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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 要】 尼 日 利 亚 是 一个 重 要 的 非 洲 大 国 , 如 何推 动 中

尼双边关 系 的 和谐 发展 是新 时 期 中 国对 非 外交 政策 和 学术研 究 的

一个重要课题 , 其 中 中 尼 文化 的交 流合作是构建双边和谐 关 系 的

一个重要 方 面 。 本文 采用 文献查找 和 实地 考察 相 结合 的 方 式 , 获

得 了 很 多 珍贵 的 一 手 资料 , 并结合历 史 学 、 文化 学 和 传播学 等 学

科 的 理论 与 方 法 , 探讨 了 中尼文化 交流 的 历 史 与 现状 , 揭 示 了 其

中 的发展特 点 与 原 因 , 提 出 其 中 的 问题和 改进建议 , 得 出 ： 新 中

国 成 立 6 0 年 来 , 中 尼文 化交 流 总 的趋 势是 从 无 到 有 , 从少 到 多 ,

从不 成 熟 到 较为 成 熟 。 当 然 , 这一发 展过程 并不 是 一帆风 顺 , 也

存在 着 许 多 问 题 与 不 足 。 我们 要进 一

步加 强 两 国 文化 交流 , 以促

进 两 国 多领域深入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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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 , 尼 日 利亚是非洲最大的发展 中国 家 ,

两国虽远隔千山 、 相离万水 , 却都 曾有过被殖民 或半殖民的历史遭邁 , 当

前共同面临着发展经济 、 改善 民生 的艰 巨任务 。 凑巧的是 , 尼 日利亚的人

口 约是中 国的 1 ／ 1 0 , 领土亦约是 中国 1 ／ 1 0
,

？ 两国 国庆 日 都是 1 0 月 1 日 。

① 据 2 0 0 9 年的统计数据 , 中 国人 口 ( 含港澳 台 ) 有 1 3 ． 3 亿 , 尼 日 利亚有 1 ． 4 亿 ； 中 国领

土  9 6 0 万平 方公里 , 尼 日 利亚是 9 2 ． 4 万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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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念上 , 两 国人民皆尊敬师长 、 崇拜祖先 、 信仰图腾 ； 在语言上 , 汉语

普通话 、 粤语 、 傣语及壮语和尼 日 利亚 的约鲁巴语 、 伊博语
？
都属于声调

语言 。 尼 日利亚素有
“

黑非洲文化摇篮
”

之称 , 在历史上 曾创造 了著名 的

三大文化
——诺克文化 、 伊费文化和 贝 宁文化 , 是非洲著名 的

一

个文明古

国 。 近年来 , 中尼两国双边关系快速发展 , 在教科文卫 、 经贸往来等方面

蓬勃发展 , 交流密切 。 因此 , 在中非合作 日益密切的背景下 , 研究东方大

国 中 国与西非大国尼 日 利亚 的文化交流具有特殊的意义 。

一

中尼文化交流轮廓

中国与尼 日利亚的直接交往始于 2 0 世纪初 。 在 1 9 3 1 年 的英殖民帝国

的人 口统计 中表明该殖 民地尼 日 利亚有华人 4 名 。 他们 的 工作 和生活状

况
,
以笔者现有的资料难以得知 。 但可 以肯定的是 , 华人虽然屈指可数 ,

但人员 的衣食住行必然会与 当地居民接触 , 或多或少进行文化交流 , 至少

是物质文化交 流 。 通过人际交流 , 彼此产生 了对外 国人 的 印象 , 生 活作

风 、 工作态度和民俗礼仪等都会有所习 知 。 到 2 0 世纪 6 0 年代中期 , 在尼

华人开始有较 大增幅 , 他们大部分是从香港 、 台湾等地移 民此地 。 1 9 6 5

年 , 在尼华人已达 2 0 0 余人 。 随着华人华侨的增多 , 他们活动圈子随之增

大 , 除了物质文化的交流 , 还会有观念 、 制度等更深层次的文化互动 。

1 9 5 8 年 , 新 中 国首次跟尼 日 利 亚实现 文化往来 。

？Ｉ 9 6 0 年 7 月 2 1

日 , 中 国非洲人 民友好协会副会长包尔汉接见 了尼 日利亚青年代表 ；
1 9 6 1

年 6 月 , 尼 日利亚经济代表团访华 , 虽是经济代表 团
, 但所签中尼会谈协

议亦在文化合作上奠定了 基础 , 1 9 6 3 年 1 0 月 , 邀请尼 日 利亚科学家在

京举行科学筹备会 ； 自 1 9 8 1 年 1 1 月 2 0 日 , 中尼两 国签订第一份 《政府

文化合作 协定 》 以 来 , 两 国文化交流活动逐渐增 多 , 影 响也 逐渐增强 。

1 9 9 9 年 , 在尼 日 利亚的华侨华人共有 5 8 0 0 人 , 其 中来 自 台湾 的约为 6 3 0

① 耶鲁 巴语 ( Ｙｏｒｕｂａ ) 和伊博语 ( Ｉｇ ｂｏ ) 是尼 日 利亚三大方言 之二 , 前者盛行于尼 西部 ,

有三个声调 ( 高 、 平 、 低 ) , 后者盛行于尼东南部 , 有高音和低音之分 , 某些情况下还有第三声 ,

② 张奚若 ： 《互相 吸取 、 互相发展 、 互相 尊重 , 发 展对外文 化交流 工作 》 , 载 《 人 民 日 报 》

1
9 5 9 年 5 月 4 日 。

③ 《尼经济代表团 团长举行告别酒会 》 , 载 《人 民 日 报 》 1 9 6 1 年 6 月 1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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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1 0 5 0 人来 自 香港 , 其他为大陆来此谋生或投资 的华人 。 中 国驻尼使

领馆 的现有资料表明 , 目 前在尼 的华人华侨约有 3 万人 , 其中 1 万多人在

尼最大的城市拉各斯 ,
9 5 ％ 以上从事经贸活动 。 不少华人华侨对尼 日利亚

的经济 、 教育和社会等方面作 出 了 巨大贡献 , 例如著名 侨领朱南扬 、 胡介

国 等人 , 他们因此也获得了酋长的荣誉称号 。

2 0 世纪 8 0 年代前 , 尼 日 利亚人来华主要是官方访 问 。 之后 , 来华人

数增多 , 目 的也 日渐多元化 , 其中多数是经商和 留学 ,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之后尤为突 出 。 他们把本 国的文化习俗带到中 国 , 使尼 日利亚的艺术文化

逐渐进人中 国人 的视野 。 例如 , 在北京东四十条开服装店的豪萨族王子奥

比达 先把尼 日 利亚五彩斑斓的传统服装搬上柜 台 , 然后又根据 中 国服

装特点设计制作 出 了具有
“

中尼合璧
”

风格的系列服装 , 受到 了 中 国消费

者的青睐 。

二 中尼文化交流的历史阶段

1 ． 萌芽阶段 (
1 9奶一 1 9 7 0 年 )

从 2 0 世纪初到两 国建交前 , 中尼文化交流处在萌芽 阶段 , 范 围仅 限

于个人和局部 。 新中 国成立后 , 中 国面临 的 国际形势非常严峻 , 面临美 、

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 , 承受 了 巨大的 国际压力 。 同
一时

期 , 非洲则掀起 了民族解放运动 的高潮 。 出 于共同 的历史命运 , 非洲成为

中国
“

国际统
一战线

”

阵营中 的重要盟友 。 中 国重视与非洲 国家发展外交

关系 , 试着从各种途径与尼 日利亚建立联 系 , 以打开新的局面 。 此时的文

化交流并不是简单为了文化本身 , 而是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 。 因此 , 大陆与

尼 的文化交流活动普遍带有政治色彩 , 人员 往来主要是政府文化官员 , 具

体是人员会晤 , 转达相关意见等 。

中 国 的港 、 台地区与尼的民 间交流是这
一 阶段 的主要部分 , 集中体现

在华人华侨的增多 。 许多港台商人远赴尼国开办工厂 、 商品贸 易等 , 他们

把 中 国人 的聪明能干 、 艰苦奋斗 、 勤俭致 富的形象逐渐传播开来 , 使得尼

日 利亚民众开始 了解来 自 东方的 中 国 人 。 尼 日 利亚 的
“

搪瓷 大王
”

沈文

① 郜合启 ： 《 在中 国开服装店 的非洲王子 》 , 载 《侨园 》 2 0 0 8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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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 年轻时心灵手巧 , 能刻苦钻研 , 对机械维修颇为擅长 ,

一

旦机器发生

故障 , 他基本
“

手到病除
”

。 于是渐渐有了 名 声 , 所在城市 的工厂主 , 不

管认不认识 , 只要在机械方面有什么 困难 , 都来请沈师傅 。

？

2 ． 初创阶段 ( 1 9 7 1
—

1 9 8 5 年 )

从建交至 2 0 世纪 8 0 年代 中期 , 尽管 中 国 国 内遭受
“

文化大革命
”

,

但庆幸 的是两国文化交流没有像其他国家
一

样停滞不前 , 而是逐渐发展起

来 。 首先体现在体育方面 。
2 0 世纪 7 0 年代 , 中 国运用

“

乒乓外交
”

策略

来带动 国家外交 , 几乎每两年就派乒乓球队到尼 日 利亚参加 比赛 。 到 8 0

年代中期共有 6 次赴尼的兵乓球比赛或执教 , 让尼国民众不仅见识到 了 中

国 国球的厉害 , 而且还体验到了
“

友谊第
一

、 比赛第二
”

的体育精神 。 其

次是艺术交流 , 重点是中 国艺术 团访尼 , 共有 4 团次杂技团和一个青年艺

术团赴尼演 出 。 最后 , 中国艺术作品展 , 如绘 画 、 雕塑等成为文化交流的

直观表现 。 1 5 年间 , 共有 7 次 中国作品展 , 尼参观民众约有 2 0 0 0 人次 。

？

自
1 9 6 0 年宣告独立到 1 9 7 5 年期 间 , 尼 日利亚在政治与经济上基本是

亲西方 的 , 外交政策是低姿态和克制 的 。 1 9 7 5 年 7 月 2 9 日 , 戈翁政府倒

台 , 建立了 以穆罕默德为首 的军政权 。 尼 日利亚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低姿态

和克制的外交政策 , 制定了有利于提高其国际地位的 、 独立 的和积极的外

交政策 。 由 于 2 0 世纪 7 0 年代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 , 尼 日利亚 民族经济得

到迅速发展 , 国力 也 日 益增强 。 尼 日 利亚尽管政变频繁 , 但派出 和接待团

组甚为主动和热情 。 对于中方的文化行为 , 尼方相应地作出 了 回应 , 派出

体育队 、 文化代表 团赴华 。 初创 阶段 , 中尼文化交流在官方和半官方组织

的推动下 , 试着从文艺 、 学术 、 体育等多角度 , 打开了 国际交流的局面 。

3 ． 波折阶段 ( 1 9 8 6
—

1 9 9 9 年 )

2 0 世纪 8 0 年代初期 , 尼 日利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 到 中期 , 其经济

状况变得十分恶劣 。 1 9 8 6 年 , 尼政府开始实施
一揽子经济改 革计划 , 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 , 但总体调整效果不理想 。 国家有关部门 由 于经费紧张 ,

？ 《在非洲创业的华人企业家——记尼 日利亚
“

搪 瓷大 王
” 沈文 伯 载 《 科技经济市 场 》

2 0 0 2 年第 2 期 。

② 根据新华社 的新 闻报道和使馆 的统计情况 , 约有 2 0 0 0 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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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力派出和接待文化 团组 , 导致尼 中文化交流越来越少 。 1 9 9 3 年 1 1 月 ,

尼 日利亚发生政变 , 陆军上将阿巴査上 台执政 , 实行多元化 的外交政策 ,

注重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 再加上经济有所起色 , 尼方文化派出 活动开

始增加 。

中 国随着改革开放的 横纵发展 , 上层建筑 日 益完善 , 经济发展迅速 ,

综合国力猛增 , 文化交流有了经济的强大后盾显示出主动性 , 并且开始关

注经济效益 。 除 1 9 8 9 年前后活动几乎为零情况外 , 中 国举办的 文化外出

活动越来越 多 , 并且主动邀请并接待来访团组或个人 。 在波折阶段 , 教育

交流的兴起 ,
增添了 中尼文化交流的新元 素 。 中尼双方开始互派 留 学生 ,

中 国提供尼方的政府奖学金名额从最初的 8 名逐年增加 , 但尼方一直维持

每年 5 名 左右 。

波折阶段 , 中 国 台湾与尼 日利亚 的关 系却 显著发展 。
1 9 9 1 年 4 月 台

湾派罗 明元 ｛ 1 )赴尼 国筹设
“

中 华民 国
”

商务代表 团 , 双方正式建立官方联系 管

道 。 1＂ 2 年 1 1 月 , 尼 国在中 国 台北设立驻华商务办事处 ；
1 9 9 3 年 8 月

,

台湾在尼 国卡拉 巴 ？设立
“

总领事馆
”

。 两地之间 的人员 、 经贸 往来随之

加强 , 文化交流亦有些发展 。

4 ． 发 展阶段 (
2 0 0 0
—

2 0 0 9 年 )

( 1
) 交流活动 日益频繁

进人 2 1 世纪 , 中尼 文化交流与合作蓬勃兴起 , 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 。

文化交流的规模 、 形式 、 数量都有了新的突破 。 中 国政府加大了对尼文化

的援助力度 , 交流活动更加频繁 , 交流的规模和影响扩大 , 人力资源开发

与合作不断加强 , 交流渠道拓宽 , 交流 内 容愈显丰富 。
2 0 0 0 年成立 的 中

非合作论坛作为 中非合作 的新平 台 , 给 中 尼文化交流提供 了 新的 契机 。

“

非洲文化聚焦
”

、

“

中 国文化聚焦
”

, 以及
“

中非青年联欢节
＂

等活动推动

了 中尼之间 的文化交流 。 商务部频繁主办非洲官员研修班 , 涉及卫生 、 经

济等多方领域 , 科技文化之间 的交流得到 进一步加强 。

( 2 ) 地方和民间交流持续升温

长期以来 , 中央官方计划与项 目 是中尼文化交流的主线 , 但近年来地

① 罗明元 , 男 ’ 1 9 2 1 年生 , 台湾 ？ ‘ 外交官
”

,官至
＂

行政院
”

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

② 卡拉巴 , 英文 Ｃａ ｌａｂａ
, 尼东南部克罗斯河州 的首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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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 民间文化交流持续升温 。 各省市文化厅和某些高校 , 在艺术 、 教育等

方面实现突破 , 例如地方艺术团 的赴尼演 出 、 孔子学院的建立 。 青年志愿

者开赴尼 日 利亚 , 在语言教育 、 农业技术等方面 , 与当地有关部 门合作 ,

开展友好援助 。 2 0 0 6 年 , 中 国政府在 《 中 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 中 明 确表

示 , 将不断
“

鼓励并积极引导 中非 民 间 团体交往
”

。 其
“

非洲文化人士访

问计划
”

邀请尼 日利亚代表 , 使得其重要 、 有影响的文化界人士来华参观

和考察 , 进
一

步增进 中 尼双方在不 同层面上的 相互 了解 , 促进 了文化交

流 。 2 0 0 8 年 ,

“

非洲文化人士访问计划
”

扩充为
“

文化政策 圆桌会议
”

、

“

客座画家来华创作
”

和
“

文博专家挂职调研
”
三个部分 , 人员 范 围也扩

大到艺术家和文博专家 。 随着 中 国政府对尼 日 利亚 留学生奖学金名 额的逐

年增加和孔子学院奖学金的增设 , 中 国已 成为尼国学生 留学的主要 目 的国

之一 ｏ

两国经贸 的快速发展 , 加速了商贸人士之间 的交流 , 人 口 迁徙成为文

化传播 的重要途径 。 从 2 0 世纪 9 0 年代末开始 , 非洲人 ( 大部分是尼 日利

亚人 ) 来到广州 , 形 成了所谓 的
“

巧克力城
’
’

。

？
同 时赴尼华人也越来越

多 , 主要聚集在拉各斯 , 于是红色城墙的
“

中 国商城
”

拔地而起 。 尼重要

城市的街道开设了 中 国餐馆或增设中 国食品点讀 , 中 国食物在尼精英和学

生中深受欢迎 。 不管是巧克力城还是 中国商城 , 它们不仅成为商业经济的

交流 中心 , 同时也是商业文化交流 的窗 口
。

( 3 ) 媒体交流出现突破

媒体是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桥梁 , 媒体关系是 国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在发展阶段 , 媒体意识得到加强 , 中尼交流 出现突破 。 首先体现在大

众传媒方面 。 从 2 0 0 4 年开始 , 中 国每年举办一期非洲 国家政府官员 新闻

研修班 。
2 0 0 5 年 , 《 西非统

一

商报 》 正式面世 。 2 0 0 7 年 , 《人 民 日 报 》 成

立 阿布贾记者站 。 从建交至 2 0 世纪 9 0 年代末 , 3 0 年间华文媒体在尼 只

设立了两个记者站 。 而在新世纪短短的 1 0 年时间 , 新 闻研修班 、 华文报

纸 、 记者站等面世或增设 。 其次体现在 出 版物方面 。 从 2 0 0 0 年开始 , 中

国赠书活动频次增加 , 流向范围扩大 。 同时尼 日利亚的优秀作品被引进中

国 , 在华出版发行 , 作品内容涉及政治 、 历史 、 文学等多个方面 , 范围逐

① 在广州有一片以 洪桥为中 心 , 半径 1 0 公里的地带 , 当 地人称之为
＂

巧克力城
＂

, 这里聚

集着大量万里迢迢从非洲跑到中 国寻梦的非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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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扩大 。 通过出版物的交流 , 中 国读者不仅知道了诺 贝 尔文学奖者的 沃

勒 ？ 索因卡 , 还 了解了著名 作家钦努阿 ？ 阿契贝 、 本 ？ 奥克瑞等人 。 再次

体现在视频交流方面 。 除了 中 国功夫片外 , 还有情感片 、 文化片等制成光

盘 , 甚至打上当地语言字幕 , 在尼 放映发行 。 在尼的不同 中 国机构 , 主办

电影周 , 选送 电影 , 参加 电影节等 。 而关于尼 日 利亚题材 的视频 , 如音

乐 、 舞蹈 、 婚礼等通过电视台或者个人拍摄 , 在 中 国的优酷 、 酷六等网站

也能下载到 。 大众传媒的发展已 成为 中尼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

三 中尼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

1 ．
“

制头担子 ,

一头热
＂

中尼文化交流 中 , 两 国 的文化行为并不对等 , 尤其是近 2 0 年来 。 总

体上说 , 中国的主动性高于尼 日利亚 , 尼方的支持推动力度偏小 。 大多人

员互访项 目 主要是在中方推动下 , 甚至全额资助 , 才得以开展 。 尼 日 利亚

虽然有不少人士感到有必要加强中尼文化交流 , 非常想把本国 的灿烂文化

展现给万里之遥的中 国人民 , 但苦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 未能实现 。 政治

上 , 从独立建国至今 , 尼 日 利亚共发生 6 次政变 , 政局 比较不稳定 , 政策

不完善并且实施缺乏力 度和连贯性 , 乃至腐败现象俯拾皆是 。 经济上 , 除

了 
2 0 世纪七八十年代因石油生产 出现过短暂 的景气外 , 尼 国经济长期低

迷 , 中央政府用于文化交流 的财政支出相当有限 。 这些都导致了尼 日利亚

的 主导型外 出文化行为的捉襟见肘 。

剃头担子 ,

一头热一头冷并不是好事 。 其一 , 文化交流是双 向行 为 ,

需要双方 的互动 ,

一相情愿是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的 。 其二 , 中 国在文化上

的相对高温状态 , 加上经贸活动的 频繁 , 容易 被误认为是
一

种新殖 民行

为 , 尤其是被带有思想偏见的 西方媒体宣扬为非洲版的
“

中 国威胁论
”

。

有些媒体还总是有意地把中 国的援助与非洲的资源联系起来 ,
丑化 中 国形

象 。 如何调动尼方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加强吸纳尼 日 利亚优秀文化来华 ,

是避免误解 , 创造客观友善 的舆论环境 的有效方式之
一

。

2 ． 有效管理机制的缺乏

文化部作为 中 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管部门 , 负责与外国签订文化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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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执行计划 , 并制定相关政策及规划 。 虽然协定和计划涵盖文化艺术 、

教育 、 公共传媒 、 体育及人民团体等各方面 , 但执行和实施项 目 却 由 其他

相关部门掌管 。 管理机制的分散 , 使之难 以在与尼 日利亚国家文化交流与

合作 中整合资源 , 齐心协力 。 除 了官方组织 , 还有半官方和 民间 的机构与

个人 , 参与文化交流 。 因此政府所属各有关部 门 和 民间组织有必要进
一步

协调与配合 , 从
“

大文化
”

角 度制定对尼文化交流工作的长期发展战略和

规划 , 推进 中 国对尼 日利亚的文化交流 。

尼 日 利亚长期处于被动状态 , 缺乏主动性 , 其中
一

个主要问题是管理

上存在缺陷 。 尼方从联邦 、 州 直至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建立 了许多机构和部

门来实施文化政策 。 在联邦层面 , 由 总统 、 旅游文化和 国家导 向部部 长 ,

以及总统文化事务 (某些事项 ) 特别顾问指导文化事务 。 往下则是主管文

化 的永久秘书 、 部 的各 司局长 , 以 及半国营企业 ( ｐ ａｍｓ ｔａ ｔ ａｌ ｓ ) 的首席执

行官 , 负责文化项 目 的实施 。 在各州 , 由 专员 负责文化事务并向 总督报

告 。 专员 以下则是州 永久秘书 、 厅的各处处长 , 以及州 的各半国营文化企

业负 责人 。 在地方政府 区 , 由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成员 负责文化和传统事

务 。 文化旅游部作为政府主管部 门 , 但人员冗繁 , 工作效率低下 , 对外文

化交流无力 应对 , 更不用说主动 出击 。 其下属 的全国文化艺术理事会 , 在

各州 均设有办事机构 , 是联邦政府管理全国文化事业 的重要执行机构 。 管

理层级的烦琐 , 进一步限制 了工作效率的 发挥 。 而地方政府的文化部 门 ,

主要忙于 自 己 州 内 和 州际之间 的事务 , 无暇也无力顾及与远在亚洲 的中 国

的文化交流 。

3 ． 交流渠道有待拓宽 、 拓深

从 目 前的交流现状来看 , 不管 中央还是地方 , 政府还是民间 , 都有涉

及 中尼两国间 的文化交流 , 但都处于浅层次 , 还处在点上或线上的未铺开

阶段 。 在多数尼 日 利亚人眼里 , 中 国 电影只有成龙 、 李连杰 , 中 国经济只

有
“

中 国造
”

。 对于 中 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 , 较为发达的现代农业和蓬勃

兴起的科技产业 , 认识上还相当肤浅 。 长期 以来 , 中尼文化交流的 内容主

要在于官方和半官方机构所进行语言 、 文艺和体育方面的往来 , 而在古代

文物和上层建筑传统理念 、 学科知识等方面交流不多 。 文化企业在尼 目 前

只 有一家 , 大多中资企业只是通过员工 的个人行为进行
一种人际传播 , 影

响 圈子相当有 限 。 中 国对尼的援助也好 , 交流也罢 , 通常纳 人 中非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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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一对多 ( 1 个国家对非 洲 5 3 个 国家 ) 状态 , 直接花费 在尼的财力 、 物

力和人力是非常有限的 。 因此交流渠道有必要进一步拓宽和拓深 , 除了传

统的文化单位之外 , 还要纳人文化企业和其他企业 , 发挥商业上的 文化

功能 。

尼 日 利亚在华的文化交流甚少 , 主要是通过人员 赴华留学 、 培训和经
,

商等进行个体交流 , 缺乏组织上 的传播 。 他们个人行为容易 代表
一

国文

化 , 某些不良行为给人造成不 良印象 , 使得在中 国人眼里 , 尼 日利亚人 的

形象是懒惰 、 爱贪便宜 。 在华的尼 国机构 , 除了使领馆外 , 别无其他 。 驻

北京大使馆 、 上海和香港领馆 , 他们开展 的文化交流工作不多 , 仅限于 日

常性的文化工作 。 另外 , 在 北京 建立尼 日 利亚文化院依 旧是个美好的 设

想 , 还未迈 出实质性的步伐 。 与 中方相 比 , 尼方更是要提高主动性 , 积极

拓宽文化交流的渠道 , 并对 已有的 渠道也要挖深 。

4 ． 资金是瓶颈

中尼文化交流缺少经济上的有力保障 , 资金是个瓶颈问题 。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认为 ： 文化的传播 , 不仅需要 中联部 、 宣传部 、

外交部 、 文化部和 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等部 门 的直接指导 , 还需要政府给予

充分的财政支持 。 就中方而言 , 改革开放 3 0 多年来 , 中 国 的经济实力得

到 了很大提高 , 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 但中国仍是
一个发展中 国

家 , 人 口 多 、 底子薄 , 情况千差万别 , 城乡 之间和东西部之间发展很不平

衡 。 虽然经济总量名 列 世界前茅 , 但人均 ＧＤＰ 却排在世界 1 0 0 位 之后 。

因此中 国面临改善 民生的艰 巨任务 , 每年对非文化交流财政拨款 虽然 不

是很少 , 但也不算 丰裕 。 中尼文化 交流通 常纳人 中 非文化交流 的体 系

中 , 尼 日 利亚所得援助有限 , 活动资金存在缺 口 。 此外 , 由 于 中 国 对外

文化产业和市场 的发展 尚 处于起步阶段 , 加上与文化相关 的法规 、 税收

制度
、
激励机制仍很缺乏或不健全 , 社会各界尤其 是企业对 文化事业 ,

包括对外文化交流的赞助和支持很少或基本没有 。 再加上尼 日 利亚地处

西非 , 与 中国相距甚远 , 民众普遍 不 了解 , 即 使有 心 , 也是鞭 长莫及 ,

爱莫能助 。

尼 曰利亚经济发展近年有所起色 , 但财政收人大多用于基础建设和人

员 开销 , 几乎没有用于对外文化交流的专款 , 更不用说是 中尼方面了 。

中尼两 国政府有关部 门应在适 当增加对双方文化交流 的财政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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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进一步改善文化市场投资环境 , 吸 引企业投资 中尼文化交流产业

和项 目 , 解决资金 短缺问题 。 相信随着尼 日 利亚经 济开始好转 、 政治生

活更加成熟稳定 , 中尼 文化交流
一

定会有
一

个较大 的发展和上升空间 。

四 中尼文化交流发展的建议

1 ． 把握文化交流的原则

中尼文化交流的根本原则是独立 自 主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开展对尼

文化交流 , 在坚持学习 、 借鉴 、 吸收 和合作的 同时 , 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

脑 , 无论是制订文化交流的政策计划 , 还是选择交流的方式和领域 , 抑或

是确定具体的交流对象 , 都必须以维护 国家的主权 、 安全和 人民 的利益为

前提
, 都必须由 中 国人 民 自 己来决定 。 中尼两国有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

的不同 , 有着大小强弱的差异 , 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才能超越差

异
,
相互认同并欣赏 。

在文化交流 中 , 要坚持平等互利 、 洋为 中用 、 多 出 进好 、 弘扬民族优

秀文化 、 民族化的再创造等具体原则 , 做到交流互鉴 。 只有平等相待 , 才

能真正达到互利的 目 的 ； 同 时 , 也 只 有实现了 互利 , 才能真正体现出 公

正 、 合理和平等 。 立足于中 国 的 国情和时代需要 , 去其糟粕 , 取其精华 ,

凡是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引进和吸收 , 为我 国社会发展所用 。 文化交流是

双向行为 , 无论是送出 去的 , 还是请进来的 , 都要重视质量 。 之所以强调

“

多出
”

,

一是让尼 日利亚真正了解中 国 , 消 除误区 ,
二是向 尼 国人民介绍

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成功发展的经验 , 共 同发展 。 我们学习 和借鉴尼 国文化

的 目 的 , 不是用它来取代本 民族的 文化 , 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的 民族

文化 。

2 ． 实施文化交流的战略

文化交流是一个系统问题 , 落实在行动上可 以零打碎敲 、 各个击破 ,

但在理论指导上需要
一

个系 统全面 、 相互统筹 的 战略纲领 , 谋求全局效

应 。 面对管理机制分散 的问题 ,
中 央各部委和省市各厅应根据中尼两国实

际情况 , 组建一个专门 执行委员 会 , 实施
“

政府主导 、 社会参与 、 市场运

作
”

的
一整套文化交流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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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为文化产业走出去架桥铺路 , 鼓励和支持地方积极参与 , 重视并

＿

发挥商业主体的文化附带功能 。 首先 , 加强阵地和 队伍建设 , 尤其是驻外
“

使 ( 领 ) 馆文化处 ( 组 ) 队伍 ,

一

是派 出更为专业 的外交人员 。
二是增凌

必要 的外事岗位 。 选派人员 , 注重专业背景 , 不仅英语要过硬 , 最好还会

当地的三大方言之一 , 而且还要具备国际关系 、 历史学等专业知识 , 态度

上还要重视中尼文化交流工作 。 目前驻尼使馆只有
一

名 文化参赞 , 而且兼

管教育事务 , 人手明显不够 , 应当考虑增设教育参赞或者文化工作随从人

员 。 对在奥卡 、 拉各斯的两所孔子学院 , 国家有关部门加强联系 , 提供更

多更实在的支持 。 尼 日利亚作为非洲第
一人 口大 国 , 拥有 1 ． 4 亿人 口

, 文

化部在尼增设 中 国文化中心有必要提上议事 日程 。 考虑到尼驻华使领馆每

月 发放工作签证有限额 , 对赴尼从事文化工作者 , 国家外交部门应加强指

导与联系 , 必要时提供实际运作帮 忙 , 解决他们签证办理慢 、 难 的老 问

题 , 消 除人为上的障碍 。

其次 , 各级政府积极改善文化市场投资环境 , 调动文化事业 、 企业单

位参与 中尼文化交流活动 。

一

是 , 完善文化
“

走出 去
”

的法律法规 , 健全

鼓励机制 ( 如提高 出 口退税 幅度 、 提供专项基金等 ) , 进一步改善文化市

场投资环境 , 吸 引企业投资 中尼文化交流产业和大型项 目 。 二是 , 加强公

共传媒的交流与合作 , 将其列为双方文化交流 的重点 内容 。 鼓励新 闻媒

体 、 出 版发行单位在尼设立分支机构 , 从事海外业务 。 与 当地媒体建立稳

定的合作机制 , 使越来越多的中 国广播 、 电视和报 纸在尼
“

落户
”

, 从而

开展公共外交 , 维护 中 国 的形象 。 我国媒体也要正面客观报道尼 日利亚的

实际情况 , 使得 民众得 到真实 的信息 , 形成一种健康的 全面 的 印象 。 三

是 , 每逢 国庆 、 春节等活动契机 , 驻外使领馆继续联系 当地华人华侨或者

在尼 日利亚的 中 国 商会 , 加大力 度联合举办庆祝活动 , 以轻松的活动氛围

把中 国文化传播到 尼 日利亚民间 。

再次 , 文化活动承办单位 , 积极探索市场运 作之路 , 把文化 、 社会

和经济效益统
一起来 , 积极主动地持续地举办文化交流项 目 。 借鉴和利

用国 际通行的商业模式和 渠道 , 发挥市场机制 , 推动文化企业和文化产

品
“

走 出去
”

, 扩大中 国文化产品 和服务 的 国 际市场份额 , 提升文化竞

争力 。 与此同 时 , 中 国企业也要
“

引 进来
”

, 开展从尼 日 利亚进 口 和经

营非洲艺术品 的商业活动 , 开辟尼 日 利亚产 品展销 中心 。 不仅在义乌 ,

而且在北京 、 上海 、 广州 和香港 四大城市创建展销 中 心或者分处 。 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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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活动 中 , 可 以适当 向 相关中 尼企业招标 , 出售冠名 权 、 挂名 权等 , 所

得广告赞助费 、 捐款等用来支持项 目运作 。 对于资金 瓶颈问题 , 除政府

提高支 出 预算外 , 还可 以 向 国 家政策性银行如 中 国进 出 口银行等寻求融

资支持 。

3 ． 注重文化交流的战术

( 1 ) 发行影片光盘 , 举办影视活 动

由 于经济和教育的落后及对外交流的相对闭塞 , 尼 日 利 亚的电 视报刊

产业发展缓慢 , 固定的电视观众 和书刊读者较少 , 人们将更多的业余时间

投人到 电影上 。 在拉各斯大小街头 , 到处可见出 售光盘的店铺 、 地摊以及

穿梭于车辆之间 的流动商贩 。 因此利用 电影大众传播媒介 , 把文化 内容附

于 4 寸光盘上 , 成为文化交流的
一

种有效形式 。 对文化性比较强的 中 国 电

影或者大型纪录片 ,

一

则可 以 继续与 当地 电台 、 电视 台合作 , 举办广播 、

影视周 或影视月 均可 ；
二则驻尼机构尤其文化机构 自 己 主办电影文化周 等

活动 , 由点到线 , 再由线到 面逐渐铺开 。

尼 日利亚的
“

瑙莱坞
”

世界闻名 , 但所拍摄 电影质量较低并且主要在

国 内 和非洲范围发行 。 非洲文化 , 尤其是尼 日 利亚文化 , 中 国人普遍感到

陌生 , 充满好奇感 。 根据 中 国 《 电影管理条例 》 , 我 国 每年可进 口分账 电

影 2 0 部 , 其 中 5 部左右为非美影片 , 尼 日 利亚 电影商业进人 中 国难度甚

高 。 因此 , 可以利用欧美影视公司拍摄 的有尼 日 利亚元素 或背景 的优 秀

影片作为先锋 , 在 中 国 电 影市场 打开
一

扇 窗 口 。 例 如 引 进 2 0 0 9 年上 映

的 《 血与石油 》 ｄ Ｂｌｏ ｏｄａ ｎｄＯｉｌ ) , 可 以 把尼 日 尔 三角 洲 的情 景尽情展

现 , 从中折射出 其本国文化 。 然后 , 逐渐把本土生产 的优秀影片作 为重

点 , 对商业机构 采取商业运 作 , 甚 至可采取合拍形 式拓展各 自 的 能见

度 , 而对文化机构采取赠送或交换形式 , 逐步走进中 国 民众 的视野里 。

( 2 ) 利用书展搭建平台

图书是知识文化的外化体现 , 有关中 尼两国文化题材的出 版物是双方

文化交流的 良好媒介 。 我们应借助现有平台 , 发挥书 展功能 , 例如
“

非洲

文化聚焦
”

系 列活动 的 书展
——

《轶册有情——中 国 出 版物 中 的非洲 》 ,

孔子学院总部举 办的
“

语言文化展
”

, 以 及尼 日 利亚 国 际 书 展 ( Ｎ ｉｇ ｅｒｍ

Ｉｎｔｅ 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 ｌＢｏｏｋＦａ ｉｒ ) 和拉各斯书 展 ( Ｌ ａｇｏ ｓＢｏｏｋＥｘｐ ｏ ) 等 。 举办书

展
,
也要注重市场 , 把单纯的书展发展成兼具销售功能的综合性书展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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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 , 这样书展不管在华还是赴尼 , 成功举办的可能

性都大大增加 , 更能促进中尼文化的进
一

步交流 。 据统计 , 尼 日 利亚现有

中文学习者上千人 ,
9 5 ％ 以上的人使用 的是复印本教材 , 汉语教材教辅存

在市场空缺 。 因此利用书展契机 , 展售适合尼 日利亚的汉语图书 不失为
一

箭双雕 。

在 中 国 , 每年都举 办不少大型书展 , 例如北京 国 际 书展 、 香港书展

等 。 尼 日利亚出版单位亦可携带本 国精品 图书 , 如语言教材类 、 音乐舞蹈

类 、 艺术雕刻类等作品赴华参展销售 。 利用书展平台 , 中尼 出版商可 以展

开实物与版权贸 易 , 把双方的优秀作品推介给本国读者 。

( 3 ) 扩大青少年交流

青少年肩负 着时代 的使命 , 是国家的未来 、 民族的希望 。 因此 , 我们

要重视青少年层面的文化交流 , 举办青少年夏令营 、 短期游学 、 暑期语言

培训等活动 。 中非合作论坛提出 了青年之间的交流 , 而且在其框架下已经

举办了一些青年活动 , 但若能把范围扩展 到少年层面则更为全面 。 例如 ,

倘若举办
“

尼 日利亚中小学校长访华
”

项 目 , 可 以让每位校长遴选两名本

校的学生 ,

一道访华 。 学生 回去后 , 可 以现身说法 , 更有助于文化的友好

交流 。

非洲整体条件虽然相对落后 , 但要是组织有方 , 把 中 国青少年送到尼

曰利亚游学 、 参赛等交流 , 其实并无什么大的安全隐患 。 因此 , 国 内各大

相关组织者 , 可 以把尼 日利亚增添到 国际交流的 国家名 录 中 , 让青少年亲

身体会尼 日 利亚的风土人情 , 感悟不
一

样的人文气息 。

结 论

透过 中尼文化交流 6 0 年的历史 , 观察其现状 、 廓清其趋势 , 重点厘

清文化交流的历程 、 原因 、 问题和对策 , 置中尼文化交流于中非合作 、 发

展 中 国家合作的大舞台 上捕捉其情其境下 的文化互动 , 得出 以下粗浅结

论 。 6 0 年来 , 中尼两 国人 民通过多个领域交流往来 , 彼此有了一定了解 ,

但认识远远不够 ； 文化交流的加强 , 既有文化特质的互相吸 引力 , 又有文

化共性的普遍认 同感 , 还有政治友好 、 经济共赢 的强劲驱动力 , 外加宽大

的 中非合作及发展 中 国家合作 的国际舞台 。 相信 , 中尼文化交流在 自 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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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的基础上 , 加上外在国 际舞台 的良好环境 , 彼此交流将会迎来新的发展

阶段 , 展现新 的面貌 、 新的活力和新的效果 。

？ ( 责任编辑 ： 周 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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