一

般用

艺术 ( Ａｒ ｔｓ )
？

—词来专指非洲 的木雕 、 面具和其他造型艺术 。 对非洲雕

刻艺术的不 同理解从
一个侧 面说 明 了西 方人对非洲 文化关 注重点 的变

化 。
2 0 世纪初 , 西欧

一

些画 家发现 了 非洲 的 面具和其他雕 刻艺 术 , 这

些作品特有的 造型 风格 和技 法激 发 了西 方艺术 家的 艺 术灵感 和创作 热

情 , 对西方现代艺术有直接的 影响 。

③

最近几十年来 , 不少学者对非洲 面具雕刻 的关注 , 更多地转 向 了它

的 文化意义和社会宗教意义方面 , 而不是把它仅 当成单纯 的艺术 品来看

待 。 对非洲各 民族来说 , 面具是他们通 向神鬼世界 的 门 户 , 是他们与祖

先沟通对话的 桥梁 。 面具的 制作 、 造型手法和使用 , 都反 映着黑人 的历

史文化传统 、 宗教观念 、 思维特征 、
＋是记载保存黑人文化的重要手段 。

非洲艺术涉及众多领域 , 包括通 常所说 的非洲面具与非洲 雕刻 , 此

外 , 还包括非洲各族群 中流行的人体涂抹 、 刻面 、 文 身 、 服饰 、 发型等

等 。
从文化学 、 宗教学 、 心理学 、 符号学和人类学 的角 度来研究非洲艺

术 , 是非洲艺术研究 的
一个 突出 特 点 。 1 9 6 7 年 , 美 国加 州 大学非 洲研

究 中心创办 了 《非洲艺 术 》 季刊 , 这份 印制 精美 内 容 丰富 的 研究 刊 物 ,

旨 在
“

充 当当 代非洲艺术家的 热情推动者 , 为非洲和非洲 以外的 全部黑

人艺术赢得更广泛的观 众
”？

。 这份 刊物特 别关注黑人 艺术 的 当 代 变迁

问 题 。 法格 的 《非 洲雕 刻 》 巴斯 坎 的 《文 化视 野 中 的 非洲 艺 术 》
？

,

①Ｈ ｅｙｗｏｏｄＣｈｒｉ ｓｔｏ ｐｈ ｅｒ , Ｐ 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
ｖｅｓ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Ｌ ｉ ｔｅｒａ ｔ ｕｒ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 ：
Ａ ｆｒ ｉｃａｎａＰｕｂ ｌ ｉｓｈ

？

ｉｎｇＣｏ ｒｐ
． ,  1 9 7 2 ．

②Ｔ ｒａ ｏｒｅ ＊Ｂａｋａｒｙ , Ｂ ｌａｃｋＡｆｒ
ｉ ｃａ ｎＴｈｅａ

ｔ
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Ｓｏｃ ｉａ ｌＦ ｕｎｃｔ ｉｏ ｎ 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Ａ ｆ ｒ

ｉｃａｎ

Ｐｕ ｂｌ ｉｓｈｉｎｇＣｏ ｒｐ
． , 1 9 7 2 ．

③ 周海金 、 崇秀全 ： 《 非洲造型艺 术对西方 艺术的 影响 》 , 《文艺 争鸣 》 2 0 1 0 年第 1 期 。

④Ａ ｆｒ ｉ ｃａｎＡ ｒｔｓ , ＬｏｓＡｎｇｅｌ ｅｓ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ｏ ｆＣａｌ

ｉｆｏｎｎ ｉａ ,  1 9 6 7 ．

⑤ＩＦ＆ｇｇ
． Ｗ ,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Ｓｃｕｌｐ ｔｕｒｅ ,

Ｄｕ ｔ ｔｏｎＶ ｉ ｓｔａ ,  1 9 6 4 ．

⑥Ｂａ ｓｃ ｏｍＷ ．Ａｆｒｉ
ｃａｎＡ ｒｔｉｎ Ｃｕ ｌ

ｔ ｕ ｒａ ｌＰｅｒｓｐｅ ｃｔｉ ｖｅ 
？ＮｅｗＹ ｏ ｒｋ ,Ｎ ｏｒｔｏｎ , 1 9 7 3 ．



2 2非洲研究


达泽维杜编 的 《 非洲社会 中 的 传统 艺术 家 》
？

, 等都是较有代 表性 的 著

作 。 这些著作都是从非洲 的社会背景 、 文化传统和社会需要 的角 度来理

解非洲艺术 。

一般来说 , 研究非洲艺术的 人都是从社会文化 的角 度来综

合理解非 洲 艺术 的 , 这意 味着 将非洲艺 术 当做
一种

“

生 活 的艺 术
”

或
“

生存 的方式
”

, 而不是
“

为艺术而艺术
”

的纯艺术世界 。

②

在大多数非洲社会 中 , 音乐和舞蹈也是
一种社会集体行为 , 参与性

是基本 的特征 。 人种学家或人类学家可 以从舞蹈的 角 度对非洲 的人种结

构 源流 和部族关 系进行研究 , 同时对传统音乐 的社会功能加 以考察 。 非

洲音乐舞蹈对西方现代音乐舞蹈有很大影响 , 在美洲传播 的非洲黑人音

乐舞蹈后来又返 回非洲大陆 , 借助于现代的广播电 视媒介而在非洲 各 国

有 了新 的 变动发展 。 非洲传统音乐结构复杂 、 变化很大 , 但 没有记谱方

法 , 当代学者的任务之一是研究分类非洲音乐 的复杂结构和各种各样 的

传统乐 器的功用 , 并建立一些专 门 的技术手段与方法来记 录整理 黑人传

统音乐 。 恩克塔 《非洲音乐 》
？

、 贝 比 《非洲音乐 ：

一

个 民族的艺术 》
？ 是

研究非洲传统音乐的代表性著作 。

6 ． 历史学与非洲研究

当 代非洲历史学的兴起对于世界历史学的进步有着特殊的意义 , 它拓

展了现代历史学的新领域 、 新方法 , 也改变着外部世界对非洲的看法 。 直

到 2 0 世纪中叶 , 非洲大陆还被排除在正统历史学家 的视野之外 , 许多人

也赞同像黑格尔那样的欧洲思想家说过的
“

非洲没有历史
”

的看法 。 传统

史学过于依赖书面文献资料而非 洲传统 文化又是
一种 口 头语言传承的文

化 , 因 而缺乏书面文献资料
一直是非洲研究中

“
一个难以解决的 问题 。 关

于非洲历史的知识有三个主要来源 ： 书面文献 、 考古和 口头传说 。 而这三

者的后盾是语言学和人类学 , 因为语言学和人类学可帮助历史学家分析和

提炼那些可能是粗糙和难以理解 的资料
”

。

⑤ 在人类学 、 考古学 、 语言学 、

①ｄ
＇

ＡｚｅｖｅｄｏＷ．ＴｈｅＴｒａｄ ｉｔ ｉｏ ｎａｌ
Ａｒｔ ｉｓ ｔｉ ｎ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

ｉｅｓ , Ｉｎｄ 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 ｓｓ ,  1 9 7 3 ．

② 刘鸿 武 、 李彩 ： 《认知 非洲艺术 的意义 》
,

《文艺 争鸣 》 2 0 1 0 年第 1 期 。

③Ｎｋｅｔ ｉａ Ｊ．
, Ｔｈｅ Ｍｕ ｓ ｉｃ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Ｎｏｒｔｏｎ , 1 9 7 4
．

④Ｂｅｂｙ Ｆ ．
,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Ｍｕｓｉｃ
：

ＡＰｅｏ ｐ
ｌｅ

＇

ｓＡｒ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 , Ｌａｗｒｅｎ ｃｅＨ ｉ ｌ ｌ , 1 9 7 5 ．

⑤ Ｊ ． 基－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 》 第一 卷 《编 史方 法及非洲 史前史 》 , 计建 民等译 , 中 国 对

外翻译 出 版公 司 1 9 8 5 年版 , 第 4
一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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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学的方法引人非洲 历史研究后 , 非洲历史学发展起来 , 并成为当代

世界史学领域中一个充满活力 的部分 。

一些学术视野敏觉而且不带偏见的

历史学家 , 开始从非洲历史学这
一新兴领域 中发掘现代史学的创新源泉与

灵感 , 用 以克服传统史学的成见与武断 。 人们发现 , 学者们如果
一

旦克服

了以往的习 惯和偏见 , 各 民族历史文化的 差异反而可以成为人类沟通交流

和创造性的 源泉 。

2 0 世纪 6 0 年代非洲大陆 的独立也推进 了非洲 民族主义历史学的 发

展 , 在此之前 , 为数不多的非洲历史著作中 , 非洲 的历史基本上是被写成

了古代阿拉伯人和近代欧洲人在非洲活动 的记录 。 如古代阿拉伯人在非洲

的 贸易 活动 、 伊斯兰教在非洲 的传播 , 近代 欧洲人对非洲 的探险 、 考察、

殖民 、 贸易 、 贩奴及殖民分割 , 都是围绕着西方人的活动来写的 , 因此 当

时的非洲史不过是阿拉伯史和欧洲史的一个外延补充部分而 已 。 这种非洲

史的主体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而不是非洲 人 自 身 , 非洲大陆独立后 , 非洲

历史学关注的重点转 向非洲各 民族 自身 , 非洲人的活动和创造成为非洲历

史的主流 。 历史学 开始从非洲 的 内部 , 从非洲人 的观点来研究非洲 的历

史 , 即便是有关近代欧洲 的 冲击影响 问题也是放置到非洲本土 自 身历史活

动的背景上来认识把握 。 因 为这
一

进步 , 非洲历史研究也 由 此才真正成为

人类历史研究 的组成部分 , 而人类对 自 身历史的认识也在这
一过程中趋 向

完整和全面 。

2 0 世纪 6 0 年代 以来 , 国 际上 和非洲各 国 出 版 了大量 的 非洲历史著

作 , 如八卷本的 《 剑桥非洲史 》
？

、 联合 国 教科文组织编的 八卷本 《 非洲

通史 》气 阿贾伊编的两卷本 《西非史 》气 牛津大学 的两卷本南非史 和三

卷本 的东非史 , 剑 桥大学 1 9 6 9
—

1 9 7 5 年 间 出 的五 卷本 《 非洲殖 民 主义

1 8 7 0
—

1 9 6 0 》 , 罗德尼 的 《 欧洲 怎样导致非洲 不发 达 等都是有影 响 的

著作 。 在专业历史刊物方 面 , 较重要 的如 Ｉ 9 6 0 年创刊 的 剑桥 《非洲史杂

志 》 (Ｊ 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Ａｆｒ ｉｃａ ｎＨ ｉｓ ｔ ｏｎｙ ) , 1 9 6 8 年开始发行的 波士顿大学非洲

研究 中心主办的 《 国际非洲史研究杂志 》 , 另 外 , 由 尼 日 利亚历史学会资

①Ｄ．
Ｆａｇ ｅａｎｄＲ ．Ｏ ｌ ｉｖｅｒｅ ｄｓ．

, ＴｈｅＣａｍｂ ｒｉｄｇｅＨ ｉ ｓ ｔｏ ｒｙｏｆＡｆｒ ｉｃａ ,  8Ｖｏ ｌｓ , Ｃａｍｂｒ ｉ
ｄｇｅ ,

1 9 7 5 ．

②Ｔｈｅ ＵＮＥＳＣＯＧｅｎｅ ｒａ ｌＨ ｉｓ ｔｏ ｒｙ ｏｆ
Ａｆｒｉ ｃａ , 8Ｖｏ ｌ ｓ , Ｌｏｎａ ｏｎ ,  1 9 8 1 ．

③Ｊ
．Ｆ ．Ａ

ｊ
ａＹ ｉ ａｎｄＭ ．Ｃｒｏｗｄｅ ｒｅ ｄｓ． , Ｈ ｉ ｓｔ ｏ ｒｙ

ｏｆＷｅｓ ｔＡｆｒｉ ｃａ ． 2 Ｖｏ
ｌ
ｓ , Ｌｏｎｄｏｎ , 1 9 7 4 ．

④Ｒｄｎ ｅｙ , Ｗａ
ｌ
ｔ ｅｒ ．ＨｏｗＥｕｒｏ

ｐ
ｅＵｎｄ ｅｒｄｅｖｅ

ｌ
ｏｐ ｅｄＡｆｒ ｉｃａ －

,Ｌｏ ｎｄ ｏ ｎ
＾ 1 9 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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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 尼 日 利亚伊巴丹大学历史系编辑 的史学杂志 《历史 》 自 1 9 6 6 年创刊．

以来 , 已是
一

份国际非洲史学界公认的权威刊物 。 由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

历史系 、 肯尼亚内 罗毕大学历史系 、 坦桑尼亚达累 斯萨拉姆大学历史系 、

赞比亚大学和马拉维大学历史 系合 办的 《全非历史杂志 》 Ｑ Ｔ ｒａｍｆｒ ｉｃａ ｎ

ｊ ｏｕｒｎａ ｌ ｏｆ
Ｈ ｉｓ ｔｏｒｙ

) , 也是非洲有影响的历史学刊物 。

7 ． 宗教学与非洲研究

目 前非洲大陆宗教呈 现伊斯 兰教 、 基督教 和 土著宗教三足鼎 立的 格

局 。 严格说来 , 只有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 当成统一 的宗教形态来看待 , 而

所谓 的土著宗教 , 则是一个极为多样化的庞杂 的世界 , 各个部族各个地 区

的宗教都有 自 己 的传统 、 内容和形式 , 而且非洲 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具

有与本土文化混杂而呈现 的地方特征 。

出于传教的需要 , 早在西方殖 民时期 , 西方对非洲传统宗教就表现出

特别的关注 , 他们希望将非洲土著宗教改造成接受西 方基督教的 混合宗

教 。 总体上看 , 伊斯兰教 的传播及对非洲古代文化的影响 , 尤其是对西非

苏丹文化 区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 的影响 , 以及近代基督教在非洲 扩张的

后果 , 是非洲 宗教研究的重要问题 。

今天 , 非 洲宗教研究 主要是集 中于对土著宗教的研究 , 并与人类学研

究 、 社会学研究和艺术文学的研究结合在
一起的 。 非洲土著宗教多与黑人

面具 、 雕刻 、 舞蹈 、 音乐 、 秘密结社的传统融为一体 , 是黑人生存与 自 我

把握的独特方式 。 非洲的伊斯兰教并不像西亚北非阿拉伯世界那样对社会

政治和公众生活有如此之大的支配影响力 。 基督教在非洲 的发展以天主教

为主 , 新教势力较弱 , 但到 2 0 世 纪以后 , 非洲基督教的 自 治分离运动迅

速发展 , 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并更多地纳人本地文化和传统宗教的 因素 。

独立以来 , 撒哈拉以南非洲许多国家基督教依然在快速发展 , 信徒增长很

快 。 同样 , 伊斯兰教除在北非各 国 占据主体地位外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拓展也是十分明显的 。

把宗教和哲学联系起来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 , 是非洲宗教与

哲学研究的特点 , 其发展进步对现代哲学与宗教研究有重要 的启示意义 。

近代时期 , 欧洲哲学界曾普遍否认非洲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哲学 , 认为非

洲黑人是一个缺乏理性和没有哲学思维的人种 ,
心智发育还停 留在原始混

沌状态 。 但 白人传教士唐普尔的 《班图哲学 》 发表后 , 非洲黑人的哲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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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引起世界的关注 。 黑人的宇宙观 , 黑人在宗教生活 中特有的对宇宙统
一

神秘直觉把握 的思维方式 , 构成了黑人世界的哲学 。 对非洲黑人哲学 的研

究不能照搬西方学术传统 , 需要从非洲文化环境上 , 尤其是与 黑人土著宗

教相联系才能准确把握黑人特有的思维模式和哲学观念 。 这方面的代表著

述有姆 比蒂 《非洲 的 宗教与哲学 》 福德 《非洲人 的世界 ： 非洲各 民族

的宇宙观与社会 价值研究 》
？

, 唐普尔 《班 图哲 学 》
3 5

等 。 另 外 , 帕 内迪

《非洲传统宗教 》
？

, 肯 《非洲 的基督教与穆斯林 》
⑤ 都是非洲宗教研究的代

表作 。

除上述领域外 , 当代世界的非洲研究 , 还包括对非洲经济 、 政治 、 外

交 、 教育 、 科技 、 法律 、 社会 、 心理及 自 然环境等众多领域的专门化与综

合化 。

⑥ 尤其是从当代非洲 的 发展和现代化角度来看 , 非洲研究 的现实意

义与重要性显得更为突出 , 涉及的理论与现实 问题也更加复杂而多样 。

五 非洲研究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互动

说到非洲研究 , 人们时常面临 的
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握它 的内涵与外延

问题 。

一方面 , 长期以来 , 无论是在世人眼里 中还是在非洲人 自 己心 中 ,

非洲大陆常常是作为
“
一个有着共 同文化传统与现实命运的整 体

”

而存在

的 。

？ 我们看每
一

天世界媒体对非洲事务的报道 , 看每
一年国 际社会对非

洲事务的关注 , 会发现人们随时都在普遍使用诸如
“

非洲经济
”

、

“

非洲政

治 ”

、

“

非洲文化
”

、

“

非洲 与 中 国
”

、

“

非洲与美 国
”

等冠之 以
“

非洲
”

二字

的概念进行新 闻报道 , 讨论这块大陆 的 问题 。 另
一方 面 , 令人 困惑 的是 ,

①Ｍｂ ｉ
ｔ

ｉＪ ｏｈｎＳ．
,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Ｒ ｅｌ ｉｇ ｉｏ ｎ ｓ ａｎｄＰｈ ｉ

ｌｏ ｓｏｐｈｙ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Ｐ ｒａｅｇｅ ｒ , 1 9 6 8 ．

②Ｆｏ ｒｄｅ Ｄａ ｒｙ ｌ
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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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 Ｃｏ ｓｍｏ ｌｏｇ ｉｃａ ｌ Ｉｄｅａｓ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 Ｖａ ｌ

？

ｕｅｓｏｆ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Ｐｅ ｏｐ ｌｅｓ  ？Ｏｘｆｏ ｒｄ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
ｙＰｒ ｅｓ ｓ ？ 1 9 6 8 ．

③Ｔｅｍｐｅ ｌｓ
,
Ｐ ｌａｃ ｉ ｅ ｄ , Ｂａｎ ｔｕＰｈｉ

ｌｏ ｓｏｐｈ ｙ
,Ｐａｎｓ

, 1 9 6 9 ．

④ Ｐａｒ ｒｉｎｄ ｅｒＥ ．Ｇ． ？Ａ ｆｒ ｉｃａ ｎＴｒａ ｄ ｉ
ｔ
ｉｏｎａｌＲｅｌ ｉｇｉ ｏ 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ｈｅ ｌｄｏｎ ？ 1 9 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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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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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多的时候 , 人们常常又不知
“

非洲
”

究竟是什么 , 不知如何来概括这

块大陆的文化个性与政治经济特征 。 因为现实的情势是 , 非洲这块大陆实

在是太过于辽阔 巨大 , 这块大陆的东 西南北之 间 , 数十年 国家与 国家之

间 ,

一个国家内 部数十数百个民族之 间 , 差异普遍地是如此之大 , 加之还

有那么多 的矛盾与分裂 、 冲 突与战乱 , 有随处可见的严重的 内部封闭与分

割 , 因而有人甚至认为不能将非洲作为
一

个整体来看待 , 你只能具体去研

究某
一个非洲 国家 、 非洲 民族 、 非 洲地 区 , 而不 可能 去研究整 个非 洲

大陆 。

那么 , 应该如何来把握非洲认识非洲呢 ？ 能不能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

来研究来论述呢 ？ 这涉及非洲研究 的基本范 畴 、 研究理论与认知方法问

题 , 及非洲 的整体性与多样性问题。 对此 , 笔者十多年前已有过
一些讨论

与研究 , 这里 , 试做进
一步的说 明 。

首先 , 我们认为 , 统
一性与分割性之共存 , 差异性与相似性之互补 ,

是非洲大陆历史文化演进的基本特征 , 也是当代非洲大陆政治经济结构及

其发展状态的真实图景 。 换句话说 , 非洲这块大陆 , 无论是从历史的角 度

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 , 都既有相似的统
一的一面 , 也有分割 的差异的一

面 。 若要理解非洲 , 感知非洲 , 需要从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维度上

来做努力 。

？既要 有大陆之眼光 , 将非 洲视为 区 域整体而做宏观之通览 ,

亦需有次地区研究和国别之视角 ,
将非洲按次区域 、 国别 、 民族 、 部族做

更细致之个案性剖析 , 从宏观 、 中观与微观的不 同层次来把握非洲 , 从而

既见森林原野 , 也见树木枝叶 。

长期以来 , 人们在理解把握非洲时 , 有人强调非洲 的多样性与 内部差

异性 , 重视的是各地区各 民族之间 的差别 、 矛盾与 冲突 , 认为非洲并不存

在
一种统一的文 明 。 另 外一些人 , 则认为非洲是一个整体 ,

一个与世界其

他地区文明有明显差异的文明形态 。

③ 前者注重非洲 的差异多样性 , 认为

只 能具体微观地来研究单个的非洲 民族或文明 , 后者强调非洲 的整体一致

性而主张从宏观上统一把握非洲 。

① 参见刘鸿武著 《黑非洲文化研究 》 ,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1 9 9 7 年版 , 第 2 5 页 。

② 刘鸿武 ： 《论黑非洲文化特征与黑 非洲文化史研 究 》 , 《世界历 史 》 1 9 9 3 年第 1 期 。

③Ｏ ．Ｕ． Ｋａ ｌｕ ,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Ｃｕ ｌ
ｔ ｕｒａｌ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 ｎ ｔ ？Ｎ ｓｕｋｋ ａ ：ＦｏｕｒｔｈＤｉｍｅ ｎｓｉｏｎＰｕｂ ｌ

ｉ
ｓｈ ｅｒｓ

,

1 9 7 8 ’ｐ ．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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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本身具有文明特征上的外部相似性与 内部异质性并存的特点 。 认

知非洲文明 , 需要在研究视野上采取
一种

“

内外结合
”

的角度 , 即把对非

洲的外部总体特征的宏观把握 , 与对非洲 内部个性差异的微观研究结合起

来 。 这种内外结合的研究视野对正确理解认识非洲文 明与文化的特质十分

重要 , 对把握 当代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也有重要意义 。

先来看看非洲的外部相似性 问题 。 所谓非洲的外部相似性 , 是指若把

非洲文明与外部世界其他文明相 比较 的话 , 非洲文明具有
一些明显的共同

属性 ,

一些有别于世界其他文 明而 又为非 洲各地 区各部族共有 的共 同特

征 。 这些共同特征或属性 的存在或形成 , 来 自 非洲文 明在种族渊源上 以尼

格罗黑色人种为主体 , 在生存空间上共处于撒哈拉以南热带大陆这
一

与外

界半隔绝的 同
一环境之中 , 古代历史与近代遭遇又颇有相同之处 。 由 于这

种共同 的种族 、 生存环境 、 历史文化进程 的作用 , 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文

明形成了许多共有的特征与属性 , 许多文 明特征上 的相似性与
一

致性 。

？

这些为非洲共有的特征 , 在
一些非洲著名 学者 、 诗人 、 哲学家和民族主义

领袖 那里 , 曾 以不 同 的 概念 和方式 表述 过 。 有 的将其称 为
“

黑人性
”

( Ｎｅｇｒｉ ｔｕｄｅ ) , 这是
一

些原来属于法 国 殖民 地的法语非洲 的黑人知识分子

对非洲黑人文 明特征的概括 , 即塞 内 加尔的 黑人知识分子领袖利奥波得 ？

桑戈尔所说的
“

黑人文化全部价值观念的总和
”

。

？

在不同 的论著和演讲中 , 桑戈尔对于
“

黑人性
”

的 内容有过详细的表

述 , 它大致包括这样一些 内容 ： ( 1 ) 非洲黑人与大 自 然最真实最紧密接近

的生存方式及对大 自 然的依存情感 ； ( 2 ) 黑人心灵 中对宇宙统一的神秘直

觉把握及象征性的思维方式 ； ( 3 ) 精灵世界与祖先神祇 的真实存在与无时

不在的影响 ；
( 4 ) 生命 中强烈 的热情 、 冲动与节奏 ；

( 5 ) 个人对于血缘共

同体和村社互助传统的持久心理认同与归宿 ；
( 6 ) 以及与这一切相依存 的

黑人世界那种 明显有别于世界其他民 族的独特的 黑人宗教 、 语言 、 舞蹈 、

音乐 、 雕刻 、 生活方式等等 。 在桑戈尔看来 , 这些文明特性与特征 , 共同

构成了黑人存在于世界的独特方式 , 是黑人对世界及 自 己与世界关系 的独

①Ｊ
． Ｍａｑｕ ｅｔ ,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ｉ ｔｙ ,

ｔｈ ｅ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ｌ
Ｕｎ ｉｔｙｏｆＢ ｌａｃｋＡｆ ｒｉｃａ , ＮｅｗＹｏ ｒｋ

,
Ｏｘｆｏｒ ｄＵｎｉ

？

ｖｅｒｓｉ ｔｙＰｒｅ ｓｓ ,  1 9 6 2
, ｐ

． 8 2 0 ．

②Ｂ ．ＬａｗａＵＩｓｓｕｅ ｓ ｉｎＣｏｎｔ ｅｍｐｏｒａ ｒ
ｙ
Ａ ｆｒ ｉ ｃａ ｎＳｏ ｃｉ ａｌａｎｄＰｏｌ ｉｔ ｉ ｃａｌ

Ｔｈ ｏ ｕｇｈ ｔ ,
Ｉｂａｄａｎ 

：
Ｖａｎ

？

ｔａｇｅ ．, 1 9 8 9 , ｐ ． 2 0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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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把握方式 。 正如艾梅 ？ 塞泽尔所说 , 黑人通过这些文化特征
“

直接认

识到 自 己是黑人这一事 实 , 并 且接受 这一 事实及 其文 化 的 和历史 的 结

果
”

。

？ 艾梅 ？ 塞泽尔 ( Ａ ｉｍｅＣｅ ｓａ ｉ ｒｅ ) 是来 自 中美洲马提尼克岛的 一位在

世界黑人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 的 学者和诗人 。 他在 2 0 世纪上半 期 曾对

世界黑人文 明
一致性和共 同性特征 的宣传介绍有过很大的贡献 。

当时 , 无论是美 国的黑人知识分子 , 或是西印 度群岛 、 加勒 比海 、 中

美洲和南美洲 的黑人知识分子 , 还是非洲本土的黑人知识分子 , 抑或是来

自 上述各个地区而聚集在欧洲 的 巴黎 、 伦敦 、 布鲁塞尔等大城市中 的黑人

知识分子 、 大学生和 民族运动领袖们 , 都曾经普遍地从文化上把整个黑人

世界看作是
一个整体 ,

一种文明体系与文化形态 。
正是这种黑人世界的文

明
一致性或共同文明传统与 属性 , 为 2 0 世纪初 在世界新 旧大陆兴起发展

的现代非洲统
一

运动 、 世界黑人文化复兴运动 、 泛非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

的 文化基础 , 构成了非洲大陆争取民族解放 、 反抗西方殖民统治进程中声

势浩大的建立统
一非洲联邦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文化基础 。

对 于非洲 的
一致性和共 同性 , 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客观存在 , 否则我们

就很难解释说明在 2 0 世纪非洲历史发展进程中 为什么 始终存在着如此强

大的非洲统
一

运动或泛非主义思潮 。 也正是这些共 同文明特征的存在 , 使

我们在研究非洲文明时 , 可 以把它作为
一

个整体放置到世界文明的格局上

来加 以总体认识 , 把它作为 一种既不属于西方文明 , 亦不能归之于东方文

明的一种独具形态的文明加以宏观把握 。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八

卷本 《非洲通史 》 所主张 的那样 , 必须站在非洲 的角 度上来看非洲 ,

“

从

内部角 度来看待非洲历史 , 而不能再沿用外 国的价值观念来衡量 。 从内部

看非洲 , 它是一致的 、 真实的 、 觉醒的非洲
”

。

②

然而 , 非洲还有文明特征上的另外
一

个突 出 的特征 , 即它的内部的异

质性与多样性 。 如果我们从非洲 内部各地区 、 各 民族 、 各部族 间相互比较

的 角度来看 的话 , 那么非洲 内 部的异质性 、 差异性 、 多样性状态 , 非洲各

地区各部族发展进程的 不同步性和多流 向发展状态 , 以及它们的相互分割

和封 闭 , 又是如此之大 、 如此之明显 。
在这种意义上 , 我们 已 不能像看待

① 《美利坚大百科全书 》 第 6 卷 , 教育文库出 版社 , 第 2 0 4 页 。

② Ｊ
． 基 －泽博主编 ： 《非洲通史 》 第一卷 《 编史方法及 非洲史 前史 》

, 计 建民等 译 , 中 国对

外翻译出 版公司 1 9 8 5 年版 , 第 4
一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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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明 、 欧洲文明 、 中 国 文 明那样也把非洲文明当成
一个内 部有 紧密

联系 的有机体来看待 。 认识到非洲 内部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一特性是十分重

要 的 , 因为这可以让我们把非洲 的 问题想象得太过于简单 。

非洲之所以有明显的异质性与差异性 ,

一

是因为非洲 文明包括的地域

如此广袤 , 不同地区的 自 然条件 、 生态环境 、 政治经济状况与社会组织结

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
二是因为历史上非洲各地区间 的文明交往联系十分

有限 ,

一

体化程度低 , 封 闭隔绝强化了非洲文 明的破碎分割局面 。 因而这

里所说的非洲文明 的异质性 , 不仅是指它内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 更多还

是从其内 部文 明
一体化程度低 , 各地区间 、 各部族间文明发展的相互影响

较小 , 相互依存联系十分有限这样的角 度来说的 。 非洲大陆尽管在文 明的

外部特征上似乎十分相似 , 然而非洲大陆 内 部历史上从来不曾 建立起
一

种

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有效的文明联系文化纽带 , 从来不曾有过将整个非洲大

陆各地区各民族联 系 沟通起 来的文明 交往力量 , 比如某种统一的宗教力

量 、 语言体系 、 文字纽带等 。 非洲大陆历史上的文明联系与交往 , 只 是在

一

定的区域 内 , 在某个相对有限 的空间范围 内发生过 。 如果我们与世界其

他
一

些文明相 比较 , 我们可 以看到 , 非洲历史上既不像欧洲那样存在过
一

个统一的宗教 , 也不曾像阿拉伯世界那样有一种共同 的语言如阿拉伯语 ,

同时 , 也不 曾有过如 中国那样 的统一而又持续性的政治实体高度集权 的国

家形态 。

从严格 的意义上讲 , 东西方世界历史上的每
一种文明 , 其内 部都存在

着程度不等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 但问题的关键还不在是否存在差异性和多

样性 , 而在于在这种多样性 之中 是否存在着某种 内在的 相互间联 系 和纽

带 。 与东西方各大文明不同的是 , 非洲历史上不曾 出 现某种主体文明或核

心文化来产生足够强大的文明整合力 把众多部族融为
一个统一的 民族共同

体 , 或形成虽有差异但相互存在紧密联系的 多元
一体文明格局 , 相反 , 非

洲大陆文明发展的基本状态 , 是它分割成众多文明上相似或相近但又相互

封闭 的文明单位 , 即许多具有文 明相似特征的拼盘式文明相互分割平行发

展 。 因而有学者认为
“

非洲文明
”一词更多的还是一个基于地理范畴上的

概念 ,

一个集合性的概念 , 用来通称撒哈拉 沙漠以南整个热带非洲尼格罗

黑人的文明 , 而不是指
一

种有内在联系 、 统一 的文明有机形态 。

非洲有世界上最为复杂最为分化 的语言结构和部族结构 , 它至少有近

千种独立语言和大 约 8 0 0 个部族 。 某些学者认为 非洲文明 实际上是 由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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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0 0 个独立的社会共 同体或文明单位构成 的 。

？ 不了解非洲 内部 的这种异

质性和多样性 , 就很难理解为什么
一方面非洲 的统

一运动要比世界其他大

陆更突 出 、 更明显 , 尼格罗黑人的文明一致性思潮要 比白 种人和黄种人文

明
一致性思潮更明显 , 为什么 在努力倡导

“

黑人性
”

和
“

泛非主义
”

、 倡

导非洲统
一 的同时 , 当代非洲大陆 的 内部冲突对抗似乎又 比其他地区 更

甚 , 各 国会有如此严重的 内部冲 突 、 动乱和不稳定这样矛盾的现象 。 只有

既看到非洲文明 的外部特征上的相似性与
一致性 , 又同时看到非洲文明 内

部的异质性与差异性 , 从而采取内外视野相结合的方法 , 我们才可能对非

洲文明 的真实图景有全面客观的把握 。

六 非洲研究的内外视野与主客位视角

认知和研究非洲要内外结合 , 还有另 外
一重含义 , 即强调把非洲 以外

的学者的研究与非洲本土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 , 以尽量减少双方都可能存

在 的局限与偏颇 , 尽可能地克服双方可能存在 的片面 。

长期 以来 , 在非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 ,

一直主要分为两大阵营 , 即 以

欧美学者为主体的西方学者阵营和以非 洲本 土学者 为主体 的非洲 学者 阵

营 。 从学术研究的一般特征说 , 以西方人为主的学者是站在非洲之外 , 以

一种局外人的眼光 , 从外部来看待认识和理解研究非洲 。 西方学者看待非

洲 , 常常会将西方或非洲以外的世界其他文明 的标准 、 模式 、 观点来作为

研究的参照系统 , 因而较容易从宏观上整体上看出非洲
一些不 同于世界其

他文明 的独特性 , 或者说 , 他们首先看到 的是非洲 的
一些有别于世界其他

文明的基本特征 。 而当他们这样做时 , 往往是从宏观上 、 总体上来看待把

握非洲 , 自 觉不 自 觉地也就把非洲视为
一个整体 、

一种文明形态
,
强调或

关注的大多是非洲的 一致性 、 相似性 、 单
一性 。

？而非洲本土学者 , 又是

从
“

非洲的 内部
”

, 以
一个非洲人 的 眼光来看 待非洲的 。 对于他们来讲 ,

非洲既是他们研究的对象 , 也是他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归属 , 因为他们本身

就是非洲的一部分 , 他们研究的不是别的 , 而正是 自 己 的文明 。 他们是 以

①Ｊ ． Ｈｅｒ ｓｋｏｖ ｉ
ｔ ｓ ,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Ｆａｃｔ ｏｒ ｉ ｎＣｈａｎｇ ｉｎ ｇ

Ａｆｒｉ ｃａ ．ＮｅｗＹｏ ｒｋ ：Ｋｎｏｐ ｆ
,
 1 9 6 2 ,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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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请参见刘鸿武 《 黑非 洲文化发展 的若 干特 征 》
,

《历史教学 》 1 9 9 3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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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 洲人的眼光来理解体验和分析解释非洲 的 。 这样 , 他们更容易 看出

非洲 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 更容易看 出非洲各地区间 、 各部族间 、 各国

家间的文明个性和文明差别 , 更倾 向于强调在微观上非洲 的复杂性 。 也就

是说 , 在研究非洲 的过程 中 , 西方学者是站在
“

客位
”

上 , 而非洲学者是

站在
“

主位
”

上 , 前者是从
“

外部
”

, 后者是从
“

内部
”

来研究非洲的 。

由 于研究者 自 身主体意识的介人方式和 内容不 同 , 使双方对非洲 的评

价把握往往很不
一致 。 前者多强调人类文明 的

一

般原则和普遍 的理性标准

但这实 际上往往可能是西方 的价值标准 , 因而对非洲 的价值和意义多有贬

抑 。 而后者则又往往更多的强调人类文明 的 民族性 、 多元性和特殊性 , 以

特殊的生存环境及历史条件来否认非洲相对落后 的
一面 7 对 此 , 需要学

者之间更多的对话与沟通 , 集体合作共 同展开联合研究 , 尽可能减少各 自

的局限和偏见 , 对非洲 的真实 状况 、 基本特质 、
对非洲 的价值 、 历史意

义 , 对它在世界文 明发展史上有过的作用和它在世界文 明体系 中 的地位作

出 客观 、 公正和全面的分析评价 。 只有这样 , 才能有助于在人类文化一般

原则与非洲个性特征之间找到
一个汇通 的衔接点 , 使非洲文明及其价值在

得到世界尊重的 同时 , 汇人人类文 明 的主流之 中 而成 为人类 共同 的文明

财富 。

此外 , 需要注意的是 , 文化研究作为一 门学科 , 它具有人文科学的一

般属性 。 认知文明时 , 认知的 人 自 身具有什么样 的文化背景 、 价值观念 、

具有什么样 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结构 , 会渗透到 他的认知过程中 , 使他的认

知活动带上主观性和倾 向性 。 因此 , 在做非洲研究时必须十分强调研究者

要有多种的观察角 度 , 更多的观察视野 , 并且采用跨文化 比较的方法 。 正

如现代 比利时史学家亨利 ？ 皮朗说的那样 ：

“

唯有 比较方法可 以减少史学

家间种族的 、 政治的与 国家 的偏见 。 史学家局限于 国家 民族史的狭小范 围

内 , 其种族 的 、 政治的与国家的偏见 , 不可避免地使其陷 于泥淖之 中 , 无

法真正 了解其所研究的历史 。 这是因 为他无法与其他国家 民族的历史相会

通… …沉湎于欣赏 自 己 的 民族 , 必然夸张其创造性
……

比较方法使历史 以

真面 目 出现 。 原来被认为 的高 山 , 不过是一丘陵 , 原来被引 为荣耀的民族

①Ｅ． Ｏ ． Ａｙ ｉ ｓｉ
, ＡｎＪｎ ｔ ｒ ｕｃｔ 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Ｓ ｔｕｄ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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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创造的事件 , 不过是模仿精神 的表现 。

”？
因而 , 要更好地理解 与把握

非洲社会 , 需要将非洲放置到世界文明与 国际社会的整个背景上 , 将它与

世界其他文明进行 比较 , 注意宏观与微观 、 内部与外部相结合 。

七 非洲研究的跨学科与综合化趋势

从世界各 国学术界研究非洲 的进程来看 , 另
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 是

人们十分注重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方面的更新和扩展 , 在多学科 、 跨学

科广泛参与相互渗透的基础上形成综合的研究及系统的分析 。 不仅注意对

非洲的各个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 而且更强调要把这些多学科跨学科

的分门别类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系 统的整体研究 。

首先 , 考古学方法成为研究非洲 的有效方法之
一

。 由 于非洲文明基本

上是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发展起来 的 口传形态文明 , 缺乏完整的历史文献

记载传统 , 以文献分析为特征的传统方法 , 很难适用于非洲研究 。 非洲是

人类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 早在 2 0 0 0 年前就已进入铁器时代 , 历史上曾

出现过一些辉煌的文 明 中 心 , 但 由 于它们 没留 下传世文献 , 当其衰落之

后 , 其文明成果几乎湮没散失使后人难 以知晓 。 历史上 由 外部其他民族如

北非人 、 阿拉伯 人 、 欧洲人和印度人及 中国人留下的涉及非洲历史文化 的

少量文献 , 往往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 缺乏文字记载的传统 , 加上

非洲文明本身有着非连续性的特点 , 历史上有许多文明断层 , 这使得
“

非

洲文明 在过去年代
一直是世界文化史中一个晦暗不清 、 充斥着许多荒诞不

经的领域
”

。

② 过去 , 人们往往以 欧洲人 的 、 东方人 的文 明标准来衡量评

价非洲的历史 , 对非洲历史文明有许多偏见 。 但是 , 最近几十年来 , 由 于

现代考古学 的革命性进步及其在非洲 的一系列重大发现 , 人们正积累起 曰

渐丰富的非洲文明 知识并重建起非洲的过去 。 如 2 0 世纪 4 0 年代在尼 日利

亚乔斯高原发现的公元前 3 世纪的
“

诺克乂 明
”

精美赤陶头像 , 以及随后

发现整理 出 来 的与
“

诺克 文化
”

风 格相承 、 繁荣 于公元 1 4 、 1 5 世纪 的

① 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 》 中译本导 言 , 上海 社会科 学 院出 版社 1 9 8 8 年版 , 第

4 8 页 。

②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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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费贝 宁文明
”

铸雕艺术 , 向世界展示 出尼 日 利亚黑人雕刻艺术极高超

的现实主义造型艺术手法 、 典雅的 风格和理性精神 , 成为根本改变外部世

界认为非洲只 有 原始 文 明传统 和变 形雕 刻等偏见 的
一

个起 点 。

？事实 上 ,

非洲研究的发展在许多领域都有助于克服西方及外部世界的 某些传统偏

见 , 对此 , 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关注 。

其次 ,
口 述史料学和语言文化学 的广泛运用 , 是非洲研究 的 又

一

特

点 。 非洲热带大陆灼热潮湿及 阳光照射强烈的环境 , 使文物在非洲保存下

来 的并不多 , 考古学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非洲文明史研究 中材料不足的 问

题 。 在这种情况下 , 作为无文字文化或 口传文 明 , 口 头语言在非洲有了突

出 的发展 , 发挥着广泛的功能 。
早在 2 0 世纪初 , 西方学者 已开始注意搜

集利用 口头传说来研究非洲文 明 。 到 2 0 世纪 5 0 、 6 0 年代 , 非洲研究 中 的

口述史料学方法已 十分成熟 , 技术手段亦相当完备 , 还出版了许多 口 述史

料学方法论方面的论著 。

？语言文化学 的运用也有重要意义 ,
它与 口 述史

料学之不 同 , 在于它不把语言仅当成信息载体或传播工具 , 而是把语言本

身就当做文明 的
一

部分 , 当作文明存在的方式与社会组织及运行的框架来

看待 。 强调对语言本身进行文化学分析 , 通过语言去把握非洲文明 中更深

层次的东西 , 如非洲人 的思 维方式 、 心理特征 、 意识结构 。

3 5 总 的来说 ,

研究非洲 问题 的学者都注意到 口头语言的 重要性 , 要真正理解非洲 的历史

与文化 , 应该从语言人手 , 努力掌握本土语言 。

再次 , 非洲研究的 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特点 , 还表现在人们广泛借助于

符号学 、 传播学 、 人类学 、 舞蹈人种学 的理论与方法 , 来研究非洲大陆上

那些大量 的非语言传承的文明现象 。 非洲文明的
一个突 出特点 , 是它普遍

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非语言传承文明 的方式 。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 这里概列

其五 ：

一是利用被赋予特定意义的物化符号如面具 、 服饰 、 发型 、 棕榈叶

等记载传递信息 , 表述 宗教观念 ；
二是利用某些 约定性 的象征符号 如巫

术 、 祭祀符号来传播文化信息 , 或是以刻面文身和身体涂抹符号来表示人

的经历 、 地位与部族 ； 三是利用舞蹈动作语言来进行文化沟通 、 社会交

① 尼 日 利亚国 家艺术剧院编 ： 《 诺克文化 》 , 拉各斯 , ( 非正式出 版 )
, 1 9 8 6 年 , 第 2 页 。

② ［尼 日 利亚 ］ Ｅ ．

Ｊ
． 阿拉戈 ： 《非洲 的 口 头传说与历史 》 , 尼 日利亚哈尔科特港大学 1 9作 年

版 , 第 8 页 。

③Ｒ． Ｏ ｌ ａｎｉｙａｎ , Ａｆｒ ｉｃａｎ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ａ ｎｄＣｕ ｌ
ｔｕｒ ｅ , Ｌａｇｏ ｓ ：Ｌｏｎ ｇｍａｎＮ ｉｇｅ ｒ ｉａＬ ｔｄ ．

,
 1 9 8 2

,

ｐ ． 1 5 ．



3 4非 洲研究


往 ； 四是利用世代相传的规范化仪式活动如成年人仪式 、 宗教祭祀仪式来

传承部落的观念 、 宗教情感等 ；
五是利用非洲 的通话鼓来传播文化信息 。

非洲 的通话鼓文化有着久远的历史 , 热带丛林和稀疏大草原上飘动着盘绕

的黑人鼓声 ,
节奏强弱交替 , 鼓点组合变化无穷 , 其文化蕴涵足 以 引起人

们 的强烈兴趣 。 这些传统音乐 、 舞蹈 、 面具、 仪式 、 巫术 、 通话鼓 , 集中

体现着非洲文化那独特 的个性特征 、 民族传统和 民族精神 , 非洲各族的历

史 、 文化 、 传统都凝聚在其中 。 对这些非语言方式传承下来 的文化信息 ,

需要借助于种种新兴学科 、 边缘学科的理论 、 方法和手段来加 以特殊处理

和研究

最后 , 非洲 研究 的跨学科特点 , 还体现在一些 自 然科学如气象学 、 物

种学 、 生物学 、 流行病学 、 生态学也介人了进来 。 这主要是因为非洲各 民

族是在一种较为独特的热带大陆 自 然环境下发展起来的 , 较之世界其他地

区 , 非洲各族群 的文明成长过裎对其 自然生态环境有更直接更强烈的依存

关系 。 炎热潮湿 的雨林 、 干旱炙热的沙漠 、 深处大陆腹地的内 陆 , 还有巨

大无边 的裂 谷大 湖 , 对 于人类来 说 , 非 洲 的 自 然 和环境 力量 总是 巨 大

无 比 。

比如 , 人类学家时常将热带雨林称为
“

绿色沙漠
”

,
？ 在这个世界里 ,

藤萝攀援交织 , 乔木遮天蔽 日 , 其对人类行动 的限制并不 比沙漠更轻 。 湿

热 的沿海与赤道盆地萃萃蝇等蚊虫病菌滋生繁衍 , 恶性疟疾 、 河盲疟 、 黄

热病肆行为虐 。 而内 陆大草原与稀疏荒漠却又旱魃为害 , 燥热难忍 。 此

外 , 非洲大陆海岸平直陡峭 , 极少半岛 、 港湾与 岛 屿 。 所有这一切 , 都 曾

在非洲文明 中 留下深刻的影响 。 非洲 为何几乎没有灌慨农业 与牛耕传统 ,

沿海与赤道地区为何没有大牲畜牧业 ？ 非洲河流众多但为何没有形成东方

那样 的大河农业文明 ？ 非洲传统文 明 中心与经济发达之地为何不在沿海平

原而是在较干旱贫瘠 的内 陆大草原乃至沙漠边缘 ？ 肥沃开阔的尼 日尔河三

角洲与 巨大的刚果河盆地为何历来人烟稀少而原始荒蛮 ？ 非洲为何没有航

海传统 ？ 等等 。 这些都是人类学 中意义重大的文明系统和文明类型概念的

典型事例 。 在这方面 , 只有借助于一些 自 然科学 、 技术科学和现代新兴学

① 参见刘 鸿武 《论黑非 洲文化 特征 与黑非洲文化史研究 》 , 《世界历史 》 1 9 9 3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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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理论与方法 , 我们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那些长期困扰人们的非

洲文明 特性及发展问题 。

？

八 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境界与精神气度

经过百年艰苦卓绝 的努力与奋斗 , 今天 , 中国 的未来 已经在越来越广

的领域与世界的前途联结在 了
一起 。 为最终完成 中华 民族 的现代复兴 , 并

对人类未来作出新的贡献 , 2 1 世纪 的 中 国当 以更加开阔 的胸襟去拥抱世

界各国各民族之文明 , 努力 推进人类各文 明以更为均衡 、 多元 、 平等的方

式对话与合作 。 为 此 , 中 国 需要在更广泛 的人类知识 、 思想 、 学术与观念

领域作 出 自 己 的原创性贡献 , 而建构有特色之
“

中 国非洲学
＂

, 正是 中华

民族在 当今国际学术平 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中 国的 国家话语权 、 表达中华

民族对于未来世界发展理念与政策主张并 进而 为 2 1 世纪 的人类 贡献 出更

有价值 的思想智慧与知识产品 的必要努力 。

时代环境的变革为 中非合作关系跃上历史新高提供了机遇 , 也为中 国

的非洲 问题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社会基础与发展条件 。 今天 , 随着中 国与非

洲关系 的全面发展 , 随着中非双方建立起直接的文明交流与合作关系 , 中

国得以用 自 己 的 眼光来重新认知非洲 , 得以将 自 己古老悠久的文明与非洲

鲜活本真的文明进行直接的 比较交流 , 并将这两个大陆不同文明的交往及

其前途联系起来进行展望 。 毫无疑问 , 这一外部交往与知识结构的历史性

转折 , 将使我们能够超越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世界历史 、 非洲 文明 的认知

框架与知识传统 , 得出崭新的 、 与历史发展和人类愿望更为相符的 多元世

界和文明交往的 新图景 。 在这过程 中 , 中国并不是要抛开其他文明 的彼此

认知 , 去做一个纯粹中 国人眼 中的非洲观察 , 也不是重新建构一个纯粹是

中 国视界下的
“

中 国的非洲文 明
”

, 将非洲文明或文化仅仅做中 国式的 图

解与诠释 , 更不是仅出 于猎奇心理将非洲做夸张扭 曲 的渲染 , 而是说既需

要有 中国 自 己 的独特眼光与感悟 , 更需要从一个更多元 、 更开阔 的世界文

明史与全球史背景上来重新认知非洲 、 感悟非洲 。

要建构有特色之 中国非洲学 , 离不开长期艰苦 之努力 , 执著之探索 ,

①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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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之研究 , 更需立足非洲实地做长期深人 的 田 野调 整与实证研究 。 当

然 , 路径之选择及方法与工具之准备也是至关重要的 。 在此方面 , 我们认

为
“

非洲情怀 、 中国特色 、 全球视野
”

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互为补充 ,

“

秉承 中国学术传统 、 借鉴国外研究成果 、 总结 中非关 系实践
”

三个维度

的综合融通与推陈 出新 , 或许可以作为未来 中 国之非洲学建构过程中努力

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 , 某种既秉承传统又融通现代 、 既有 中华个性

精神又融通 了人类普遍知识的学术新品质 、 新境界与新气度 。

所谓
“

非洲情怀
”

, 是想表述这样
一种理念 , 即但凡我们研究非洲文

明 , 认知非洲 文化 , 理解非洲意义 , 先得要在心 中去除了对非洲之偏见与

轻视 , 懂得这块大陆之人民 , 数千百年来 必有不凡之创造 、 特殊之贡献 ,

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 。 我们应该对非洲人 民 、 对非洲 的历史文化 ,
怀有

一

份
“

敬意
”

与
“

温情
”

,

一

份
“

赏爱之情
”

与
“

关爱之意
”

。 或许 , 有了

此般非洲情怀 , 有了此般对非洲情结 , 方能在非洲研究这
一相对冷寂艰苦

的领域有所坚持 、 有所深入 , 才愿意
一次次地前往非洲 , 深人非洲大陆 ,

做长期而艰苦的 田野调查 、 实地研究 , 以 自 己 的切身经历和 观察去研究非

洲 , 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 。 而所谓 的
“

中 国特色
”

, 在于表 明今 日

中 国对非洲之认知 ,
自 当站在中华文 明 的深厚土壤上 , 站在当代中非合作

关系 丰富实践的基础上 , 秉持中华文明开放 、 包容 、 持中之学术传统 ,
以

中 国独特之视角 、 立场与眼光 , 来重新理解 、 认知非洲文明及当代中非关

系 。 这种立场 ,

一

方面需要 了解和借鉴外部世界对非洲 的相互认知与感

受 , 尊重 、 借鉴 、 汲取西方学者过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 , 但也不是简单

地跟在西方的后面 , 如鹦鹉学说他人言语 。 毕竟 , 作为 中 国人 , 若要懂得

非洲文明 , 也必得对中 国文明个性 、 对中 国学术传统也有一份足够 的理解

与掌握 , 知彼知 己 , 并有所 比较 , 看 出 中 国文 明与非洲文 明之何异何同 ,

共性与个性 。 而所谓
“

全球视野
”

, 是说在今 日 之世界 , 我们无论是认知

非洲文明 , 还是认知 中华文明 , 自 然都不可只 限于
一

隅 之所 ,

一孔之见 ,

既不只 是西方的视角 , 也不局限于中 国 的眼光 , 而是应有更开阔的全人类

的视野 , 有更多元开放 的眼界 , 在多维互动 、 多边对话的过程中 , 寻求人

类之共同理想与普遍情感 。

更为具体言之 , 中 国的非洲认识和研究 , 或者说其
“

中 国特色
”

, 可

以分为三个不 同但相互关联的层次 ： 第一层次是服务于并产生于 国家和人

民之间交往 了解的一般知识 。 如非洲 的 自 然地理 、 国家与人民 、 历史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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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风土与人情及与 中华文明 的区别等
一般知识 。 第二个层次是为现实的

中非合作与交流服务的关于非洲 的政治 、 经济 、
社会 、 文化 、 国际关系等

的专门 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 第三个层次是在
“

社会科学发展
”一

般意

义上的非洲学术研究 。 三个层次中 , 第
一层次的知识属于感性的层面 , 它

们是具有普遍性的全球知识的
一

部分 , 在这一层面上 , 中 国 的非洲认识是

全世界 的非洲认识 的一部分 ； 第二个层 次则是时代的 和专属 的 , 它针对并

服务于 中 国的对外开放和 中国 的和平发展战略 , 服务于 中非合作发展的 战

略关 系 , 具有特定 的 现实意义 ； 第三个层次则是纯粹 知识和科学层 面上

的 , 具有最为一般性 、 学术性 、 个体性 的纯粹知识与思想形态的研究 。 加

强这一部分的研究 , 正是当代 中 国文明及当代 中 国社会科学获得现代性发

展的 内在要求 。

从长远来看 , 第三个层次 的研究 是最 为基础最 为重要的 , 而从 当下

看 , 这一部分 的研究也是最为不足和 薄弱 的 。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 在笔

者看来 , 是因为在这一层面上 , 不仅国 内研究不足 , 国际上就更少 中 国学

术界 的声音 。 加强和深化第三个层面 即纯粹学术层面上的研究 , 不仅是中

国的社会科学实现开放并提升至世界先进水平的需要 , 也是有效克服
一百

多年来引 导同时也束缚 中 国学术思想发展的
“

中西二元
”

思维惯性及相应

的
“

古今中西
”

狭隘框架的现实途径 , 是 中 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建立 自 己 的

现代性知识话语体系 , 实现与他人平等对话交流所必需的知识平台 。 这对

中 国学术现代 品质之锻造一诸如全球视野之拓展 , 普世情怀之建构 , 主

体意识之觉醒 、 中 国特色之形 成等 , 都可能具有某种重要 的 引 领与增益

作用 。

让人欣慰 的是 , 时代的发展已经为这
一

中 国特色之
“

非洲学
”

的全面

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 今天 , 中国已有 日益完整 的对非合作的战

略 、 对非政策文件 , 有对非合作的
“

三年规划
”

、

“

八项举措
”

及其落实机

制 。 而学术研究与交流 的特殊意义也开始提升到 中非合作关系 的国家战略

层面上来理解 。 在 2 0 0 9 年 1 1 月 召开 的 中非合作论坛第 四 次部长级会议

上 , 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 未来三年 中非合作八项举措 , 在第八项 中专 门提

出要加强 中非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 将启 动 中非研究交流计划 , 推进

中非学者与智库的交流 。 将学术研究上升到 中非合作的战略高度而以 国家

之力来推进 , 这是从未有过的 , 这表明 中国政府对中非关系 的长远发展有

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 这个时候 , 学者的 自觉努力与潜心研究 , 并在服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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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需要与追求学术 自 身价值之间保持 良性 、 适度之平衡关系 , 已 经显

得尤为重要 。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 如果将来的某
一天 , 在那遥远闭塞 的非洲 内

陆的某个村庄 , 在那湿热茂密的非洲雨林深处的某个偏僻小镇里 , 我们也

能意外地发现有某个来 自 中 国 的学者身影 , 他会告诉我们说 , 他已经在这

远离 中国 的非洲边远村庄里做了多年的潜心研究 , 而他并不太多地考虑他

的研究与学问是否有他人认可的某种
＂

价值
”

或
＂

意义
”

, 他 只是做着纯

粹基于个人学术 旨趣 、 知识好奇心的 田野考察 、 异域文化研究 。 那时 , 我

们或许就可 以说 , 中国学术 的 自 主意识与现代品格获得了更大的成长 , 有

了
“

值得世界 给予更大尊重与敬意的 品质了
”

。

？ 我们希望 , 未来 的年代 ,

会有越来越多的中 国年轻学子进人这
一

“

遥远
”

领域 , 以 中华学术之慧眼

识得异域他乡之风光 , 捡 回新奇多样之珍珠 , 用 以丰富现代中 国之学术

殿堂 。

当今时代 , 世界历史进程正进人一个新的大变革时期 。 我们有理由 相

信 , 当代 中非关系之发展 , 当代 中非文明对话与合作事业 的持续推进 , 必

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意义上引导 中 国学人进行思考并在更广泛的层面

上推动当代中 国国际关系学 、 外交学 、 世界史学及发展理论与国 际合作理

论诸学科 的变革与创新 。 时代变革为 当代 中 国 的思想变革与学术创新提供

了 特殊的机遇与环境 , 但也形成 了 巨大的压力 与挑战 。 非洲研究作为中国

现代学术体系 中的
一

个相对后起的部分 , 在过去数十年中缓慢发展 , 点滴

积累 , 已经有 了初步的框架 , 而今后的道路还任重道远 。 就此来说 , 读者

现在看到 的这本 《非洲研究 》 创刊号 , 及正 在编纂出 版的 《非洲 研究 文

库 》 , 作为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在初创阶段的工作成果 , 或许正可以

成为透视和见证我们这个变化时代的
一

个小小的窗 口吧 。

( 责任编辑 ： 张月 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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