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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容摘要 】 比 利 时 殖 民 当 局 在 布 隆 迪 进 行 的 民 族 识 别 及 随 后 执

行 的 民 族 身 份 登 记 制 度 强 化 了 胡 图 族 与 图 西 族 之 间 的 差 别 和 区 隔
， 由

此 给 布 隆 迪 带 来 了 持 续 数 十 年 的 民 族 冲 突 。 １ ９６２ 年 独 立 后 ， 图 西 族

主 导 的 历 届 政 府 都 继 承 了 殖 民 时 代 的 民 族 身 份 登 记 制 度 ， 在 排 挤和 打

压 胡 图 族 的 同 时 也使整个 国 家 延 续 了 过 去 的 冲 突 和 纷 争 。 经 过 几 十 年

的 斗 争 与 妥 协 ， 布 隆 迪 最 终 采 取 了 族 裔 间 权 力 平 衡 的 政 策 。 然 而 由 于

缺 乏 对 民 族 身 份 登 记 制 度 乃 至 民 族 身 份本 身 的 深入反 思 ， 布 隆 迪 的 族

裔权 力 平 衡 政 治 有 很 大 的 脆 弱 性 ， 难 以 从 根 本 上 解决 民 族 间 矛 盾 。 布

隆 迪 的 民 族 身 份和 族 裔权 力 平 衡政 治 对 其 他 多 民 族 国 家 有 一 定 的 警 示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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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 中 外 的许多历史事实都表明 ， 族裔政治与 民族身份 的 建构之间往

往有着密切 的关系 ， 而在 民族身份建构 的过程 中 ， 政权机构 的各种制度 和

政策措施又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 尤其是对于像非洲 的 布隆迪这样的 内 部

还未形成近现代意义上 的 民族时就被殖 民势力 强行纳人到近现代 国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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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地 区 来说 ，
殖 民政权关于 民族身份 的官方识别 和 登记不仅对其 民族 的

形成 ， 而且对其后 来 内 部族裔政治 的发 展都有重大影 响 ， 在某些历 史 时期

甚 至有 着 决定性的影 响 。

布 隆迪是世界上 少数 几个 曾 经进行 过 民族识别并且在 身份 文件上 明 确

登记公 民 民族身份 的 闰 家 之一 。

？ 比 利 时殖 民政权 １ ９ ３ ３ 年 在 布 隆 迪 进 行

的 民族识别及 随后推行的 民族身份登记制 度强化 了 布隆迪 不 同 民族之 间 的

差别 和 区 隔 意识 ， 给 其带 来 了 持续几 十 年 的 民 族 冲 突 。
１％ ２ 年 布 隆迪 独

立后 ， 图 西族 （
ｔ ｈ ｅＴｕ ｔ ｓ ｉ

） 主 导 的历届 政府都继 承 了 过 去殖 民 当 局 的 民 族

身份登记制度 ， 在排挤 和 打压胡 图 族 （
ｔｈ ｅＨ ｕ ｔ ｕ

） 的 同 时也使 整 个 国 家 一

直延续 了 过去 的 民族 冲突 和纷争 。 经 过两族 间 长 达 几 十 年 的 斗 争 与 妥 协 ，

布 隆迪最终 采取 了 族裔 间 权 力 平衡 的政策 。 布 隆迪有关 民 族身份建构 和族

裔权 力 平衡政治 的 历 史 变迁大致经历 了 以 下 几个大 的 阶段 ：

一

前殖民时代 ： 民族间存在分野但总体关系平和

由 于族源 和社会分工等方面 的不 同 ， 殖 民 时代 以前 的 布 隆迪胡 图族和

图 西族之 间 存在一定 差异 和 区隔 ， 但这并非 是绝对 的 ，

二者 的身份在一定

条件下 可 以 相互流变 。

布 隆迪共和 国 位 于非洲 中 东部 ， 根据世界银行 ２０ １ ５ 年 的 数据 ， 其 总

人 口 约 为 １ １ １ ８ 万 ，

？ 主要 由 特瓦族 （
ｔ ｈ ｅＴｗ ａ

） 、 胡 图族 和 图 西族 三大 民族

构成 。 布隆迪 的特瓦人在人种上属 于俾格 米人 ，
历史上他们最早 定 居 于 中

东 非地 区 ， 其 占 布 隆迪总人 口 的 比例 约 为 １ ％ 。 布 隆迪 的 胡 图 族属 于班 图

①相 比欧洲 、 东 亚等地 区 而 言 ， 非洲 的 民 族 尤其 是撒 哈拉 以 南 的 非 洲 地 区 的 民族 在 发 育 程

度 、 发 展 阶段 ｔ． 相 对 而 言要晚近 一些 ，

一 般认 为 它 们 是 建 立 在 比较 落后 的 社 会 生 产 方式 和 血缘 关

系 的 基础 上 的 ， 其相应 的 观念 也 是植 根 于 氏 族 和 部落制 度 的 意识形 态 ，
因 此相 对 于 欧 洲 、 东 亚 等

地 区 的 民族 ， 非洲 的 这 类群 体一 般被 称 为
“

部 族
”

而 作
“

民 族
＂

。 但 从 民 族性 （
ｍ ｈ ｎ ｉｄ ｔ

ｙ ） 的 角

度 看 ， 部族 和 民族 所指 涉 的 对象 是 一 致 的 ． 由 此衍 生 出 的 问 题 也都 同 厲 于
＂

民 族 问 题
＇ ’

的 范 畴 。

基 于此 ， 本 文 为 了 行 文 的 方便把 布隆 迪 的 图 西族 人 、 胡 图 族人 、 特 瓦 人 等 相 关 部族 群体 统一 表 述

为 民 族 ， 即 使有 个别地方 出 于 习 惯沿用 了
“

部族
”

的 表 述 ， 其 所 指 内 容 也 勻
“

民 族
”

没 有 本 质

上 的 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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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格罗人 （
Ｂ ａｎ ｔｕ －Ｎ ｅ

ｇ
ｒｏｅ ｓ

） ， 他们 在 ９
—

１ １ 世纪陆续移 民 定居 到今天 的 布

隆迪地 区从事农业生产 ， 其 占整个国 家人 口 的 比例约 为 ８４％ 。
？ 属 于尼 罗

—

闪米特人的 图西族人在 １ ４
—

１ ６ 世纪 的 多次移 民浪潮 中 自 尼 罗 河流域 和

埃塞俄 比亚高原迁居至今天 的布隆迪境 内从事游牧业生产 ， 其 占布隆迪总

人 口 的 比例在 １ ５％ 左右 。
？

随着不 同 民族在历史上先后移居到布隆迪生活 ， 这一地区 的政治生态

也随之发生 了两次重大的改变 。 尽管特瓦人是布隆迪最早 的居 民 ， 但胡 图

族人 自 ９
一

 １ １ 世纪进入这一地 区 后 就
“

后来居上
”

地 占 据 了 主 导 地位 ，

而特瓦人则被逐渐排挤到原始森林 中 生活 ， 总体上处于落后和被边缘化的

境地 。 此后 ， 主要从事游牧业 的 图西族人进人布隆迪地区 ， 他们凭借 自 己

在政治组织 、 军事 、 文化等方面的优势迅速取代 了 过去的胡 图族 占据主导

地位 。 自 １ ６ 世纪早期建立封建王 国 时起 ， 图 西族就一直在 布 隆迪社会 中

居于统治地位 ，
而之前 占 统 治 地位 的胡 图族人则 和特瓦人一样沦 为被统

治者 。

不过 ， 尽管在前殖 民 时代 的布隆迪社会 中 图西族和胡 图族两大群体间

存在分野甚至对立——通 常
“

胡 图
”

代表社会下层 而
“

图 西
”

代表社会

上层
， 但这种 区别是就整体而言 的 、 相对模糊 的 ， 个体层 面 的 民族身份不

完全是 由 血统决定 的 ， 现实 中具体判定某一个体的 民族归 属 的标准常常是

很含混 的 。

？ 同 时 ， 微观层面作为个人或家庭 的胡 图族人或 图 西族人 的 身

份也并非永恒不变 ， 随着拥有 的财富尤其是代表财富 的 牛 的数量 的 变化 ，

个体 的 民族身份在
“

胡 图
”

与
“

图 西
”

之 间 可 以 实现流变一一经济上 当

胡 图族人富裕到一定程度 ， 尤其是拥有大量代表财富的牛群 ， 其势力 强大

到 可能威胁到 图西族酋长 的地位时 ， 他的家族就慢慢被图西族贵族吸收到

统治集 团 中 去而其原有 的胡 图族身份则被统治集 团 和他们本身都选择性地
“

遗忘
”

，

？ 胡 图族人这一融人统治 阶层 中成为 图西族人 的过程被称为
“

奎

胡 图拉 （
Ｋｗ ｉ ｈ ｕ ｔｕ ｒａ

）

”

。 与
“

奎胡 图拉
”

相对 的社会演变 同样也存在 于 图

西族人这一群体 中 ， 经济上失去财富尤其是失去代表财富 的牛群 的 图西族

①于红 、 吴增 田 编 著 ： 《 列 国 志 ？ 卢 旺 达 布 隆 迪 》 ，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 ２９
—

２ ３ ０页 。

② 同上 书 ， 第 ２３ ８ 页 。

③ 同上 书 ， 第 ２４４ 页 。

④ ［ 法国 ］ 勒 内 ？ 勒马尔 尚 ： 《卢旺达和布隆迪 ＞ ， 钟槐译 ， 商务印书馆 所４ 年版 ， 第 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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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 而在政治上也就逐渐失 去 了 图 西族人的 身份 ， 这一逆 向 的过程被称作

为
“

古普皮拉 （
Ｇ ｕ

ｐ
ｕ
ｐ

ｉ ｒａ
）

”

。

？

布隆迪相 对缓 和 的 民族关 系 的 另 一个直接反应 就体现在图 西族 和 胡 图

族之 间 比较常 见 的通 婚上 。 尤 其 是从 １ ７ 世纪开 始 ，
经过 了 长期 的 共 同 生

活 图 西族人和胡 图 族人之 间 的 互 通 婚姻 随着 历 史 的 发 展 逐 渐 变得 比 较 常

见 。 频繁 的 民族通婚的 长期结果就是 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时混 血儿人 口 占 布

隆迪 总人 口 的 比例 已 超过 了５ ６％ 。

？ 在 几个世纪共 同 生活 的基础 上 ， 布 隆

迪 三个 民 族之 间 的 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深 ， 在殖 民 时代开始前基本上形成

了 共 同 的宗教信仰 、 共 同 的风俗 习 惯 以 及统一 的基隆迪语 （
Ｋ ｉ ｒｕ ｎ ｄ ｉ

） ， 国

家 民 族——布 隆迪 民族也在 不 断形成的过程 中 。

布隆迪封建 王 国 特殊 的政治生态对其 民族关 系 也有很大影 响 。 历史上

图 西族封建王 国 国 王 的 后 裔称 为
“

甘 瓦 （
Ｇ ａｍｖ ａ

）

”

， 这 些 王 公 构 成 了
一

个介 于 国 王 和 民 众之 间 的 贵族阶层 ， 他们 与 国 王分享权力 。 由 于布隆迪 王

同 未能像邻 国 卢 旺达那样建立 起 髙度 集 权 的 中 央政权 和森严 的 等级制 度 ，

王室 内 部 和 王族各 支 系 之 间 围绕权 力 和利益也存在激烈竞争 ， 所 以 图 西族

王 国 的权 力 实 际上被极大地分散 了 。

？ 相 对分散 的 权力 以 及统治 阶层 内 部

的矛盾促使 图 西族贵族在统治过程 中 都 力 图 寻求 图 西族和胡 图族两族 的支

持 。 例 如 ，
无论是在 国 王领地 内 还 是甘 瓦统治地 区 ， 负 责基层管理工作 的

芮长 一职胡 图 族 和 图 西族都可 以 担任 。 姆瓦米 国 王也往往倚重胡 图族人来

管理 图 西族王 室 的领地 ， 其选拔 的法官也包括两个 民族 的成员 。 此外 ， 控

制 王 国 宗教权 力 的
“

班 亚 马 班加 （
Ｂ ａ ｎ

ｙ
ａｍ ａｂａｎ

ｇ
ａ

）

”

一 般也从胡 图 族 人 中

遴选 。 因 此 ， 尽管 布 隆迪 王 国 的 国 王 和 甘瓦都是 图 西族 出 身 ， 但他们 一般

被认 为 是独立于 图 西族大众之外 的群体 ， 在他们 的统治下无论是 图西族还

是胡 图 族都有 向 上 流动 的机会 。

？

总而言之 ， 从 １ ６ 世纪早期 图 西族王 国 建立一直到 １ ９ 世纪末 布 隆迪 被

ＣＤ 李 安 山 ： 《 论 民 族 、 网 家 与
１司 际 政 治 的 瓦 动—— 对 卢 旺 达 大 屠 杀 的 反 思 》 ， 载 《 世 界 经

济 与政 治 》 ２ ００ ５ 年第 １ ２ 期 ， 第 ８
—

９ 页 ？

② ［ 布 隆迪 ］
Ｔ

？ 恩 桑 泽 ： 《 布 隆迪 的 部族 》 ． 邵 凌 云 译 ， 载 《 世 界 民 族 》 １ ９ ８ ６ 年 第 ２ 期 ，

第 ５ ８ 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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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４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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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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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国殖 民 占领 的几个世纪 中 ， 布隆迪社会 内 部一直存在胡 图族和 图西族之

间 的矛盾和对立 ， 但 由 于身份 的流变 、 相互间通婚 、 专制集权政府 的缺失

以 及统治集 团 内 部 的矛盾等原 因 ， 布隆迪社会 内部相对而言弹性较大 ，
两

大 民族之 间 的关系 总体上也较为平和 。

？

二 殖民时代 ： 民族识别和 民族身份登记强化

民族分野与对立

１ ９ 世纪晚期德 国殖 民者侵人布隆迪后 ， 在欧洲
“

科学
”

民族观念 的

影响下 以及殖 民政权
“

分 而 治 之
”

政策 的 推 动 下 布 隆迪社会分化加 剧 ，

使过去 因不断交往交流而发生 的 民族融合进程被打断 ， 胡 图族与 图西族之

间 的 区别和对立不断被放大 ，
两大 民族间 的矛盾越来越多 。 继德 国殖 民者

之后
，
比利时殖 民者进行的 民族识别 和 民族身份登记更是强化 了 胡 图族与

图 西族之间 的 区分和 隔离 ， 为两族后来矛盾 的进
一步激化提供 了 温床 。

１ ８８５ 年 ，
西方列强瓜分非洲 的柏林会议决定将布隆迪 和卢 旺达合并为

“

卢安达一乌隆迪
”

并划入德 国 的 势力 范 围 内 。
１ ８９９ 年 ， 布隆迪正式成为

“

德属东非殖民地
”

的一部分 。
１ ９ １ ６ 年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 的过程 中 ，

比利时攻 占 了布隆迪并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 国际联盟 （
Ｌｅ ａ

ｇ
ｕ ｅｏｆＮａ ｔ ｉ ｏｎ ｓ

）

的确认下将布隆迪与卢旺达一起变为 自 己 的
“

委任统治地
”

。 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 ， 比利时又进一步被联合国确认了对布隆迪
“

托管
”

的权力 。

德 国 和 比利时统治布隆迪期 间 ，

一些来 自 欧洲 的
“

人类学家
”

经 过

“

科学地
”

考察后认为 ， 不 同 种 族 出 身 的 人在 身体特征 上存在 明 显 的 差

异—— 图西族人肤色较浅 、 身材高大 、 头发浓密 、 鼻梁髙挺 ， 胡 图族人则

肤色黝黑 、 身材较矮 、 头发卷 曲 、 鼻梁扁平 。 由 于 图西族和胡 图族之间在

历史传说 、 政 治 权 力 、 社会 分工 等 方 面 的 分野 ， 这 种 关 于体质 差 异 的

“

科学
”

结论也被不少布 隆迪人迅 速接受 了 。
？ 但是 ， 现实 中 与这一论断

①于红 、 吴增 田 编著 ： ｛ 列 国 志 ？ 卢旺达布 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 ３ ０

页 。

②Ｋａｄ ｅｎｄ ｅ
－Ｋ ａ ｉ ｓｅ 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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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ｄ ｅ ｎ ｔ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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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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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反 的例子 比 比 皆是 ， 实际上很难通过外貌特征准确地判定一个人究竟是

胡 图族人还是 图西族人 。

？ 以
“

图 西族人身 材 髙 大而胡 图 族人 身材 较 矮
”

这 一论断 为例 ， 根据 Ｔ ？ 恩 桑 泽 （
Ｔｅ ｒｅ ｎ ｃ ｅＮ ｓａｎ ｚｅ

） 介 绍 ， 许 多 胡 图 族 人

身材也很髙 大 ， 甚 至 比 不 少 图 西 族人还 要 髙 ， 因 此
“

依 据 身 髙 标 准把 高

个子看作 图 西族而把矮 个 子看 作 胡 图 族是有 失 偏 颇 的
”

？
。 德 国 种 族 主 义

学者汉斯 ？ 梅耶 曾 经花 了 大量时 间 和精力研究 图 西族 和胡 图 族 ， 最终得 出

“

胡 图 族人天性懒惰 和 淡 漠 、 思 想保 守 、 举 止 冲 动 、 缺 乏 坚 强 意 志
”

， 而

“

图 西族人在智 力 、 性情 、 才能等方面远远超过胡 图族人
”

等
“

科学
”

结

论 。
？ 和梅耶持 同 样观 点 的 还 有 人类 学 家 塞 利 格 曼 等 人 ， 他 们

“

科 学 外

衣
”

包裹下 的 种族 主 义 思 想也影 响 了 殖 民 政权 在 布 隆 迪 的 立 场 ， 使 其排

斥 胡 图 族而倾 向 于 图 西族 。

到 了 比利 时统治时 期 ， 出 于殖 民 管理 的需 要 ， 殖 民 政权 于 １ ９ ３ ３ 年 在

布 隆迪人 口 统计 的 过程 中 进行 了 民族识别 ， 并将拥有 牛 只 的数量作 为确 定

社会 中个体 民族 身份 的 主要标 准——没 有 牛 的 被划 为特 瓦人 ， 拥 有 １ 〇 头

牛 以 下者被划 为 胡 图 族 ， 拥 有 １ ０ 头 牛 及 其 以 上 者 被 归 人 图 西族 这 一 群

体 。

？ 为 了 便 于殖 民 管理 和 社会控 制 ， 殖 民 当 局 在 １ ９ ３ ３ 年人 口 统计 的 基

础 上实行 了 身份证制 度 ，
开始 在正式身 份文件 中 注 明 个人 的 部族／ 民 族 归

属 （
Ｕ ｂｗ ｏ ｋ ｏ ） ，

？ 由 此将 图 西族人 和 胡 图族人 的 身份制 度 化 、 固 定 化 、 明

确 化 。 这 实际上是把社会 阶级 划 分等 同 于 民 族分野 ， 并将这 种
“

民 族分

野
”

政治化 ， 由 此布 隆迪 人被 比 利 时殖 民 者 强 加 了 固 定 的 民 族 身 份 ， 图

西族从此永远都是 图 西族 ， 胡 图族永远都是胡 图 族 ， 杜绝 了 二者身份转化

①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３ ０ 页 。

② ［ 布 隆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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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变 的可 能 ，

“

奎胡 图拉
”

与
“

古普皮拉
”

自 此成为历史 。

殖 民者 的入侵打断 了 布隆迪 的 民族融合进程 ， 在德 、 比殖 民者七十多

年 的统治过程 中 ，

一直都采取
“

分而治之
”

、

“

间接统治
”

等手段利用 占

人 口 少数 的 图西族来帮助实现对布 隆迪统治 。 这一方面利用 了 布隆迪传统

的政治结构 和社会体制 ， 节约 了殖 民统治 的成本 ；
另 一方面也强化 了 图西

族作为统治者
“

代理人
”

的地位 ， 与殖 民者 的 亲近关系 使他们延续 了 自

己 在政治 、 经济 、 军事等方面的历史优势 ， 同 时也进一步强化 了他们 与后

者之间 的差别意识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 出 于稳定统治 的 目 的 ， 比利 时殖 民者还一直对胡

图族与 图西族之 间可能 的联合保持 了 高度 的警惕 。 基于此 ， 殖 民 当局在布

隆迪长期严禁成立跨 民族政党 ， 因 此造成 了 布隆迪 内 部政治族裔化倾 向 越

来越严重 的局 面 。 直 到 独 立前夕 的 １ ９５ ９ 年 １ ０ 月 ， 在路 易 ？ 卢 瓦 加 索尔

（
Ｌｏｕ ｉ ｓＲｗａｇａｓ ｏ ｒｅ

） 的卓 越 领 导 下 ， 布 隆迪 才 第 一 次建 立起跨 民 族 的 政

党 民族进步统一党 （
ＬｅＰａｒ ｔ ｉｄ ｅ ｌ

’

Ｕｎ ｉ ｔ６
ｐ

ｏｕ ｒｌｅＰｒｏｇ
ｒｆｅ ｓＮ ａ ｔ ｉ ｏｎａｌ

〉 。 这一

政党超越 了 民族 的界限 ， 政治上强调包容并主张 国家统一 ， 组织上尤其是

领导层 中包含 了 图西族和胡 图族两族的人士 。

？

总 的来说 ， 在德 国 和 比利 时统治期 间 ， 西方
“

科学
”

的 民族 观念 的

引 人 以及各种殖 民政策 和措施尤其是 系统 的 民族识别和 民族身份登记使布

隆迪人 的 民族身份意识越来越强 ， 与之对应 的是不同 民族之间 的差别和 区

隔越来越大 ， 而不断被强化 的差别 意识又 进一 步加 剧 了 民族之 间 的对立 。

在殖 民 时代 ， 胡 图族人改变 自 己 社会地位的努力开始从过去主要强调通过

个体努力实现身份转换逐渐转变为强调通过暴力推 翻 比利时人和图西族人

的统治 ，
通过

“

双重解放
”

来实现胡 图族人整体地位 的提升 。

？

三 １ ９ ６ ２ 

—

１ ９ ９３ 年 ： 图西族主导下的族裔权力平衡政策与

公开性 民族歧视政策交替

１ ９６２ 年 ７ 月 １ 日 布 隆迪正式独立后 ， 图 西族 主 导下 的 历 届 政府在 继

①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４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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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殖 民 时代认定 的 民族身份及其登记制 度 的基础上 ，

一方面试图 延续过去

对胡 图 族的历史统治 ， 维护 自 身 的既得利益
；
另 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胡 图

族不 断争取权 力 和利 益 以 及 胡 图 族 占 人 口 多数 背景 下
“

民 主选举
”

带来

的压 力 ， 因 此这一时期 的布隆迪政府不断在 以 图 西族 为 主导 的族裔权 力 平

衡政策 和公开排挤打压胡 图族的政策之间摇摆 。

（

一

） 王国统治时期 ： 图西族国王主导下的 民族间脆弱平衡

１ ９ ６ ２
—

１ ９ ６６ 年 的 王 国时期 是 布 隆迪 图 西族 主导 下 的 族裔权 力 平衡政

治 的第
一个时期 。

１ ９６２ 年 ， 布隆迪脱离 比利 时 的殖 民 统 治宣 告正式独 立 ，

成立 了 布隆迪 王 国 并实行君 主立 宪制 。 由 于王 国 内 部矛盾重重 ， 这一 时期

布 隆迪 的政局非 常 不稳 定 ，
以 至 于在 １ ９ ６２

—

１ ９ ６ ５ 年 的 几年 间 政府 五 度 更

迭 。 在 民族关系 上 ， 鉴 于 图 西族与 胡 图族之间 的矛盾愈演愈烈 ， 独立后 国

王姆 瓦姆布萨 四 世 （
Ｍｗ ａｍ ｂｕ ｓ ｔ ｓ ａ ｌＶ Ｂ ａｎ

ｇｊ
ｉ ｌ ｉ ｃ ｅ ｎｇ

ｅ
） 在政府 中 力 图通过平衡

图 西族和胡 图族 的 比例来缓解 民族 冲 突 ， 因 而在其主导下每届 政府 中 二者

所 占 的 比例都大体相 当 。 在首相这一重要人选 的 问题上 ， 姆瓦姆布 萨 四世

也非 常谨慎 ，

一直安排 图西族人和 胡 图族人轮流担任 ， 本届 首相 为 图 西族

人 （ 胡 图族人 ） ，
下届 首相 则 为胡 图族人 （ 图 西族人 ） 。

？

总 的来说 ， 这
一时期布隆迪 的权力 分配开始带有非常 明 显 的族裔平衡

色彩 ， 但是它还 未达 到 民族对抗 的 局 面 ，

一是 当 时布隆迪各政党都包含有

不 同 民 族 的成员 而非单一 民族政党 ，
二是政府 和议会 中 无论哪 一 民族都不

能完 全 占据所有 职位 和席位 ， 同 时也不 能完 全被排 斥 在外 。

？ 然 而脆 弱 的

权力 平衡随着双方矛盾 的激化在王 国统治后期越来越难 以维持 ，

一是 因 为

图 西族极端势力 作 为 既得利 益 者 仍 然 固 守 过去歧 视 和排 挤 胡 图 族 人 的 思

维 ， 不愿 与后者分享权 力 ；

二是 因 为胡 图族对 长期 受统治 的 弱势地位越来

越不满意 ， 试图 如邻 国 卢 旺达一样通过建立胡 图族共和 国政权 的方式迅速

改变这一局 面 。

？ 二者 的矛 盾导致 了 这一 时期 表 面 的 族 裔权 力 平衡之 下上

① ［ 坦桑尼 亚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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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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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了 多次胡 图族与 图西族的夺权与反夺权 、 政变与反政变 的激烈斗争 。
？

１ ９６５ 年 １ 月 ， 胡 图 族 出 身 的 首 相 皮 埃 尔 ■ 恩 根 达 杜 姆 韦 （
Ｐ ｉ ｅ ｒｒｅ

Ｎ
ｇ
ｅｎｄａｎｄｕｍｗｅ

） 被图 西族极端分子刺 杀 ， 胡 图族人对随后进行 的 调査非

常不满 ， 认为它是不公正 的 。 此后 ， 布隆迪人 民党 （
Ｐｅ ｏ

ｐ
ｌ ｅ

’

ｓＰａｒ ｔｙ ） 和 民

族进步统一党 中 的
一些胡 图族领导人退 出 了这些被他们认为是不能维护胡

图族人正 当权益 的组织而成立 了 带有鲜 明族裔色彩 的 民族性政党 ， 即 只 吸

纳胡 图族人参加 的政党 。 这一举动实际上表 明王 国 时期 的族裔权力平衡政

策既没能满足胡 图族人的诉求也不符合图西族人 的愿望 ， 布隆迪 的 国 内政

治 由 此开始 向政党族裔化的方 向 发展 。

在 同年 ５ 月 举行的选举 中 ， 民族身份成为主要 的政治动员 工具 。 胡 图

族政党凭借人 口 数量 优势在选举 中 大胜 ， 获得 了３ ３ 个议会席位 中 的 ２ ３

个 。 然而在 图西族精英 的压力 下 ， 布隆迪 国 王 不得不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

随后他不仅直接修改 了 宪法 ，
还任命 自 己 的 图西族表兄利奥波德 ？ 比胡 ？

穆加尼 （
Ｌ６〇ｐ ｏ ｌｄ Ｂ ｉｈ ｕ Ｍ Ｕ

ｇ
ａｎ ｉ

） 担任首相 。 面对通过 民 主 、 正 当 的程序获

得的合法权利被拒绝承认的局 面 ， 胡 图族精英极为不满 。

一批胡 图族军官

在 １ ０ 月 １ ９
一

２０ 日 试图通过武装政变 的方式夺取政权 ， 结果失败并导致 图

西族主导 的政府残酷报复 ， 最后不仅政变成员 被逮捕和处决 ， 包括 当选胡

图族议员 在 内 的大部分胡 图族政治家和许多支持政变 的胡 图族群众也都被

处决 。 据估计 ，

１ ９ ６ ５ 年 的 政治 变 局 导 致 了２５ ００
－ ３ ０００ 名 胡 图 族人被 杀 ，

胡 图族精英整体上基本被 消 灭 。
？ 布 隆迪 １ ９６ ５ 年未遂政变及其后来 的政

治发展暂时打断 了胡 图族分享 国 家政治权力 的愿望 和能力 ， 更是从整体上

几乎消灭 了 胡 图族精英集 团 ， 这从表面上看重新稳定 了 政局 ， 但从长远看

却造成 了 胡 图族与 图 西族之间严重 的积怨 ， 为 以 后布隆迪 国 内政治 的进一

步族裔化埋下 了伏笔 。

实事求是地说 ， 姆瓦姆布萨 四世的思想具有一定 的 民 主色彩 ， 同 时 由

于历史上布隆迪王室相对超脱 的政治地位 ， 姆瓦姆布萨 四世能够吸收人数

众多但又 总体弱势的胡 图族人参与政权 ， 因此尽管他是图西族人却赢得 了

广大胡 图族人 的拥戴 。 严格地说 ， 国 王是 当 时布隆迪两大 民族唯一可接受

①丁丽莉 ： 《 布隆 迪部族 冲突 的 由 来及前 景 》 ， 载 《 亚 非纵 横 ＞ １ ９９ ５ 年 第 ２ 期 ， 第 ３ ３
—

３４

页 。

② 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４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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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统治者 ， 但姆瓦姆布萨 四世推行族裔权力 平衡政策 的 过 程却跌跌撞

撞 ， 其效果也很不理想 ，

一方面政府 中 吸收大量胡 图族人 的情况 引 起 了 以

军方为代 表 的 图 西族极端势力 的不满 ， 另
一方面他在特定时期对 图 西族极

端派 的 妥协 又 引 起 了 胡 图族 的抱怨 ， 处在两者之间 的姆瓦姆布 萨 四 世极 为

被动 ， 最终其统治 在 １ ９ ６ ６ 年 被 军方 支持 的 儿子 夏尔 ？ 恩迪泽 耶 （
Ｃ ｈ ａ ｒ ｌ ｅ ｓ

Ｎ ｄ ｉ ｚ ｅ
ｙ
ｅ

） 即 后来 的恩塔 尔 五世 （
Ｎ ｔ ａ ｒｅＶ ） 推 翻 。

（
二

）米孔贝罗统治时期 ： 图西族极端势力主导下的公开敌视和清洗政策

１ ９ ６ ６ 年 ７ 月 ， 布 隆 迪 国 王 姆 瓦 姆 布 萨 四 世 被 其 子 恩塔 尔 五 世 废 黜 ，

后 者 随后 又 被 时任 首 相 的 米 歇 尔 ？ 米 孔 贝 罗 （
Ｍ ｉ ｃ ｈ ｅ ｌＭ ｉ ｃ ｏ ｔｎ ｂｅ ｒｏ

） 废 黜 ，

并宣布成立布 隆迪 共 和 国 。

米孔 贝 罗 主政时期 ， 来 自 其家 乡 布鲁里 的 图 西一希 马人被 重 用 ， 由 此

导致 了 过 去王 国 时期被委 以 重任 的穆 郎维亚地 区 的 图 西 人 的 不满 ， 图 西族

群体 内 部 的 矛 盾不 断 凸 显 。 为 了 转移矛盾 ， 米孔 贝 罗 不断放大和利用胡 图

族 与 图 西族之 间 的矛盾 。 自 其通过政变方式上 台 开始 ， 米孔 贝 罗 就迅速将

政府 中 的 胡 图 族部 长解 除 职 务并很快清 洗 了 军 队 中 的 胡 图 族人 士 。 １ ９６ ９

年 ９ 月 ， 布 隆迪政府 又 宣 称 发现
一起 胡 图 族政 变 阴 谋 ， 随 即 以

“

策 动 政

变
”

和
“

计划 屠杀 图 西族人
”

的 罪 名 将包括 ３ 名 前政府 内 阁 部 长 在 内 的

２６ 人判处死刑 。

图西族极端分子 的 影 响 也使米孔 贝 罗 政 府 在 民 族 问 题上 态 度 极 其强

硬 。 米孔 贝 罗 出 身 自 堪称 图 西族保守势 力 大本 营的 布 隆迪军 队 ， 其 民族政

策本质上 反 映甚 至迎 合 了 图 西族极 端势 力 的诉求 。
１ ９ ７ ２ 年 ， 布 隆迪 政府

和军方宣 称
“

胡 图 族 武 装 叛乱 分 子 进攻 布 隆 迪 南 部 、 基 特 加 （
Ｇ ｉ ｔ ｅ

ｇ
ａ

）

和布琼布拉 （ （
Ｂ ｕ

ｊ
ｕｍ ｂ ｕ ｒａ

）

”

等地 区 ， 造 成
“

大约 ５ 万人被 杀 ， 其 中 大部

分是 图西人
“

叛军 的 目 标 是建立 胡 图 族统 治 的 共 和 国 ，
对 图 西 人进 行

清算
”
… … 随 即 以此 为借 口 对胡 图 族进 行

“

报 复 性
”

大 屠 杀 。 在从 当 年

４
一

１ １ 月 的 屠杀 中 ， 有学者估计有 １ ０ 万一２０ 万 的 胡 图 族人 被 杀 害 ， 另 有

１ ５ 万一３ ０ 万 的胡 图 族人被 迫 逃亡 国 外 。

？ 值得一 提 的 是 ，
此 次 屠 杀 不 仅

造成 了４ 名 胡 图族 内 阁成 员 死亡 ， 还使几乎所有 的 胡 图 族官 员 和 胡 图 族士

① 于红 、 吴增 田 编 著 ： 《 列 国 志 ？ 卢 旺达 布 隆迪 》 ， 社 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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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被杀 。
？

从政府治理 的 角 度看 ， 米孔 贝 罗 的 统治 总 的来说是非 常失 败 的 。 第

一

， 米孔 贝 罗废黜 了 布隆迪王 国建立 了共和 国 ， 这表面上看是一种 向 着 民

主 与共和迈进的进步 ， 但废黜 了 图西族和胡 图族共同拥戴 的王室 ， 实际上

却使布隆迪丧失 了 一个弥合不同 民族人心 的工具 ，
让二者 的 冲突更加表面

化 、 公开化 。 第二 ， 军 队 出 身 的米孔 贝 罗 缺乏 开 明 、 包容 的 基本政 治智

慧 ， 其推行 的政策造成 了 民族之 间 的公开敌视和仇杀 。 在米孔 贝 罗统治 的

１ ９７ １ 年 ， 布隆迪主要权力机构
——共和 国 委 员 会 ２７ 名 委员 中 仅有 ２ 名 委

员 出 自 胡 图族 。
１ ９７ ２ 年 ５ 月 ， 米孔 贝 罗 统治 下布 隆迪军 队 中 仅有 的 ４５０

名 胡 图族士兵被清洗杀害 ，
自 此军队 中所有 的军官和士兵都 由 图西族人充

任 。

？ 此外 ， 米孔 贝 罗政府还力 图 限制 胡 图族在经济发展 和接受教育 等方

面 的机会 。 米孔 贝 罗 赤裸裸地排斥 占 人 口 绝大 多数 的 胡 图 族人 的权力 诉

求 ， 不仅从道义上讲是不正义 的 ， 从实然政治 的角 度看也是不现实 的 ， 它

必然会导致胡 图族人的反抗并造成整个 国 家 民族矛盾 的激化 。

Ｉ

（三 ） 巴加扎统治时期 ： 图西族绝对优势下相对开明的民族政策

１ ９７ ６ 年 １ １ 月 ， 米 孔 贝 罗 的 统 治 被其表弟 让 － 巴 蒂 斯 特 ？ 巴 加 扎

（ Ｊｅａｎ
－Ｂ ａｐ ｔ ｉ ｓ ｔｅ Ｂ ａ

ｇ
ａｚａ

） 在
一次不流血政变 中 推 翻 。 鉴于米孔 贝 罗 政府 民族

领域 的错误政策造成 了 国 内 大规模的种族屠杀 ， 严重影响到 国 家 的安全与

稳定 ，
巴加扎政府较大幅度地调整 了 过去 的许多政策 。

由 于王 国 时期和米孔 贝 罗 时期
“

政党 民族化
”

、

“
一族一党

”

的情况使

许多活跃于政坛 的政党过度强调某一 民族 的利益而 罔顾 国 家和社会整体 的

利益并导致政局动荡 、 社会 内 部高度 冲突 ， 因 而 巴 加扎上 台 后推动通过 了

新宪法 ， 取缔 了 多党制 实行一党制统治 ， 宣布 比较具有包容性 和超越性 ，

组织上能够容纳 图西族和胡 图 族两族 的成员 ， 政治上 主张 国家统一 的
“

民

族进步统一党
”

为布隆迪唯一合法政党 。

？ 此外 ，
巴加扎政府还积极推行促

①Ｒ ｅ ｎ ６Ｌｅｍ ａｒｃ ｈａｎｄ
，

“

Ｇ ｅ ｎ ｏ ｃ ｉ ｄ ｅ ｉ ｎ ｔ ｈ ｅＧ ｒｅ ａ ｔＬａ ｋ ｅ ｓ
：Ｗ ｈ ｉ ｃ ｈＧ ｅｎｏ ｃ ｉ ｄ ｅ ？Ｗ ｈ ｏ ｓ ｅＧ ｅ ｎ ｏ ｃ ｉ ｄ ｅ ？

”

 ｉ４／ｒ ｆ
－

ｃａｎＳ ｔｕｄ ｉ ｅｓＲ ｅｖ ｉ ｅｗ
，Ｖ ｏ ｌ ． ４ １

，Ｎ ｏ ．  １
， １ ９９ ８

，ｐ
． ６ ．

② ［ 坦 桑尼 亚 ］
Ｙ

？ 布扎拉吉 ： 《 布隆迪 胡 图 族 与 图 西族 的仇 杀 》 ， 葛公 尚 译 ， 载 《 世 界 民

族 》 １ ９ ８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７ ０ 页 。

③ 布隆迪
“

民族进步统一党
”

简称
“

乌普罗纳党
”

或
“

乌党
”

， 其唯一合法政党 的地位一直

持续 到 １ ９ ９ ２ 年
“

多党制风潮
”

影响下布隆迪废除
“
一党制

”

为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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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民族 和 解 的 政策 ， 反对地方 主 义 和 部族 主 义 。 例 如 ，
巴 加 扎政 府鼓 励

１ ９７２ 年大屠杀 中逃亡 国 外 的 胡 图 族难 民返 回 国 内 ， 恢 复其财产 ； 废 除之前

大学校园 中 的种族隔离措施 ， 鼓励不 同 民族 的学生之 间 的交往 ； 限制对 民

族差别 的强调 ， 如对
“

胡 图
” “

图西
”

等描述排他性身份 的词汇 的使用 。

？

在经济领域 ，
巴 加扎政府 调 整 了 布 隆 迪 传 统 的 土 地 制 度 ， 颁 布

“

废

除 乌 布杰雷 瓦制 度 的 １ 

一

 １ ９ 号法 令
”

废除 了
“

租佃 契 约
”

， 实行
“

耕者有

其 田
”

的政策 ， 规定农 民 对耕种 七 年 以 上 的 土地
“

享有 主权
”

， 地 主
“

不

得收 回
”

也
“

不 得 再 收 租
”

， 缓 解 了 处 于 社 会 下 层 的 胡 图 族人 受 到 的 剥

削 。

② 此外 ，
巴 加扎政府还颁布 了

“

关 于恢 复 在 １ ９７ ２ 年 和 １ ９７ ３ 年 事件 中

离 布人士 之权利 的 １ ９ ７ ７ 年 ６ 月 ３ ０ 日 １ 

一

２ １ 号法令
”

， 允许在种族大屠 杀

中 流离失散 的 胡 图 族人 以 及 因 生 活所迫离开 家 园 的 胡 图 族人 回 归 故里并拥

有 原有 的 土地 ， 减轻 了 图 西族人对胡 图 族人 的 经济压迫 。

？ 严格 地说 ，
巴

加 扎政府 的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专 门 针对胡 图 族 ，
而是基 于布 隆迪 未来 和

长远发展 来考量 的 ， 但从 客 观效果看它 明 显有利 于处 于社会下层 的 胡 图族

以 及那些在 １ ９ ７ ２ 年 和 １ ９ ７ ３ 年种族 冲突 中 受 到极 大 冲击 的 胡 图族难 民 。

据统计 ， 在 １ ９ ８ ７ 年 巴 加扎 的统 治被 推 翻前 ， 布 隆迪 ３ ／４ 的 内 阁 成 员

和议会议员 、
２／３ 的大学生 、

１ ３ ／ １ ５ 的省 长 、 军 队所有 的军官 和 ９ ６％ 的 警

察 、 士兵都是 图 西族人 。

？ 尽管从整体上看 巴 加 扎时期 的 政府 和 武 装力 量

仍然是 图 西族 占绝对优势 的 ， 但相对 于之前 胡 图族精英几乎 被整体 消 灭 、

胡 图 族群众被大规模屠杀 的 两个时期 ， 他们 的地位有 了 不少改善 。 这可 以

说是 巴 加扎政府缓 和 民族矛盾努 力 的结果 ， 它 同 时也反映 了 巴 加扎 的思想

比较开 明 ， 在很大程度上超越 了 狭 隘 民族 主 义 的局 限 。

（
四 ） 布约亚统治时期 ： 种族屠杀再现与向族裔平衡政策回归

１ ９ ８ ７ 年 ９ 月 ３ 日
， 布 隆迪 军官皮埃尔 ？ 布约亚 （

Ｐ ｉ ｅ ｒ ｒｅＢ ｕ
ｙ
ｏ
ｙ
ａ

） 发 动

军事政变 ， 推翻 巴加扎统治建立 的 布 隆迪第 三共和 国 。 布约亚 出 身 于惯于

强调集权和 纪律 的军 队 ， 但在政治思想上 却带有 明 显 的 自 由 主 义 色 彩 ， 总

①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５ ３ 页 。

② 琼迪 ： 《 布隆迪 土地制 度 的 历史 和现状 》 ， 载 《 两亚非 洲 》 １ ９ ８ ９ 年第 ５ 期 ， 第 １ ０ 页 。

③ ［ 坦桑 尼亚 ］
Ｙ

？ 布扎拉 吉 ： 《 布 隆迪 胡 图 族 与 图 西 族 的仇 杀 》 ， 葛 公 尚 译 ， 载 《 世 界 民

族 》 １ ９ ８ ９ 年第 １ 期 ， 第 ７ ０ 页 。

④ 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５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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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说其统治相对开 明 。 在处理 国 内 民族矛盾方 面 ， 身为
“

民族进 步统

一党
”

领袖 的布约亚坚持 了 过去该党一贯 的 超越 民族界 限 的 理念 以 及 巴

加扎政府时期推行的
“

部族和解
”

政策 ， 使 国 内 民族关系相对稳定 。

尽管 图西族 出 身 的 布约 亚在 民族政策方 面相 对开 明 和包容 ， 其
“

部

族和解
”

的政策也取得 了
一定 的积极效果 ， 但 由 于历 史积怨及现实权力

结构等原 因 胡 图 族人 的 不满情绪仍然存在 。
１ ９ ８ ８ 年 ， 胡 图族和 图 西族之

间再次爆发 了 大规模的武装 冲突 ，
造成 了超过 ５０００ 人死亡 ， 另 有 ６００００

多人流亡 国外沦为难 民 。
？ 和 以往不 同 的 是 ， 布约 亚政府基本坚持 了 公正

的立场和态度进而相对妥善地处理 了 引 发 １ ９ ８ ８ 年 民族 冲 突 的事件 ， 不仅

严惩 了肇事者 ， 还及时采取措施对受 到 冲击 的无辜平 民进行 了 救济 ， 基本

控制住 了 局势的发展 。
１ ９ ８ ８ 年 １ ０ 月 １ ９ 日

， 布 约 亚攻组政府 ， 重设 了 总

理职务并任命胡 图族 出 身 的 阿德里安 ？ 西博马纳 （
ＡｄｒｉｅｎＳ ｉｂ ｏｍ ａｎ ａ

） 为总

理 ， 安排 图西族和胡 图族在 内 阁 中 各 占
一半 的位 置 ， 此外 还 成立 了 由 １ ２

名 图 西族人和 １ ２ 名 胡 图族人组成 的
“

民族统一 咨询委员 会
”

进 一步调査

１ ９ ８ ８ 年大屠杀 的真相 。
？

布约亚政府没有 回 避 国 内 胡 图 族 和 图 西族 冲 突 的 严重性 。
１ ９ ８９ 年 ５

月 ，
民族统

一

咨询委员 会发表调査报告 ， 承认胡 图族与 图西族的 冲突非常

严重 ， 这也是布 隆迪独立后官方第一次正式承认 国 内 的 民族 冲突 。 为 了 促

进 民族和解与 团 结 ， 布 约 亚政府在 １ ９ ８ ８ 年事件后 总结历 史 的 经验教 训 ，

进一步审视 了 自 己 的 民族政策 ， 成立 了全 国 民族团结协商委员会 ， 制定 了

《 民族 团结宪章 》 ， 组织 了 民族 团 结政府 ， 进行 民 族 团 结 的 宣传教育并提

出
“

欢迎难 民 回 国
”

的 主张 ，

？ 使 国 内局势逐渐得 到缓解 。

进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随着东欧剧变后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 的局 面走

向 终结 ，
西方 国 家也开始放弃 因 过去为对抗苏联而一贯支持 的非洲独裁政

权 ， 转而要求这些 国 家实现
“

民 主
”

， 向
“

公 民选举
”

、

“

多党制
”

转变 。

在
“

民 主化
”

的 冲击下 ，

１ ９９ １ 年年初 布 隆迪政府进行 了 改组 ， 胡 图族 出

身 的部长在政府 内 阁 中 占据 了 多数 ， 这实 际上是 民 主化大趋势下 占人 口 多

①金文 ： 《 布隆迪 的部族仇杀 》 ， 载 《 群言 》 １ ９９ ５ 年第 ７ 期 ， 第 ４ １ 页 。

② 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５ ５ 页 。

③ 当 时 布 隆迪 流 亡 国外 的难 民 主要 是胡 图族难 民 ， 因 此
“

欢迎难 民 回 国
”

实 际上 主要 是针

对胡 图族来说 的 。 参见 簫复荣 《 卢 旺 达 和 布 隆迪 的 部 族 冲 突 初 析——兼 涉 黑非 洲 国 家 的 部族 问

题 》 ， 载 《 西 亚非洲 》 １ ９９４ 年第 ５ 期 ， 第 ３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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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的 胡 图 族人 的政 治 力 量 不可 回 避 的 显 示 。

？ 面对 多 党 制 民 主化 的 压 力 ，

布 约 亚顺 应 潮 流 在 布 隆 迪 成 立 了 两 个 委 员 会 负 责 民 主 选 举 事 宜 ， 并 在

１ ９ ９２ 年 ３ 月 通过新 宪法在法律层 面 为其实现铺平 了 道路 。

四 １ ９ ９ ３ 

—

２ ０ ０ ５ 年内战与向和平过渡时期 ： 民族矛盾

激化与迈向新的族裔权力平衡

在布 隆迪转 型 的过程 中 ，

“

选举 民 主
”

的 推行必然伴 随着 胡 图 族权 力

的增 加 和地位 的提升 ， 但与此 同 时 ， 它 又 必然 与试 图 固 守统治地位 的 图 西

族尤其是 以 布 隆迪 军方 为代表 的极端势 力 发 生 冲 突 。 在 斗 争与妥协 的不断

交替 中 ， 布 隆迪逐渐 向 新 的权 力 平衡过渡 。

（

一

） 多党制选举民主下胡图族的胜利与布隆迪 内 战

１ ９ ９ ３ 年 ６ 月 ， 胡 图 族政 党 布 隆迪 民 主 阵 线 （
Ｆ ｒｏ ｎ ｔｐ

ｏ ｕ ｒ ｌ ａＤ ６ｍｏ ｃ ｒａ ｔ ｉ ｅ

ａ ｕＢ ｕ ｒｕ ｎ ｄ ｉ
） 在议会选举 中 获得 了８ ０％ 的席位 ， 其领导人梅 契 尔 ？ 恩达 达

耶 （
Ｍ ｅ ｌ ｃ ｈ ｉ ｏ ｒＮ ｄ ａｄ ａ

ｙ
ｅ

） 也赢得总统选 举 的 胜利 。 恩 达 达 耶 自 此成 为 布 隆

迪历史上第一位 民选总统 ，
也是第一位胡 图 族 出 身 的 总统 ， 由 此历史性地

结束 了 图 西族人独立后 长达 ３ １ 年 的统治 。

恩达达耶选举 获胜后 ，
为 了 政权 的稳定过渡在施政演讲 中 提 出 要保护

图 西族 的 利 益 ，

？ 此外 ， 还宣布 对包括胡 图 人 和 图 西 人在 内 的 ５ ００ 名 政治

犯进行大赦 ，
以 此作 为 民族和解 的姿态 。 为 了 建立一个更加具有代表性 的

政府 ， 恩达达耶在 ２ ３ 名 政府部 长 中 任命 了９ 名 图 西 族部 长 ， 并指 定 图 西

族女性西尔 维 ？ 基 尼 基 （
Ｓ
ｙ

ｌ ｖ ｉ ｅＫ ｉ ｎ ｉ

ｇ
ｉ

） 担任政府 总理 。 另 外 ， 恩 达 达 耶

也积极推动流亡 国 外 的胡 图族难 民 重新返 回 国 内 ， 但要求 胡 图 族人不得 向

图西族人
“

算 旧 账
”

。

？ 总 的 来 说 ，
恩 达 达 耶 有 着 比 较 广 泛 的 民 意 基 础 ，

但是其胡 图族背景使一些 固 守＠族优越感 ，

一直敌视 和排挤 胡 图族 的 图 西

①张毓熙 ： 《 当 前 非 洲 军政 权 国 家 在 向 民 选 政 府 过 渡 中 的 类 型 、 成 败 与 前 景 》 ， 载 《 西 亚

非洲 》 １ ９ ９４ 年第 ３ 期 ， 第 ３ ９ 贞 。

② 颜 琳 ： 《 武 装 组织 的 社会性 克制 ： 参 与进 程 与 儿 《 兵 规 范 的 传 播 》 ， 外 交 学 院 博 士 论 文 ．

２０ １ ２
， 第

９０页 。

③ 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５ ８ 页 。



布 隆迪 的 民族 身份与族裔权力 平衡政治研究 ８ ７

族极端分子极 为不满 ， 他们不断游行示威并鼓动骚乱 。

历史 上 自 布隆迪封建王 国建立 以来 图西族就一直在军事领域 占据绝对

垄断地位 。
１ ９ ６２ 年独 立 后 ， 图 西族人延续 了 在军 队 中 的优势 ，

几乎 所有

的军官和绝大部分的士兵都是 图 西族人 。 在 １ ９６６
—

１ ９９ ３ 年 的 ２７ 年 中 ， 布

隆迪一直处在军人政权 的 统治下 。 图西族人超过 ９５ ％ 的 政府军事实上 是

布隆迪一支不可 忽略 的政治力 量 ，

？ 它是 图 西族强 硬 派 的
“

大本 营
”

，
不

仅很大程度上影 响着该 国 的政治走 向 ，
还多次直接发动军事政变推 翻其不

认可 的政权 。
？

恩达达耶上 台后也积极推动军事领域的改革 ， 他提 出
一项法令——从

全 国各个部族 、 部落 中招募士兵 以改变军队构成进而试 图改变 图西族人一

直在军事领域 占绝对统治地位 的局面 。

？ 这一 向 图西族大本 营
“

开 刀
”

的

做法立 即 引 起 了 图西族极端势力 的极大恐惧和不满 ， 它直接激怒 了 图西族

极端势力 。 １ ９９３ 年 １ ０ 月 ２ １ 日
， 在 民 主选举后仅仅过 了 一百余天 ， 图 西

族控制 的军队发动政变推 翻 了 恩达达耶政府并将其杀害 ， 而后者的死亡又

直接引 发 了胡 图 族和 图西族之 间 旷 日 持久 的 内 战 。
？

就布隆迪而言 ，

“

民 主化
”

浪潮 下 多党 制 的推行使 图西族与 胡 图族之

间 的矛盾在这一 时期从过去 的
“

朝野矛盾
”

转变为
“

政府 内 部矛盾
”

，
民

族间 以往很大程度上
“

朝
”

与
“

野
”

的对立 被纳 人政府 的
“

内 部化
”

过

程使得布隆迪政府在这
一时期极 为不稳定 。 同 时 ， 图 西族与胡 图族之间 的

矛盾并没有 因 此而减轻 ， 除 了 在政府框架 内 的 斗争外 ， 双方的武装斗 争在

激烈程度上甚至 比 以往更加严重 。

（
二

） 向新的族裔权力平衡过渡

由 于 １ ９９ ３ 年 １ ０ 月 ２ １ 日 军事政变推 翻 的是有 很 大 民 意基础 并得 到 国

际社会广泛认可 的政府 ， 因 此政变立 即 招致 国 内外 的严厉谴责 。 在此背景

下 ， 布 隆迪 民 主阵线很快重新控制 了 局 势并逮捕 了政变领导者 。 １ ９９４ 年 １

月 ， 胡 图 族人西普 里安 ？ 恩塔里 亚 米拉 （
Ｃ ｙｐ

ｒｉａｎＮ ｔａｒ
ｙ
ａｍ ｉ ｒａ

） 被选 为 总

①包茂宏 ： 《 论非 洲 的族 际 冲突 》 ． 载 《 世界 民族 》 １ ９ ９ ８ 年第 ４ 期 ， 第 ２２ 页 。

② 丁丽莉 ： 《 布隆迪部族 冲 突 的 由 来及 前景 》 ，
载 《 亚非纵横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４ 页 。

③ 董学斌 ： 《 布隆迪再遭劫难 》 ． 载 《 世界知识 》 １ ９ ９ ３ 年第 ２ ２ 期 ， 第 １ ８ 页 。

④ 于红 、 吴增 田 编著 ： 《 列 国 志 ？ 卢 旺达布 隆迪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 版 ， 第 ２ 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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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 然 而不幸 的 是其在 ４ 月 ６ 日 与 卢 旺 达 总 统朱 韦 纳 尔 ？ 哈 比 亚 利 马 纳

（ Ｊ ｕ ｖ Ｓ ｎ ａ ｌＨ ａ ｂ
ｙ
ａ ｒ ｉ ｍａｎ ａ

）
一起乘坐 的 飞 机在 卢 旺 达 被 火 箭 弹击 落 身 亡 。 这

一事件直接 引 发 了 卢 旺达种族大屠杀 ， 又进一步加剧 了 布 隆迪本来 已 非 常

严重 的 内 战 。 布 隆 迪 保 卫 民 主 力 量 （
Ｆｏ ｒｃ ｅ ｓｐ

ｏｕ ｒ ｌ ａＤ ｇ ｆｅ ｎ ｓｅｄ ｅ ｌ ａ

Ｄ６ｍ ｏ ｃ ｒａ ｔ ｉ ｅａｕＢ ｕ ｒｕ ｎ ｄ ｉ

） 和 民 族解 放 阵 线 （
Ｆ ｒｏ ｎ ｔＮ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ｄ ｅｌ ａＬ ｉ ｂ ｅ ｒａ ｔ ｉｏｎ

）

等胡 图族武装 与 图 西族背景 的政府军不断发 生 冲 突 。 据统计 ， 从恩达达耶

被害 到政变军方 向 合 法 政府 交权这 一 段 时 间 内 ， 布 隆迪 内 战 造 成 了 至 少

１ ０ 万人 死亡 ，
另 有 ８０ 多 万 人 沦 为 国 际难 民 。

？ 经 过 一 系 列 激 烈 的 斗 争 ，

布 隆迪 民 主 阵 线 与 以 民 族进 步统一党 为 主 的 反 对党 在 １ ９ ９４ 年 ９ 月 终 于 达

成关 于权 力 分配 的
“

政府公 约 （
ｔ ｈ ｅＣ ｏｎ ｖ ｅ ｎ ｔ ｉ ｏ ｎｏ ｆＧ ｏ ｖ ｅ ｒ ｎｍ ｅ ｎ ｔ

）

”


由 执

政党 出 任总统 、 反 对党 出 任总理 、 双方在 内 阁 中 的 比 例 为 ５ ５ ：４ ５
。

？ 在权

力 争夺 的过程 中 ， 带有 明 显族裔背景 的政治 暗杀 和部族仇杀频频发生 ， 到

１ ９ ９ ５ 年 ３ 月 时 图 西族 与 胡 图族之 间 的 冲 突 又 进 一 步升级 。
１ ９％ 年 ７ 月 ２ ５

日
， 图 西 族 控 制 的 军 队 再 一 次 发 动 军 事 政 变 ， 推 举 前 总 统 布 约 亚 出 任

总统 。

？

布 隆迪 １ ９ ９ ６ 年政变在 国 际社会 中 产 生 了 极其恶 劣 的 影 响 ， 国 际社会

迅速对布隆迪进行 了谴责 和制 裁 。 为 了 打破制 裁改变政治经济 困境 ， 布约

亚政府 积极 推进 民族 和解 ， 通过扩大议会 、 改组政府等方式对胡 图族人的

利 益进 行适 当 照顾 。 此外 ， 面对 内 战 的 困 局 ， 布约亚政府不得不 同 意 国 际

社会 的 居 中 调 解 。 在坦桑尼 亚前总统尼雷尔和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的先后调

解下 ， 布 隆迪各胡 图 族 党 派 和 图 西 族 党 派 就 国 内 诸 多 问 题进行 了 多 轮谈

判 ， 最终各方就政治体制 改革 、 民族 间 权力 分配等问 题达成 了 诸多一致并

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２ ８ 日 在坦桑尼 亚签署 了 历史性 的 《 布 隆迪 和平与 和解 阿鲁

沙协定 》 。
２００３ 年 １ ０ 月 ２ ８ 日

， 在南非总统姆 贝 基 等 人 的 调解 下恩达 耶 齐

耶总统 又 与 当 时 布 隆迪最大 的 反政府势力——保卫 民 主力 量 的领导人皮埃

尔 ？ 恩 库 伦 齐 扎 （
Ｐ ｉ ｅ ｒｒｅＮ ｋ ｕｍ ｎ ｚ ｉ ｚ ａ

） 在 南 非 签 署 《 比 勒 陀 利 亚 议 定 书 ：

布 隆迪政治 、 国 防 和 安 全权 力 分享协议 （
Ｔｈ ｅＰ ｒｅ ｔ ｏ ｒ ｉ ａＰ ｒｏ ｔｏ ｃ ｏ ｌｏ ｎＰｏ ｌ ｉ ｔ ｉ ｃａ ｌ

，

Ｄ ｅ ｆｅ ｎ ｓ ｅａ ｎ ｄＳ ｅ ｃ ｕ ｒ ｉ ｔ

ｙ
Ｐｏｗ ｅ ｒＳ ｈ ａ ｒ ｉ ｎ

ｇ
ｉ ｎＢ ｕ ｒｕ ｎｄ ｉ

） 》 。 根据协议 ， 保卫 民 主 力 量

①金 文 ： 《 布 隆迪 的部族仇杀 》 ， 栽 《 群 言 》 １ ９９ ５ 年第 ７ 期 ， 第 ４ １ 页 。

② 丁 丽莉 ： 《 布 隆迪部族 冲 突 的 由 来及前 录 》 ， 载 《 亚 非纵 横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２ 期 ， 第 ３４ 页 。

③ 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５ 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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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武装斗争加人政府 ， 获得 ４ 个政府部长 的 席 位 、 武装部 队 中 ４０％ 的

指挥官职位 以及在外交领域 和地方政府方面 的 职位 。
２００４ 年年初 ， 恩达

耶齐耶召 开 系列会议与参 与政府 的 各 党 派讨论 布 隆迪新宪法 和选举法 问

题 。 由 于 内 战 尚 未结束 ， 各党派 间 的分歧也非常大 ， 有关的讨论充满 了 波

折 。 最终 ， 在南非 、 坦桑尼亚 、 联合 国等方面力量 的协调和支持下布隆迪

各方达成一致 ， 通过 了有关未来权力 分配 的协议并就 ２００５ 年 的选举 问题

达成一致 。 根据作为多方斗争与妥协结果的宪法草案 ， 在布隆迪大选后 的

政府和 国 民议会 中 ， 胡 图族人 占 ６０％
， 图 西族人 占 ４０％

。 经过一 系 列 波

折 ，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２ ８ 日

， 布隆迪 以全 民公决 的形式通 过 了新 的 宪法 ， 其 中

除 了 上述关于政府和 国 民议会构成的规定外还规定布隆迪政党必须是多种

族的 ，
参议院 的构成也必须是多种族的 。 这实际上就要求所有 的政党都不

能是排他性 的单一 民族党派而必须包容 和接纳其他 民族 的成员 。

？ 此外宪

法规定 ， 布隆迪任何一族在 国 防力量 中 的 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 皮埃尔 ？ 恩库伦齐扎 当 选布隆迪过渡期 结束后 的 首任总统并 宣誓就

职 ， 从而开启 了 布隆迪新 的一个历史时期 。

布隆迪 内 战造成 了严重 的 灾难 ， 据 国 际危机组织 （
Ｉｎ ｔｅ ｒｎ 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Ｃ ｒ ｉ ｓ ｉ ｓ

Ｇ ｒｏｕｐ ） 的报告估计 ， 仅从 １ ９９ ３
—

２００２ 年 内 战 中就造成 了 约 １ ２０ 万 国 际难

民 和 国 内 流离失所者 。

？ 在 １ ９９ ３ 年 内 战爆发 到 ２００５ 年恩库伦齐扎 当选 总

统这一段时期 内 ， 内 战 至少造成 了２０ 万平 民死亡 。
④ 不 过幸运 的是 ，

经

过各方艰难 的斗争与妥协 ， 布隆迪最终在族裔政治方面实现 了 向新 的平衡

的过渡 。 对政府机构 和 国 家权力 机关 中 职位 的分配 、 对政 党包容性 的要

求 、 对军队构成 的规定 ， 等等 ， 这既是布 隆迪不 同 民族血腥斗争 的结果 ，

又为新 的 时期 国家和社会 的基本稳定奠定 了 基础 。

①颜琳 ： 《武装 组织 的社会性克制 ： 参与进程 与 儿 童兵 规 范 的 传播 》 ， 外 交学 院博 士 论 文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 １ １ ２ 页 。

② 李志伟 ： 《 布 隆迪安全形 势骤 紧 ＞ ， 载 《 人 民 日 报 ＞２０ １ ５ 年 ８ 月 ６ 日
， 第 ２ １ 版 。

③ Ｉ ｎ ｔｅ ｒｎ ａ ｔ ｉ ｏ ｎ ａ ｌＣ ｒ ｉ ｓ ｉ ｓＧ ｒｏｕ ｐ ，Ａ／Ｖａｍｅｗ ｏ ｒＡ ／ｏ ｒ  ／Ｊ ｅｓｐ
ｏｎｉ ｉＷｅ  ／４Ｗ阽Ａ ｆｒ ｉ ｃ ａ ｎＢ ｒ ｉ

ｅｆｉ ｎ ｇＮ
０

５ ７

（
Ｎ ａ ｉ ｒｏ ｂ ｉ／Ｂ ｒｕ ｓｓｅ ｌ ｓ

： Ｉ ＣＧ
） ，２ １Ｆ ｅ ｂ ｒｕａ ｒ

ｙ ，２００ ３ ，ｐ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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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２ ０ ０ ５ 年恩库伦齐扎上台至今 ： 胡图族主导下基本

稳定的族裔权力平衡

２００ ５ 年 ８ 月 ， 出 身 自 胡 图 族反政府武 装 的 皮埃 尔 ？ 恩库 伦 齐扎通 过

民 主选举 的方式上 台执政后 ， 布 隆迪 的大规模 内 战基本结束 。 布隆迪 由 此

也 开 始进人一个新 的历史 阶段 ， 即 胡 图族主导下基本稳定 的族裔权 力 平衡

阶段 。

恩库伦齐扎 出 生 于布 隆迪 民族歧视非 常严重 的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
后 来

又 因 胡 图 族身份不断遭受挫折甚至遭遇险失 生命的危险 ，
此后 又有参 与 和

领导胡 图 族反政府武装 与 政府军直接 战斗 的经历 ， 但在政治上他并没有 因

为 自 己 的 出 身 和经历迷 失 判 断 ， 而是 一贯提倡 各 民 族融合 与 团 结 的理念 。

恩库伦齐扎本人 曾 多次表示其领导 的 布 隆迪新政府是 为所有 布隆迪人服 务

的 ， 政府在处理具体事 务 时
“

将没有 任何种 族偏 见
”

。

？ 这 也是 恩库 伦 齐

扎及其领导 的
“

保卫 民 主力量
”

能够在 ２００５ 年布 隆迪
一 系 列 地方选 举 及

议会选举 中 获得胜利 的重要原 因 。

恩库伦齐扎上 台后 面临 的是一个千疮百孔 的 布隆迪 ，

一方面经过十 多

年 的 内 战经济形势严重恶化 、 人 民生活水平低 下 ，
另 一方面胡 图族人和 图

西族人长期 积 累 的积怨 和仇恨难 以 化解 ， 许多 图 西族人对恩库伦齐扎及其

政府抱有很 大怀疑 ，
还有 一些极端 民族势力仍然在坚持活 动 。 相对于不带

有 意识形态属性 的 经济发展 问题而言 ， 民族 问 题显然更 为 棘手方 面

大量 图 西族人对胡 图 族 出 身 的恩库伦齐扎不信任 ， 怀疑在其领导下 自 身安

全能否得到保 障 ； 另
一方 面一些胡 图族极端势力 不满意恩库伦齐扎及其政

党 的 妥协而走 上武装反对新政府 的 道路 。

不过 ， 恩库伦齐扎统 治 下 的 布 隆迪 虽 然 偶 有 政 局 波 动 但 总体 稳 定 有

序 。 他在第一个五年任期结束后再 次参 与 总统竞选 ， 并 以 ９ １ ．６２％ 的得票

在 ２０ １ ０ 年 的 总统选举 中 获胜蝉联 总统 。
２０ １ ５ 年 ４ 月

，
恩 库 伦 齐扎 利 用 宪

法漏洞再次寻求第 三个任期 ， 此举遭 到 反对党 的示威抗议 和未遂 军事政变

① 于红 、 吴增 田 编 著 ： 《 列 国 志 ？ 卢 旺达布 隆迪 》 ， 社会科学 文 献 出 版 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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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胁 ，

？ 布隆迪局势一度 短暂动荡 。
２０ １ 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 布 隆迪 国 家独

立选举委 员会宣布恩库伦齐扎 以 ６９ ．４ １ ％ 的得票率贏得总统选举 ， 由 此开

始 了其第三个总统任期 。
？ 恩库伦齐扎时代 的布隆迪 民族关系 有 了 很大缓

和 ，
没有再出 现历史上那样大规模 的种族屠杀 。 这种 民族关系 的缓和主要

原 因在于之前过渡时期不 同政党 、 民族之间 和谈的最终结果为后来 的稳定

奠定 了基础
——布隆迪 ２００５ 年宪法规定所有政党必须是跨 民族的 ， 政府 、

国 民议会和参议院 的 构成必须是多 民 族 的 ； 布隆迪 宪法 中 还 规定
“

总统

是 国 家元首 、 政府首脑和军队统帅
”

， 同 时又规定
“

两位副总统 由 来 自 不

同 民族和不 同 政党 的 人士担任
”

。

？ 此外 ， 布 隆迪 的政治上层建筑还有其

他一系列 的类似安排 ， 由 此保证 了在某一 民族掌握 国家最高权力 的 同时其

他 民族 的权利 和利益也能得到应有 的尊重和保障 ， 避免 了 之前某些历史时

期那种
“

贏家通吃
”

、

“
一族专政

”

的局面 。

平衡主体 民族与少数 民族之间 的权力分配关系在多 民族 国家是一个普

遍性的难题 。 在 内 战与 向 和平过渡时期谈判 的基础上通过 的关于族裔权力

分配 的文件最终上升为 国家意志并被法律化为布隆迪新宪法 ， 它实际上为

恩库伦齐扎时期 的相对稳定奠定 了基础 。 在 图西族与胡 图族之间 的权力分

配上 ， 有很多值得关注 的地方 。 例如 ， 布隆迪军队 中各 民族人员 均不得超

过 ５０％
， 这既是权力 斗争 与相互 妥协 的 结果 ，

又是对历史 的 尊 重 。

一方

面 ， 胡 图族作为布隆迪人数最多 的群体其政治权力 必须得到 尊重和 承认 ，

否则整个 国 家就会陷人独立后初期那样 因胡 图族不满进而试图 推翻 图西族

政权 的局面 。 另 一方 面 ， 相对于 １ ５％ 左右 的 人 口 比例 ， 图 西族仍然 在军

队 中 占 有 明 显 的优势 ， 不过相 比过去 的绝对优势大大地削 弱 了 ， 但从人 口

比例上讲仍然大大超过胡 图族 ， 这也是对 图 西族历史优势 的 尊重和承认 ，

①２ ０ １ ５ 年布隆迪 未遂政变 的直接原 因 是 时任 总统 的恩库伦 齐扎是否有 资格参加 当 年 的 总统

大选 问题 。 执政党 与反对派都宣称 以宪法 为依据 ， 但对此各执一 词 、 观点迥异 。 反对 派 认 为现 任

总统 已 连续担任 两届 总统 ， 无 资格再次 连任 。 恩库 伦 齐扎及执政 党则认 为 ， 根据 ２００ ５ 年 宪 法规

定 ， 经过直接选举产 生 的 总统 只 能连任
一 次 ， 但恩库 伦 齐扎在 ２００ ５ 年 选 举 总统 时是 由 布 隆迪 议

会选举产生 ， 而非直接选 举产生 ， 所 以 他第一 次直接选举 总 统是 在 ２０ １ ０ 年 ，
２０ １ ５ 年 恩库 伦 齐扎

参选 总统 只是谋求一 次连任 ， 因 此根据宪法 的规定是有 资格 连选连任 的 。

② 杨 孟 曦 ： 《 布 隆 迪 现 任 总 统 贏 得 大 选＞ ， 载 ｈ ｔ ｔ

ｐ ：／／ ｎ ｅｗ ８ ． １ ６ ３ ．ｃｏｍ／ １ ５ ／０７ ２ ６ ／０２ ／

Ａ Ｖ ＤＳ９ ＱＭ Ｅ０００ １ ４ Ａ ＥＤ ． ｈ ｔｍ ｌ

， 访 问 时 间 ：
２０ １ ６年 ８月３ ０曰 。

③ 于红 、 吴增 田 编著 ： （ 列 国 志 ？ 卢旺达 布隆迪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 ８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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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对 图 西族来说也是难 以 接受 的 。

？ 总之 ， 经过 几十 年艰苦 的 斗 争 ， 在

“

应 然
”

与
“

实 然
”

之 间 布 隆迪两大 民族终于勉强达成妥协 ， 基本实现 了

国 家权力 的 族裔 间新平衡 。

六 思考与结语 ： 布隆迪民族问题的特点及存在

变数的未来

仔细考察可 以 发现 ， 历史上 胡 图族人与 图 西族人之 间 的 矛盾是布 隆迪

民族 问题 的源头 ， 西方
“

科学
”

的 民 族 观念 的 引 人 ， 德 、 比 殖 民 者
“

分

而治之
”

的政策 等都强 化 了 布 隆迪 的 两大 民 族之 间 的对立 ，
而 比 利 时殖

民 当 局推行 的 民族识别 和 民族身份登记制度 则更是将二者之间 的 区分和差

別 人 为地 同 定化 、 明 确化 、 制 度 化和政治化 。

不过 ， 尽管 当代 布 隆迪 的 民族 问 题 与 历史上 的 殖 民 统治 有很大关 系 ，

但完全将其怪罪于殖 民 者是不合理 的 。 独立后 布 隆迪 的 民族 问 题 主要还是

因 为历届政府政策 的 失 当 ， 图 西族集 团 长期在社会各领域 占 有优势又 不愿

在 既得 利 益 上 有所妥协而胡 图 族不 满 于 自 己 的长期 弱 势地位并试 图 改变 。

独立后 的布隆迪一直深受 民族 问 题 的 困 扰 ， 但长期 以 来历届 政府始终都是

采取
“

头痛 医头
， 脚痛 医脚

”

的权宜之计 ， 甚 至有意利用公共权力 打压 另

一 民族 。 这 一方 面是 因 为缺乏 对 民族 问题 的深层 次思 考—— 图 西族和 胡 图

族 的许多政治精英和政党不乏 围绕 着权 力 和 利益 的纵横捭 阖 ， 却缺乏 对 民

族身份和 民族身份登记制 度 的深入反思 ，
而是不加思考地全盘接受 了 殖 民

者 留下 的这一
“

政治遗产
”

， 并没有认真思索过这些
“

遗产
”

究竟是不是合

理的 ；
另 一方面是 因 为 长 期 占优势地位 的 图西族集 团 始终不愿意放弃 自 己

的既得利益 ， 坚持排挤和 打压胡 图族 的立场而缺乏全局性 的 视野和超越性

的胸襟 ， 面对胡 图族要求改变 自 身地位 的努力 和压力长期持敌视的态度 。

布隆迪 民族 问题最大 的特点就是权力 政治高度 民族化 ，
即 国 内 政治沿

着族裔边界展开 。 实 事求是 地说 ， 在 多 民族 国 家 中 不 同 民族 间 围 绕 着 权

力 、 资 源等要素 的分配问题是一个普遍都敏感 的 问题 ， 但在 布隆迪 ，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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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民族化的情况和后果则更为严重 ， 其典型体现就是政党 民族化 。 在殖

民时代 ，
比利时殖 民政权 为 了 统治 的需要有意识地强化 了 不 同 民族 的 对

立
， 它担心布隆迪各 民族联合在

一起不利 于 比利时人 的统治从而禁止成立

跨 民族政党 ， 其主导 的 民族识别 和 民族身份登记也基于 同样 的 目 的 ， 直到

独立前夕路易 ？ 卢瓦加索尔领导成立跨 民族 的
“

民族进 步统一党
”

的 出

现才改变这一局面 。
？ 然而不幸的是 ， 随着独立后布 隆迪政治 民族化 的 问

题越来越严重 ， 跨 民族政党 的声音和力 量也越来越弱小 ，
而

“
一族一党

”

的情况则不断加剧 。 直到大规模 的 内 战结束后 ， 在相互斗争与妥协的基础

上布隆迪各方力量才最终达成禁止成立 由 单一 民族成员 组成的排他性政党

的共识 。

如果 因 为 内 战后布隆迪不 同 民族和党派就 国 内权力分配等 问题在很大

程度上达成 了一致 以及恩库伦齐扎统治至今再也没有发生大规模 的种族屠

杀就断言布隆迪未来 民族关系走 向 了 稳定那 么无疑是过于乐 观 了 。

？ 尽管

今天布隆迪的 民族问题相对于之前许多历史时期无疑 已 经缓和 了很多 ， 但

实事求是地说它仍然不容 忽 视 ，

一方 面 民族 间 的个别 敌视 和仇杀不 时 出

现 ，

一些 民族极端分子也仍然在 刚果 （ 金 ） 东 部地 区 活 动 ， 并不 时 向 布

隆迪西部边境地带发动袭击 ； 另
一方面 民族之间按既定 比例分配权力 的平

衡模式本身就带有很大脆弱性 。 在 ２００ ５ 年布 隆迪宪法 中 规定 了 各 民 族在

政府 、 立法机关和军队 中 的 比例 ， 这暂时在胡 图族与 图 西族之间 达成 了 权

力 平衡 ， 但可 以 预见 的是随着 时 间 的推移未来不 同 民族人 口 比例 的变化 ，

这一点完全可能遭受挑战从而使政局再次陷人混乱 。 关于这一方面 ， 世界

其他 国 家和地 区像马来西亚 、 黎 巴嫩 、 前南斯拉夫 的科索沃地 区等 已有不

少悲剧性的先例 。

总而言之 ， 布隆迪有关民族识别 、 民族身份登记 以及族裔权力平衡政

治 的历史说明 ， 多 民族 国 家 的 民族身份及其登记问题是非常敏感而又现实

具体的 问题 ，
族裔权力 平衡通常是不 同 民族 间相互斗 争与妥协 的结果 ， 随

着发展它在未来有一定 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 对于多 民族 国家来说 ， 在 当

代这样一个世界范 围 内
“

族性 （
ｅ ｔｈｎ ｉ ｃ ｉ ｔ

ｙ ） 张扬
”

的 全球化时代 ， 有必要

对 民族身份本身进行更加深人的思考 ， 对 民族身份登记 的政治风险给予足

①于红 、 吴增 田编著 ：＜列 国志 ？ 卢旺达布隆迪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４７ 页 。

② 葛公 尚 ： ｛ 卢 旺达一布隆迪 部族 冲突透 视 ＞ ， 载 （ 世界 民族 ＞ １ ９９ ５ 年第 １ 期 ， 第 １ 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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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 的重视 ， 并对族裔权力平衡政治 的潜在危险性保持足够 的警惕 。

（ 责 任 编 辑 ： 杨 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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