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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非盟从战略层面正式提出非洲共享价值观ꎮ 它

是非洲文化传统、 非洲哲学和泛非民族主义理论的结合ꎬ 也是非盟对独立以

来非洲大陆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的深刻反思ꎬ 以及面对 ２１ 世纪国际形势的

发展而萌生的战略构想ꎮ 共享价值观内涵广泛ꎬ 涵盖个人、 国家、 地区到大

陆各个层面ꎬ 包括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等丰富内容ꎮ 作为非洲政

治社会发展的新现象ꎬ 非洲共享价值观充分融合了时代性、 国际性和本土性

的文化元素ꎬ 并正在通过非洲治理框架等多元路径得以落实ꎮ 尽管共享价值

观在形成及其践行过程中ꎬ 面临非盟内部、 非盟与非洲国家间关系以及非盟

与西方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困境ꎬ 但它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ꎬ 且对世界文

明的交流互鉴具有重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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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价值观逐渐被认识ꎬ 其实践被视为非洲文化自信的积极特征ꎬ
在与当代精神和谐共存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正式成立的非

洲联盟 (以下简称 “非盟”)ꎬ 不仅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冲突管理和共同外

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而且在凝聚非洲国家发展价值观共识方面做出了独

特贡献ꎮ ２００９ 年非盟提出有关 “非洲共享价值观”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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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２０２１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 “ «非洲通

史» (多卷本)” (ＬＳＹＺＤ２１０２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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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构想ꎬ ２０１１ 年非盟第 １６ 届峰会从战略层面正式提出非洲共享价值观ꎬ
２０１２ 年被确定为非洲的 “共享价值观之年”ꎮ ２０２２ 年是非盟成立 ２０ 周年ꎮ ２０
年来ꎬ 非盟以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为基础ꎬ 稳步推动非洲地区一体化ꎻ 非洲共

享价值观更是从泛非角度为非洲一体化进程提供了新动能ꎬ 在实践意义上则

获得国际社会多方认可ꎮ 诚然ꎬ 共享价值观从形成到实施面临诸多困境ꎬ 对

其实践效果的评价还有待时日ꎮ

一　 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

从思想文化源流看ꎬ 非洲共享价值观可谓文化传统、 非洲哲学和泛非民

族主义理论三者的结合ꎮ
(一) 非洲文化传统

共享价值观首先源于非洲文化传统ꎬ 体现在各民族的文化遗产上ꎮ 这种

对宇宙、 自然、 人际及创世和生存等方面的认识论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ꎮ
人类社会特征之一是文明多样ꎮ 非洲哲学家姆丁贝认为ꎬ 文化上的我族中心

主义解释了社会科学学科历史和实践中的意识形态斗争ꎮ 文明概念与基督教

均系欧洲或西方殖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且成为征服和剥削他者的工具ꎮ
重建当代非洲思想至关重要ꎮ① “乌班图” (Ｕｂｕｎｔｕ) 是存在于非洲大部分地区

的重要价值观之一ꎬ 可追溯到南部非洲的班图人ꎬ 是有关和谐好客、 包容协作、
尊重和责任的社会原则ꎬ 其中心思想是 “人之为人ꎬ 皆因他人之存在”ꎬ 承认人

性共有ꎬ 人们互相创造、 互相所有ꎬ 需要参与并保持这种创造ꎻ 个人的存在是

依靠与他者关系的能动的自我构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ꎮ② 其精髓是ꎬ
个人的存在价值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才能体现ꎮ “乌班图” 强调个人与集体

的共存关系ꎬ “人道待人” 和 “天下共享ꎬ 连接众人” 两者互相关联ꎬ 互为

表里ꎮ 人处于共同体之内ꎬ 大方、 平和、 谦卑、 尊重别人是人的优秀品质ꎮ③

非洲人重视人际关系体现在共同体关系中的 “和” 与家庭关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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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Ｙ Ｍｕｄｉｍｂ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ｎｏｓｉ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ｎｙｅｂｕｃｈｉ Ｅｚｅꎬ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ｐｐ １９０ － １９１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Ｍｅｔｚꎬ “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Ｍｏ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３２１ －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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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ꎮ 南非图图大主教曾指出: “乌班图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ꎮ 它表述的是人

之为人的精髓ꎮ 当我们高度赞扬一个人时ꎬ 我们说ꎬ ‘你ꎬ 你乌班图’ꎬ 即

‘他或她有乌班图’ꎬ 意指此人慷慨、 好客、 友好、 体贴和热情ꎮ 他把自己的

所有与他人分享ꎮ 这也意味着我的人格与他的人格紧紧相连具有乌班图

精神的人心胸开阔ꎬ 乐于助人ꎬ 见贤思齐而不忌妒贤能ꎬ 因为他或她拥有适

度的自信ꎬ 而这源自如下认识: 自己乃是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ꎮ”① “乌班图”
成为建立新南非的基本原则之一ꎬ 与非洲复兴的理想密切相关ꎮ 这种以集体

为人之成长环境的理念使南非人决定在宽恕中寻找人生意义ꎮ② 具有传统特点

的非洲人ꎬ “都是和谐、 友好、 合群的大好人ꎮ 对于我们来说ꎬ 社会和谐是至

高无上的ꎬ 且是最大的善和谐最重要的实例应存在于家庭之中ꎮ”③ 南非

前总统曼德拉在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接受采访时指出ꎬ 非洲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陌生

人的友好倾向ꎮ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ꎬ 一个穿越国家的旅行者会停在一个村

庄ꎬ 他不必要求食物或水ꎮ 一旦他停下来ꎬ 人们就会给他食物、 招待他ꎮ 这

是乌班图的一个方面ꎬ 当然它还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ꎮ” 可以说ꎬ 这种宽容、
善良和友好的 “乌班图” 精神在非洲普遍存在ꎮ

“乌班图” 倡导一种关心和尊重他人的精神和人类同为共同体的观念ꎬ 它

与西方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圭臬的人生观迥异ꎮ 这种文明观念在非洲各

地区均有表达ꎬ 在口述资料特别是谚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ꎮ 在非洲社会ꎬ 用

浅显语言反映深奥哲理的谚语是高度浓缩的精神文明ꎬ 既表达普遍认识和道

德训诫ꎬ 也是社会经验和民间智慧的积累ꎬ 并成为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ꎮ④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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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德斯蒙德图图著: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ꎬ 江红译ꎬ 上海文艺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３４ ~ ３５ 页ꎮ 译文根据原文有个别改动ꎮ

Ｊａｎｅ Ｔａｙｌｏｒꎬ Ｕｂ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ｅ Ｔｏｗ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
Ｊｏｈｎ Ａｌｌｅｎꎬ Ｒａｂｂｌｅ － Ｒｏｕｓ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ｓｅｄ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Ｔｕｔｕ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ｉｄ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３４７ － ３４９ꎻ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ａｔｔｌｅꎬ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ｂｕｎｔｕ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ｓｍｏｎｄ Ｔｕｔｕ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ｉｌｇｒｉｍ
Ｐｒｅｓｓ

皮尤慈善信托基金资助了为期三年 (１９９３ ~ １９９６ 年) 的非洲谚语项目ꎮ 该项目组举办了国际

性的跨学科研讨会ꎬ 并发行了三类出版物ꎬ 其中一种是由姆比蒂主编的 «非洲谚语系列丛书»ꎮ １９９７
年出版了五卷ꎬ 分别收集了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莱索托、 布基纳法索和加纳的谚语ꎮ Ｊｏｈｎ Ｓ Ｍｂｉｔｉ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ꎬ Ｌｅｘｉｋｏｓꎬ １２ (ＡＦＲＩＬＥＸ － ｒｅｅｋｓ / ｓｅｒｉｅｓ １２: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２５６ － ２６３ꎻ
Ｌｅｗｉｓ Ａｓｉｍｅｎｇ － Ｂｏａｈｅｎｅ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Ｏｒ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Ｉｓｓｕｅ ５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５９ － ６９ 中国学者的有关研究ꎬ 参见李保平著: «非洲传统文化与

现代化» 第四章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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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谚语从正面阐述人际关系、 集体意识或互相尊重的重要性ꎬ 如 “人从天上

降下来ꎬ 就降到了人类社会中” “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ꎬ 没有谁是地球的孩

子”ꎬ 这表明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和人类相互平等的意识ꎬ 即个体生活在共同体

之中ꎻ “拥有仁心比拥有金子更好ꎬ 只要有仁心ꎬ 社会即会繁荣”ꎬ 这说明道

德的重要性ꎻ “一只手不能将重物举到头顶”ꎬ 则说明集体力量的作用ꎮ① 有

的谚语嘲笑损害人际关系的不良习惯或短视行为ꎬ 如 “无尾猴只看见别人的

尾巴ꎬ 看不见自己的尾巴”ꎻ 或警示人注意维护人际关系ꎬ 如 “谁损人利己ꎬ
谁就会失去友谊”ꎻ 或劝喻人要宽厚ꎬ 不要嫉妒ꎬ 如 “嫉妒是灾难ꎬ 它能给人

带来不幸”ꎻ 或说明个人能力不足以生存ꎬ 如 “一个人不是一棵应该自给自足

的棕榈树”ꎮ② 我们知道ꎬ 文明概念在近代被殖民主义者政治化ꎬ 人类被分为

所谓的 “文明” 和 “野蛮” 两类: 欧洲人或西方人成为文明开化一类ꎬ 所有

他者划为野蛮和未开化一类ꎮ 上述观点充斥着 “欧洲中心论” “文明排他论”
之思想ꎮ 客观而言ꎬ 文明指人类的生存发展方式或处理三种矛盾的能力ꎬ 即

人类解决人与自然之矛盾的方式或能力、 处理人与人之矛盾或与他人共处的

方式和能力、 调解人自身矛盾的方式或能力ꎮ 文明具有多样和整体、 延续和

调整、 稳定和嬗变的特性ꎮ③ 以 “乌班图” 精神为代表的非洲文明是集体主

义的ꎬ 体现了宽容、 合作和社区的价值ꎮ
(二) 非洲哲学思想

西方哲学自思索始ꎬ 我思故我在ꎻ 非洲哲学自感觉始ꎬ 我觉我思故我

在ꎮ④ 西方对非洲哲学的存在一直存疑ꎮ⑤ 非洲学者从不认为这是问题ꎬ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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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Ｍｅｔｚꎬ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ｉｎ Ａｄｅｓｈｉｎａ Ａｆｏｌａｙａｎ ａｎｄ Ｔｏｙｉｎ Ｆａｌｏｌａ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０７ － ２２１ꎻ Ｄ Ｅ Ｆａｌａｄｅ ｅｔ ａｌ ꎬ “Ｐｒｏ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ｏｒｕｂａ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ｉｎ Ａ Ａｊａｙｉ ａｎｄ Ｓ Ｉ Ｆａｂａｒｅｂｏ
ｅｄｓ ꎬ Ｏ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ＢＡＡＣ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４８５ － ４８９

Ｓｕｎｄａｙ Ａｗｏｎｉｙｉ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 － １３

李安山: «解析西方文明的三个悖论»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ꎮ
[肯尼亚] 阿里Ａ 马兹鲁伊主编: «非洲通史 (第八卷) ———１９３５ 年以后的非洲»ꎬ 屠尔

康等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４８５ 页ꎮ
Ｔ Ｃａｒｌｏｓ Ｊａｃｑｕｅｓꎬ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ꎬ Ｓａｐｉｎ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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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 内涵及其实践　

的是确立非洲哲学的世界地位并促进其发展ꎮ① 非洲哲学中的普遍主义者重视

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和重建性的研究ꎮ② 比利时神父普拉希德坦普尔斯认为ꎬ
非洲人拥有一种条理清晰并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哲学ꎮ 他对这种哲学类型的描

述代表西方对非洲哲学的理解ꎮ③ 卢旺达哲学家亚历克西斯卡加梅被称为

“当代非洲思想的巨人”ꎮ④ 他专注于语言民族史和人种哲学研究ꎬ 认为班图

人哲学是非洲民族的集体哲学ꎬ 即没有个体哲学家和哲学文本的哲学ꎬ 其贡

献是建立班图语言与哲学之间的联系ꎮ 他不赞同过分强调班图人哲学的特殊

性ꎬ 将欧洲人和班图人的存在观完全对立起来ꎬ 认为班图人的形式逻辑与他

人无区别ꎮ⑤ 加纳哲学家亚伯拉罕认为ꎬ 非洲存在着文化多样化ꎬ 但各民族的

一些思想和观点为非洲社会共享ꎮ 他通过迪奥拉人 ( Ｄｉｏｌａ) 和多贡人

(Ｄｏｇｏｎ) 的实例说明非洲人对宇宙观的理解与西方哲学颇为不同ꎬ 特别体现

在宇宙运动的基本原则方面ꎮ 他主张将非洲深奥的社会理论推广为具有吸引

力和实用性的社会理论ꎬ 培育不为学派利益服务的哲学批判机制ꎮ⑥ 肯尼亚哲

学家约翰姆比蒂首次挑战基督教关于非洲传统宗教是 “恶魔和反基督教”
的假设ꎮ 在他看来ꎬ “非洲人有自己的本体论ꎬ 但它是一种宗教本体论ꎬ 要理

解他们的宗教ꎬ 我们必须渗透到其本体论之中ꎮ” 他将非洲本体论划分为神、
精灵、 人类、 动植物、 缺乏生命的现象和物体等五种类型ꎮ⑦ 加纳哲学家夸

梅杰切认为ꎬ 非洲思想赋予个人一定的价值ꎬ 又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相联ꎬ
并力图通过分析方法为如何在非洲本土文化中识别和衍生出哲学实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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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先例ꎮ① 被称为 “当代非洲哲学话语的创始人” 之一的喀麦隆哲学家马

西恩托瓦批评了桑戈尔有关黑人性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的观点ꎬ 认为非洲哲学是

非洲人对应用于自身现实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智力活动ꎬ 并认为哲学可用口述

形式表达ꎬ 他还致力于在哲学和历史的交叉点上对智力资源进行批判性探

索ꎮ② 亨利奥德拉奥鲁卡关于 “贤智哲学” 的观点为非洲哲学作出了巨

大贡献ꎮ 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ꎬ 非洲存在着诸多智慧贤人ꎬ 其文化蕴涵着

大量哲理ꎮ 他提出相互间责任这一概念ꎬ 这种责任不仅延伸到世界其他地区

的人ꎬ 也体现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关照ꎬ 表现出宏大的人道主义关切ꎮ③ 肯

尼亚哲学家马索罗的兴趣在于批判性认识非洲哲学和文化历史ꎬ 力图解释哲

学作为社会历史的部分及其功能ꎬ 理解非洲文化的哲学意义及其对全球哲学

话语的贡献ꎮ 他认为针对非洲哲学的二元争论围绕西方对非洲的质疑和非洲

回应这一对话ꎬ 形式和话题多样ꎬ 围绕个人在塑造和控制自我身份和命运中

的作用和影响ꎬ 辩论的中心是理性的概念ꎬ 以分辨文明与不文明、 逻辑与神

秘这两种价值观ꎮ④ 厄立特里亚哲学家塞雷克伯尔翰则从解释学角度探讨非洲

哲学ꎬ 并对相关辩论作出重大贡献ꎮ⑤

贝宁哲学家保兰霍恩通吉意识到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ꎬ 但不将其等同

于非洲哲学ꎬ 认为非洲哲学与其他哲学一样具有普世性ꎮ 非洲文化必须回归

自身ꎬ 回到内在的多元性和本质的开放性ꎮ 非洲人必须从心理上解放自我ꎬ
与其他大陆的文化传统发展自由的关系ꎮ 这是一种自我开放的选择ꎮ 他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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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国家科学院成员、 亚非哲学协会秘书长和非洲哲学理事会副主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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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 内涵及其实践　

为那种尝试着从白人那里获取人性证书或是向白人展现非洲灿烂文明的做法

十分荒唐ꎮ① 刚果 (金) 哲学家姆丁贝因出版 «发明非洲: 真知、 哲学与知

识之序» 而闻名ꎮ 西方人类学家和传教士不仅扭曲了外界对于非洲的理解ꎬ
还造就了非洲人自身的错误认知ꎮ 姆丁贝考察了西方的我族中心主义及其对

非洲的印象ꎬ 分析人类学家、 传教士和思想家的话语权力ꎬ 直接从哲学上探

讨知识类型转换的过程ꎮ 他还通过解构由西方的非洲学者建立起来的非洲话

语ꎬ 在此基础上建构属于非洲人自身的知识体系ꎮ 正是由于这种批判力ꎬ 他

被称为 “非洲的萨伊德”ꎮ② 加纳哲学家夸西维雷杜提出ꎬ 非洲文化不能等

同于非洲哲学ꎬ 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ꎬ 要批判性发掘口述资

料以发现其哲学思维ꎮ 非洲思想需通过正确途径与世界其他民族一起在逻辑

和理性的程序中找到自身位置ꎮ 他列举了需重新认识的概念ꎬ 如存在、 道德、
宗教等ꎬ 并认为概念的非殖民化对非洲哲学至关重要ꎮ③

非洲哲学家的观点可谓异彩纷呈ꎮ 他们的共同点是认识到殖民心态对非

洲哲学或本土思想造成的伤害ꎬ 主张批判性地吸收非洲文化遗产ꎬ 从哲学角

度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ꎬ 在重视自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全球非

洲ꎬ 培育和加强对学术观点多样化的理解ꎬ 并将泛非主义、 人文学科的全球

观点与研究兴趣融会贯通ꎮ
(三) 泛非民族主义理论

１９ 世纪末开始的泛非主义运动曾激励殖民地走向独立ꎮ 相同的历史遭遇

与集体无意识的种族认同在非洲人中间逐步产生了适合自身的意识形态共同

体概念ꎬ 这种意识从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的 “非洲个性” 和早期美国

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发起的 “回到非洲去” 运动开始ꎬ 还有后来出现的

“非洲中心主义” “黑人性” 和 “全球非洲” 等概念ꎮ 阿里马兹鲁伊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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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 霍恩通吉 (也译为洪通基或亨通基) 著述甚多ꎬ 其学术声誉来自本书对非洲哲学本质的

解释和对坦普尔斯的人种哲学的批判ꎮ 参见 [贝宁] 保兰洪通基: «真假多元主义»ꎬ 载 [尼日利

亚] 泰居莫拉奥拉尼央、 [加纳] 阿托奎森主编: «非洲文学批评史稿»ꎬ 姚峰、 孙晓萌、 汪琳等

译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３３５ ~ ３４５ 页ꎮ
１ Ｖ Ｙ Ｍｕｄｉｍｂｅꎬ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ｎｏｓｉｓꎬ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ꎬ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 本书获美国非洲研究协会 １９８９ 年赫斯科维兹奖ꎮ 作者姆丁贝曾在巴黎跟随福柯

学习ꎬ 后任教于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ꎬ 担任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哲学委员会主席和国际非洲研

究会主席ꎮ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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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民族主义与民族和种族的关系ꎬ 并指出 “民族主义也可以被种族激

励ꎮ”① 曾任利比里亚政府官员的思想家爱德华布莱登被认为是 “泛非主义

之父”ꎬ 是第一批阐明非洲种族独特性的学者之一ꎮ “非洲个性” 即共同命运

说ꎬ 主张全球黑人联合起来ꎮ 一些黑人学者和非洲领袖以泛非主义和非洲统

一思想鼓舞民众斗志ꎮ 例如ꎬ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关于黑人

种族对人类历史作出贡献的观点ꎬ 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本杰明纳姆迪
阿齐克韦提出 “复兴的非洲” 口号ꎬ 南非祖鲁民族主义哲学家安东伦比德

提出 “非洲主义” 思想ꎬ 反殖运动斗士乔治帕德莫尔对泛非运动的宣传ꎬ
克瓦米恩克鲁玛关于 “非洲统一” 的提法ꎬ 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对

“黑人性” 的推崇ꎬ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关于 “非洲合众国” 的设

想ꎬ 还有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 马里的莫迪博凯塔、 几内亚的塞古杜

尔、 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 赞比亚的肯尼思戴维卡翁达、 埃及的

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ꎬ 以及黑人民族主义者弗朗兹法农、 几内亚比

绍和佛得角独立的奠基人阿米尔卡卡布拉尔等对非洲统一的向往ꎬ 等等ꎮ
布莱登提出建立统一非洲国家ꎬ 恩克鲁玛指出非洲必须统一ꎬ 尼雷尔警告非

洲没有统一就没有前途ꎮ 谢赫安塔迪奥普专门论证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

洲建立联邦国家的必要性ꎮ② 现实条件不成熟使非洲统一的目标只能以一种愿

景的方式出现ꎬ 但这些精神遗产成为非洲一体化和共享价值观的基石ꎮ
“非洲中心主义” 这一术语由谁最早提出没有定论ꎮ 然而ꎬ 此概念包含的

思想早在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 谢赫安塔迪奥普和杜波依斯等人

的著述中已有所表达ꎮ 布莱登在 １８６９ 年提出黑人应该回到非洲去建立一个

“基督教非洲帝国”ꎬ 这应该是最早设想非洲一体化的文字表达ꎮ 他认为ꎬ 非

洲民族应有自己的同一性和价值观、 自己的能力和成就、 自己的历史和前途ꎮ
他通过发掘历史来向全世界展示非洲民族的真实面貌ꎬ 指出 «圣经» 上的埃

塞俄比亚人就是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的黑人种族: “埃塞俄比亚就是指

非洲大陆ꎻ 埃塞俄比亚人就是居住在这块大陆上的伟大种族ꎮ” 尽管发达民族

物质文明发展很快ꎬ 但其精神世界变得模糊阴暗ꎬ 感受性也因之迟钝ꎬ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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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Ｈｉｌｌ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７４



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 内涵及其实践　

向非洲民族学习信仰和同情心ꎮ① 这种将世界各地黑人看作一个整体的思想是

泛非主义的滥觞ꎮ 布莱登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对非洲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ꎮ
１９５４ 年ꎬ 谢赫安塔迪奥普在 «黑人诸国家与文化» 中提出著名观点: 黑

人是古埃及主体民族ꎻ 非洲是古埃及文化起源地ꎻ 在古埃及文化的基础上诞

生了古希腊文化和阿拉伯文化ꎻ 非洲因而是古埃及文化及人类文化和历史之

源ꎮ② 他的学生、 刚果 (布) 学者泰奥菲勒奥本加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研究

和论证ꎮ③ 非洲裔美国学者马丁贝尔纳的 «黑色雅典娜» 三部曲有力地支

持了他的论点ꎮ １９６１ ~ １９６２ 年ꎬ 杜波依斯在 «非洲百科全书» 的建议稿中使

用了 “非洲中心主义” 这一词汇ꎮ④ 阿散蒂、 玛扎玛、 克托等人先后提出

“非洲中心主义” 和 “非洲中心性” 等概念ꎬ 他们的观点基本一致: 非洲历

史应以非洲中心性为特征来展示其经验ꎮ⑤ 人类的发展使非洲人主动或被动地

出现在全球各地ꎮ 由于大西洋奴隶贸易对非洲人的摧残和殖民统治对非洲的

压迫ꎬ 非洲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被有意抹杀ꎬ 在历史叙述中欧洲人

高人一等ꎮ “非洲中心主义” 者主张恢复非洲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ꎬ 强调

非洲人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ꎮ 这种理论既引起学界重视ꎬ 也受到质疑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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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批判了 “欧洲中心论” 的叙事方式ꎬ 为 “非洲中心主义” 正名: “ ‘非
洲中心主义’ 是指非洲和非洲后裔必须被视为历史上的主动主体ꎬ 而不是西

方历史上的被动客体ꎮ ‘非洲中心主义’ 意味着重新建立非洲及其后裔的价值

中心ꎬ 而不以任何方式贬低其他人及其对世界文明的历史贡献ꎮ”① 桑戈尔指

出: “要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合法地给予我们的宗教和文化价值观以应有的地

位ꎮ”② 莫莱菲凯特阿散蒂认为ꎬ 非洲和亚洲被归入欧洲等级制度的不同

类别ꎬ 只有破除这种 “欧洲中心论”ꎬ 恢复非洲和亚洲的历史地位和文化自

信ꎬ 其发展才有希望ꎮ③

“黑人性” 首先出现在马提尼克的西塞尔主编的 «黑人学生» (Ｌ’Éｔｕｄｉａｎｔ ｎｏｉｒ)
杂志第３ 期 (１９３４ ~ １９３５ 年)ꎬ 由他与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和圭亚那的达马斯在

巴黎共同创作ꎮ 他们之所以用 “ｎèｇｒｅ” (黑人) 来生造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一词ꎬ
明显带有挑战白人中心论之意ꎮ 他们对海地革命非常自豪ꎬ 认为 “海地是黑

人性第一次出现的地方”ꎻ 黑人具有特别的认知方式ꎬ 这由其精神生理学决定

的ꎻ 西方的认知方式是将对象加以分析并将其分解ꎬ 非洲人的认知则可以说

是接纳对象ꎬ 这种认知过程是将对象融合而不是分解ꎮ “黑人性” 的概念体现

了黑非洲文明ꎬ 是黑非洲文化价值的总和ꎮ 他们力图证明: 无论在非洲还是

其他地方ꎬ 黑人是一个整体ꎬ 有自己的历史和文明、 创造文明的条件和能力ꎻ
黑人民族具有与白人不同的个性和精神ꎮ④ “黑人性” 这一政治—文化理论激

起了非洲民族自尊心和对非洲文明的自豪感ꎬ 为二战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

兴起提供了思想武器ꎮ 让 － 保罗萨特认为 “黑人性” 是黑人首次利用法语

来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做法ꎬ 这有别于其他民族主义者用自身语言反对殖民

统治的表达方式ꎬ 而是借用殖民统治者的语言来反抗殖民统治者ꎬ 这是一种

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ꎬ 其最终目的是达到种族平等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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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Ｃａｎｅ Ｈｏｐｅ Ｆｅｌｄｅｒꎬ “Ａｆ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Ｂｉｂｌ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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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 阿里Ａ 马兹鲁伊主编: «非洲通史 (第八卷) ———１９３５ 年以后的非洲»ꎬ 第 ３５１ 页ꎮ
Ｍｏｌｅｆｉ Ｋｅｔｅ Ａｓａｎｔｅꎬ “Ｄｅ －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ｙｔｈｓ”ꎬ

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ｔｔｅ Ｗａｎｇ ｅｄ ꎬ Ｄｅ －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ｌｔｅｒ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２１ －２７

Ａｉｍé Ｃéｓａｉｒｅꎬ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ꎻ Ｌｅｏｐａｌｄ Ｓｅｎｇｈｏｒꎬ
Ｌｉｂｅｒｔéꎬ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ｅｔ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ｅꎬ Ｖｏｌ １ꎬ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Ｓｅｕｉｌꎬ １９６４

Ｊｅａｎ － Ｐａｕｌ Ｓａｒｔｒｅꎬ “Ｏｒｐｈéｅ Ｎｏｉｒ”ꎬ ｉｎ Ｌéｏｐｏｌｄ Ｓｅｎｇｈｏｒ ｅｄ ꎬ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ａ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ｐｏéｓｉｅ ｎèｇｒｅ ｅｔ
ｍａｌｇａｃｈ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ꎬ １９４８ꎬ ｐ ｘ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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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与美国黑人运动遥相呼应ꎬ 互相

支持ꎮ 海外非洲裔知识分子不断为非洲民族解放提供思想武器ꎮ １９６７ 年ꎬ 阿

里马兹鲁伊提出 “非洲治下的和平” (Ｐａｘ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这一概念ꎬ 并在此基

础上特别强调非洲司法权的军事方面ꎬ １９８０ 年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理念ꎮ① 他

在 １９８３ 年完稿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非洲通史» (第八卷) 中提出 “全球

非洲” 的概念ꎬ 其背景和意图与 “非洲中心主义” 如出一辙ꎮ 它反映了非洲

移民裔群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对非洲大陆的眷恋ꎬ 表明非洲知识分子认识到必

须团结才有希望ꎮ 另一位非洲移民裔群美国学者约瑟夫哈里斯于 １９８２ 年用

“全球层面” 来形容非洲移民裔群ꎬ 这种提法在学术界开始流行ꎮ②

非盟创造性地利用泛非主义进行动员ꎬ 力图重建全球的 “非洲世界观”ꎬ
扭转处于世界舞台边缘的困境ꎬ 从而以一种自决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ꎮ 这种

战略建立在长期的历史积累和广博的知识背景之上ꎬ 并以世界各地的海外非

洲移民裔群为基础ꎮ

二　 非洲共享价值观提出的背景及其内涵

２００９ 年ꎬ 非盟首次提出将共享价值观作为战略构想ꎮ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ꎬ 第 １４

届非盟峰会通过以 “非洲共享价值观” 作为第 １６ 届非盟首脑会议的主题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召开的非盟第 １６ 届峰会主题是 “通过共享价值观走向更加团结和

一体化”ꎬ 从战略层面正式提出了非洲共享价值观ꎮ 共享价值观内涵广泛ꎬ 从

个人、 国家、 地区到大陆层面ꎬ 包括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等多方

面内容ꎮ
(一) 非洲共享价值观提出的背景

为什么非盟在这个时候提出共享价值观? 需要我们回顾一下非洲一体化

的进程与非洲面临的新挑战ꎮ 独立前ꎬ 非洲国家的自由斗争是由殖民统治下

人民的共同价值观推动的ꎬ 即不论肤色或信仰如何ꎬ 均支持重申人类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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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Ｈａｒｒｉｓ ｅｄ 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Ｈ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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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非主义ꎮ 然而ꎬ 非洲的集体历史记忆远不止这一点ꎬ 如非洲人民所经历的

历史发展ꎬ 包括这个大陆产生的非洲文明ꎬ 以及非洲人民长期与自然共存的

生活经历ꎻ 重视人与自然、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宗教信仰ꎬ 以及奴隶贸易的

伤害、 殖民入侵的痛苦、 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 非洲民族独立的历程等ꎮ
共享价值观并非 ２１ 世纪的发明创造ꎬ 非洲统一组织 (以下简称 “非统”)

就是建立在 “反对殖民主义ꎬ 谋求非洲统一团结” 这一共享价值观基础之上

的ꎮ 泛非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１９ 世纪晚期以来ꎬ 特别以 ２０ 世纪

初第一届泛非大会为标志开启了第一阶段ꎻ ６０ 年代起ꎬ 以独立国家为中心的

泛非运动为第二阶段ꎬ 非统成立可谓启动的标志ꎻ ２１ 世纪初ꎬ 非盟成立标志

着泛非主义发展进入第三阶段ꎮ 共享价值观的形成史可追溯到非统成立之初ꎮ
加纳开国总统恩克鲁玛曾表示ꎬ 非洲统一将带来一个全新的局面: “就可能出

现一个巨大而强大的非洲在一个统一的政治方向下为经济计划组织进行

全面总动员而工作我们的目标是确保非洲的尊严、 进步和繁荣ꎮ”① 坦桑

尼亚首任总统尼雷尔指出: “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都否定人性ꎮ 而且这种否定

不是建立在人类美德、 智力或体力的差异上ꎮ 有人认为这种差异不危及人类

进步ꎬ 但是种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建立的基础是上帝决定论———种族和肤色决

定人性的程度ꎬ 以及在社会中的权利与义务ꎮ”② 共享价值观正是建立在非洲

人民对非洲统一前景的展望和对西方殖民主义和种族价值观的批判之上ꎮ «非
洲统一组织宪章» 确立了非洲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确保非洲人民享有自

由平等正义和尊严、 促进非洲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 推动非洲

团结统一、 维护各国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等原则ꎮ 非统在完成了非洲国家独

立的历史任务之后ꎬ 非盟以新方式面对新危机ꎬ 融非洲历史、 政治经济和社

会文化为一体的共享价值观再次得以强调ꎬ 因此非盟与非统在共享价值观的

核心内容方面是一脉相承的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为了面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挑战ꎬ 对国际形势的共同

认知使非洲国家一致同意将非统升级转变为非盟ꎬ 以此加强自身团结ꎮ③ 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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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ｗａｍｅ Ｎｋｒｕｍａｈ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Ｍｕｓｔ Ｕｎｉ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ｎａｆ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２２１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著: «尼雷尔文选 (第四卷): 自由与解放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９)»ꎬ

谷吉梅、 廖雷朝、 徐红新、 苏章海译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３ 页ꎮ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Ｏ Ｃ Ａｇｕｂｕｚｕꎬ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ＡＵ ｔｏ ＡＵ: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Ｌｅｃｔｕｒｅ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８３)ꎬ Ｌａｇｏｓ: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１４ 在此感谢尼日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本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交流访问时赠送多种资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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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如何将非洲国家统一起来? 这是摆在非盟面前的重大问题ꎮ 非洲大陆

各国的异质性明显ꎬ 虽然存在共同历史经历及由此而生的相同价值取向ꎬ 但

５０ 多个国家在语言和宗教文化诸方面存在多样性ꎬ 政治体制各异ꎮ 推进非洲

一体化进程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是非洲人民需在价值观上具有共识ꎮ 非盟

成立之前ꎬ 非洲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一体化需要价值观作支撑ꎮ 非盟提出共享

价值观是希望利用泛非主义来建立全球 “非洲世界观”ꎬ 从而可行使其政治权

力和意志ꎬ 扭转非洲在全球中的边缘地位ꎬ 以一种自决姿态参与地缘政治和

全球发展ꎮ 非盟成立后ꎬ 运用 “泛非统一” 的理念ꎬ 将非洲移民裔群纳入非

洲ꎬ 随后推出 “共享价值观”ꎮ 在泛非主义运动中存在各种观念ꎬ 主要有两种

意见: 大陆主义和非洲主义ꎮ 大陆主义坚持非洲统一是非洲大陆的统一ꎬ 非

洲主义认为非洲统一是非洲人民的统一ꎬ 应该包括海外非洲人ꎮ 大陆主义者

与非洲主义者的根本分歧还在于ꎬ 是否应将非洲阿拉伯国家团结在泛非主义

的旗帜之下ꎮ① 为了统一两种意见ꎬ 非洲领导人在定义 “非洲” 这一概念时ꎬ

以创造性思维超越了肤色和地理两个因素ꎮ 基于反殖斗争的共同价值观和对

非洲统一的追求ꎬ 在非统成立前夕ꎬ 看似不可调和的两个团体———保守的蒙

罗维亚集团和激进的卡萨布兰卡集团之间达成妥协ꎬ 最终形成包括北非地区

的非统组织ꎮ② 非统及后来的非盟一直主张将非洲所有国家团结在一起ꎬ 纳赛

尔的三个 “同心圆” 理论 (即埃及属于阿拉伯、 非洲大陆、 伊斯兰世界三个范

畴之内) 一直是埃及乃至非洲阿拉伯国家奉行的原则ꎮ ２００３ 年ꎬ 非盟将非洲移

民裔群作为除东、 西、 南、 北、 中部非洲外的第六个组成部分ꎮ “非洲移民裔群

包括居住在非洲以外的非洲裔族群———不论他们的公民权和国籍ꎬ 他们愿意为

非洲大陆的发展和非洲联盟的建设做出贡献ꎮ”③ 此政策是一种战略举措ꎬ 将

“邀请和鼓励作为非洲大陆重要组成部分的非洲侨民充分参与非盟的建设ꎮ”④

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Ｋｗｅｓｉ Ｋｗａａ Ｐｒａｈ ｅｄ 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 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ｓꎬ ｆｏｒ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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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ｔａ Ｋｉｋｉ Ｅｄｏｚｉｅ ｗｉｔｈ Ｋｅｉｔｈ Ｇｏｔｔｓｃｈａｌｋ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Ｐａｎ －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ꎬ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６１ － ９５

有关 ２００３ 年非洲联盟将 “非洲移民裔群” 纳入建设非洲大陆的重要力量的这一决策ꎬ 可参见

非洲联盟网站的有关定义ꎬ “Ｔｈ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２０２２ － ０５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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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关系看ꎬ 非洲移民在发达国家的政策网络中可以为非洲利益工作ꎮ① 其

实ꎬ 他们的作用相当重要: 可借助先进设备和优越条件为非洲培养人才ꎻ 通

过合作教学研究为非洲提高教学质量ꎻ 传播非洲文化以提升非洲的重要性及

其国际地位ꎮ②

２００９ 年ꎬ 非盟提出有关非洲共享价值观并非临时动议ꎬ 而是经过对独立

以来非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反思ꎬ 也是非盟面对 ２１ 世纪国际形势

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战略构想ꎮ 在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战略构想正式提出之前ꎬ
非盟已经在诸多方面展开工作ꎬ 并且相继通过了多个与共享价值观相关的协

议或条约ꎮ １９６３ ~ ２００９ 年间ꎬ 非统或非盟签署的与共享价值观直接相关的条

约共有 １５ 个ꎮ 除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１９６３ 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

章» (１９８１ 年) 和 «非洲联盟宪章» (２０００ 年) 这三个基本宪章外ꎬ 还有

«治理非洲难民问题公约» (１９６９ 年)、 «非洲文化宪章» (１９７６ 年)、 «非洲儿

童权利和福利宪章» (１９９０ 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之建立非洲人权

和民族权利法院议定书» (１９９８ 年)、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之非洲妇女

权益议定书» (２００３ 年)、 «非盟正义法院议定书» (２００３ 年)、 «非盟防止和

打击腐败公约» (２００３ 年)、 «非洲文化复兴宪章» (２００６ 年)、 «非洲青年宪

章» (２００６ 年)、 «非洲民主、 选举和治理宪章» (２００７ 年)、 «非洲正义和人

权法院章程议定书» (２００８ 年)、 «非盟保护和援助非洲无家可归者公约»
(２００９ 年) 等ꎮ③ 由此看来ꎬ 共享价值观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结果ꎮ 非盟第

１６ 届峰会主题是 “通过共享价值观走向更加团结和一体化”ꎬ 从战略层面正

式提出非洲 “共享价值观”ꎬ 宣布 ２０１２ 年为 “共享价值观之年”ꎮ④ 可以看

出ꎬ 非洲共享价值观 “内涵于非盟的规范、 原则和实践中ꎬ 是非洲解决一体

化和发展过程中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办法所在ꎬ 是为此进行集体行动

的基础ꎮ” 第 １６ 届非盟峰会通过的三个宣言中两个与共享价值观有关ꎬ 即

«关于峰会主题 “通过共享价值观走向更加团结和一体化” 的宣言» 和 «关

６１

①

②
③

④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Ｎｊｕｂｉ Ｎｅｓｂｉｔｔꎬ “Ｂｒａｉｎ Ｇａ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ｑａｎｔａｒａ ｄ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ｆｒａｎｃｉｓ － ｎｊｕｂｉ － ｎｅｓｂｉｔｔ － ｂｒａｉｎ － ｇａｉ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 ｉｎ － ｔｈｅ － ｎｏｒｔｈ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９

李安山著: «非洲现代史» (下卷)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２９９ ~ ３００ 页ꎮ
ＡＵꎬ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ｕａｌｉｓｉｎｇ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ｉ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Ａ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ꎬ ２３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５
ＡＵ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Ｕｎｉｔｙ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１０１２１ － ２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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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文化复兴和共享价值观的宣言»ꎮ①

(二) 非洲共享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２００２ 年举办的第三次非洲发展论坛明确提出ꎬ “非洲的一体化应该建立在

一套共同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ꎬ 这些价值观包括 “宪政、 和平、 民主、 尊重

人权” 等原则ꎬ 它将确保非洲人民的福祉ꎬ 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ꎮ②

共同价值观的涵盖面极广ꎬ 从个人到国家、 地区和大陆各个层面ꎬ 包括

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 环境等多方面内容ꎮ 作为战略构想的共享价值观

有其目标和配套政策行动ꎮ 非盟委员会希望通过努力在共享价值观方面实现

１７ 项目标: (１) 推动有利于良政和民主的机制ꎻ (２) 建立非洲人权促进和保

护体制ꎻ (３) 推动以权利 (包括社会、 经济、 文化和环境权利) 为基础的发

展方式ꎻ (４) 制定并落实全非范围的人道主义政策ꎻ (５) 建立危机灾害预警

管理机制ꎻ (６) 促进非洲人民间共同命运、 认同和团结一致的感情ꎻ (７) 建

立各成员国、 各人民间的互助机制ꎻ (８) 落实旨在促进和保护非洲文化、 语

言和遗产的项目ꎻ (９) 组织正确报道非洲的活动ꎻ (１０) 文化和语言多样性ꎻ
(１１) 非洲所有社会力量参与非洲团结、 发展和一体化ꎻ (１２) 制定并落实非

洲青年志愿者项目ꎻ (１３) 在非洲青年中推广模拟非盟活动ꎻ (１４) 使非盟所

有重要法律文书得到批准和落实ꎬ 并为非洲人所熟知ꎻ (１５) 在成员国、 地区

经济共同体和非盟组织中制定并切实执行性别平等政策ꎻ (１６) 制定并采取切

实措施打击针对女性的暴力活动ꎻ (１７) 推动妇女积极参与非盟所有项目及各

成员国事务ꎮ 非盟在其发布的 «非盟委员会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战略规划» 中ꎬ 总

结了第一个战略规划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年)ꎬ 并据此提出第 １８ 项战略目标———将

共享价值观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四大战略支柱之一ꎬ 促进非盟同成员国以及

地区经济共同体的有效合作和协力ꎮ 在非盟确定的 １８ 项战略目标中ꎬ 其中 ７
项需要共享价值观战略的支撑ꎬ 即促进良政、 民主和人权ꎻ 增强非洲范围内

的人道主义反应和行动ꎻ 促进非洲内部的团结ꎻ 促进非洲文化复兴ꎬ 保护非

洲文化遗产ꎻ 促进非洲社会所有力量积极参与并为非洲发展和一体化作出贡

７１

①

②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ＡＵ / Ｄｅｃｌ １ (ＸＶ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Ｄｏｃ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ＡＵ / ２ (ＸＶＩ)ꎻ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ＡＵ/ Ｄｅｃｌ ２ (ＸＶＩ)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 ９６４５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ｅｎ＿
３０＿３１＿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ａｕｃ＿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ａｆｒｉｃａｎ＿ｕｎｉｏｎ＿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１ － ２４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ｅ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ＡＤ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Ｓａｙ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ｉｎ
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ｐｒｉｎｔｒｅｐｏｒｔ ａｓｐｘ? 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３０５８４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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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ꎻ 促进各成员国批准并落实非盟大会通过的所有重要法律文件ꎻ 推动性别

平等ꎮ①

共享价值观涵盖非洲多个层面的利益ꎮ “尽管在非盟内部从未正式界定过

共同价值观ꎬ 但一般认为这是制定或获得的准则、 原则和做法ꎬ 为集体行动

和解决阻碍非洲一体化和发展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挑战提供了基础ꎮ”② 据非

盟发布的讨论文件ꎬ 个人层面的共享价值观包括以下 １３ 项内容: (１) 基本的

生命权、 身份权利和享有机会的权利ꎻ (２) 基本的自由 (表达和信仰自由)ꎻ
(３) 宽容ꎻ (４) 参与治理ꎻ (５) 同甘共苦ꎻ (６) 尊严和尊重ꎻ (７) 正义ꎻ
(８) 公平感ꎻ (９) 个人之间的平等 (性别、 种族等)ꎻ (１０) 尊重老人ꎻ
(１１) 正直诚实ꎻ (１２) 集体精神ꎻ (１３) 自决ꎮ 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共享价

值观有 １２ 项: (１) 主权和国家间相互依存ꎻ (２) 坚守法治ꎻ (３) 民主和代

议制ꎻ (４) 关注弱势人群ꎻ (５) 经济和社会自立ꎻ (６) 正义ꎻ (７) 法律和秩

序ꎻ (８) 公平与平等ꎻ (９) 民族自决ꎻ (１０) 国家间兄弟般团结ꎻ (１１) 环境

稳定ꎻ (１２) 安全ꎮ③ 非洲共享价值观尽管涉及个人、 社会、 地区、 大陆和全

球层面ꎬ 但各层面内容并不互相排斥ꎬ 而是相互补充和强化ꎮ 共享价值观内

容中既有非洲文化的精髓ꎬ 如宽容、 尊老、 同甘共苦、 集体精神等ꎬ 也有国

际社会的共同关注ꎬ 如法治、 民主与代议制、 秩序等ꎻ 既有非洲国家的特点ꎬ
如关注弱势人群、 经济与社会自力、 公平与平等ꎬ 又有国际关系的共性ꎬ 如

主权和国家间相互依存、 国家间兄弟般团结、 安全等ꎮ 虽然共享价值观涵盖

多方面ꎬ 但它属于一种理念或指导思想ꎬ 一种有待于不断落实于行动的意识

形态ꎮ
共享价值观的覆盖对象包括非洲大陆本土民众和海外非洲移民裔群ꎮ 倡

导非洲共享价值观和对非洲移民裔群的新政策代表着非盟的全球非洲战略ꎮ
这一战略旨在整合散布在全球非洲人的力量ꎬ 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统一

非洲ꎬ 而充分利用非洲移民裔群的优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ꎮ 从政治上看ꎬ 这

种战略布局是努力消除非洲边缘化并确立非洲正面形象的举措ꎻ 从文化上看ꎬ
它反映了非洲联盟的多元主义和变革主义ꎬ 以一种跨越代际的全球共享经验的

８１

①
②
③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ꎬ ＡＵＣꎬ Ｍａｙ １９ꎬ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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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为前提ꎬ 是从泛非主义观念中汲取而来并重新表述的非洲经验ꎮ① 从经济

上看ꎬ 将海外非洲列为 “第六个构成部分” 是学习发展中国家 (如中国、 印

度等) 经验的结果ꎬ 即充分利用海外侨民的经济资源对非洲经济发展能起到

一定的促进作用ꎮ②

(三) 非洲共享价值观的特点

共享价值观确实是具有非洲特色的战略构想ꎮ 在当今世界舞台上ꎬ 非洲

在国际政治、 经济中的战略价值虽日益凸显ꎬ 但现实政治表明ꎬ 非盟要顺利

实施任何重大发展战略都离不开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非盟努力在

非洲推广和落实共享价值观ꎬ 积极谋求国际社会的支持ꎬ 先后与美国、 欧盟

等发表关于共享价值观的联合声明ꎮ 欧美国家原则上表示对非洲共享价值观

的支持ꎬ 且格外强调民主、 自由、 人权等价值的重大意义ꎬ 美国甚至称非盟

是 “捍卫我们共有的民主和治理原则的关键机构”ꎬ 欧美国家将共享价值观作

为它们同非盟发展关系的基础ꎮ③ 如果将非洲共享价值观置于国际政治与社会

伦理框架中考察ꎬ 可以发现其内容由三大类构成: 一是符合当代国际政治的

主要理念ꎬ 如主权、 自决、 独立、 公正、 平等、 包容性社会、 可持续发展等ꎻ
二是与欧美国家大力推广的价值观相同的理念ꎬ 如民主、 自由、 人权、 法治

等ꎻ 三是集体主义、 宽容团结、 关爱弱者、 尊重长者、 正直诚实、 尊严和尊

重、 同甘共苦等深深植根于非洲本土文化的内容ꎮ
换言之ꎬ 非盟构想的共享价值观充分融合了时代性、 国际性和本土性的

文化元素ꎬ 不仅考虑到非洲现实发展中的问题ꎬ 而且重视国际社会的关切ꎻ
既体现了非洲特色ꎬ 也部分迎合了当代主流政治话语ꎮ 总之ꎬ 这套非洲价值

观体系兼顾了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各主要行为体的偏好和核心价值取向ꎬ 为

９１

①

②

③

Ｒｉｔａ Ｋｉｋｉ Ｅｄｏｚｉｅꎬ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Ｚｏｎｅ: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ｒａ Ｐ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ｓｍ”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２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６８ － ２９９

Ｃｈｕｋｗｕ － Ｅｍｅｋａ Ｃｈｉｋｅｚｉｅꎬ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
Ｓｏｎｉａ Ｐｌａｚａ ａｎｄ Ｄｉｌｉｐ Ｒａｔｈａ ｅｄｓ ꎬ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６１ － ２８２ꎻ
Ａｄａｍｓ Ｂｏｄｏｍｏ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Ｒｅｍｉｔｔ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Ｆｕｎｄ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 ｄｒｉｖ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２１ 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Ｎｏｖ － Ｄｅｃ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１ － ２８

Ｃ Ｗ Ｃｏｒｅ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ａｌｋｓ Ｏｐｅｎｓ ｉｎ Ｕ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２２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０ꎻ “ＥＵ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ｏｓ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Ｄｒａｆ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Ｂｕｄｇｅ ｆｏｒ ２０１２”ꎬ １６ Ｍａｙ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ｕ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ｅｕ －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ｈｏｓｔｓ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ｍｅｅｔｉｎｇ － ａｆｒｉｃａｎ － ｕｎｉｏｎ － ｄｒａｆｔ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ｂｕｄｇｅｔ －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２ꎻ “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Ｇ８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ｓꎬ Ｍａｙ ２７ꎬ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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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铺平了道路ꎬ 进而有利于非洲文化复兴运动在内的各项

具体项目的展开ꎮ

三　 非洲共享价值观的实践

从战略层面正式提出和强调共享价值观ꎬ 是非洲政治的新现象ꎮ 非洲共

享价值观自 ２００９ 年作为战略构想提出以来ꎬ 由于它充分融合了时代性、 国际

性和本土性的文化元素ꎬ 已成为非盟战略规划的重要支柱和非洲大陆一体化

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ꎬ 并在每年的非盟重要会议上均得到针对性的强调且逐

步加以落实ꎮ
(一) 非洲共享价值观的务实推进

为落实共享价值观战略ꎬ 非盟敦促各国加快批准共享价值观的各项规约

及推进各地区经济共同体的密切合作ꎬ 强调妇女、 青年和市民社会全力参与

的重要性ꎬ 并积极谋求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ꎮ① ２０１２ 年被确定为非洲的 “共
享价值观之年”ꎮ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 届非盟峰会期间ꎬ 非盟政治事务专员阿卜杜拉

希博士向媒体介绍了非洲 “共享价值观之年” 的相关情况: “共同价值观是在

整个非洲历史上获得或发展起来的规范、 原则和实践ꎬ 它们嵌入到个人、 社

会、 区域、 大陆和全球层面ꎮ” 这些价值观包括自由、 民主治理、 人民群众的

参与和法治等ꎮ 这些价值观反映在非盟的法律文书中ꎬ 并被认为是共同的ꎬ
因为 “它们一直是解决非洲联盟成员国个别和集体面临的社会、 经济和政治

挑战的集体行动和解决方案的基础”ꎮ 非盟还启动了非洲治理平台ꎬ 以加强监

测、 定期审查和评估会员国对共享价值观的执行情况ꎮ 为了提高人们对共享

价值观的认识ꎬ 非盟还创建了专门的网站、 博客、 脸书和推特账户进行宣传

和推广ꎮ②

以 «非盟委员会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战略计划» 为例ꎬ 文件专门列出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７
年期间共享价值观在政治、 经济、 文化、 青年和妇女 ５ 个方面的落实情况:

０２

①

②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Ｇｒａｔｅｒ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ＡＵ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ｏ １２ꎬ １６ ｔｈ ＡＵ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 － ｕｎｉｏｎ ｏｒｇ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２

“Ｕｐｄ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ｓｔ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Ｙｅａｒ ｏｆ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Ａｉｓｈａ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ｉ”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Ｎｏ １０ / ２０ ｔｈ ＡＵ Ｓｕｍｍｉｔ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３ꎬ ２０１３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ｕ ｉｎ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ｅｖｅｎｔｓ / ２０１３０１２３ / ｕｐｄａｔｅｓ － ｊｕｓｔ －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 ｙｅａｒ － ｓｈａｒｅｄ － ｖａｌｕｅｓ － ｐｒｅｓｓ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
ａｉｓｈａ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２



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 内涵及其实践　

建立了 “非洲治理框架”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ꎻ 落实了 «瓦加杜

古宣言»、 就业减贫行动计划、 人道主义政策框架、 实施非洲区域降低灾难风

险战略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措施ꎻ 为促进非洲文化复兴采取的保护非洲文化遗

产的措施ꎻ 发起 “非洲青年志愿队” 项目ꎬ 使青年志愿者积极投入到第 １７ 届

非盟峰会及以 “推动青年赋权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主题的活动之中ꎻ 通过

«非盟性别平等政策»ꎬ 致力于反对针对女性的性暴力和促进人权方面特别是

妇女人权方面的工作等ꎮ① 由非盟委托非洲同行评审机制于 ２０１９ 年提交的报

告除导言外ꎬ 从六方面分析非洲治理与共享价值观的关系: 非洲治理政策框

架ꎻ 变革性领导ꎻ 宪政与法治制度ꎻ 和平、 安全和治理ꎻ 发展和治理之间的

联系ꎻ 区域经济共同体 (ＲＥＣｓ) 在非洲治理中的作用ꎮ 这份报告强调了共享

价值观在推动地区治理ꎬ 以及研判、 分析和预测地区未来发展趋势中的基础

性作用ꎬ 其中在第二章中特别论及非洲治理政策框架包括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

程» 范围内的共同价值观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年间ꎬ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非洲的

实施成效不甚理想ꎮ 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将可持续发展的社

会、 经济和环境纳入方案之中ꎬ 强调发展经济以促进就业和包容性增长ꎬ 建

立和平与有效、 开放及对所有人负责的机构ꎬ 并打造新型全球伙伴关系ꎮ 非

盟敦促各成员国努力落实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和非盟 «２０６３ 年

议程»ꎮ② 此外ꎬ 报告建议部分的第 ２９ 条提到ꎬ “我们鼓励非盟成员国签署和

批准建立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协定ꎮ”③ 可喜的是ꎬ ２０２１ 年非洲大陆自贸区

已正式开始运行ꎮ
(二) 践行非洲共享价值观面临的挑战

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看ꎬ 共享价值观的提出和付诸实践引发了各

种批评意见ꎮ④ 共享价值观在制定和执行中暴露出在非盟内部、 非盟与非洲国

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ｌａ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７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６１ － ６５ꎬ ２７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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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ｌｉｎ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２ － ０６ － ２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ｈａｒ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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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３ － 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７ － ２０ꎻ Ａｎａｃｌｅｔ Ｒｗｅｇａｙｕｒａꎬ “Ｎｅｗ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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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间关系及非盟与西方关系方面的诸多困境ꎮ
首先ꎬ 从非盟层面看ꎬ 共享价值观作为战略构想本身存在挑战ꎮ 其一ꎬ

非盟成员国对非洲是否具有共享价值观存疑ꎮ① 有人认为ꎬ 非盟应聚焦于如何

维护这种价值观的神圣性ꎬ 以免受到边缘价值观或狭隘的国家利益的影响ꎮ②

其二ꎬ 共享价值观相关原则与实际政策承诺之间存在差距ꎮ 共享价值观中很

多是公开取得共识的原则ꎬ “原则性” 毋庸置疑ꎬ 但缺少 “操作性” 经历ꎮ
其三ꎬ 非洲国家对与共享价值观相关的认同或批准存在滞后现象ꎮ 非盟通过

有关共享价值观战略的相关声明和行动计划后ꎬ 敦促各成员国加快签署、 批

准和落实非盟所有规范性框架的进程ꎬ 而成效并不理想ꎮ 例如ꎬ 被公认体现

了共享价值观核心内容的 «非洲民主、 选举和治理宪章»ꎬ 早在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非盟峰会上拟定ꎬ 但到 ５ 年后的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只有 ３８ 个国家签署ꎬ １５
个国家完成批准程序ꎮ③

另一个障碍与非盟的性质和机制相关ꎮ 作为一个国家间组织ꎬ 非盟不是

一个强制性的政治实体ꎬ 不具备让其成员国服从联盟政策法规的能力ꎬ 对不

服从或违反盟约的国家也缺乏必要遏制或惩罚的合法性与能力ꎮ 非盟规约和

战略的有效性ꎬ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员国的认可和接受情况ꎮ 也就是说ꎬ
真正的权力还掌握在各成员国手中ꎮ 为了防止外部势力的干涉ꎬ 非盟确立由

非洲人自己解决自己问题的原则———非漠视原则ꎬ 即非盟有权力对某些非洲

国家极端政治行为采取干预措施ꎮ④ 非盟亦缺乏确保监督和遵守共同价值观的

约束性机制ꎬ 遵守共享价值观的承诺具有某种随意性ꎮ “促进同成员国以及地

区经济共同体的有效合作和协力”ꎬ 是非盟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战略计划的 １８ 个目

标之一ꎬ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协调联盟成员国在非洲一体化、 次区域主义

方面不同的利益和政策ꎬ 将一些国家急切的主观愿望转化为建设性力量ꎮ 也

有人认为共享价值观也可能受到非洲次区域主义的挑战ꎬ 因为 “大陆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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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 页和第 １８７ 页ꎮ



论非洲共享价值观的源流、 内涵及其实践　

与 “次区域主义” 的矛盾从非统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ꎮ① 对于这种观点ꎬ 我

们需要辩证地看ꎮ 上述矛盾不可避免ꎬ 但非洲大陆的统一应该也必须建立在

次区域联合的基础上ꎮ 只有各次区域组织的动力才能赋予非盟以活力ꎬ 非盟

的集体联合行动反过来可以为各次区域组织的运作成功带来保证ꎮ
其次ꎬ 非盟与非洲国家间关系是另一个影响共享价值观顺利落实的因素ꎮ

共享价值观与不同文化及国家利益之间确实存在相互冲突的现象ꎮ 非洲除具

有丰富多彩的本土宗教文化外ꎬ 还有伊斯兰教、 阿拉伯文化以及基督教及其

文化ꎮ 不同文化在对待家庭、 财产、 性别、 权利等社会因素的理解上既有相

同点ꎬ 又有差异ꎬ 因此要整合整个大陆的价值观面临巨大挑战ꎮ 非洲大陆各

民族国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ꎮ 尽管一些国家在历史、 文化、 地缘和民族构成

方面具有某种亲缘性ꎬ 但在实力大小、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等方

面存在着诸多差异ꎮ 同时ꎬ 主权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实践已形成了各自的国家

利益ꎬ 这种利益有时可能产生互相冲突ꎮ 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共享价

值观的实践ꎮ 从经济上看ꎬ 各国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上的异同既可形成互

补关系ꎬ 也会产生竞争ꎮ 不公平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全球金融危机给非洲国家

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ꎬ 非洲多数国家的经济因内外因素发展滞后ꎬ
从而给落实共享价值观带来一定困难ꎮ 共享价值观需要全体公民配合ꎬ 但这

一战略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ꎬ 政府构想与民众关切间出现了一些矛盾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ꎬ 东非共同体曾召开市民社会协商会议ꎬ 专门讨论共享价值观构想ꎮ
会议代表质疑 “如果考虑到非洲大陆内部存在的多样性ꎬ 那么这些共享价值

观是否真的存在ꎬ 是否真的能够被识别出来ꎮ” 还有人提出ꎬ 非洲 “在地区层

面可能存在某些价值观ꎬ 但是不一定需要在全洲的层面提出来”ꎮ② 这种质疑

虽然有其合理性ꎬ 但提出共享价值观的根据不在于其是否存在ꎬ 而是其必

要性ꎮ
再次ꎬ 如何处理好非盟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对于共享价值观的实践亦十分

重要ꎮ 为了契合非洲社会的实际ꎬ «非洲统一组织宪章» 和 «非盟宪章» 等

基本文件都明智地转移或回避了 “民主” 这一用词ꎬ 而是强调治理和法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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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共享价值观则包括了由欧美国家政府界定的西方价值观的部分内容ꎬ
这些内容在非洲的实践不仅出现了诸多问题ꎬ 有时甚至成为动乱的根源ꎮ 事

实证明ꎬ 非盟将 “民主” “人权” 和 “自由” 等西方政治理念纳入共享价值

观体系ꎬ 已遭遇到非洲现实政治的重大挑战ꎮ 这种类似权宜的措施不仅没有

超越或消弭非洲内部的既有矛盾ꎬ 反而在孕育新的分歧和冲突ꎮ 正如尼日利

亚学者阿贾阿古所言: “西方民主 (尤其是作为投票箱现象) 在非洲作为一

种共同价值ꎬ 终究可能是一杯毒酒ꎬ 当其以欧洲为中心的内容被清晰地思考

并欣赏时ꎬ 情况更是如此ꎮ 非洲国家被强迫灌输西方民主ꎬ 其信念是 ‘欧洲

中心论’ꎬ 即发展是一种仅从西方经验中衍生出来的现象ꎬ 民主和现代化不可

避免是人类历史的最终目的地对西方民主的单线型或目的论的西方解释

和实施ꎬ 在非洲是不可能的ꎬ 因为非洲的机构不同ꎬ 不适合这种做法ꎮ 这种

民主在西方蓬勃发展ꎬ 因为它们的机构几乎是为其民主品牌定制的ꎮ” 西方经

验不适合非洲ꎬ 甚至 “往往是破坏性而不是建设性的ꎮ”① 换言之ꎬ 民主实践

可行ꎬ 但并非只有西方民主一种形式ꎬ 各地有自己不同民主治理方式ꎮ 非洲

的民主须结合自身的特殊条件ꎮ
非洲共享价值观在落实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困难和挑战ꎮ 出席第 １６ 届非盟

峰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ꎬ 构想共享价值观相对容易ꎬ 落实则是一个艰难

的过程ꎮ 共享价值观在非洲的发展和贯彻是一个持续的进程ꎬ 在推进共享价

值观的过程中需要克服若干障碍ꎮ②

四　 小结

非洲文明的独特价值通过共享价值观体现出来ꎮ 非洲在短短 ６０ 多年即从

一个遭受奴隶贸易摧残、 殖民主义肆虐并受制于各种不利的国际环境的大陆

向一体化方向迈进ꎮ 非洲学者萨迪阿沃尼伊意识到ꎬ “非洲人需要一种心理

和生理上的解放”ꎬ 必须努力维护非洲的历史传统ꎬ 重新致力于珍惜和发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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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文化资源和价值观ꎮ①

作为一种社会实践ꎬ “乌班图” 的概念在非洲大陆普遍存在ꎮ 这种概念不

仅在南非和西非国家普遍存在ꎬ 在东非的肯尼亚、 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和纳

米比亚也都有类似行为哲学ꎮ② 在处理政治问题时ꎬ 非洲人的原则是宽容、 协

商和妥协ꎬ 即尽量通过协商、 调解或谈判的灵活方式达成共识ꎮ③ 这种方式与

西方那种从政治上消灭对手的零和游戏大相径庭ꎮ 这种文化传统使得恩克鲁

玛领导的加纳、 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 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 努乔马领导

的纳米比亚和曼德拉领导的南非ꎬ 在获得新生后没有实施针对白人的报复行

为ꎬ 而是采取了宽容政策ꎮ “这是乌班图在显形”ꎮ④ 人们认识到ꎬ 只有通过

践行宽容这一原则ꎬ 非洲大陆才能保持其 “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社会”ꎮ⑤

１９９３ 年 １１ 月南非通过的 «临时宪法» 在附言中明确指出: 我们需要的不是

复仇ꎬ 而是理解ꎻ 不是报复ꎬ 而是补偿ꎻ 不是牺牲ꎬ 而是 “乌班图精神”ꎮ 德

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坦言: “乌班图” 是我们理解世界的方法ꎮ 这个字眼在字

面上是 “人性” 的意思ꎬ 它是一种主张一个人只有通过他人才成其为人的哲

学与信念ꎮ 唯有和别人有所关联ꎬ 我们才成为人ꎮ 我们的人性是与彼此相系

的ꎬ 这张人际之网的任何裂痕都必须修复ꎬ 才能让我们归于完整ꎮ 这种一体

相连的特性ꎬ 是构成我们的根源ꎮ 这种以集体和社区为人之成长环境的理念ꎬ
使南非人决定在宽恕中寻找人生意义ꎮ⑥

由于外来思想从历史和现实中通过多种途径影响非洲思想体系ꎬ 如语言、
文学、 宗教、 政治、 经济等ꎬ 所以非洲思想和文化上的非殖民化非常重要ꎮ
夸西维雷杜列出一些需重新认识的概念: 现实、 存在、 实在、 对象、 实体、
物质、 属性、 品质、 真理、 事实、 意见、 信念、 知识、 信仰、 疑虑、 确定性、
陈述、 命题、 语句、 观念、 意志、 心灵、 精神、 思想、 感知、 物质、 自我、
自己、 个人、 个性、 共同体、 主观性、 客观性、 原因、 偶然性、 理性、 阐释、
意义、 自由、 责任、 惩罚、 民主、 正义、 上帝、 世界、 宇宙、 自然、 超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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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６ ~ ９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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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时间、 虚无、 创造、 生命、 死亡、 死后、 道德、 宗教ꎬ 等等ꎮ 由于殖

民政府认为非洲思想和文化或是不成熟ꎬ 或是低劣ꎬ 当时对 “去非洲化” 有

系统的制度安排ꎮ 此外ꎬ 人类学家对非洲思想的阐释也暗含负面评价ꎮ 西方

的多党制存在问题ꎬ 如以多数取胜的选举和治理体制彻底忽略并否决少数人

的利益ꎬ 这与非洲传统的治理概念不同ꎮ 维雷杜以此为依据提出 “无党政体”
概念ꎮ① “非殖民化不仅仅是去西方化ꎬ 而是在知识发现和传播过程的中心对

非洲的全面重申它是一种解构的行为ꎬ 不是破坏一切的行为ꎮ”② 对于非

洲来说ꎬ 西方概念不宜照搬ꎬ 西方政体模式也不宜复制ꎬ 需要通过自身语言

和思维习惯来考察事物的真实意思以及与自身文化历史的相关性ꎮ
非洲共享价值观是非盟融合本土性、 时代性、 国际性等各种有利因素而

形成的全球非洲战略ꎮ 尽管它在理解、 沟通和落实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ꎬ
但它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不可低估ꎬ 同时对世界文明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ꎮ
人类文明多样ꎬ 只有互相借鉴ꎬ 才能各得其所ꎮ 目前ꎬ 中国正在推进文明对

话ꎬ “文明对话为理解与合作争取了机会”ꎮ③ 由此ꎬ 加深理解非洲共享价值

观必将推动中非双方的文明交流ꎬ 也将为世界文明的繁荣作出贡献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６２

①

②

③

Ｋｗａｓｉ Ｗｉｒｅｄｕ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ｐ １３６ － １４４ꎬ １８２ －
１９０

Ｍｏｌｅｆｉ Ｋｅｔｅ Ａｓａｎｔｅ ＆ Ｃｌｙｄｅ Ｅ Ｌｅｄｂｅｔｔｅｒ Ｊｒ ｅｄｓ 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４

参见李安山: «释 “文明互鉴”»ꎬ 载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４２ ~ ５０ 页ꎻ 李安山: «文化偏见必然导致文明冲突吗?»ꎬ 载 «中国新闻»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