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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 多元族群和谐的实现

徐 鑫 徐 薇

【 内容提要 】
１９６４ 年 ，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 尔合并 为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 国 ， 成为 法理上统一 的 国 家 。 但对这个拥有 １ ２０ 余个族群的新兴

国 家来说 ，
如何处理族群 间 关 系 以 及族群 与 国 家 建构 间 关 系是影 响

整个 国 家能否 维持长期稳 定的 关键性 问 题 。
坦 桑尼 亚独 立至 今 已达

５０ 余年 ， 整个 国 家几乎不 存在 因 族群 问 题而 引 发 的 国 家性动 乱 ，
这

对族群 矛盾横行的 非 洲 大 陆 来说无异 于一股清流 。 本 文拟从历 史 因

素 、 文化 因 素 、 政 治制 度 因 素这三个较 为 集 中 的 角 度就坦桑 尼亚和

谐族群 关 系 形成 的 机理展 开论述 ，
以 期 增进对族群理论 以及坦桑尼

亚族群关 系 的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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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 ，
全称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 ， 位 于赤道 以 南 的 东部 非洲 。

１９６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
，
坦噶尼喀和桑给巴尔合并 ， 同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改国名 为坦

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坦桑尼亚共有 １ ２０ 余个族群 ， 据 １ ９６７年人口普査数据 ，

全国总人 口为 １２００ 余万 ， 人 口最多的是苏库马族 （
Ｓｕｋｕｍａ

） ， 约有 １５０ 余

万人 ， 其他族群的人 口数多则三 四十万 ， 少则百余人。 独立后 ，
坦桑尼亚

的政治经济发展轨迹 和其他非洲国家并无本质区别 ， 然而在族际关系 的处

理上却有其特点 。 自 独立以来 ，
坦喿尼亚没有发生过大规模 内战或族群 冲

突 ；
即使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非洲 因推行政治经济 自 由 化政策而陷人动荡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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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也没有像其他非洲国家那样濒临解体状态 。 各族群 的政治权力虽

不是均势分布 ， 但他们能够理性地适应当前的政治环境 ， 截至 目前 ，
坦桑

尼亚没有出现过因族际竞争带来的政治争端
；
在 日常生活 中 ， 族群间的差

异也没有造成文化隔阂 。 从上层政治社会到基层民众生活 ， 坦桑尼亚构建

出 了一个和非洲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 、 连贯的 、 整体性的国家认同感 。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以来 ，
国内 外学者就坦桑尼亚族群和谐 的问题进行

过一些探讨。 布洛玛特 （
Ｂｌｏｍｍａｅｒ ｔＪ ． ） 、 巴肯 （

Ｂａｒｋａｎ
） 、 奥马利 （ Ｏｍａｒｉ

Ｃ ．
Ｋ

．

） 等学者在史料梳理和 田野调査的基础上 ， 主要从语言 、 教育及酋长

制等角度就坦桑尼亚国家建构过程中族群关系 的 处理进行了讨论 ， 他们的

著述为学界研究坦喿尼亚族群和谐问题提供 了重要 的实证材料和理论视

角 。
？ 推及国 内 ， 葛公尚 、 李保平 、 李安山 、 刘鸿武等学者从 国家建构 、

一

体化民族建构等角 度就此 问题展开过论述 ，
且较多地将视角 集中于尼雷尔

和
“

乌贾马运动
”

。
？ 多元族群和谐的实现是

一

个动态化过程 ， 任何一个方

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对族群关系 的处理产生影响 ， 本文在立足于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 ， 从历史 、 文化 、 政治制度这三个集中性角度来阐述坦桑尼亚和谐

的族群关系是如何在族群与族群 、 族群与 国家的互动中形成 。

一

以史为基 ： 族群团结初步形成

（

一

） 团结雏形 ： 对殖民统治的反抗

１９ 世纪末期 ，
坦桑尼亚各族群反抗殖 民统治的运动呈现 出 多点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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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 。
１ ８８８ 年 ，

阿布希里
．

伊本
？

萨利 姆 ． 哈斯 （
ＡｂｕｓｈｉｒｉＩｂｎＳａｌｉｍ

ａｌ

－Ｈａｒｔｈｉ
） 在东部沿海庞加尼地区建立了 自 己 的统治 。 但在当年 ８ 月 份 ， 德

国人为 占据东部优 良港 口
，
随即在萨利姆的领地建立 了统治 。 在萨利姆 的

领导下 ， 持续近 １６ 个月 的抵抗运动由 此爆发 ，
坦噶尼喀 （

Ｔａｎ
ｇ
ａｎｙ

ｉｋａ
）
的

其他族群也相继加人这场反击战 。 在坦噶尼喀北部地区 ， 査加族 （
Ｃｈａｇａ ）

展开抵抗运动 。
１ ９ 世纪 ８０ 年代 ， 査加族试图利用德 国 的实力来维持和加

强 自 身的独立地位 ， 但这种 消 极抵抗策略 的失败导致一个个査加族酋长

国丧失独立 。 在这种情况下 ， 査加族连 同 周边其他族群开始 了积极的 抵

抗之路 。 在坦噶尼喀西部地 区 ， 武装 反抗行动较为零散 ， 但涉及族群众

多 。
１ ８９０— １８ ９８ 年 ， 尼亚姆维奇族 （

Ｎ
ｙａｍｗｅ ｚｉ

） 、 戈戈族 （
Ｇｏ

ｇ
ｏ ） 、 图 鲁

族 （
Ｔｕｒｎ

） 、 哈族 （
Ｈａ

） 等都参与 了对德 国人侵者 的反抗 。

？ 相较而 言 ，

南部地区反抗殖民统治最为积极 。 在 １９ 世纪后期 ， 对德国 人人侵坦桑尼

亚南部造成最大阻碍的 当属姆克瓦瓦领导 的 已然完成 了族内 统一 、 建立

了赫赫王 国 的赫赫族 （ Ｈｅｈｅ
） 。 １ ８９ １

—

１ ８９２ 年 间 ， 赫赫族接连给予 德军

重创 ，
虽最终失败 ， 但很大程度上 阻挡 了 德军 的 入 侵进程 。 可以 想见 ，

即使在这个分散式 的被动性抗争阶段 ，
坦桑尼亚诸多族群 已然用实 际行

动证明 了他们并非无所作为 ， 在 面对外来侵略者时 ， 族群之间虽然 缺乏

统一的领导和组织 ， 但大部分族群都采取过各类抵抗行动 ， 都在积极作

为 。 此时的他们 虽说没有 团 结 一致 的 主张 和意识 ， 却有着
一致对外 的

行为 。

不 同于以上分散式的传统抵抗运动 ， 马及马及起义 ＜２＞开启 了众多族群

有计划 、 联合化 的积极抵抗运动 的新篇章 。 １９０４ 年 ， 民 间秘 密地传递着

消息 ： 死去的祖先将在恩加兰 比 （
Ｎｇａｒａｍｂｅ ） 显灵 ， 那里的巫 医金 吉基

蒂勒 ？ 恩格瓦勒在鲁菲吉河 （
Ｒｕｆｉ

ｊ
ｉＲｉｖｅｒ ） 中得到

一

种
“

仙药
”

，
不 仅能

祛病除邪 ，
而且能刀 枪不入 ， 使德 国人的枪弹化为水 ， 于是纷纷前往朝

拜 。 在恩加兰 比 ， 他们被编人小分队以练 习舞蹈 的形式接受统
一

军事训

练 。
１ ９０５ 年 ７ 月 ， 以赶走德国殖民者为 由 ， 马通 比人 （

Ｍ ａｔｕｍｂｉ ） 首先发

动起义 ，
基齐人 （ Ｊ

ｉ

ｊ
ｉ

）
、 恩金多人 （

Ｎｄｅｎｄ ｅｕ ｌｅ
）

、 扎拉莫人 （
Ｚａｒａｍｏ

） 和

①吉尔伯特 ？ 格瓦萨 ： 《徳 国人的 人ｆｔ和坦桑尼亚人的抵抗 ＞ ，
引 自 伊 ？ 基曼博主编 （坦

喿尼亚史 ＞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７６

， 第 １ ５ １
－

１ ６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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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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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戈尼人 （
Ｎ
ｇｏｎ

ｉ
） 随之而起 ，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 里 ，

北至达累斯萨

拉姆 ， 南到鲁弗 马界河 ， 东起沿海海岸 ， 西至马拉维湖滨的长达五六百

公里的辽阔土地上 的不同 族群大都被发动了 起来 。 在很短的时间 内 ，
起

义军迅速 占领了达 累斯萨拉姆 － 基洛萨线 （
Ｄａｒ ｅｓＳａｌａａｍ－

Ｊｉｌｕｏｓａ
） 以南 、

基洛萨 － 马拉维线 （ Ｊｉ
ｌｕｏａａ－Ｍａ ｌａｗ ｉ ） 以东的广大地 区 ， 德国 的殖 民统治

机构陷于瘫痪 。
？ 和以往 各 自 为战的反抗斗 争不 同 ， 这 次起义是各个地

区 、 族群的领导者聚集在一起 ， 工作在一起 ， 为 了
一

个共 同 的 目 标 ：
赶

走所有欧洲人 。

对殖 民者 的反抗塑造 并增 强了族群 间 的凝聚力 ， 共 同 的历史记忆 帮

助族群之间建立起相互认同 。 对于坦桑尼亚 １２０ 余个族群来说 ， 反抗殖 民

统治 、 建立 自 由 统一 的 国家就是他们 的共同 目 标 ， 反抗殖 民统治 的 同 时

也增进了族群间的相互了解 ， 族际团结初步形成 。

（ 二 ）

一

反其道 ： 殖民统治政策的客观推动

对非洲 国家来说 ，
殖 民统治无疑是一场灾难 。 但在非洲众多民族 国

家的构建过程中 ，
殖 民时期的 统治政策所发挥 的塑造性作用依 旧不可忽

视 。 坦喿尼亚有两个截然不 同的殖 民统治时期 ， 故 而殖 民统治政 策对坦

喿尼亚族群关系 的影响 比大多数非洲 国家表现 的更为复杂 。 １ ８８５—１９ １８

年 ， 德国在坦噶尼喀维持 了长达 ２３ 年 的统治 ，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 国战败

后 ， 英国接替德国开始了在坦噶尼喀的统治 ， 直至其 １９６１ 年独立为坦 噶

尼喀共和 国 。

德国殖 民者统治期间 ， 殖 民 当局在坦桑尼亚采取髙度集 中 的行政规

制 ，
压制了坦桑尼亚各个族群各 自 为 政的 政治体系 ， 并逐步使各族群集

团 的传统权力完全交 由 达累斯 萨拉姆 的殖 民势力控制 。 为了维护 德国殖

民政府在坦桑尼亚合法性权威 的 唯一性 ，
殖 民 当局采取 了边缘各族群语

言 、 弱化传统地方政府和法院 的地位与作用等一 系列有 助于分散传统权

力的措施 。 德 国殖 民者采用的 政策 ，
在淡化族群 的分离意识 、 培 养统

一

的 国家意识方面 ， 产生了 重要作用 。 这些政 策为坦桑尼 亚独立后 中央 收

归传统酋长的权力 ， 奠定 了基础 。 第
一

次世界大战德 国战败 ， 英 国接管

下的坦桑尼亚实行 了
“

间接统治
”

体系 ， 但该制度 在坦桑尼亚所产生 了

族群分化作用并不像 非洲其他地 区那 样 明显 。 究 其原 因 ， 主要 有两点 。

① 丁邦英 ：
《马及马及起义 ＞

， ＜西亚非洲 ＞１ ９８ １ 年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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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英 国统治期间 ， 德 国殖 民 当局在坦桑 尼亚的 种种措施已 经使得单一

族群失去．了作为一个单独 的政治身份 的合法性基础 ， 且坦桑尼亚并不存

在一个在政治 、 经济或人数上 的具有较大优势 的核心族群 ；
二是受 国 际

力量的约束 ， 英 国殖 民政府难 以在坦桑尼 亚推行建立在以 民 族或宗教等

分歧为基础的
“

分而治之
”

战略 。 当时 的 坦噶尼喀并不是从战前 的德 国

殖 民地过渡到战后 的英 国殖民 地 ， 而是成为 国 际组织监管 的地 区 ， 这也

就意味着英 国殖 民政府在坦噶尼喀 的行为受到联合 国 的监管 。 德 国 和英

国的殖 民统治当然不能成为促进坦桑尼亚族群 和谐局面形成 的有利 因子 ，

但从某个角 度来看 ， 受 国 际社会监督的殖 民 政策从客观上 降低了后殖 民

时代族群分歧对坦牵尼亚 国家认 同感形成 、 统一 国家建立 的 负 面影 响 ，

也就间接减少 了独立后 的 坦喿 尼亚处理 民族 问 题所 消耗的政治 、 经济

资源 。

二 以文化人 ： 文化调剂下的
一体认同

语言和教育是族群和谐的重要支撑 ，
坦桑尼亚推行 的斯瓦希里语 国

语化 、 统一性 国家义务教育 、 消减族际隔 阂 的 文化措施等都成为推动族

群互动和族群和谐 的重要 因素 。 依托于一系 列 的 民族整合措施 ， 民族国

家建构框架下的
“

坦桑尼亚人
”

这一国家认同逐步确立 。

（

一

） 纽带连接 ： 共有语言及语言政策

坦桑尼亚语言众多 ， 除外来 的 英语 、 阿拉伯语和南亚有关语言外 ，

主要 民族 （ 占人 口９５％ ） 说班图语 ， 但班图语在坦桑尼亚有 １００ 多种方

言 。
？ 语言对 于人类共同体形成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 操有相 同语言的族

群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 而如果语言不通 ， 则不利于不同人类共 同体

之间的互动交流 ， 从而影响到族际关系 ， 甚至造成族群矛盾 。

？ 早 在 １２

世纪 ， 斯瓦希 里语就 在坦桑尼 亚东 部沿海产生 ，
随后 逐渐传人 内 地 。

１９ ３０ 年 ， 英国统治者在坦噶尼喀成立了地 区 间语言委员会 （
Ｉｎｔｅｒ

－Ｔｅｒｒｉｔｏ－

① 李安山
：

《非洲 民主 主义研究 ＞ ，
中 国 国 际广播 出版社

，

２００４
，
第 ２９７

－

２９８ 页 。

？ 范 新 加坡 族群 和谐机制 ： 实 现 多元 族群社 会 的
“

＃ 治
”

》
，
湖南 人 民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６

， 第１ ２３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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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ａ 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Ｃｏｍｍ
ｉｔｔｅｅ ） ， 负责标准化 的斯瓦希里语推广 ；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

代 ， 前总统尼雷尔在争取政治和 国家独立过程 中将斯瓦希里语作为动员

全国 民众的重要工具 。 在独立后的 １ 〇 年里 ， 坦桑尼亚政府大力推广斯瓦

希里语 ， 将其作为塑造共 同国 家身份的重要工具 ， 并且强调其为政府的

官方语言和作为全国学校系统教学语言的运用 。
１ ９６ １ 年 ，

坦哦尼喀独立

后
， 政府随即在第二年将斯瓦希里语确认为 国语 。

１ ９６７ 年 ， 坦喿尼 亚成

立了
“

国家斯瓦希里语委员会
”

， 负责推广和完善斯瓦希里语 ， 并协同全

国各分支机构 出 版诸多刊 物 ， 主办与斯瓦希里语相关 的 会议 。
？ 不 难发

现
， 在这历史延续过程中 ， 斯 瓦希里语 已 然在全 国建立 了广泛 的 民众基

础
，
也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 国家语言 ， 共 同 的语言成为坦桑尼亚的立

国之基 。

斯瓦希里语作为争取 民族独立与 自 由 、 促进 国家建设和 团结 的一部

分
，
同时也作为

一种反
“

部族主义
”

的 工具
， 斯瓦希里语 的存在并不是

坦桑尼亚人族群属性的展现 ， 而是坦桑尼亚公 民身份 的表达 。 民族主义

时期 ， 斯瓦希里语在 坦桑尼亚的广泛使 用使得 坦噶尼 喀非 洲 民族联盟

（
Ｔａｎｇａｎｙ

ｉｋａＡｆｒｉｃａｎ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Ｕｎ ｉｏｎ
，ＴＡＮＵ ） 的 领导者 可以极其容易 的在

全 国为其政党培养支持者 。 作为一 门 非欧洲语言 ， 斯瓦希里语使得各个

民族集 团更为容易相互沟通 ， 并且在建设一个有效且真正的 国家 民族主

义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基石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 ， 斯瓦希里语是属

于坦桑尼亚普通 民 众 的语言 ， 而不仅仅是受 过教育 的 知识分子 的语言 。

毫无疑问 ， 斯瓦希里语成为国 内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便利工具 ，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坦桑尼亚民族意识的形成 ， 对消 除地方 民族主义 ， 推

动坦桑尼亚 民族建构方面起到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

（ 二 ） 有教无类 ： 统
一

的国有教育促进族群和谐

独立前 ，
坦桑尼亚先后被德国和英 国统治长达 ７０ 余年 ， 种族隔离和

歧视教育成为殖 民地教育政策 的基础 ，
地区 、 族群及各宗教社团 间 教育

发展存在着极大 的不平衡 。
？ 据统计 ， 自 １９４６ 年英 国殖 民者在坦桑尼亚

① Ｌ．Ａ ． Ｍｂｕｇｈｕ ｎ
ｉ

，
７７ｉｅＣｕ ／

ｆｕｒｅＰｏ ／
ｉｃｙ〇／

ｔ
ＡｅＡｅｐｕ祕ｃ 〇／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Ｐａ ｒＵ
：ＴｈｅＵ ｎｅｓｃ 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４

， ｐｐ
．
４４

－

４５ ．

② 葛公尚 ：
《初 析坦桑尼亚的民族进程一体化 政策 》 ， 《民族研究 ＞ １ ９９ １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７
－

４８ 页 。

③ 李建忠
： 《坦喿尼亚 教育改革初探》

， 《比较教育研究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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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了针对教育的十年发展计划后 ，
１ ９５６ 年初级教育的适龄儿童也仅有

３６％ 的入学率 ， 初中教育则更为凋敝 ， 仅有 ２３２ 名学生升入初 中学 习 。 在

这种背景下发展 的教育必然会强化各个族群 的地域化认 同 和族群认 同 ，

进而影响众多族群对一体化 国 家的 向 心力 ；
且教育作 为培养 国 家意识 、

提髙 国 民素质的重要途径 ， 受教育程度低 的缺陷成为坦桑尼亚 民族 国家

建构的一大阻力 。

独立后 ， 开国总统尼雷尔深刻认识到建立在坦桑尼亚本土特点基础

上 的教育发展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尼雷尔认 为 ，
尽管 国外教育为 我们

的发展做出 了一定的贡献 ， 但长期看来 ， 如果我们要树立一种强烈的 国

家意识 ， 就必须要培养 自 己 的受教育公 民 ，
也 即是说 ，

不仅仅要在非洲

开展教育 ， 而且教育的 内容要满足非洲 的需求 。
？ 新独立 国家 的第一个教

育措施是所有私立学校 的 国有化 ， 不再设立 只对特定民族 、 种族或宗教

集 团开放的学校 ； 并取缔为特定宗教或 民族 团体服务的学校 ， 如专为欧

洲人或亚洲人提供教育的私立学校 ，
迎合路德教会或圣公会等特定宗教

群体的学校 ， 以及那些 为迎合坦桑 尼亚富裕阶层而建立 的 学校 。 同 时 ，

在
“

教育必须大众化 、 必须宣扬平等思想 、 鼓励所有地 区的 人们相互合

作 、 培养青年将来为 国效力精神
”

这一 思想的 指导下 ， 坦桑尼亚 国家政

府 以义务教育政策为 支撑点 ， 大力推进公平教育 ， 消 除教育 中的 族群偏

见 。 据统计 ，
１９５７ 年 ，

坦桑尼亚大陆地 区初级教育入学人数为 ４３ 万人 ，

１９６７ 年 ，
这个数字 已达到 ９ ３ 万人 。 国有化教育和义务教育政策为族群偏

见、 族群隔 阂的消减提供 了有效的 途径 ， 与此 同 时 ， 坦桑尼亚政府也充

分认识到教育作为社会化工具的重要性 ， 他们决定对教育课程加 以利用 ，

将其作为促进坦桑尼亚族群和谐的 工具 。 为达成这一 目标 ， 政府把国 家

价值观和 民族 自豪感 的宣扬和强化作 为课程 的 内容 。 新课程 的核心理念

非 常明确 ：
坦桑尼亚这一 国家 概念至关重要 ，

而且这个国 家概念不是一

个个分散独立的族群身份表达 ，
它 只有

一个 内涵 ， 那就是民 众共同努力

实现从殖民状态过渡到 国 家独 立统
一

。 可 以想见 ，
独立后 ，

坦桑尼亚政

府在大力推动教育在削 弱族群分化 、 培养年 轻
一代 国家意识上发挥的 积

极作用 ，
国家教育的 推进过程也是众多族群 的族群意识隔离化转变为 国

家意识凌驾 于族群意识之上的过程 。

① 尼雷尔 ：
《 尼雷尔 文选

（
第 二卷 ） ： 自 由与统

一

＞ ，
韩玉平译 ，

华 东师 范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５
， 第 

９０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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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们都是
‘ ‘坦桑尼亚人

”
： 促进多元族群国家认同建构 的文化

搰施

１９６３ 年 ，
尼雷尔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强调 ：

“

独立后 ， 坦噶尼喀的公 民

身份成为一个合法事实
，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 就是确信作为坦噶尼喀共

和国 （ Ｒｅｐｕｂｌ ｉｃｏｆＴａｎｇａｎｙ
ｉ ｋａ ） 公民的一员是非常荣耀的 。 不管在什 么地

方 、 处 于什么情 况 下 ，
我 们 都 可 以 自 豪地说

‘

我 是 一 名 坦 噶尼 喀 公

民
’

。

” ？ 为将各个族群的 民众统一在国家公民身份的框架下 ，
独立后的坦

喿尼亚政府采取了 多项 旨在减少族群分歧 、 培养各族群 民众 国家认 同 的

文化措施 。

首先
， 政府通过对本土文化 的认可塑造来推动坦桑尼亚人的 国家认

同 。 １ ９６２ 年
，

尼雷尔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提到 ：

“

文化是每个国家 的本质和

精神 ，

一个缺乏本 国文化的 国家只不 过是一个没有 国家精神的人 的集合 。

在殖民主义所有的罪恶 中 ，
试 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没有 自 己 的本土文化或

我们拥有的文化是无用 的 ， 这是最大 的罪恶 。

” ？ 以此为契机 ， 政府建立

了国家文化和青年部 ， 该部 门 的 目 的在 于通过文化活动 的推动来发展属

于坦喿尼亚人 自 己 的文化个性 和文化认 同 。 其次 ，
通过对共 同历史记忆

的维护 ， 来增强 国 民认同感 。
１９６４

—

１ ９７４ 年 ， 政府制订 了 以博物馆建设

为核心的两个文化发展五年计划 。 第
一

个五年计划规定各个地 区的 首府

都要建立用于保护传统文化设施和文化遗产的 博物馆 ， 且 中央会 向各个

地区分别提供 ７０００ 英镑 的建设资金 ；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 间 ， 政府 出 台 了

包括扩建 国家体育场 、 建设地 区博物馆 、 建立文化 中心 、 进行文物搜集

和保护 、 扩建国家博物馆 、 在具有文物古迹 的地区建立文物博物馆等诸

多措施在内的文化发展计划 ，
总预算达 ６００ 余万坦桑尼亚先令 。

？ 殖 民遗

产和殖民记忆在凝结多元族群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承载着这些历史

性记忆的建筑 ，
不仅仅是 国家独立的象征

，
同时也是超越于单

一族群之

上 的具有共 同性 的民族心理和 民族意识 日臻成熟的表现 。

①尼雪尔 ：＜尼雷 尔 文选 （ 第二卷 自 由 与统一 ＞ ， 韩玉平 译
，
华 东师 范大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５
，
第１ ８９页 。

② 尼雷尔
：

《尼 當尔 文选 （第二 卷 ）
：
自 由 与统

一

》 ， 韩玉平译 ，
华东师 范大 学 出 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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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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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制为轴 ： 政治体制推动下的族群和谐

在多族群国家的 民族国 家建构过程 中
， 伴随的 往往是 各个族群相互

妥协后 国家层面之上 的 民族共 同体的形成 。 为了 构建和运 营 自 己 的政治

体系 ， 这一共同体也必然会通过政治权力来 聚集 民族利益 ， 协调族群关

系 。
？ 其间 ， 政治制度是政治权力运行的制度性安排 ， 政治制度 的合理与

否 ， 深切的关乎族群关系能否保持和谐稳定 ， 对于拥有 １２０余个族群的坦

桑尼亚 ， 这点显得更为重要 。

＜

—

） 团结核心 ： 革命党的成立 、 发展及作用

马及马及起义的 失利结束 了一 个试 图用武装 斗争争取独立 的 时期 ，

转而开辟了一个妥协于接受殖 民统治并采取和平手段争取 自 由 独立 的新

时代 。 武装反抗时期 ， 各个族群已然看到 了族群 团结所带来 的巨 大能量 ，

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 ， 但谁也 不能否认团 结各个族群 的 国 家性组织 的建

立在 自 由独立之获取 、 国家意识之形成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

以此为契机 ， 在两次世界 大战期 间 ， 诸多超族群 的组织和协会应运

而生 ， 坦嗔尼嘻非洲人协会 （
Ｔａｎｇａｎｙ

ｉｋａＡｆｒｉ ｃａｎＡ ｓｓｏｃ ｉａｔｉｏｎ
，ＴＡＡ ） 是这

些组织 中的杰出代表 。
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４５ 年 ， 这个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在团结

的理想指导下 ， 将 国 内众多组织和协会联系 在一起 ， 进而解决 国 内众多

族群不团结 的问题 。 故此 ，
坦噶尼 喀非洲人协会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更

重要的是它非族群的性质 。 继 承了该理念 的坦 噶尼 喀非洲 民族联盟成 了

一个独特的政治组织 ， 并发展为
一

个成功的群众运动 。
？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 ７ 日 ， 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正式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 民

族联盟 （
Ｔａｎｇａｎｙ

ｉｋａ Ａｆｒｉｃ 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 ｉｏｎ
，
ＴＡＮＵ

） ，
这也标志着这一组织

从半政治性 、 半社会性的 协会过渡 为单
一性政党 。 作 为一个全国性 的机

构 ，
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对各个族群的 成员并不存在歧视 。 坦噶尼喀

非洲 民族联盟的壮大一方面体现的是它在连接各个族群工作 中 的 出色表

①周平 ：
＜ 民族政治学 ＞ ， 离等教育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第 １ ３０

－

１ ３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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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
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一政党的存在为 当 时诸多族群谋求 自 由 与独 立

提供了 一 个合适 的 团 结平台 。 １９ ６ 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坦噶尼喀获得政治 独

立 ， 但不同族群之间并没有因为谁应该掌握 国家政权的 问题而爆发冲 突 。

这一局面 的造就 当然不能全然 归功于坦噶尼喀非洲 民族联盟 的存在 ， 但

能部分地反映出它如何 以组织 的形式体现 出族群间 的稳定关系 。 依托 于

族群团结 ，
坦噶尼喀实现了独立 ， 但 如何在政治上维护 国 家的稳定依然

是摆在整个 国家面前的
一道难题。 独立初期 ，

坦 噶尼喀 实行 的是 多党 民

主议会制 ， 除了坦噶尼喀非洲 民族联盟之外 ， 坦桑尼亚还存 在着坦 噶尼

喀联合党 、 坦噶尼喀非洲 国 民大会等诸多政党 。 就坦桑尼亚而言 ， 政党

的存在往往是各族群在政治上 的反 映 ， 随着坦桑尼亚 人重 掌 国 家政权 ，

各 自 族群集团的利益诉求也存在着 冲突 ， 这对 于一个新兴 国 家来说无 疑

是极为不利的 。
１ ９６５ 年 ，

坦噶尼喀非洲 民族联盟 国家执行委员会通过 了

修改坦噶尼喀宪法 的决议 ， 决定将坦噶尼喀为一党制 国 家的 既成事实 载

人宪法 ， 坦噶尼喀非洲 民族联盟成 为坦噶尼喀地 区唯一 的合法政党 。 尼

雷尔就一党制 问题在答记者问 时明确指 出
：

“

对于年轻国家来说 ， 多党制

很容易造成分裂 ，
导致国家软弱 ， 使别有用心的 投机者有机可乘 ， 无视

国家独立 。

”① １９７７ 年 ２ 月 ５ 日 ， 坦 噶尼喀非洲 民族联盟和桑给巴尔非洲

设拉子党合并为坦桑尼亚革命党 ， 并于 １ ９８２ 年 １ 月 被确 定为唯一的执政

党 。 革命党继承了坦噶尼喀非洲 民族联盟在处理族群问题上的 一贯态度 ，

并在 《坦桑尼亚革命党党章 》 中 明确规定 ： 保证政府及一切公共机构 向

全体人民不分性别 、 肤色 、 部落 、 宗教和社会地位提供平等 地位 。 在实

行一党制 的几十年里 ， 坦盟及其后 的革命党虽 因
一

党独 大使得在政党腐

败 、 经济发展等方面 出 现 了弊端 ， 却少有 因政治原 因 发生 的族群 冲突 ，

可见在坦桑尼亚独立之初这一特定时期 ，

一党制在避免族群矛盾 、 维护

民族一体化和 国家统
一

等事务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 二 ） 法度为纲 ： 平等公正的选举制度

在极易引起族际冲突 的 政治领域 ， 坦桑尼亚革命党认为反对党政治

不适用于多元族群的坦桑尼亚 ， 所 以逐步确立起革命党一党独大的体制 。

一党制 的实行引起的是各族群对 自 身利益 、 权力分配的恐慌 ， 为打消 这

① 《 尼雷尔就 国 内外形势 答记者问 》
，
冯克智 、 曹勤译

， 《 非洲历 史研 究 ＞１ ９８７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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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疑虑
， 作为权力分配途径的选举制度的合理制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

一

党制期 间 ， 宪法就国 民议会选举制度做 出 了 明确规定 ： 国 民议会

候选人不仅需要坚定的成为革命党的一员 ，
而且他在参与选举之前还必

须得到革命党的推荐或选择 ；
要成为候选人 ，

必须 同 意执政党 的一 系列

严格规定 ， 其 中包括禁止诉诸族群 、 种族或宗教身份 ； 候选人在竞选时

被要求必须使用斯瓦希里语 ， 使用当地语言则可能被取消 竞选资格 ； 候

选人严禁利用族群或宗教偏见来获得支持 ，

一

旦发现候选人有这种行为

将被取消竞选资格 。

一方面 ，
这些规定的存在 凸显 了坦 桑尼亚多种族和

多族群 的特性 ， 明确地表达了 革命党维护 中央政权权威统一的决心 ；
另

—方面 ， 这些规定 的存在也把许多声望极 髙的传统领袖排除于 中央 政治

体系之外 ， 通过对传统领袖权威的 削弱 ， 建立在单一族群集团 之上的权

力结构将难以为这些传统领袖在新 的多民 族统一 国家获得领导身份提供

一个合法性途径或者机会 。 为进一步 凸显坦桑尼亚的 多元族群特性 ，
革

命党也采取
一系列措施来保证国 民议会的 成员 不是 由 某

一特定族群或者

某一族群占 绝大多数 的选 区 当 选 。 如坦桑 尼亚政府将行政区 划设为 省 、

县 、 乡 、 片 、 村五级 ， 在具体划分 中 ， 大多数 的县界与该地 区族界基本

吻合 ， 宪法规定每个县必须拥有至少一个席位 ， 保证 了基本上各 族群 都

会在议会内拥有席位 。
？ 这一 旨在保障多元族群利益的选举制 度虽一定程

度上会强化族群边界 ， 不利 于族际沟 通和 国 民融合 ， 但 中央权力 机构 的

选举制度中族群身份 的淡化也会很大程度上消解这一 副作用 。 任何
一个

族群在促成国家实质统
一

、 族群 和谐的 进程中都发挥着独特 的作用 ， 因

此为 了充分保障各个族群的权力伸张 ，
对地方族群权力的适度让步是难

以避免的 。

（ 三 ） 权力分配 ： 酋长制 问題 的合理解决

独立初期
，
坦噶尼喀地 区存在两种地方政权 ： 以 １９５３ 年 《地方政府

法》 （
Ｌｏｃａ ＺＧｗｅｒｎｍｅ／ＵＯｒｄ ｉｎａ．ｒａｃｅ ） 建立的 １ １ 个城市委员会和 ６ 个农村委

员会 ； 根据殖 民时期的 国家条例建立的 ５５ 个其他形式 的农村委员 会 。 这

两种地方政权并非通过选举产生 ， 且大多是 以各个族群为基础 ， 实 际权

力也由传统酋长掌控 。 独立后 ， 统一 的 中 央政府无 意于承认原先按照族

群界限建立的地方政权 ， 因此直至 １ ９６２ 年 ７ 月 ，
这些地方政权并没有在

① 葛公尚 ：＜ 

初析坦喿尼亚的民族进程
一

体化政策 ＞ ， （ 民族研究 ＞ １
Ｗ

１ 年第 ２ 期
，
第 ４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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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被赋予合法身份 。 为改变 中央权力受制于地方酋长的 局面 ， 中央

政府于 １９６２ 年废除了 《非洲酋长法》 （ ＾ｉ
ｆｒｉｃａｎ ＣＡ ｉｅ／ｓ ＯｒｅＫｎａ／ｔｃｅ

） ， 建立在

民众普选和中央授权基础上的非洲 自 治委员 会 （
ＡｆｒｉｃａｎＤ 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ｕｎｃ ｉ ｌｓ

）

代替酋长政权行使权力 。 就此 ， 传统酋长要么继续孤立 ，
要么 采取合作

的姿态参与这一权力 重组 。 这一 民 主原则 的胜利使得酋长权力式微
，
当

《非洲酋长法 》 被废除后 ， 建立在这一法令之上 的酋长权力也被迫让渡 。

这一推施虽说某种程度上会伴随着传统地方政权 的抵制 ， 但也只 是 民族

国家建构过程中 的 阵痛 ， 最终将有利 于族群传统权力 的分解 、 国家统一

权力的建构以及中央和地方黏合程度的加强 。
？ 对一般族群来说 ， 酋长在

族群内部具有崇高 的地位和绝对的权威 ，
对酋长权 力体 系 的改制一定程

度上是对各族群民众原属族群认 同 的改革 。 当然 ， 传统权力 的消解并不

是简单的权力剥夺 ，
而是权力统一化基础上 的权力再分配 。 这种权力体

制上 的变动体现的也不仅仅是传统酋长政权 向新兴 国家政权 的权力让渡 ，

同时也是 民众族群身份向公民身份的转化 。

四 小结

自 独立来 ，
坦桑尼亚不时会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 、 宗教等方面面临

一些困扰 ， 尤其是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 据联合国颁布的 《 ２０ １６ 年最

不发达国家状况报告 》 显示 ，
坦桑尼亚依 旧无法摆脱其最不发达 国家 的

窘境 。 但总体来看 ，
独立后 的坦桑尼亚没有爆发过大规模 的族群冲 突 或

因族群矛盾而产生的 国 内动乱 ， 各族群 间 和谐 相处 ， 从这个层 面而言 ，

坦桑尼亚 的族群治理成就显著 。 ２００ １ 年 ， 非洲 民主动态调査组织就
“

你

觉得 自 己属于哪个特定群体
”

这一问题在非洲展开调査 的数据显示 ， 坦

桑尼亚只有 ３％ 的人 回答
“

他们所属族群
”

。
？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坦桑尼

亚族群关系 的处理 、 民族 国家的建构所取得 的 良好成效 。 当然 ， 坦桑尼

亚的族群关系结构并不是一个静态体 系 ， 随着社会关系 及国 内外环境的

①Ｄ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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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 族群关系也会发生变化 ，
这也就决定 了 国家的族群治理体系 也应

适时调整 。 成熟 的社会理应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 尤其对于具有多元族群

的坦桑尼亚而言 ， 坚 持对多元族群的 包容 ， 各个族群才不会 因差异性的

消失而陷入同化模式下的模板式存在 ，
整个国家才能更具生命力 。

关于族群关系的讨论 ， 同化理论和 多元化理论是学界较为通用 的两

大理论范式 。 同化最直接的含义是 日 渐融合与渐增的相似性 。
？ 美国学者

戈登在早期社会学家帕克的研究基础上将 同化解释为不 同群体将经历的

一系列阶段或步骤 ， 并将 同化过程 由 初级到高级 分为 ７ 个 阶段 ： 文化或

行为 同化 （文化适应 ） 、 结构同化 、 婚姻同化 （ 融合 ） 、 认 同 同化 、 态度

待遇上的同化 、 行为待遇上的 同化和公 民同化 。
？ 虽说 同化理论因缺乏对

少数族群的关 注以及 忽略族群差异性边界的存在而为后 来学者所垢病 ，

但以可同化为假设前提 ， 则是肯定 了族群间存在着相似性 ， 在 ２０ 世纪种

族主义盛行的时代 ， 具有积极 的反种族主义的 意义。 多元主义是对 同化

主义的回应 ， 它主张保存族群间 的 差异 ， 强调少数族群的 权利 、 文化存

在 、 生活方式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 艾布拉姆森将多元化定义为族群会

以保持甚至强化其特征为前提 ， 产生持续 的族群差异 。
？ 多元主义有 利于

族群宽容与族群多样性 的维持 ， 各个族群不会 因差异性的 消失而陷人同

化模式下的模板式存在 。 但我们理应清晰地认识到 ， 在现代多族群社会

中 ， 同化过程和多元化过程不可能分离存在 。 完全的 同化意 即对族群差

异的抹杀 ， 完全的多元也会使得各个族群难 以共处一个社会 ， 偏 废一方

的做法难以完成多族群国家的 国家构建任务 。 坦桑尼亚拥有 １２６ 个族群 ，

总人 口 有 ５０００ 余万人 ， 人数最多的苏库马族与尼亚姆维奇族也各只 占 总

人 口 的 １３％ 和 ８％
， 并没有某一个或某几个族群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 ， 所

以单用 同化理论或者多元化理论都不能解 释其稳定 的族群关系 。 如上文

所述 ， 独立后的政府采取 了一 系列措施力 图 建立成熟稳 固的 国家认同 。

但是 ，
这些措施不是 以消灭族群差异性为前提 ，

而是强调基于
一

体化 国

①马丁？ 麦格 ：＜族群社会学 ＞ ，
祖力亚提 ？ 司马义译 ， 华夏出 版社 ， ２００７ ， 第 ９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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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同下的多元化族群认同 。 坦桑尼亚政府较好地处理了各族群
“
一体

”

与
“

多元
”

的关系 ，

“

坦桑尼亚人
”

概念 的产生与弘扬 ， 为民族国家的 建

构方法提供了有益经验 。

（责任编辑 ： 胡 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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