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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 在 中 国进入非 洲 大 陆 前 , 西方 从未 对非 洲 表 现 出 如

此大 的 兴趣 。 是 中 国 揭 示 了 非 洲 的 价值 以 及 它 的 潜 力 。 中 国进入 非 洲

及逐渐发挥 的功 能 , 势 必给 非 洲 的 社会 、 政治 、 经 济和 文化 环境带 来

影响 。 在 此背景 下 , 应发挥 中 非 智库 论坛 的 作 用 , 巩 固 , 国在 非 洲 的

突破性进展 , 进 一 步扩大 中 非人 文 与 体育 交 流
,
拓 展 ＋ 非 民 间 沟 通

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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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 Ｉ言

近年来 , 在 以胡锦涛在内 的国家领导人方针政策指导下 , 中国实行开

放政策 。 在 中国的开放政策中 , 非洲被看作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

一

份详细

的分析报告认为 , 中 国选择非洲绝非偶然事件 。

事实上 , 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 毫无疑问 , 中 国需要非洲这样
一

个

＊ 此文为作者于 2 0 1
1 年 1 0 月 出席中非智库论坛第

一届会议所提交的发言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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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市场和 巨大的原料供应地。 对于
“

中非
”

, 西方评论员 充满讽刺地认

为 ,

“

中国在非洲 已经找到 了它的远西区
”

。
？ 就像 1 8 世纪 的欧洲为适应

经济和工业发展变亚洲和非洲为它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
一

样 。 如果这种

情况真实存在 , 那么其直接逻辑性后果是 国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利益关系

而非朋友关系 。

如今 , 中国 出 远在非洲大陆上 ,
从中 国对非洲的投资以及与非洲国家

基础设施的合作项 目 来看 , 显 而易见 , 中 国试 图在非洲实施长期的战略 。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引起了许多观察者的兴趣 , 同样 中 国的在场也
“

妨碍
”

了西方国家 , 长期以来 , 西方 国家把非洲作为其私人财产 , 如今它们感到

其利益受到严重威胁 。 中 国在非洲 的出现也引起了非洲人的担忧 , 他们不

是非常确定与 中国 的合作就 比其与西方合作更安全 。 不管怎样 , 中 国进入

非洲以及这
一

新的重要角色在全球地缘政治系统 中逐渐发挥的功能 , 势必

给非洲 的社会 、 政治 、 经济和文化环境带来影响 。
②

本文旨 在提出 帮助 中非建立和谐关 系的 良方 , 同时也为双方能在共同

的环境下交流合作献言献策 。 我们的建议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 (
1

) 文

化 ； (
2

) 运动 。 体育运动被认为是联系 人类 以及促成各民族一体化最有

效的 因素 。 为此 , 在新的驱动力下 , 我们将发挥 中非智库论坛的作用 , 巩

固中 国在非洲 的突破性进展 。

西方与非洲合作 中 的悖论在于 , 在中 国进入非洲大陆前 ,
西方从未对

非洲表现出如此大的兴趣 。 因此
,
从某种程度上说 , 是中 国揭示了非洲 以

及它的潜力 。 很明显 , 早期进入非洲 的西方势力都低估了非洲 的潜力及其

蕴涵的 巨大财富 。
？

非洲不是一个注定停滞不前的地区 。 在中非相互合作中 , 中国长期并

将继续把非洲 问题置于首位 , 这为迄今被世界所遗忘的非洲 地区的发展奠

定 了坚实基础 。 中 国投 向于非洲社会经济发展的 大量资金增加了非洲人的

希望 , 他们感到 自 己正在尝试
一些新的东西并且正在享受

一种新的合作体

验 。 2 0 0 5 年 , 中国超过德国和法国 , 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头号供应商 ,

①ＳｅｒｇｅＭｉ ｃｈｅｌ ｅｔＭ ｉｃ ｈｅｌＢ ｅｕｒｅｔ ,ＬａＣｋｉｎａｆｒｉｑｕｅ , ＰａｒｉｓＨ ａｃｈｅ
ｔｔｅ

,
 2 0 0 9 , ｐ ．

 5 3 ．

②
＂

Ｃ ｅ
ｑ

ｕｅｌａＣｈｉ ｎｅｓｅｒａ ｄｅｍａｉ ｎ ,

”

Ｌａｒｅｖｕｅ ｔＮｏ ． 1 6 ,Ｏｃｔｏｂ ｅｒ 2 0 1 1
．

③Ｒｅ ａｄＰｉｅｒｒｅＰ 6ａｎ
,Ｃａｒｎａｇｅｓ , ｌｅｓｇｕｅｒｒｅｓｓｅｃｒｉ ｔｅｓｄｅｓｇｒａｎｄｅｓｐｕｉｓｓａｎｃｅｓｅｎＡＪｒｉ

ｑｕｅ ,Ｐａ ｒｉ ｓ

Ｆａｙ
ａ ｒｄ

,

2 0 1 0
, ｐｐ．

4 7 9 
－

 4 9 0 ．





发挥中非智库论坛作用 , 推进 中非人文交流 3 3

并成为非洲大陆的第三大商业合作伙伴 。
？ 同样 在 2 0 0 5 年 , 中 国驻联合

国代表在联大会议上做了如下发言 ：

“

援助项 目必须基于明智 的非 洲政

府与人 民的信任之上 。 他们在 援助事 务 中完全拥 有所有权 和决定权 。

”

基于这种新 的合作理念 , 中国将参与喀麦隆 、 贝 宁 、 中非共和 国 、 塞 内

加尔 、 乌干达 、 马里 、 赞 比亚 、 吉布提等国家 的基础设施建设 、 医 疗和

教育援助以及水坝和公共建筑物 的建设 。 中 国翻天覆地 的变化 同样 也有

助于非洲人消除不安 , 即他们尊敬 的 国 家也会像 中 国 3 0 年做到 的一 样

改变经济地位 。

很长
一

段时 间 , 中 国与外界隔绝 , 其结果是它成为不利偏 见的 受害

者 。 中 国人被视为是
“

侵略者
”

、

“

杂务工
＂

、

“

仇外人
”

、

“

暴力人种
”

,

总而言之 , 中 国是一种
“

威胁
”

。 所有这些偏见导致非洲人产生了警惕心

理 , 而这种态度显然阻碍了他们充分利用他人提供援助的机会 。
一些传统

的 民族主义支持者认为中国人在部分非洲 国家的 大量涌人是对私人场所的

一

种
“

侵犯
”

。 然 而 , 在美 国和法 国 , 人们 巳经习 惯于 中 国人 的不 断涌

现 。 在美国 旧金山或是 巴黎的 1 3 区 , 有数据显示 , 中 国人控制 了所有的

商业部门并且成为最神圣 、 最奢侈地方的主人 。

② 这些事实需要与怀 旧的

的非洲人分享 。
③

要了解其他民族的力量源泉并且今后能够面对并主宰他们 , 正确 的态

度应该是研究他们 , 而这其 中人们之间 的友谊是关键 。 对于非洲人民和 中

国人民来说 ,
新的主要利益是形成更为亲密的关系 , 双方相互商量 , 以使

彼此相互认同 、 相互适应 ,
这才是 2 1 世纪和平共存之道 。 这是双方能够

相互探讨各 自 远见和意愿的基础 ；
人民之间 的合作开始于基层 , 否则不可

能在髙层领导会议 中签署一致协议 。
④ 因此 , 简化 中非人民之间 的关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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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而迫切的 。 认真和诚挚应该是所有交易 中的 口号
, 因为这些品质是建

立坚实长久关系 的基石 。 相反的 , 耍阴谋势必导致建在浮沙上稍纵即逝 的

关系 。 如果有一天 , 非洲人意识到 , 中 国人来非洲仅仅是索取铀 , 事情将

会发生根本性转变 , 中 国也会被分类 到
“

外 人
”

的 范畴 。 因此
, 目前 ,

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元逻辑的文化 ,
这种文化将所有的价值结合为

一

种简单

的具有发展导 向意义的价值 , 那时 , 国家力量来源于 国 民的创造力和创新

能力 , 而不是 2 0 世纪丰富的 国家资源 、 领土 、 人 口和军 队的数量 。

中 国对于非洲来说完全不是
一

种
“

威胁
”

, 中 国具有鼓励黑人领导 的

价值载体 ： 中国领导人的品质 , 中国面对事件的大国责任感 , 面对灾难的

实干精神 , 适应生产力 的发展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调动国家资源的

能力 , 致力于人 民发展 的需要 , 实行人 民管理体制并与其他 国家相互合

作 , 实行货币保护政策……这些都是中 国成功发展的关键所在 。

2 0 1 2 年 , 中国预计将产生的新一界领导人习近平 , 他将可能于 1 1 月

召开的 中 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接任胡锦涛 中 国共产党 中

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 目 前 , 作为 中 国国家副主席 ,
习 近平非常具有现

代性 。 在这样一种政权更替模式 中 , 我们完全看不到非洲 国家政治交替 中

出现的那种雇佣军队 、 准备不足的团体依靠 国际团体扶植而控制 国家 、 折

磨人民 的邪恶景象 。 应该指 出 的是 , 新 的发展途径不包括这些行为和态

度 。 根据联合 国的 统计 , 中 国人 口预计到 2 0 9 0 年下跌至 1 0 亿 , 在这之

前 , 到 2 0 2 5 年将达到最高峰 1 4 亿人 。 这是重大且令人担忧的事情 ,
因为

中 国正在经历其他 国家从未经历的平均每年以 1 0％。的人 口增长 。 有趣 的

是 , 这个增长＿稳 固有规律地保持了相当长时间 。

据美 国统计局数据显示 ,

2 0 1 1 年美国总人 口达 3 亿多 ,

？ 其 中 四千六

百多万的人生活在贫困线 以下 。 几乎所有 的欧洲 国家正在面临经济和发展

危机 。 然而 , 中 国没有在奋力摆脱危机的隧道中 。 相反的 , 所有欧洲 国家

的生存取 决于 中 国 ,
非洲 也应该抓住 中 国提供 的机会 。 中 国 有句箴言 ：

“

事实胜于雄辩 。

”

非洲需要获取中国经验 以确保非洲 的发展 。

著名 的 《墨西哥城宣言 》 指 出 ：

“

文化 能使人性体现在 每
一个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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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它赋予我们特有 的仁慈 、 理性 、 批判 、 诚信之美 。 根据这
一宣言 , 文

化赋予生命以意义 。

” ① 文化
一词源于英语 , 第一次使用是在爱德华

？ 泰

勒 ( 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ｒｎｅｔｔＴｙｌｏｒ ) 1 8

＊

7 1 年 出版的 《原始文化 》 中 ,
他使用这

一

概念阐述了人类和 自 然以及人类和动物的差异 。

因此
, 文化是

一

种社会现象 。 在心理学上 , 它代表
一个人的个性 ； 在

人类学 中 , 它代表
一

个人生活的环境 ；
在集体行动的逻辑 中 , 当文化被扩

展和 凸显时 , 将引起许多问题 。

最初 ,
生活在异国 他乡 的 中 国人 习 惯于孤立生 活 , 他们 回 避公共场

所 , 与 当地人甚少交往 。 这种态度引起相当大的批评 。 如今 , 中 国人热衷

于融合其他 民族并学习他们的文化 。 例如 , 中国人和非洲人之间 的婚姻就

相当大地增强了两国之间 的信任和友谊 ,
反之亦然 。

当涉及伦理道德时 , 中国文化是相当严格的 。 但这恰恰是两国人民彼

此推进积极改革 的保障 。 中国人正努力建立
一

个绿色经济 。 因此
, 他们能

成为我 们完 成 这 一领 域抱 负 的 理 想 合作 伙伴 。 这仅 仅 是 新动 力 的
一

部分 。

②

通过在两个群体集中地或是居民区或是乡村地区进行武术 、 娱乐 、 体

育活动 的开展 , 两个群体成员很容易融合在
一

起 。 喀麦隆和 中 国 的文化 中

心可以增加 旨在介绍和普及 中 国 和喀麦 隆民族文化 的传统文化节 目 的 数

量 。 在几乎所有 的非洲 国家中 , 因足球而相聚是
一

种社会现象 , 它同样能

产生一系列密切 中非人民关系的友好会议 。 如果有任何方法为 中非合作发

挥巨大 的推动作用 , 那
一

定是通过 中非之间相关联的学科开展人员合作和

友好交流达到的融合 。 中 国认识到运动在非洲能激起竞争性 。 据可靠资料

显示 ,
2 0 1 0 年中 国计划在贝 宁 、 喀麦隆 、 中非共和国 、 刚果 ( 布 ) 、 吉布

提 、 冈 比亚等 2 0 个非洲 国家中修建体育馆 。 中国正触及非洲 的心脏地带 。

如果中非合作依然采取过去陈旧的形式 , 那么这将是
一

场灾难 。 因此
, 中

非智库论坛应显示它的 能力 ,
这成为中非关系新发展背后的推动力 。 通过

发行物 、 有影响力的讨论会 、 电视节 目 中 的讨论 , 在 中非 民族 中宣传这种

文化革新的设想和提议 。 人们将会理解 ,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友善 、 调解和

① Ｊ．Ｌｉｅｆ , 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

ｈｉ ｅｄｅＶ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
, Ｐａｒｉ ｓＤｅｌａｇｒａｖｅ ,  1 9 7 0

, ｐ ．  1 5 8 ．

②Ｌａ ｒｅｖｕｅＮｏ ． 1 6
,
Ｏｃｔｏｂｅｒ 2 0 1 2 , ｐ ．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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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一致的群体动力 而不是疏离 。

结语

文化是
一

个 民族的灵魂 , 这种理念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 通过认真地学

习 和理解其他 民族的文化 , 你就能接受并整合其他文化 。 就备受关注的中

非合作和共存而言 , 最好 的方法是加强和利用文化这一基石 。 只有馈赠者

尊重接受者的文化 , 这个礼物才是有价值的 ,
人们之间 的理解才会进

一

步

加深 。 为了巩 固中非社会
一

经 济发展 , 中非合作应从文化这一领域发掘 。

中非智库这
一

工作团体应对中非合作做出反思 , 并为每
一

个致力于中非合

作发展的人员提供 阐明 自 已观点的机会 。 过去
,
西方没有重视殖 民国家的

文化特性 , 因此 , 在非洲与西方的合作 中充满 了不和谐 、 侮辱 , 结果是非

常不成功的 。 为了更好地合作 , 中 国需要正视 中非文化差异 , 分析要采取

的措施 ,
学会如何与非洲人相处 。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之

一老子曾教育我们
“

权力来 自 于真空
”

。
②

在与西方的最初接触 中 ,
西方没有将

“

文化
”

的 因 素融入他们与非

洲 国家合作的策略 中 。 这种错误的思想需要通过教育得 以更正 。 在教育哲

学中 , 众所周知 , 教育和教学只有在考虑到人类的生存状态 , 并且与他们

的主观 目 的相联系才有意义。 无论怎样 , 我们应该鼓励创新 。 我们的经济

绩效不能依靠任何其他东西 ,
只 能依靠非洲人 自 己对他们 国家的洞察以及

他们建设祖国的意愿 。 然而在过去 ,
在非洲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被赋予国际

货币 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特权 , 实际上是
一

种倒退 。 中非友谊 的桥梁建

立在平等 、 互信之上 , 我们尤其应该记住历史 , 中 国 曾 在非洲独立战争中

支持非洲国家 。 1 9 9 6 年 , 中 国 国家主席江泽 民在访 问非洲时提出 了这
一

点 ,
这是 3 0 年来 , 中 国领导人首次提 出 的 。 过去必须与未来相联 系 , 才

能处理好当前事务和未来计划 。
一些人轻蔑傲慢地将非洲 国 家视为

“

无

赖
”

。 到 目前为止 , 中 国没有这样的表态 。 因此 ,
西方政治和媒体对 中国

①Ｄａｎ ｉｅ ｌＹｅｒｇｉｎ ,Ｌａｇ ｒａｎｄｅｂａｔａ ｉ
ｌｌ
ｅ

,
ｌｅｓｍａｒｃｈｅｓｄＶａｓｓａ ｕｔｄｕｐｏ ｕｖｏ ｉｒ

,Ｐａｒｉ ｓ ,Ｎｏｕｖ ｅａ ｕｘ

Ｈｏ ｒｉｚｏ ｎ ｓ


ｔ
 2 0 0 4

, ｐ ． 2 3 3 ．

②ＬｅＰｏ ｉｎｔ , ｓｐｅｃ
ｉａｌ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Ｌｅｓｍａｔｔｒｅｓ
ｐｅｎｓｅｕｒｓ , Ｎｏ ．

 9
,Ｎｏｖｅｍｂｅ ｒ 2 0 1 1 , ｐ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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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人非洲感兴趣也就不奇怪了 。

非洲精英称赞并仿效 中 国有效 的经济实体 , 这是我们义不容辞 的 责

任 。 在西方人将我们视为野蛮人和奴隶后 , 他们着手进行虚假的教化 。 我

们的精英们应该 明 确 , 新的 非洲精英们 应放弃西方宣传 的
“

为什么
”

的

教育
,
接受 由 中 国倡导 的

“

怎样
”

的教育 。 在非洲 , 预言家几乎都将 中

国描述为
“

掠夺者
”

。 他们没有说到 的是 , 柏林会议 以后 , 西方人 已经放

弃对非洲 的管理 。 法国农学家雷 内
？ 杜 蒙 (

ＲｅｎｅｙＤｕｍ ｏｎｔ
) , 在 1 9 6 2 年

发表了有力言论 , 称
“

黑非洲的脱离是一个坏 的开始
”

。 从非洲 国家独立

后 5 0 年 的 发展来看 , 我们很难再坚持其对立观点 。 就像埃德加 ？ 莫林

(

Ｅ ｄ
ｇａｒ

Ｍ ｏｒｉｎ
) 在 1 9 9 5 年指出 的那样 , 非洲 与中 国 的合作将是一个全新

． 的开始 。 对于非洲和非洲人民来说 , 巨大 的挑战是避免分离 , 并与中 国建

立深入的合作 。 我们认为 , 中国援助至少能够帮助非洲 国家从 国际货 币基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束缚中摆脱 出来 。

今天 , 在中非智库论坛 中 , 专家和学者的历史使命是让中 国和非洲各

国人民接受和参与到这
一

中立化 的有益平 台中来 , 打破西方国家在非洲 的

诡计 。 我们决定开展 中国研究 , 成为
一

个值得重视 的 中国 问题研究专家 。

为 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中 国对非洲 的援助 , 非洲国家领导人和人 民必须密切

合作 。 非洲人民 已经意识到 , 但是由 于多种原因 , 非洲国家元首仍然在拖

延
,
我们应施压给我们的领导人 , 从而影响他们的经济选择和发展优先合

作伙伴的选择 。 所有大陆国家的 当务之急是让人 民踏踏实实工作 ,
以改善

和发展人民 的生活状况 。 这可能会刺激
一些濒临崩溃的 国家 。 然而 , 对于

非洲 国家来说 , 唯
一的 出路就是从贫困走 向发展 。

( 柴玲玲译 ,
周海金校 )

( 责任编辑 ： 周海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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