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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和非洲最早的联系因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模糊不清，能确定的记载是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达过非
洲的东海岸。
当时的中国正向外面的世界展开探索，大规模的航海船队穿梭于亚洲的海域。
那个时候的航海冒险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当时的中国当局想发现新的大陆和跟新大陆上生活的人建立
联系，宣传泱泱大国的风采，彰显国威，以期让当地人臣服纳贡。
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了解这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是怎样的，以及如何跟这些土地上生活的人进行贸
易往来。
15世纪初郑和到达非洲东岸叫做斯瓦希里海岸的地方，然而，有关郑和与当地非洲人发生的事件我们
还无法得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船队从非洲回航时把非洲的一些动物，例如长颈鹿，带回给北京
的皇帝。
他们肯定对非洲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这样的非洲探险仅此一次。
事实上，中国所有对外的探索突然终止了。
中国国内的高层官员大多反对这样耗费庞大的航行。
当包括新建的故宫被烧毁等一系列的灾难发生之后，对外探险更被认为是逆天而行而遭到厄运，因此
中国的对外探索发生了戏剧性的萎缩。
中国把通向世界的国门关闭了，进入了一个以闭关自守为特征的新的时期。
这个时期持续了几个世纪，让中国的大国地位逐渐变得衰弱。
直到18世纪末中国依然是一个世界经济大国，但已丧失了其天然的领导者地位。
在西方的欧洲和北美，一场工业革命发生了，这完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从前算是小国的一些国家通过革新推动新经济模式的产生而变成了强大的国家。
这些国家与中国相隔很远，但交通工具的革新让它们可以越来越多地到达中国。
这个曾经强大的国家在内外的压力下陷入了衰落，最后在20世纪初崩塌了。
历时数十年，新的政权才建立起来，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新的开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几乎全部丧失了之前的经济实力。
一项权威的估算指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从1820年的1／3跌至1952年的1／20。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进行以现代化经济为特征的发展时候，中国进入了一种新的被称作发展中国家
的运行模式。
这些发展中国家是一些新成立或从原来的欧洲殖民者脱离、重新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而且人民生活
贫困，努力挣扎争取繁荣。
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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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亚非拉地区一大批的独立国家，表面看这些国家都站
在了在相同的起点上。
半个世纪过去之后，人们发现这些新兴国家的表现实在是差别太大，用第三世界的概念来称呼它们显
得过于勉强。
作为一个整体，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被远远地抛在了其他地区后面，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判断，非洲
都是失败者。
本书是荷兰学者维恩对当代非洲在发展和现代化方面失败原因的全面分析。
维恩表示他是用现代化的概念和框架统领其研究的，这似乎同欧美学术界的主流相背，因为产生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理论到80年代在西方已经风光不再。
不过，西方学术思潮的变化同西方的社会背景有关，而对于仍在苦难中挣扎的非洲大陆来说，现代化
不仅不是过时的事物，反而是医治创伤和消除灾难的希望。
    同现代化理论侧重从社会内部来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因这一基本倾向一致，维恩提出非洲发展的失败
根源在于非洲自身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
1966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布莱克教授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提出了政治现代化的七种模式，
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属于第七种模式，它们与第六种模式中的亚洲国家一样都是前殖民地社会
，但却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缺少充分发达的、能适应现代功能或能与现代社会的文化进行相互作用
的传统文化。
这种传统文化的落后，不仅使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在殖民统治时期无法启动任何实质性的现代
化，而且也使它在独立后无法开始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现代化，因为独立标志着现代化领导权稳固阶段
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维恩和布莱克的分析，有如把非洲当代的发展问题放在长镜头前面，从更深远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观
察它，获得了一个全景式的整体印象。
对非洲发展问题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理解方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维恩分析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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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乐观主义者提到民主化，悲观主义者则反唇相讥说，更大程度的民主并非总能够带来权力的重大
变革。
他们还说，那些权力确实转手的国家，在政府作风和政策方面并没有带来多少可以看得见的变化。
总之，任何确实发生的变化，不可能给有关国家的人民带来好处，或者说，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都
会是这种情况。
如果乐观主义者让大家注意经济领域内新出现的积极趋势，悲观主义者立即予以反驳。
他们就会争辩说，毕竟很多非洲大国（包括尼日利亚、刚果和苏丹）没有出现这种积极趋势，怎么会
有人认为小国能够成为大国增长的发动机呢？
更有可能发生的是，这些小国会被邻近大国的沉重负担拖住无法前行。
外资增长极其有限，如果去掉石油和其他矿产领域的投资，增长实际上是零。
如果乐观主义者提到和平协议，悲观主义者就会争论说，协议只有局部的意义。
一直有新战争爆发这一事实则证明了悲观主义者的观点。
争论过程中如果提到了新领导人果断的政治风格，悲观主义者们就会老练地指出，同样是这些领导人
，他们在践踏人权的时候也毫无顾忌。
这些言辞交锋也许会一直继续下去。
可以认为哪些变化在预示真正的进步呢？
尽管面临着不利环境，难道民主化可以被看作是新的、更好的开端吗？
经济进步迹象，是预示着永久性的恢复，还是长期患病或者也许已经是行将就木的制度暂时的痉挛呢
？
相当肯定的是，尽管非洲地域辽阔、问题繁多，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两种截然相反的局面：一边是阳
光灿烂，另一边则是漆黑一团。
当然，有些地方的整体局势比其他地方好得多，但是整个非洲大陆的根本问题是相同的。
即便是那些正在取得进步的地方，问题不过是被掩盖了起来；即便是在那些问题成堆的地方，至少在
理论上可以肯定，问题能够被解决。
在所有的情况下，形势都是光明与黑暗的混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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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虽然本著作并不是一本新闻评论，不必包含最新时事内容，但是，中文版的出版跟原版也相差了一段
时间。
所以，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非洲大陆近期的发展情况。
社会、文化、人口，甚至是经济的发展变化通常比较缓慢，短期内很难加以辨别。
总体来说，近几年来在这些地区并没有出现足以让非洲走向不同方向的新发展。
苏丹发生的事件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是始于半个世纪前非洲内部的阿拉伯北方和非洲南方的
矛盾结束了，但是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又在另一个地方开辟了新的前线。
位于达尔福尔北部省份的新战线，让这里成为非洲新的人间炼狱。
经历过数十年战乱的苏丹南部正在重建，国际社会却要去调停达尔福尔的战火，而且无功而返。
得到喀土穆政府的支持的阿拉伯民兵摧毁了村庄和田地，造成当地社会陷于崩溃状态。
大概有30万人死于暴力和饥饿，超过200万人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
苏丹的暴力事件遮蔽了非洲另一处悲剧，大湖地区附近的中非苦苦挣扎于战乱之中。
大部分介入冲突的国际成员由于国际压力，已经从实际斗争中脱身，从真空的刚果政权撤离。
除了在布隆迪重建民主与脆弱的和平之外，当前问题的两个焦点在于卢旺达的安全问题（或者说：是
它的后种族灭绝政府的安全问题）以及刚果内部的战乱问题。
一些不容忽视的松散斗争组织继续对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造成威胁。
国际为维和部队在联合国的任命之下尝试重建秩序。
此外，国际社会开始在这个大部分地区多年来缺乏国家机关的国度开展组建国家的程序，组织国内选
举。
选举后由约瑟夫·卡比拉胜出，他是被谋杀的已故总统卡比拉的儿子，他的上任算是获得了合法性，
这让国际社会跟他合作更容易一些，但这当然并没有造就一个更有效力的刚果政府。
过去几年，暴力和社会无秩序造成了超过200万人死亡，尤其是在刚果东部地区。
一些在刚果东部和乌干达北部（这里有一群反叛分子一直跟政府军队对峙）严重违反人权的嫌疑人面
临在海牙这个世界法律首府新设立的国际犯罪法庭的审判。
这似乎有助于乌干达北部冲突的终止。
在西非，利比里亚的秩序得到恢复，联合国在那里安置了一个新的利比里亚政府。
利比里亚国内选举由约翰逊·瑟利夫胜出，成为非洲后殖民时代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国家首脑。
她的政府要求正在尼日利亚寻求庇护的前军阀查尔斯·泰勒受到法律的审判。
泰勒被送到环境相对安全的遥远的海地，面临为他而设的塞拉利昂特别法庭的审讯。
泰勒离开西非是反对非洲免责制度的又一次重要的胜利，也对该地区的稳定有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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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非洲是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罗尔·范德·维恩博士试图通过这部新著来作出解答维恩原来对非洲一无所知，当荷兰外交部决定将
他调任撒哈拉以南非洲处后，他很想知道非洲发生了什么以及发生这些事的原因  然而.他却找不到一
本适当的书，这成为他撰写本书的初衷维恩先生力图用现代化的理论对非洲独立后50年的历史进行总
结，其结论可用一个词概括：“失败”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尝试着给出自己的答案。
此书的最大特点是将非洲的历史进程置于世界发展之中，虽然维恩认为非洲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
，但书中的冷战、民主化、结构调整计划、外部强加的改革等内容却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外部世界或
世界体系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可否认，维恩对非洲有一种牵挂、情感和责任感，这是十分难得的，
让我们大家都来关心非洲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陆吧。
　　——李安山多伦多大学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非洲史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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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洲怎么了:解读一个富饶而贫困的大陆》介绍了非洲发展史。
过去50年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大洲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只有非洲被远远抛离，
非洲是否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非洲怎么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