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塞西尔·罗得斯的种族主义思想述评

汪津生

【内容提要】塞西尔·罗得斯的种族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

强调白人至上的种族优越论思想和歧视非洲原住民的种族歧视思想。
白人优越论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即从最初的颂扬盎格鲁—撒

克逊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到中期的英裔荷裔联手共治南非，最后又根据

形势变化强调讲英语的白人联合起来。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思想可细

化为歧视黑人的思想和歧视黑人的措施———种族隔离制度。两个部分

的思想其实是具有逻辑上的连带关系的，具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白人

种族观念的思想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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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尔·罗得斯 ( 1853—1902) 是 19 世纪中后期活跃于南部非洲地

区的英裔矿业大亨和政治家，1890—1895 年他曾担任英国开普殖民地总

理。罗得斯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他认为以英国为代表

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鼓吹大英帝国治下的世

界才是“和平与美好”的，叫嚣只有大英帝国才能给落后地区的人民带

来文明与希望。他从英国政府获取特许状组建了 “英国南非公司”，并以

南非公司作为侵略工具，在当时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地区的一系列重大事

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其思想和行为对 20 世纪南部非洲和

中部非洲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形态都具有较大影响。
塞西尔·罗得斯在南部非洲短暂而影响深远的殖民经历是以其坚定而



疯狂的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他的种族主义思想从形成过程来看比较复

杂，从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要素，即白人至上的思想和针对土著

人的种族隔离思想。

一 “白人至上”思想

罗得斯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种族主义者，按照英国社会史学

家阿萨·勃里格斯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大多把职责置于个人爱

好之上，行为恪守道德准绳的约束，相当自律。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

会里，为公共服务 ( 无论是为地方还是国家) 的动机，跟为追求利润的

动机一样，都是社会的一种活跃的力量。① 受到这种时代因素的熏陶，

1877 年 24 岁的罗得斯撰写了一份政治性遗嘱 《我的信仰的声明》，在其

中大谈英国人种的优秀和殖民扩张的道理，文本中洋溢着乐观主义气息，

表现出参与政治的极大热情。
另外这个时期的主流社会思潮也对罗得斯和一般普通英国民众形成种

族主义的文化心理具有重要影响。约翰·罗斯金是 19 世纪英国著名哲学

家和社会改革家，其思想观点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众产生了重大影

响。② 罗斯金在政治思想上相当保守，是一名种族优越论者。1870 年，罗

斯金出任牛津大学斯莱德讲座教授，他在牛津大学受到学生的疯狂追捧，

授课的教室总是人满为患，水泄不通。罗得斯进入牛津大学后，也立刻成

为罗斯金种族优越论的信徒。③

此外，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的社会达尔文主

义也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斯宾塞指出人类民族有优

等民族和劣等民族之分，优等民族是最能适应进化规律、最符合适者生存

原则的民族，他们应当成为一切低等民族的天然统治者，斯宾塞的社会达

尔文主义实际成为了英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辩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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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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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因素的影响，罗得斯从青年阶段开始就逐渐形成了白人至上

的种族观念，后来随着其生活阅历的扩展，又形成比较系统的种族主义思

想。纵观其生平，可以认为其 “白人至上”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

阶段。

( 一) “白人至上”思想的第一阶段: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理应统治世界”

由于疾病缠身，担心不久于人世，1877 年 6 月 2 日在牛津大学求学

的罗得 斯 写 了 一 份 名 为 《我 的 信 仰 的 声 明》的 遗 嘱 ( 下 文 简 称 《声

明》) 。《声明》阐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人种优越的思想，以及英国人

理应统治世界的观点。①

《声明》中的主要观点如下:

1. 为国效力的人生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声明》开篇指出: “一个人常常会突然想到这样的问题: 什么才是

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可能有人会想到是幸福美满的婚姻，有人会想到

是拥有巨额的财富，还有人会想到畅游世界，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

说: “我自己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思考，我希望把自己塑造成对祖国有用

的人。”这表明此时的罗得斯在人生理想的设定上已与一般青年人不同，

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投射在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上面。
2. 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理应统治世界

罗得斯说: “我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我们在世界上占有

的土地面积越大，对人类的贡献就越多。”他认为非洲大陆是英国必须争

取的一个重要目标。“非洲仍然静静躺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的职责就是

去占领它。抓住每一个机会，尽可能获得更多的领土是我们的任务。我们

应该怀有这样的信念，更多的领地意味着可以供更多的盎格鲁人生存，意

味着这个世界拥有了更多的最优秀的和最值得尊敬的人种。”
3. 建立秘密社团，推动目标的实现

罗得斯企图仿照中世纪耶稣会的形式建立一个秘密社团，来推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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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John Flint， “Ｒhodes'‘Confession of Faith’ of 1877”，Appendix to Cecil Ｒhodes，Boston，

MA: Little，Brown，and Co. ，1974: pp. 248 － 252. 下文中对于罗得斯《声明》思想的研究观点

主要来源于对 John Flint 著作中所收文件原文的解读与梳理。



的实现。在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上，罗得斯认为秘密社团可以发挥建设性

的作用。他写道: “在每一个殖民地的立法机关里，秘密社团的成员要时

刻准备为旨在建立英国与殖民地密切关系的议案投票、发表演说、提供支

持; 要粉碎一切旨在分离帝国的不忠行为和各种运动。”

( 二) “白人至上”思想的第二阶段: 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建立联盟

共治南非

1880 年，罗得斯当选开普议会议员。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逐渐

了解到处理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关系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并最终产生了

英荷白人建立联盟共治南非的想法，联盟的具体形式就是英国领导下的南

非联邦。
法国大革命后，英国从荷兰手中接管开普，便着手把这块殖民地发展

成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式的商业—移民殖民地。英国在这里设置了总督，推

行各项服务于宗主国的殖民措施。这些措施加强了对布尔人的管理，在英

国人和布尔人之间逐渐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布尔人认识到摆脱英国人束缚的最好办法就是离开开普殖民地，从

1836 年底开始向北迁徙，拉开了布尔人历史上著名的 “大迁徙”的序幕。
英国政府对布尔人的行动采取了干涉的态度。1876 年殖民大臣卡纳房勋

爵提出方案，企图以武力为后盾，吞并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把开普、纳塔

尔、奥兰治和德兰士瓦组成一个 “白人南非联邦”。双方矛盾激化，1880
年 12 月第一次英布战争爆发，英国政府单方面构筑南非联邦的企图彻底

失败。
战争使罗得斯认识到阿非利卡人实力不容小视。他决定采取渐进与审

慎的态度，为未来的“白人”联邦作准备。① 于是，初涉政坛的罗得斯逐

渐修正了 1877 年《声明》中的理想化的主张，开始考虑要通过向阿非利

卡人让渡部分权力来换取其对英国殖民南非的支持。
1. 从民族感情入手，拉拢阿非利卡人

开普的“阿非利卡人协会” ( Afrikaner Bond) 是开普布尔人的第一个

民族主义政党组织，领导人是扬·霍夫梅尔。罗得斯积极谋求与霍夫梅尔

的合作。双方的一次会面彻底改变了霍夫梅尔对罗得斯的成见，并使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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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下了长达 14 年的友谊，直至 1895 年“詹姆逊袭击”事件曝光。① 不久

之后发生的另一个事件，再次加深了双方的友谊。霍夫梅尔也是开普议会

的议员，作为荷兰人后裔，他主张荷兰语应该和英语一样成为议会中的官

方语言。1881 年 6 月 21 日，罗得斯在开普议会发表演讲，表示支持荷兰

语和英语并列作为议会使用的官方语言。② 当年在开普议会中使用荷兰语

的法令最终得以通过。通过这些办法，罗得斯赢得了霍夫梅尔和 “阿非

利加人协会”的信任和支持。

2. 建立英裔白人和荷裔白人共治的南非联邦

取得开普阿非利加人的支持后，罗得斯在 1883 年抛出了他解决英布

矛盾的方案，即建立英裔白人和荷裔白人联盟的南非联邦。他设想未来的

南非联邦是一个由大英帝国领导的包括开普、德兰士瓦、纳塔尔和奥兰治

自由邦在内的南非联邦 ( 合众国) 。其中，各殖民地国家彼此平等和独

立。南非联邦计划的提出表明在政治原则上他已经转变为一个灵活的现实

主义者，改变了自己最初的 “英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的乐观与狂热的

理想。

( 三) “白人至上”思想的第三阶段: 全世界讲英语的白人联合起来

1899 年 7 月 1 日，罗得斯立下了他一生之中的最后一个遗嘱，其中

罗得斯表明死后将在母校牛津大学设立奖学金，以资助优秀青年完成学

业。从这份遗嘱可以看出其白人至上的种族思想再次发生了改变，即以

“讲英语的白人联合起来”替代了第二阶段的 “英裔白人与荷裔白人联

合”的思想。

罗得斯要把讲英语的白人联合起来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1891 年。

当年 1 月 15 日，他授意他的朋友著名报人斯蒂德在 《评论杂志》的创刊

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致所有讲英语的人们》的文章。在文中，明确表

达了要把讲英语的人们联合起来的想法。文章指出: “……在对人类的未

来产生影响方面，迄今为止 ( 以后还会是这样) 还没有哪个民族比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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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罗得斯导演的以推翻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为目的的军事政变，以失败告终。该事

件激化了英布矛盾和英德矛盾。
Vindex，Cecil Ｒhodes His Political Life and Speeches 1881 － 1900，Chapman and Hall，1900，

pp. 36 － 38.



语的民族更有力量。讲英语的民族目前已经统治了世界……为了使英国人

与他们肩负的重大使命相匹配，同时，把讲英语的社群团结起来，加强他

们之间的政治联系，以建立一个可以消除血腥战争的联盟，在当前我们必

须采取各种措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一种兄弟般的友好的联盟关系。”①

后来罗得斯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引申并落实在他所设立的奖学金上。

二 针对非洲土著人的种族歧视与种族隔离思想

罗得斯针对非洲土著黑人的种族思想散见于他的一些演讲和著名的格

伦格雷法案②中。

( 一) 黑人智力发展落后论

在发展阶段上罗得斯荒谬地认为黑人落后于英国人一千八百至两千年

之久，尚处在与古代不列颠地区的凯尔特人相似的发展阶段上，因此，白

人应该“关爱”他们、“教育”他们。他说: “……以欧洲文明为参照系，

我会把这些土著人比作古代不列颠等地的凯尔特人的部落成员。我们可以

想象一下这种情况，自他们存在以来，他们已经沉睡了两千年。现在他们

苏醒了，但白驹过隙两千年已飞逝而过。这就是目前非洲人的情形。……

在我们和土著人之间横亘着两千年的光阴。”③ 狂妄的语言暴露了罗得斯

对于非洲黑人文明的极端蔑视。基于这种认识，所以在对待欧洲人与非洲

人的关系上，罗得斯才会认为非洲人是 “孩子”，白人与黑人双方的关系

是教师与小学生的关系。④ 他说: “我认为土著人是孩子，他们目前正在

摆脱未开化的状态。”⑤“土著人尚处在与我们不同的未开化的状态里，这

是我们处理土著人问题的前提。”因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他们当作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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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ll English-Speaking Fork，the Ｒeview of Ｒeviews，January 15th，1891.

格伦格雷法案即 Glen Grey Act，是 1894 年罗得斯任开普总理时通过的解决土著人问题的

法案。
Vindex，Cecil Ｒhodes His Political Life and Speeches 1881 － 1900，p. 379.
Ibid. ，p. 369.
Ibid. ，p. 383.



属的种族，管束他们的行为。”① 大英帝国的责任就是教育黑人，向黑人

输出白人的文明，就像当年罗马帝国教化土著人布立吞人那样。②

( 二) 黑人与白人不能享有同等权利

罗得斯认为黑人尚处在比较低级和野蛮的状态，因此黑人不应拥有选

举权。当时，开普有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传教士和议员提出黑人应该与白

人一样享有选举权，罗得斯对此持反对态度。他认为这种想法是一种基于

极端博爱和同情的荒唐想法。罗得斯认为处于纯粹的野蛮状态的人是根本

不需要参政权和选举权的。③ 他提出不能只从哲学的观点出发，而应从实

际的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罗得斯强调，实际情况就是土著人对于政

治一窍不通。罗得斯说，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政治。④ 此外，罗得斯还反复

申辩土著人不具备现代公民的素质，因而不能给予他们选举权。他说:

“关于选举权问题，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土著人是公民，但他们不是完

全意义上的公民———他们还是孩子。……到目前为止，我发现 90% 的土

著人不具备享有选举权的条件。”⑤

( 三) 黑人、白人分区居住论

1894 年 7 月 30 日，罗得斯在开普议会发表演讲，要求议会通过格伦

格雷法案，提出黑白人分治的思想。“关于土著人区域，我认为不应该有

白人居住其间。我坚持认为，应该把土著人与白人分离开来，不能允许他

们互相混合。”⑥ 罗得斯的理由是，土著人处在较低的发展阶段，与欧洲

人来往过密会使他们沾染上欧洲人的恶习。由于心智发育不全、认知能力

有限，土著人往往不会去学习欧洲人的优良品质，却较易受到随同欧洲人

一起到来的酒吧和小饭馆的吸引，由此沾染上酗酒和好逸恶劳的坏品质。

因此，应该让土著人远离白人并且越远越好。他认为土著人应当生活在他

742塞西尔·罗得斯的种族主义思想述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Vindex，Cecil Ｒhodes His Political Life and Speeches 1881 － 1900，pp. 151 －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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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的保留地里。① 罗得斯真是为了土著人的利益才提出黑白人分治的

吗? 在后来的场合他暴露出了真实意图和想法。他说: “我的想法是，土

著人应该住在他们的保留地里，根本不能让他们和白人混居。你们会批准

这种想法吗? 即允许这些人与白人杂居，让白人孩子在黑人区域中长大

吗? 为了保护白人的利益，我们永远也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白人劳工不

可能在这里与黑人劳工竞争———我是指体力劳动。”② 因此，罗得斯提出

分离的真正原因是他对黑人人口与白人人口相比占有绝对优势的担心。罗

得斯的种族隔离思想带有 “维护”非洲土著人利益的假象，欺骗性很大。

( 四) 推行间接统治政策，让黑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

罗得斯针对非洲土著人的种族主义思想中也包含有间接统治的成分。
1894 年 7 月 30 日他在议会演讲中，特别是当年通过的针对土著人问题的

格伦格雷法中都有明确提到实行间接统治的原因。罗得斯仍然采取欺骗的

手段，他说这么做是为了逐渐提高土著人参与政治的能力，让他们从处理

涉及自身的、当地的小问题开始，从而不断积累经验。③ 他还说: “我们

将把他们 ( 土著人) 置于当地官员的管辖下，并且我们将允许他们掌握

他们自己的地方事务。”罗得斯认为应允许土著人拥有地方性的议事机

构，好处是在简单的地方性事务上训练他们的思维和脑力，从而不断提升

他们未来的参政能力。④ 当年通过的格伦格雷法案把这些想法变成了现

实。在格伦格雷地区，利用土著人管理自己部族事务取代了以往白人的直

接统治。法案还允许创设土著人议事机构，在小的地区范围内管理有关事

务; 从小的议事机构中又选出代表组成权力较大的上一层议事机构，从而

构成土著人的议事机构。该系统处于当地的驻节长官的监督之下。此外，

殖民政府还把收税权、行政权和向殖民政府建议立法的权力授予了这些议

事机构。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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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通过征收劳动税迫使黑人参加劳动

罗得斯诬蔑土著人好逸恶劳不事生产，是社会的包袱。他说: “在我

们的国家有许许多多的小饭馆。土著人无所事事便会去小饭馆找乐子。如

果我们不教育他们劳动所具有的光荣，他们便只能生活在懒惰与懈怠之

中。他们永远也不会走出家门去工作。……我们的政府有义务把这些可怜

的孩子从这种懒惰与懈怠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应该给予他们一些

温和的鞭策，让他们的心灵为之一震，从而发现劳动蕴含的光荣与尊

严。”他认为年轻土著人不工作的问题比较严重，应该采取罚交劳动税的

办法迫使他们工作。“……这些年轻人已成为社会的麻烦。我们要控制他

们，让他们外出工作。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迫使他们交纳一定的劳动

税。”他还建议利用征收来的劳动税建一些实业学校和培训学校。① 教化

土著人尊敬劳动，使他们为社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给予

“我们英明且实行良治的政府以应有回报”。② 1894 年，《格伦格雷法案》
规定，每个成年黑人每年必须在居住地以外劳动三个月，否则必须交纳

10 先令的劳动税来代役。

三 罗得斯的种族主义思想与现代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关系

罗得斯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思想与后来南非联邦成立后白

人当局肆意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和种族隔离制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 对

于这个问题，一些学者作过研究。例如，学者 M. 兰西就认为罗得斯的种

族隔离思想及其具体方案 《格伦格雷法案》，实质上就是 20 世纪南非联

邦和后来南非共和国推行的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的 “前辈”或 “先

驱”。她认为两者之间具有传承关系。③ 当然，也有学者对兰西的观点表

示质疑，认为她过分夸大了 《格伦格雷法案》的历史作用。1988 年，研

究罗得斯的学者罗特伯格提出了一个较为折中的观点。他认为理解罗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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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种族隔离思想和《格伦格雷法案》的前提是必须把它们当作一种 “媒介

工具”或“居中手段”，即罗得斯企图借此以达到更大的政策或政治意图的

安排。如果说它们和未来的种族隔离制度有什么关系的话，罗特伯格认为

《格伦格雷法案》在一定意义上给予 19 世纪尚不正式的保留地制度提供了

一个可靠的并且在未来可以扩张的基础。① 可见，罗特伯格的主要观点是

罗得斯的种族隔离思想和 《格伦格雷法案》与后来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

有关联，但作用不像兰西说的那么大，它只是在保留的制度方面有影响。
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依据主要是: 布尔人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始自

他们的前辈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人员 1652 年抵达南非之时。② 因此，

到 19 世纪 90 年代时布尔人实行针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政策已有两个世纪之

久了。其实，种族歧视思想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种族

歧视思想是种族隔离制度产生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在两个多世纪的时

间里，布尔人并未产生出后来那种大规模的种族隔离制度呢? 其中原委

是，在这么一个长时段里布尔人针对非洲土著黑人的策略基本是屠杀与驱

逐的政策，他们往往用武力把黑人驱离家园然后夺取他们的土地，因此与

布尔人杂居的黑人很少，完全没有必要实行隔离制度。这种情况与英布战

争结束后的局面有很大差异。南非联邦建立后，在英国的制约下布尔人不

能再像过去那样对黑人采取简单随意的屠杀与驱逐政策了，因此数量很少

的白人与数量庞大的黑人杂居的状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为了维护特权

和统治，于是布尔统治阶级开始逐渐在南非全面推行种族主义政策，实施

种族隔离制度，并使之制度化、立法化、常态化。因此，在推行种族隔离

制度的问题上，布尔统治阶级完全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他们采取这一基

本国策是以顽固的孤立主义情绪为基础和出发点的，是对新的形势的判断

和因应之举。所以，罗得斯的种族隔离思想和 《格伦格雷法案》作为一

种中介，只是强化了布尔人原本的孤立主义和歧视黑人的文化与心理，促

进了这一畸形思维的发展，但不能据此就说它对后来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具有绝对的影响和作用。

( 责任编辑: 周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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