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读者朋友： 

    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我们与一位关心非洲研究、也曾热心参与其中的年轻北大校友白晨雨作

别。晨雨于2019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选修过多门中心开设的有关非洲的选修课

程，并取得北大非洲研究课程证书。课上课下，晨雨是一位智慧，有勇气、也有着强烈社会关怀的青

年人。在北大的两年，她在课上留下了许多精彩的发言和讨论，也一直积极参与和非洲相关的讲座与

实践活动。 

    晨雨在北大完成的硕士论文题为《“社会人”在非洲：对中国海外劳动“短视频”使用的研

究》，处理的是中国在非移民如何通过大众媒介（抖音和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观看与再现非洲的问

题。一直以来，晨雨将学术关怀投向项飙老师所说的“社会人”、尤其是在非洲不同城市生活和打工

的普通中国人，是目前主流的非洲研究中较少关涉的面向。晨雨毕业后，我曾鼓励她对此文进行修

改，并推荐给罗小茗老师参与主编的《热风学术》（2019冬季刊）发表。本期电讯我们转载她的这篇

文章与读者分享，纪念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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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晨雨完成了硕士论文初稿，在她第一次踏入地理意义上的非洲之旅过后，曾为第406

期北大非洲电讯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因为接受过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化研究的训练，所以对公开呈现跨“阶级”的凝视就格外小心。我

总认为照片的观看背后就是权力关系，比如，——“人们为什么会把一个哭泣的非洲小男孩当作有趣

见闻，将他拍摄下来并发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大部分在非洲的旅游者在旅游时并没有“阶级”权

力不平等和自我表征克制的意识；甚至我本人，不是也在“旅游”行为中遵从旅游的规范做出“游客

标准动作”举起手机向他们按下快门吗？更进一步，作为文化研究者，当我们面对这种剥离了所指与

意义的表征时，还能用权力关系的预设对他们的表征进行解读吗？  

        回到我的论文所处理的问题上，关于“短视频”平台上在非的个体中国移民对非洲的表征，我在

此行之后真正对这些表征背后的拍摄者多了些宽容：实际上跨越了“阶级”的凝视却因主体本身的阶

级意识和对他者的认识没有完全到位，而止步于“好奇的目光上”，或者成为两者的交织。相比于整

体的“对贫穷的浪漫化”的判断、甚至更加严重的“种族主义”指责，我更愿意将此称为“漫长的调

试”。  

 

 

 

 

 

 

 

    2019年7月，晨雨接受非洲研究课程证书仪式上， 

与中心的海方老师和北大的非洲姑娘们一起做“女性赋权姿势（Women Empowerment position）" 

 

    今天重读晨雨的这段文字，我想到许多与她相处的瞬间，想到她

面对研究时的敏锐与自省意识，想到她从未改变的善良、热忱和总是

令人感到温暖的共情能力。 

    永远想念我们年轻的朋友晨雨。 

 

中心副秘书长：程莹 

202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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