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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 “现实主义”
外交战略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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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海斯廷斯·卡穆祖·班达是南部非洲内陆国家马拉

维的国父、首位总统。冷战时期，班达总统采取 “搭便车” “均势”
“接触与对话”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推行亲近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和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 “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为国家的安全和

发展争取到了诸多利益。这和非洲统一组织倡导的 “泛非主义”外

交战略背道而驰，是非洲国家之中是较为独特的外交个案，值得进

行研究。本文从三个视角对班达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进行了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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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南部非洲地区国际关系波诡云谲，异常复杂，“牵一发而

动全身”。随着反殖民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浪潮持续高涨，各种政治思潮和

政治力量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的争夺和博弈。1964 年 7 月 6 日，马拉维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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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独立。① 1966 年，马 拉 维 共 和 国 建 立，海 斯 廷 斯·卡 穆 祖·班 达

( Hastings Kamuzu Banda，以下简称 “班达”) 担任总统，并被尊称为

“国父”。随后，班达通过各种手段 逐 渐 确 立 起 “一 党 专 政”的 威 权

政治体 制，并 于 1971 年 成 为 该 国 的 “终 身 总 统”。1966 年 至 1994
年，班达总统执政时期，他是马拉维外交决策的主要行为体，该国的

外交战略 由 其 制 定 和 调 整。在 此 期 间，班 达 总 统 对 外 奉 行 “现 实 主

义” ( Realism) 外交战略，这同冷战国际环境、地区政治局势、本国

具体国情以及他的个人因素等有紧密关系。这种 “现实主义”的外交

策略立足于国家利益，但与非洲统一组织 ( OAU) 倡导的、非洲独立

国家执行的 “泛非主义” ( Pan-Africanism) 外交路线背道而驰，成为

当时非洲大陆较为独特的政治现象和外交个案。因此，班达总统推行

的这种风格迥异的外交战略，就其特殊性而言，其重要研究价值是不

言而喻的。
目前，关于班达 “现实主义”外交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

成果相对较多，质量较高。例如，《强权政治还是个性? 反思班达时

期 ( 1964—1994 ) 马拉维外交政策的构想和战略》 《班达的马拉维》
《马拉维的外交政策》《班达博士创建的马拉维》《班达的马拉维 : 非

洲的悲剧》等。② 此外，在马拉维国别问题的研究之中，也有相关论

著。例如，《马拉维 : 外交政策与发展》 《马拉维第一共和国 :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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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政治的分析视角》《援助与独立 : 英国对马拉维的援助》等。①

我国非洲问题研究领域，马拉维国别问题的学术成果较少，班达 “现实

主义”外交方面的研究成果更少。较有深度的论文包括 《马拉维的终身

总统班达》《马拉维的 “老家长”班达》《实用主义的马拉维》《马拉维

共和国》等，② 著作包括 《列国志: 马拉维》 《马拉维对外关系研究》
等。③ 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对班达“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论

述成果较多，资料丰富，而对班达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研究成果却

很少。本文试图通过宏观的立体视角和微观的资料论证，重点探讨班达

“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

一 班达 “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来源与早期实践

班达总统统治时期，他对外推行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这同其前

半生的人生经历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在南非和美国工作、留学和

生活期间，班达受到过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等的影响，并接受过历史学、
政治学等学科的系统学习，这是其 “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主要来源。
另一方面，在英国深造、工作和生活期间，班达积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

参与和领导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反殖民主义斗争过程中，他通过

“现实主义”外交最终实现了马拉维的民族独立。这些经历后来直接影响

到班达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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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班达“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论来源

1902 年，班达出生在马拉维中部地区卡松古 ( Kasungu) 的一个契瓦

人 ( Chewa) 家庭。他早年接受过基督教教会学校的基础教育。1915 年，

“他步行到达南罗得西亚，在那里当了三年的医院护工。接着，他前往南

非。班达在威特沃特斯兰德 ( Witwatersrand) 深矿当办事员的时候，晚上

在夜校学习，并在非洲人美以美会 ( 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周日学校教书”。① 在南非学习和工作期间，他接触了外部世界的新鲜事

物，受到了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的影响。其一，他和克伦门斯·卡达利

( Clements Kadalie) 成为朋友，学习“加维主义” ( Garveyism) 或 “黑人

民族主义”。② 卡达利曾通过组建非洲人的工会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

活动，借此唤起非洲人的民族意识，来反对民族压迫和殖民统治。这种

和平的、理性的斗争方式对后来班达的外交思想有所影响。其二，班达

还受到了奎吉尔·阿格雷 ( Kwegyir Aggrey) 在南非演讲内容的影响。奎

吉尔·阿格雷虽然宣扬非洲民族主义，但他提出用 “温和原则” ( Doc-
trine of Moderatin) 处理种族关系。③ 他把 “种族关系”形象地比喻为钢

琴“黑键和白键的关系”，并认为，要想奏出和谐、美妙的旋律，黑键和

白键就必须密切配合，缺一不可，更不能彼此对抗。后来，班达在对待

种族主义问题上的态度就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1926 年，班达获得非洲人美以美会的资金资助前往美国留学。他在

接受完俄亥俄州一所高中的教育后，在印第安纳大学 ( University of Indi-
ana) 读了五个学期的医学预科课程。随后，他转学至芝加哥大学 ( Uni-
versity of Chicago) ，学习历史学和政治学，并于 1931 年获得学士学位。④

班达接受这些学科的系统化训练后，掌握了国际政治和治国理政的理论

知识，这对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铺垫作用。后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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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于田纳西的梅哈里医学院 ( Meharry Medical College ) ，主攻医学专

业，并于 1937 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① 留学美国期间，班达在政治思想

方面还受到杜波依斯 ( Du Bois) 发起的 “泛非主义”运动、甘地 ( Gan-
dhi) 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富兰克林·罗斯福 ( Franklin Roo-
sevelt) 推出的“新政”等 的 影 响。此 时，班 达 结 合 自 身 的 实 际 情 况，

将重心放到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方面。他对政治没有太多兴趣，不像其他

非洲留学生那样，积极参加各类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此时，他对西方

白人怀有感激之情，未对种族歧视问题有过激的反应。留学美国期间，

班达学到的政治理论和接触过的政治思想，直到后来才激发起他的民族

主义意识。

( 二) 班达“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早期实践

为了取得在英属尼亚萨兰的行医资格，在殖民政府和教会组织的资

金支持之下，班达后来前往英国爱丁堡进行医学专业的继续深造。几经

波折，他最终在伦敦郊区开办了一个诊所，安顿下来。在英国留学和工

作期间，班达积极参加各类政治活动，并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浓厚兴

趣。主要表现在: 第一，积极参与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活。在英国的政治

舞台上，班达曾加入过英国工党 ( Labour Party) 和费边局 ( Fabian Bu-
reau) ，② 政治热情较高。作为这些政治组织的成员，他特别关注殖民地

问题，还见过许多影响尼亚萨兰未来的政治人物。③ 这些政治活动对他后

来处理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经验。第二，大力支持尼亚萨兰的

民族解放运动。为了获得最新的政治动态，班达同尼亚萨兰境内的政治

精英保持着紧密联系。1944 年，“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 ( Nyasaland
African Congress) 成立。班达通过鼓励、建议、资助等途径予以其大力支

持。④ 班达还是该组织驻英国的代表，经常为尼亚萨兰发出政治声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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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政治实践使其对尼亚萨兰内部事务逐渐了解。第三，同非洲各地的政

治精英建立联系，经常交流时政动态和政治看法。班达在伦敦行医时，

他的住所成为从非洲各地侨居英国的一小批人经常聚会的地点。① 他同肯

雅塔 ( Kenyatta) 、恩克鲁玛 ( Nkrumah) 等人关系要好，经常在一起探

讨政治话题。1945 年，班达还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第五届 “泛非大会”，

并同在场的许多非洲政治精英进行过交流。这些经历对班达后来处理同

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一定影响。
1953 年，英国不顾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这三块殖民

地人民的强烈反对，以 “种族合作”和 “伙伴关系”为幌子，强行将这

三者合并为“英属中非联邦”。班达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并从现实主义视

角驳斥其存在的合理性。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班达倡导运用 “现

实主义”的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积极争取尼亚萨兰

的自治和独立。班达始终立足于本民族的前途命运，不断推进尼亚萨兰

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认为，独立和自治是迟早的事，因为人民已经觉醒，

英国殖民当局最终会选择妥协。第二，采取 “非暴力不合作”的手段进

行斗争，通过 “接触与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早在 1953 年，在班达

的影响之下，“尼亚萨兰非洲人国民大会”就制定了 “非暴力不合作”
的斗争策略，通过游说、请愿、示威、罢工、抗税等方式反对英国的殖

民统治。1958 年，班达返回尼亚萨兰，通过演讲、组织静坐等和平手

段同英国殖民当局进行斗争，他因此被捕入狱。1960 年，班达出狱后，

担任 “马拉维国民大会党” ( Malawi Congress Party) 主席。他通过 “接

触与对话”的现实途径，同英国殖民当局展开宪法斗争，直至民族解

放和国家独立。第三，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但并不反对西方国家

和白种人。班达认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确令人痛恨，但这绝不等

同于反对西方的一切。他曾经说: “我不反对欧洲人……更不反对英国

人。”② 在他看来，由于殖民历史的深层原因，非洲国家独立以后难以割

断同西方国家的联系。以上是独立以前班达对 “现实主义”外交策略灵

活运用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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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班达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主要表现

1963 年 2 月 1 日，尼亚萨兰脱离“中非联邦”，实行内部自治，班达

担任政府总理。1964 年，马拉维独立后不久，班达同以丘梅 ( Chiume) 、
契彭贝尔 ( Chipembere) 等为首的内阁部长在该国的内外政策方面产生严

重分歧。外交方面，双方的立场截然相对，是一种难以调和的零和 ( Ze-
ro-Sum) 关系。“内阁危机”结束以后，部长们纷纷“逃往”邻国进行政

治避难，① 班达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获胜，逐渐掌握马拉维的国家政权。
1966 年，马拉维建立共和国，班达担任总统直至 1994 年。班达总统威权

统治时期，他担任政府首脑、马拉维国民大会党终身主席，身兼外交、
司法、财政、军队、警察、新闻等部长职务，手握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各

项大权，可谓马拉维的“家长”。班达是马拉维外交政策的直接决策者，

“一旦总统做出决定，其他一切都变成了一种形式”②。这个时期，班达对

外奉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一) 采取“搭便车” ( Bandwagon) 的外交策略，维护出海口安全

和经济发展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忽视国家利益的

国家只能导致自身的毁灭，③ 特别是国家核心利益。“搭便车”是小国

经常采用的一种外交策略，“是一个接受监护的捷径”。④ 通过追随大国

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逃避国际政治的风险和责任，依靠大国提供

的公共产品，追求本国所需的国家利益。马拉维是南部非洲地区的内

陆小国，对周边地区和外部世界的依赖较大，出海口安全和经济发展

是该国的重大核心利益。班达曾明确反对殖民主义，经常声明反对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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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隔离制度，① 希望非洲大陆最终实现完全解放。但他认为，这并不等

同于反对西方国家和反对白种人，而是要理性透视外交和国际问题的实

质。班达执政时期，采取 “搭便车”的外交策略，加强同西方大国、周

边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关系，维护了马拉维的国家核心利益。
1. 追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行，获取经济援助、经贸投资等

独立以后，班达通过理性分析认为，马拉维同宗主国英国的关系密

不可分，同其他西方国家也有利益关系。美苏冷战的背景之下，班达并

没有像周边邻国赞比亚、坦桑尼亚的领导人那样，采取彻底的、革命式

的反殖民主义的外交立场对待西方国家，而是基于地区的政治环境和本

国的具体国情，通过 “搭便车”的 “现实主义”外交策略，倒向西方资

本主义阵营一边，加强同英国、联邦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亲密关

系，以便获得西方国家的安全保障、经济援助和经贸投资等。马拉维的

经济发展依赖于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英国是其主要的经济援

助国和贸易伙伴国。② 建国初期，作为“英联邦”成员国之一，马拉维同

英国的关系极为密切。经济援助方面，1964—1973 年，英国为马拉维反

复出现的财政预算赤字提供融资支持，③ 直至财政赤字问题得到基本解

决。1964—1969 年，英国为马拉维提供过 9884. 2 万克瓦查的官方援助。④

英国政府提供的援助项目包括两大类: 一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业、
邮政与电信、政府建筑、公共住房等发展援助。⑤ 二是政府机构、教育、
农业、环境、军事训练等技术援助。经贸合作方面，马拉维的烟草、茶

叶、棉花、咖啡等经济作物主要向英国出口。同时，马拉维进口商品的

1 /3 来自英国，⑥ 包括工业产品和日常用品等。1968 年，美国为马拉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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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建设项目提供过 700 万美元的贷款; 1972 年，美国为该项目再次提

供 125 万美元的贷款。①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借助西方国家

的援助和投资，马拉维实现了经济腾飞。 “到 1980 年，西德超过英国，

成为马拉维主要的双边援助国。日本的援助也在持续增加。”②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项目往往附加政治、经济等方面

的条件，班达政府再也不能免费 “搭便车”。在“中心 － 外围”的世界经

济体系结构之下，班达领导下的马拉维政府仍然保持着同西方国家的依

附关系。
2. 同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关系密切，保障出海口安全，并获得经济利益

由于殖民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作为内陆国家的马拉维缺乏通往

海洋的出海口，这是阻碍该国经济发展的致命难题。冷战期间，周边沿

海的国际港口被葡属东非洲、南非的白人种族主义政权控制。在南部非

洲白人种族主义问题上，国际社会坚决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并对其政权

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等。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独立国家的立场一

致，提出通过强硬的、激进的方式解决该问题。然而，班达基于本国国

情和国家利益，采取 “搭便车”的外交策略，加强同周边白人种族主

义政权的关系。1964 年 7 月，班达在非洲统一组织峰会上指出，马拉维

难以摆脱同周边白人政权的关系是因为该国缺乏出海口。③ 1964 年 12 月，

班达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该国不得不同周边白人政权打交道的原因，④

班达政府同周边白人政权关系密切，目的在于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利益。
马拉维与葡属东非洲的合作项目主要涉及通往出海口的铁路和公路、

经贸投资等方面。1965 年，班达政府同葡萄牙当局签订了一系列协定，

其中就包括修建通往葡属东非洲入海口的纳卡拉铁路、允许葡萄牙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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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马拉维进行投资等。① 1966 年，葡萄牙资助的马拉维石油公司宣告成

立。② 1970 年，通往葡属东非洲的纳卡拉港铁路正式通车，全长 1126 公

里。马拉维与南非白人政权则是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伙

伴关系。1967 年，马拉维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个同南非建交的国家。
面对国际社会的纷纷指责，班达指出，“只要有利于马拉维人民，他就同

魔鬼进行交易”。③ 南非为马拉维提供的项目援助包括迁都利隆圭、修建

连通纳卡拉港的铁路、矿产开采、旅游开发等。“1969—1971 年，南非向

马拉维提供的直接援助占到 20%。南非的马拉维矿工人数从 1966 年的 5
万人增至 1971 年的 10 万人。”④ 1971 年，马拉维与南非还签订了 “军事

协议”，加强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1974 年，在坦桑尼亚、赞比亚等

成立反种族主义的“前线国家” ( Frontline Nation) 组织时，马拉维并未

参与其中。班达政府同白人种族主义政权关系密切，这种外交战略遭到

非洲国家的普遍痛斥。然而，班达借助 “搭便车”的外交策略，解决了

本国的出海口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南部非洲地区

白人政权的逐渐垮台，为了摆脱对南非白人政权的过度依赖，班达才开

始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

( 二) 运用“均势” ( Balance of Power) 的外交战略，保持南部非洲

地区的政治生态平衡，争取更多的国家利益

“均势”或“权力平衡”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

则。“均势政策是睿智和审慎的政治领袖所自愿追随的东西。”⑤ “均势”
策略的运用是个动态的过程，目的是防止战争或冲突事件的发生。小国在

运用“均势”外交策略之时，需要及时掌握外部环境的变化，灵活调整自

身外交政策。否则，若大国之间的平衡关系处置不当，将会严重损害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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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利益。冷战时期，各种意识形态或政治力量在南部非洲地区展开激

烈的竞争和博弈。班达运用“均势”的外交策略，抵制各种政治思潮或意

识形态，实现了地区政治生态的平衡，维护和拓展了本国的国家利益。
1. 平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在非洲地区展开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国家利益

的争夺。非洲国家被迫卷入美苏冷战之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战略抉

择。周边邻国坦桑尼亚、赞比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之时，班达则采取

“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亲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

形态。班达曾在非洲统一组织大会和联合国大会上声明，他坚决反对共

产主义，拒绝同支持苏联的国家有任何关系。① 他拒绝同苏联、中国等社

会主义国家建交，并时刻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心理。西方国家担忧社会主

义的“多米诺骨牌”会在该地区倒下，想让马拉维扮演抵御其向南进一

步扩张的“桥头堡”角色。然而，班达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有所顾

虑，马拉维没有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因为，班达担心西方国家会

借此损害马拉维的独立和主权，更不想让该国成为大国博弈的 “前沿阵

地”。当其他非洲国家在狂热地追逐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

时，马拉维却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 “第三条”发展道路。班达曾

多次警告，西方的多党民主制弊端较多，并不适合非洲国家。他认为，

西式民主将会引燃宗教对抗、民族冲突等，破坏马拉维的政治稳定和国

家发展。马拉维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照搬西方国家，而是始终立足于本

国的具体国情。美国驻马拉维大使馆起初并没有建在新首都利隆圭 ( Lil-
ongwe) ，原因在于，班达担心本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对美国

保持了一定的警惕和戒备。班达运用 “均势”的外交策略，意在保持该

地区的意识形态平衡。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对班达总统的威

权统治极为不满，要求马拉维进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此

时，为了减轻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压力，马拉维开始同朝鲜、罗马尼

亚、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但拒绝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国

内建立使馆，更不可能同苏联、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交往。② 冷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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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后，随着地区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班达最终放弃了 “均势”外交

策略。
2. 平衡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的政治力量

冷战期间，南部非洲地区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政治力量之间的博

弈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班达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逐渐由“搭便车”
转为“均势”。第一个阶段，反种族主义力量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道义支

持，但种族主义势力仍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占据上风，政权相对

稳定。为了确保本国的出海口安全和经济利益，班达总统采取 “搭便车”
的策略，尽量讨好葡属东非洲、罗得西亚和南非的白人政权。1967 年 2
月 16 日，班达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表示该国将不会对罗得西亚进行经济

制裁。因为，马拉维的糖和肉依赖于罗得西亚。① 第二个阶段，随着 1974
年葡属东非洲白人政权的倒台，莫桑比克随后宣布独立，两种政治力量

势均力敌，任何一方都很难取得压倒性优势。马拉维正好位于地区政治

力量博弈的前沿阵地，外交决策面临尴尬的两难境地。班达总统利用

“均势”策略，外交立场往往模棱两可，回避主要问题，尽量维持该地区

的政治生态平衡，避免本国成为政治博弈的受害者。第三个阶段，随着

1980 年罗得西亚白人政权的垮台，津巴布韦宣布独立，白人种族主义政

权只剩下南非，反种族主义力量居于优势地位。此时，马拉维虽然同南

非白人政权开始保持一定距离，但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仍然难以摆脱对南

非的过度依赖。因而，班达小心谨慎地继续采取 “均势”外交策略，保

持着同南非白人政权的微妙关系。1994 年，“新南非”的诞生后，南非白

人种族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班达总统才放弃 “均势”外交策略，积极参

与地区经济一体化建设。

( 三) 主张“接触与对话” ( Contact and Dialogue) 的和平方式，更

为理性、务实地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问题

班达执政时期，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坚决反对通过孤立、制裁、
暴力等方式解决地区冲突和国际争端问题。他认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

有其规律可以遵循，外交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要符合实际，切勿一厢情愿

或主观臆断。况且，非和平、偏激的手段不仅难以解决冲突问题，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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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化。因而，班达倡导通过 “接触与对话”的和平途径，

务实、灵活地解决地区和国际问题，使非洲国家从白人殖民统治下解放

出来。① 同时，采用这种理性的方式也是 “为了解决冲突，避免战争”。②

冷战时期，南部非洲地区的白人种族主义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班达主张通过“接触与对话”的和平途径，更为理性、现实地解

决这个问题。“接触与对话的外交政策，旨在通过加强同该地区国家和非

国家行为体的和平共处，追求马拉维的安全和经济利益。”③ 关于白人种

族主义问题，班达认为: 一方面，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军事威慑等强

硬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他认为，南部非洲地区白人种族主义政权，

其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强大，它们还会相互支援。非洲地区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消灭这些白人政权，英国不可能同 “白人兄弟”动手，苏联

不会为此出兵。④ 因而，采取军事手段解决该问题只是种幻想而已。班达

总统认为，马拉维没有政治对抗的筹码，必须依据自身实力，量力而行，

回避风险，切勿做损害自身利益而又毫无意义之事。另一方面，“接触与

对话”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班达认为，解决南部非洲地区的白人

种族主义问题，“我们必须开启对话。我们必须相互出访对方国家……今

天，明天，下周，下个月，明年，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问题不一

定能够得到解决。但是，相信我，我真诚地、坚定地认为，这是解决我

们问题的唯一办法……”⑤ 随着南部非洲地区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纷纷

倒台，班达还通过 “接触与对话”的方式，改善同赞比亚、坦桑尼亚

等邻国的关系，协调处理边界领土争端问题，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合

作，推动地区经济的一体化，旨在重回非洲大家庭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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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班达倡导通过对话、斡旋、谈判等方式，理性地解决国际争

端问题，对外发出马拉维的政治声音，提高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关注度。
1984 年，班达总统就消除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等问题，表达了自己和平解

决冲突问题的立场。他还就柬埔寨、阿富汗等热点问题，表明了自己反

对战争的立场。他认为战争不仅解决不了国际和地区问题，还会给对方

国家的人民留下心理伤痕。所以，“接触与对话”是最实际、最有效的解

决问题的途径。

三 班达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总体评价

班达执政时期，基于国际冷战环境、地区政治形势和本国具体国情，

对外推行“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这在南部非洲地区，乃至整个非洲

大陆都极为罕见。1966 年至 1994 年，班达长期担任马拉维的国家总统。
他还在该国逐步确立起“一党专政”的威权政治体制，手握国家的外交、
财政、司法、军事等各项大权。事实上，班达完全掌控马拉维政府的外

交权力，他的个性、意象、态度、信念、权力等直接影响到马拉维外交

政策的制定。①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生存是每个国家对外政策

的最低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核心”。② 外交战略的评价问题，不应被普遍道

德和国际责任 “绑架”，而是要看其政治后果，重视本国的国家利益。
班达作为理性的行为体，他在该国外交战略制定与调整方面，没有追随

非洲地区的政治浪潮或意识形态，而是始终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国情。从

马拉维国家利益的视角来看，班达的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实现了

安全和发展 的 两 大 核 心 利 益，在 非 洲 地 区 树 立 起 了 “小 国 外 交”的

典范。

( 一) 确保了马拉维的国家安全

马拉维是南部非洲地区的内陆国家，出海口问题是长期影响该国外

交决策的重大课题，也是关乎该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该国的出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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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依赖沿海国家的国际港口，而此时周边地区的白人政权控制着这些

港口、交通运输线等。班达曾在多个公开场合痛斥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源

是殖民主义，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解决问题。他早就清醒地

认识到加强同周边白人政权关系尤为重要，否则，马拉维将会面临灭顶

之灾，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都会严重受损。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金融邮

报》 ( Financial Mail) 就曾警告过马拉维: “如果运输线切断，马拉维的

经济就要崩溃。”① 班达认为，马拉维实力弱小，能力有限，国际社会让

其参与制裁白人政权很不公平，这会严重损害马拉维的安全和发展利益，

而且白人种族主义问题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制裁是极其愚蠢

的手段，“对话是反对种族隔离最实际和最人道的武器”。② 班达为了确保

马拉维的出海口安全，采取亲近葡属东非洲、罗得西亚、南非白人政权

的“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并同这些白人种族主义政权长期保持亲密关

系。这种外交策略背离了非洲统一组织、非洲独立国家的外交路线，在

道义和责任方面广受谴责，但它保障了马拉维的出海口安全，解决了该

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借助亲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 “现实主义”外

交战略，班达还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确保了本国的政权稳定。独立

后不久，马拉维国内爆发“内阁危机”。事件结束后，反对派部长们纷纷

“逃往”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邻国。这是马拉维同这两个国家关系恶

化的“导火索”。班达为了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在西方国家和周边白人

政权的支持下，逐渐确立起威权主义的政治统治。班达始终奉行 “现实

主义”的外交策略，这与赞比亚、坦桑尼亚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奉行 “泛

非主义”的外交路线截然不同。加之，后来，班达提出 “领土扩张”的

政治诉求，对赞比亚提出领土要求，③ 并同坦桑尼亚就马拉维湖 ( Lake
Malawi) 边界争端问题矛盾升级。进而导致马拉维同赞比亚、坦桑尼亚关

系恶化，甚至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方面普遍认为，

班达之所以“如此嚣张”“胆大妄为”，是因为有南非、罗得西亚、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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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等的军事支持和安全保障。例如，马拉维与南非签订双边 “军事协

定”。此外，班达总统还利用“均势”等外交策略，平衡该地区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之间的政治力量，避免本国成为地

区政治博弈的 “前沿阵地”。同时，他让本国时常扮演 “缓冲地带”或

“解压阀”的角色，维持了地区政治生态的平衡，也保障了自身的国家

安全。

( 二) 促进了马拉维的经济发展

独立以后，减贫和发展是马拉维外交所要实现的重大目标。马拉维

的经济类型是以农产品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主要依靠烟草、茶叶、
咖啡、棉花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出口。本国的矿产、土地、技术等资源

有限，但人口众多，被誉为“劳动力的储藏”。劳动力出口可以带来外汇

收入。此外，旅游业也是获取外汇收入的重要手段。班达执政时期，马

拉维的经济发展同班达推行的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直接关联。这是因

为，马拉维借此获得了西方国家和白人政权的援助和投资。当南部非洲

地区的政治博弈异常激烈之时，班达显得较为理性和务实。他并未狂热

地追随该地区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浪潮，而是通过 “搭便车”“均势”“接

触与对话”等外交策略，游离其中，躲避风险，为本国的经济发展争取

资金和技术，营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班达借助这些

援助和投资，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和现实需求，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

自主发展之路。班达认为，作为内陆国家和农业国家，吃饭问题是该国

要解决的头等大事。马拉维要继续推进经济作物种植，打造这一传统的

支柱产业。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劳动力出口、旅游业发展等。班达总统

执政时期，他对外奉行的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直接立足于自身国情，

服务于本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在班达的带领之下，通过高效地利用外部援助资金，反对和遏制各

类腐败行为，制定发展农业、多种经营等的经济政策，马拉维走出了一

条经济腾飞之路，创造了所谓的 “经济奇迹”。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70
年代末，马拉维的 “投资和国民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国内储蓄由负增长

到正增长，贸易平衡得到实现”。① 1964—1979 年，该国经济增长率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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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 6%。① 当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经济困境、民众无法保障温饱的问题时，

马拉维却能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粮食自给自足，民众生活稳定。这和班

达的经济建设方针密不可分，更与其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与政策直接

相关。英国、南非、葡萄牙、联邦德国、加拿大等国为马拉维的农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商业和旅游业开发等提供过诸多援助。同时，“马拉

维对外援的使用率较高，官员比较廉洁”，这令经济援助带来的实际收益

较为明显。② 此外，南非、罗得西亚等白人政权还是马拉维劳动力的主要

进口国，这是马拉维获取外汇收入的来源之一。仅以 1978 年为例，马拉

维就借此获得了 1400 万克瓦查的外汇收入。③“1968—1978 年，马拉维经

济的快速增长让人感到贫穷国家也可以实现发展。”④ 总体而言，班达借

助“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争取到了更多的外部援助和

投资，促进了马拉维经济的快速增长，解决了民众的吃饭问题，增加了

国家的外汇储备，受到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广泛好评，实现了该

国外交战略的目标追求。
班达是一个颇受争议的非洲政治精英人物。冷战时期，他推行的

“现实主义”外交战略广受诟病。坦桑尼亚的 《民族主义者报》 ( Nation-
alist) 曾咒骂班达为 “白人的小伙计”，痛斥其民族利己主义的外交战

略。⑤ 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则称他为 “古怪之人”，这是因为他的外交立

场左右摇摆、模棱两可，言行往往自相矛盾。然而，从马拉维国家利益

的视角来看，班达作为该国外交战略的决策者，他熟悉外交和国际关系

的理论，其外交决策显得较为冷静、理性和务实。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

论认为，任何国家外交活动的目的都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但首要职

责是保证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安全。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这

是独立以后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冷战时期，南部非洲地区的

国际关系极为复杂，班达没有过多关注国际社会普遍的道德和责任要求，

而是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安全和发展的两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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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同南部非洲次区域国家的关系。① 他采取 “搭便车” “均势” “接触

与对话”等的外交策略，为马拉维的安全和发展争取到诸多利益，这已

经得到历史事实的检验。总之，无论如何评价，班达总统的 “现实主义”
外交战略达到了预期目的，实现了安全和发展的两大外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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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n continent that are too often left out of the narrative of the“1968 move-
ment. ”The focus is on the struggles of students in South Africa against apart-
heid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and the echoes of those movements in
the 2015 － 2016 student protests in South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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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anda adopted such realistic diplomatic strategies as bandwagon，bal-
ance of power and contact and dialogue，pursued such realistic diplomatic poli-
cies as being close to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and white racist regimes，and
gained many interests for the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This was contra-
ry to the Diplomatic Strategies of Pan-Africanism advocated by the OAU，and
was a relatively unique diplomatic case among African countries. Therefore，

these realistic diplomatic strategies are worth studying. This paper makes an in-
depth discussion of President Banda's realistic diplomatic strategie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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