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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学术 乃 人 类探 索 未 知世界之 高 深 思 想 , 体 现 着

一个 国家 一个 民族之精神 品 质 与 心 灵境界 。 同 时 , 学术又 是 治 国

之 大器 , 经 世之 方略 , 于 国家 民族 之兴 衰 成败影 响 甚大 。 当 今之

世界 , 多 元 文化碰撞 激荡 , 各种 思 潮往来 竞逐 。 中 国 历来 秉持兼

容 并包 、 平等交往 之原 则 弘 扬 人类 思想 文化 , 坚 信 以 和平 的 方 式

实现 国 家 民 族之 复兴 大 业 , 乃 最 符合 国 家利 益 之理 性 战 略选 择 。

但 中 国 能 否 以 和平之方 式 崛 起 , 很大程度上 取决 于 中 国 能 否 在 国

际 思 想 与 价值理念 的 高 地上 建构 自 己 富 于 竞 争力 的 话 语平 台 , 很

大程度 上取决于 当代 中 国 的发 展 道路 与 发展模 式是 否 能 得 到 国 际

社 会 的 普遍认 可 与 尊重 , 就 此来说 , 中 国 非 洲 学 的 建 构意 义 , 自

当 置身 于这样 的 时代背 景 下来理 解 把 握 , 并 寻 求 其开 阔 通达 之

“

中 国 学派
”

形 成 的发展 路径 与 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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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术乃治 国之大器 , 经世之方略 。

一

国之学术与思想 , 能否开放包容

而不依附跟随 , 自 主创新而不故 步 自 封 , 于 国 家 民族之兴衰存亡 干系甚

大 。
在今 日全球思想与价值观念高速流动而相互激荡的时代 ,

一

个国家 ,

尤其
一

个幅员 辽 阔 , 人 口众多的 大国 , 其 学者 的学识与眼界 , 胸襟与抱

负 ； 其 国 民的观念意识与 文化 自觉 ； 其传递和吸纳本国与他国思想文化的

能力等统合在
一

起 , 会从根本上决定该 国在全球思想平台上的位置 。

今天 , 学术与思想 日益成为 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 中心舞台 , 而在国际

学术与思想竞争的背后 , 更存在着 巨大的 国家发展与安全利益 。 在此背景

下 , 国际思想文化的交流 , 既可能承载着和平友好 的使命 , 也可能在某种

条件下变为强者对弱 者进行文化侵烛和实施话语 霸权 的工具 。 就 中 国而

言 , 以和平 的方式实现国家与 民族之复兴大业 , 乃最符合国家利益之理性

战略选择 。 但中 国能否 以 和平之方式崛起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 能否在

国际思想与价值理念的高地上建构起 自 己富于竞争力 的话语平台 , 取决于

当代中 国 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是否能得到 国际社会的 普遍认可与尊重 。

也就是说 , 中 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实现民族复兴 , 与中 国在国际思想高地

上具备怎 样之创新能力和影响力 , 实有莫大之关联性 。 中 国非洲学的建构

意义与 目 标 、 宗 旨 , 自 当放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来理解把握 , 来开拓探

寻其开阔通达之发展路径与 目标 、 宗 旨 。

问题
一 非洲研究的

“

中 国学派
”

： 如何可能与可为

近年来 , 随着 中非关系 的快速发展 , 非洲研究 日 益受到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广泛重视 , 学术发展 的外部环境与支持条件获得 了很大改善 。

？
在此

背景下 , 影响 中 国 的非洲研究事业进步的 因 素正 日 益 明显地来 自 学科 内

① 相关 情况 , 参 见 中 非 合作 论 坛 网 站 有关 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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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即学科本身的主体意识觉醒 、 发展路径选择 、 知识与思想的原创能力

提升 , 及与之相关联的专 门化知识体系建构与工具方法的进步问题 。

？

与此同时 , 随着 中非关系快速发展及 中国在非洲影响力 的提升 , 中 国

的对非政策和 中 国在非洲 的作用 问题 , 也已 经 日益超 出 中非关系范畴而牵

动着 中 国与西方关系 的变化 , 成为
“

撬动 中 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结构的
一个

关键支点
”

。 在此背景下 , 非洲问题之研究 , 包括牵涉其中 的有关非洲发

展道路选择 , 非洲发展前景及中 国对非政策之作用与角 色问题的种种学术

争议与思想解读 , 也已经 日 益成为一个中 国与西方发生真正的思想交锋与

观念对峙的领域 。

上述客观情势的 变化 , 推演 出
一

系列重大 的时代命题与思想挑战 , 要

求 中 国 的非洲研究作出认真的思考与 回应 。 中 国的非洲研究不可再零敲碎

打 , 大玉碎敲 , 在低层次上做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的工作 , 并居于 中

国学术的边缘地带 自说 自话 , 而应置身于 国象 民族复兴大业 、 中非发展合

作与 亚非思想重建的时代大背景下来理解 自身 的 目 标与宗旨 , 建构起 自 己

开放形态的主体理念与时代意识 , 并加人到 当代中 国思想创新与知识创造

的主流大潮 中去 , 为当代中 国学术民族精神之重建作 出 自 己 的特殊努力 。

就此来说 , 笔者认为 , 以 中 国 的非洲研究事业之长远发展计 , 离不开

对如下这样一些境界上依次推进的本体性命题 的追 问与思考 。

第一 , 在当代 中 国学术体系 中 , 所谓的
“

非洲学
”

是否可 以成为一门

① 近些年 , 本着
“

但开风气不为先
”

的愿望 , 笔者在学界 同人鼓励帮助下就 中 国 非洲研究

的理论形态与学科建设问 题进行了 初步思 考 , 在 此谨 向梅 新林教授 、 李慎 明 教授 、 秦亚青 教授 、

王逸舟教授 、 杨洁勉教授 、 曲 星教授 、 朱 威烈教授 、 朱立群教授 、 杨光教授 、 李安 山 教授 、 张宏

明教 授 、 吴锋 民教授 , 及刘贵今 大使 、 张 明 大使 、 卢沙野 大使 、 舒展 大使 、 曹忠 明 大使 特致谢

忱 。 相关 内容请参见刘鸿武下述 著述 ： 《 初论 建构 有特 色 之
“

中 国 非 洲学 ”

》 , 载 《西 亚非 洲 》

2 0 1 0 年第 1 期 ； 《在 国际学术平 台 与思想高地上建构 国家话语权
——再论建构有特 色之

“

中 国非

洲学
”

的特殊时代 意义 》
, 载 《西亚非洲 》 2 0 1 0 年第 5 期

；
《非洲研 究与 中 国 学术

“

新 边疆 ”

》 ,

载 《 光明 日报 》 2 0 0 9 年 1 1 月 9 日 ； 《论中 非关系 三十年的经验 累积与理论 回应 》 , 载 《 西亚非 洲 》

2 0 0 8 年第 1 1 期
；

《 中非发展合作与历史理论创新 ！
＞ , 载 《 思想 战线 2 0 0 9 年第 5 期 ；

《 中 非发 展

合作 与人类现代文 明的再塑造 》
, 载 《 国 际问 题研 究 》 2 0 1 0 年 第 5 期 ； 《西方 政治经济理 论反思

与
“

亚非知识
”

话语权重建 》 , 载 《西 亚非洲 》 2 0 1 1 年第 1 期 ； 《 国 际关系 史学科 的学术 旨趣 与

思想 维度 》 , 载 《世界 经济 与政 治 》 2 0 0 6 年 第 7 期 ；
《推 进 有特 色 的 中 国 非 洲研 究 事业 的发

展——关于建构有 特色 的
“

中 国非洲学
”

的若干思考 》 , 载 《 非洲研究 》 第 1 卷 , 中 国 社会 科学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 第 3
—

4 0 页 ； 刘 鸿武 、 罗建波 ： 《 中非 发展合作 ： 理论 、 战略与政策 研究 》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 0 1 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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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 如果可 以 , 那如何理解它的学科 内涵

与体系结构 ？ 如何建构它的理论体系 、 知识工具及概念术语 ？ 其独特之研

究对象 、 研究方法与观察手段又有何特点 ？ 形下之实证田 野调查与形上之

抽象理论创造二者如何互动支撑 ？

第二 , 作为一门具有跨学科与多学科综合研究性质的学科 , 支撑这
一

学科的基础学科与邻近学科有哪些 ？ 如何融会贯通地从中 国传统国学 、 外

来西学及当下 中非关系实践等不 同领域获取促进 自 身成长之思想智慧 ■

＾知

识养分 , 并在借鉴吸收的过程上形成 自 己 的学科个性与学科品质 ？

第三 , 从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关联互动的角 度看 , 中 国非洲学当下关

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 是否可 以选定
“

当代非洲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
”

作

为 当下 中国非洲学集 中关注 的重大学术问题进行跨学科 、 多学科的联合攻

关研究 , 由此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与 民族个性的 中 国非洲学的核心竞争力与

话语优势 ？

第 四 , 在 国家和社会对非洲研究期待 日 益提升的背景下 , 作为研究主

体 的 中国非洲学人如何定位 自 己 的角色及与政府和社会的 关系 ？ 如何在保

持学术独立与 自 尊 、 潜心追求学术 自身价值与积极主动服务国家之间保持

适度的平衡 ？ 非洲研究如何执
“

经世之学
”

与
“

真理之学
”

两用而并行不

悖 ？ 官 、 学 、 企之多方关系 又如何张弛有度 ？

第五 , 如何从 国际思想竞争与 中 国 和平崛起 的战略背景下来理解 中 国

非洲学可能具有的思想创新的特殊潜力 ？ 如何从全球发展多元对比的框架

下对 中非发展合作进程及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和理论总结 , 以为新时期中国

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新 的经验与素材 , 进而推进中 国视野下 的
“

新发

展经济学
”

、

“

新发展政治 学
”

及
“

新 国 际援助与合作 理论
”

诸学科 的
‘

形成 ？

第六 , 如果说当代中非关系是中 国 当代对外关系 中
一个可 以 由 中 国主

动予 以把握的领域 , 其间充分彰显着中 国外交的 民族个性 的话 , 那么作为

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论思考与知识提炼的 中 国非洲学 , 其发展进步是否会有

助于推进 当代中国学术全球襟怀的拓展 和民族精神的成长 ？ 其对中 国国际

关系学 、 国际政治学 、 世界史学诸学科走 出长期以来跟随依附西方话语之

窘境而获得 自 主发展 , 是否可以产生某种特殊之增益作用 ？

第七 , 最后一个更为形而上也可能更为根本性的 问题是 , 如果说学术

乃国家 民族精神之象征 , 那么一种呈现 出 中 国气度 、 中 国胸襟的非洲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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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学境界与思想维度当如何塑造 ？
一

种呈现中 国学术民族精神 与气度之
“

道
”

的非洲学 , 其心灵关怀与精神追求又有何独特之处 ？

概而言之 , 在非洲研究这
一最初 由 西方开创且今 日 西方的学术和话语

仍在其 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 国际学术思想领域 , 如何 以 中 国 的立场和方式展

开思考 , 深化研究 , 突破事实上存在的西方知识与话语霸权的 阻遏 , 坚实

有力地建立起属于 中国的
“

思想与学派
”

的知识体系 与话语形态 ？ 此般诸

多问题 , 并无固定之答案与简单之结论 , 但通过适当 之慎思明辨而厘清困

惑 , 树立
一

种举高慕 远之 志 向 , 对 中 国非洲 学之 长远发展 当 有特 殊之

助益 。

从总体上看 , 相对于发展中 国家而言 , 在今 日 世界体系 中 , 西方发达

国家在精神产 品生产与传播上仍拥有绝对优势 。 然而 , 在 2 1 世纪里 , 非

西方世界的 崛起 已 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 今天 , 历史 的转折正展现出新

的希望和前景 , 同时也激发着更复杂的反应与博弈 。 面对变动中的 局势 ,

近年来 , 西方国家已经明显地从战略上加强 了对非西方 国家的观念渗透和

文化攻势 。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 , 中 国在走 向世界而与他者相遇的过程

中 , 面对的不仅仅是各国各地区 的本土思想与文化 , 更面对着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文化优势和话语霸权的西方思想与文化 。 中 国 的文化传统不支持对

外扩张 , 秉持和平发展 目 标的 中 国也不会谋求话语霸权 , 因而 中 国不与他

人搞文化与意识形态对抗 , 但是 , 崛起过程中 的中 国却不能不意识到 国际

思想文化竞争与交往 的重要性 , 不能不对西方的强势和 自 身的差距 , 以及

在和平发展道路上可能面临 的思想与文化挑战有清醒的认识 。

由此看来 , 包括中非合作在内 的整个发展 中国家今 日 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的 国际交往与发展合作 , 其意义除了 加强发展中 国 家的集体 的发展力

量 , 促进发展中 国家的发展与文明的复兴之外 , 还包含了格外的要求 , 格

外的时代使命 , 那就是需 以 自 身 的当代发展与知识经验 , 从源头上参与对

全球现代性思想话语 的建构塑造 , 参与对人类文明核心理念之 内涵及本质

的重新理解与再度诠释 , 以此打破 以 西方为中心 的 现代性褊狭话语体 系 。

在此基础上 , 通过全人类的共同努力 , 在现代政治制度 、 经济形态 、 思想

文化 、 观念道德 的标准与原则方面 , 在种种有关理性 、 民主 、 自 由 、 人权

等普世性的人类价值体系建构 中 , 相应地加人亚非人民或非西方世界的传

统的与 当代的知识形态与实践智 慧 , 从而拓展 和扩大现代性的 内涵与 外

延 , 丰富现代文 明的结构与基础 。 这是一种全球知识与思想的重新建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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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一种人类思想体系 的全球再塑造过程 。 只有通过这样一种历史性的重

建 , 拓展 出 人类思想与智 慧的新的广阔空间 , 人类才能更好地应对现代性

引起 的种种问题与挑战 , 确保文明和全人类的健康发展 。

从长远的战略高度上看 , 在 当今的国 际关系竞争领域 , 作为全球最大

的发展 中 国 家 , 中 国需要 特别重视和维护发展 中 国 家的
“

经济发展权
”

,

更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 中 国家的
“

思想发展权
”

、

“

话语发展权
”

。 对此 ,

中 国应该有十分清晰的立场表达 , 立足于 中 国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

护发展 中 国家发展权益的思想框架 、 知识产品 、 话语体系 。
在这方面 , 当

代 中非发展合作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 , 则有希望成为
一

个特别 的思

想温床 ,

一个可资依赖知识创新的活水源头 , 能够有力 地支持 2 1 世纪亚

非世界建立新的具有时代创新精神 , 同时又深刻包含 自 身古老传统的思想

和知识创新 。 而这 , 正需要中非双方的学术界 、 思想界加强联合与合作 ,

共 同努力建构面 向 新世纪的具有亚非世界以及全球多边特性的知识生产与

思想交流平 台 。 可 以期待 的是 , 作为 中 国思想智 慧 与 民族精神 的 当代表

述 ,

一种呈现出 中 国胸襟 、 中 国气度的非洲学的创新性建构与传播 , 必将

对 中 国 学术现代品质之锻造——诸如主体 意识之觉醒 、 全球视野之拓展 、

普世情怀之建构 、 中 国学派之形成等等 , 产生特殊的增益作用 。

问题二 国际思想交锋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我们说 , 在 当今之世界多元文化相互碰撞激荡 , 各种思潮理念争奇斗

艳的背景下 , 国际思想文化的交流 , 既承载着和平友好的使命 , 也可能在

某种条件下变为强者对弱者进行文化侵蚀和实施话语霸权的工具 。 而对于

思想文化的力量 , 西方 国家似乎 比我们理解得更 深刻 , 投人 的精力也更

多 。 过去数十年 , 西方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思想优势的保持与学术话语霸权

的掌控 。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二 十多年 , 在推进其全球战略的过程中 , 西

方通过持续性地实施对发展中 国家的所谓
“

民主援助
”

战略 , 将经济援助

与意识形态输出挂钩 , 以援助为手段在发展 中持续输出西方的价值理念和

意识形态 。 在此过程中 , 西方用大量 的经费资助扶持发展中国家各类学术

机构 、 民间智 库 、 出版网络 、 媒体机构 , 以此介入 当地 思想界 、 知识界 、

学术界和媒体界 , 影响其价值理念与思想倾 向 。 观察近年来发展中 国家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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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彼伏的
“

颜色革命
”

、

“

茉莉花革命
”

之复杂表现 , 分析 2 0 1 0 年年末 以

来北非与 中东 国家政局动荡之前因后果 , 可 以看 出经过二十多年推进 , 西

方在发展中 国家传播其价值理念和思想体系 的
“

民主援助
”

战略 已取得明

显成效 。

长期 以来 , 发展 中 国 家因经济落后 , 相关投入不足 , 其非政府组织 、

科研机构 、 民间智库 、 媒体网络因此常须接受西方经济援助 , 由此也与西

方形成
一

种特殊的依存关系 。 西方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援助非洲 国家的思

想学术机构 , 自 然有其长远 的战略 目 标 , 有其巨大的 国家利益的考虑 。 尽

管不可
一概而论 , 但作为

一

个整体 , 西方
“

思想文化援助
”

的真实 目 的 ,

仍然是希望通过
一种潜在而 隐蔽 的方式 , 通过传播其特殊的 理念与价值

观 , 来达到维护西方长期 以来的霸权地位和特殊利益 。 特别是 , 西方在传

播其特殊理念与价值观时 , 通常将其包装在
一整套精心设计且极为 复杂的

话语体系 中 , 且依照时势需要 , 转换成诸如
“

民主
”

、

“

自 由
”

、

“

人权
”

等

外表光鲜亮丽 、 具有不容置疑的道德正当性的概念 , 并将其广泛渗透于广

大发展中 国家的思想与意识形态各领域 , 以无形之方式 , 影响着发展 中 国

家社会精英 、 知识阶层乃 至普通民众 的思想和意识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过去二十多年来 , 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有 目 的

的 附加政治条件和意识形态 内 容的援助 , 西方强化了 自 己 的思想体系与价

值理念在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力 , 推动了 发展中 国家学术机构和思想精英在

思想观念上与西方的趋同化 。 西方也因此在意识形态的竞争中实现了某种

“

情势逆转
”

, 使 自 己重返了道德话语 的高地 。 与 2 0 世 纪五六十年代民族

独立与解放运动时期 , 发展中 国家高举反帝 、 反殖 、 反霸的话语旗帜因而

占据道德高地和话语优势的情势不同 , 今天 , 面对西方以强大投人战略和

偷天换柱之技法精心包装的
＂

民 主 、 自 由 、 人权
”
的 意识形态话语攻势 ,

发展中 国家往往 因缺乏积极有效的 回 应手段 而处于被动受损 的弱势地位 ,

许多时候陷于
“

集体失语
”

的沉寂状态 , 或是随波逐流 , 被动跟随依附于

西方之强势主流话语 。 这种情形 的出现 , 表现出 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话语体

系 、 思想知识创新能力 、 学术研究能力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跟不上 自 身发展

要求 , 发展 中 国家的
“

思想发展权
”

受到限制 ,

“

话语发展权
”

受到 侵蚀 ,

相对于西方 , 形成了新的发展差距 、 思想洼地与知识鸿沟 。

西方国家持续的意识形态新攻势 , 西方精心建构这
一阻遏发展 中 国家

复兴发展的思想高墙 , 正对全球战略格局之变动趋势产生复杂影响 。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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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 , 始终坚持独立 自 主的发展道路 , 始终坚持探寻适合 自 己 的发展模

式并因此而获得成功 的 中 国 , 在许多西方政客和心怀偏见的学者心 中 , 自

然就成了一种冲击 、 挑战西方思想不言而 明 的道德威望与全球影响力 的威

胁 。 近年来 , 凸显西方话语霸权的针对 中 国发展道路及国际合作模式的种

种贬斥话语在西方媒体上频繁 出现 , 四下流传 , 西方针对中非合作政策和

中非合作关系的种种妖魔化攻击言论亦此起彼伏 。 尽管这些话语和言论的

真实用意在公正者眼 里并不难认别 , 但它们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到 了离

间 、 中伤中 国与非洲 国家合作事业 , 歪 曲抹黑中 国对非政策的作用 。 西方

持续性的 意识形态攻势在
一段时期 中 已经造成

一些发展 中 国家与 中 国在思

想理念 、 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方面差异扩大 , 疏离感 、 分歧感加深 , 对中 国

的发展与 崛起的担忧 、 猜忌甚至排斥与 日 俱增 。 这一切在短期 内 已经对发

展 中 国家的 自 主发展 , 对中非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了 明显的损害 。

然而 , 从长远来看 , 非西方世界在 2 1 世纪的发展是
一个总体的趋势 ,

而人类追求共同发展并促使国 际政治经济秩序走 向公平合理亦是历史进步

不可逆转的必然 。 在 日益 凸显的历史事实面前 , 西方的文化帝国 、 话语霸

权和意在阻止延缓非西方世界发展的话语高墙是必将被打破的 。 首先 , 随

着时间的 推移 , 西方国 家带着明 显实用主义和双重标准的
“

民主援助
”

,

终将逐渐暴露出 它们真实的用意和企图 , 其虚假的道德面具和单方面的话

语
“

优势
”

也将随之而丧失 。 其次 , 随着发展 中 国家 日 益成为全球发展的

主角 , 以客观事实和 自 己 的切身利益和经验为基础 , 发展中国家终究会作

出 自 己 的 理智判 断与 选择 , 外来 的 别有用心 的 离间 与 中伤终会 归 于徒

劳
。

？ 最后 , 更重要的是 , 从长远看 , 西方的话语霸权将提醒并推动非西

方 国家 、 人民及其知识精英 日 益重视国 际思想竞争能力与本国本民族思想

原创能力 的提升 , 这将促使非西方 国家逐渐进人现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前沿领域 , 进人人类发展与现代性思想理论的高端 。 通过这样
一

种思想

领域的 自 觉 自 信及持久艰苦的努力 , 非西方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属于 自 己

的 、 能反映人类历史发展普遍经验 、 能满足 国家民族发展要求 、 能支持对

外平等对话的现代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 , 从而在根本上结束思想和文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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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从属 于西方的历史 , 在现代性的元话语体系 中生成中 国 与亚非世界的

知识体系 。

近年来 , 中国的非洲研究在 国家有关部门 、 大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

参与下发展迅速 。 短短几年间 , 在建立专业学术机构 , 填补研究空 白 、 培

养专 门人才 、 出 版学术成果 、 开展国际交流 、 参与 国际合作研究 、 提升研

究水平 、 发挥智库功能 、 服务政府 、 企业和公众等方面均取得 了重要的甚

至是突破性的进展 。

？ 其所取得的成果和发挥的影响 , 已 改变 了 过去非洲

研究在 中 国 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 、 世界历史研究 、 外交研究和 国际关系研

究 中处于边缘的 地位 。 非洲研究 的基础性地位 , 不仅在 其本 身的 成果 中

得到体现 ,
也在与其他重点研究 ( 如大 国 、 周边 、 多边 及全球性 、 现 代

性等研究 ) 的交相互动 中体现出来 。 随着多方资金注入和专业研究力量投

人 的增加 , 中国 的非洲研究在物质条件改善 、
人力 与学术资源加强 、 学科

建设与研究 的国际化水平提升 、 官学紧密互动各方面不断推进 , 学术 旨趣

的 中 国特色 日益鲜明 , 知识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扩大 。

( 2 ) 可 以预言 , 今 后

很长一段时间 内 , 非洲研究吸引 的人力物力投人还会增加 , 其研究过程中

的开放意识与 自 主意识 、 全球眼光与 中 国立场 、 非洲情怀与 中国个性将在

相互激荡中 同步提升 。

？ 我们也期待 , 以 2 1 世纪 中非之 间直接、 主动和 日

益增强的发展合作成为理论创新 的基础与话语源头 , 面对非洲大陆追求现

代发展的宏大时代命题进行中 国思考 , 在不远的将来 , 中 国 的非洲研究力

量和规模将逐渐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主要的 西方发达国家 。 而这种发

展 , 本质上是与非洲在全球发展 中 的重要性 、 中非合作的长远战略意义和

中国为实现和平发 展战略而进行思想 、 知识与 文化的 系 统建设要求相 符

合的 。

① 近年来 , 国 内 学术界已 经加强了 对中 国 的 非洲研究的历史梳理与总结 , 相关重要文献见

中 国 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编 《 中 国 的中 东 非洲研 究 1 9 4 9
一

2 0 1 0 》
,
社会 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2 0 1 1 年版 , 张宏 明 《 中国 的非 洲研究 发展述要 》 , 载 《西亚非 洲 》 2 0 1 1 年第 5 期 ； 李安山 《 中非

关系研究三十年概论 》 , 载 《 西亚非洲 》 2 0 0 9 年 第 4 期 ； 李安 山 《 2 0 世纪 中 国 的非洲 研究 》 , 载

《国 际政 治研究 》 2 0 0 6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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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由中 国 主要非洲研究机构主办承办的
“

首届 中 非智库论坛
”

于 2 0 1 1 年 1 0 月 在浙江杭 州

举行 , 这是中 非学术机构 间一个 常设性 机构化 的思想交流平 台 , 表明中 非学术交 流与思想对话 曰

益活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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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中国胸襟之非洲学 ：关切视阈 与追求境界

与 国际国 内 形势的快速发展与现实要求相 比 , 与西方发达国家百年积

累的研究成果相比 , 与前面所提到 的中非合作关系所受到 的西方话语霸权

的压力 相 比 , 目 前中国 的非洲研究在学术质量 、 学科建设 、 研究方法和社

会服务功能等方面 , 还有大力加强 、 调整 、 改善的必要 。 在
一些重大的核

心理念与精神形态方面 , 还需要作 出深人思考与精心安排 。 而如下几点是

当下需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

第
一

, 从总体上说 , 中 国的非洲研究不能脱离中国和平发展和 中非双

方追求 民族复兴的伟大 目标的指 引 , 也难置身于激烈的 国际政治和思想文

化竞争之外 。 在这一点上 , 毋庸讳言 , 非洲研究 中 的某些特定领域 , 是具

有高度政治性 、 关切性的国 际性学术研究 。 在此背景下 , 学术与政治 、 个

人与国家 、 思想与现实之复杂关系如何 , 是一个特别需要明晰智慧与开阔

心胸来把握的问题 , 简单地偏执一隅或排斥
一

方皆有损 中 国 的非洲研究事

业 以及相应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 。 对 中 国而言 , 在国际交往中奉行

五项原则 , 不搞意识形态对抗 , 不对外输 出意识形态 , 是 中 国和平独立外

交政策的基石和原则 。 但是 , 从人类发展普遍追求和 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

出发 , 从非洲发展的要求和中 国非洲政策的本意出发 , 中 国可 以也应当 以

合理善意的方式 , 努力发挥发展 中大国的作用 , 去帮助非洲 国家实现政治

稳定 , 推进改革 , 促进开放 , 加快发展 。 这样做符合 中 国的 国家利益和非

洲发展的根本利益 , 符合 中 国既定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精神和原则 。 对在此

过程 中遭到 的来 自 西方话语霸权的恶意的评论和贬损 , 中 国有必要在政治

上加 以澄清和批驳 。

第二 , 中 国的非洲研究不可零敲碎打 , 大玉碎敲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

林 , 而应在国家民族复兴大业 、 中 国双方战略合作与亚非思想智 慧重建的

时代背景下来理解 自 身 的 目标 、 宗 旨 , 积极主动地为 国家民族的复兴与 中

非发展 、 合作提供精神启 示与战略性的 思想支持 。 就此来说 , 今 日 中 国的

非洲研究 , 特别需要有
一种主体性 的思想建构 ,

一种开阔 通达的 战 略眼

光 ,

一

种整体宏观的发展布局与清晰畅达的路径选择 , 并 由此境界逐渐形

成非洲研究的 中 国学派与 中 国气度 。 进而言之 , 中 国 的非洲研究 , 中 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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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发展问题与 中非关系 的研究 , 既要有
“

形而下
”

的工具层面 、 器物层

面 、 操作层面的 个案微观研究 , 也要有
“

形而上
”

的 价值层 面 、 精神层

面 、 战略层面的整体宏观研究 , 既要有 田野村头的调研考察与微观实证研

究 , 又要有宏观理念与精神境界方面 的 战略追求 , 所谓
“

执两 而用 中
”

,

努力把握好
“

道与器
”

、

“

体与用
”

、

“

虚与实
”

之平衡与协同 。

第三 , 必须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非洲发展的大势 , 排除干扰 ,
按照 中

非发展 、 合作的长远战略谋划学科发展规划 , 选择关乎 中非双方发展核心

利益的重大课题进行深入而严谨的 国际合作研究 。 应该立足 中非合作关系

现实 中 的紧迫与重大问题 , 不受西方舆论及话语之左右 , 以我为主开展中

长期的思想创新与知识积累 。 同时 , 需要大力加强与非洲学术界 、 智库 、

媒体界的交流合作 , 巩固和扩大 中非共 同利益与观念共识 。 这方面 , 需要

对中 国 的对非援助作 出 适当的调整变革 , 增强对非洲 国家学术机构与 智库

的能力建设合作 。

近年来 ,

一些非洲 国家的思想界 、 学术界的 民间智库组织 , 开始 以 自

己 的方式关注中 国发展的 经验与得失 , 寻求与 中 国学术思想界 的交 流合

作 , 并在许多场合提出 过合作倡议 。 对非洲 国家社会思潮 与舆情的变化 ,

中国应该积极把握 , 顺势而为 , 通过检讨以往对非政策体制和理念中存在

的不足 , 消 除障碍 , 使援助非洲 的事业和工作有新的突破和进展 。 当前特

别需要注意的问题之
一是 , 以往 中 国对非援助主要是 中 国政府与非洲 国家

之间的 官方关系 , 非洲 的各类 民间组织与智 库一般无正常渠道直接获得中

国的援助 。 而西方 的对非援助却往往直接面对非洲 的各类非政府组织 、 学

术机构与智库 。

从中 国对非援助的理念与原则上说 , 多年来 中 国
一直恪守

“

不干涉原

则
”

及不主动输出 中 国政治思想 的原则 , 但这
一原则并不意味着中 国可以

不参与 国际的思想竞争与合作 , 因为 国际思想高地是
一个不同思想观念激

烈竞争的领域 。

近一二十年来 , 随着中非合作发展的快速发展与 中 国影响力在非洲的

提升 , 来 自 中 国的发展经验和理念促进了非洲社会发展思想和政治发展理

念的积极变化 , 而非洲 的稳定和发展与 中 国 国家利益和安全之间 的联系 也

日益紧密 。 在此背景下 , 如何更好地帮助非洲 国家实现政治稳定 , 以积极

主动 的合作姿态和政策 , 推动非洲 的改革 , 促进非洲 的开放 , 加快非洲 的

发展 , 提升非洲 的能力 , 越来越成为中 国应予以关注 的战略性课题 。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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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以积极而稳妥的方式 , 在相互尊重 、 平等对话的前提下 , 更多地关注

非洲 内部事务的发展 , 在把握双方共同 的利益与合作空 间 的基础上 , 帮助

非洲尽力消 除那些 出 于各种原因 , 至今仍明显妨碍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深

层障碍 , 支持非洲 国 家的改革进程 。 在这方面 , 中 国需要更清楚地表达 自

己 的 国际政治立场 , 而不需要理会那些来 自 外部的莫须有 的说三道四 。

思想与行动其实是一枚硬币 之两面 。 从全球 比较与 中 国经历 的多维视

角上看 , 我们认为今 日 非洲发展的根本性障碍 , 集 中在一些基本 的制 度

性 、 观念性与结构性困境上 。 而帮 助非洲 国家逐渐消 除这些发展的障碍 ,

是中 国可 以有所作用 的特殊领域 。

非洲 国家面临 的第
一

个大的 问题 , 是 国家能力与政府执政功能的长期

缺失 , 许多非洲 国家 日 益处于
“

有社会而无 国家
”

的国家体系消解与政府

功能退化状态 中 。 笔者始终认 为 , 从政治发展的 角度上看 , 独立后 的非

洲 , 面临 的首要 问题或最大任务 , 是如何实现国家统
一

建构 、 国家基础能

力培植与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的管理体系成长 。

？
我们知道 , 在今 日 世界 ,

没有一个 国家可 以在无 国家保护 与 缺失政府管理能力 的情况下而得到发

展 。
无论选择何种政体 , 奉行何种主义 , 是搞多党制还是

一

党制 , 都应该

有助于非洲 国家的稳定存在与政府能力 的成长 。 事实上 , 为逐渐推进统
一

国家建构与 民族融合 , 推进 国家认同与爱 国情感 , 独立后 的非洲 国家也经

过了几代人的努力 , 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 。 但是 , 这
一进程从一开始就受到

内外 因素 的干扰而
一

波三折 , 进展缓慢 。 首先是西方主导 的 全球化进程 ,

日益严重地从外部消解着非洲国家的主权 , 侵烛着非洲 国家的主权权威与
？

行动能力 。 当代非洲 国家是全球范 围 内最后跨进 民族国家行列者 , 是世界

上最后
一

批建构起来 的现代国家 。 与当年西方现代 国家建构时 , 全球范 围

而处于相对独立分隔的独立状态不同 , 非洲 国家 自 建立之 日起 , 就面临全

球化进程和西方强势力量的外部主导与支配 , 国家主权与独立性始终面临

根本性的外部侵蚀威协 。 其次是在 国家
一

体化建构和认同 远未完成的情况

下 , 非洲 国家在 内外压力下不得不照搬西方竞争性选举政治 , 结果往往引

发内部分裂 , 导致持续的族群冲突 , 这又从 内部侵蚀着非洲 国家统
一主权

与 国家统
一治理能力 。 此外 , 近二十年来急速涌现的大量非政府组织及其

① 参见刘鸿武等著 《 从部族社会 到民族 国 家—— 当 代尼 日 利亚 国家 发展 史纲 》 , 云南大学

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1
一

2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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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产生的 不同族群间 的对抗性政治诉求 , 都在不 同程度上从内 部消解 了

？ 非洲 国家的政府权威与行动能力 。

在今 日非洲许多 国 家和地 区 , 政府能力 严重缺失 , 基层政权形 同虚

设 , 看不到条块分明 、 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 , 在有社

会而无政府状态下 ,
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广阔无边的草原和沙漠中 陷入

一种无助的 、 自 生 自 灭般的艰难处境 。 国家统
一

体制 的消解和政府管理经

济能力 的丧失导致了 巨大 的灾难 。 虽然今 日 非洲 国 家拥有 巨 大 的人力 资

本 , 有大量 的年轻人 口
, 却因缺乏国家与政权组织者和组织动员 机制将他

们组织成国家的建设大军 , 庞大的人 口资源无法转化为服务国家建设的人

力资源与生产要素 。 在今 日许多非洲 国家 , 那些蔓延四溢的巨大城市贫民

窟 , 那些因 国家瓦解而形成的庞大的难民营 , 动辄就有数万甚至数十万人

口
, 因为没有基本的社会组织结构功能 , 人们在其 中 只能无所事事 , 如尘

沙般游荡生存 。 国家制度 的建设与行政能力 的建设 , 绝不是通过
一

场选举

就能解决的 。 而西方开具 的药方 , 提出 的条件 , 却除 了选举还是选举 , 这

让一些非洲 国家 的政治和 民生在散乱无序的境地 中
一天天坠落深谷 。

非洲 国家面临的第二个大的问题 , 是许多国家在过去数十年中始终没

能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长期 忽略经济发展这一根本 目标

而深陷无谓 的空头政治纷争之中 。 多年来 ,
西方在非洲推进的政治变革政

策 , 归纳起来就是过度迷信选举政治和投票功能 , 以为 只要有 了选举 , 有

了多党制 ,

一

切 问题就会获得解决 。 但劣质选举政治与无序政党竞争使 国

家的任何长期规划与发展都无从落实 , 政治许诺盛行 , 短期行为泛滥 。 多

年来 , 非洲大陆空头政治充斥 , 政治挂帅盛行 , 选举迷信左右
一切 。 然而

事实上 , 对于今 日 的非洲 国家来说 , 社会发展才是最大的政治 , 经济建设

才是最大的政治 。 贫 困与落后是
一切动荡 、 冲 突甚至恐怖主义的源头 。 不

集 中精力发展经济 , 不努力改善民生 , 不保持
一个稳定有效的 国家体制 ,

一切都无从谈起 , 政府也迟早要垮台 。 过去几十年 , 无论是威权主义的强

势政府还是议会政体 的 民主政府 , 许多非洲 国家的执政者都没有将经济发

展 、 民？疎善放置在
工作 的首要位置上 , 缺乏推进经济增长 的意愿与 能

力 , 在 内外 因素作用下
一直陷于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之中 。 如何走 出政治迷

信 的误区 , 不再执迷于选举崇拜 , 不再就政治谈政治 , 而是
一

心
一意谋经

济发展 ,

一心一意求 国家稳定 , 实在 是非洲 国 家必须认真面 对的 核心 问

题 。 非洲 国家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 但政治改革的 出发点和归 属点都应该是



1 6非洲研究


如何促进非洲 的经济发展与民生改进 , 而不是如 何将 自 己 的政治变得与西

方一样 。

就此来说 , 今 日 的非洲 国家 , 在某种意义上需要一场拨乱反正的新的

思想解放运动 , 需要结合非洲 的实际认真思考非洲 的发展道路 , 探寻非洲

问题的非洲化解决 。 非洲必须形成 自 主思想与独立精神 , 提升本土知识分

子独立观察与思考 自 己 国家发展道路的意愿与能力 , 振兴本国本民族的思

想文化 , 形成独立 自 主的知识精英阶层 。 在这方面 , 中国可 以 以 自 己 的方

式与非洲 国家开展交流 , 以实质性的举措来支持和 帮助非洲国家思想智库

的 自 主发展与能力建设 。 具体来说 , 中 国不需要跟 随西方搞意识形态对

抗 , 也不需要对外输出 意识形态 , 但中 国可以用 自 己追求国家民族复兴进

程的经历及所累积的经验教训来观照对比非洲 的发展困境与发展难题 , 可

以与非洲 国家开展更广泛 的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 , 探究非洲 国家解决其发

展难题所需要的思想智 慧与 政策方案 。 通过与非 洲思想界学术界的密切合

作 , 共同来探讨非洲如何获得经济发展 、 推进改革开放 、 保持 国家稳定 、

增强能力建设 。

为此 , 中国需要对传 统的对外援助方式作 出 某种程度上的 战 略性调

整 , 规划一个具有长远性 、 战略性的
“

当代 中 国 国家思想与学术走出 去战

略
”

, 推动 中 国思想界 、 学术界 、 教育界走 向非洲 , 走 向发展 中 国家 , 逐

渐扩大
“

中 国知识
”

、

“

中 国思想
＂

、

“

中 国智慧
”

、

“

中 国经验
”

在发展 中国

家和全球 的影响力 。 在保持以 往且行之有效的对非洲 国家的经济发展援助

的同时 , 重视有助于非洲国家思想创造能力与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
“

软援

助
”

。

从长远 的战略高度上看 , 在当今的国 际关系竞争领域 , 中 国不仅需要

重视和维护发展中 国家的
“

经济发展权
”

, 更需要重视和维护发展 中 国家

的
“

思想发展权
”

、

“

话语发展权
”

。 在这方面 , 中 国应该有十分清晰的立

场表达 ,
立足于 中 国方位提供全球性的推进和维护发展中 国 家 、 非西方世

界权益的思想框架与知识产品 。 国际化与全球化应该成为未来
一个时期包

括非洲研究在 内 的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
一个基本战略取向 。 中 国需要

积极支持发展 中 国家的学术机构 、 非政府组织 、 民间智库走进 中 国 , 积极

支持中国 的学术思想机构走进非洲 , 让 中非双方的学者能在国 际学术与思

想高地上建构各 自 的 国家话语平台 。 具体而言 ,

一

方面 , 积极推动中非双

方建立研究对方的各类研究机构 , 如在 中国高校 中建立更多的不 同学科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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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的非洲研究 中心 , 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建立非洲翻译馆以开展中非文献

互译工作 ； 另
一

方 面 , 也 要 支 持 和推 动 非洲 国 家 的 大学 、 政府 机构 、

ＮＧＯ 建立各种类型的中 国研究中 心 , 推进孔子学院的 本土化进程 , 将汉

语教学纳入所在国家的 国民教育体制 中 , 同时在非洲建立联合报社与合作

出版机构 。 通过这样一个 日 见开 阔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平台 , 通过中 国 国 内

发展经验的 国际化进程 , 来汇通整合 2 1 世纪发展 中国家的 新的发展理念

和发展经验 , 并逐渐将 中 国知识与 中 国智慧转换成一种可被外部世界理解

与感受的话语形态 , 让非洲 国家的人 民有更畅达有效的途径来接触 了解 中

国 。 这一切 , 对于 中 国 的和平崛起战略 目标的实施 , 对于 中非的发展合作

战略的可持续推进 , 都有持久而重大的意义 。

问题四 中国气度之非洲学 ：整体关怀与全局统揽

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创新与思想提升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 总体上看 , 整

个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形态与理论体系 , 都是在过去两三百年西方率

先兴起的过程 中 由 西方世界建构起来 的 。 这一西方主导的 知识与思想体

系 , 虽然在解释非西方世界事象方面局限性 日 益明显 , 但它迄今依然 占 据

国际思想与学术界的 中心位置 。 如何打破西方思想与话语垄断 , 确立中国

的非洲研究的思想 自觉与话语 自 主权 , 还需要做大量 的工作 。 总体上看 ,

一来应该是既不迷信西方 , 但又对其所代表的 当今 国际流行话语与知识传

统有充分的 了解 , 在消化吸收其合理 内容 的过程中超越其局限 ,
二来必须

从亚非 自 身的历史与现实经验的系 统总结 中重新建构新的知识体系与价值

理念 。 在这个过程 中 , 历来注重整体把握世界 、 重视对历史大势作宏观把

握 的中 国学术传统 , 是可以深度挖掘利用的思想宝库与工具来源 。

？

从表象上看 , 非洲研究 涉及非洲政 治 、 经济 、 社会、 文化之方 方面

面 , 其研究者和对象分散在众多学科领域 , 具有明显的学科分散性 、 交叉

性 。 以一门
“

非洲学
”

, 将这些分散而交叉 的不 同学科统摄在一起 , 表面

上看似乎不太可能 。 然而 , 如果进行
一些深入 的思考 , 从非洲大陆的历史

① 刘鸿武 ： 《 中 国式价 值在非 洲 》 , 载 《社会观察 》 2 0 1 1 年第 7 期 。 另见 观察 者 网 ：
ｈｔ

－

ｔ ｐ ：／ ／ｗｗｗ
．

ｇｕ ａｎ ｃｈａ ．ｃｃ／ 2 0 4 7 ／ 5 9 3 2 1 ／ 5 9 3 1 4 ． ｓ ｈｔｍ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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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现状 , 以及当代非洲经济社会发展这
一

复杂 问题的分析 中 , 仍然可

以找到各种各样 的
“

非洲研究
”

( 诸如非洲政治研究 、 非洲经济研究 、 非

洲文化研究 、 非洲教育研究 、 非洲 国别研究 、 非洲 区域研究 、 非洲专题研

究等等 ) 的 内在 的关联性 , 从而以一种整体和联系 之眼光 , 从 中发现那些

将各种各样之
“

非洲研究
”

统摄起 来 , 将
“

非 洲学
”

作为
一

个具有跨学

科 、 交叉学科性质 的
“

统
一

学科
”

来建设并赋予其鲜明的 中国 风格 与气度

的理 由 。

具体言之 , 第一 , 虽然从古代迄今 , 非洲大陆 内部各地区之间 、 国家

之间 、 民族之间存在许多差异 , 而与外部世界又有着复杂多样的联系与交

往
, 东西南北之间与外部世界的亲疏状态各有不同 , 这是我们必须高度重

视非洲研究的 国别 、 个案 、 微观研究 的原 因 。 但另 一方面 , 非洲大陆作为

一个相对统
一

的 自 然地理单位 , 其历史文化形态与政治经济特征 , 还是具

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性 、 整体性与
一

致性 ,

一些 明显有别于外部世界其他文

明与文化的共同特征 ,

一些有别 于欧美 、 中东 、 南亚与东亚文明 的属 性 。

这些 内在的联系 性与整体性 , 提供了建构
一

门具有统摄性的
＂

非洲学
”

的

可能性与现实基础 , 使我们可以也有必要将非洲大陆作为世界文 明体系 中

的一个相对统
一的 整体来进行把握 , 来探寻研究非洲大陆共 同面 临的发展

问题 。 因此 , 当代中 国的 非洲研究在注重学习 借鉴西方非洲研究 重视微

观 、 个案与 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 应该充分发挥 中 国学术重视追寻
“

大道
”

、

探究
“

天人之际
”

、

＂

古今之变
”

的思想传统 ,
透过非洲大陆纷乱复杂的 当

下迷局 , 看清这块大陆面临 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 ,
把握到这块大陆的根本

出路在哪里 , 举其纲要 , 观其大势 , 从而对非洲大陆之现状与未来作出更

具历史眼光的 战略把握 。

？

第二 , 与欧洲 、 亚洲 、 美洲 、 大洋洲都具有南北关系 不同 , 非洲大陆

是
一块几乎全部是南方国家 、 发展 中 国家的大陆 。 作为世界上发展中 国家

最集 中 的大陆 , 整个非洲大陆的 5 4 个 国家全部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

中国家 , 发展问题是这块大 陆所有 问题 的纽结 、 焦点与 源头 , 整个大陆

① 宋代学者苏轼 曾说 ,

“

夭下之事 , 散在 经 、 子 、 史中 , 不可徒 得 。 必有一物 以 摄之 , 然

后为 己用 。 所谓一物者 ,

‘ 意 , 是也 。

“
( 见葛立方 《韵语 阳 秋 》

) 这
“

意
”

, 大致应 该就是散 布于

各知识领域背后的统一灵魂与核心精神 , 统摄各种 专门 知识与 研究活动 的相互联系
＇

与整体结 构 ？

参见刘鸿武著 《故乡 回归之路 ： 大学人文科学教程 》
, 清华大 学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第 7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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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个国家都面临着谋求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的共同发展任务 。 今 日

之非洲大陆 , 看似纷乱不定 , 动荡不居 , 但万变不离其宗 , 贫穷落后 , 经

济衰退 , 民生艰辛 , 实是百恶之首 、 万乱之源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无论何

种理论 , 何种妙方 , 其合理性只能从是否适应增进非洲发展这一根本要求

来判定 。 为此 , 必须形成一 门 以发展为核心理念 、 以发展为核心宗 旨 的相

对统
一

的学科 , 来对非洲这块大陆 的共同问题 、 基本问题进行具有战略眼

光的整体把握 , 来开展知识积累 、 思想创新与工具创造 ,
形成可 以解 释 、

促进并适合于非洲大陆现实需要的 知识与思想体系 。 中 国 的非洲研究学者

可 以 围绕着非洲发展问题和 中非发展合作来建构有中 国气度 、 中国胸襟 的．

非洲研究 , 来统摄整合 中 国非洲研究的各种资源与力 量 , 追求共同的 目 标

宗 旨与 内在灵魂 。 通过这种努力 , 中 国 的非洲研究学术理念与知识体系将

会获得一种 内在的
“

形上之道
”

与
“

精神境界
”

, 将有可能形成 自 己 的 学

理体系 与知识 平 台 , 从而 在全 球 的非 洲研 究领 域形成 独特 的
“

中 国 学

派 , ,

。

？

第三 , 事实上 , 对 中 国来说 , 由 于 自 身正在经历着相 同或相似的发展

变革 , 并且今 日在总体上依然属于发展中 国家 , 这样共同的 国家身份与地

位 , 使得 中 国可以将心 比心 、 感同身受地体会理解非洲 国家面临 的种种问

题 , 可 以动用 自 身在过去数十年经历和积累起来的种种有关发展的正反经

验与教训 , 来理智 观察 、 综合思考 与内外比较非洲 的发展及与 发展相关的

种种问题 , 从非洲 的实际需要来探寻非洲问题之解决方案 。 中国 问题 的解

决要从 中 国 的实际出发 , 非洲 问题的解决也
一

样 只能从非洲 的实际 出发 。

学术研究的最高智慧 , 来 自心灵的感悟 , 来 自 研究者主体的切身追求 。 中

国人因 自 己 的历史传统与文化个性 , 长期以来
一

直与那块遥远的非洲大陆

有一种情感上的相互尊重 , 中 国也一直对非洲大陆 的现实与未来 , 持一种

历史主义的期待与信心 , 因而不 自 居思想与道德高地对非洲 国家发号施

令 , 而是主张平等对话 , 相互学习 , 交流互鉴 。 这是 中 国 的对非政策不同

于西方对非政策 的地方 , 也应该是 中 国的非洲研究与西方的非洲研究之所

以不同 的地方 , 是中 国学术界研究非洲 问题之优势所在 , 同时更是中 国的

非洲研究实现学术创新 , 摆脱长期 以来对西方思想与知识的跟随依附状态

① 关于 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 中 国 学派创 立问题 , 可参见秦亚青教授 《 国 际关系理论 中 国 学

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 ) )
, 载 《 世界经济与政治 》 2 0 0 Ｓ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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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所在 。

第 四 , 长期 以来 , 非洲大陆
一直在努力寻求 自 己 的共同属性并为实现

非洲大陆的统
一而奋斗 , 以非洲统

一联盟和非洲各次地区性组织为基础的

非洲统
一运动与

一体化也在不断推进 。
正因为如此 , 长期 以来 , 虽然非洲

大陆内部也有许多地区差异 、 国别差异 、 民族差异 , 但非洲 国家和 国际社

会在许多时候往往还是将非洲大陆作为
一个相对统

一

的整体 、

一个相对统

一的 国际关系行为体来认知 、 交往与对待 。 比如中非合作论坛 , 就是 中国

将非洲大陆作为一个整体而建立起来的 中 国 与非洲大陆 5 4 个 国家 的一种

特殊的
“

国家
一地区

”

关系 。

总之 , 非洲大陆的这种相对统一的整体性质 , 使得我们在研究非洲大

陆时 , 确实必须也有可能建立
一

门专 门 以研究非洲大陆整体性 问题 、

一

般

性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 , 培养专 门从事非洲事务和 中非关系 的高级

专门人才 。 正如我们说
“

世界历史
＂ 并不是 国别历史 的简单相加一样 , 这

样的非洲学学问与 知识体系 , 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单
一

的一级学科或二级学

科如
“

政治学
”

、

“

经济学
”

、

“

历史学
”

等所能涵盖和支撑的 , 必须通过跨

学科 、 多学科的创新性综合 , 将
“

区域研究
”

与
“

领域研究
”

相结合 , 形

成一门新兴的
“

非洲学
”

交叉学科 , 其在学识视野与思想平 台上才能胜任

对非洲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综合需要 。

问题五 中国视野之非洲学 ： 概念推演与思想维度

作为
一

门反映 中非发展进程 、 包容整合各类非洲研究学术 、 体现中 国

的非洲研究思想 内 涵与学术个性的特殊语境的专门学科 , 非洲学在一般概

念与定义上可做如此初步的考虑 。

第
一

, 就学科定义与 内涵而言 , 我 们认为
“

非洲学
”

可 以这样来表

述 ： 它是一 门专门 以非洲大陆的人文与 自 然事象为研究对象 、 探究非洲文

明历史进程及其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 对此定

义 , 还可以作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 。 广义 的
“

非洲学
”

, 包括一切 以非洲

为研究对象 的知识与思想领域 , 包括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 、 自 然科学 、 工

程技术各领域所涉及的非洲 问题研究 。 而狭义 的
“

非洲学
”

, 则主要是指

以非洲大陆之文明进程及当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为核心 内容的学科 , 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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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非洲文 明研究
”

或
“

非洲发展研究
”

。

第二 , 作为
一

门综合交叉性学科 , 今天 的
“

非洲学
”

, 需要 以综合的

方式 , 运用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 、 自然科学 、 技术科学 、 管理科学的诸多

知识工具与 理论形态 , 诸如政治学 、 经济学 、 历史学 、 社会学 、 民族学 、

教育学 、 人类学 、 艺术学 、 语言学 、 地理学等 , 对非洲大陆文明与文化的

各个领域进行综合性与整体性研究 。 而在当代 , 随着对当代非洲经济与社

会发展问题研究的 日 见深人与拓展 , 诸如发展理论 、 现代化理论 、 国家建

构理论、 国家治
,

理理论 、 人 口控制与环境发展理论 、 科技运用与技术开发

理论 、 国际援助与国际合作理论等新兴学科与边缘学科 , 也将涉足且包含

在 内 , 形成
“

非洲学
”

广泛综合 的知识和理论背景 。

第三 , 关于
＂

非洲学
”

与
“

非洲研究
”

两个概念之异同及取舍择用问

题 。

“

非洲学
”

或也可称之为
“

非洲研究
”

, 在许多时候这两个概念是可以

互换 的 。 应该说 , 使用
“

非洲研究
” 这一概念也有其优长之处 , 因为这一

概念表述的 内涵十分清楚 , 无须特别解释和说 明 , 但凡与非洲有关之学术

研究 , 皆可统称
“

非洲研究
”

。 但另一方面 , 如使用
“

非洲学
”

这一概念 ,

则更有另
一

番深意与追求 。 首先 ,

“

非洲学
”

突 出 了它作为
一

门学科的学

理系统性 、 理论性 、 学科性 , 而
“

非洲研究
”

却是
一

个相对 中性 的概念 ,

主要表述了研究的对象 , 陈述着
一

种研究的过程 , 并无 明显的追求 自 身之

学科体系 、 理论形态 、 学术境界的 主体建构含义 。 及次 , 由 于这两个概念

传递或表达出 的学术蕴涵与思想品质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 因而如果长期使

用
“

非洲研究
”

而避用
“

非洲学
”

则可能不利于这
一学科的 自 身理论追求

与学科主体意识的 自 觉 , 结果可能导致这 门学科始终只是
一些与非洲有关

的具体的研究课题 、 研究领域 、 研究 内容 的 聚集 。 因此 , 通过
“

非洲学
”

概念的更广泛而准确地使用 , 有助于促使学术界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理论

旨趣与学术境界之追求 , 更多关注非洲研究的学科发展路径与体系建构过

程
, 如此 , 则非洲研究更有 可能上 升为

一

门 日 见成 熟且相对独立 的知识

学科 。

作为有 中 国特色的非洲学 ,

一

门 交叉性的新兴学科 , 其在学术 旨趣与

思想维度方面 , 应该表现出如下几个 明显 的特点 ：

第
一

, 通过对非洲文明及其相关成长背景作 出 整体上的研究与综合性

的把握 , 努力 揭示 出非洲文明 的总体轮廓与基本结构 , 努力 把握非洲文明

发生 、 发展 的基本历史进程与现实走 向 。 同 时 , 该学科还 旨在从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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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的开阔视野上 , 以 比较和联系的 眼光 , 深入探究和揭示非洲文明 的个

性精神与世界意义 , 它在世界文明体系 中所处的位置 , 它与世界其他文明

之相异与相 同 , 以及这些异 同之缘 由 , 从而更好地揭示古老而又现代的非

洲文明之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 的个 性形态 、 发展 品格与 演进特征 。 由 于
“

非洲学
”

在研究对象与学术 旨 趣方面的上述特点 , 决定了该学科所需要

运用 的理论形态 、 知识体系与研究工具必须具有开阔的背景 、 跨学科的视

野 、 交叉性 的特征 。

第二 , 中国特色的非洲学 , 应该特别关注进入近代特别是当代 以后 ,

在整个世界历史宏观环境和非洲大陆历史命运发生重大变迁的 时代条件

下 , 非洲文明经历的广泛而深刻 的变迁转型过程 , 这些变迁转型的 复杂而

矛盾的特点和性质 , 以及它与 当代 非洲大陆现实政治经济格局 的 复杂关

系 , 努力从传统文明特性与 民族精神 的角度 , 来理解和把握当代非洲 国家

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发展问题 。 通过对非洲文明 的深入把握来更好地理解

当代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 , 从文明变迁的角度来思考分析

当代非洲追求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发展的新路径 。 作为 当代 中 国人文社会科

学领域的新兴学科与交叉性学科 , 该学科应该特别追求建构有 中 国特色的
“

非洲学
”

理论体系 与知识工具 , 及学科发展的现实运用价值 , 特别重视

结合 当代中非合作关系之实践 , 关注当代中 国与非洲大陆在追求现代复兴

与发展进程 中所开展的发展合作与文明交流 , 探讨和 比较中非双方 当代各

自 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复兴方面彼此相关的
一些共同命题 。

第三 ,

“

非洲情怀 、 中 国特色 、 全球视野
”

之三个层面的有机结合与

互为补充 ,

“

秉承中 国学术传统 、 借鉴 国外研究成果 、 总结中非关系实践
”

三个维度的综合融通与推陈出新 , 或许可以作为未来时代中 国之非洲学建

构过程 中努力追求与开拓的某种学术境界与思想维度 , 某种努力 塑造的治

学理念与学术品质 。 所谓
“

非洲情怀
”

, 是想表述这样
一种理念 , 即但凡

我们研究非洲文 明
, 认知非洲文化 ,

理解非洲意义 , 先得要在心 中去除对

非洲之偏见 与轻视 , 懂得这块大陆之人 民 , 数千百年来必有不凡之创造 ,

特殊之贡献 , 必有值得他人尊重之处 。 我们应该对非洲人民 、 对非洲的历

史文化 , 怀有一 份
“

敬 意
”

与
,

“

温情
”

,

一

份
“

赏爱之情
”

与
“

关 爱之

意
”

。 或许 , 有 了此般非洲情怀 , 有 了此般非洲情结 , 方能在非洲研究这

一相对冷寂艰苦的领域有所坚持 、 有所深人 , 才愿意一次次地前往非洲 ,

深入非洲大陆 , 做长期而艰苦的 田野调查 、 实地研究 , 以 自 己 的切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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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观察去研究非洲 , 感悟非洲文明的个性与魅力 。 由 于非洲大陆内部存在

巨 大的地区 间 、 国家间 、 民族 间差异 , 因而研究非洲大陆的问题时 , 不仅

要有大陆的宏观眼光 , 更需要有大陆 内部 的区域 、 国别 、 民族甚至村社 的

微观眼光 , 既需要从整体上把握非洲大陆的基本属性 , 更需要对非洲 文明

的地区结构 、 国别结构 、 民族结构进行微观个案的研究 , 深入非洲大陆做

长期的实地调研 、 田野考察 , 特别注重研究者本人对非洲大陆历史文化与

社会环境的个人心灵体验和感受 。 所谓的
“

中 国特色
”

, 在于表 明 , 今 日

中 国对非洲之认知 , 自 当站在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上 , 站在当代中非合作

关系丰富实践的基础上 , 秉持 中华文明开放 、 包容 、 持 中之学术传统 , 以

中 国独特之视角 、 立场与眼光 , 来重新理解 、 认知非洲文明及 当代 中非关

系 。 这种立场 ,

一

方面需要了 解和借鉴外 部世 界对非 洲 的相互认知与感

受 , 尊重 、 借鉴 、 汲取西方学者ｇ
去百年创造的学术成果 , 但 同时并非简

单地跟在西方的后面 , 如鹦鹉学ｋ他人言语 。 毕竟 , 作为 中 国学人 , 若要

真正深入懂得非洲文明 , 前提之
一

, 也须对中 国文明个性 、 对 中 国学术传

统有
一

份足够的理解与掌握 , 如此方能知彼知 己 , 并有所 比较 , 方能真正

看出 中 国文明 与非洲文明之相同与 相异 , 共性与个性 。 最后 , 所谓
“

全球

视野
”

, 是说在今 日 之全球化时代 , 在今 日 之世界相互牵连 、 多边互动之

格局下 , 我们无论是认知非洲 文明 , 还是认知 中华文 明 , 自 然都不可只限

于
一隅之所 、

一孔之见 , 既不只是西方的视角 , 也不局 限于 中 国 的眼光 ,

而是应有更开阔之全人类之视野 , 有更多元开放的眼界 , 在多维互动 、 多

边对话 的过程中 , 理解 中非合作关系之适位 、 可为与 当为 , 并进而寻求人

类之共 同理想与普遍情感 。 并且着 眼于 2 1 世纪人类发展前景 , 努力从
一

个更为广阔的世界文明史大视野上 , 对东方社会 、 亚非社会的传统文明遗

产的现代重建 、 对当代人类文明的 多样性及不同文明之平等对话与交流等

这样一些更为一般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 作 出本学科 的特殊探索与思考 。

今天 , 不论是从非洲 国家在世界经济 中 的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 的作用

上升来看 , 还是从 中国与非洲 日 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来看 , 抑或是从 中 国与

欧美国家及新兴国家在非洲 的博弈需要来看 , 加强我们对非洲 研究与学习

都是当务之急 ； 同 时 , 由 于非洲在 国际事务 中 的作 用 日 益上升 , 国 内 学

术界在进行欧美问题 、 亚洲 问题的研究时 , 越来越多地牵涉到非洲 方 面

的问题 , 非洲学成为整个国 际问题研究 中不可 回避的话题 , 非洲学 的深

人研究与高级人才培养会成为推动 国 内整个 国 际问 题研究 的重要 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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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国 内高校的各类学生对非洲知识 的渴望和对非洲研究的 兴趣都

在不断增加 , 许多高校为本科生开设 的有关非洲方 面的课程都受到 了 普

遍 的欢迎 。

中 国的非洲学要获得健康稳定发展 , 除上述问题需要得到关注外 , 还

需要在这样一些基础性条件方面作出努力 。 第
一

, 需要在国 内各大学建立

起一批实体性的 、 能长期稳定存在并有相应资金支持与政策保障的非洲研

究专 门机构 , 并集人才培养 、
学术 研究 、 政策 咨询 、 国 际交流功能为 一

体 。 第二 , 需要拥有
一批专门 化的

’

、 热爱非洲研究事业 、 长期致力于非洲
’

研究事业的科研与教学 队伍 , 这些人需要来 自 政治学 、 历史学 、 教育学 、

社会学 、 人类学 、 经济学 、 管理科学甚至 自然科学与技术工程等不 同 的学

科背景 , 具有赴非 洲 国家访问 、 考察 、 调研的经历 , 具备跨学科协同展开

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能力 。 第三 , 形成培养高水平非洲学研究生的专业

条件与硬件环境 , 包括非洲专业图书资料中心 、 非 洲博物馆 、 非洲 图像影

视 中心 、 非洲 网络数据库的系统化建设 。 涉及非洲研究领域的各专业研究

生能有多种途径赴非洲 国家实习 考察 , 或与非洲大学联合培养 ,
在当地学

习本土语言 , 感受当地社会与文化 , 以为将来进行更具学术深度和个人风

格的专 门研究建立基础 。

结 语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与努力 , 发展中 国家的现代复兴巳 经有了

重大进展 , 并走到 了
一个新的历史十字路 口 。 在此阶段上 , 发展中 国家的

思想 自 立与知识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 过去 ,
西方世界总体上是不认为发展

中 国家会有 自 己 思想形态的 , 也不承认发展中国家有 自 己 的思想权利 。
也

许 , 这是一个南北力量真正交锋 、 碰撞 与对峙的领域 , 但也可能是
一个东

西方思想话语优势发生主客场转换的关键领域 。 就如中 国需要发展 自 已 的

经济学
一样 , 中 国也需要发展 自 己 的非洲学 。 路遥知马力 ,

日 久见人心 。

2 1 世纪 , 中 国将持续追求在和平发展 中重新 崛起并为世界进步作出新 的

贡献 。 对此 , 世界在观察 中 , 有期待 、 有疑惑 、 有防范 , 无论如何 ,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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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言的实现最终取决于
“

中 国 自 己 的选择与国内的发展状态
”

。

？

中 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 ,

一

个奉行和平道路的文明古 国 。 远在古

代 , 在 自身文明的视阈 以内 , 中 国人就建立 了古人称之为
“

天下
”

的世界

情怀 , 建立起 了具有普世色彩的
“

大同
”

理想 , 其 中的宽广与远大 , 在根

本上支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 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中 , 中 国 在思想

领域
一

直走在世界的前列 , 今 日 与未来 , 中 国 的和平发展也取决于中 国在

思想创造与知识产生方面在 国际上的位置 。 可 以说 , 作为当代中国学术的
“

新边疆
”

, 中 国的非洲研究学者依然任重而道远 , 学者们 尚 需放开眼界 ,

敞开胸襟 , 以
一

种举高慕远 、 通而观之的历史大视野来认知研究非洲及非

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 为有 中 国胸襟 的
“

非洲学
”

学科的建构 , 作 出 当代

学人的思考与探索 。

① 王逸舟 ：
《 国际关系 的中 长期发展趋势与 中 国 的应对 》 ( 二 )

, 载 《 当 代世界 》 2 0 1 1 年第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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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ａｂ ｌｅｔｏｈａｐｐｅｎｗ

ｉ ｔｈｔｈｅ
ｐｏｌ ｉ ｔ ｉｃａ 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ｌｉｋｅＴｕｎｉ ｓｉａａｎｄＥｇｙｐｔ

,

Ｓｕｃｈａ ｓ ｔｈｅＣｈａ ｒａｃｔ ｅｒ ｉ ｓ ｔｉｃ ｓｏｆ ｔｈ ｅＹｏｕ ｔｈｉｎ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 ａｎＡｆｒ ｉｃ ａ
,ｉｎ ｔｅ ｒｎａｌ

ｅｎｖ
ｉ
ｒｏｎｍｅ ｎ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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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ａｌ

ｓｏ ｔｈ ｅ ｉｎｔ ｅｒａｃ ｔｉｏｎｂ ｅ ｔｗｅｅｎＹ ｏｕ ｔｈａｎｄｉｎ ｔｅｒｎ ａｌｅｎｖ
ｉ

？

ｒｏ ｎｍ ｅｎｔ．Ｈｏｗｅ ｖｅｒ
,
ｉｔｃ ａｎｂｅｐｒｅｄ

ｉ ｃｔ ｅｄｔｈａ ｔｔｈｅｐ ｏｌ
ｉ ｔ ｉｃ ａｌ , ｅ ｃｏ ｎｏｍ ｉｃ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ａｌｏｒｄ ｅｒｗ ｉ ｌ ｌｂ ｅｃｏｎ ｆ ｒｏ ｎｔ ｅｄｗ ｉ ｔｈ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 ｌ ｌｅｎｇ 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
Ｙ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ｏｒ ｔｈＡｆｒｉｃ ａ

；Ｐｏｌ ｉｔ
ｉ ｃｓ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Ｎｅｘｕｓ ｉｎＥａｓｔＡｆｒｉｃａ
＇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ｕｎ

9Ｄｏｃ ｔｏｒ
,
Ｓｈ ａｎｇｈａ ｉＩｎｓ ｔｉ ｔｕ ｔｅｏｆ Ａ ｆｒｉｃａｎＲ ｅｇ ｉｏｎａ ｌＳ ｔｕｄ ｉ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Ｗｈａ ｔ

＇

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ｂ ｅｈ ｉｎｄｔｈｅｒｅ ｃｅｎｔ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ｏ ｆ

Ｅａｓ ｔＡｆｒｉｃａ

＇

ｓｒ ｅｇ ｉｏ ｎａ ｌ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 ｉｏ ｎｉｎ ｔｈｅｆｉ ｒｓ ｔｄｅ ｃａｄｅｏｆ 2 1 ｓ ｔｃ ｅｎ ｔｕｒｙ ｔｈａ ｔ ｉ ｔ

ｈ ａｓｅｘｐｅ ｒ ｉ ｅｎｃｅｄｆａ ｉ ｌ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ｆｉ ｒｓｔｄ ｅｃ ａｄｅ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ｅ
－

ｃ ｏ
ｌ
ｏｎｉａ ｌ ｉ ｓｍａｎｄ

ｓｔａｇｎａｔ ｉｏｎ ｆｒｏｍ 1 9 7 0 ｓｔｏ 1 9 9 0 ｓ？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 ｒａｒｇｕ 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ｓ ｏｎ ｌ ｉｅｓｉ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