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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视点、 维度与路径角度追溯了法国非洲研究

的起源、 发展历程以及当代法国非洲研究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法国非

洲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初， 随后经历了多个发展历程： 从 “殖民官员

学派” 到 “非洲学传统学派”， 至今天的 “当代非洲学”。 法国非洲

研究， 但总体上具有较好的连贯性， 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 各学科

之间的发展此消彼长。 总体上， 当前法国非洲研究阵容更加强大， 研

究视角、 研究领域和范围都更加广阔， 但同时也受到国家经济不景气

和财政预算下降的影响， 以及学者研究方法分散， 认识论不坚定等方

面的挑战。 与法国其他学科领域相比， 今天法国的非洲研究还处在一

种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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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法国的非洲学发展历史相对悠久且成果丰硕， 值得我们探讨。 但纵观

近几年的中文期刊文献， 我们仅发现潘华琼在 《西亚非洲》 2007 年第 7
期上发表过一篇 《近期法国的非洲研究综述》， 文章对 21 世纪初的法国

主要非洲研究机构以及主要学科的发展作了一个概述， 并提出法国非洲研



究的跨学科与多学科趋势等特点。 而最近十年内法国的非洲研究又经历了

一个重大的转型， 尤其是在机构的重组合并与人才培养方面。 此外， 我国

学界至今对法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非洲研究也缺乏系统梳理。 法文期

刊文献方面， 早期有多米尼克·达尔邦 （Dominique Darbon） 在 2003 年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撰写过一篇 《关于法国传统非洲学研究

的思 考 》 形 势 报 告； 2004 年 让 - 皮 埃 尔 · 克 雷 蒂 安 （ Jean-Pierre
Chrétien） 发表了 《关于法国非洲学传统学派的研究的思考》； 2010 年由

让 - 弗朗索瓦·萨布雷 （ Jean-François Sabouret） 主持， 同样为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写了一篇题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文化领域的研究

地位： 得失总结与展望》。① 这些报告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尚未对法国非

洲学作一个完整的分析和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 多米尼克·达尔邦在

2003 年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法国研究队伍和方法论上的分散性， 以及认

识论不强导致法国非洲研究总体的衰弱， 法国传统的非洲研究已经不合时

宜。”② 该报告引起法国非洲学者的重视和警惕。 因此 2006 年在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的主持下， 法国非洲研究学者成立了 “法国非洲研究联合

会” （GIS-études africaines en France）， 并于当年召开了 “首届法国非洲研

究学者大会” （1ère Rencontre du Réseau des Études africaines en France）。
2015 年， 法国非洲研究联合会召集了数十位非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 重

点对 1960—2013 年的非洲研究数据进行了调研分析， 并于 2016 年最终

形成 《法国非洲学研究形势分析白皮书》 ③。 围绕这些先行研究， 本文

尝试对法国非洲研究作全面综述性分析， 以便学界对法国非洲研究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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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que Darbon， Réflexions sur l'africanisme en France， Rapport pour le CNRS dpt， SHS，
Paris， décembre 2003， p. 10.

Groupe d'intérêt scientifique-études africaines en France， Livre-blanc： les études africaines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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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04. 下文凡出自本材料的内容， 出处将简写成 “GIS - livre blanc 2016”。



个更为全面和直观的认识。

一 法国非洲学研究的建构

（一） 法国非洲学的起源

  在研究范围的界定上， 法国非洲研究主要指狭义上的非洲研究， 即撒

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研究。 北非的马格里布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属

于传统的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研究范围。 此外， 尽管法国对埃塞俄

比亚、 埃及的研究成绩斐然， 研究人员也阵容庞大， 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

考古学、 语言学和哲学领域， 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非

洲学研究。 因此， 本文主要集中讨论法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学传统意

义上的研究。
从现当代学者的观点来看， 法国学者对非洲最早的兴趣与艺术和人道

主义紧密相关①。 一方面， 出于对非洲原始艺术的好奇， 20 世纪初的法国

艺术家们希望从中汲取灵感， 如法国人种学家米歇尔·莱里斯 （ Michel
Leiris） 采用非洲素材创作了 《非洲幽灵》 （1934）、 《黑非洲： 造型艺术

创作》 （1967） 等， 又如历史上第一位非裔法籍女舞蹈家约瑟菲娜·巴克

（Joséphine Baker） 广受公众的狂热追捧； 另一方面， 法国作家和知识分

子受平等、 博爱信念以及反法西斯宣传的影响， 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体现

出对第三世界国家关注的倾向， 蕴含反殖民主义、 对非洲博爱的思想。
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有作家安德烈·纪德 （ André Gide）、 阿尔贝·朗德

（Albert Londres）， 人类学家埃马纽埃尔·泰雷 （Emmanuel Terray） 等。
从历史学角度看， 法国对非洲的关注与研究与其殖民历史有着密切的

关系。 从 16 世纪中后期开始法国即与非洲开启了历史联系。 至 19 世纪

末， 北非马格里布地区、 西非绝大部分区域、 中非乍得地区、 加蓬以及非

洲东南边的印度洋群岛②等被法国占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原属德

国的殖民地喀麦隆和多哥也被让与法国。 至此， 法国对非洲大陆的殖民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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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早期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汲取非洲元素进行文艺创作， 是一种文艺创作理念的创

新， 不属于学术意义上的非洲学研究。
这里主要是指马达加斯加、 毛里求斯、 科摩罗等国。



治整体格局形成。 然而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才出现了第一批非洲

学者。 这批学者首先是殖民者， 但同时也被视为历史学家、 法国非洲研究

的先驱， 被称为 “殖民官员学者” （ administrateur colonial et chercheur）。
他们分别在西非的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 或在东非的马达加斯加等地担任

殖民帝国的要职， 同时也关注非洲史学方面的研究， 因此他们专注于殖民

史和黑非洲史研究。 代表人物及著作有贝尔—朱尔·德尚 （ Hubert-Jules
Deschamps） 及其 《黑非洲宗教》 （1954）， 伊夫·佩尔松 （ Yves Person）
及其三部曲 《萨摩里： 迪乌拉族起义》 （1968）， 罗贝尔·科纳万 （ Rob-
ert Cornevin①） 及其 《殖民前的非洲 1500—1900》 （1966）、 《殖民、 反殖

民、 独立》 （1975） 等。

（二） 法国非洲学传统学派② （1931—1980 年）
法国真正意义上的非洲研究学者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些人

被列为 “非洲学传统学派”。 这一学派经历了两代学者， 并先后以人类

学、 经济人类学③及历史学为主要研究视角。
20 世纪 50 年代， 法国首次设立非洲学研究职位， 并形成非洲学研究

团队。 相对其他学科而言， 非洲学尚属年轻学科。 但这一时期的法国非洲

学研究已经涉足非洲社会、 地理、 史学和人类学等领域， 并且， 法国很多

学科因非洲学而产生或丰满， 如人类学便是在非洲研究领域诞生， 随后很

快占据非洲学的主导地位。 社会学家乔治·巴郎迪耶 （Georges Balandier）
是法国当今最为杰出的人类学家之一。 他开创了巴黎索邦大学和巴黎高等

实践学院的非洲社会学研究， 是第一个将研究视点转入现当代非洲社会变

迁的学者， 其代表作品有 《特殊神宠说与演变： 塞内加尔乐布的道德败

坏者》 （1952）、 《第三世界， 欠发达与发达》 （1957） 等。 热带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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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尔·科纳万是法国采用非洲口述历史撰写历史著作的第一人， 尽管其研究方法受到

同时代正统历史学学者的质疑和批评， 但在今天看来其方法仍然值得法国史学界参考。
“非洲学传统学派” 及其研究人员 “非洲学传统学派学者” 对应的法文分别是 “ african-

isme” 和 “africaniste”。 其中 “africanisme” 一词最早应追溯到 1931 年， 《非洲学简报》 首次使

用 africanisme。 而法国 《罗伯特法语词典》 把 “ africaniste” 定义为 “非洲语言与文明领域的专

家” （ Africaniste： spécialistes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africaines. Petit Robert， 1972）。 参见 Alain
Ricard， “De l'africanisme aux études africaines”， in Afrique & Histoire， 2004 / 1 Vol. 2， pp. 171 - 192。

经济人类学 （L'anthropologie économique） 是人类学的一个学科分支， 它主要研究某个特

定种族或社会形态下人们生产、 交换、 分配和消费的运行机制和演变规律。



吉勒·索泰 （Gilles Sautter） 于 1967 年同乔治·巴郎迪耶一起， 在巴黎第

一大学共建 “非洲地理与社会学研究室”。 吉勒·索泰著有 《从大西洋到

刚果河流———稀少人口地区的地理学： 刚果共和国， 加蓬共和国》
（1968）、 《非洲热带地区的发展与耕地面积的利用》 （1979） 等。 另有人

类学家保罗 · 梅西耶 （ Paul Mercier ） 及其代表作 《 人类学历史》
（1966）， 史学家雷蒙·莫尼 （ Raymond Mauny） 及作品 《黑非洲的晦暗

世纪： 历史与考古》 （1970） 等， 历史学家亨利·布伦瑞克 （Henri Brun-
schwig） 及其 《法国殖民史》 （1949） 和 《殖民史》 （1953） 等。 这些学

者被视为法国第一代 “非洲学传统学派和学者”。 与早期的殖民者不同，
这一代法国非洲学者当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正规的非洲学专业教育培

训， 而是通过人类学博物馆 （Musée de l'Homme） 的工作或培训经验获得

对非洲的初步认识， 随后以援外人员的身份踏上非洲， 并直接成为教员或

研究员身份。 这一代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相对短暂， 但他们当中的在世者至

今仍不遗余力地审视近二三十年来的非洲学发展。
法国第二代非洲学传统学派形成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他们主要选

择黑非洲为研究对象， 以经济人类学和历史学为主导学科。 在学术思想

上， 这批学者是身体力行的反殖民者。 在研究方法上， 非洲研究与历史学

和经济学相结合。 代表人物首先有经济人类学家克洛德·梅亚苏 （Claude
Meillassoux）。 他是一位采用马克思主义方式反对一切剥夺、 压制和种族

歧视， 敢于揭露法非关系中的政治丑陋面， 强烈批判殖民主义及西方国家

在非洲过去及当今所犯的各种罪行①的学者， 其主要代表作有 《科特迪瓦

九老族的经济人类学： 从实物经济到贸易型农业》 （1964）。 其次有非洲

历史学家、 法国现当代非洲学研究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卡特琳·科克里·
维德罗维茨 （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 她将非洲学研究立足于欠发

达和第三世界国家， 并为法国传统历史学转向比较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其代表作品有 《黑非洲： 不变性与断层性》 （1985）、 《非洲女人：
十九至二十世纪非洲女人史》 （1994） 等。 此外， 埃及裔法国经济历史学

家及非洲大陆研究集大成者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 著有 《马里、 几

内亚和加纳》 （1965）、 《刚果经济史： 1880—1968》、 《被封锁的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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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的罪恶主要指殖民罪行， 以及在独立之后出现的屠杀、 饥饿、 童工， 以及童子军

等。 但克洛德 . 梅亚苏的观点在学界倍受争议因而他也成为一个饱受争议性的学者。



（1971） 以及 《西非新殖民主义》 （1973） 等。 这一代非洲学派的研究为

当代非洲学贡献了全球视野特征， 他们的著作多被译成英文。
总体而言， 法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非洲研究多局限于前法属殖

民地国家， 尤其是非洲法语国家。 非洲殖民史、 人类学和种族学、 地理

学、 经济人类学和经济历史学①已经发展起来， 但关于非洲的艺术史、 哲

学、 语言学、 音乐学以及非洲本土宗教研究几乎为空白。 因而这种建立在

殖民主义或文化人类学基础上的传统学派非洲学研究长期以来都被外界贴

上一些负面的标签， 并且， 他们的观点常常被认为过于欧洲中心主义， 不

能客观地描述非洲， 学者的研究结果也普遍存在非洲悲观论调， 这在一定

程度上招致非洲学者的不满， 同时受到法国国内学者的批判②。

二 法国当代非洲学③的研究取向与

  基本特征（1980 年至今）    

  20 世纪 80 年以代来， 人类学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以让 - 弗朗索瓦·
巴亚尔 （Jean-François Bayart） 为首的青年学者彻底打破了人类学对非洲

研究的束缚， 并开办了 《非洲政治》 新学术期刊。 政治学很快代替人类

学成为非洲研究的主流，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升至高峰， 被称为 “非洲政治

学时代”， 至今在法国非洲学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一方面归功于法国政治

学科深厚的学术根基， 另一方面与 20 世纪 80 年代密特朗总统上台执政后

加强对非洲民主政治的干预密切相关。 此外， 法国当代非洲学学者在政治

学科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和创新也进一步提升了该学科在法国非洲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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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历史学 （L'histoire économique） 在法国被看作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 该学派研究过

去某个特定时期内的人类生产、 交换和消费必需品的方式， 学科主张以研究历史作为研究人类知

识和经济的主要来源。
参见 Catherine Coquery-Vidrovitch， “De l' ‘africanisme’ vu de France， le point de vue d'une

historienne”， in Gallimard Le débat， 2002 / 1 n°118， pp. 34 - 48。
当代法国非洲研究学者们为标榜自己与传统学派的不同， 在对应的法文上， 非洲学界已

经不再采用 “africanisme” 一词， 而采用 “études africaines” 表示非洲研究或非洲学， “spécialiste /
chercheur” 表示非洲研究学者。 参见 Anne Piriou & Emmanuelle Sibeud， L'Africanisme en questions，
Paris， Editions EHESS， 1997， p. 121 （ Dossiers africains） in Cahier d'études africaines， 165 / 2002，
pp. 15 - 18。



地位。 在研究内容上， 法国非洲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非洲独立至今已过去

近半个多世纪， 殖民关系研究不再适合形势发展的需求， 因为它既不被非

洲的学者接受， 也使法国 “殖民者” 的国家形象长久挥之不去， 去殖民

化和泛非研究更能顺应当今时代非洲研究的趋势。 在研究方式和方法上，
团队合作以及跨学科趋势又使法国当代非洲学研究紧密围绕 “比较学”
新视角， 在国别和区域研究上都进一步加强， 法国学者之间、 学者与媒

体， 以及学者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一） 泛非研究倾向明显， 学科发展此消彼长

政治学的飞速发展打破了原有的法国非洲学各学科领域的发展梯度，
新形势下， 各学科呈现此起彼伏的态势。 从研究内容来看， 法国非洲学者

不再局限于 “父子式” 的殖民关系①研究， 出自法、 英、 美的与非洲有关

的新殖民主义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著作在法国受到冷落。 相反， 去殖

民化研究、 泛非主义研究、 人文学科研究逐渐受到重视。 “南部国家的发

展” “文化” 和 “移民” 等是当前法国非洲研究最为盛行的主题， 非裔研

究也被囊括在法国非洲学领域。 此外， 法国的非洲语言学研究也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②。 而从法国非洲学各学科的发展轨迹来看， 除传统的非洲地

理、 人口和考古学等学科发展基本保持均衡水平外， 政治学异军突起， 语

言学和文学近几年来逐渐受到重视并发展迅速， 而人类学、 历史学、 法

学、 社会学在各学科竞争中呈减弱或下降趋势。 1960—2013 年法国非洲

学专业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总数比重也充分证明了这一趋势： 非洲地理学

仍然最为活跃， 占论文总数的 8% —23% ； 人类学占 12% —18% ； 人口学

占 9% ； 法律、 历史呈下降趋势， 分别占 3. 5% —7. 5% 、 3% —5% ； 经济

和社会学非常之少， 不到 3% ③。 概括而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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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反殖民独立运动、 冷战、 非洲国家主权的现代化、 跨国际的社会运动等这些内容也

是法国当年培养非洲精英的授课内容。
非洲语言比较学 （L'étude comparative des langues africaines） 是德国人的发明。 20 世纪初

法国三位最具影响力的非洲语言学家莫里斯·德拉福斯 （ Maurice Delafosse）、 莉莉娅·洪堡菊

（Lilias Homburger）、 安托万·梅耶 （Antoine Meillet）， 都曾经针对德国的知名非洲语言学派的观

点进行过争鸣。 但与同领域的英语和葡语学者对口头文学及非洲语言文本研究的成果相比， 法国

在非洲语言学领域的研究数量仍然显得少而分散。
GIS-livre blanc 2016， p. 94.



科均具有去殖民化和泛非研究倾向， 各学科的发展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大

趋势①： 第一类为上升中的学科， 如政治科学。 它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建

立并专注于非洲政治要素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采用 “不从政治上区分研

究对象” 的研究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研究公民、 民主化、 社会与宗

教变迁、 政客收买、 战争与暴力、 市政管理、 性别与代际歧视、 权利平等

及从属等级关系的消除、 社会运动、 军事主义、 社会身份、 土著问题、 民

粹主义等及其他的相关主题， 并出现了 “肚皮政治” “国家私有化” “法

定种族” “军队和社会民兵化” 等概念②。 具体学科分支比例为： 政治社

会学占整个政治学的 73. 3% ， 国际关系学占 16. 6% ， 公共政治占 10% 。
当今政治学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地转向英语和葡语非洲国家， 而对部分法语

国家如刚果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 加蓬、 中非、 毛里塔尼亚和部分

英语国家如博茨瓦纳、 马拉维的研究还是空白。 法国非洲政治学期刊主

要有 《非洲政治》 《比较政治国家期刊》 《当代非洲》 《国际批评》 等。
至 2015 年， 法国全国共有 28 名政治科学大学教研人员， 27 位撒哈拉沙

漠以南的专职非洲政治学家。 人才培养有波尔多和巴黎两大重镇， 其中波

尔多以政治问题和政治要素研究为主， 设有硕士和博士学位； 巴黎则以当

代非洲政治研究为主， 设有硕士学位， 并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

博士。
又如语言学领域。 它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其研究专题为描写

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人种语言学、 口述文学及文本文学语言研究。
1994 年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成立 “ 黑非洲语言文化实验室” ， 涉及 80
种非洲语言， 吸引了一大批欧洲和非洲学者。 最近几年人类语言学、
文本数据库建设、 非正式语言结构的应用， 以及濒危语种为重点研

究专题， 但南部非洲的科伊桑语研究为空白。 研究机构集中在巴黎、
里昂和奥尔良三大城市。 法国全国共有 28 位大学教研人员， 其中巴

黎东方语言学院占 18 位。 大部分关于非洲语言学的文章发表在非洲

022  非洲研究

①

②

GIS-livre blanc 2016； see： Jean Copans， “L'anthropologie politique en France après 1980”， in
Journal des anthropologues， 2003 / 1 （n°92 - 93）， pp. 63 - 81.

参见 Jean-François Bayart， L'Etat en Afrique. La politique du ventre， Paris， Fayard， 1989
（Réed. 2006 ） ； Richard Banégas， Démocratisation， violence， et imaginaires politiques en Afrique，
Synthèse de travaux présentée en vue de l'Habilitation à diriger les recherches en sciences politique，
Université Paris I Panthéon-Sorbonne， UFR 11 Science politique， 2006 （内部资料）。



学或普通语言学类的刊物上。 2015 年黑非洲语言文化实验室创办

《 非洲语言与语言学》 国际期刊。 巴黎东方语言学院、 巴黎第三大

学、 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 （ EPHE ） 均设有非洲语言学专业课程，
但大部分教员均未受过专业的训练。

再如文学领域①。 法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比较文学视角是今天法国非洲文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 多语言、
多视角、 跨学科研究是新趋势， 即文学与历史、 地理、 环境、 社会、
人类学和艺术等相结合。 此外， 回忆录、 移民问题、 非洲戏剧研究

是当前的新课题。 法国非洲文学资源馆藏丰富， 文学出版也极为活

跃。 学术文章则多发表在诗刊和比较文学类期刊中。 然而， 该学科

目前面临大学教研人员青黄不接， 研究人员与丰富的文学资源馆藏

不匹配等方面的挑战。 每个机构平均 2 —3 名教研人员。 学历教育有

巴黎第三、 第四、 第十大学， 洛林大学， 奥尔良大学， 斯特拉斯堡

大学， 马赛大学等。 此外， 东方语言学院的每一门非洲语言下都开

设有该语种的文学课， 包括口述文学和文本文学。 2014 年， 巴黎东

方语言学院设立 “ 口述文学与人类学” 方向硕士学位。 非洲文学领

域的博士论文每年也呈递增状态。
第二类为基本保持均衡发展水平的传统优势学科。 首先有地理

学。 1978 年法国非洲地理学发展达到顶峰， 并开始转向当代地理学

研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以 “ 城市地理学、 人口聚集动因、 城区

社会、 政治地理学、 乡村地理学、 医疗、 人口迁徙” 等为新主题，
并趋向区域和国别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南部非洲， 撒哈拉

沙漠以南与以北的商贸、 移民联系等引起部分地理学家的关注。 但

关于尼日利亚、 中部非洲丛林地带、 几内亚、 西非英语国家， 以及

东南部非洲的马拉维、 博茨瓦纳、 津巴布韦、 赞比亚的地理学研究

至今仍为空白。 目前尚无专门的纯非洲地理学期刊， 但存在少数地

理学集刊。 学术文章刊登在普通地理学杂志或其他普通非洲刊物上。
至 2015 年， 全法大约有 50 名非洲地理学家。 法国目前还没有 “ 非

122法国的非洲研究：视点、维度与路径 

① 法国文学研究主要分为欧洲语言文学研究与非洲语言文学研究两大块， 其中前者

主要集中在巴黎第四大学、 巴黎西北郊的赛尔齐—蓬多瓦兹大学， 后者则集中在巴黎东

方语言学院和波尔多第三大学。



洲地理学” 硕士学位， 但波尔多蒙田大学设立了 “ 非洲动因” 等多

学科方向硕士学位。 其次有人口学。 法国人口学始于 20 世纪 50 年

代， 该学科一直与发展学紧密联系在一起。 目前约有 25 名研究员，
主要集 中 在 法 国 发 展 研 究 院 （ IRD ） 、 法 国 国 家 人 口 研 究 中 心

（ INED） 两个机构中。 最后有考古学， 该学科最早可以追溯至 19 世

纪末， 属于传统学科， 在非洲有四个据点， 主要设立在北非和东非，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与考古学相关的法国境外研究机构和考古

分队由法国文化中心境外研究机构 （ IFRE） 统一管辖， 并受法国外

交部的直接资助。 而在法国境内， 巴黎、 图卢兹、 蒙彼利埃、 波尔

多为考古学人才培养重镇。
第三类是在学科竞争中逐渐下降或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科。

首先是人类学。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尽管如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 （ EHESS） ， 巴黎第一、 第七大学的非洲学研究中心由地理学家、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构成， 但人类学一直是非洲研究的主要视角和

主流。 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对殖民主义时期的种族学、 考古学、
地理学、 历史学、 史前学、 语言学和生物学等的研究。 但当代法国

非洲人类学研究随着去殖民化趋势的影响而逐渐减弱。 然而在博士

选题方面人类学仍占优势， 尤其在医疗卫生、 移民、 宗教等主题

领域。
其次是历史学。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新生代历史学家力争

摆脱传统学派的束缚， 并力求创新。 从 2000 年开始比较史学兴起：
“ 城市、 边界、 空间、 女性、 性别、 社会变迁、 医疗卫生、 环境、
食品、 宗教及其变迁、 国家间的交往、 全球化背景下非洲的地缘政

治地位” 等成为当代法国非洲历史学研究的新主题。 其研究范围以

非洲法语国家为主， 逐渐扩展至西非英语国家及葡语非洲。 目前，
法国尚无专门的非洲历史学专刊， 现代史学文章多发表在 《 非洲政

治》 或其他刊物上。 法国全国非洲历史学大学教职人员不超过 20
个， 硕博导师更少， 并主要集中于巴黎和马赛。 人才培养体系完备：
巴黎第一和第七大学的本、 硕、 博全部阶段均设有非洲历史学学位，
研究员近 40 多位。

再次是法学。 法国学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关注 “ 殖民时期

土地法” ，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关注 “ 公法” ， 当前则以 “ 非洲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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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 （ OHADA） 、 商法、 国际法” 等为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范围主

要集中在非洲法语国家， 其次是中部非洲、 北非， 而东非、 大湖地

区很少。 但 “ 非洲习惯法与国家法律的衔接， 不同非洲法语国家之

间， 以及非洲英、 法语国家之间的法律比较” 仍为研究空白。 法国

非洲学在法学领域的专业期刊有 《 非洲商法》 《 法语国家政治与司

法》 《 国际法非洲年鉴》 等。 法学人才培养目前在众多学科中最为

发达， 其中巴黎第一、 第二和第十三大学、 兰斯大学均设有非洲法

学硕士学位。 但正式教员很少， 主要邀请与非洲法律事务相关的律

师、 司法人员和非洲籍客座教授等授课。 正式教员的短缺在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学科的发展壮大。
此外， 社会学方面，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非洲社会学转向马

克思社会经济学①， 研究聚焦于无产阶级的形成、 殖民时期劳动力

的流动等主题。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关心医疗卫生、 教育、 就业和

工薪阶层、 移民、 协会组织、 平民社会、 家庭、 旅游、 内战、 大屠

杀、 社会边缘化以及青少年犯罪问题。 近期研究主题为性别身份与

不同性别的社会关系、 体育实践与政策、 艺术文化惯例、 新技术的

使用等。 非洲社会学研究不断减弱， 目前已经没有专门的非洲社会

学研究中心， 也无专门的非洲社会学期刊。 除 《 社会学国际手册》
以外， 其他著名的社会学期刊几乎没有任何非洲社会学文章。 但当

前以 “ 欧洲的马格里布地区移民的后代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移民的后

代” 为主题的社会学文章呈增长态势。 学者则多冠以 “ 社会人类学

家” 或 “ 社会人种学家” 头衔， 而不是 “ 非洲社会学家” 。 法国全

国社会学方面的相关专职研究员共 20 余名， 他们零散地就职于各个

不同的研究和教学机构。
最后， 经济学方面， 在法国从纯经济学视角研究非洲的学者历

来比较少， 并且， 由于非洲学在法国长期属于边缘学科， 经济学家

即使在非洲学研究领域有所成就， 但也不希望以 “ 非洲经济学家”
自称而使自己的学术地位降低。 因而， 法国非洲学从学科建立至今

纯非洲经济学家几乎不存在， 对非洲经济感兴趣并有一定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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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社会经济学 （ La socio-économie marxiste） 在法国被认为是社会学的一个分

支， 在非洲学领域， 它主要研究非洲无产阶级的形成和殖民主义时期劳动力的流通。



的被称为 “ 发展经济学家” ①， 但影响力有限。 然而， 另一个新趋势

却是当前法国国际经济学家开始对非洲经济学感兴趣， 其研究成果

拭目以待。
总体上， 正如潘华琼所言： “ 近 20 多年来， 法国非洲研究领域

逐渐从空间感知 （ 城市规划和空间隔离） 转向人文和文化层面 （ 娱

乐和社交等） 。” ② 这种多学科和跨学科的非洲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使法国非洲学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

（二） 法国非洲学多维度基本特征

1. “ 比较学” 新视角

当代法国非洲学研究学者主动与其他领域对话， 进行跨学科研

究。 这种结合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在 “ 比较政治学” 领域， 即政治与

宗教问题、 非洲国家的形成、 政府功能、 非洲冲突问题、 民主进程

化、 全球化问题等相关联。 近二十多年来法国非洲政治学研究已经

取得丰硕的成果。 让 - 弗朗索瓦·巴亚尔是非洲比较政治学研究最

为杰出的代表， 著有 《 密特朗的非洲政策》 （ 1984 ） 、 《 政权的历史

性》 （ 1996 ） 、 《 非洲国家政权： 肚皮政治》 （ 1989 / 2006 ） ； 其他代

表性 成 果 还 有 居 伊 · 埃 尔 梅 （ Guy Hermet ） 的 《 民 主 的 输 出 》
（ 2008 ） ， 贝特朗·巴迪 （ Bertrand Badie） 的 《 进口的政权： 政治秩

序的细化》 （ 1992 ） 等。 这种比较政治学方法也直接影响其他领域

的非洲学研究方法， 如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非洲历史学研究也掺入

了 “ 比较学” 因素： 史学家们从历史学角度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的社会形势研究与马格里布联系起来， 他们开始考虑非洲整体历史

是否包括散居在其他大陆的非洲人， 思考非洲如何沦为殖民地及殖

民主义形成前、 中、 后的关系等， 其杰出代表及作品如人类学兼历

史学家让 - 皮埃尔·多宗 （ Jean-Pierre Dozon） 及其 《 兄弟与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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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发展经济学 （ L'économie du développement） 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它利用现

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现代分析技术手段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社会、 环境、 体

制等问题进行研究。 它尤其重视研究贫困和制约发展的因素， 以致力于促进发展中国家

的发展。
参见潘华琼 《 近期法国的非洲研究综述》 ， 《 西亚非洲 》 2007 年 07 期， 第 61 —

65 页。



展望法非关系》 （ 2003 ） ， 人类学家让 · 巴赞 （ Jean Bazin） 及其

《 非洲谱系之战与政权之战》 （ 1982 ） 、 《 巴姆巴拉人》 （ 1990 ） 等。
同样， 在其他学科领域： 人类学与经济发展要素相结合； 语言学把

非洲的本土语言与非洲人种学、 文化和口述文学相结合。 在宗教领

域， 法国对撒哈拉沙漠以南伊斯兰教国家的研究与政治学相关联。
可见， 所有的学科相互渗透是当代法国非洲研究面临的重要的转型，
而冠以 “ 比较” 二字的研究方法也不失为法国新时期非洲研究的一

种新特性和新视角。

图 1 法国非洲学学术文章关键词及文章数量 （2000—2013 年）
数据来源： GIS-livre blanc 2016， figure 6， p. 104。

2. 国别、 区域研究增强并扩大

法国传统的非洲研究仅限于非洲法语国家， 尤其是西非地区。 但随着

法国的对非战略方向的转移， 一方面， 法国通过文化、 教育、 技术等方面

的合作继续保持其在非洲法语国家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 在密特朗执政时

代， 非洲国家民主政治体制的选择和改革成为法国与这些国家建立援助关

系的前提， 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大了法国在法语区之外的非洲国家的影响

力。 21 世纪以来， 法国对非的战略地位又紧密围绕其在非洲的经济和军

事利益， 对非洲重要的国家， 如尼日利亚、 肯尼亚、 南非、 苏丹等国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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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日益重视， 法国在这几个国家都建立有海外非洲研究中心①， 这在一定

程度上顺应了法国在非洲大陆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战略转移的需求。
实际上，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法国非洲学者就开始打破传统， 转而将

研究领域逐渐扩展至东非、 南部非洲及葡属非洲， 即整个撒哈拉沙漠以南

的非洲国家， 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此外， 法

国非洲研究学者一般都有赴非调查实践或与非洲学者长期展开国际性合作

研究②。

 表 1 法国非洲学区域研究比重 （1960—2013 年）

区域 文章数量 百分比 （% ）

西非 1162 44. 49

北非 480 18. 38

中部非洲 473 18. 11

东非 345 13. 21

南部非洲 285 10. 91

  数据来源： GIS-livre blanc 2016， figure 6， p. 104。

表 2 中文章发表的数量主要在 1980 年后呈快速增长趋势， 而北非则

在 2000 年后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 西非仍然是目前法国非洲研究关注

最多的区域， 东非和南部非洲研究的比重较小， 但处于逐步上升的趋势。
在法国的非洲国别研究中， 排名前十的国家大多数都是法语国家， 即

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马里、 喀麦隆、 刚果民主共和国、 布基纳法索、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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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国海外非洲研究中心也称 “法国文化中心境外研究机构”， 自 2010 年起成立， 受法国

驻外的法国文化中心统一管辖。 目前法国在非洲有 8 个研究中心， 即法国埃塞俄比亚研究中心

（CFEE - 1952 年创建———考古学研究）、 苏丹古代文物研究法国考古部 （ SFDAS - 1967———考古

学）、 法国驻埃及社会、 司法、 经济文献收集与研究中心 （ CEDEJ - 1968———埃及社会人文科

学）、 内罗毕所 （ IFRA-Nairobi - 1977———地缘政治研究）、 当代马格里布研究中心 （ IRMC -
1979———马格里布人文科学）、 尼日利亚所 （ IFRA-Nigéria - 1990———宗教问题）、 摩洛哥雅克·
贝克中心 （CJB - 1991———摩洛哥人文科学）、 南非所 （ IFAS - 1995———南部非洲历史、 地理）。
参见法国文化中心境外研究机构官网： http： / / www. ifre. fr， 2016 - 06 - 04。

由于法国科研经费紧张， 以及法国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晋升条件苛刻， 而非洲晋升相对

容易， 因此， 一般非洲学领域的年轻研究员或博士在毕业后会直接选择赴非洲高等教育机构或研

究机构工作几年， 随后回国。 而非洲的工作经历将有利于学者在法国国内的晋升。 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为年轻的法国非洲学者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



尔及利亚、 尼日尔、 摩洛哥、 尼日利亚 （英语国家）， 并且近四分之一的

学术文章都集中在前四位国家。 随着学者对非洲新兴国家如毛里塔尼亚、
南非、 肯尼亚、 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莫桑比克等关注的加强， 相应地， 近

几年法国对科特迪瓦、 喀麦隆和乍得等的关注则略微下降。
在研究范围上， 区域专题研究更加明显。 法国非洲学者打破原来传统

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更多地关注某一专题领域和地区。 如法国当代地理

学， 它不仅关注非洲自然地理， 也关注非洲社会学、 农学、 人口学和地缘

政治学领域的特性， 并且这些研究课题已经突破西非地区， 延伸至非洲之

角、 南部非洲和葡语非洲， 已然并入 “社会科学范畴”。 其代表人物有皮

埃尔·古鲁 （Pierre Gourou）、 米歇尔·科克里 （ Michel Coquery） 和让·
皮埃尔·雷松 （Jean-Pierre Raison） 等。 这种方法主要源于与非洲大陆的

交流， 以及来自非洲移民、 非洲环境、 民主压力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等方

面的运动。
3. 法国非洲研究机构的 “可视性” 增强

这种 “可视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法国非洲学机构

通过重组变得更为庞大， 团队协作更加明显， 国内外非洲研究紧密结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法国国内传统的非洲研究机构开始出现一股合并

潮， 并呈现层层合并的趋势。 昔日众多的著名研究机构今天主要被合并为

两大研 究 中 心： 非 洲 世 界 研 究 所 （ IMAf ） 和 非 洲 全 球 化 研 究 所

（LAM） ①。 从地理位置上看， 法国的非洲学也已经形成从巴黎、 波尔多到

马赛由北至南的三大非洲研究重镇。 其中巴黎在各学科领域百花齐放， 波

尔多是非洲政治学中心， 马赛则以历史学和人种学占优势。 此外， 法国还

有两类境外研究中心。 一类是上文所提到的法国文化中心境外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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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非洲世界研究所 （IMAf） 位于巴黎， 2014 年在原三大非洲研究机构， 即非洲世界研究

中心 （CEMAf—2006 年成立）、 非洲学研究中心 （CEAf—1957 年成立）、 地中海穆斯林社会史研

究中心 （CHSIM—1994 年成立） 合并而成。 “泛非研究， 非洲古、 现、 当代历史， 人类学， 政治

科学， 考古学等” 是其研究重点。 它目前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非洲学研究机构之一， 也是欧洲跨

学科非洲研究集团的成员之一。 非洲全球化研究所 （ LAM） 设在波尔多， 是在黑非洲研究中心

（CEAN—1958 年成立） 的基础上， 联合波城大学的东非研究中心 （ CREPAO—1977 年成立）、 波

尔多蒙田大学与波尔多谢阁兰大学的部分教师兼研究员， 于 2011 年合并而成。 它关注全球化视

野下黑非洲的政府管理、 机构设置、 政权斗争、 领土争端、 发展问题、 文化、 身份认同、 文艺创

作等。 参见非洲世界研究所官网： http： / / www. imaf. cnrs. fr / ？ lang = fr； 非洲全球化研究所官网：
http： / / lam. sciencespobordeaux. fr， 2016 - 06 - 04。



它依托法国外交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

（FMSH） 三大部门的资源而建立， 使法国非洲研究的国际合作与国际影

响力加强。① 另一类是依托法国高等教育部和法国外交部的资源， 国内相

关研究机构出资在海外各国建立分支机构或签订合作协议， 最为典型的如

法国发展研究院 （ IRD）②、 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 CIRAD） ③、 法国巴

斯德研究所、 法国与前法属非洲的科技联合机构等， 它们属于法国援非技

术部门。
第二， 法国非洲研究学者与国家决策中心， 以及媒体的关系更为密

切。 出于形势的需求， 法国媒体和政府决策部门也越来越倾向于邀请非洲

学专家对非洲时事问题进行解读分析， 尤其是在非洲政治科学领域。 而学

者本人也乐意通过这种方式扩大自己在本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如

2013 年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两位记者在马里北部被 “基地” 组织北非分支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AQMI） 劫为人质， 法国非洲学者对该事件

的专业解读引起广泛影响。 随后， 法国民众在利比亚的轰炸事件、 科特迪

瓦选举危机等事件中都能频繁地在纸媒、 电视中看到或在电台中听到法国

非洲学专家与记者或学者之间展开对话与交流。 此外， 法国外交部分析预

测与战略中心 （CAPS）、 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 （ IFRI）、 国际战略关系研

究院 （IRIS）、 欧盟安全研究所 （ ISS） 等智库在媒体中的影响力也值得

关注。
第三， 近年来， 法国全国非洲学者间的交流与联系也在增强。 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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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法国文化中心境外研究机构在全球 34 个国家设立了 27 个境外研究中心， 9 个研究分部，
有 146 名法国常驻海外研究员， 244 名博士生， 机构与人员遍布四大洲 （北美洲除外）， 其中在

非洲国家建立有 8 个境外研究机构 （详见第 223 页脚注①）。 数据来源： 法国文化中心境外研究

机构官网： http： / / www. ifre. fr， 2016 - 07 - 05。
法国发展研究院的前称是 “国立合作开发科学研究院” （ ORSTOM）， 它于 1943 年在马

赛创立。 早在殖民时期， 法国在其每一个殖民地均设有 “国立合作开发科学研究院”， 该机构为

法国长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科技和资源情报。 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之后， 有相当部分国家中断或

拒绝该机构的设立。 今天该机构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热带疾病与环境、 气候变化、 水资源、 食

品安全、 热带生态系统、 自然灾害、 社会移民稳定性等问题， 在整个非洲大陆及印度洋群岛均有

密切的合作关系， 其合作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领域。 参见法国发展研究院官网： ht-
tp： / / www. ird. fr， 2016 - 06 - 05。

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它与非洲合作时间最长， 合作的国家最

多。 该机构重点关注非洲地区的食品安全、 自然资源管理、 应对贫困的措施以及人才的培训等。
参见法国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官网： http： / / www. cirad. fr， 2016 - 06 - 04。



2006 年的 “法国非洲研究联合会”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替代以往的

“法国非洲跨学科研究联络网” （RTP）， 联合了法国境内近 30 个与非洲

学研究相关的主要机构或团队①， 成为一个真正的非洲研究人员 “兴趣共

同体”， 它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监管运营。 其主要目的在于加强法国

非洲学者之间、 法国与非洲的学者之间， 以及法国与其他国际非洲学者之

间的联络、 交流与合作， 同时促进新生代非洲学者的交流与发展。 在这个

框架下， 法国已经举办过四届全法非洲学者研讨会 （ REAF）， 承办并参

加欧洲跨学科非洲研究集团 （AEGIS） 第六次国际研讨会； 法国青年非洲

学者也同样依托这个机制陆续举办了三届全国青年非洲学者研讨会

（JCEA）。

三 法国非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纵观世界各国的非洲研究， 可以说法国的非洲学研究起步最早， 历史

悠久， 是世界范围内非洲学研究的开拓者。 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 法国关

于非洲的研究在历史上以及今天都在社会科学领域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某

些领域甚至有突出的贡献， 如法国人类学因建立在非洲学研究基础上而发

展壮大， 考古学不论从研究成果还是技术层面均居世界领先的地位， 政治

学方面的理论新突破也值得业界参考。 法国庞大的非洲学科研体系， 已经

发展成熟的非洲学科， 丰富的非洲学馆藏资源， 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以及

学术、 出版建设等方面都将使法国非洲学在世界非洲学研究中继续占据重

要地位。
然而也应看到， 当前的法国非洲学研究受到内外多重因素的制约。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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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非洲研究联合会” 所联合的具体机构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高等实践

研究院、 巴黎一大、 东方语言学院、 波尔多三大、 波尔多四大、 波尔多政治科学院、 普瓦提埃大

学、 尼斯大学、 巴黎十大、 巴黎七大、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法国发展研究院、 马塞大学、
波城大学、 阿维尼翁大学、 巴黎八大、 法国人文科学研究基金会； 以及相关联合研究单位： 非洲

全球化研究所、 古代科学与考古研究中心 （ArScAn）、 先前史与科技联合研究单位、 比较社会学

与种族学实验室 （ LESC）、 阿拉伯与穆斯林世界研究所 （ IREMAM）、 黑非洲语言文化实验室

（LLACAN）、 非洲世界研究所、 诺伯特·埃利亚斯社会学研究中心 （ CNE）、 地理信息传播与筹

备研究中心 （PRODIG）、 环境医疗与社会研究中心 （ESS） 等。 资料来源： 法国非洲研究联合会

官网： http： / / etudes - africaines. cnrs. fr， 2016 - 07 - 05。



部的制约因素一方面有来自国内经济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又有来自法国

学者普遍对非洲学的一种偏见， 致使非洲学在法国学术研究领域总体上处

于边缘地位。 外部因素体现在非洲学领域的激烈的学术竞争。 尽管法国的

非洲学学者不仅研究非洲大陆， 还关注在法国及其他国家的非裔， 但他们

更倾向于向美国看齐， 并深感来自美国非洲研究的竞争和挑战。 美国无论

在科研经费、 人事还是在人才培养方面， 都具有相当的优势。 法国学者常

常抱怨国家因人事、 领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科研经费的不足使法国自己培

养的人才流失①。 具体到学科领域， 今天的法国非洲学总体上在走下坡

路： 地理学、 史学、 法学和社会学等方面都非常明显。 因而， 今天的法国

非洲学机遇与挑战并存②， 具体体现如下：

（一） 机遇： 人才培养后继有人， 学术资源丰厚

首先， 法国非洲研究学者培养后继有人。 以博士培养为例， 博士论文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很少， 平均每年少于 10 篇， 70 年代每年少于 100 篇， 但

自 1980 年起数量急剧上升， 其中 1985—1989 年的五年间达 2563 篇， 而

1990 年至今平均每年有 400 多篇。③ 44%的博士论文是在巴黎注册并完成答

辩， 集中在巴黎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五、 第七、 第八、 第十大学这几所

高校， 其次是波尔多和马赛。 另外， 还有蒙彼利埃、 图卢兹、 里昂、 斯特

拉斯堡、 格勒诺布尔、 尼斯、 里尔等城市④。 博士课题研究与赴非实地调研

考察相结合， 主要围绕艾滋病等流行病、 移民、 宗教领域的新问题、 民族、
遗产的管理与保护、 旅游、 艺术品与非洲当代文艺研究等进行研究。

然而应指出， 法国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学科发展并不完全匹配： 法

学、 经济领域的博士论文多， 科研期刊文章少； 相反， 人口学方面的博士

论文相对较少， 科研期刊文章较多； 而地理学不论在科研期刊还是博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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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国学者曾经多次批评移民政策对法国非洲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 尤其与英语国家相

比， 法国严重受阻， 导致法国培养的非洲或非裔优秀人才的流失。
参见 [英] 约翰·麦克莱肯 《英国的非洲研究走向》， 《西亚非洲》 2010 年第 1 期；

[法] 何勒·贝利西埃 《美国对非洲的研究 （一）》， 《西亚非洲》 1980 年第 5 期； Jewsiewicki
Bogumil， Études africaines： France， États-Unis， in Le débat， 2002 / 1 （ n° 118 ）； Sophie Dulucq，
Catherien Coquery-Vidrovitch， [ et al. ]， L'écriture de l'histoire de la colonisation en France depuis
1960， in Afrique & histoire， 2006 / 02， Vol. 6， pp. 235 - 276。

GIS-livre blanc 2016， p. 74.
Ibid， p. 97.



文方面都非常多。 此外， 在科研人员的构成上， 法国研究人员队伍中非裔

人数在增多。 近几年来， 针对非裔开放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职位增多， 法

国教研职位， 大约总数的一半向非裔开放。 如巴黎第七大学有 2—3 个职

位是面向非裔学者的， 里尔也有多名非裔学者被录用。 而这些开放的职位

也主要面向年轻的学者， 尤其是获得法国国籍的非裔青年学者。 这在一定

程度上将进一步促进法国非洲学的发展。

图 2 法国博士论文研究领域排名及比例 （1980 至今）
数据来源： GIS-livre blanc 2016， p. 76。

其次， 非洲研究学术资源丰富， 具体体现在充足的馆藏资料， 多样的

非洲学博物馆以及相对发达的非洲研究刊物和非洲学出版机构。 法国各地

的大学图书馆都设有非洲分馆或非洲学丛书， 相关研究机构也有丰富的馆

藏或资料中心， 如文化与语言大学图书馆 （ BULAC） ①、 东方语言大学联

合图书馆 （Biulo）、 非洲世界研究所图书馆 （ Biblio-IMAf）； 法国境外研

究机构如内罗毕所、 尼日利亚所、 南非约翰内斯堡所、 达喀尔黑非洲研究

所的图书馆， 法国发展研究院的图书馆， 以及马赛的 “海外殖民档案中

心” 等。 此外， 非洲学或人种学博物馆也成为重要的非洲学研究和学习

园地。 法国现有的各大博物馆几乎都设有非洲专题馆， 专业性更强的有早

期的人类学博物馆、 现在的巴黎布朗利博物馆 （Musée Quai Branly） 等，
这些都为非洲研究和知识普及提供了良好的资源。 在学术期刊和出版机构

方面， 法国拥有历史悠久、 学科门类齐全的非洲学专业出版社和专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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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馆有藏书 6. 8 万册， 400 份现刊。 该图书馆珍藏有 18、 19 世纪稀有出版物和手稿、 传

教士手稿以及非洲本土语言文稿等。



刊。 阿尔马唐出版社 （L'Harmattan） 与卡尔达拉出版社 （Karthala） 是法

国两大非洲学专业出版社， 它们为非洲学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前者成

立于 1975 年， 是关于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研究的最重要的出版社， 它在 12
个非洲国家都设立了分社， 除了书籍出版， 《非洲文化》 《非洲教育研究

期刊》 《非洲历史与人类学》 《非洲公共财政杂志》 《非洲法学杂志》 《非

洲政治和策略研究杂志》 等学术期刊也由该社出版。 卡尔达拉出版社成

立于 1980 年， 主要出版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人文科学成果。 到目前为

止， 卡尔达拉出版社出版了 1488 本关于非洲的书籍①， 喀麦隆哲学家阿

 表 2 法国专业非洲学与泛非非洲学期刊影响力排名 （1960—2013 年）②

专业非洲学期刊 泛非非洲学期刊

1. 《非洲政治》

（politique africaine - 1981）

2. 《非洲研究手册》

（Cahiers d'études des africaines - 1960）

3. 《非洲学简报》③

（Journal des africanistes - 1931）

4. 《马格里布年刊》

（L'année du Maghreb - 2006）

5. 《马格里布—马什里克》

（Maghreb-Machrek - 2003）

6. 《非洲 & 历史》

（Afrique & Histoire - 2003）

7. 《非洲》 （Afriques - 2010）

1. 《第三世界》 （Tiers-monde - 1960）

2. 《地中海与穆斯林世界杂志》 （ Revue du

monde musulmane et de la Méditerranée - 1966）

3. 《海外省》 （Outre-mers - 1913）

4. 《他处》 （Autrepart - 1997）

5. 《国立合作开发科学研究院人文科学手册》

（Cahiers des sciences humaines ORSTOM - 1963）

6. 《人口》 （Population - 1946）

7. 《人类》 （L'homme - 1961）

8. 《地理学报》 （Annales de géographie - 1891）

9. 《希罗多德》④ （Hérodote - 1976）

10. 《欧洲国际移民杂志》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 1985）

  资料来源： GIS-livre blanc 2016， pp. 94 -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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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卡尔达拉出版社官网： http： / / www. karthala. com / 2101 - afrique， Accessed 2016 - 07 -
05。

表内括号中的内容为杂志外文名称及创刊年份。
《非洲学简报》 ———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des africanistes”， 在 1976 改名为 “ Journal des

africanistes”； 该简报从 1931 年创刊至今每年均出两卷， 陆续刊登关于非洲人种学、 考古学、 先

前史学、 语言学等领域的文章和一些专题研究或简介。 这份简报对于非洲研究人员来说是一份极

为珍贵的材料。
《希罗多德》 为地缘政治学期刊。



希尔·姆本贝 （Achille Mbembe）、 法国政治科学家让 - 弗朗索瓦·巴亚

尔、 让 - 皮埃尔·克雷蒂安等当今非洲学国际知名学者的系列著作也由该

社出版。 《非洲政治》 期刊也出自卡尔达拉出版社。 此外， 法国的其他非

洲学相关学术期刊也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争鸣之地。

(二) 挑战： 经费预算减少、 认识论偏见制约学科发展

第一， 非洲研究总体形势受法国经济和财政预算萎缩的影响。 实际

上， 法国自 20 世纪 “辉煌三十年” （Les trente glorieuses 1945 - 1975） 之

后， 经济形势一直在走下坡路。 经济衰退已经影响到法国社会的各个方

面， 高教和科研领域亦无幸免。 这些影响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法国非洲

研究人员职位不增反减。 目前法国非洲研究人员总体数量在下降， 包括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发展研究院的招聘人数也在逐年下降， 而大学

关于非洲学的教授或讲师职位更少， 已经或即将退休的教授， 他们的职位

一般不会被招新填补空缺。 以政治科学为例， 目前政治科学研究员平均年

龄为 50. 8 岁， 大学教员平均年龄为 47. 4 岁， 预计未来五年研究人员还将

减少 30% 。 后果之二是各研究院的经费预算和科研计划也受到影响， 重

组后的联合研究机构预算和人才培养的数量也在减少， 法国文化中心境外

研究机构曾经在当地资助了很多研究院， 但目前也受到法国外交部经费逐

年下降的影响， 外交部只能维持这些机构的基本运营。 后果之三是法国经

济的不景气还影响到非洲研究出版业的正常运营。 如卡尔达拉出版社这几

年都遭遇收支平衡的问题， 《非洲政治》 期刊近几年来一直都没有经费，
也没有正式的编辑部。 最后， 经济的不景气还牵连到就业问题， 部分非洲

学科的人才就业机会少， 学生把专业学习与未来就业挂钩， 从而使他们的

专业选择变得更加现实和功利化。
第二， 法国非洲学者在非洲学的认识论方面的固有偏见在一定程度上

也制约了非洲学的发展。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法国学者对

非洲研究存在 “异国趣味” 的思维定式①。 “非洲” 是法国学者眼中异于

其他大陆的 “特殊地域”。 非洲被贴上 “旧殖民地” “第三世界” “欠发

达国家” “南部国家” 等标签。 大多数法国学者仍然把非洲看作相对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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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Christian Coulon， “L'exotisme peut-il être banal ？ L'expérience de politique africaine”， in Poli-
tique africaine， 1997， n°65， pp. 77 - 95.



始” 和 “部落” 型的社会， 而没有更多地把非洲当作一个发展成熟的社

会， 从社会学角度去研究非洲， 这正解释了法国人类—种族学和经济人类

学迅速发展， 而非洲社会学不断衰弱这一现象。 尽管近二三十年来， 这种

情况有所改观， 但进程缓慢。 其次， 在研究方法上， 非洲学者热衷固守传

统的研究方法， 这在非洲史学和文学领域尤为明显。 法国史学领域的非洲

研究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 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史学家们过于看重文

字材料和考古学①， 而英语国家在这方面的研究比法国领先了一代人②。
法国非洲文学领域的研究也仅仅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一方面是因为非

洲采用现代语言文字创作文学起步较晚， 另一方面传统的非洲文学多为口

述文学。 同理， 在语言学领域， 法国的语言学与德国、 葡萄牙等国相比也

显得滞后而分散。 最后， 法国不论是学者还是记者都难以跳出固有的民主

政治圈子， 因而在非洲学研究中也同样容易陷入双重标准， 并且容易把欧

洲社会普遍存在的悲观主义倾向带入研究中。 而方法论的认识偏差在一定

程度上也加剧了学科发展不均衡。 如法国非洲学的经济学领域一直很难发

展起来， 其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都落后于英美， 其文化、 艺术领域的研究

也较分散。
第三， 法国非洲学者还普遍面临英语交流瓶颈的问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 法国学者在自己的母语圈子发展相对容易。 但是 90 年代之后，
随着全球化的加剧， 在学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也进一步增强。 而当今法国稍

有成就的学者基本已经五六十岁， 他们的英语水平不能媲美年轻学者。 英

语水平的不足导致法国学者与国际学者的交流有限， 仅有少数英语水平好

的法国非洲学者活跃于国际非洲学界。 这也使外界对大部分法国非洲学者

不甚了解， 受限于英语水平的法国非洲学者也难以通过国际交流拓展自己

的视野。
第四， 在研究内容上， 也有来自政府部门尤其是外事部门对某些领域

或区域的 “禁区” 限制， 而来自其他学科的传统学术研究学者对非洲学

的偏见和歧视， 又使法国非洲学在法国学界相对边缘化。
但总体上而言， 当代法国非洲学依然保有相对强劲的实力。 在法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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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法国历史学者对非洲大陆只承认埃及历史， 并且将埃及历史并入中东文明。 古代史研究

甚少， 古代史与考古学有重合的部分。
参见潘华琼 《近期法国的非洲研究综述》， 《西亚非洲》 2007 年第 7 期， 第 61—65 页。



界， “非洲学传统学派” 和 “非洲学传统学派学者” 已经成为过时的术

语， 被 “非洲学” 和 “非洲学专家” 取而代之。 过去传统的非洲学通过

文化主义和发展主义， 趋向于跨学科研究， 但实际又常常呈现无学科性。
而近 30 年来， 法国当代非洲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政治科学还是在历史学，
社会学还是人类学上， 全部建立在它们各自学科的根基上， 展现它们学科

严谨性的同时又对其他领域呈现包容性。 然而同时也应看到， 与法国其他

学科相比， 今天的法国非洲学研究还处在一种不稳定及矛盾的状态。

（责任编辑： 王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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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 retrospect， studies the origin， development
history as well as new trends and new features of African Studies in Fra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views， dimensions and paths. Since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
ry， the French African studies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developing periods：
from the “School of colonial officials” to the “ School of Africanism”， and till
today's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 Even though started a little bit late，
the African studies in France has a good continuity in development in general；
Its main body is various studies which are based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
ences， and the development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is uneven， with a trend of
increasing and decreasing. In general， it has a larger scale and a wider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scope； but meanwhile， it also suffered from the economic re-
cess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state budget. Except this， the dispersion of
scholar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ir infirm epistemology also pose a challenge on
African studies in France. Comparing with other disciplines， the African Studies
in France today is still in a state of instability and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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