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敬的各位读者：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于北大非洲电讯的支持和爱护。今年这份北大学人义务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已经整整满十岁了。开创之初，条件十分艰苦，中心没有任何经费支持，除了学生外，也没有专门的

人员提供技术支持；李安山教授痛感当时学界和业界都缺乏充足的关于非洲的资讯，特别是来自于大

陆本身的可信报道，于是利用自己多年的积累和人脉资源，每一周收集7-8条最新动态资讯，通过邮

件的方式向有需要的机构和人士提供电讯阅读产品，最多时候我们的订阅人数高达近7000份。随着手

机终端技术迅速发展对于我们阅读习惯的改变，我们也适时地请当年的学生助理贾丁同学开通了北大

非洲微信公众号，把我们的北大非洲电讯继续每周向公众推送。 

    近年，我们欣喜地发现，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和各种对非专业机构（风险评估、安保、商业资

讯、人文交流、投资指南和对非研究等等）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国人了解非洲的相关新鲜资讯

已经不再成为困难，我们感觉到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继续做好推动中国的非洲研究、更好服务于中

国读者了解非洲的需要。为此，我们从现在开始尝试开启推介全球非洲研究机构、最新研究发现、新

书快讯、智库评论等相关内容，特别是秉承李安山老师提出的“为非洲人发声搭建平台”的宗旨，以

“非洲在说”的形式推送一些非洲政治家、企业家和商业精英、媒体人士、学者智库和文化界人士等

多元的非洲视角的真正非洲声音，希望这些新的内容能够适应时代的需求，丰富中国读者的心灵，深

化对于非洲的共情，达成更深入的中非之间的心灵相通。 

    本期电讯向各位介绍一下笔者刚刚走访的京都大学非洲区域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n 

Area Studies, CAAS）。 

    多年来一直听说日本的非洲研究以人类学见长，而且 “京都学派”自成一体。笔者接触过的京

都大学的教授们都把该中心成立的年份说成1958年，并把拓荒者指向了以昆虫学家、人类学家、日本

灵长类动物研究奠基人的今西锦司（Kinji Imanishi，1902-1992）教授。颇感困惑的我，非常希望

理解这个“始作俑者”的经历，于是查阅了该校出品的各种学术史、学人的回忆录和加拿大、非洲国

家等从京大毕业的校友们的各种文献，才大概可以勾勒这一段学术史、也是思想史以及其对日本后面

学界的深远影响。 

    滋养今西锦司及其同期日本学人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日本学人中间成立的“京都学士山岳会

（Academic Alpine Club of Kyoto）”，这个由动物学家、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共同组

成的融合学术兴趣和登山志趣的俱乐部，志在攀登探索喜马拉雅山等一切高峰的俱乐部至今存在，被

认为对日本学术界的田野研究传统贡献巨大。 

 

 

 

 

 

 

京都学士山岳会登山探索研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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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重新整顿后，执教于京都大学动物系的今西锦司教授曾经在63-67年连任该俱乐部会长，他

从自己对于京都的昆虫和对于野马以及日本猴的观察开始，提出了自然与人类“共生”的概念，认为

自然界不能被视为只是人类生存资源的来源，而人类也不是大自然中间“特殊的物种”，每一个物种

都有自己的“生物社会”，研究动物社会有助于理解人类的进化----当时欧美学者提出的 “文化是

人类特有的现象、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本能与理性” 等是主导性的认知，今西教授的这些观点

无疑是石破天惊的。 

1958年，今西教授带领学生组织了对于非洲的第一次登山研究活动（研究灵长类动物）。 

 

 

 

 

 

 

 

今西教授攀登坦桑尼亚梅鲁山峰，1958 

    此次活动到达了坦桑尼亚、喀麦隆、肯尼亚和比属刚果。1959-60年，调研继续进行；但因为刚

果发生政治变动，1961年调研集中在坦桑尼亚进行，有学者研究黑猩猩，有学者研究采集-狩猎人群

的生活。此后，京都大学的非洲调研活动一直持续下来，而且从一开始就获得了教育部的支持。早在

1957年，日本猿猴中心就创刊了世界第一个灵长类专门杂志《Primates》，第三年改为全英文版杂

志，推动日本学术研究与世界学术界的交流。70-80年代欧美学术界开始关注灵长类的社会行为后，

今西教授与其他日本学者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大量调研基础上积累的开创性成果逐渐得到尊重。

今西锦司自己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阐述了发展这一学术专长的思考，“日本灵长类学最有可

能超越欧美的先进国家。因为欧美没有猿猴的自然分布，学者们必须出国才能见到野生猿猴；而我国

人不需要出国就能见到猿猴，文化生活中自古渗透着关于猿猴的朴素知识，具有发展灵长类学的自然

和文化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日本可以进行长期研究并建立一所综合性的灵长类研究所，超越欧美，

领先于世界”。 

    今西教授开创的在非洲同时研究灵长类和各种人类群体的调研方法一直坚持下来，70年代每年有

10多位学者去做田野调查，80年代以来更增加到每年20位左右，“京都学派”逐渐成形，1986年在日

本成立了第一个跨越和链接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非洲区域研究中心”；后来在东京兴起了

以政治学和经济学学科为基础的另一派日本非洲研究学派，但就田野研究的时长和人数、大量非洲和

全球各地学者进入京都大学交流研学方面而言，“京都学派”仍然在日本非洲研究中保持了自己的特

色和世界影响力，传承人也当仁不让长时间承担着“日本非洲学研究会会长”的领军职位。1998年，

为了研究和教学融为一体，京都大学成立了亚洲和非洲区域研究生院（the Graduate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Area Studies，ASAFAS)，而且新世纪以来又通过各种项目和机制的方式突出强

调交叉学科在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性。今天，京大每年吸引53个非洲国家的74名学生留学于此

（2016年数字），常年在非洲进行田野调研的学者人数增加到20-30人，一些新的学科生长点已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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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崭露头角，比如青年学者为主组织的非洲影视人类学团队的探索已经进入世界前沿；再如，文部

省2011年开始出资支持的长期课题“非洲潜力项目”（African Potential Project），深度融合了

日本和非洲术者研究团队，每年轮流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开展调研和研讨，题目涉及到关系非洲发展的

方方面面，强调知识的去殖民化和实践导向，注重日本和非洲的互相学习，目前已经出版了若干本著

作。 

“非洲潜力项目”最新成果之一：《土地、农业和未完成的去殖民化：Sam Moyo教授纪念文集》 

 

     

 

    

 

 

 

                              

   2016年中心合影 

     

    环顾全球的非洲研究机构，京都大学的非洲区域研究中心最大的特点就是自然科学学者的参与和

领衔。现任中心主任重田真义教授说，我们的区域研究确实有些特别，但就像有些东南亚区域研究中

心与农业研究密不可分一样，这些交叉学科实践肯定早于‘交叉研究’这个词汇本身。我们确实起源

于灵长类研究，今天类人猿研究和农业研究都是我们的重要学科基础之一。”追踪其中心发展演进的

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比较优势”的寻找，是知己知彼的主动选择。 

 

 

 

 

 

 

现任中心主任重田真义教授 

    重田教授是需要拄着双拐行动的人，我无法想象在交通不发达的埃塞俄比亚，他如何常年工作并

在农业和植物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半开玩笑地问，父母的姓氏是不是注定了您要做农业

的研究？教授笑着说，更巧的是，我的名字Shigeta 在埃塞俄比亚语言中，发音刚好是“有很多田地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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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问京大中心的几位大教授，“有人说你们选择做人类学的研究，貌似远离政策层，与政府没

有干系，但实际上长远来看是悄悄地替日本拿到了更多更细致的数据…” 大家伙都畅快地哈哈大

笑，未置肯否。来自于广岛的松田素二教授说，实际上我们这一代很多人是毛主义者，我们游行示威

反对政府，要求有人对战争负责、要求真理和正义…在追问下，松田教授还给我讲了自己70年代就到

肯尼亚的一个小山村，一直跟踪了这么多年，包括自己掏钱资助了30多个孩子完成学业——只是可

惜，还是看不到他们出人头地，因为找不到工作。。。。松田教授认为，自己一直愿意帮助非洲村

民，是得益于母亲的影响，母亲在原子弹爆炸中致伤残，原因是抢救邻居。 

 

 

 

    

 

 

 

 

松田素二教授 

（京都大学文学系，APP项目负责人） 

 

 

 

中心主任：刘海方 

2020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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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贝等，《国家如何学习：技术、工业政策和追赶》，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Arkebe Oqubay and Kenichi Ohno，How Nations Learn：Technological Learn-

ing, Industrial Policy, and Catch-up 

（出 版 物 信 息 ：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how-nations-learn-

9780198841760?cc=cn&lang=en&#） 

 

本书是阿尔卡贝博士和其他一些优秀的非洲本土学者探讨后发国家、特别是非

洲国家如何学习并实现追赶的新作。本书使用历史资料，从公司、工业和国家

层面分别探讨这些后发国家学习追赶的历程，研究显示这个过程所需资源和动

力是极其复杂的，具有累积性的、多面向的性质，公司需要学习技术，国家需

要学习政策，而且成功的追赶需要在充分的历史情境下才能够发生。 

  

 

Yaw Ofosu-Kusi（加纳）、松田素二主编：《非洲的潜力面临的挑战》 

（The Challenge of African Potentials：Conviviality, Informality and Futurity, 

http://www.africanbookscollective.com/books/the-challenge-of-african-

potentials） 

 

这是京都大学非洲研究学者与非洲大陆本土学者2018年在加纳首都阿克拉举办

的“非洲潜力论坛”的论文集。论坛意在挖掘非洲人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潜能，这些潜能体现了非洲人的思维方式，是通过非洲人已经建

立、积累、整合和运用的社会机制体现出来的。非洲潜力的概念并非要浪漫化

非洲社会的传统知识和社会体制，不认为这些是解决非洲问题的“神奇魔棒”。这个论坛的关键词是

“未来性”，是充满了可能性、潜能、潜力的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熠熠生辉，但同时也明灭闪

烁、引人深思。对于新生的民主体制和经济上困难重重的非洲国家而言，“非洲潜力”的价值不在于

其稳定性，而在于如何充分利用非洲这些品质并将其转化为向好的结果。这个概念意味着未来的时

间，一个充满已知和未知可能、挑战和机会的未来性。 

 

 

阿尔卡贝和林毅夫：《中非合作与经济转型》（Arkebe Oqubay, Justin Yifu Lin eds., 

China-Africa and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global.oup.com/academic/product/china-africa-and-an-economic-

transformation-9780198830504?cc=cn&lang=en&) 

 

本书是埃塞俄比亚阿尔卡贝博士与林毅夫教授合作编辑，邀请多位中非学者而

共同参与研究写作的。内容主要是研究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崛起的影响及其经济

崛起的外向性，聚焦于发展变化的中非关系、合作体制的变化和促进合作的政

策框架等问题，描述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的独特方式，思考中国对于非洲工业化

和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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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os Lopes：“新的欧盟领导班子上任了，冯德莱恩女士说，与非洲建立‘全面伙伴关系’是首要

事务，然而这口号并非第一次提出，至少2005年就说过了。欧洲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促进非洲的

工业化，一半多的非洲大陆就业机会来自于中国等新兴市场投资者。欧洲如果不调整与非洲的合作方

式，还是继续原来的投放援助金（ODA）的方式的话，15年后，我们会再次听到欧盟领导人同样的呼

吁。” 

Sources: “Europe needs to make mind up on relations with Africa”， 

 

https://euobserver.com/opinion/146882,  

 

Carlos Lopes is an associate fellow of Chatham House, professor of the Mandela School of 

Public 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and African Union high representative for 

partnerships with Europe. 

 

 

拉马福萨总统：“作为非盟轮值掌门人，南非有机会促进非洲大陆的善治。” 

Steven Gruzd, a leading continental expert on the subject， 

 

https://saiia.org.za/research/south-africa-has-a-new-chance-to-promote-good-governance-

in-africa/ 

 

 

加纳安全分析专家Vladimir Antwi-Danso：“蓬皮奥的旋风访问，首要目标可能并不是要赞扬安哥拉

新近在反贪腐方面的成就，而是在这里展开遏制中国的行动。” “我们目前在安全方面的诸多问

题，都是美国在非洲的防卫事务引起的（Most of the problems we have now as far as security 

is concerned are due to US policy in defense matters in Africa）.” 

 

Sources: Africa: Mike Pompeo's Anti-China Africa Trip -  

Africa Daily News,  

https://africadailynews.net/2020/02/19/africa-mike-pompeo-anti-china-africa-trip.html 

 

 

乌干达畜牧业部官员Bright Rwamirama：“ 我们没有飞机喷洒的化学药品，但是政府已经购买。我

们确保两架专机来工作，说我们无所作为是不对的.。。。。我们地面上也部署了专门监督这些蝗虫

的专家队伍，我们正在努力。”（Sources: Uganda Deploys Army Soldiers to Fight East Africa 

Locust Outbreak - Sputnik International） 

 

https://sputniknews.com/africa/202002191078354819-uganda-deploys-army-soldiers-to-fight-

east-africa-locust-out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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