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教学问题 2010 年第 2 期

重视和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舒运国

●治史论语

在我国的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中，撒哈拉以南

非洲（下文简称非洲）历史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尽

管其中有客观和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现状已经很

不适应当代非洲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以及中非

不断发展的友好关系。因此，重视和加强对非洲历

史的教学和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世界史工作者迫切

和义不容辞的任务。

一

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体系中处于

边缘化状态，在相当长时间里，这是世界范围内的

共同的现象。在非洲大陆独立之前，西方出版的世

界历史，很少涉及非洲，即使谈到非洲，也只是把非

洲作为西方文明的被动接受者。在 1902~1910 年出

版的 14 卷的《剑桥近代史》（阿克顿勋爵主编），是

欧洲中心论的样本，全书只记录欧洲历史，甚至连

欧洲人在欧洲之外的活动都一概没有。这种情况以

后虽然有所改变，比如 1957 年出版的《新剑桥近代

史》（12 卷）中，有了非洲史的专门一章；在《剑桥大

英帝国史》（8 卷）中有一卷专写南非。但是，这些章

节的内容无一例外是关于欧洲移民在非洲的活动。
又 如 1935 年 出 版 的 由 C. Hayes, P. Moon 和 J.
Wayland 编撰的《世界历史》一书，共 49 章，而完整

叙述非洲的仅一章，名为“对非洲的征服”。书中以

“黑暗大陆”为题写道：“直至 19 世纪末，非洲仍是

‘黑暗大陆’。……对于外界而言,非洲的大部分是未

知数,尚处于未开发的野蛮状态。非洲的大部分居民

是黑肤色，而其中许多人的智力更加低下，因为文

明之光还没有照到他们身上。”[1]（p.748）上述观点代表

了西方史学的主流看法，牛津大学教授公开宣布：

“也许将来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史。但现在还没

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的就是黑

暗……而黑暗不能成为历史的主题。”[2]（p.23）

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上述地位，有其客观

和历史的原因：

第一，非洲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因此外界对其

了解甚少。
非洲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大陆东濒印度洋，

西临大西洋，由于海岸线平直，少有良港。大陆中部

的撒哈拉大沙漠，面积达 900 多万平方公里，使非

洲一分为二。赤道横贯非洲，由于赤道周围的气候

原因，形成了面积达 60 万平方公里的赤道森林带。
撒哈拉沙漠炎热少雨，而赤道森林带则是著名的萃

萃蝇猖獗地区。可见，从海上登陆非洲比较困难，而

走陆路，难度更大。这就造成了非洲长期与世隔绝

的状态，与外部世界联系甚少，而外界对其也知之

甚少。除了少数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的一些记

录（如托勒密、伊本·巴图塔和利奥·阿非利加等），

直至 18 世纪末，外界对非洲的了解还只是限于沿

海地区，90%以上的内陆还无人知晓。当时的非洲地

图上是一片空白，为了使画面充实些，竟然画了大

象和黑人人头。
第二，非洲历史上的文字资料较少。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的作用，在世界进入

近代时期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尚处于原

始社会的后期，不少部族甚至还没有文字。按照当

地的传统，本部族的历史主要通过口述而代代相

传。非洲的部族众多，达 2000 多个，彼此之间的语

言又不统一。语言复杂、众多，而又缺少文字记载，

这给外界了解和研究非洲历史带来了困难。
第三，殖民主义者的人为歪曲。
西方殖民主义者进入非洲后，始终把当地的黑

人作为掠夺、剥削和奴役的对象。为了替他们的殖

民主义行径寻找借口，西方殖民者无视人类社会发

展中存在的客观差别，抹杀非洲黑人创造的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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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为炮制出种族主义理论。在奴隶贸易中，西方

奴隶贩子鼓吹黑人“落后、野蛮”，天生低人一等。德

国生理学家托马斯·舍梅林振振有词地认为黑人生

性“适于充当别人的奴隶”，“能够逆来顺受”；而荷

兰医生凯珀更是添油加醋，宣称欧洲白人无论在身

体上，或者在智力上，都要胜过黑人一筹。[3]（pp.692- 693）

这些可笑的说法居然成为奴隶贸易的根据，也成为

日后种族歧视理论的基础。随着西方列强对非洲殖

民侵略和统治的不断扩大，种族主义的理论也同步

发展。在南非，布尔人采用拿来主义，把加尔文教义

中的“先定论”随手拈来，一并揉入。在欧美，“目的

论”泛滥一时，这种理论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由

某种目的所安排和决定，种族也不例外。上帝在各

个种族之间制造了差异，给白人以智慧，使他们能

聪明地指挥其它种族的人；给黑人则以强壮的身体

和低劣的智力，使他们只能在白人指挥下劳动。19
世纪中叶，鼓吹种族主义的宣传物和书籍泛滥一

时，其中，英国人卡莱尔（T. Carlyle）、英国爱丁堡解

剖学家诺克斯 （R. Knox）、法国社会学家阿尔蒂尔

（Arthur）和美国海军军官富特(A.H.Foote)的著作特

别流行。诺克斯认为，“黑人在能力方面，数世纪以

前已经达到了顶峰，所以现在停滞不前了。”富特否

认黑人在历史上曾经取得的成就；阿尔蒂尔鼓吹种

族的贵贱之分是与生俱来；卡莱尔在《关于黑人种

族问题的即兴演说》中，更是肆无忌惮地对黑人说：

“去做奴仆吧！这对过去和现在来说，都是全世界的

法律。”[4]（p.20）种族主义理论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大拼

盆。正是这种十分荒谬的理论，成为西方殖民者推

行种族歧视和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依据。种族歧视

在非洲普遍实施，而在南非则达到了制度化、法律

化和合法化的高度。在种族歧视制度下，黑人几乎

被剥夺了一切权利，成为被排除在社会文明之外的

另类。因此，对于非洲的历史，黑格尔都断言黑

人是“野性十足、犷悍不羁的自然人”，非洲是“世界

上没有历史的一个大陆，”因而“既无变化又无发

展。”[5]（p.328）

客观原因使得外部世界对非洲的历史缺乏了

解，而西方殖民主义的人为扭曲，使得原本就不甚

清晰的非洲历史，被蒙上了浓厚的殖民主义和种族

主义的色彩。于是，使世人更加难以了解非洲的真

实历史，非洲成为“神秘”、“黑暗”的大陆。因此，在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非洲历史教

学和研究，所有关于非洲的介绍，仅仅是数十本翻

译的通俗读物而已。

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大批非洲国家独立后，

中非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的要

求。新中国成立后，就有意识地介绍非洲大陆和当

时蓬勃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和

研究非洲，开始系统研究非洲历史。值得指出的是，

中国学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观察、分析和

解释非洲历史，注意克服欧洲中心论，批判种族主

义和殖民主义理论，因此得出了与西方殖民主义者

不同的观点。中国学者认为，非洲具有悠久的历史，

而非洲的历史恰恰是非洲人民自己创造的，非洲的

历史是世界历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指导和推动了中国学者对非洲历史的

研究，在中国，非洲历史开始恢复其原有的面貌，并

作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出现在历史教材、报刊

和其他书籍上。应该说，这是我国历史研究中的重

大进步。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由我国学者撰写的

非洲历史方面的著作，如 1962 年出版的《非洲手

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1966 年间先后出版的

七本列国志（阿联、刚果布、加蓬、苏丹、突尼斯、索
马里、乍得和加纳）、张铁生先生的《中非交通史初

探》（1965 年、三联书店）和纳忠先生的《埃及近现代

简史》（1963 年、三联书店）据统计，约十余种。其中

张铁生先生和纳忠先生的专著是国内非洲史研究

的开山之作，反映了当时中国非洲史研究的最高水

平。
但是，受到当时国内、外环境的限制，中非关系

主要表现为政治关系，因此在中国的世界历史教学

和研究体系中，紧跟政治形势，非洲历史也相应表

现为单一的政治史。大学教材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

况，近代史只是介绍非洲反对西方殖民入侵和统治

的斗争，现代史则阐述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

非洲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其中包括对于世界

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深入涉及，或者只

是根据政治需要而进行一般的分析。于是，通过大

学的通史教材，留下的是不甚完整的印象，而无法

得到非洲历史发展的全部面貌。例如，我国于 1962
年出版的《世界通史》（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代表了

当时的最高水平，近代二卷共三十一章，涉及非洲

的仅二章（第十九章：1640~1870 年的非洲；第二十

四章：资本主义国家瓜分非洲和非洲各族人民反殖

民侵略的斗争），内容基本上局限于西方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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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侵和非洲各族的反抗斗争。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非洲历史仍然没有得

到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

第一，由于两极格局的制约，中非关系主要表

现为政治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冷战时

期。在很长时间里，国际关系通常以社会制度和意

识形态为标准进行衡量，政治色彩十分浓重。在这

种形势下，中非关系也必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制

约，政治关系成为主要内容。1950 年代，中非关系主

要表现为新中国对非洲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

的支持，例如 1950 年代支持埃及人民收回苏伊士

运河的斗争、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争

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支持刚果人民反对帝国主

义的斗争等。进入 1960 年代大批非洲国家获得独

立后，中非关系又主要表现为中国支持新生非洲国

家巩固政权和联合反帝反霸的斗争。尽管中非之间

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的交往不断增加，但是始终处于

从属的地位，而且其中折射出来的政治色彩也十分

明显。毫无疑问，中非关系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当时

研究和介绍非洲历史的重心必然主要落实在政治

领域。
第二，受到苏联世界历史体系的影响。
新中国在建国之初，全面学习苏联。在教育方

面也是如此。在世界历史教学中，这种现象更加明

显。究其原因，一是主观上中国对世界历史的研究

比较薄弱，解放后这种情况没有迅速的改观；二是

客观上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于是，中国在世界

历史教学领域仿效苏联，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偏重

政治史。这也造成了非洲史过于简单化的状态。
以上的世界历史体系延续了很长时间。在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我国非洲史学

者开始尝试编写系统介绍非洲历史的教材，如中国

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的《非洲通史》（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1984 年出版）、杨人（木便）先生的《非洲通史

简编》（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和陆庭恩、艾周昌

合著的《非洲史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等，为非洲历史的教学提供一些系统而又

比较基础的材料，但是非洲历史受到忽视的基本状

况没有根本的改观：

首先，在新编的世界历史教材中，非洲历史所

占的份额依然特别小。以高校比较通用的几本教材

为例，王荣堂、姜德昌主编的《世界近代史》（高等学

校文科教材）共 29 章，涉及非洲仅一章（近代非洲

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刘宗

绪主编：《世界近代史》，共 20 章，而非洲历史的内

容仅仅是第十九章中的一节 （非洲人民的反帝斗

争）；其他的世界通史类教材也大致如此。
其次，在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的教学中，学生

主要通过世界通史来了解和学习非洲历史。能够开

设专门的非洲史课程（通常是选修课）的学校十分

稀少，据了解，全国仅有十几所。非洲史课程的教

材，大多采用陆庭恩和艾周昌先生编撰的《非洲史

教程》，这本教程是老一辈非洲史专家的力作，至今

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本书毕竟已经出

版 20 余年，已经不能反映近年来的最新学术研究

成果。撰写或者修订《非洲史教程》，是一项迫在眉

睫的工作，然而，这项工作又远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再次，在各类科研立项中，非洲史的项目少而

又少。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为例，1993- 1998
年，共计立项 61 项（包括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

项目和青年项目），专门的非洲史研究仅 1 项；

1999- 2009 年，总计立项（不包括后期资助项目）194
项，非洲史研究依然只占 1 项。①至于教育部和地方

项目，情况也基本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观剖析非洲历史，推翻了西方殖民主义观点，使

非洲历史在世界历史中具有了应有的地位。然而，

由于当时国内、外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我国非洲

史的研究和教学表现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这种倾

向延续了很长时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

观。

三

如果说，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

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那么，

当今时代的发展要求改变这种状态：

第一，非洲在世界舞台上的迅速崛起，要求世

界了解非洲。在政治上，非洲国家独立后，在联合国

占有近 1/3 席位，在不结盟运动中占有一半江山；在

经济上，非洲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世

人越来越清楚认识到，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无法离开

非洲。为此，世界应该深入和全面了解非洲。
第二，中非关系的不断推进，要求中国人民进

一步了解非洲。但是，我国学术界对非洲历史研究，

已经远远赶不上中非关系发展的速度。第四届中非

论坛的召开，使中非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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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度。中非高层领导互

访频繁，中国大批企业赴非洲投资创业。相比之下，

中国对非洲的研究却显得不够。从现实的角度上

讲，重视非洲历史教学和研究，有利于国人了解非

洲，有利于推动中非关系的发展。
应该说，今天我们也基本上具备了加强对非洲

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的基本条件：

第一，历史科学的迅速发展，使研究的手段和

方法日益丰富和有效，这大大推动了非洲历史研

究。考古发现、口述史料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应

用，使非洲历史的空白点缩小，非洲历史日益完整

和丰满。以口述史料为例，它填补了非洲历史上缺

少文献记载的空白，非洲独立以后，一些研究非洲

历史的学者到各个部族收集口述资料，取得了丰硕

成果。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最终恢复了非洲历

史的基本轮廓，肯定了非洲人民对世界历史的巨大

贡献。十分明显，今天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学术界对

非洲历史的研究成果，比较完整和正确地阐述非洲

历史。
第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学者对非洲历

史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自 1950 年代末以

来，经过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历史学界

在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学中，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

步。首先，研究领域大大扩展。除了单纯的政治史

外，已经涉及到经济史、文化史、科技史、法律史、华
侨史、人口史和环境史等；其次，研究的地区从北非

扩大到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部非洲；再次，研究的

深度有明显的进步。在史料的掌握、课题的选择和

理论的分析方面，都显示了一定的进展。研究成

果———无论是从整体上研究的非洲通史类著作，或

者是地区和国别史著作，或者是专题研究的各种著

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明显提升。当然，这是一种

纵向比较的进步，如果与国际学术界相比，差距仍

然十分巨大。但是，这种进步毕竟为进一步的研究

打下了基础。
第三，文革后，在老一辈专家的带领下，已经初

步形成了一支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队伍。在人才

培养上，也形成了从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的

完整体系。北京大学、云南大学、湘潭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都已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
这批包括老、中、青在内的研究人员成为加强对非

洲历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人力资源基础。
第四，出于外交和对外经济工作的需要，我国

有关政府部门，如教育部、商务部和外交部等，在近

年来不断要求加强对非研究，这成为推动非洲历史

教学的动力。
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强化对非洲历史的教学

和研究，而客观条件也给我们提供了若干有利因

素。因此，加强对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已经提上

了议事日程。
为了有效加强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提出以

下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如教育部、中国社

会科学院等）应该制定相关政策，加大投入力度，鼓

励、支持非洲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比如，在中国

社会基金项目和教育部社科项目的设置中，给非洲

历史的研究以更多的空间；又如，教育部在非洲史

学科建设方面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若干有条件

的大学建立非洲史（或者非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

究基地，以此带动非洲史学科的发展。
第二，采取积极、有力措施，培养非洲历史教学

和研究队伍的后备力量。当前，已经有若干学校具

有培养非洲历史专业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条件，

教育部也支持“培养小非洲通”计划。我们应该利用

现有的条件，积极推进高校与教育部的合作，进一

步探索和完善培养计划和措施。
第三，搞好全国范围内协作。由于非洲史的教

学和研究人员数量少，而且比较分散，因此如果各

自为战，很难完成大项目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非

洲史研究会过去有很好的传统和经验，今天也应该

有所作为。通过非洲史研究会，可以承接较大的研

究项目，组织和协调研究人员，完成国内研究力量

的最优化配置，并且产生最优效果。
以上是笔者的一得之见，意在抛砖引玉，引起

学界的重视。

注 释：

①根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资料统计，见 http:/ / www.npopss- c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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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使学生在紧张的学习时间里提高了学习的针对

性，从而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
4、“模块链接”旨在说明各模块内容的关系。

“专题模块”的体例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和通史一

样，都有自己的缺陷。历史是复杂的、联系的，许多

重要的历史知识要讲清因果关系肯定会涉及到经

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这样在模块教学中

就会出现同一重要历史知识的割裂，使学生在一个

模块的学习中很难对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形成整

体认识，从而使每个模块学习只是蜻蜓点水。“模块

链接”的设置，加强了三个模块之间的联系，使学生

形成对重要历史问题的整体认识，既兼顾了各个历

史专题的重点，又兼顾了历史专题的全面。
总之，这些栏目的设置让学生易学，教师好教。
再看正文：关于新教科书的新特点，我个人认

为最大的改变不是形式上体例的转变，而是在内容

上的实质性调整。而这种调整的成果突出体现在以

学生发展为本。
1、删繁就简，减轻负担

课改前，高中历史教课书采用“浓缩”中外通史

的写法，把生动有趣的历史变成“压缩饼干”。作为

历史知识体系，高中历史教课书是完备的，但它只

是一些干巴巴的条文，只有历史知识的基本框架和

历史结论，缺少生动具体的史实。而新教课书不惜

牺牲历史的连贯性，大量削减知识点主要有两个意

图：第一，为教师充实历史课堂内容创造条件；第

二，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创造条件。削减知识点，

学生有了足够的时间去阅读教师根据重要知识点

选择的丰富生动的历史内容，削减知识点，也为学

生的自主活动和师生互动留出了时间。总之，大量

削减历史知识点，是要让师生共同在具体翔实典型

的史实基础上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学活动，使学生能

在这种历史教学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发展各种学习

能力。
2、淡化知识内容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将有明显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色彩的内容如

必修一中外法律文献内容、必修二中国古代土地制

度和现代市场经济内容、必修三有关古代中国文学

内容，简明扼要地加以历史性的介绍，避免陷入纯

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的技术性叙述，大大降低了

学术性和专业性，大大降低了教学的难度。
3、加强教科书的可读性和启发性

在科学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下，做到文字概括精

练、叙述相对平实、头绪相对集中、图文并茂，不但

方便了学生学习，而且激发了学生学习。当然现在

的教科书离内容充实有趣，文字生动流畅，叙述具

体形象还有一定的距离，希望在以后的修订中能够

得到改善。
历史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把纸上的事件、人

名、概念像索引一样复制到人们的大脑中，灌输现

成的结论，因为如果这样，将窒息学生想像力的空

间和理解的多样性的可能，忽视对学生启发。课改

后，教科书正文内容历史结论性的条目少了，资料

性、思考性的内容翔实了，史料和现实生活的结合

程度高了，加强了教科书的启发性和指导性。
总之，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历史教科书是学生

获得知识、发展能力以及形成健康价值观的主要工

具，教科书的内容编排自始至终围绕着学生的学，

我们的教科书逐渐体现了这一变革，增强了“学本”
的功能，体现了以学生发展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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