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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大西洋史研究主要关注 15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美洲与非洲之间的跨大西洋

联系。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非洲史学家以及关注美洲与非洲之间历史联系的美洲史学家对

以往大西洋史研究存在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他们倡导“黑色大西洋”的概念。这些研究在强

调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对于非洲造成严重暴力与剥削的前提下，尤其关注非洲社会在跨大西洋联系

形成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相关研究涉及非洲奴隶贸易与大西洋世界的形成、与非洲联系对美洲文明

的影响、非洲裔美洲移民文化的起源、大西洋联系对于非洲社会的影响等重要论题。这些研究关注

的是跨越殖民地或者民族国家地理范畴的历史动力，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大西洋史研究中存在的严

重缺陷，并且也极大地拓展了非洲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深入认识非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关键词】 非洲史 大西洋史 黑色大西洋 奴隶贸易

大西洋史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关注 15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上半叶欧洲、北美洲、南美

洲以及非洲之间的历史交往。跨大西洋交往的产生与发展推动了大西洋两岸文化、社会、政治和经

济变迁，“一个地区的历史变迁在其他地区产生回响，对于数千英里以外的地区产生影响”，正是在这

一意义上，大西洋开始变成一个“世界”。① 到 19 世纪上半叶，跨大西洋联系逐渐被全球体系所取

代。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跨大西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和影响了欧洲、美洲以及非洲的经济发

展方向、文化认同和宗教习俗，并且导致政治版图的剧烈变化。
历史性地来看，欧洲力量在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欧洲人主导着跨大西洋航行，他

们将疾病传播到美洲并造成土著人口大量死亡，他们对于美洲进行殖民征服，而后将黑人奴隶从非

洲贩卖到美洲，并且迫使黑人奴隶及其后代在美洲从事经济作物种植。按照“世界体系论”的观点，

大西洋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近代早期欧洲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军事实力增强，而非洲大陆及其民

众在这一世界体系中只是作为被动的接受者，对于历史变革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② 然而，一个不容

忽视的基本事实是，直至 1820 年以前，跨大西洋人口流动的 2 /3 是非洲人，非洲人口、文化以及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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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西洋历史联系的形成产生了关键性影响。①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文化学者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 提出“黑色大西洋”(Black
Atlantic)概念，强调大西洋联系尽管是由种族暴力所推动的，但这并不只是跨大西洋的人口被迫或者

自愿迁徙的过程，同时也是持续的文化变迁进程。② 这一概念在非洲史学家和关注非洲联系的美洲

史学家中间引发强烈共鸣，一系列研究在强调大西洋联系的形成过程对非洲大陆民众以及在美洲的

非洲移民造成严重暴力的前提下，愈益关注非洲人通过塑造经济、社会、政治以及特定文化来推动大

西洋联系的形成。③ 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相关研究

进展，以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奴隶制，全面理解非洲与美洲之间的历史联系以

及非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贡献。

一、研究进展

非洲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但是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开始集中关注和

研究非洲的大西洋联系。这一状况的出现，与非洲史研究的学科发展进程密切相关。20 世纪 20 年

代兴起的泛非主义强调跨越地理界限的黑人种族联系，通过种族话语来表达非洲和加勒比地区黑人

文化的一致性，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马克斯·加维(Marcus Garvey) 等泛非主义者

强调整个“尼格罗种族”的文化认同。这一泛非主义观念对当时的非洲研究者产生深刻影响，例如，

1941 年非洲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出版的《黑人历史的神话》一书，探讨黑

人种族的跨大西洋文化连续性。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剧烈变迁，种族主义观念遭受批

判，而地区研究日渐兴起，非洲史研究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发展起来，地域划分取代了种族标准，非洲

史和非洲裔美洲移民历史逐渐发展成为迥然不同的学科。非洲史研究虽然涉及大西洋贸易以及近

代早期非洲国家形态问题，但是在当时非洲国家独立的背景下，非洲大陆内外的非洲史学家们试图

描述不受外界支配的、独立的非洲史，从而为非洲独立国家建构提供合法性基础，并且驳斥有关非洲

历史的“欧洲中心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观念。当时的非洲史研究重点讨论非洲文明和非洲社会

在遭遇欧洲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呈现出的能动性、奴隶贸易对非洲社会的严重剥夺、欧洲殖民统治剥

削性与残暴性等话题，基本上关注的是非洲大陆，因而“切断了非洲人与大陆以外兄弟姐妹的联

系”，④极大地限制了非洲史的研究范围。
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殖民档案的开放，再加上当时非洲国家发展面临一系列现实问题，推动

非洲史研究者更加关注非洲现实问题，而不再是大西洋贸易以及古代非洲的国家形态问题。对于那

些试图重构非洲特定社会、国家或者地区历史复杂性的非洲史学家来说，即便是得出整个非洲大陆

层面的结论已经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将分析框架扩展至非洲大陆以外。尽管非洲史研究充分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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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奴隶及其后裔在新大陆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往往将这些问题视作美国史、拉美史以

及加勒比史的研究领域。尽管一些非洲史学家已经关注非洲在大西洋联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

约瑟夫·米勒关于葡属南大西洋贸易网络的著名研究，但是这类研究在当时还相对较少。①

这一状况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深刻变化。首先，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日益加速，跨国文化交

往、经济流动和移民迁徙日益受到关注，这一现实因素推动关于非洲移民的学术研究。② 其次，非洲

史学家试图突破前殖民时代非洲史研究所面临的书面文献严重匮乏的限制，尽管非洲史学家试图通

过口述资料与书面文献的结合来研究非洲古代史，然而这类研究极为耗时并且所取得成果仍然较

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史学家尝试另辟蹊径，希望借助于研究跨大西洋联系来理解大西洋沿

岸非洲的历史。③ 再者，非洲史研究与美洲史研究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对话。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是美

洲早期史研究中的核心话题之一，因而将美洲史研究和非洲史研究联系起来，美洲史研究者主要关

注美洲本土的奴隶制以及大西洋奴隶贸易，而非洲史研究者则强调黑人奴隶的非洲来源及其复杂影

响。近年来美洲史研究和非洲史研究者之间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从而极大地推动研究者关注非洲

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最后，近年来巴西等拉美国家的非洲史研究也极大推动了关于大西洋

史的全新认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成为巴西等拉美国家近现代历史的核心话题之一。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巴西高校关注非洲裔巴西人历史与文化研究和非洲研究，尤其是卢拉(Lula da Silva)总统

任内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将非洲史和非洲裔巴西人历史列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基本学习内

容，巴伊亚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Federal da Bahia)和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Universidade de Minas
Gerais)发展成为非洲研究重镇，从而推动巴西史学家关注南大西洋奴隶贸易在整个大西洋奴隶贸易

中的重要地位，重新认识非洲在大西洋奴隶贸易过程中的重要作用。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史学家日益反思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美洲史研究

和非洲史研究相互交流的结果。近年来相关研究进展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近年来一些重要论著相继问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史学家尤其强调非洲人在大西

洋历史上的能动性。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的研究颇具代表性。桑顿批评“依附论”和“世界体

系论”过于强调欧洲在大西洋史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了大西洋世界之中无数普通非洲人的经历。
桑顿尤其强调，非洲人在塑造大西洋联系方面的历史贡献体现在食物、语言以及宗教习俗等诸多方

面。⑤ 桑顿的观点引发激烈争论，批评者质疑他过于关注非洲人的历史能动性，而不只是首先关注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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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暴力与强制性。保罗·洛夫乔伊(Paul Lovejoy)强调奴役和主动性的复杂关系，以

及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之中的重要性。① 另外，近年来一些重要刊物大量刊登有关非洲人在大西洋

史之中重要地位的学术论文。例如《奴隶制与废奴》(Slavery＆Abolition) 杂志侧重刊登从奴隶制角度

来理解非洲人经历的研究成果，《葡萄牙—巴西评论》(Luso-Brazilian Ｒeview)以及《大西洋研究杂志》
(Journal of Atlantic Studies) 关注非洲奴隶在大西洋世界的经历，近年来《非洲史杂志》(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也大量刊登有关非洲在大西洋联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成果。② 此外，近年来数部

有关大西洋历史的大型参考书相继出版，其中也涉及非洲社会在跨大西洋联系中的重要性。如托马

斯·本杰明(Thomas Benjamin)和约瑟夫·米勒( Joseph Miller) 在强调帝国控制重要性的同时，也着

重分析非洲人在塑造大西洋社会方面的历史作用。本杰明的这本书是由单个研究者撰写的大西洋

史，它试图在欧洲扩张和非洲人的能动性之间实现平衡。米勒主编的这部参考书重点关注前殖民时

代非洲社会和奴隶贸易的历史，该书分不同主题由知名专家撰写，可以作为深入认识非洲人在大西

洋世界历史贡献的入门读物。③

第二，一系列原始文献陆续整理出版。早在 1967 年，菲利普·柯廷(Philip Curtin)已经出版有关

非洲移民的研究成果。④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也新发掘出非洲本土的资料用于研究非洲与大西洋世

界的历史联系。⑤ 不过，对于大西洋史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戴维·埃尔蒂斯(David Eltis) 和戴维·
理查德 森 ( David Ｒichardson) 主 持 的“跨 大 西 洋 奴 隶 贸 易 数 据 库”(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Database)，又称“航程”(Voyages) 数据库。该数据库最初以磁盘形式问世，后又开发出网络版

(http: / /www. slavevoyages. org)。“航程”数据库收录了 1514 年至 1866 年 35000 次大西洋奴隶贸易

航程数据，学界估计这约占大西洋奴隶贸易整体规模的 77%。该数据库揭示出非洲不同地区输出非

洲奴隶数量，以及美洲不同地区所接受的奴隶数量，使研究者得以估计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总体规模，

并且推动研究深入具体的港口层面，同时也推动研究者关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同一时期面向其他地

区的奴隶贸易之间的联系，从而极大推动了有关非洲奴隶人口规模、死亡率、能动性以及族群文化等

相关问题的研究。⑥

这一数据库极大推动了研究者探讨非洲在大西洋联系中的作用，使得研究者意识到研究美洲奴

隶制不能只关注非洲奴隶的性别、阶级以及种族身份，更需要关注他们的非洲根源。研究者也不再

88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Paul E. Lovejoy，ed. ，Identity in the Shadow of Slavery，Continuum，2009.
Patrick Manning，“African and World Historiography”，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54，No. 3，2013，pp. 319 － 330.
Thomas Benjamin，The Atlantic World: Europeans，Africans，Indians and Their Shared History，1400 － 19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Joseph C. Miller，ed. ，The Princeton Companion to Atlantic Hist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Philip D. Curtin，ed. ，Africa Ｒemembered: Narratives by West Africans from the Era of the Slave Trade，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
Emily Lynn Osborn，Our New Husbands Are Here: Households，Gender and Politics in a West African State from the Slave Trade to Colonial
Ｒule，Ohio University Press，2011.
David Wheat，“The First Great Waves: African Provenance Zones for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to Cartagena De Indias，1570 －
1640”，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Vol. 52，No. 1，2011，pp. 1 － 22; Daniel B. Domingues da Silva，“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Angola: A Port-by-Port Estimate of Slaves Embarked，1701 － 1867”，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s，Vol. 46，No. 1，

2013，pp. 105 － 120; Daniel B. Domingues da Silva，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from West Central Africa，1780 － 1867，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Alex Borucki，et al.，“Atlantic History and the Slave Trade to Spanish America”，American Historical Ｒeview，

Vol. 120，No. 2，2015，pp. 433 － 461; Jane Hooper，David Eltis，“The Indian Ocean in Transatlantic Slavery”，Slavery＆Abolition，

Vol. 34，No. 3，2013，pp. 353 － 375.



“黑色大西洋”: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

只是对抵达里约热内卢、巴伊亚、牙买加、南卡罗来纳以及美洲其他地区的非洲奴隶做出笼统描述，

而是详尽分析非洲具体地区的奴隶所带来的特定的文化因素，研究上几内亚、下几内亚、中非西部以

及东南非洲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美洲的重塑。这一数据库包含大量的奴隶个人资料档案，尤其是直接

来自非洲的奴隶档案往往标注了他们所在的族群或者语言，这有助于弄清非洲奴隶的非洲来源地以

及他们将何种文化因素带到美洲。
第三，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研究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这需要广泛运用包括考古学、历史

语言学、口头传统以及物质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方法。① 学者们将“航程”数据库与其他一些档案

文献加以比对，从而形成有关大西洋史的复杂认知。这些档案文献包括种植园奴隶主的财产清单、
逃跑奴隶的悬赏文告和逮捕书、天主教会档案(尤其是关于洗礼、婚姻以及死亡的记录清单)、国际法

庭档案以及宗教审判记录等。这些档案分布于法国、葡语南美洲和西班牙语南美洲以及加勒比地

区，这些地区也成为大西洋史研究的重点地区。例如，沃尔特·霍索恩(Walter Hawthorne) 通过将

“航程”数据库与种植园财产清单以及天主教洗礼和宗教审判记录加以比对，研究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初来自上几内亚的奴隶在巴西马兰尼昂等地的历史，从而判断出抵达巴西的奴隶是从西非比

绍(Bissau)和卡谢乌(Cacheu)港口上船的。②

传记转向(biographical turn)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趋势。有关大

西洋奴隶贸易的档案数据库极大推动奴隶贸易的量化研究，但同时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相关研究很

容易将这些遭受奴役的非洲人单单视作被动的受害者，而不是鲜活的个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研

究者日益强调非洲奴隶传记的重要性，因为这些传记推动史学家在强调奴隶制的暴力与强制性的同

时，也关注作为个体的非洲奴隶的生活史。这些微观研究通过描述 18、19 世纪作为个体的非洲奴隶

在大西洋世界之中的活动轨迹，从而全面展现大西洋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形成，尤其是大西洋世

界奴隶制的兴衰、殖民化以及奴隶劳动对旧世界的重塑。③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在综合考虑上述两方

面观点的基础上，强调大西洋世界之中的非洲认同是复杂的、重叠的、不断变化的，“非洲( 身份认

同)在大西洋世界得以存在，但是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现实可以是含混的、隐蔽的或者甚至被抹去

的”。④ 这方面的典型是罗宾·劳和保罗·洛夫乔伊有关马哈迈贺·巴夸夸(Mahommah Baquaqua)

的案例研究。巴夸夸大约于 19 世纪 20 年代出生于西非的贝宁，被捕后作为奴隶在巴西工作，他于

1847 年逃往纽约并获得人身自由，在 1854 年出版个人传记，这是已知的由巴西奴隶所撰写的关于奴

隶贸易的文献。⑤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詹姆斯·斯威特(James Sweet)通过研究在葡萄牙里斯本发现的大量宗教裁

判卷宗，细致地还原出一位名叫多明戈·阿尔瓦雷斯(Domingos Alvares)的非洲人的生平经历。多明

戈曾沦为奴隶，而后凭借精湛医术赢得大量追随者，不仅是在非洲大陆，在巴西以及葡萄牙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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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多明戈后来被葡萄牙政府视作“巫师”而饱受折磨。这些研究反映出非洲知识在大西洋世界的

重要性，同时也揭示出族群、宗教和种族身份界限并非僵化的。多明戈在多重身份认同之间不断变

换，折射出大西洋奴隶制的复杂性。① 这类研究通过研究传记和自传揭示出，非洲奴隶及其后裔在遭

受种族压迫的同时也试图利用这一体系，从而塑造自身的生活以及他们所遭遇的其他人的生活。②

二、代表性观点

( 一) 非洲奴隶贸易与大西洋世界的形成

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构成了跨大西洋联系的基础。大西洋奴隶贸易与非洲奴隶制的研究，涉

及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它对美洲、非洲和欧洲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塑造着不同地区的

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南美洲还是美国，非洲裔都是规模极大的群体，吸引大量研究者关注这一群

体的起源、经历以及对当今美洲社会的影响，这一研究对于美国、巴西等国都具有极重要的现实意

义。近年来非洲奴隶贸易研究强调“全球的、帝国的以及跨地区”的空间并非静止的，而是受到来自

安哥拉、巴西、古巴、葡萄牙以及美国等不同社会动力的深刻影响。③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非洲奴

隶贸易和奴隶制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尤其是社会史研究取向日益明显，强调“自下而上地”研究非洲

在大西洋贸易中的能动性，这体现在奴隶贸易的起源、规模、跨区域比较研究、奴隶贸易的废除及其

影响等诸多方面。
第一，近年来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研究不再只是关注西非沿海地区、“中段航程”(Middle Passage)

或者抵达新大陆的非洲奴隶，也开始关注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起点的非洲内陆地区。这些研究强

调，奴隶贸易不只是将非洲黑奴从沿海贩卖到美洲、亚洲或者地中海世界，而且也包含了非洲大陆急

剧的动荡、创伤与文化变迁。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期，大量非洲人也被贩卖到非洲大陆其他地区，尤其

是 19 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受阻之后。④ 例如，玛丽安娜·P. 坎迪多(Mariana P. Candido) 在关于本

格拉(Benguela)奴隶贸易的研究中强调，本格拉作为安哥拉及其周边地区与美洲奴隶贸易的中心，

它的历史与大西洋世界紧密联系，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并不仅仅是人口流失，它还改变

了非洲社会习俗与道德观念，推动奴隶劳动制在殖民城镇中心的扩张以及跨文化港口城镇的形成，

并且加剧了非洲内陆社会的碎片化。⑤

第二，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废除及其影响。以往研究较多关注经济因素和国家力量，强调英国

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终结方面的作用。然而，近年来一些研究者批评，以往有关大西洋奴隶贸易终结

09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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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通常关注的是欧洲因素，而非洲人只是作为废奴事业的消极接受者或者积极反对者。① 事实

上，当时的非洲状况对理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终结十分关键，例如罗奎那多·费雷拉(Ｒoquinaldo
Ferreira)强调 19 世纪 20 至 80 年代中非地区的社会动力在大西洋世界废除奴隶贸易的过程中起到

重要作用。②

第三，近年来相关研究还关注非洲奴隶反抗及其影响，这些研究强调非洲人针对欧洲奴役的反

抗，包括暴力和非暴力形式。以往有关非洲奴隶反抗的研究通常只是关注美洲的非洲奴隶反抗，尤

其是种植园奴隶反抗，然而非洲奴隶反抗也发生在“中段航程”的运奴船上。尽管只有 1 /10 的运奴

船发生过反抗，但是这导致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离开塞拉利昂、洛佩斯角(Cape
Lopez)以及塞内冈比亚(Senegambia，地理意义上的塞内冈比亚大致相当于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之

间)的运奴船更容易发生奴隶反抗。这一现象不能单纯归因于欧洲奴隶贩子的管理不善，而是与塞

内冈比亚和上几内亚所遭受的严重的社会和政治衰败密切相关。③

第四，近年来相关研究还深入剖析奴隶贸易的微观运作过程。随着奴隶贸易研究与社会史研究

的结合，家庭史、性别史视角下的大西洋奴隶制研究日益流行。近年来非洲史学家强调，大西洋奴隶

贸易之所以以非洲男性为主要对象，不仅是因为美洲对非洲男性奴隶的需求，同时也由于非洲本土

的历史进程。分析非洲人沦为奴隶的过程，离不开对非洲文化和政治经济框架的关注，这涉及非洲

本土的劳动力分工、奴隶制以及非洲社会的性别观念转变。④ 詹姆斯·斯威特强调大西洋奴隶贸易

中的非洲男性奴隶占大多数，尤其是在矿业和畜养牲畜领域甚至占到 90% 以上，严重影响到非洲人

口的再生产，因此大西洋奴隶贸易急剧改变了这些非洲奴隶的社会生活和性关系。⑤ 研究者还从史

料来源方面反思大西洋史研究中性别视角缺失的成因，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数据库中所记录的

36002 次奴隶贸易航程中，只有 3938 次记录有关于船上女奴隶的数量，几乎所有已知的“中段航程”
幸存者描述都是非洲男性奴隶留下的。⑥

保罗·洛夫乔伊和戴维·理查德森在有关比夫拉湾的案例研究中强调，比夫拉湾在 18 世纪初

还处在大西洋经济边缘，但是到 19 世纪中叶已经成为面向美洲的奴隶输出地以及大西洋经济中心

之一。比夫拉湾的这一转变与英国资本推动密切相关，英国资本通过接受当地债务人质 ( 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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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wnship)制度，从而为奴隶贸易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奴隶贸易发展。①

关于非洲社会赎卖被抓获奴隶的研究揭示出非洲社会围绕着奴隶制的激烈斗争，也反映出输出奴隶

的非洲社会围绕着奴役(enslavement)的合法性和道德性问题所展开的激烈争论。②

( 二) 非洲联系对美洲文明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交流》一书在非洲史学界引发热烈讨论，一些

非洲学家批评克罗斯比忽视了非洲人、非洲动植物以及非洲疾病在重塑大西洋生态与社会方面的角

色。③ 概括而言，非洲联系对美洲的影响体现在农牧业知识、疾病与医药、音乐文化、宗教习俗等诸多

方面。
第一，农牧业知识。以往通常认为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只是被迫提供劳动力，近年来非洲史研

究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强调非洲农业品种和农业技能对美洲农业发展的贡献。例如，水稻、珍珠粟

(pearl millet)、高粱、几内亚木薯(guinea yams)、豇豆(cowpeas)、树豆(pigeon peas)、秋葵和大蕉等农

作物是由非洲人从非洲引入美洲的。非洲人还将特定的非洲农业技能运用到北美洲的蔗糖、玉米、
小米和木薯生产过程中。④ 非洲史学家还研究沃洛夫(Wolof)、曼丁哥(Mandingo)和富拉尼(Fulani)
等群体对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牛畜养殖业的影响。⑤ 这方面较著名的是朱迪斯·卡尼 ( Judith
Carney)等人提出的“黑人水稻”(Black Ｒice) 理论。卡尼认为，在 18 世纪卡罗来纳和乔治亚南部低

地地区以水稻为基础的种植园体系建立过程中，来自上几内亚的黑人水稻种植技术至关重要。正是

黑人奴隶把包括水稻播种、耕作以及碾米在内的整套农业知识体系从非洲传播至美洲。水稻种植揭

示出非洲人在遭受奴役的同时，也改变了美洲当地的生产知识体系。卡尼还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美洲

其他地区，包括巴西的马拉尼昂(Maranhao)。⑥

戴维·埃尔蒂斯等人对“黑人水稻”理论提出质疑，强调塑造美国水稻种植体系的是欧洲人，而

不是非洲奴隶，尽管非洲奴隶将一定技术带到美洲，其中一些有助于水稻种植，但是“掌握着权力和

资本并且进行试验的欧洲种植者占居主导地位”。西非史学家沃尔特·霍索恩对“黑人水稻”理论

做出修正。他认为，在跨越大西洋的漫长交往与迁徙过程中，水稻生产与消费既有变化也有延续。
非洲人并未将一种毫无变化的水稻知识体系全面照搬至美洲，而气候和地理环境影响到水稻种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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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emory in the Age of Enslavement: Atlantic Passages to Suriname”，Slavery＆ Abolition，Vol. 26，No. 3，2005，pp. 325 －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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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区域以及方式，水稻种植技术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棕色的”(brown)。①

第二，疾病与医疗。很多研究表明非洲医药在早期大西洋社会中的重要性。除了上文提及的詹

姆斯·斯威特关注多明戈·阿尔瓦雷斯的经历之外，巴勃罗·戈麦斯关注非洲人在早期加勒比世界

的知识生产与医疗活动中的重要性。② 也有学者关注近代早期的葡萄牙人接受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

的非洲医学知识。③ 另外，在有关大西洋世界的生物交换的讨论中，以往较多关注欧洲白人将天花、
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等疾病带到美洲新大陆，并且导致美洲印第安人口锐减。著名史学家约

翰·麦克尼尔则强调，来自非洲的黄热病对美洲的政治进程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例如它有助于 17
世纪的西班牙人抵挡住英国对巴西东北部的入侵，并且影响到 19 世纪拉美殖民地的独立进程。④

第三，音乐。音乐是非洲对大西洋世界的重要贡献之一。西非人是美洲早期殖民时代耶稣传教

会(Jesuit Missions)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音乐极大影响到蓝调音乐的出现，塑造了美国南部班卓琴

(banjo)和桑巴音乐，并且影响到 20 世纪非洲流行音乐。也有一些研究关注乐器的历史，例如劳伦

特·杜波依斯(Laurent Dubois)对班卓琴与非洲乐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⑤ 近年来音乐史

研究者还关注巴西桑巴、巴萨诺瓦(Basa Nova)等音乐形式与非洲音乐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作为巴

西流行音乐核心的“艾克斯”(axe)，源于约鲁巴文化中有关自然界的“生命力”概念。⑥ 另外，很多研

究关注“重返”非洲的音乐对西非音乐风格和形式，尤其是非洲大众音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例如最

早“重返”非洲的乐器长凳鼓(gumbe drums)对赤道几内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比绍流行音乐产生深

刻影响。⑦ 古巴音乐也对 20 世纪 50 年代塞内加尔的穆巴拉克斯 (mbalax) 音乐和刚果的伦巴

( rumba)音乐产生深刻影响。⑧

第四，文化与宗教习俗。索顿认为沿海的西非和中非西部地区存在上几内亚、下几内亚以及中

非西部地区等文化区域，不同文化区域对美洲产生不同影响。对非洲人的文化活力的重新关注，再

加上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非洲奴隶构成变化的深入分析，推动非洲史学和美洲史学家强调非洲族群

和文化在美洲环境下的移植与存在。⑨ 宗教习俗充分体现出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影

响，尤其表现为巴西东北部的非洲裔宗教康多布雷(Candomble) 以及古巴的桑特利亚(Santeria)。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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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le Kananoja，“Bioprospecting and European Uses of African Natural Medicine in Early Modern Angola”，Portuguese Studies Ｒ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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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Vol. 35，No. 1，2002，pp. 83 － 101;“The Ｒe(Public) of Salsa: Afro-Cuban Music in Fin-de-Siècle Dakar”，Africa，Vol. 79，

No. 2，2009，pp. 186 －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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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Lorand Matory，Black Atlantic Ｒeligion: Tradition，Transnationalism and Matriarchy in the AfroBrazilian Candombl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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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约鲁巴文化认同产生根源的案例研究中，研究者认为约鲁巴文化和美洲的康多布雷文化的关

系与其说是“树干”与“树根”关系，不如说是彼此关联的“孪生兄弟”。① 南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联系，

更多的是非洲—美洲的双边关系，而不是欧洲—非洲—美洲的三角关系。非洲与美洲的联系尽管处

于欧洲帝国框架之内，却呈现出与北大西洋迥异的图景，正如巴西史学家罗奎那多·费雷拉所指出，

“巴西历史是安哥拉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之亦然”。②

( 三) 非洲裔美洲移民文化的起源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非洲研究开创者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强调非洲文化

在美洲的继续存在，而社会学家 E. 富兰克林·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 则认为“中段航程”和种

植园奴隶制导致全新的非洲裔美洲人或者黑人身份认同。这场赫斯科维茨—弗雷泽辩论提出了非

洲奴隶转变为非洲裔美洲人的身份认同问题。③ 正是在这场辩论的基础上，西德尼·明茨和理查

德·普利兹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克里奥化”(creolization)概念，强调应当关注非洲裔美洲文化的

变迁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其起源。④ “克里奥化”概念在此后 20 年里一直主导着关于非洲裔美洲

文化的解释，大量研究讨论奴隶制对非洲习俗传播的影响，强调重点是创造性和具体情境。⑤

到 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史学家对“克里奥化”概念提出挑战，批评它夸大了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文化多样性，也过高估计了大多数运奴船上的黑人奴隶的族群多样性，同时淡化了非洲奴隶在

美洲新大陆重构具有凝聚力的族群文化的可能性。非洲史学家认为，美洲史所讨论的“克里奥化”
实际上早在非洲大陆已经发生。⑥ 非洲史学家尝试将非洲纳入大西洋史之中，从而深化和拓展了

对克里奥化以及非洲裔美洲文化形成的理解。伊拉·柏林( Ira Berlin)在有关北美奴隶制的研究中

提出“大西洋克里奥”(Atlantic creole)概念，主要指最早的一批“契约奴隶”(Charter Generation)，他

们通过与大西洋文化的接触而形成一种混合的身份认同，这要早于抵达美洲之前，有别于后来的

“种植园奴隶”。⑦ 琳达·海伍德(Linda Heywood)和约翰·桑顿也认为刚果(Kongo) 和安哥拉的克

里奥人是 17 世纪上半叶英国和荷兰殖民地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基督教刚果王国和葡属殖民地安

哥拉长期存在的欧洲影响催生出克里奥文化，而这一文化被移植到美洲并为来自西非的奴隶所

效仿。⑧

近年来关于非洲裔美洲文化认同的讨论围绕着“族群”或者“民族”认同展开，例如安哥拉、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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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约鲁巴等。北美早期史研究围绕着伊博( Igbo) 身份认同问题存在巨大分歧。文森特·卡雷塔

(Vincint Carretta)甚至质疑奥兰达·阿奎亚诺(Olaudah Equiano) 这位 18 世纪大西洋世界著名历史

人物实际上并不是在伊博兰出生的，“可能是发明出来的非洲认同”。① 这里涉及变化的、多元的大

西洋世界中的非洲身份认同的稳定性问题。围绕着“克里奥化”抑或非洲“文化存留”的辩论，其核

心问题是如何描述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文化适应过程:一些学者认为大多数非洲人在抵达美洲时

唯一的共同点是遭受奴役，这一观点强调的是非洲人的创造性，关注非洲人创造全新的、富有活力的

非洲裔美洲文化，尽管遭受着残酷奴役。②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非洲和美洲之间更持久的联系，“非洲

文化并非侥幸存活下来，而是到达了美洲”。③ 他们强调非洲语言、宗教、音乐和审美观念的延续性，

例如迈克尔·戈麦斯(Michael Gomez)关注美国黑人奴隶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族群到种族的转变过程，

强调非洲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他们应对新世界的精神动力。④

非洲学家还强调，非洲人在大西洋世界并非自东向西地单向流动，非洲人在同欧洲和美洲的交

往过程中接触到全新观念与商品，同时也在适应大西洋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框架。非洲人

有些情况下甚至是作为水手、商贩、官员和士兵将观念和商品从美洲带回非洲大陆。⑤ 罗宾·劳

(Ｒobin Law)和克里斯汀·曼恩(Kristin Mann) 在描述巴西和非洲之间联系时使用“大西洋社会”
(Atlantic community)的概念，他们关注被从几内亚贩卖到巴西巴伊亚(Bahia)地区的非洲奴隶，以及

获释的非洲奴隶从巴西回到下几内亚部分地区，这两个群体都通过跨大西洋联系来界定自身的身份

认同，这些非洲奴隶珍视来自下几内亚的约鲁巴服饰，因为这来自他们或者父母的故土。而从巴西

返回非洲的获释奴隶也青睐于美洲服饰、家居风格以及宗教文化，从而创造出独特的巴西生活方式，

这对下几内亚政治、文化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⑥

( 四) 大西洋联系对非洲社会的影响

大西洋贸易导致非洲被纳入欧美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之中，造成非洲人口遭受严重损失。近年来

非洲史研究强调，这一跨大西洋联系不仅导致非洲人口的巨大损失，而且对非洲社会产生结构性影

响，这体现在社会组织形态、宗教习俗以及农作物种植等诸多方面。
首先，在大西洋贸易过程中，非洲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逐渐建立。例如罗宾·劳研究指出，黄金

海岸的欧洲人雇佣冈比亚和奴隶海岸的奴隶，而奴隶海岸的欧洲人也会雇佣来自黄金海岸的奴隶。
这样做主要是因为远离家乡的奴隶不容易逃跑。大西洋贸易中，欧洲奴隶贩子还会雇佣自由的非洲

人，例如在奴隶海岸，欧洲人发现当地人没有航海传统，因此雇佣黄金海岸的非洲人来驾驶独木舟，

这些撑独木舟的人很多在合同完成后留在了奴隶海岸。另外，1787 年英国建立弗里敦殖民地后，也

吸引了来自利比里亚的克鲁人大量前来充当水手。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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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hornton，Africa and Africans in the Making of the Atlantic World，p.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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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very＆Abolition，Vol. 31，No. 3，2010，pp. 395 － 409.
Ｒobin Law，Kristin Mann，“West Africa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the Slave Coast”，The William＆ Mary Quarterly，

Vol. 56，No. 2，1999，pp. 314 －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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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大西洋沿岸非洲社会经济的复杂影响。大西洋沿岸非洲不同地区、不
同群体被纳入大西洋贸易的程度是不均衡的。大西洋贸易对威达、拉各斯、卢安达和本格拉等城镇

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很多内陆地区的参与程度是较低的。尽管如此，内陆地区的市场也在

逐渐扩大，导致家庭经济集约化、生产专业化以及特定商品标准化。① 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经济影响，

不仅体现为贸易规模，而且表现为贸易性质以及对非洲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的影响。大西洋奴隶贸易

的主要商品不只是非洲当地统治精英所享用，而且在内陆市场上广泛使用。例如，贝币( cowries
shells)从印度洋打捞上岸后被带到非洲，成为奴隶海岸以及西非内陆地区的主要流通货币，推动了

非洲内陆地区的交换经济。而火器进口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非洲战争形态，使得获取或者控制沿海

贸易成为重要的军事目标。② 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得西非“奴隶边界”上的西非社会不仅得以存活下

去，而且持续繁荣，巴兰塔人(Balanta) 改变定居模式和庄稼种植技术以回应奴隶劫掠。③ 作为奴隶

贸易交换物的铁器，对于原本没有铁器的西非沿海森林地带的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使得当地森

林遭到大规模砍伐，并且推动以新大陆农作物种植为基础的农业变革。④

再次，大西洋奴隶贸易使得西非逐渐被纳入大西洋“共同体”之中。大西洋体系并不是非洲奴隶

被贩卖至美洲的单向流动，经过三个世纪的漫长交往，在西非沿海地区出现“欧化”人口，其中既包括

欧洲人和非洲人的后代，也包括已经接受了欧洲文化的非洲人，他们通常被称作“非洲—欧洲人”。
这些人不仅认同于欧洲文化，而且维持着跨大西洋的家庭和社会网络，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大西洋

“共同体”的一部分。⑤ 琳达·海伍德强调，在奴隶贸易时代中非地区的社会生活中，非洲人和葡萄

牙人的密切关系影响到当地的宗教生活和文化习俗，例如命名方式、音乐传统、饮食文化、服饰风格

和房屋构造。到 18 世纪，葡属安哥拉已经形成一种独特的“克里奥文化”，这不仅影响到当地非洲文

化与社会，而且安哥拉的葡萄牙移民及其文化也经历了非洲化过程，葡萄牙人很快适应了非洲文化

环境，而中非人则是有选择地将欧洲文化吸纳进入他们的文化之中。⑥

三、总体评价

( 一) 研究意义

第一，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纠正大西洋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这

些研究关注非洲人在整个的帝国结构之中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甚至在葡属非洲殖民地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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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大西洋”: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

较为严苛的帝国架构之下，非洲人仍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流动性。① 强调非洲人所创造的联系，这有

助于我们超越帝国框架来理解大西洋世界的形成，因此有助于将大西洋真正视作一个研究单元。②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强制迁徙流动的残酷现实，使得研究者容易忽视非洲人在构建和塑造大西洋联

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非洲因素在构建早期的全球联系方面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局限于美洲新大陆

的移民，而是与非洲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历史密不可分。因此，大西洋史研究需要把非洲视作其

中一部分，从而理解大西洋世界的复杂特征。③ 沃尔特·罗德尼在《欧洲如何导致非洲的不发达》中

强调欧洲殖民统治与剥削是非洲不发达的主要原因。这一观点不可避免地着重强调非洲人作为消

极受害者的身份。与之相反，非洲史学家让 － 法朗索瓦·巴亚特( Jean-Franois Bayart) 则认为，非洲

人长期控制着自身命运，甚至是在暴力征服情况下也是如此。例如，非洲精英与欧洲人在商业贸易

和殖民统治方面实现合作，因为这能够为他们带来财富与权力。④

第二，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非洲史的内涵与外延。非洲

史并不只是非洲大陆的历史，同时应当是非洲大陆内外的非洲人的历史。通过研究非洲在大西洋史

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非洲史和非洲移民史之间的紧密联系。例如，研究者借助

于美洲国家收藏的档案数据来分析 19 世纪贝宁北部朱古(Djougou) 地区的历史，西非社会中的性别

比例以及贝宁湾的奴隶出口的族群分布等问题。⑤ 事实上，近年来非洲史学家开始关注不同条件下

的跨文化交流与联系，不仅是跨大西洋的，而且还包括印度洋的，以及非洲内部的，从而发掘出更多

的流动性与文化变革的案例，这些研究不再将非洲视作孤立的大陆，而是现代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⑥ 一些非洲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批评“前殖民”概念过分夸大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历史影响，他们提

出“中世纪非洲”(Medieval Africa)概念，强调公元 1000 年至 1800 年的非洲并非欧洲殖民者所描述

的“孤立的”、“黑暗的”大陆，非洲不同地区与大西洋、印度洋以及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关

注非洲的大西洋联系，驳斥了所谓的非洲人与欧美地区的联系只是作为奴隶劳动力来源的论调。这

些研究揭示出跨大西洋贸易和迁徙对大西洋世界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形态都产生深刻影响，而非洲

大陆以及其他地区的非洲人在塑造这一变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⑦

第三，关注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我们从更长的时段来理解非洲大陆的历史

变迁。⑧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殖民档案的开放，重新解读殖民时期历史成为非洲史研究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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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而前殖民时代历史研究逐渐被边缘化。这种对殖民时代以来非洲历史的过分关注，导致关于前

殖民时代非洲历史的简单化认知，并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前殖民时代与殖民时代之间的历史联系。
非洲史学家理查德·里德(Ｒichard Ｒeid)将这一倾向概括为“唯今主义”，认为这将导致研究者所关

注的历史时段被严重缩短。① 研究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打破“殖民时代之前”、
“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的时段划分，从而更深入地理解非洲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断裂性。而

且，把 19 世纪末殖民统治确立作为非洲史的分水岭，导致葡属非洲殖民地历史研究遭到忽视。②

( 二) 存在的问题

第一，关注非洲在跨大西洋历史交往过程中的地位与角色，其基本前提是充分认识大西洋奴隶

制的残暴恐怖。研究非洲在大西洋联系建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等于抛弃帝国研究框架，更

不是否认非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残酷性。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转向很容易忽视权力政治和暴力，

然而，跨大西洋的文化混合以及族群的起源并非平等的民族之间的对等交换，集体身份认同正是在

这些权力等级中出现的，这是大西洋史研究不能回避的历史主题。③

第二，我们在关注大西洋沿岸非洲与美洲之间联系的同时，不能将大西洋视作一个封闭单元，我

们同时必须关注非洲不同地区之间以及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很多研究者主张进行非

洲奴隶制与奴隶贸易的比较研究，将大西洋奴隶贸易与非洲奴隶制、跨撒哈拉沙漠的地中海奴隶制

以及面向阿拉伯半岛的奴隶贸易进行综合比较研究。④

第三，尽管近年来的大西洋史研究已经大体厘清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规模，但是当时非洲社会

的相关记载与数据的严重缺失，极大地影响到我们评估大西洋贸易对非洲当地历史发展的影响。而

且，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通常关注特定的非洲地区，往往以

某个港口或者地区作为研究中心，而比较研究相对较少。
总而言之，近年来国外学界有关非洲在大西洋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研究强调非洲社会在跨大西

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联系中的历史能动性，极大地修正了大西洋史研究中存在的“欧美中心论”。
这些研究着重分析非洲社会所塑造的跨大西洋联系，有助于我们跳出帝国的框架来理解大西洋历史

和非洲历史，使得我们注意到以往被忽视或者被边缘化的历史，从而有助于深入认识非洲在世界历

史进程中的贡献。

( 作者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副研究员; 邮编: 321004)
( 责任编辑: 董欣洁)

( 责任校对: 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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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ＲY OF AＲTICLES

historiography is comparable to Ｒ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for historians during both periods shared similar
conception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As Ｒenaissance historiography is the origin
of modern Western historiography，its counterpart Song historiography pioneers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Song China predates Ｒenaissance Europe，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ong is
the pre-modern stage when many modern tendencies had already unfolded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rior to
the contact with the West.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ograph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Kinsei in Japanese Historiography / / Yu Le

As a historical term，kinsei appeared in the Edo period in Japan，which originally referred to the recent
era by people of the time. After the Meiji Ｒestoration，kinsei was used to refer to the Edo period，while its
connotation was classified as a stage of the medieval era opposite to the“modernized”Meiji period. After
World War Two，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research，kinsei was regarded as an independent period
apart from the medieval era. Later with the rise of area studies and modernization theory，the connection
between kinsei and the modern era was emphasized，and kinsei was again accepted as a recent era. The
conception of Kinsei has changed，becoming independent and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its origin.

New Materials，New Methods，and New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Harry J. Benda Book Prize / / Shi Xueqin，Wang Han

The Harry J. Benda Prize is a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prize grant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to recognize outstanding works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including books that repres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ircles. The Benda Book Prize covers works in the fields such as the colonialist history，social
history，cultural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and it continues to expand to religious history，women's history，
and other specific historical genres.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important shifts in the research paradigms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fter World War Ⅱ，and they also stress the indigenous and autonomous nature as
well as the agency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new historical materials，
methods，and perspectives. In short，Benda Prize works have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contemporar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ical studies，and scholars
in China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scholarly value.

“The Black Atlantic”: A Survey of Ｒecent Studies on the Ｒole of Africa in Atlantic History / /
Li Pengtao

Atlantic historical studies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transatlantic connections between Europe，
America，and Afric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Since the 1990s，African
historians and American historians have criticized the Eurocentric tendency in Atlantic studies，and they
have promoted the notion of“the Black Atlantic”. While stressing the exploitation and violence that
African society had experienced，these historian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significance of African socie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tlantic world. These researchers examine the role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the impact of the Atlantic Connections on African society，the origin of African diaspora
culture，and African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civilization. They stress trans-colonial or transnational
dynamics. This research trend has not only corrected the weakness in research methods of Atlantic studies，
but also widened research scope of African studies and facilitates our understanding of Africa's and the
African continent's contribution to world history.

On the Ｒ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 /
Qiao Zhizhong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belong to the same secondary subcategory
in the discipline structure. This categorization indicates the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we should
first overcome a theoretical challenge， which is how to distinguish “historical theory”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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