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麦隆教育中的殖民影响

[喀麦隆] 马拉·克里斯托弗·尼古拉斯

【内容提要】 在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大背景下， 从传统教育得到的

讨论和拨款的视角来看， 喀麦隆沦为殖民地后丧失了教育方面的重要

传统特色。 本文的目的是论证殖民化这个世界性问题对喀麦隆教育造

成的严重破坏。 通过对芳—贝蒂族这一案例研究的文献综述， 笔者重

新审视了殖民对传统社会的影响。 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前， 传统教育

讲究实用性、 功能性和职业性。 就芳—贝蒂族地区而言， 教育是社会

组织的脊柱。 通过启蒙和观察， 老一代把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 使传

统信仰得以传承并适应新的环境。 可以说， 芳—贝蒂族的课程设置是

教会年轻人掌握职业能力， 以便他们能够为社会整体福祉发挥自己

的作用。 而基于男女之间的互补性， 人们采取性别差异化的教育方

法。 在父系社会中， 年轻男孩受训如何掌控社群； 但对年轻女孩的

教育也相当重要， 年轻女孩被认为是潜在的部落使者。 芳—贝蒂族

实行异族通婚， 通过婚姻纽带， 两个部落可以结为同盟。 因此， 年

轻女孩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 然而， 殖民改变了一切。 殖民主子认

为传统的教育体系野蛮落后， 予以禁止， 采取同化政策， 以殖民政府

的文化取代本土文化。 即使殖民结束后， 本土文化仍被教育政策制定

者所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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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对殖民前的教育领域进行研究似乎与教育的实际趋势关联甚少， 例如

教与学的质量及其相关性、 课程设置与评估、 通过教育体系来促进经济增

长， 以及提高毕业生满足本地劳工市场的技能需求， 等等。 然而， 许多发

展中国家面临严峻的教育挑战， 由于继承了过去殖民者不合适的教育政

策， 它们无法解决源于社会需求的实际挑战。 根据 《简明牛津政治学辞

典》 的定义： 殖民统治 （colonialization） 是一个强国的中心系统持续主宰

周边地方及其组成部分 （人、 牲畜， 等等） 的控制过程， 殖民政策 （ co-
lonialism） 则是一个强国将其控制区域扩展至弱小民族或人民的实践。 换

言之， 殖民政策和殖民统治的相似性在于强国主宰弱国的政治、 经济、 文

化和社会领域。 喀麦隆和绝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 在 18 世纪

初 （原文如此———译注， 下同） 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 许多哲学家、
作家和政治领袖辩称， 非洲大陆， 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 就像一片

“无人区”。 即是说， 人们能找到的与非洲历史相关的一切都是由欧洲人

创造的， 包括对历史和教育的研究。 这意味着殖民前的非洲不存在任何社

会组织或教育。 言及非洲教育， 必须从殖民时代的教育开始①。 显然， 这

些说法的历史背景就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辩护。 荒谬的是， 在 21 世

纪的今天， 仍有一些人相信并认同黑格尔这套关于史学精神的 “过时”
理论②。 目前而言， 现在关于非洲教育的文章和书籍对殖民时期和独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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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制度作了很多比较。 而本文旨在以喀麦隆中部地区的 “芳—贝蒂

族” 族群为案例， 探讨非洲传统社会的教育特点和殖民政策对其的影响。
首先， 需要分析殖民之前的喀麦隆情况。

殖民之前的喀麦隆， 马赛克式的族群彼此独立； 现代喀麦隆的殖民遗

产包括地理边界、 官方语言 （法语和英语） 和制度设置。 喀麦隆现行的

地理边界继承自原殖民政府。 和许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一样， 在 18 世

纪 （原文如此） 之前， 喀麦隆没有明确的边界， 甚至连 “喀麦隆” 这个

名字都不存在。 当时这个地方存在许多不同的部落、 帝国和王国。①

喀麦隆一名的由来

喀麦隆这个名字本身带有殖民主义的象征。 15 世纪欧洲各国占领此

地以来， 这个名字多次变更。 喀麦隆一名来自 “喀麦隆河” （ Rio dos
Camarões）， 1472 年来的葡萄牙航海家用这个词来称呼地处经济活跃城镇

的一条盛产大虾的河流②。 后来这个词被不同殖民宗主国翻译成各种语

言。 1884 年 7 月， 当地酋长和德国政府签署了 《保护国条约》， 这个名字

变成德文译音 “ Kamerun”。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落败， 喀麦隆的法律

地位随之改变。 1919 年巴黎和会的重点是委任管理德国的属地。 德国被

迫投降并放弃海外殖民地， 包括喀麦隆。 英法两国得到国际联盟授权， 托

管喀麦隆③。 由此， 喀麦隆之名在法语中成为 “ Cameroun”， 在英语中则

是 “Cameroon”， 而法国和英国的文化也在当地得以传播。 但本文主要讨

论的是在西方文化到来之前， 即殖民前的喀麦隆。
殖民之前， 喀麦隆的族群分布呈马赛克状， 它们按不同文化分野， 各

具鲜明的特色。 下列族群位于喀麦隆东南部的 “巴卡” （ Baka） 文化系；
他们被视为南喀麦隆最早的居民：

— “班图族”： 位于喀麦隆南部和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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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地社会”： 位于喀麦隆西部地区

— “新苏丹人”： 位于喀麦隆北部①

这些族群彼此独立， 在各自的领地建立了不同的社会文化组织。 必须

指出， 班图族不仅存在于喀麦隆， 在非洲其他地区， 如中部和南部非洲等

地也有， 他们在社会组织、 习俗和信仰方面颇为相似。 据说， 这可能是文

化复杂动态演化的结果②。 该族群即是喀麦隆、 加蓬和赤道几内亚等地的

芳—贝蒂 （ Fang-Beti） 族、 芳—贝蒂—布卢 （ Fang-Beti-Bulu） 族和帕胡

因 （Pahuin） 族。 目前学界关于芳—贝蒂族传统文化的文章有很多， 例如

亚历山大③和多位学者的合著④等。 这些著作探明了芳—贝蒂族的历史，
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假设提供了文献来源。 既然如此， 芳—贝蒂族传统社会

的社会组织是什么？ 其教育的特点和作用又如何？

殖民前喀麦隆传统教育的特点

笔者在此首先设立一个 “假设”， 即出于各种原因， 每个社会都需要

教育。 谈及生活中教育的必要性， 杜威认为：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教育

是人生的社会性延续之手段。 现代都市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 与野蛮

部落的成员一样， 生来之初都是不成熟的， 不能自立， 并没有掌握语言、
信仰、 思想或社会准则。”⑤

在殖民之前， 喀麦隆社会的教育并非正式教育， 而以口头传述为基

础。 其目标是通过培养个人的良好行为模式来协调传统社会。 在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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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 家庭作为教育主体， 负责传授在社会上行之有效的能力和

技巧。

教育是社会组织的基础

亚历山大在著作中定义了芳—贝蒂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社会组织：
—家庭

—群体

—宗族

—部落①

这些社会组织基于父系的亲缘关系而不是母系的②。 家庭是芳—贝蒂

传统社会基础的脊柱。 这种社会学特征存在其必然性， 因为同一宗族的若

干家庭组成一个村庄， 而若干村庄组成一个部落。 每个家庭都拥有其自主

权， 因此没有一个家庭能凌驾其他家庭之上。 正如奎恩③指出的， 在芳—
贝蒂传统社会里存在一些家庭通过社交仪式联合的多种方式， 例如成人

礼、 战争， 等等。
一家之长负责照顾整个家庭。 每个人的生活都依赖于许多信仰和传统

活动。 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接受教育。 从这些社会

学特征可以看出， 在传统社会中， 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它似乎是实现个人

成就的途径， 是通过学习家谱来规范亲属、 群体、 宗族和部落成员之间关

系的独特路径。 芳—贝蒂传统社会通过教育， 为下一代提供知识和信息，
以塑造符合整个族群思想、 感情和行为方式的理想社会习俗。

凯利将教育定义为一生的过程， 老一代借此将赖以生存的技能、 价值

观和知识传授给年轻一代。④ 而在芳—贝蒂传统社会， 教育即由老年人通

过课程设置引导年轻人接受族群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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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贝蒂传统社会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在此， 需要先厘清 “课程设置” 这一概念， 以便明确是否可以用来

描述传统社会尤其是芳—贝蒂族社会中的教育内容。
“课程设置” 这一术语有几个定义。 “ currere” 源自拉丁语， 原意为

“奔跑”、 “行进”。 约翰·克尔 （John Kerr） 将课程设置定义为由学校规

划和指导的所有学习， 包括集体进行和单独进行、 学校内和学校外的学

习①。 在这种课程设置观中， 正式的教育方式应该是通过学校向年轻人

传授知识。 但是， 非正式的方式也可以用于教育过程。 因而， 课程设置

概念的复杂性涉及将围绕教育进程的整体现实情况纳入考虑范围， 如社

会向青年传授手艺、 知识和技能的途径、 手段、 方法等。 正如考克斯所

引用的布拉斯拉夫斯基 （ Braslavsky） 之言， 课程设置是出于教育的目

的， 选择和组织知识的传授， 凝聚了社会和教育之间的关系。② 因此，
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过程是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一种协议安排， 根据文

化和社会的需要规定教育过程的持续时间、 发生地点及其价值。
此前的文献综述承认， 在芳—贝蒂传统社会的教育过程中存在课程设

置。 在传统文化中确有课程设置， 年轻人据此学会了乡村生活所需要的技

能和部落的历史。 沃尔特③认为， 本土教育在物质和精神意义上与社会生

活密切相关， 如其集体性、 儿童的进步发展。 通过课程内容， 青少年被赋

予实现个人幸福的基本要素， 例如勇气、 自律和节制。 这些要素对于规范

社会人生是必要的； 同其他社会人共同相处， 掌控各种情绪的能力有利于

整个社会。
在芳—贝蒂传统社会， 教育始于儿童早期。 年轻一代通过观察、 听故

事和与老一辈的讨论而成长。 这种培训开发了技能、 培养归属感和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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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意识①。 年轻人通过长时期口耳相传的知识学会如何适应环境而生

存。 他们可以学会雕塑、 农耕、 捕鱼、 占星、 制陶、 医疗、 烹饪等。 由此

可以看出， 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使每个社区成员 “就业”， 拥有一份职

业， 从而融入社会。 全社会都关注如何使教育更有成效， 因为社会的福祉

取决于教育。
教育更多注重实践性、 实用性、 功能性和职业培训。 青年人从长辈那

里学习， 实践成年后谋生的各项任务。 教育包罗万象， 囊括了生活的方方

面面。 正如奥科罗所引瓦格纳的观点， 非洲国家的本土教育引导人们习得

技能和培训学徒， 这是非洲本土社会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广义教育过程的

一部分。②

教育和生产活动并未分离， 体力和智力劳动也未分离， 教育都是

“在干中学”。 为了保存文化、 民俗和传统， 教育引导年轻人更好地理解

传统， 要求他们传承这些传统并接替长辈。 常言道， 随着时代的发展， 今

天的年轻人将成为明天的领导者。
通过非正式的教育手段， 芳—贝蒂族的传统体制适应了现实的环

境， 培养适合那种传统社会的人格品质③。 教育内容通过多元要素，
如学习家谱、 神话、 传说、 寓言……他们通过鼓手或传统吉他手的作

品来牢记祖先的回忆和成就。 可以说， 教育是生存的基础， 是一个重

要的工具， 带来社会产出和理想的变化， 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在其中塑

造自我。

芳—贝蒂传统社会中的性别问题

本文这一节并不在于分析芳—贝蒂族传统社会中男女性别平等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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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目前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硕果颇丰①。 笔者希望通过现有的资料来分

析教育对女性和男性在传统社会中不同角色间影响的差别。 首先必须记

住， 性别问题在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都引人关注。
性别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儿童基金会等） 通过千年目标确定了许多争取男女平等的政策。 各国政

府通过设立法律法规来确保性别平等、 机会均等、 女性接受主流教育以及

赋予妇女权力。 性别问题的解决仍有赖于改革和社会制度的保障。
1990 年以来， 大多数国家的人类发展取得重大进步②。 但这一进展应

该持续下去， 因为还有超过 1 亿的儿童没有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这 1 亿

儿童中 55% 是女孩③。
喀麦隆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性别平等问题。 就教育而言， 已经

考虑到了性别问题。 然而， 女孩在完成学业的过程中仍然面临比男孩更多

的困难④。 但在殖民之前， 人们认为整个社会都需要接受教育， 这对族群

来说很有必要。
芳—贝蒂传统社会中的性别概念源于 “生活在一起” 的社会观念。

恩戈在她的著作中通过两性之间的互补性提出了相关例证⑤。 因此， 教育

过程是根据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体质能力来制定的。 男女教育的共同点

在于对习俗、 法律、 仪式和道德等的深入理解， 只是观察、 教学和引导的

方法有别。 传统和习俗是指传统仪式、 婚礼、 新生儿起名以及族群的禁忌

等。 两性间的差异则来自传统社会组织的父系制。
这种教育体系引导年轻女孩学习家庭主妇的技艺。 芳—贝蒂传统社会

002  非洲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kingsley， M. （1992. ） Une Odyssee africaine. Paris： Edition Phebus. Ngou， H. （2007） Ma-
riage et violence dans la societe traditionnelle Fang au Gabon. Paris： Harmattan. p. 22. Van der Veen，
L. J. ， Hombert， J. M. ， Mouguiaba-Daouda， P. ， Comas， D. ， Quintana-Murci， L. & Sica， L.
（2007） The Origins of the Fang： Language， Culture and Genes Myth and Reality. Lyon： Linguistics Col-
loquim， Center for Language and Cognition Groningen.

UNDP， （24 July 2014）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4： Sustaining Human Progress： Reduc-
ing Vulnerabilities and Building Resilience.

UNESCO / Women.
MINPROFF updated report Cameroon 2013， local data available in the ministry in charge of

women affairs.
Ngou， H. （2007） Mariage et violence dans la societe traditionnelle Fang au Gabon. In h. Ngou，

Mariage et Violence dans la societe traditionnelle Fang au Gabon. Paris： Harmattan. p. 22.



认为教育对于年轻女孩至关重要， 尤其是婚后。 亚历山大指出， 该族群实

行异族通婚①， 即只能与外族通婚的社会安排。 奎恩认为， 婚姻有时可以

成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手段， 可以避免部落之间的冲突。② 因此， 通过与不

同部落的人联姻可以建立联盟， 年轻女孩教养好的部落自然备受青睐； 与

此同时， 年轻男孩被培养成家庭和社群的领导者。
通过观察， 年轻的男孩学会自己未来如何生活。 他们还通过另一种传

统方法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 在一段特定的时间里， 全村的男孩集体通过

成熟考验③， 整个成人礼过程包括智力、 文化、 历史和体能方面的考验。
凡能证明自己智力、 文化成熟者， 均被视为有助于部落的发展， 便可以拥

有自己的土地、 建造房屋并结婚。 由此可以看出， 教育贯穿部落发展的全

过程。

芳—贝蒂社会中教育的隐性目标

教育目标是对教育行为指向或意图的一般性陈述。 目标的设立必须是

现有条件的产物。 它必须考量现时事务， 考量现有资源和面临的困难。 杜

威认为， 教育的目的必须灵活， 因势而变。④ 这个标准与未成熟生物的成

长适应性相近， 即为了增长才干而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换言之， 大多数

情况下， 教育被用于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契约。 在芳—贝蒂传统教育

中， 可以看到相似之处。 为了扩展部落边界或防止其他部落入侵， 芳—贝

蒂传统社会习惯于战争。 因此， 像希腊 （古斯巴达人） 一样强调体能锻

炼方面的教育训练。
亚历山大认为， 喀麦隆社会组织的结构使家庭之间平起平坐， 因此，

很难产生像欧洲式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⑤。 但偶尔部落面临亟待解决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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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 会选出一个国王。 这种情况类似于现代设立专项法律来处理危机的

“紧急状态”。
在芳族传统社会， 选新国王的目的是应付紧急情况， 解决危及部落成

员生命的危机， 如大象等动物的侵扰或其他部落的进攻等。 此时国王的作

用至关重要。 国王的合格标准都源自 “Sso” 和 “Ngi” 等成年礼①， 在传

统文化中， 这是指有能力应对所有体能挑战， 具备传统技能、 才干、 知识

等方面的精英。 所以， 精英是得到完备教育的重要角色。 由于具备杰出的

文化知识、 良好的体能训练、 心智成熟、 不贪婪、 追求社会正义等要素，
精英可被选为国王并能御敌， 拯救部落。 准确地说， 教育的目的并非培养

统治社会的精英阶层， 而是要让年轻人克服社会发展中的障碍。
由此可以看出， 教育在喀麦隆的传统社会中非常重要， 因为这涉及他

们的生存： 适应环境和农耕意义上的生存； 面临邻近部落吞并时的生存。
部落及其成员需要具备好奇心、 创造力和适应性。 用创新来调整知识

内容十分重要②。 可以说， 每当一个特定的部落设法掌握了某种技术制造

精良的武器， 其他部落必须赶上， 因为入侵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掌握制

造先进武器的能力才有威力。
但随着 18 世纪欧洲人的到来， 社会和历史的现实发生了变化。 当地

人第一次接触到 “传教士”， 如伦敦传道会、 帕罗蒂天主教传教团 （ Les
Peres Pallotin） 等， 传教士的目的是通过传授圣经让当地人皈依基督教。

殖民对芳—贝蒂社会的影响

本节讨论的是 19 世纪殖民统治给芳—贝蒂族传统社会带来的强制性

社会变化。
欧洲国家依据柏林会议 （1884—1885） 的规定， 全面入侵和占领了

非洲地区。 这里的全面占领在 《最后文件》 的第 35 条中定义为： 列强只

有在真正占有殖民地之后才能获得相关权利③。 全面占领意味着殖民者需

要悬挂宗主国国旗、 建立行政机构、 组建警察力量并通过西式教育推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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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准则。 正是因此， 不分族裔、 信仰、 文化的众多族群被拼凑到一

起。 非洲社会， 特别是芳—贝蒂族人， 被迫踏上前途未卜之路。

殖民教育政策

正如本文开章所述， 喀麦隆这一名称本身的来源揭示了它历经德国、
英国和法国多国占领的历史①。 而对比德国、 英国和法国的殖民教育政策，
我们可以发现： 他们主要是通过传教士在喀麦隆推行欧洲教育。 传教士向

当地人传播西方的知识标准， 并要他们信仰基督②。 原住民皈依基督教始

于 1844 年的英国传道会， 但在德国与当地酋长签订了 《保护国条约》 之

后， 就被德国控制的巴斯勒传道会取而代之了。
法国通过 “直接统治”， 直接控制了喀麦隆的教育体系③； 塔比—芒

加指出， 法国殖民当局的课程设置分三个层次④：

—乡村学校： 用生活中常用的基础法语教授卫生、 农业课；
—地区学校： 教授法国课程；
—成人学校： 基本法语扫盲。

正式教育使用语言的选择对殖民者有着重大意义， 教学语言的选择是

由经济、 政治和文化利益所共同决定的。 这种殖民语言必须能作为一种工

具去统一包括芳—贝蒂族在内的非洲本土传统社会， 从而达到建立一个有

理想文化和独特交易市场的殖民帝国。 让我们回忆一下殖民扩张的历史

背景。
在 19 世纪的西欧， 工业化带来的是欧洲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保护和

贸易壁垒。 总体来说， 自然资源对欧洲国家维持工业化生产和在新市场中

投放工业化产品都至关重要。 因此殖民扩张被他们认为是解决经济、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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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 “灵丹妙药”。 ①干涉教育所使用的语言有助于解决殖民在文化方

面的问题。 换言之， 殖民宗主国语言的引入是为了取代殖民地本土语言，
从而强化殖民权威。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撤离， 喀麦隆被国际联盟

交给法国和英国托管。 因此， 尽管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理念相左， 法语和英

语都成了喀麦隆教育体系使用的语言③。 法国的殖民理念是同化和直接统

治， 而英国则更侧重于间接统治和联盟。

教育成为在芳—贝蒂社会引入西方价值观的工具

如前文所叙， 教育可以作为促进社会变革的手段。 在 20 世纪， 中国

的人口约为 4 亿人。 而在这 4 亿人中， 有 3 亿人是文盲。 正是因为教育是

一种 “救亡图强” 的主要方法， 中国成立了以 “消除文盲、 培养新公

民”④ 为宗旨的中国促进平民教育协会。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塔尔科

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发展了涂尔干氏理论， 他指出， 学校的主

要功能是让青少年养成奉献社会的思维习惯。 即是说， 将当地文化作为社

会共识价值观， 通过教育形成内生的道德标准， 可以进而塑造社会。
鉴于所谓的 “白人的负担”⑤ 之说， 殖民者提出以 “是欧洲人给当地

人民带去了文明” 为基本信念的 “教化使命”⑥。 而教育正是欧洲人用来

实现这一任务的主要途径。 同时， 这个目标的可持续性在于坚持将法语作

为芳—贝蒂族的正规教学用语。 也就是说， 随着殖民主义的到来， 当地的

社会价值观必须改变。 殖民主子灌输同化的概念。 这就意味着原住民必须

使用法语， 学会法国文化， 他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原有文化， 成为法国的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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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此外， 殖民者规定了只有当地人达到了他们所设定的各种繁杂要求，
如体面谋生、 遵循西方良好道德标准， 才能成为 “人类”。 也就是说， 殖

民之前的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与新的西方标准两相对立， 本土文化被认为

是 “野蛮的”。 原住民被迫遵从西方价值观， 赞颂欧洲人设计的历史表达

术语最为完美， 传播西方文化以拯救当地人的灵魂是在行善。 总而言之：
殖民统治带来了外国知识———所谓的科学知识。

殖民主子将自己视为文化建筑师， 是激进的创新者。 他们认为通过教

授新的看法、 价值观和知识， 可以给新一代非洲人， 特别是芳—贝蒂人，
设计出理想的文化规范， 指明前进的方向。 其目的是引进一种新的文化设

计， 即移植 “社会重构”。① 这种殖民理念是欧洲人在 19 世纪持有那种态

度的主要原因。 “教化使命” 的概念形成了殖民者的文化优越感： “我再

次强调： 优秀的种族拥有权利是因为他们肩负了责任。 他们有教化劣等种

族的责任。”② （值得注意的是： 茹费理曾两度担任法国总理， 分别是在

1880—1881 年和 1883—1885 年期间。） 这就是说， 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另

一种文化不能称为文化。 譬如法国殖民主子形容芳—贝蒂传统社会组织时

所用的名称。
“无首领社会” 曾是 19 世纪欧洲人用来描述原生社会组织的科学称

谓。 这个概念在社会学里的意思是无政府， 因为这不符合西方关于国家组

织的标准。 言下之意便是必须建立欧洲模式的体制。 因此芳—贝蒂人先前

的宇宙观、 精神信仰、 本体论以及社会基础都被彻底否定， 这造成了不少

社会麻烦。 正如法农强调的那样， 殖民者给原住民在政治、 心理、 道德等

多方面带来毁灭性打击③。
殖民者为了让非洲人体验来自西方的优秀文化， 对非洲的传统社会组

织大动手术， 换上新的社会准则。 这给传统社会带来负面影响， 其内在活

力被新的西方价值观所摧毁。 欧洲人出于殖民开发的需要， 不得不通过教

育将原住民训练成公共管理的辅助人员： 教士、 信使以及酋长等其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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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以便帮助殖民者改造原有文化、 社会和经济。① 考虑到这些， 殖民统

治结束后， 喀麦隆所面临的那些社会、 教育现实问题的根源就很好理

解了。
在现代喀麦隆， 原住民权利的问题依然存在。 酋长的实际意义其实来

自殖民的遗产， 其地位令人回忆起殖民主义的淫威。 酋长与殖民主子合

作， 通过强迫劳役的手段统治和剥削平民。②此外， 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们

享有较高社会地位， 出任本土当权者的人往往并不具备部落习俗和文化方

面的知识。 这种做法与芳—贝蒂人原有理念截然相反。
如前所述， 芳—贝蒂传统社会的教育并不仅仅是为了传播知识， 更是

为了让年轻人通过掌握本土文化来强化他们的精神力量， 从而克服环境中

的所有困难。 也就是说， 教育是让年轻人了解本土文化后促进社会平等和

发展的手段。 但是， 如果由当权者制定课程， 基本通过课本学习而不考虑

当地文化因素， 上述目的怎么可能实现呢？ 西式教育让原住民相信当地文

化野蛮不堪， 而情愿接受同化。 这个过程毁灭了非洲人的心智， 令其摒弃

自身的信仰、 文化和奋斗传统。 在这个同化过程中， 原住民仿佛看到非洲

历史是一无所成的荒漠。
在不同的社会， 教育都很重要。 各个社会都通过教育塑造自身的未

来， 树立价值观 （文化和信仰）， 形成直面和应对不同时期挑战的战略。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 政策取决于国家设定的目标， 一个国家欠发达很可能

是因为其教育系统存在问题。 绝大部分情况下， 一个国家制定教育政策必

须依据国情， 特别是其中开发认知的两大支柱： 语言和文化。③ 不幸的

是， 有些教育政策常常与当地实际不相匹配。
1998 年， 喀麦隆政府实施了一项重要改革， 在教育课程中增添了本

土文化的内容。 换言之， 青年不仅要学习技术创新， 也要精通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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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pp. 50 - 51， in W. T Pink and G. W. Noblit （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Urban Educa-
tion， Winston-Salem State University. pp. 49 - 74.



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 然而缺乏有利改革的环境。 独立 60 年以来， 本土

语言没有成为官方语言， 教师没有能力教授本土文化。 这使我们认识到，
独立后的非洲诸社会， 在教育方面， 面临传统和现代的两难抉择。

结 论

本文讨论了芳—贝蒂族在喀麦隆殖民之前的教育实践。 功能性、 职业

性、 实用性的教育贯穿于芳—贝蒂人为成年后承担生活责任和权利而进行

长期准备的全过程。 他们通过农耕和渔猎适应环境谋生存。 他们曾有自己

的信仰， 价值观来源于祖先的习俗。 然而， 当地人在 18 世纪与欧洲人的

接触十分关键， 本土习俗遭到抛弃， 基于西方文化的新标准取而代之。 因

而这是一家独大的文化， 而不是多元文化。 研究非洲遭受殖民之前的教育

并不仅仅是因为殖民文化的这些负面影响， 更是如杜威所强调的： 教育是

生活在传播中不断更新的过程①。 所以本文并非旨在赞颂过去的文化， 而

是强调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所以适应本土文化尤为重要， 因为没有这

些基本要素， 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进步。

（李昭颍译， 舒展译校； 责任编辑： 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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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onial Influence in Cameroon Education
[Cameroon] Mala Christophe Nicolas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uss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tr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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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al educ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Cameroon has l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features in education after coloniza-
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how how far colonization， a worldwide
problem has been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to Cameroon education. Using the lit-
erature review in the case study of Fang-Beti group， I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olonization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Before contacting with western culture，
education was practical， functional and vocational. In the Fang-Beti area， edu-
cation was the backbone of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By initiation， observation，
old generation impart knowledge to youths in order to perpetuate traditional be-
liefs and survive to their environment. So to say， curriculum in the Fang-Beti
group is all about how youths should be given a work force in the vocational way
so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play their role in the welfare of the whole communi-
ty. Thus， the gender approach was based to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Although the young boy was educated to be in control to the commu-
nity due to the patrilineal kinship，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ng girl was quite im-
portant. Because the young girl was considered as potential ambassador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Fang-Beti practice the exogamy， because of the marriage， an
alliance can be settled between two clans therefore young girl need to be well ed-
ucated. However， the colonialism changed everything. Previous education system
was considered as barbaric and was banned by colonial master， who put in
place the policy of assimilation of colonial government's culture in place of the
indigenous culture， which is still being neglected by the educational policy
makers even the colonialism end.

Keywords： Colonization， Education， Fang-Be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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