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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如何理解非洲人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研究非洲史最基础的问题。肯尼亚

学者马兹鲁伊提出了非洲“三重遗产”的观点，认为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重文化

下不断融合形成的，这三者之间既有竞争性，也有互补性。马兹鲁伊的这一思想具有批判

意义，他以伊斯兰文化作为切入点阐述非洲所具有的三重身份。随后，该思想在非洲学界

引起争议。这种争议的背后是在以非洲为核心的世界观下，非洲中心主义者与多元文化主

义者的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伊斯兰文化是否属于非洲范畴和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

这场论战所折射出的问题不仅体现出非洲人对待非洲文化态度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反映出

部分非洲学者回避非洲存在多元文化的事实。对中国学者来说，客观且扬弃地看待“三重

遗产”思想，对于如何理解“非洲”这一多元文化集合的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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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对于非洲史学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且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对非洲民族主义史

学家，以及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历史学派、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历史学派、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历史

学派三大民族主义史学学派的研究。① 这些研究的重点突出了非洲民族主义史学家对殖民主义历史

学派的去殖民化，主张以非洲内部视角审视非洲历史。② 因此，非洲史学研究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

是: 什么是非洲。非洲是一个地理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欧洲人定义下的概念”③。研究这一问题的

先驱是爱德华·布莱登，他认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于塑造非洲文化有巨大的影响。④ 恩克鲁玛则进

一步阐述了三者之间的联系，认为非洲哲学思想方面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融合三种截然不同的思

想。⑤ 肯尼亚政治学家阿里·马兹鲁伊( Ali A. Mazrui) 在上述两位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其在非

洲研究领域的核心思想———“三重遗产”( triple heritage) 思想。本文在阐释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

想内涵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其在非洲学界引起的争论，通过解释“什么是非洲”使我们得以更加辩证

地看待马兹鲁伊的思想及其影响。

国内学界对于马兹鲁伊的认识仅停留于他曾参与编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洲通史: 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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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非洲》一书。在该书中，马兹鲁伊谈到非洲 1935 年以来的政治抵抗策略以及文学发展与“三

重遗产”之间的密切关系。① 国内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尚未开启，实际上，马兹鲁伊被爱德华·萨义

德认为是“研究非洲历史、政治和哲学领域无法被忽视的学者之一”②，同样也是前联合国秘书长安

南心中“非洲给世界的礼物”③。马兹鲁伊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思想家，在长达四十多年的学

术生涯中，贡献了三十多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及评论文章。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批判性思维让

他“有一种不断与他人交流并解决方法的冲动”④，更使得他“一贯站在权利和正义的一边，而不是追

求秩序与稳定”⑤。作为后殖民时代非洲学者中的学术巨擘，关于马兹鲁伊的思想研究在国外有不

少专门著述。⑥

马兹鲁伊 1933 年出生于肯尼亚蒙巴萨望族马兹鲁伊家族，在肯尼亚有着显赫的地位。1963 年，

他曾在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任职，后因乌干达政局问题 1973 年举家迁往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

宾汉姆顿大学任教，并曾当选为美国非洲研究协会主席。马兹鲁伊是非洲、非裔美国人和全球化研

究机构的建设者。作为学者和学术领袖，他对推动非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马兹鲁伊于 1995 年获美国非洲研究协会非洲杰出学者奖，2000 年获英国穆斯林社科协会终身学术

成就奖，2010 年被肯尼亚授为 50 年来十大杰出学者。研究马兹鲁伊思想，不仅有助于探寻非洲史学

界存在争论的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含义，而且对中国学者在研究非洲史学乃至理解非洲文化方面都

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的内涵

1986 年，马兹鲁伊与英国广播公司、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和尼日利亚电视台合作，共同制作了

一部历史纪录片《非洲人: 三重遗产》( The Africans: A Triple Heritage) 。随后，他通过自己的同名著

作进一步阐释了他对“三重遗产”的定义，即“非洲是在本土、伊斯兰和西方三重文化下不断融合形

成的，三者同时具有竞争力和互补性。”⑦该定义所蕴含的逻辑本质，是马兹鲁伊反对任何试图使非

洲简单化和同质化的常见观念，坚持非洲大陆的多样性、复杂性及非洲历史和社会的矛盾性。“三重

遗产”思想主要包含以下三层内涵。

第一，“三重遗产”思想凸显了马兹鲁伊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尖锐批评。首先，马兹鲁伊认为非洲

边界与概念是欧洲人在地理霸权乃至绘图霸权定义下的产物。他指出: “非洲目前的边界不仅是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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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而且是欧洲地理学家在前欧洲统治时代人为构想的。”①在当时的地图编绘体系下，非洲处在

次级地位，地理面积被直观削减。其次，他认为造成非洲人身份认同的矛盾性来源于欧洲。他在论

述中说道，“欧洲给非洲的遗产既不是基督教，也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非洲的身份。”②这种身份的矛

盾在于非洲人在定义自身身份时更关注族裔而非国家与阶级。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在非洲，每当民

族与阶级在力量上产生对抗时，民族力量无一例外地取得了胜利。”③再次，他认为非洲落后的根源

在于人才培养机制，从一开始非洲就缺乏对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他认为，“西方鼓励非洲放弃其传

统智慧，而没有帮助非洲获得专业化的科学知识。”④西方鼓励向非洲输出人文思想。例如，西非地

区的桑戈尔、恩克鲁玛和东非地区的尼雷尔等领导人，是经过西方教育培育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但

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很少有非洲人被培育成为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才，这也是在非洲独立后仍延续

殖民时期教育存在的问题。最后，他认为非洲国家和民主普遍性脆弱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殖民主义。

基督教与殖民主义制度为非洲带来了文化上的洗礼，但并非民主制度的构建。在非洲，基督教文化

的传播使得非洲人“即使不愿意自相伤害，也不愿意抵抗殖民主义的存在”⑤。这使得非洲的尚武传

统走向没落，进而使非洲在独立之后，后殖民时代的领导人依赖专制统治，“专制是为了掩盖不够权

威的事实……为后殖民时代的非洲留下了新的暴力传统。”⑥

第二，“三重遗产”思想强调了非洲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联系。首先，马兹鲁伊认为伊斯兰文化

与非洲的联系十分紧密。他指出:“阿拉伯语在非洲的使用者要多于阿拉伯半岛的使用者……伊斯

兰教基本上是一种亚非宗教，因为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国家要么在非洲，要么在亚洲。”⑦因此，虽然非

洲传统宗教地区更青睐于基督教，但在西方国家采取间接统治之前，已经伊斯兰化的地区则更倾向

于伊斯兰教。⑧ 就伊斯兰文化在非洲的传播方式而言，在伊斯兰教传教机构宣传的基础上，北非传播

的方式并非完全依靠征服欲扩张，反而是通过移民与定居的形式完成，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是

通过贸易的手段与迁徙的方式传播伊斯兰文化。�10 正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在非洲传播的方式，伊斯兰

教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的殖民政策，“间接统治政策部分源于伊斯兰教的联姻”�11。马兹鲁伊以塞内加

尔为例，强调该国的伊斯兰教“超越了王权、军政、宗教三条束缚”�12，这使其成为非洲最具多元性的

多党制国家之一。

其次，马兹鲁伊认为伊斯兰文化对于非洲的影响不仅在政治制度和法律领域，还涉及政治思想

和政治词汇。他以斯瓦希里语中存在的派生词为例，认为“斯瓦希里语中的国王( mfalme) 一词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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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图语，而总统( raisi) 一词是由阿拉伯语派生而来。”①同时，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在采取非洲社会主

义时所使用的乌贾马( Ujamaa) 一词在马兹鲁伊看来则是“三重遗产”的集中体现。马兹鲁伊认为，

这个词本身是阿拉伯语派生的，它指的是土著民族团结或大家庭团结的现象，尼雷尔的意图是找到

一个与欧洲社会主义概念相当的非洲用词，从文化角度而言，“尼雷尔比恩克鲁玛在非洲社会主义方

面更具有独创性，在语言方面也更具创新性。”②

最后，马兹鲁伊认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需要团结对抗西方的技术优势。他认为非洲人和阿拉

伯人需要探索两种形式的团结，“一是与西方谈判和对抗的战略团结，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结合在一

起的团结。”③在马兹鲁伊的理论中，第三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开发自己的杠杆和影响力领域，如

生产者力量、消费者力量、债务人力量④和新兴的技能力量。

第三，在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当中，非洲大陆上的文化与历史和文明具有同等重要性。
“三重遗产”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通过文化，尤其是通过语言解读非洲历史与文明。马兹鲁伊探讨的

非洲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概念，它需要通过文化、语言和文明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统一。

马兹鲁伊认为，非洲的殖民状态并未随着独立而完全改变，殖民者对于殖民地控制方式的核心是

语言政策，以此“向被殖民者灌输支持殖民地现状的意识”⑤。他以东非的斯瓦希里语为例，认为英

国在东非殖民时期的语言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穆斯林之间的社会交往，并

通过语言作为交流媒介，逐渐建立了一种超越自身语言的综合文化”⑥。对于绝大多数在肯尼亚与

坦噶尼喀的当地人而言，斯瓦希里语成为一种安全地表达民族团结的工具。但对于希望得到优质

生活的当地人而言，“有朝一日见到孩子能写信、计算和讲 英 语，那 将 是 她 当 妈 妈 的 最 大 的 荣

誉。”⑦这导致说斯瓦希里语的非洲人与讲英语的非洲人在交流与用语之间出现了脱节。然而独

立之后，很多非洲国家“并未像亚洲国家一样有着强烈的语言民族主义意识”⑧，独立之后的非洲

人仍然努力地学习西方语言。这其中最先关注到语言问题的尼雷尔，甚至“亲自将莎士比亚的作

品采用英语无韵诗的方式翻译成斯瓦希里语以充实三重遗产”⑨，这充分体现出“三重遗产”作用

下的后殖民时期非洲在身份认同与语言当中的复杂性。可以说，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试

图采用一种文化的范式，构建一个权力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框架，以用于审视非洲民族国家的身份

和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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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马兹鲁伊的非洲“三重遗产”思想不仅表现出非洲是本土文化、伊斯兰与西方共同作

用下的产物，同时表现出在对待非洲历史问题时，必须对其区域性文化进行深入分析。对于马兹鲁

伊而言，其思想同时具备非洲本土思想、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三重性”特点。该思想既来自他

自身的生活背景，也来自他对非洲思想家的继承及对西方思想的批判，更多地来自他与非洲民族主

义学者之间的辩论和他对自身的反思。

二、“三重遗产”思想的来源与演变

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反映出他思想的来源具有“三重性”，这种三重性实际上是马兹鲁伊思想在

不断反思与创新中形成的。具体而言，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的形成有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首先，他的思想起源于年少时的家庭背景。马兹鲁伊的家庭是受斯瓦希里文化影响较深的设拉

子人家庭，他谈道，“我的父亲是东非两三位主要的伊斯兰法专家之一。他对伊斯兰法学相当感兴

趣，当我站在一旁给客人端咖啡或送盘子吃午饭时，大人之间的谈话背景往往是关于法理学或神学

问题的讨论。”①因此，马兹鲁伊年少时就可以流利阅读阿拉伯语书籍，讲斯瓦希里语。马兹鲁伊说

道，“我每隔 24 小时就会穿越这三种文明……我在学校里被西方化，在家里和清真寺里被伊斯兰

化，在家里和街上被非洲化。我自己就是一个三重遗产的产物。”②这样的家境经历让马兹鲁伊更

愿意以多元化的视角去思考问题。但真正让马兹鲁伊对非洲身份问题进行思考的是他年少时产

生的一个困惑，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并在文化的某些

方面变得非常非洲化，而另一方面桑给巴尔的非洲人也以斯瓦希里语为母语，也接受伊斯兰教为

宗教信仰，他们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与阿拉伯人很接近，但桑给巴尔的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仍然认

为自己属于不同的群体”③。这种对非洲人身份的质疑使他开始关注“非洲”这一概念所蕴含的

问题。

其次，他的思想成型于求学时期的经历与反思。1960 年，马兹鲁伊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并

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61 年，他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随后重返英国，并于 1966

年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可以说，马兹鲁伊的教育经历基本上是在西方学校中完成。然而，西

方的教育经历让马兹鲁伊觉得，“自己因为接受这种殖民教育而产生了窘迫的情绪”④。非洲在独立

前的非殖民化进程并不包括教育的非殖民化，因而对于殖民者而言，他们更希望培养与维持一支在

后殖民时代以殖民国家为主导的非洲骨干队伍，将西式的语言教育和哲学思想改造作为培养非洲精

英文化圈的手段。换言之，马兹鲁伊意识到自己留学西方接受教育的处境，受西方教育影响所形成

的片面观点和立场是非洲精英阶层及留学者的通病。因此，在西方的留学经历让马兹鲁伊有机会接

触更多西方思想，同时也让他对西方的教育系统与文化霸权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则决定了他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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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 Mazrui，“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 25，no. 1 － 2( 1973) ，p. 102.
Michael O. West，“Kwame Nkrumah and Ali Mazrui: An Analysis of the 1967 Transition Debate，”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8，no. 6( 2015) ，p. 134.
Ali A. Mazrui，“The Making of an African Political Scientist，”p. 109.
转引自 Horace G. Campbell，“Ali Mazrui: Transformative Education and Ｒeparative Justice，”in Kimani Njogu and Seifudein Ade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ulture and Globalization: The Intellectual Legacy of Ali Mazrui，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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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思考。马兹鲁伊曾提及，自己的“三重遗产”思想首先是来源于爱德华·布莱登的著作《基督

教、伊斯兰教和黑人种族》。① 这更可以说明，马兹鲁伊的求学经历并非是对西方教育体系与知识的

全盘接受，而是以批判性思维来解读非洲问题的起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在与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争论中逐渐完

善。马兹鲁伊认为，非洲未来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除了与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发展有关外，还与历史

和思想背景有关。② 从牛津大学毕业的马兹鲁伊与当时所有的非洲学者一样，在非洲史学领域捍

卫这个备受诋毁的大陆。自马兹鲁伊开始进行写作，他便一直在探寻非洲人的身份问题。马兹鲁

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主要就非洲背景下的文化和集体身份形成的概念进行探讨，他将这种身份阐

述成殖民统治和非洲统治的双重压迫而产生的复杂产物，这种身份的构建漫长且未间断。③ 实际

上，这与伊巴丹历史学派阿贾伊认为的“殖民主义只是非洲历史的一个插曲”④产生了分歧。随后，

马兹鲁伊进一步对非洲民族主义领袖进行批判。他称尼雷尔为“整个非洲讲英语的领导人中最

具独创性的思想家”⑤，称恩克鲁玛已经知晓非洲“巴尔干化”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政治团结，所

以其“大陆统一思想是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延伸”⑥。但是，马兹鲁伊认为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背

叛它的职能和与现实保持联系的责任”⑦，没有为学校内其他思想派别发展留有余地。同时，他将

恩克鲁玛的下台视为“历史的悲剧，而不是矛盾的悲剧”⑧。绝大多数独立后非洲领导人的心理

就像叔本华曾经分析的那样，“出身贫寒反而更加讲究奢侈与挥霍”⑨。马兹鲁伊认为，恩克鲁玛

虽然将钱更多地投入公共项目当中，但他的失败则在于使国家出现身份认同的矛盾，一方面“陶

醉于古代的荣耀”�10，另一方面又想追求国家的现代化。正是上述对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的批判

和对民族主义领导人的看法，触及了非洲民族主义学派权威性的底线，因此，马兹鲁伊遭到达累

斯萨拉姆历史学派的强烈抨击，同时也让一些泛非主义者将马兹鲁伊冠以“帝国主义特工”�11的

名号。

马兹鲁伊与非洲民族主义学派的激烈争论，尤其表现在 1970 年他与达累斯萨拉姆大学知名学

者沃尔特·罗德尼( Walter Ｒodney) 的辩论中。罗德尼和马兹鲁伊之间的争论是非洲学术界两位泰斗

的辩论。在辩论会上，马兹鲁伊通过追溯非洲书写体的发展，指出殖民主义一方面压迫和剥削非洲

人，但另一方面也为非洲带来诸如教育和书面文字这样的好东西，这些东西被积极地用于民族解放。

罗德尼则直截了当地回答道:“马兹鲁伊教授认为殖民主义是好的。但殖民主义只有一种方式: 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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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 Mazrui，“Black Orientalism? Further Ｒeflections on‘Wonders of the African World’，”The Black Scholar，vol. 30，no. 1
( 2000) ，p. 16.
Ali A. Mazrui，African Though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 xi.
Ali A. Mazrui，“On the Concept of‘We Are All African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vol. 57，no. 1( 1963) ，p. 90.
石海龙、张忠祥:《阿德·阿贾伊与非洲史研究》，《史学集刊》2020 年第 3 期，第 100 页。
Ali A. Mazrui，“Tanzaphilia，”Transition，no. 31( 1967) ，p. 23
Ali A. Mazrui，“Nkrumah: The Leninist Czar，”Transition，no. 75 /76，The Anniversary Issue: Selections from Transition，1961 － 1976，

1997，p. 117.
Ali A. Mazrui，“Nkrumah: The Leninist Czar，”p. 26.
Ali A. Mazrui，“Nkrumah: The Leninist Czar，”p. 106.
叔本华著，韦启昌译:《人生的智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45 页。
Ali A. Mazrui，“Nkrumah: The Leninist Czar，”p. 122.
Peter Anyang’Noyong’o，“Appreciating Ali Mazrui，”https: / /www. pambazuka. org /governance /appreciating － ali － mazrui，2020
年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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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剥削。”①辩论会之后，马兹鲁伊开始反思他与非洲民族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并批判性地接受了

民族主义学派的部分认识，将其内化成自己思想的一部分。事实上，“三重遗产”思想的理论核心借

鉴与汲取了恩克鲁玛的哲学思想以及罗德尼关于“非洲为何不发达”的论点。
1972 年，马兹鲁伊从伊迪·阿明( Idi Amin) 暴政下的乌干达移居美国，他的学术研究逐级转变为

以文化为主要视角。例如，面对指责萨米尔·阿明依附论的亲西方学者，马兹鲁伊从文化依附的角度

指出，“如果非洲需要非殖民化……最有野心的战略是非洲应该试图反渗透西方文明。”②1976 年，马

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已初见雏形，他使用“折中主义”( eclecticism) 一词表示，“非洲要在自己的

价值观中找到一个方向……那么容忍多样性的自由规则是必不可少的。”③在对这个术语的解释中，

马兹鲁伊认为现有的泛非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也深受非洲民族主义的束缚。他提倡要区分撒哈拉以

南泛非主义和跨撒哈拉泛非主义，前者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内黑人的团结，后者不仅包括撒

哈拉以南非洲人，而且包括该大陆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跨大西洋泛非主义，即非洲大陆人民与加勒

比和美洲大陆散居黑人之间的团结。④ 这种团结实则突破了泛非主义团结当中族裔性和地域性的

束缚。

马兹鲁伊与非洲民族主义学者的争论，折射出他在自身家庭影响下的“多元化”思想与非洲“民

族主义”的矛盾，而“折中主义”的思想则是他通过对泛非主义的概念性延伸，为自己探寻的理论突

破口。可以看出，“三重遗产”思想的形成是马兹鲁伊继续深化理论思考的产物。相较于爱德华·布

莱登和恩克鲁玛分别从基督教和非洲本土环境对非洲这一概念进行诠释，马兹鲁伊是唯一以伊斯兰

文化作为切入点着手研究“三重遗产”思想的思想家。三位思想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伊斯兰文化

视为非洲的盟友，⑤但马兹鲁伊则以伊斯兰文化作为主要研究视角，这种研究方式在非洲学界引发了

争论。

三、“三重遗产”思想在非洲学界引发的争论

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在非洲学界得到了诸多赞誉，但与此同时争议也纷至沓来，非洲史

学界的部分学者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尖锐批判。西方学界也对“三重遗产”中具有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的思想进行了驳斥，认为“三重遗产”思想把“非洲所有的道德、经济和技术问题都归咎于西方”⑥。

本文主要聚焦于非洲学者对于“三重遗产”思想的争论，双方争辩的实质是以非洲为核心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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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详情可参见当时辩论会的主持人肯尼亚政治学家尼杨戈( Peter Anyang’Noyong’o) 的文章( Peter Anyang’Noyo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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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 Mazrui，“The African University as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Problems of Penetration and Dependency，”Har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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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 Mazrui，“Eclecticism as an Ideological Alternative: An African Perspective，”Alternatives，vol. 1，issue. 4( 1976) ，p. 485.
Ali A. Mazrui，“Africa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Nationhood: A Political Survey，”Journal of Black Studies，vol. 13，no. 1 ( 198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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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Scott Thompson，Ghana’s Foreign Policy，1957 － 1966: Diplomacy Ideology，and the New Stat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9，

p. 49。
Irvin Molotsky，“U. S. Aide Assaults TV Series on Africa，”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5，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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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非洲中心主义”( Afrocentricity) ①与“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②的论战。双方对非洲的

概念认知有着本质上的偏差，其争辩的问题可以归为以下两点。

第一，双方争辩的重点在于伊斯兰文化是否属于非洲文化范畴。关于这一方面的探讨又分为两

个方面，一是双方在对待古埃及文明的立场上的认知方向不同，二是双方对于广义非洲文化范畴下

非洲本土语言中的非洲性认识不同。

在古埃及文明问题上，非洲中心主义者将古代埃及视为黑人文明的起源，他们强调黑人不仅在

塑造自己的历史方面，而且在塑造整个世界的历史当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非洲中心主义者

而言，其对于非洲古文明的定义与论述，归根结底是为了恢复黑人对于非洲文明的自豪感与信心。③

马兹鲁伊则强调古埃及文明是非洲文明而非黑人文明，他认为，非洲中心主义者将古埃及作为非洲

黑人文明的象征，随后以现代埃及属于阿拉伯人国家为由不再将其视为非洲文明的延续，这实际上

是一种以肤色与种族为核心的论调。因为在马兹鲁伊看来，“阿拉伯人是混血而成，作为一个种族而

言，其并不具备肤色上的特征。”④因此他指出，“坚持认为古埃及人必须是黑人才能成为非洲人，是

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谬论。”⑤他认为，埃及自古至今都是属于非洲的文明。非洲中心主义者将古埃

及文明与肤色相结合，而对于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所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而言，非洲中心主义将自

身禁锢于黑人特定种族之上，是对于当下非洲概念的否定。

马兹鲁伊在“三重遗产”中将伊斯兰文化视为非洲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样遭到了非洲学者的质

疑。肯尼亚历史学家奥戈特( Bethwell A. Ogot) 将马兹鲁伊视为“阿拉伯奴隶贸易的辩解者”⑥，南非

学者快思( Kwesi Prah) 表示，“从历史上看，非洲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已被印刻在统治与被统治之

间……直到今天，在非洲与阿拉伯边境地区，阿拉伯人都在奴役非洲人。”⑦这场争辩的焦点则来自

尼日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对马兹鲁伊的批评。他进一步认为，马兹鲁伊的思想为了突出

伊斯兰因素的作用，削弱了非洲传统宗教和文化的主要贡献。索因卡讽刺马兹鲁伊“三重遗产”的概

念，认为这不过是一种“诡辩下的三重比喻”。索因卡强调，马兹鲁伊诋毁非洲传统，而颂扬和夸大伊

斯兰文化和基督教的积极作用。随后他讽刺地指出，马兹鲁伊不仅在文化上是阿拉伯化的，而且最

重要的是，“他是通过血缘与部分语言认同阿拉伯……他的文化根基也是由阿拉伯文化延伸。”换言

之，索因卡不仅否定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同时还进一步否定了马兹鲁伊本人对于非洲人的

身份认同，认为其只不过是“一个受过阿拉伯文化熏陶的人提出的结论”。⑧ 针对索因卡的质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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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鲁伊回应道: “什么是‘被异化的非洲人’? 一个非洲作家不被‘异化’就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吗? ……非洲的价值观不仅受到外来宗教的扭曲，也受到外来语言的扭曲。如果索因卡认为对非洲

真实性的最大威胁是被移植的宗教，他最好再想想。对非洲文化更大的威胁实则是外来语言。”①马

兹鲁伊的回复实则引申到双方争辩的第二个问题，非洲语言当中的非洲性所蕴含的意义。
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使用非洲的语言来取代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欧洲语言，对于重新解

放“被殖民国家语言束缚统治下的精神世界”②具有积极意义。对于现在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而言，

国家行政语言是殖民时期留下的欧洲语言，仅有少数非洲国家在行政语言上采用欧洲语言与当地

语言并存，于是产生“非洲英语国家”和“非洲法语国家”③这样的术语。该术语实则在描述这些国

家人民在生活中对于英语或法语的依赖程度。在一些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英语这样的殖民宗主

国语言，因为其语言描述的客体与意象之间呈现二分化，使得所需要体现的非洲特质与所描述的

现象呈现一种矛盾，最终只会强化欧洲中心主义。④ 因此，非洲中心主义者阿桑特提出，“从种族主

义语言的束缚中解放……并最终拥有自己的语言”⑤，是探寻与建立以非洲为中心学术体系与团结

精神的第一要务。对于非洲中心主义者而言，最具国际化影响力的斯瓦希里语成为构建非洲人的

一座象征性的桥梁，而由非裔美国人提出的宽扎节( kwanzaa) 则成为这一象征意义的代表。但对于

斯瓦希里语非洲性的认识，实则反映出双方在观念上的第二个矛盾点。在马兹鲁伊看来，他认同

斯瓦希里语在非洲的地位，但他同时表示，阿尼( Marimba Ani) 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时提出的三个非

洲中心主义核心概念采用的均是斯瓦希里语，但这三个概念“本质”( asili) 、“意识”( fahamu) 和“精

神”( roho) 都来源于斯瓦希里语的阿拉伯借词，这充分体现出斯瓦希里语非洲性所展现出的内涵

“既是非洲本土遗产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伊斯兰教遗产的一部分”⑥。在马兹鲁伊看来，斯瓦希里语

所展现的非洲性使得那些希望使用斯瓦希里语，又排斥其语言中伊斯兰文化的学者，产生了概念

上的矛盾。
第二，双方为抵抗西方中心主义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上述对于“非洲”一词的解读差别，展现出

的是一种世界观上对待非洲问题的不同态度。对于非洲中心主义者而言，正因为非洲长时间以来在

国际学术视野下被漠视，他们力求打破这一不平衡的学术现状，从而试图以非洲中心主义取代欧洲

中心主义。从目的性而言，非洲中心主义追求的方向是“向非洲人说明他们的大陆并不总是在科学

技术方面落后，非洲通过自身努力仍有希望再次成为各种文明协作的驱动力”⑦，这是非洲研究者应

当抱有的态度，即将非洲为中心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将非洲重新纳入世界历史的核心舞台。
与此同时，非洲中心主义在面对西方的挑战时则是突出非洲本土文化，寄希望于以单一文化来应对

当下的西方霸权。
“三重遗产”的概念与之截然不同，马兹鲁伊所倡导的非洲多元文化融合的概念，实则是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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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现今日的非洲，需要的不止是一种文化; 要赋予人类现实意义，需要的不止是一种文明。”①马

兹鲁伊的设想早在 1963 年 5 月非洲统一组织成立时，就已由非洲国家领导人提出，即需要超越种族

与民族的差异，探寻一种加强彼此间兄弟情谊和团结的联系，而实现这种联系所需要的是非洲整体

的合作。② 在马兹鲁伊看来，非洲中心主义者希望借助非洲传统的力量以抵抗西方是一种非洲浪漫

主义思想，它倾向于“把殖民前传统的非洲描绘成伊甸园”，这种观点产生的本身就是西方文化在非

洲的烙印，使得“人们甚至愿意相信殖民主义诞生之前人类没有恶念”③。因此，这一非洲浪漫主义

思想实则是一种渴望旧时代善念的表现，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在非洲传统观念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

观念之间找到平衡点。但是，这种为抵御西方文化冲击而强调殖民主义到来之前非洲有着自己复杂

的文明与精巧的技术，在刚果( 金) 哲学家穆迪姆贝( V. Y. Mudimbe) 看来是一种傲慢，他认为，非洲

中心主义者的研究策略是通过二元对立来完成的，从而无法解释非洲存在的文化边缘等问题。④

由此可见，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中所采取对抗西方的方式并非降低非洲传统文化的地

位，而是在面对西方文化霸权时的一种思考，即“什么是非洲”。作为一名非洲学者，马兹鲁伊认为，

“非洲国家应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地区史的一个章节。”⑤同时他也强调，“许多非洲问题

确实是本土问题，但也有其他问题是由外部力量造成的。解决这些非洲问题的一些办法需要外部合

作或改变整个世界环境，但也可以在内部找到解决方法。”⑥这种对于非洲自身的思考在马兹鲁伊看

来，非洲是三重多元文化的组成，非洲也应当被视为多元文化融合的符号与文化合作的象征。在马

兹鲁伊的观点背后，非洲未来的道路并非是通过另一种霸权性的非洲本土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

提倡一种文化间的平衡。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潮，也让塞内加尔哲学家桑戈尔在不断完善其

“黑人精神”哲思时，将黑人精神视为一种具有多元文化融合特点的人文主义思想。⑦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三重遗产”在非洲引发的争辩实则是对待非洲文化的态度，这一态

度则直接反映出对于“三重遗产”的思考。当下非洲学界有两个专有名词来表示对马兹鲁伊思想支

持与反对的态度，即表示完全认同的“亲马兹鲁伊派”( Mazruiphilia) 与表示完全否定的“厌马兹鲁伊

派”( Mazruiphobia) 。⑧ 对于“厌马兹鲁伊派”而言，他们认为马兹鲁伊善于构建新的理论观点，却不

会在这一观点上精雕细琢。对于“亲马兹鲁伊派”而言，他们认为马兹鲁伊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

者，他的理论直接且清晰，思想广博且简洁明了。⑨ 或许，正如马兹鲁伊所说的那样，他的思想“夹在

正式与非正式、严谨与随意之间”�10，这是他的一种写作风格，亦是他“三重遗产”思想背景所导致的

多样性思维。有趣的是，在这场关于“三重遗产”问题的辩论中，反对马兹鲁伊的学者，有些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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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 A. Mazrui，The African Condition，p. viii.



马兹鲁伊的非洲“三重遗产”思想及其在非洲学界引发的争论

“马兹鲁伊本质上是欧洲中心主义者”①，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马兹鲁伊是一个穆斯林学者”②，在他们

眼中的马兹鲁伊以及其思想只具有一面性，不是“西方性”就是“伊斯兰性”。这种偏见却又折射出

部分非洲学者对于非洲身份概念这一基本问题存在多元化答案的回避。

结 语

“三重遗产”思想是“马兹鲁伊对学术界最具创新性，也可能是最为深远的贡献”③，因为它直接

涉及非洲身份等基础问题。回到“什么是非洲”这一问题，在马兹鲁伊的思想中可以看出，非洲既是

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上的合集，并非仅限于肤色上的种族划分。无论是非洲中心主义

还是桑戈尔的黑人精神，都是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从非洲近代历史上来看，非洲民族主义为

非洲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马兹鲁伊看来，面对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需要接受

它、感受它，通过文化的方式来超越它。马兹鲁伊肯定了非洲民族主义在非洲走向解放过程中发挥

的重要性，但他通过“三重遗产”思想超越了传统非洲民族主义学派对抗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这就

是不再寻求在西方话语下的种族划分和术语定义，也不寻求在霸权语言中正面对抗或是替代西方，

而是凭借非洲的三重文化的多元与融合，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文化反渗透。所以，马兹鲁伊的“三重

遗产”思想是以历史为基础，于现实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非洲问题的方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从三个

角度理解马兹鲁伊的思想，有助于继续深入探索非洲历史问题。

首先，马兹鲁伊的研究方式注重逻辑推演，要注意对其思想进行批判性思考。作为一位百科全

书式的学者，马兹鲁伊广泛涉猎各个领域，他的论文中经常可以将两个毫不相关的案例进行有价值

的比较研究。他时常将文学与艺术引入其论述当中进行分析。也正因为如此，马兹鲁伊的论文具有

很强的可读性，对于名词的把握以及定义的灵活使用在其文章中随处可见，这也使得马兹鲁伊非常

喜欢创造新的学术名词。但是，正像他所强调的，他希望“将理论完全从其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其

思想的逻辑亦可作用于一个特定的情境”④。这也使得他的一些观点不免陷入“白马非马”的思辨，

使抽象的概念超越具体的案例，甚至脱离历史背景与事实。

其次，马兹鲁伊“三重遗产”思想是其自身多元化背景的反映，对于马兹鲁伊思想研究的重点在

于其观点的创新性。从马兹鲁伊的论文中，可以看出他具有三种文化载体的多元化思维，正是这种

多元化赋予了他特立独行的思考模式与跳出权威性观点的勇气，这种思维建构模式恰恰是当下全球

化信息化日益加深过程中弥足珍贵的。马兹鲁伊的讣告中曾有一句他的感叹，“很多人并不认同我，

我的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辩论。”⑤“辩论”作为马兹鲁伊人生的一个注脚，更可以看作一个真正的学

者在学术探索中对于追求真理的坚持。作为一位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多文化背景的学者，他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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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作为自己最为根本的身份认知，并以这一身份作为出发点探索非洲人的身份问题。从年轻气

盛时的辩论到知天命之年对非洲存在问题的不懈探求，反映出马兹鲁伊对非洲的热爱与关注。他的

批判性思维时常异于时代主流思潮，这也是其在非洲学界有较大争议的根本原因。在当今全球化体

系下，非洲要在国际竞争中树立一个受人尊敬的形象，马兹鲁伊为这种形象的构建提出一种多元化

融合的方案。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非洲史研究中既要认识到多元化是非洲这座文化熔炉的表象，

同时也要理解这种多元化的内核仍然是坚持以非洲为主体。

最后，马兹鲁伊前瞻性的观念可以为研究非洲的中国学者带来更多启示，为中国非洲史研究提

供新的思路。马兹鲁伊的“三重遗产”思想告诉我们，非洲并非只存在本土文化，而是具有多方视角，

这一方法论对非洲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现有的非洲史学构建体系基本延续非洲民族主义

学派与非洲中心主义的道路，对于非洲历史问题的认识，往往过分强调非洲自身传统而忽略了其多

元文化结构。这使得国内学界对于非洲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国家独立时期的历史研

究，局限于种族的对抗而忽略了其内在的融合，强调非洲本土的自我身份却忽视当地文化下本我与

他者定义的矛盾。这最终导致学界将非洲近现代史归为一种二元对立，缺乏对该时段的质疑与反

思。非洲历史的研究不应仅在反抗西方的话语中存在，而是要走向多元，以非洲为主体书写真正的

非洲历史。

［本文作者高天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责任编辑: 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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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Huina，Benny Morri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Israel’s‘New Historians’

The‘New Historians’is a new school of historiography that emerged in Israel in the mid-to-late

1980s，of whom Benny Morris is the leading figure． They have deconstructed Israeli mainstream

historiography through conducting research on the key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Zionist movement and

Israel in virtue of a positivist approach based on archives． Some of their studies，especially Morris’

work on the origin of the Palestinian refugee issue，changed the academic discourses on related issues

to some extent，promoted the rise of post-Zionism，helped the Israelis to treat their conflicts with the

Palestinians more evenly，and made space for discourses on the Palestinian-Israeli reconciliation． With

situation deteriorating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Oslo peace process，Morris’political position turned to

the right，while the divergences among the new historians widened gradually． New trends emerged in

the Israeli historiography since the Israeli politics and society shifted to the right，and the study of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continued increasingly．

Gao Tianyi，Mazrui’s Ideology of the African ‘Triple Heritage’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African Academia

How to understand the African self-identification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African history． A Kenyan scholar，Ali A． Mazrui，proposed an ideology of the African‘Triple

Heritage’，arguing that Africa has been formed by a triple fusion of indigenous，Islamic，and Western

cultures，whereas the competitive and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s among these three cultures existed

simultaneously． His ideology is of critical． He used the Islamic culture to trigger further elaboration of

the triple feature of the African identity，arous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African academia subsequent to

his argumentation． The underlying reason relating to this polemic was a clash between Afrocentr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under an Afrocentric worldview． The controversies focused on whether the Islamic

culture belonged to the African sphere and how to counter the Western centrism． This reflects not only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ttitudes of the Africans towards the African culture，but also the fact that some

African scholars shunned the cultural diversity existing in Africa． For the Chinese scholars，an

objective and critical view of the ideology of‘Triple Heritage’ is ess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Africa’as a multicultural comb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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