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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洲研究的新探索

———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编辑手记

柏 英
*

2017 年 6 月，《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思》
一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9 月，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宫举行

的图书发布会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高度评价该书及其作者刘鸿武

教授，到场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部独特的作品。
这本书的个人色彩十分浓厚，因其涉及内容之广泛而难以准确界定

其图书分类，全书以小说般的叙事方式，引领读者穿梭于中国和非洲之

间、历史与现实之间，娓娓道来天下事，颇有形散而神不散之妙。正书

名“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形象地表明作者的身份和研究对象，点明

这是一位中国学者关于非洲文化的研究。副书名 “跨文化区域研究行与

思”清晰地揭示了核心内容是在实践中对比两个区域的文化。
换言之，这是以刘鸿武教授数十年个体经历为基础展开的中国文明

与非洲文明的对话。与此同时，这本书记录了刘鸿武教授个人的学术成

长过程，侧记了中国历史的某些片段和 20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面貌，反思

了中国教育研究体系的分割局限，展示了中国非洲研究的经验成就。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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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共同的奋斗目标。刘鸿武教授从西南入中原接受高等教育，之

后回到云南大学执教。在国人熙熙攘攘奔向欧美之时，刘鸿武选择了尼

日利亚，从此扎根清冷的非洲研究领域，开始了他在中国西南和非洲之

间的行走。
2007 年，在非洲研究界硕果累累的刘鸿武教授应邀到浙江师范大学

筹建非洲研究院，从此开始了在中国东部和非洲之间的行走。同时，随

着刘鸿武教授的非洲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关注，他几乎不间断地行走于中

国的东南西北，并不时应邀到许多非洲国家及英语国家讲学，宣讲中国

的对非战略和对非关系。历史专业出身的刘鸿武教授，在大跨度的穿梭

中观察着中国和非洲文明文化的兴衰起落，体会着历史与现实的延续与

变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与非洲关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

以中非合作论坛的创立为标志，中国的非洲研究由清冷之地渐渐变成

“热土”。刘鸿武教授始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将

个人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对接。他经过数十年的对比研究认识到，“中国

和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文明区域，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双方之发

展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都关涉深远”，他明确指出，“世界之未来在很大

程度上亦将取决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古国与崛起强国能否与亚

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构起合作共赢、共生共存

的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去化成天下、包容世界、开万世之太平。在此意

义上，中国的对非战略、中非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与

遥远非洲在发展领域合作的有力推进，将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的‘世界发展战略’的最佳观察窗口与实验场所”。可以说，无论是从这

本书中还是从刘鸿武教授的非洲研究中，我们都可以时时感觉到浓厚的

乡土意识、家国情怀和世界心胸。

民族治理的中国智慧

民族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影响稳定和发展

的关键因素之一。古代中国以包容和融合为特征的民族治理体系为世界

性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方案。政策经受住了岁月的考验，包容和

融合是奥妙所在。《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中明确指出，针对少数民族

661 非洲研究 2018 年第 2 卷 ( 总第 13 卷)



地区的羁縻体制和土司体制，是古代中国中央政府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

成熟体制，维系了民族多元文化的长期共存，形成了中华文化的聚合力，

奠定了夏中有夷、夷中有夏的格局，提供了以夏变夷、以夷变夏的双向

通道，保证了“中华退出中土则四夷之，四夷进入中土则中华之”的可

能性。当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中国主体民族

与少数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得以延续，从而完成了四海

一家的终极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

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

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

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刘鸿武教授在书

中呼吁构建中国非洲研究的话语体系: “今日中国重返世界，当重建有关域

外的全球知识新体系，由跟随西方言说的旧格局反转为中国现代性与全球

史言说的新方式，按照这个世界的本原与真实的生活实践，实事求是地重

新去理解中国、理解非洲、理解世界，形成中国言说世界的新话语。”

中国高校学科设置的思考

在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个稷下学宫，是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稷

下学宫的功能大致有三: 一是智库，二是学堂，三是思想交流平台。从

这个意义上讲，刘鸿武教授领衔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可以被称为

当代的稷下学宫。近年来，他积极推进有特色的中国非洲学，领导创建

“中非智库论坛”，学科建设打破了固有学术藩篱，破除中国史与世界史

的两分结构，努力将中国与世界、中国边疆研究与非洲研究结合起来，

在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的过程中，提升了高校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服务社

会的功能。
刘鸿武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致力于搭建中国与非洲国家间的思想交

流平台，并坚持非洲研究为本体、智库研究为功用、媒体传播为手段的

发展模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互相激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已经成为一项战略任务。在新时代，浙师大非洲研究院主动承担起发

展和传播中国先进文化的责任，凝聚了一大批非洲研究领域的优势人才，

创造各种途径和机会，扩大与非洲学者的对话交流，鼓励非洲学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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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国理政新思路、新经验，同时也扩大非洲知识和文化在中国的传

播途径与渠道，创办了非洲博物馆和非洲翻译馆，这些都是有创新性的

工作实践与具体行动。

我行故我在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强调田野考察对于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否

定“不到达现场而只顾在书本中爬行”的 “书斋学者”，如果 “听不到

大地的声音”，“得不到大地的活力”，所谓的研究只会渐渐地枯萎。
顾炎武说: “仲尼，一旅人也。”法国思想家卢梭说自己不行走就不

能思考。三十余年间，刘鸿武教授行走于中国与非洲，行走于中国西南

少数民族文化区与江南汉民族文化区，在行走中感受、思考、表述，其

中的一部分表述便构成了这本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
总体上看，这本书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它可以满足不同的阅读需

求: 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关于非洲本土知识，关于中非文明对比，关于

学术成长，关于学科建设与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当今中国每

一位学者都赋予实践重大的意义，再加上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

思考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多更多的像刘鸿武教授这样 “包含着很多脚印

的文字”或者“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那么，中国的人文学科研究应

该焕发出更具个性化的色彩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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