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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的非洲研究开始起步。以京都大学为

基地的一批日本学者在赴非调研的基础上，率先开展了对非洲人类学

的研究，并带动了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对非研究工作的开展。1964
年，日本各地的非洲研究者共同组织成立了协调日本非洲研究的组织

“日非学会”。它负责召集学会大会，主办学术刊物，有力推动了日

本的非洲研究。此后，日本的非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在

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非洲研究还开始关注对

现实应用问题的研究，呈现出 “现实转向”的特征。日本的非洲研

究重视赴非调研与国内外交流、推进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并培养了一

支完备的研究队伍，这些经验都值得中国非洲学界认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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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非洲研究，始于欧美国家。18 世纪以后，随着废奴运

动的开展，一批探险家与传教士深入非洲内陆，逐渐了解了非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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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奠定了 19 世纪末列强瓜分非洲的基础。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相继开辟

了非洲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世界其他地区则因与非洲的关系

疏离，对非洲进行探索的动力不足，研究也相对滞后。日本在二战后，随

着思想统制的解除与经济的复苏，也逐渐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非洲研

究。半个多世纪以来，日本的非洲研究水平已处于世界前列，影响巨大。
不过，目前不仅在中国，甚至连日本国内学界都未对其非洲研究的历程进

行过全面的回顾与总结。① 本文就以日本的非洲研究为关注点，在梳理其

历程的基础上，探讨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启示。

一 日本非洲研究的缘起

日本人早在 15 世纪就曾关注过非洲的情况，并与非洲有了直接的往

来。② 明治时代，伴随日本国门的开放，大量西方关于非洲的著作也被引

进，加深了日本人对非洲的认识。③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有学者已开

始总结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教训并关注埃塞俄比亚与意大利间的冲突，写

出了《黑人帝国埃塞俄比亚》与 《非洲的分割史》等著作。不过，这时

日本对非洲的研究还谈不上系统，更多的只是知识普及与热点追踪。④

日本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研究开始于二战后。⑤ 1958 年，由京都大学

( Kyoto University) 今西锦司组织的科研小组赴非进行有关史前人类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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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拉开了日本非洲研究的序幕。① 起初，这批学者是在公益财团 “猿猴

中心” ( The Monkey Center) 资助下考察人类起源问题，探索类人猿与人

类的生物联系; 但在研究过程中，意识到 “现在我们人类的诸多制度，

其实是把我们的祖先类人猿的一些社会组织系统进行制度化之后的产

物”②，从而研究兴趣点转向了考察类人猿与人类的社会制度关系，人类

学研究方法逐渐占据主导，并确立了京都大学在非洲生态人类学和史前考

古研究方面的奠基者的地位。
1960 年，京都大学的伊谷纯一郎再次带队赴非调研类人猿问题，恰

逢刚果内战，研究无法推进。其团队被迫更换研究对象，对乌干达的巴特

瓦人 ( Batwa) 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了非洲狩猎—采集族群的社会制度

与生活模式，丰富了日本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内容。③

这批日本学者回国后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非洲人类学研究成果，包括

今西锦司的《猩猩》、河合雅雄的《猩猩探险记》以及伊谷纯一郎的《猩

猩与俾格米人的森林》。④ 这批著作出版后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关注，拥有了

大批普通读者，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学术范畴，在日本形成了一场关于非

洲的“启蒙运动”，不仅推动了日本非洲研究的深入发展，更得到日本政府

的认可与资助。在此背景下，今西锦司筹建了京都大学非洲研究会 ( 京都

大学アフリカ研究会，KUAＲA) ，成为日本第一个专门的非洲研究机构。⑤

1960 年，在京都大学创建非洲人类学研究的同时，以东京大学 (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的泉靖一为首的研究者也逐渐整合起来。与京都大学重

视团队考察和生态人类学研究不同，他们更加注重的是非洲文化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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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涉及非洲本土神话、口头传说、民族志、宗教哲学等方面的研究。①

在东京地区，除文化人类学研究外，国会图书馆 ( National Diet Librar-
y) 的西野照太郎以及日本大学 ( Nihon University) 的百百巳之助分别出版

了新书《非洲读本》与《现代非洲》。这拉开了战后日本对非洲国际政治学

研究的序幕。② 西野照太郎和泉靖一还关注了非洲的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

因而也成为日本非洲历史学与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先驱。③ 日本通产省下属的

亚洲经济研究所 (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随后也展开了非洲政

治学研究，并涌现出如中村弘光、安藤胜美、星昭、林晃史等一批优秀的

研究人员。他们跳出狭隘政治学的研究窠臼，将研究视域拓展到非洲政治

经济学层面，并在日本最早进行了非洲经济学与法律学的研究。④

由于以东京大学、日本大学、国会图书馆、亚洲经济研究所为首的一

批非洲研究机构都集中在东京都地区，因而在地域上形成了一个非洲研究

的“关东集团”。这一集团不仅包括学术机构，而且与日本外务省关系紧

密。1959 年，日本外务省就已成立了旨在加强日非政治、经济与文化联

系的外围团体“非洲协会”⑤ ( アフリカ協会) ，并随着日非官方联系的

日益密切而于 1961 年增设“中近东非洲部” ( 中東アフリカ部) ，主管日

本对非外交事务，包括非洲情报的收集与分析工作。⑥ 此后，非洲在日本

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了更好地推动对非外交，日本外务省便积极推

动“关东集团”内部的学术整合，这与东京各非洲研究机构间想要加强彼

此学术交流的意愿不谋而合，于是在 1963 年 8 月，东京的非洲研究者与外

务省官员联合成立了“非洲研究会” ( アフリカ研究会，The Associ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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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Studies) 。包括日本前驻法大使、现任非洲协会会长松浦晃一郎在内

的大量外务省官员都是该机构的首批会员。① 这就使 “非洲研究会”不可

避免地要去研究一些政府所关注的问题，更具应用性研究的色彩。②

在京都、东京的非洲研究团体之外的名古屋大学 ( Nagoya University)

也于 1962 年独立启动了对非洲地理学的研究。其领军人物松沢勲、诹访

兼位赴法属索马里 ( 今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苏丹与埃及等地进行了实

地调研，并重点关注了东非大裂谷的地质、生态、文化地理，成为日本非

洲地理学研究的开创者。③ 1963 年，这批学者成立了“名古屋大学非洲调

查研究会” ( 名古屋大学アフリカ調査研究会) 。④

至此，日本地区性的非洲研究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将各地区内的研究

力量进行了初步的整合，并形成以京都人类学、名古屋地理学、东京政治

经济学为特色的非洲研究格局。不过，日本的非洲研究尚未能突破区域与

学科的局限，不同地区的非洲研究者间仍缺乏交流。与欧美学界相比，日

本的非洲研究仍很落后。将区域性研究团体整合为一个全日本的、统一的

学术团体的需求日益迫切。
在此背景下，日本各地的非洲研究者齐聚东京大学，于 1964 年 4 月

宣布成立突破地域限制与学科畛域的 “日本非洲学会” ( 日本アフリカ学

会，Japan Association for African Study，简称日非学会) ，并举行了有 218
名会员参加的日非学会第一次大会。长谷川秀治担任首任会长，今西锦

司、小堀岩、西野照太郎、松沢勲、福永英二、冈正雄、中山正善等日本

第一批非洲研究学者均作为学会理事参加了大会。⑤ 大会宣布，日非学会

作为全日本非洲研究的组织协调机构，将致力于促进日本非洲研究者的相

互交流，推动跨学科的非洲研究，最终提升日本非洲学的研究水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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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本的非洲研究逐渐步入正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二 日本非洲研究的发展

1964 年日非学会成立后，通过加强对会员的管理、促进内外交流与联系

并提供一定的研究资助，逐渐扩大了影响。其中，日非学会定期组织召开的

学术大会与发行的机关刊物《非洲研究》( アフリカ研究) 意义尤其重大。前

者为全日本的非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 后者则作为日本首份

专门性质的非洲研究刊物，而成为非洲研究者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①

日非学会学术大会是在日非学会七个支部 ( 北海道、东北、关东、
中部、关西、中国与四国、九州) 的学术例会基础上，每年召集日本的

非洲研究者而举办的全体会议。学术大会以报告会的形式进行，演讲人数

不固定，会期通常为两天，主要介绍日本非洲研究各个学科的最新成果。
随着学会的发展，对非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展，涉及人类学、考古学、生

物学、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庞杂的学科，单

一报告厅已无法负荷多学科密集的学术报告，目前学术大会需要四个报告

厅同时运作才能满足需求。学术大会每年在日本不同的大学或科研机构举

办，截至 2014 年，已召开了 51 次大会。②

《非洲研究》在日本的非洲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地位。此前，日本

一些学科的刊物虽然为非洲研究者提供了发表成果的平台，但 “毕竟没

有哪个机构的刊物是专门服务于非洲研究的，因此学者们可能会因为这样

或那样的束缚和制约，无法充分地写出自己的感想，发表自己的心得，这

实在是一件十分让人苦恼的事情。同时这种艰难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

是影响了日本的非洲研究质量”③。在此背景下，日非学会创立的 《非洲

研究》不仅是日本独一的、专门性的非洲研究刊物，更意味着日本非洲

研究学科的进一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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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4 年 10 月，《非洲研究》共发行了 84 期正刊和 2 期增刊。在

1983 年之前，《非洲研究》每年发行一期或两期，并不固定; 1984 年以

来，随着日本非洲研究力量的充实，研究成果的增多，《非洲研究》每年

都至少发行两期才能满足研究者的需要 ( 见图 1) 。

图 1 《非洲研究》刊文数量变化

( 资料来源: 日非学会官网，http: / / african － studies. com / j /publish /backnumber. html)

在题材上，《非洲研究》的文章类型也不断发展，最初只发表研究论

文、书评等，形式较为单一。1969 年首次刊出了研究笔记、资料通讯与

研究情报等形式灵活多样的成果。1971 年首次设计了非洲研究特辑，针

对某一问题进行集中、全方位的探讨，汇集多元观点。1978 年还设置了

“非洲讲座”栏目，发表通俗性、普及性的文章。2001 年则推出了“新刊

介绍”栏目，与书评针对一部著作进行详细评析不同，这一栏目是对近

期出版的非洲研究著作进行全方位的扫描，广度得到了拓展。 《非洲研

究》的这些变化反映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日本的非洲研究形式日益

多样; 第二，日本的非洲研究成果愈加丰富; 第三，日本的非洲研究从

“象牙塔”走向普通民众，影响不断扩大 ( 见表 1) 。

表 1 《非洲研究》刊文数量统计

文章

类型
总数 论文

研究

笔记

学界

通讯

资料

报告

非洲

讲座
书评

新刊

介绍

研究

情报
特辑 其他

数量 881 266 51 22 51 27 317 16 20 97 14

( 资料来源: 日非学会官网，http: / / african － studies. com / j /publish /backnumber.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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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日非学会的组织支持与推动，日本政府也为非洲研究提供了充足

的资金保障，形成以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助成事业” ( 科研费) 为核心的

一整套推动日本非洲研究的官方科研资助体系。每年 9 月，文部省面向全

日本的科研工作者设立科研项目，经专家审议后，于次年 4 月公布结果。
其中，非洲研究的科研立项自 1965 年开始设立后，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 见图 2) 。由于“科研费”的项目具有命中率高、经费充足、选题自由、
种类广泛等特点，成为日本非洲研究者开展研究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①

加之日本的非洲研究力量相对薄弱，科研立项的难度较其他学科更低，也

吸引了一批学者转而申请非洲方面的项目，客观上充实了日本非洲研究的

力量。此外，日本外务省下属的 “国际合作机构” ( 国際協力機構，JI-
CA) 及其他相关部门也为日本的非洲研究提供资金支持或赴非调研的组

织保障。②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政府还于 1965 年在内罗毕设立了 “内罗

毕研究联络中心” ( ナイロビ研究連絡センター) ，每年派驻大量的研究

人员从事调研和访问，成为日本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学术大使馆”③。

图 2 日本文部省资助的非洲研究项目统计

( 资料来源: 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数据库，http: / /kaken. nii. ac. jp / )

在日非学会与日本政府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日本的非洲研究在 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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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文部科学省、日本科学振興会『科研費』、文部科学省研究振兴局与日本学术振兴

会研究事业部、2014 年 7 月。

参见 JICA 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 / / jica － ri. jica. go. jp / ja / index. html，访问时间2014 －10 －15.

到该中心访问和交流的学者数量庞大，仅 2010—2013 年，就有 594 人次的日本学者在此

进行学术交流，http: / /www. jspsnairobi. org / researcher，访问时间 2014 － 10 － 15。



年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从事非洲研究的科研机构也从最初的寥寥数家

增长到五十多家 ( 见表 2) ，并逐步形成以京都大学为核心，其他科研机

构各具学科优势的多元格局。通过这些机构的共同努力，日本在非洲人类

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些研

究成果甚至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表 2 日本的非洲科研机构分布

研究领域 关东地区科研机构 关西地区科研机构 其他地区科研机构

非 洲 人 类 学、

考古学
一桥大学

京都 大 学、京 都 文

教大 学、国 立 民 族

学博 物 馆、姬 路 独

协大学

爱知 学 院 大 学、日

本猿 猴 中 心、长 崎

大学、野 外 民 族 博

物馆

非 洲 政 治 学、

经济 学 与 国 际

关系学

敬爱大学、专修大学、津田

塾大学、东京大学、国际协

力机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

所、日本大学、亚洲经济研

究所、明治学院大学、早稻

田大学、圣心女子大学、国

会图 书 馆、日 本 福 祉 大 学、

青山学院大学、政策研究大

学院大学

大阪 大 学、关 西 大

近畿 大 学、神 户 大

学、新 泻 国 际 情 报

大学、福 井 县 立 大

学、立 命 馆 大 学、

龙谷大学

中部 大 学、钏 路 公

立大学、广岛大学、

广岛 市 立 大 学、宫

城女 子 大 学、金 泽

大学

非洲地理学 首都东京大学

东北 大 学、名 古 屋

大 学、弘 前 大 学、

北海道大学

非 洲 语 言 学、

历史学与文学

国士馆大学、千叶大学、东

京外国语大学

大 阪 女 学 院 大 学、

京都 精 华 大 学、日

本马里文化交流会、

天理大学

熊本 大 学、名 古 屋

学 院 大 学、南 山

大学

( 资料来源: 『アフリカ研究』編集部 「アフリカを発信する」、2004 年日本アフリカ学会

創立 40 周年記念特集号; 日非学会官网，http: / / african － studies. com / )

作为日本非洲研究的发起者，京都大学有着无可取代的先发优势。自

1958 年今西锦司与伊谷纯一郎率先开展非洲体质人类学研究之后，京都大

学于 1965 年在坦噶尼喀湖附近建立了日本在非洲的第一个实地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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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京都大学的灵长类研究所、文学部、农学部、理学部等进行了充分的

横向合作，拓展研究视野，深化研究内容，并在不断赴非调研的基础上，

逐步开创了日本的非洲语言学、生态人类学、农学、生物学等领域的研

究。① 京都大学还有意识地加强与欧美非洲学界的交流，分别于 1981 年和

1982 年创办了《非洲研究专辑》 ( 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和《非洲研究

论丛》 ( 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Supplementary Issue) 。这两份英文期刊不仅

发表日本学者的研究论文，还有意识地刊布一些欧美学人的前沿成果，成

为日本与欧美学界交流的重要平台。经过多年发展与积累，1986 年，京都

大学又进一步组建日本首个非洲研究的专门机构 “非洲地区研究中心”
( Center for African Area Studies) ，并于 1996 年成立亚非研究院 ( Graduate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Area Studies) ，承担对非科研与教学工作。②

京都大学的非洲研究以体质人类学为开端，在 20 世纪 60—90 年代着

重探讨 了 人 类 起 源，并 将 研 究 重 点 指 向 了 大 猩 猩 ( Gorilla ) 、黑 猩 猩

( Chimpanzee) 、俾格米猩猩 ( Pygmy Chimpanzee) 、猴科研究 ( Cercopithe-
cidae) 、猿猴类 ( Prosimii) 以及人类遗传学的问题。③ 同时，他们也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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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67 年，京都大学在赴非人类学调研队之外，还接连派出研究非洲语言、非洲本土医

药、非洲艺术、非洲农业的考察队，在日本开拓了一批非洲研究的新学科。参见今西錦司、梅棹

忠夫 『アフリカ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アフリカ学術調査隊報告』、西村書店、1968 年。此后，

以梶茂树为代表的语言学、以田中二郎为代表的非洲生态人类学、以米山俊直为代表的非洲农

学、以川那部浩哉为代表的非洲大湖生物学也纷纷在京大成立。

目前两个机构采用的是合并教学模式，共计教员 15 人。参见 「アフリカセンターのあゆ

み」，http: / / jambo. africa. kyoto-u. ac. jp /history. html，访问时间 2014 －10 －15; 「アジア·アフリカ

地域研究科の沿革」，http: / /www. asafas. kyoto-u. ac. jp /about /history，访问时间 2014 －10 －15。
Nishita. T.， “The Social Group of Wild Chimpanzees in the Mahali Mountains”，Primates，

Vol. 9，No. 3，1968，pp. 167 － 224; Izawa，K.，“Unit Groups of Chimpanzees and their Nomadism in
Savanna Woodland”，Primates，Vol. 11，No. 1，1970，pp. 1 － 45; 伊谷純一郎 「アフリカの類人猿

－ 生態·社会の比較と課題」、『アフリカ研究』、1974 年第 14 号; 池田次郎「生体計測値から

みたハッザの種族関係」、『人類誌』、1974 年第 82 号; 今西錦司「日本人による霊長類の野外

研究―その20 年間の回顧と将来への展望」、『今西錦司全集第 7 巻』、講談社、1975 年、第 217
－ 232 頁; 河合雅雄『森林がサルを生んだ―原罪の自然誌』、平凡社、1979 年; Kuroda，S. ，

“Grouping of the Pygmy Chimpanzees”，Primates，Vol. 20，No. 2，1979，pp. 161 － 184; 今井儀量、

沢田芳男「Ghana 海岸地区青少年における体格·体力·運動能力因子」、 『アフリカ研究』、
1981 年第 20 号; 黒田末寿 『ピグミーチンパンジー』、筑摩書房、1982 年; 伊谷純一郎、田中

二郎編『自然社会の人類学―アフリカに生きる』、アカデミア出版会、1986 年; 杉山幸丸「霊

長類社会の多様性を適応の視点から考える」、『季刊人類学』、1987 年第 18 号; 榎本知郎『愛

の進化』、どうぶつ社、1990 年; 河合雅雄『人間の由来』 ( 上下) 、小学館、1992 年。



查地附近的非洲狩猎采集部落及其与生活环境的互动进行了探索，开拓了

对非洲生态人类学的研究。① 随着实地调研的深入，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京都大学的非洲人类学研究者们把关注重点转向了非洲触目惊心的环

境破坏问题，以西崎伸子、岩井雪乃、安田章人等青年学者为核心，一批

日本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建立非洲自然保护区，并关注保护区内人类与

自然的关系。② 另一方面，老一代的研究者如田中二郎、掛谷诚、佐藤俊

等人则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思考非洲整体环境恶化的后果。③ 关野伸之还

反思了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进入非洲后对当地权力系统的解构及其产生的

影响问题。④

在多年发展基础上，京都大学的非洲研究地位日益重要，产生了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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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今西錦司、梅棹忠夫 『アフリカ社会の研究―京都大学アフリカ学術調査隊報告』、西

村書店、1968 年; 福井勝義「半農半牧民の生態学的考察―イラク族の移住と定着をめぐっ

て」、『アフリカ研究』、1969 年第 9 号; 田中二郎 『ブッシュマン―生態人類学的研究』、思索

社、1971 年; 伊谷純一郎、西田利貞·掛谷誠 『タンガニイカ湖畔―自然と人―』、筑摩書房、
1973 年; 伊谷純一郎、原子令三編『人類の自然誌』、雄山閣出版、1977 年; 原子令三「狩猟

採集民の環境と人口密度」、『明治大学教養論集』、1979 年第 120 号; 市川光雄『森の狩猟民·
ムブティ·ピグミーの生活』、人文書院、1981 年; 伊谷純一郎『大旱魃―トゥルカナ日記』、

新潮社、1982 年; 松井健『自然認識の人類学』、どうぶつ社、1983 年; 伊谷純一郎、田中二郎

編『自然社会の人類学―アフリカに生きる』、アカデミア出版会、1986 年; 池谷和信 「カラハ

リ中部·サンの狩猟活動―犬猟を中心にして―」、『季刊人類学』、1989 年第 4 号; 田中二郎、

掛谷誠編 『ヒトの自然誌』、平凡社、1991 年; 佐藤俊 『レンディーレ―北ケニアのラクダ遊牧

民』、弘文堂、1992 年。

岩井雪乃「自然保護区と地域住民の生計維持―セレングティ国立公園とロバンダ村の

事例」、『アフリカ研究』、1999 年第 55 号; 西崎伸子「人と土地を分かつ自然保護―エチオビ

ア，センケレ·スウェニーズハーテビースト·サンクチュアリーと地域住民の関係」、『アフリ

カ研究』、2001 年第 58 号; 岩井雪乃 『タンザニア·西セレングティ地域における自然保護政

策と住民の生活実践の変容』、京都大学博士論文、2004 年; 安田章人「自然保護政策における

スポーツハンティングの意義と住民生活への影響―カメルーン共和国·ベヌエ国立公園地域を

事例に」、『アフリカ研究』、2008 年第 73 号; 西崎伸子『抵抗と協働の野生動物保護 － アフリ

カのワイルドライフ·マネージメントの現場から』、昭和堂、2009 年。

田中二郎、掛谷誠編『続自然社会の人類学: 変貌するアフリカ』、アカデミア出版会、
1996 年; 佐藤俊編『遊牧民の世界』、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年; 田中二郎、菅原和孝、太

田至、佐藤俊編『遊動民―アフリカの原野に生きる』、昭和堂、2004 年; 安田章人『護るため

に殺す? － アフリカにおけるスポーツハンティングの 「持続可能性」と地域社会』、勁草書

房、2013 年。

环境 NGO 与当地政府间的关系目前尚未被完全发掘，参见関野伸之「環境 NGOの正統

化がもたらす権力関係の再生産」、『アフリカ研究』、2012 年第 81 号。



影响。首先，京都大学是日本非洲研究人才培养的摇篮。在伊谷纯一郎等

学者的培养下，京都大学非洲研究涌现出如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山极寿一、
前日非学会会长田中二郎、前日本猿猴协会会长西田利贞、前京都大学非

洲地区研究中心主任太田至以及重田真义、掛谷诚等一批优秀的非洲学

者。① 他们不仅成为京都大学非洲研究的中坚力量，还继续为京都大学发

掘了诸如伊谷树一 ( 伊谷纯一郎之子) 、大山修一、山越言、近藤史等一

批新生代的非洲研究者，形成阶梯式人才队伍②; 不少人还流转于其他机

构，将非洲研究广泛传播开来。如梅棹忠夫 1974 年从京大调任日本国立

民族学博物馆 (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馆长后，推动了博物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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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伊谷纯一郎培养的当代日本第二代非洲研究学者开辟了非洲研究的多个新领域。其中山

极寿一是非洲大猩猩 ( Gorilla) 研究专家，代表作有: 山極寿一 『ゴリラ 森に輝く白銀の背』、

平凡社、1984 年; 山極寿一 『ゴリラの森に暮らす アフリカ豊かな自然と知恵』、NTT 出版、
1996 年; 山極寿一 『ゴリラ』、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 年; 山極寿一『家族進化論』、東京大学

出版会、2012 年。田 中 二 郎 是 研 究 布 须 曼 人 ( Bushmen ) 的 专 家。西 田 利 贞 是 非 洲 黑 猩 猩

( Chimpanzee) 研究专家，代表作有: 西田利貞『野生チンパンジー観察記』、中公新書、1981

年; 西田利貞 『チンパンジーおもしろ観察記』、紀伊国屋書店、1994 年; 西田利貞 『チンパン

ジーの社会』、東方出版、2008 年。太田至是非洲干燥地区游牧族群的研究专家，代表作有:

Ohta，I. and Y. D. Gebre eds. ，Displacement Ｒisks in Africa: Ｒefugees，Ｒesettlers and Their Host Popula-
tion，Kyoto: Kyoto University Press，2005. 重田真义与掛谷诚均是非洲农业发展问题专家，代表成

果有: 重田真義、高村泰樹 『アフリカ農業の諸問題』、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1998 年; 重田真

義、高田公理、堀忠夫『睡眠文化を学ぶ人のために』、世界思想社、2008 年; 掛谷誠『講座

地球に生きる2 環境の社会化』、雄山閣出版、1994 年; 田中二郎、掛谷誠、太田至编『続

自然社会の人類学: 変貌するアフリカ』、アカデミア出版会、1996 年; M. Kakeya，Y. Sugiyama
and S. Oyama，“The Citemene System，Social Leveling Mechanism，and Agrarian Changes in the Bemba
Villages of Northern Zambia: An Overview of‘Fixed － Point’Ｒesearch”，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Vol. 27，No. 1，2006.

京都大学培养的当代日本第三代非洲研究学者主要取得的成果有: 伊谷树一、大山修一

与近藤史对非洲国别农业发展问题的深入探索，代表作有: 掛谷誠、伊谷樹一編 『アフリカ地域

研究と農村開発』、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1 年; 掛谷誠、大山修一編 『アフリカ農耕民の世

界―その在来性と変容』、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2 年; 近藤史 『タンザニア南部高地におけ

る在来農業の創造的展開と互助労動システム』、松香堂書店、2011 年。山越言对非洲体质人类

学，特别是对人类起源问题的思索，参见 Ｒ. Goto，G. Yamakoshi，and T. Matsuzawa， “A Novel
Brood-site Pollination Mutualism: The Ｒoot Holoparasite Thonningia Sanguinea ( Balanophoraceae) and an
Inflorescence-feeding Fly in the Tropical Ｒainforest of West Africa”，Plant Species Biology，2011;

K. J. Hockings，G. Yamakoshi，A. Kabasawa，and T. Matsuzawa， “Attacks on Local Persons by Chim-
panzees in Bossou，Ｒepublic of Guinea: Long-term Perspectives”，American Journal of Primatology，

Vol. 71，2009，pp. 1 － 10.



非洲研究工作，特别是对非洲族群文化和艺术的考察①; 斯瓦希里语专家

和崎洋一 1984 年从京大转职于中部大学 ( Chubu University) 后，推动了

后者非洲语言学与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工作②; 1999 年人类学家大崎雅一就

职于姬路独协大学 ( Himeji Dokkyo University) ，推动了该校的非洲人类学

研究。③ 此外，京都大学还培养了一些从事非洲研究的外国人员，如来自

中国的研究东非游牧族群问题的孙晓刚与来自喀麦隆的研究热带雨林农业

问题的萨力欧·萨尔 ( P. Saliou Sarr) 。④

其次，京都大学的学术氛围与非洲研究范式独树一帜，长期主导了日

本非洲研究的整体走向。京都大学以人类学、语言学等较基础性的学科为

关注点，致力于开拓一条纯学术性的研究道路，这使其研究较为扎实，不

浮躁。而京都大学传统的政治抗争精神，又使其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较为疏

离，保障了非洲研究的相对独立性。这对其他日本的非洲研究机构产生了

或多或少的影响。不过，这样一种 “象牙塔”式的研究，对非洲现实问

题与日非关系的发展均关注不多，无法将非洲研究的社会效益发挥出来，

导致了在政治上自我边缘化的状态。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与学科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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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作为首任馆长，梅棹忠夫在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推行了研究部制度，吸引了一批从事非

洲研究的学者，如石毛直道、和田正平、端信行、福井胜义、江口久一、小川了、松园万龟雄。

这不仅壮大了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开展对非研究的力量，而且使之成为该馆的研究重点。1974 年

建馆至今的五名馆长中有三名都是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 ( 梅棹忠夫、石毛直道、松园万龟雄) 。

作为中部大学国际关系学部的缔造者之一，和崎洋一强调运用本土语言去研究非洲地区

问题，进而形成了中部大学独具特色的国际关系学科，代表成果有: 和崎洋一「東アフリカの地

域社会における部族の問題―タンザニアのマンゴーラ村の場合」、 『人文論究』、1966 年第 3

号; 和崎洋一 「アフリカ部族語対訳」、 『アフリカ研究』、1970 年第 5 号; 和崎洋一「Kamusi
Ya Kiswahili-Kijapani ( スワヒリ語日本語辞典) 」、天理時報社、1981 年。目前中部大学非洲研究

的领军人物是和崎洋一之子和崎春日，主要研究方向是非洲社会学，代表成果有: 和崎春日 「バ

ムン族の仮面造り」、『季刊民族学』、1978 年第 5 号; 和崎春日、松田素二、嶋田義仁編 『アフ

リカの都市的世界』、世界思想社、2001 年。

虽然姬路独协大学也从事非洲人类学研究，但起步较晚，学科建设也相对薄弱。参见田

中二郎、野中健一、今村薫、大崎雅一 『カラハリ狩猟採集民―過去と現在』、京都大学学術出

版会、2001 年。

平野聡、孫暁 剛、佐 藤 俊 「シ ャト ル·レ ー ダ ー·ト ポ グ ラ フ ィー·ミ ッシ ョン

( SＲTM) アフリカデータ―北ケニア半乾燥地域の諸研究への応用」、『アフリカ研究』、2002 年

第 65 号; 孫暁剛『遊牧と定住の人類学―ケニア·ランディーレ社会の持続と変容』、昭和堂、
2012。P. Saliou Sarr，T. Yamakwa，S. Asatsuma，S. Fujimoto，and M. Sakai， “Investigation of Endo-
phytic and Symbiotic Features of Ｒalstonia sp. TSC1 Isolated from Cowpea Nodules”，Afr. J. Microb. Ｒes. ，

No. 4，2010，pp. 1959 － 1963.



对非洲现实问题的关切逐步提上学者的日程，而京都大学仍然固守其纯学

术的品位，坚持回避政府的影响。①

相对于京都大学在非洲研究领域雄厚的科研力量而言，日本的其他非

洲研究机构就略显薄弱。在多年发展中，其他机构大多避开京都大学的研

究强项，转而去填补京都大学尚未触及的非洲研究领域和问题，并形成了

各自的研究特色，丰富了日本的非洲研究。其中，名古屋大学、东京外国

语大学、亚洲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实力较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作为第一批赴非进行地理学考察的机构，名古屋大学此后曾多次派队

到非洲进行地理学调研。名古屋大学在 1968 年组织的“非洲大裂谷学术调

查队” ( 名古屋大学アフリカ大地溝帯学術調査団) 不仅勘测了东非的地

震、火山，还开拓了对非洲矿产资源的研究。20 世纪 60—90 年代，名古屋

大学在诹访兼位的主持下，对非洲地理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日

本非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② 然而，诹访兼位退休后，非洲地理学研究出现

人才断层，逐渐走向衰落。而此前略逊于名古屋大学的东北大学 ( Tohoku
University) 与首都东京大学 (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原“东京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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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的李智彪认为，日本的非洲研究表面上看是纯学术，但由于

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很多成果可直接服务于现实，为政府与企业提供参考。参见李智彪《非洲研

究在日本———非洲问题学者代表团访问日本》，《西亚非洲》2000 年第 4 期。笔者认为，日本以

京都大学为首的人类学研究虽可能被用于现实需要，但其研究出发点却是学术创新。

名古屋大学对非洲地理学及交叉学科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 ( 1 ) 对东非大裂谷的研究。

諏訪兼位 「アフリカの地質学調査活動」、『アフリカ研究』、1971 年第 11 号; 諏訪兼位 「アフ

リカ大地溝帯と火山活動」、『地理』、1972 年第 17 号; 諏訪兼位、藤田元夫 「マントル起源の

火成活動とアフリカ大陸地殻の形成―特にヤッタ台地の形成をめぐって―」、 『学術月報』、
1977 年第 30 号; 松沢勲 「アフリカ大地溝帯」、『アフリカ研究』、1978 年第 17 号; 諏訪兼位

『裂ける大地アフリカ大地溝帯』、講談社、1997 年。 ( 2 ) 对非洲矿产资源的研究。松沢勲 「ア

フリカと私」、『アフリカ研究』、1971 年第 11 号; 塩崎平之助「東アフリカの鉱物資源と鉱業

事情」、『アフリカ研究』、1974 年第 14 号; 塩崎平之助 「アフリカの鉱物資源 ( 1) 」、『名古屋

地学』、1974 年第 30 号; 塩崎平之助 「アフリカの鉱物資源 ( 2) 」、『名古屋地学』、1975 年第

31 号; 諏訪兼位 「カーボナタイトの岩石学」、『鉱山地質』、1981 年第 31 号; 進野勇、諏訪兼

位、立見辰雄「南ア·パラボラ鉱山カーボナタイト中のフェリキンウンモについて」、『鉱物

学雑誌』、1982 年第 15 号; 角替敏昭、宮野敬「南アフリカLimpopo Beltの中央部と南緑部に産

するグラニュライト相の比較」、『地質学雑誌』、1989 年第 95 号。



大学”) 后来居上，成为目前日本非洲地理学研究的新核心。① 2000 年以

来，名古屋大学专门从事非洲地理学研究的仅有星野光雄一人。② 不

过，名古屋大学的山田肖子与浅沼修一在非洲教育与农业国际合作领域

的研究却别开生面，形成新的学科优势增长点。③

东京外国语大学 (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在非洲语言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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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东北大学的地理学研究发端于 1970 年，当时，日本政府为促进同扎伊尔 ( 今刚果民主

共和国) 的友好关系，通过文部省邀请了东北大学著名的地震学者高木章雄加入扎伊尔中部非洲

研究所 ( lnstitut pour laＲe-cherche Scientifique en Afrique Centrale，IＲSAC) ，参与非洲火山与地震

的观测，目前以上田元为代表的学者转向了对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研究水平位于日本前列。参见

上田元『山の民の地域システム―タンザニア農村の場所·世代·共同性』、東北大学出版会、
2011 年; Gen Ueda，“Land subdivision and land use change in the frontier settlement zone of Mount Me-
ru，Tanzania”，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Supplementary Issue，No. 42，2011，pp. 101 － 118; 首都大

学东京的地理学研究始于 1964 年，当时以门村浩、中村和郎、堀信行、户谷洋为核心的一批学

者在文部省的资助下赴非进行自然环境的考察，对非洲气候、地形、土壤、植被、水文情况进行

研究。此后，以菊地俊夫为首的新一代学者又开展了对非洲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参见中村和郎

「東アフリカの雨」、『アフリカ研究』、1968 年第 6 号; 門村浩「東アフリカの半乾燥地域―自

然とその最近の変化―」、『地理』、1972 年第 17 号; 戸谷洋「東アフリカの気候地形学的調査

( 第 2 次) 」、『学術月報』、1973 年第 26 号; 門村浩、堀信行 「カメルーン国内陸部森林? サバ

ンナ地帯の地形と表層物質の特性」、 『地学雑誌』、1978 年第 87 号; 門村浩 「サバンナの疑

問」、『地理』、1982 年第 27 号; 門村浩 「アフリカにおけるサバンナの形成過程」、 『学術月

報』、1992 年第 45 号; 門村浩、勝俣誠 『サハラのほとり―サヘルの自然と人びと』、TOTO 出

版、1992 年; 門村浩「熱帯アフリカの 『砂漠化』―新たな対応にむけて」、 『季刊地理学』、
1998 年第 50 号; 菊地俊夫『人間環境の地理学』、開城出版、2003 年; 堀信行、菊地俊夫編

『めぐるシティカレッジ叢書 7 世界の砂漠―その自然と文化? 人間』、二宮書店、2007 年。

諏訪兼位、星野光雄、大崎雅一「砂漠砂の多様性」、『アフリカ研究』、2003 年第 63

号; M. Hoshino，D. Sigunga，J. C. Onyango，S. Asanuma and M. Kimura， “Pedological perspective of
gully erosion sites within Kendu escarpment － Sondu Miriu region，West Kenya”，African Journal of Envi-
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 5，2011，pp. 1050 － 1059.

山田肖子主要关注非洲教育的国际合作及相关问题，参见山田肖子『「万人のための教

育」国際開発目標が途上国内で持つ意味―エチオピア国における政府と家計へのインパク

ト』、政策研究大 学 院 大 学、2006 年; 山 田 肖 子 『ア フ リ カ に お け る 職 業·産 業 人 材 育 成

( TVET) : 変化する支援環境と人材需要への対応』、国際協力総合研修所、2007 年; 山田肖子、

岡田亜弥、吉田和浩『産業スキルディベロプメント―グローバル化と途上国の人材育成』、日

本評論社、2008 年; 山田肖子『国際協力と学校 － アフリカにおけるまなびの現場』、創成社新

書、2009 年。浅沼修一更多关注非洲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参见浅沼修一 「アフリカに対する

農業開発支援とその課題ーコメ増産支援を事例としてー」、『熱帯農業研究』、2009 年第 2 号;

浅沼修一、槇原大吾『農学知的支援ネットワークによる科学技術協力モデルの構築』、名古屋

大学農学国際教育協力研究センター、2010 年。



究与教学领域独树一帜。1968 年，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 的山口昌男与松园万龟雄等人组织并

发起了大草原学术调查 ( 大サバンナ学術調査) ，揭开了东京外国语大学非洲

语言学研究的序幕。1976 年，东京外国语大学还与大阪大学 ( Osaka University)

等机构共同成立了“非洲文学研究会”( アフリカ文学研究会) ，进一步扩大了

非洲语言、文学的研究队伍，充实了研究力量。在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推动下，

日本对非洲文学特别是口传文学的研究获得深入发展①; 对班图语 ( Bantu)、
斯瓦希里语 ( Swahili)、豪萨语 ( Hausa) 的语言学研究也取得突出成果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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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本对非洲文学研究起始于对非洲文学的翻译，并逐步深化，其中代表作有: 秋吉久紀

夫訳: 『アジア·アフリカ詩集』、飯塚書店、1965 年; 後藤共邦「南アの黒人作家ムファーレ

レの自叙伝 Down Second Avenueについて」、 『アフリカ研究』、1974 年第 14 号; 松本周二訳

『ハウサ民話選』、大学書林、1981 年; 宮本正興 「アフリカ文学―思潮の概観」、『アフリカ研

究』、1982 年第 21 号; 高良留美子 『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学入門』、オリジン出版センター、
1983 年; 江口一久 「アフリカの口承文芸」、『アフリカ研究』、1985 年第 27 号; 宮本正興「文

学から見たアフリカ―アフリカ人の精神史を読む」、第三書館、1989 年; 宮本正興 『スワヒリ

文学の風土―東アフリカ海岸地方の言語文化誌』、第三書館、2009 年; 宮本正興『評伝グギ·
ワ·ジオンゴ―修羅の作家―現代アフリカ文学の道標』、第三書館、2014 年。

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直原利夫 「アフリカ諸語研究の問題点」、『アフリカ

研究』、1965 年第 4 号; 石垣幸雄「東アフリカ語·終止法」、『アフリカ研究』、1977 年第 16

号; 守野庸雄 「スワヒリ語対位法―コトワザの 『技』と 『型』」、『アフリカ研究』、1977 年第

16 号; 湯川恭敏 「サンバー語名詞アクセント試論」、『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1982

年第 24 号; 湯川恭敏 「カメルーン·バントゥ諸語の特徴」、 『アフリカ研究』、1991 年第 39

号; 亀井伸孝 「アフリカの手話言語」、『アフリカ研究』、2004 年第 63 号; 亀井伸孝 『アフリ

カのろう者と手話の歴史: A·J·フォスターの 「王国」を訪ねて』、明石書店、2006 年; 竹村

景子 『スワヒリ語のしくみ』、白水社、2007 年。

比较语言学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宮本正興 「バントゥ比較言語学研究序説」、『外国文学研

究』、1970 年第 21 号; 和崎洋一 「アフリカ部族語対訳」、 『アフリカ研究』、1970 年第 5 号;

西江雅之 「アフリカの諸言語」、『世界の諸語』、大修館書店、1981 年; 永島明子 『ザイール?

シャバ州のスワヒリ語』、泰流社、1982 年; 宮本律子「Hausa in Fula － A Morphological and Pho-
nological Study of Hausa Loan － Words in Adamawa Fula」、『アフリカ研究』、1990 年第 36 号; 赤阪

賢、宮本正興、日野舜也編 『アフリカ研究―人? ことば? 文化』、世界思想社、1993 年; 竹村

景子「『方言』と 『標準語』―スワヒリ語話者の言語意識調査から」、『アフリカ研究』、1999

年第 55 号; 宮本正興『文化の解放と対話―アフリカ地域研究への言語文化論のアプローチ』、

第三書館、2002 年; 塩田勝彦編 『アフリカ諸語文法要覧』、渓水社、2012 年。



并推动了日本的非洲语言教学。① 依托语言优势及与京都大学的合作，东

京外国语大学还陆续发展了非洲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②

与上述几个机构的研究旨趣明显不同的亚洲经济研究所，通过与日本

高校的合作，推动了对非洲政治、经济问题的研究。其研究关注点不局限

于学术性问题，也产生了一批服务于政府、企业的成果。研究所的吉田昌

夫、星昭重点关注非洲村社经济的历史、殖民时期单一作物制的形成史

等，并思考了非洲经济格局的相关问题。③ 林晃史则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关注南非种族主义问题，并从历史、经济、政治等方面深入讨论了南非

的种族隔离制度。④ 安藤胜美主要关注非洲经济法，在非洲能源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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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针对非洲语言教学而编著了以下成果: 鈴木秀夫 『エチオピア標準語辞典』、日本字研

社、1969 年; 五島忠久 『スワヒリ語文法入門』、大学書林、1972 年; 鈴木秀夫 『エチオピア

標準語入門』、アジスアベバ社、1974 年; 守野庸雄、中島久 『スワヒリ語基礎 1500 語』、大学

書林、1979 年; 和崎洋一『Kamusi Ya Kiswahili-Kijapani ( スワヒリ語日本語辞典) 』、天理時報

社、1981 年; 清水紀佳 「アフリカの諸言語」、『言語学大辞典 第 1 巻』、三省堂、1988 年; 竹

村景子 『ニューエクスプレス スワヒリ語』、白水社、2010 年; 塩田勝彦 『ハウサ語基礎文

法』、大阪大学出版社、2010 年; 塩田勝彦、『ヨルバ語』、大阪大学出版社、2011 年。

日野舜也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非洲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对非洲城市社会

研究处于日本顶尖水平，代表作有: 日野舜也 「アフリカ都市研究の視角」、『アフリカ諸国の

経済自立·続』、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 世纪 70 年、第 111 － 161 頁; 日野舜也「東アフリカの

宗教運動」、『イスラム化における宗教運動共同研究報告』、1973 年第 3 号、第 125 － 138 頁;

日野舜也 『アフリカの小さな町から』、筑摩書房、1986 年; 日野舜也編 『アフリカの文化と社

会』、勁草書房、1992 年。

星昭 「ローデシアの土地配分·土地保有に関する覚書」、『アジア経済』、1966 年第 12

号; 星昭『中央アフリカの社会経済構造』、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7 年; 吉田昌夫「農産物流

通組織より見た東アフリカの農業構造―経済史的一考察」、『アフリカ研究』、1968 年第 6 号;

星昭編 『アフリカ諸国における経済自立』、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69 年; 吉田昌夫編『80 年

代アフリカ諸国の経済危機と開発政策』、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7 年; 吉田昌夫『東アフリカ

社会経済論―タンザニアを中心として』、古今書院、1997 年; 吉田昌夫 『アフリカ現代史 II 東

アフリカ ( 第 3 版) 』、山川出版社、2000 年。

林晃史「南アフリカの社会科学研究―経済研究を中心として―」、『アフリカ研究』、
1971 年第 11 号; 林晃史「南アフリカの工業化と人種差別― 『ネオ·マルキスト』グループの

批判を中心にして―」、『アフリカ研究』、1977 年第 16 号; 林晃史「南アフリカ史研究の変遷

―『自由主義歴史学派』の形成を中心として―」、『アフリカ研究』、1978 年第 17 号; 林晃史

「両大戦間期の南アフリカ連邦」、『アフリカ研究』、1979 年第 18 号; 林晃史 『フロントライン

諸国と南部アフリカ解放』、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4 年; 林晃史『南アフリカ―アパルトヘイ

ト体制の行方』、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7 年; 林晃史 『アフリカの歴史』、勁草書房、1991 年。



规领域的研究极为深入，为日本能源企业赴非经营提供了大量帮助。① 年

轻学者平野克己、武内进一、牧野久美子则对非洲经济发展困境的问题从

新的角度进行了解读。②

亚洲经济研究所还开展了广泛的外部合作: 与日本大学的浦野起央、
青木一能，龙谷大学 ( Ｒyukoku University) 的川端正久，应庆义塾大学

( Keio University) 的小田英郎，早稻田大学 ( Waseda University) 的西川

润，津田塾大学 ( Tsuda College) 的小仓充夫等学者建立了合作关系，在

各有研究侧重的基础上，优势互补，逐渐形成了以东京高校、研究机构为

核心的非洲政经问题研究网络。
1985 年，亚洲经济研究所创办了 《非洲报告》 ( アフリカレポート，

半年刊) ，专门刊载非洲政治、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成为一份与

《非洲研究》 《非洲研究论丛》定位不同的、专注于应用型研究的刊

物。③ 这一刊物的创办，为日本关注非洲现实应用问题的研究者提供了一

个交流平台，也成为推动 1990 年以后日本非洲研究现实转向的一个重要

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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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藤勝美 「アルジェリアの国有化政策」、『アフリカ研究』、1969 年第 9 号; 安藤勝美

「アルジェリア鉱業政策の特質」、『アジア経済』、1970 年第 2 号; 安藤勝美 『アルジェリアの

石油開発協定·経済開発協定の事例研究』、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78 年; 安藤勝美「経済開発

協定と国内化の原則」、『国際法外交雑誌』、1985 年第 1 号。

平野克己『新生国家南アフリカの衝撃』、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99 年; 平野克己 『ア

フリカ比較研究』、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1 年; 平野克己 『アフリカ経済学宣言』、アジア経

済研究所、2004 年; 平野克己 『アフリカ問題 開発と援助の世界史』、日本評論社、2009 年;

平野克己『経済大陸アフリカ―資源，食糧問題から開発政策まで』、中公新書、2013 年; 武内

進一編『現代アフリカの紛争』、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0 年; 牧野久美子、稲場雅紀編 『エイ

ズ政策の転換とアフリカ諸国の現状 － 包括的アプローチに向けて』、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05

年; 武内進一編『戦争と平和の間―紛争勃発後のアフリカと国際社会』、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2008 年; 武内進一『現代アフリカの紛争と国家―ポストコロニアル家産制国家とルワンダジ

ェノサイド』、明石書店、2009 年; 牧野久美子、佐藤千鶴子編『南アフリカの経済社会変容』、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2013 年; Shinichi Takeuchi ed. Confronting Land and Property Problem for Peace，
Ｒoutledge，2014.

《非洲报告》自 1985 年创刊以来，除特殊情况，一直都是以半年刊的形式出现。



三 日本非洲研究的现实问题转向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冷战终结，意识形态、革命的话语体系开

始消解，人类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两大阵营对立局面，全球化以前所未有

的深度和广度在推进，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非洲地区的冲

突、贫困、疾病问题已不再仅仅是非洲区域内的挑战，更逐渐演变为对人

类社会的冲击。尤其是 2001 年 “9·11”事件之后，席卷全球的恐怖主

义在非洲贫困地区扎根，并形成了从西苏丹萨赫勒地区到非洲之角的

“恐怖主义动荡弧”，严重威胁世界安全。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若无法

实现非洲的和平与发展，“世界问题之真正解决”也无从谈起。① 日本作

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援助国，很早就参与到对非洲欠发达地区的开发中，对

此深有体会。而日本非洲研究的 “象牙塔”倾向，却无助于这一根本问

题的解决，由此也使日本学者对纯学术研究之局限性问题进行了反思。②

这种反思最初是在日本研究者赴非实地调研过程中萌生的，并激发了

他们对非洲现实问题的关注。伊谷纯一郎和西田利贞在对非洲体质人类学

的调研取样中，深感非洲环境被破坏所导致的生态失衡问题，并于 1985
年推动日本 “国际合作机构”援建了坦桑尼亚马哈勒山国家公园 ( Ma-
hale Mountains National Park) 。③ 然而，他们也进一步意识到，非洲环境

问题解决的前提乃是非洲贫困问题的消除。若非洲民众长期处于 “慢性

贫困”中，他们就只能向大自然索取赖以为生的必需品，破坏环境也就

难以避免。而减贫所需的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恰恰又是非洲欠缺的。日

本学者在非洲调研过程中，就饱受当地战乱冲突之苦，屡次导致研究中

断。因而，分析、找寻非洲和平与发展问题的出路，对日本研究者而言

不仅是纯学术研究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更成为直接摆在他们面前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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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鸿武: 《中非发展合作: 身份转型与体系重构》，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第 125 页。

参见高橋基樹 「アフリカにおける人間の安全保障と国家―アフリカ研究と国家および

人間」、『アフリカ研究』、2007 年第 71 号。

参见山極寿一 「アフリカニストの霊長類学」、『アフリカ研究』、2001 年第 58 号; 马

哈勒山国家公园网站: http: / /www. mahalepark. org /history. html，访问时间 2014 － 10 － 23。



新课题。①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出于实现政治大国的目的，也开始关注非洲的和

平与发展问 题。1983 年，中 曾 根 康 弘 首 次 提 出 日 本 要 争 当 政 治 大 国，

1994 年，日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关于安理会改革的建议，旨在扩大安

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成员，欲为日本谋取一席。② 这些目标的达成，都需要

非洲国家在联合国内外的支持，因而日本政府致力于发展并强化对非战

略，并在 1993 年通过创设五年一届的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 TI-
CAD) ，帮助非洲解决其本土问题。③ 这样，日本政府与学者在对非洲现

实问题的关注上趋于一致，也有助于促成日本非洲研究的现实转向。特别

是，“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议题设置部分源于日本非洲学者，使其

能参与到国家外交决策中，使一些学者更加自觉地关注非洲现实问题。④

21 世纪以来大国在非洲的博弈，也促使日本的非洲研究学者关注非

洲政治与国际关系的现实问题，并为日本在对非外交的 “角逐战”提供

智力支持。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非洲走出 “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

转型困境，重新步入发展快车道，“被遗忘的大陆”重获世界各国关注。
2000 年 8 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尼日利亚与坦桑尼亚，成为首位在任

期内出访非洲的美国总统; 2000 年 10 月，中国召开了第一届中非合作论

坛。同一时期，英、法等国的元首也相继访非。日本在这一场新的对非外

交博弈中却迟迟没有大的作为。直到 2001 年 1 月，森喜朗赴南非、肯尼

亚、尼日利亚访问，才打破此前日本首相从未到过非洲的尴尬现实。因

而，日本对非外交的相对滞后，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中国等新兴国家在非

洲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使日本学者感到 “危机”，转而关注中国的对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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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引自笔者对日本大学青木一能教授的访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1 年 3 月 3 日。

参见韩天新《由日本“走入非洲”看其“政治大国”路线》，《日本研究》2001 年第 3

期; 熊淳: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日本研究》2011 年第 4 期。

参见李安山《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西亚非洲》2008 年第 8 期。

其中，由日本原首相吉田茂在 1959 年创建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中

介作用。一方面，国际问题研究所与日本的非洲研究者之间经常展开对话和交流，并从中收集有

价值的资料和情报; 另一方面，该研究所又是外务省直接相关的财团法人，负责在收集情报的基

础上提供对非政策建议。参见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とアフリカ情報の発

信」、『アフリカ研究』、2004 年日本アフリカ学会創立 40 周年記念特集号;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

所概要」、http: / /www2. jiia. or. jp /ABUS /，访问时间 2014 － 10 － 10。



略，并开始思考新时期日非关系的定位、出路及前景。①

日本学者对非洲研究的现实问题转向，是以 1994 年南非政治转型为

契机的。作为日本最重要的非洲邦交国，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与日本的密切

关系曾饱受其他国际社会诟病。随着 1994 年南非民主政府的建立，日本

政府及时调整了与新南非政权的关系，使日本的 “外交污点”得以清

除。② 在这一外交过程中，日本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南非民主化转型对

日南关系产生的影响。长期从事非洲政治学研究的川端正久和佐藤诚就编

著了《新生的南非与日本》，在对南非政治发展进程进行评估的基础上，

从日本国家利益的角度探讨了未来日本参与南部非洲政治进程中的前

景。③ 之后，日本学者将研究视野扩大到整个非洲的民主化问题上，并对

由民主化转型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与政权更迭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思

考这些变革对日本外交的机遇和挑战。1997—1999 年间，川端正久与龙

谷大学的落合雄彦、大林稔进行了一项名为 “关于后结构调整期西非的

可持续发展与民主化: 现状及展望”的课题研究，以尼日利亚、科特迪

瓦为案例，深入分析了两国的民主化进程及其间的政权更迭情况，并研究

了这种变化对日本与两国关系的可能影响。④

由变革而引发的非洲国家内部冲突与秩序重建及日本的立场问题，也

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他们尝试寻找在这一进程中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的

政策途径，并向政府提供咨询。例如，随着 2005 年苏丹第二次内战的结

束及南苏丹自治政府的组建，日本如何有效参与到战后重建中，并扩大在

该地区的利益，成为大阪大学栗本英世、一桥大学冈崎彰、千叶大学栗田

祯子与京都大学太田至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详尽

分析了战后苏丹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讨论了日本政府下一步援助的注意

事项。栗田祯子还专门思考了日本自卫队赴苏丹监督维和及日本的国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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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森川純「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その構造·軌跡·課題」、『国際政治』、2000 年第

127 号。

钟伟云: 《日本对非洲援助的战略图谋》，《西亚非洲》2001 年第 6 期，第 16 页。

参见川端正久、佐藤誠編『新生南アフリカと日本』、勁草書房、1994 年。
《关于后结构调整期西非的可持续发展与民主化: 现状及展望》，日本科研费官网，ht-

tp: / /kaken. nii. ac. jp /d /p /09044043. ja. html，访问时间 2014 － 11 － 14。



象与国家利益问题。① 东京大学的远藤贡则把目光投向了索马里这一深受

内战之苦的国家。自 1991 年索马里内战以来，他长期跟踪索马里局势，

进而提出一整套关于 “失败国家”重建的理论。其中特别强调了外部援

助有效性的问题，认为日本的援助应尽量避开非洲国家政府，利用非政府

组织将资金更有效地服务于非洲基层民众，在受援国民众心目中树立起日

本的良好形象。②

日本政府建立与非洲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并通过这些组织发展与非洲

基层的联系，就不可避免地涉及非洲 “公民社会”的相关问题。作为与

政府、市场鼎足而立的第三部门，非洲公民社会在未来非洲政治、经济发

展进程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日本将如何利用、引导这一新兴力量，成为

津田塾大学小仓充夫等人关注的对象。他们从 2006—2008 年进行了系统

的调研与分析，呈现出非洲公民社会的构造、特征与未来趋势，并准确预

见到: 随着“基地”组织向非洲伊斯兰国家的渗透，当地公民社会有可

能被恐怖主义组织所侵蚀，并成为后者的力量源泉; 进而对这一可能趋势

及对日本利益的影响进行了建设性思考。③ 龙谷大学的松浦聪子则就非洲

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大众媒介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她在

2006 年赴卢旺达调研的基础上，对 1994 年卢旺达大屠杀前后大众媒介所

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反思，关注了大众媒介对民众舆论的负面引导作用及相

关机制。她认为，大众媒介的发展有失控的可能，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革是

极其必要的，日本可以积极参与到这一进程中。④

上述日本学者的一系列研究与政策建议，在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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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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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栗本英世 『スーダンにおける戦後復興と平和構築の研究』、科学研究費助成事業

研究成果報告書 ( 编号 17401005) 、2008 年; 岡崎彰「援助·誘惑·悪夢―日本とアフリカの悩

ましい関係」、『神奈川大学特論』、2005 年第 51 号; 栗田禎子 「スーダン情勢の構造と自衛隊

派遣問題」、『世界』、2008 年第 782 号。

参见遠藤貢「内と外の論理からみたアフリカ国家とその変容」、 『アフリカ研究』、
2007 年第 71 号; 「ソマリアにおける 『紛争』とその現代的課題」、『海外事情』、2009 年第 5

号; 「グローバル化の中のアフリカ」、『国際政治』、2010 年第 159 号; 「ソマリア問題の歴史と

現状」、『アジ研ワールドトレンド』、2012 年第 10 号。

参见小倉充夫 『アフリカ·中東地域における社会·文化変容と国際関係』、科学研究

費助成事業研究成果報告書 ( 编号 18402036) 、2008 年。

松浦さと子 「ルワンダにおけるジェノサイド以後のメディア政策とジャーナリスト教

育」、『経済学論集』、2009 年第 1 号。



议”上有所体现。1993 年以来，学界非常重视在这个会议上的发言权，

并希望能通过研究来引导日本政府的对非政策。一方面，日本学者将此前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较为笼统的行动计划加以细化与可操作化，

并以此为切入点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如广岛大学 ( Hiroshima University)

的长尾真文、泽村信英及圣心女子大学 ( University of the Sacred Heart)

的石井洋子对会议提出的教育援非与农业援非计划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另

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在研究的基础上向会议建言献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

被吸纳到下一届会议议题之中。2013 年第五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后

发表的《横滨行动计划》就明确将生物能源作为日本重点投资非洲的项

目，这一议题就是源于 2012 年青山学院大学 ( Aoyama Gakuin University)

非洲新能源研究专家岩田伸人的提议。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 (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的大野泉与大野健一提出的日本加速

参与非洲产业开发的建议，也被列入到《横滨行动计划》当中。①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后续援非行动使日本学者也参与到援助

非洲的相关研究中，并通过案例与比较研究来反思日本援助模式的缺陷。

京都大学的重田真义等人就从他们擅长的人类学研究出发，对日本援非的

失败案例进行了剖析，指出援助若脱离非洲社会的实际需求是不会成功

的，单方面给予型的援助已经过时。② 龙谷大学的落合雄彦在对比中日两

国援非的情况后则认为，日本援非的许多项目乃至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

会议”本身都是华而不实的，若不加以变革，日本迟早会被中国完全挤

出非洲。③

确实，在 2006 年以后，日本的非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必

须考虑对日非关系产生影响的中国因素。2006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的成功举办及此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政府与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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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外务省《横滨行动计划》，http: / /www. mofa. go. jp /mofaj /area /page3_ 000210. html，

访问时间 2014 － 11 － 26; 《岩田伸人的研究报告》，http: / /kaken. nii. ac. jp /d /p /11F01772. ja. html，

访问时间 2014 －11 －26; 大野泉 『アフリカの産業開発に関する国際援助の比較研究』、科学研究

費助成事業研究成果報告書 ( 编号 22510261) 、2012 年。

参见重田真義 「アフリカ研究と 『開発』―研究と実践の実りある関係を求めて」、
『アフリカ研究』、2001 年第 59 号。

参见落合武彦「TICADを超えて―日本のアフリカ外交のエクリチュールを考える」、
『アフリカレポート』、2008 年第 46 号。



中国自 2000 年至 2011 年间，向非洲投入了 750 亿美元开发资金。这些资

金不仅用于资源开发，还广泛涉及道路、港湾建设、金融、零售、教育、

医疗等各个角落。在非洲各国居住的中国人共计约 100 万人，是日本人的

100 倍以上。2011 年中国的对非投资约为日本的 7 倍，对非出口约为日本

的 5 倍。① 中国带来的压力促进日本学者开始对中非关系与日非关系进行

对比研究。2011 年，日本大学的青木一能在赴非调研的基础上，来中国

进行考察，走访了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云

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详细了解了中国非洲学界的研究状况，并以中非关

系为参照，检讨了目前日非关系中存在的问题。② 中部大学的和崎春日也

于 2012 年赴中山大学访问，就中日两国在非侨民的影响及两国对非民

间外交问题进行了比较研究。③ 2014 年，就读于金泽大学 ( Kanazawa U-
niversity) 的中国留学生尹曼琳还以多哥和贝宁的中国孔子学院为研究对

象，进而考察了中国对非公共外交及对日本的启示。④

四 对中国非洲研究的启示

21 世纪以来，随着中非关系的全面提升，中国对非洲问题研究的迟

滞性越发凸显出来，并造成研究与现实脱节的窘境。观照日本的非洲研

究，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

第一，以实地调研为前提，夯实非洲研究基础。日本的非洲研究者们

特别重视赴非调研，包括短期密集考察与长期蹲点追踪，并为此投入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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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Geoffrey York，“Japan Battles China for Influence in Africa”，The Globe and Mail，January
10，2014，http: / /www. theglobeandmail. com /news /world / japan － battles － china － for － influence － in
－ africa /article16288594 /，访问时间 2014 － 5 － 8。

参见青木一能「日中両国の対アフリカ政策の比較」、『研究紀要』，2012 年第 83 号。
「滞日アフリカ人の生活戦略と日本社会における多民族共生に関する都市人類学的研

究」，http: / /kaken. nii. ac. jp /d /p /19202029. ja. html，访问时间 2014 － 11 － 27; 「在日·在中ア

フリカ人の生活戦略と日中アフリカ関係の都市人類学的研究」、http: / /kaken. nii. ac. jp /d /p /
23320192. ja. html，访问时间 2014 － 11 － 27。

参见尹曼琳 「トーゴとベナンの孔子学院で学ぶ学生属性·学習動機·満足度―孔子学

院は中国とアフリカ間の軋轢を乗り越える手段となりうるか」、『アフリカ研究』、2014 年第84

号。



的精力。这不仅成就了日本一流的非洲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

研究，也奠定了日本开展对非政策性研究的扎实基础。许多日本研究者有

在非洲生活十年的经历，甚至为了加强语言沟通，娶了非洲妻子，可谓全

身心地投入到非洲研究中。① 与之相比，中国非洲学界的实地调研力度不

够，在非洲待满一年的研究者都不多。而且，与中国学者多在非洲大学中

交流、访学不同，日本学者更多地深入非洲地方社区乃至农村。目前中非

关系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都需要深入研究非洲历史与现实政治、经济、
社会问题，才能得出比较可行的对策，这方面中国学界显然力不从心。

第二，探寻跨学科研究的路径，创新学术研究。日本非洲研究者具备

优秀的学科功底，并自觉探索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目前，日本对非洲政

治问题的人类学探索、对非洲国际关系的经济学、社会学分析，都十分独

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非洲研究则相对缺乏这种意识，无法有效融通诸

学科。刘鸿武曾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 “非洲学”的倡议，主张打开视

野、盘活思维，实现跨学科的非洲综合研究。② 不过，由于中非关系强大

的现实需求，中国现有的非洲研究已滑向对策研究中去了，研究兴趣点多

集中在中非关系、非洲热点问题上面，基础性的非洲历史、文化研究则遭

到冷遇，跨学科研究进展不顺。
第三，加强非洲研究人才培养，完善非洲研究队伍。日本对教育

的关注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在 非 洲 领 域 的 教 育 也 不 例 外。20 世 纪

50 年代，日本不过数十人关注非洲问题。1964 年日非学会成立之际，

成员不过 200 人左右，其中不少还是日本外交部门的官员。③ 但经过

半个多世纪的培养，包括老一代学者对新人的研究指导，系统的非洲

语言与文化教学，到目前，日本的非洲研究者已突破 800 人，增长了

4 倍有余。其中半数以上是 1964 年以后出生的。日本的非洲研究队伍

的年龄结构，老中青比例合理，后备人才充足。反观中国，对非洲研

究的起步不比日本晚，杨人楩等老一批学者也做出了开拓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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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笔者对日本大学青木一能教授的访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1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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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国非洲研究的人才培养却出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非洲外语类

人才流向外事部门，不 从 事 研 究 工 作; 二 是 非 洲 历 史、政 治、经 济、
文化等的人才培养出现断层，目前国内非洲研究者不超过 100 人 ( 包

括在读博士生) 。直到今天，中国非洲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仍非常薄

弱，国内本科阶段进行非洲知识教育的大学不超过五所; 能招收博士

的大学与科研机构也只有五所左右。每年中国毕业的非洲研究博士不

超过 10 人，其中许多在毕业后转行从事其他工作。这与快速发展的

中非关系形成反差，导致研究力量不足。
第四，促进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把握学术话语权。日本非洲研究者

间的交流是非常频繁且深入的，除了年度学术大会、地区研讨会以外，学

者私人的校级交流与合作组队赴非调研也非常活跃的。这既是由其密切的

师承关系所决定，也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优良传统。不仅如此，日本的非

洲研究者还非常关注欧美非洲学界的研究动态，注意吸收国际最新成果;

日本还主办了非洲研究的英文刊物，与国际对接; 日本非洲研究者赴欧美

访学、交流的频次也很高，在国际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树立了日本作为

负责任“援助大国”的形象。目前，中国在这一方面有所改善，国内学

界的交流日益频繁，邀请国外学者参加的研讨会场次也稳步提升。不过，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非洲研究者走出国门，在欧美讲坛上阐述中国观点，

发出中国声音的情况还非常少，以至于中国学者多数时候只能忙于回应、
“批驳”西方有关中非关系的 “不实之词”，而无法掌控中非关系乃至非

洲研究的主导话语权，陷入被动。

( 责任编辑: 宁彧)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
Studies in Japan:

What Can China’ s African Studies
Learn from Japan
Wang Tao，Li Quanchang

Abstract: Japan’ s African studies have started after World War II.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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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oto University，there were a lot of Japanese schola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African affairs. These researchers not only found the African anthropology and
fieldwork in Japan，but also opened an African research boom in Japan’s uni-
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In 1964， “Japan Association for African Studies”was
established by Japanese African researchers from all over the Japa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quality of African studies，the Association held the annual confer-
ence and published the Academic Journal every year. After that，African studies
in Japan stepped into a new stage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which have a-
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anthropology，geography，archeology，politics，
economics，history，linguistics，and other fields. Since the end of Cold War，
Japan’s African studies began to concern the practical issues，which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Turn to reality” . What’ s more Japan’ s African studies
pay attention to fieldwork，academic exchange，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academic team construction. Indeed，these experiences are worth China’ s Af-
rican studies to learn from.

Keywords: Japan，African Studies，Japan Association for African Stud-
ies，Kyoto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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