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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民族和解探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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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卢旺达族群问题是非洲民族问题的一个缩影ꎮ 该国胡图

人和图西人本为同根同源、 同文同种ꎬ 殖民统治制造了族群之间裂痕ꎬ
乃至在独立后国内族群冲突一度愈演愈烈ꎮ 卢旺达现政府正视国内族群

问题ꎬ 采用社会共生共存的价值观ꎬ 倡导民族团结与融合ꎬ 改善社会基

础设施与条件ꎬ 努力建立多民族社会基础之上突出国家认同的统一国

族ꎮ 从未来发展看ꎬ 卢旺达政府和民众需要摆脱历史包袱ꎬ 着力于建设

适合本国国情的族群与社会治理制度ꎬ 以期在多元社会建立持久和平、
巩固社会稳定与包容治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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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立特里亚大使和卢旺达大使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ꎮ

卢旺达是民族结构相对特殊的国家ꎬ 各族群混居历史较长ꎬ 但关系并不

好处理ꎬ 近现代以来族群关系一直是国家治理的关键ꎮ 特别是 １９９４ 年卢旺达

爆发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后ꎬ 如何解决历史遗留的族群矛盾、 实现民族和解与

和平共处ꎬ 可谓举世瞩目ꎮ 同时ꎬ 卢旺达族群问题又是非洲民族问题的一个

缩影ꎬ 考察卢旺达等国 (又如厄立特里亚) 的国族建设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进程ꎬ 可以思考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整合之道ꎮ

卢旺达民族探源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ꎬ 卢旺达是个充满恐怖仇杀的地方: 从 １９５９ 年到 １９９４
年发生数场屠杀ꎮ 卢旺达议会 ２００４ 年发布的报告指称ꎬ 仅 １９９４ 年的百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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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就死亡 １０７ 万人ꎮ① 究其根源ꎬ 这很难简单地归为 “人类兽性的本能爆

发”ꎬ 而是卢旺达近百年来历史演变产生的恶果ꎮ 胡图、 图西两个族群之间的

社会冲突ꎬ 与卢旺达 １８９４ ~ １９６２ 年先后遭受德国、 比利时的殖民统治有着紧

密关系ꎮ
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人类学谈卢旺达民族形成问题ꎬ 都尚无定论ꎮ 欧美学

者多为自己信服的观点辩护ꎬ 易走两个极端: 一些人主张在 １９ 世纪末期卢旺

达沦为德国殖民地之前ꎬ 胡图、 图西和特瓦同属一个民族 (Ｎａｔｉｏｎ)ꎬ 和谐相

处ꎬ 只是社会分工不同且不断跨群流动ꎮ② 另一些人坚称ꎬ 三者在殖民前就是

形态和历史根基截然不同的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ꎬ 图西人统治胡图人的方式

类似西欧封建社会ꎮ③ 但多数非洲学者认为ꎬ 殖民之前卢旺达人在一定程度上

存在群体认同和区分ꎬ 殖民统治则将胡图与图西之间的区分安上了种族标

签ꎮ④ 曾在卢旺达南方考察十年的法国社会学家克洛丹维达尔认为ꎬ 胡图和

图西原本和睦相处ꎬ 只是在殖民期间关系变得微妙和紧张ꎮ⑤ 比利时人类学教

授吕克德豪胥虽然不同意这种观点ꎬ 但也承认 “胡图与图西的对立显然不

是种族问题ꎬ 而是 ‘等级制社会阶级’ 问题ꎬ 正是殖民意识形态使方家将其

改造成了 ‘种族身份’”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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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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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对遇难人数颇有争议: 联合国估计为 ８０ 万ꎬ 卢旺达议会的调查统计是 １０７ １ 万人ꎮ
Ｓｅ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Ｎ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Ｄｅａｔｈ Ｔｏｌｌ”ꎬ ＡＦＰꎬ Ａｐｒｉｌ ６ꎬ ２００４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２０１０ － ０１ － １４ꎻ 此外ꎬ 卢旺达的学生组织大屠杀幸存者学生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Ｅｔｕｄｉａｎｔｓ ｅｔ éｌèｖｅｓ ｒｅｓｃａｐéｓ ｄｕ Ｇéｎｏｃｉｄｅ) ２００８ 年发布报告说近 ２００ 万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０８１００４００４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０ － ０１ － １４ꎮ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 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７７ － ８３ꎻ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ꎬ “Ｈｕｔｕ ａｎｄ Ｔｕｔｓｉ: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 －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ｉｎ Ｄｉｄｉｅｒ Ｇｏｙｖａｅｒｔｓ ｅｄ 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ＬＣＡＡꎬ Ｔｏｋｙ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７７ － ２０８

Ｃｆ Ｊｅａｎ Ｈｉｅｒｎａｕｘꎬ Ｌｅｓ ｃａｒａｃｔèｒｅｓ 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ｓ ｄｅ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Ｒｕａｎｄａ ｅｔ ｄｅ ｌ’ Ｕｒｕｎｄｉꎬ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ｒｏｙａｌ ｄ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ｓ ｄｅ Ｂｅｌｇｉｑｕｅꎬ １９５４ꎻ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Ｎｅｗｂｕｒ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ｌｉｅｎｔ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 １８６０ – １９６０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ＮＹ: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

如乌干达麦克雷雷大学教授、 社会研究所所长马哈穆德马穆达尼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 认

为ꎬ 族群认同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判断标准ꎬ Ｓｅｅ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ꎬ Ｗｈｅｎ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Ｋｉｌｌｅｒ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９９ － １０１

Ｃｌａｕｄｉｎｅ Ｖｉｄａｌꎬ Ｌ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ｓ ｐａｓｓｉｏｎｓ: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Ｃôｔｅ ｄ ’ Ｉｖｏｉｒ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Ｋａｒｔｈａｌａꎬ １９９１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ｒｃｉｓｓｅ Ｇａｔｗａꎬ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Ｃｒｉｓｅｓ １９００ － １９９４ꎬ Ｒｅｇｎｕｍ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ＵＫ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８

Ｌｕｃ ｄｅ Ｈｅｕｓｃｈꎬ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Ｔｏｄａｙ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４ 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９５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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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族群区别的争议缘起外界对其早期历史的描述和殖民统治对民族

融合进程的破坏ꎬ 特别是欧洲学界 “含族假说” 和 “优越种族论” 的影响ꎬ
导致诸方各自解读族群冲突的起源由来ꎮ 从民族生成看ꎬ 卢旺达是个颇有特

色的国家ꎮ 历史上ꎬ 非洲的族群迁徙和民族兴衰以及血缘混合造就了复杂的

民族版图ꎮ 几百年来ꎬ 原住民不断交往、 通婚与融合ꎬ 这种混合不仅见著于

血脉传承ꎬ 而且体现于文化特性ꎮ
卢旺达所在的大湖地区气候宜人ꎬ 是早期人类迁徙定居的理想之地ꎮ 人

类自新石器时代始陆续迁居至此ꎮ 公元前 ８ ０００ 年至前 ３ ０００ 年ꎬ 特瓦人

(Ａｂａｔｗａꎬ 班图语意 “最早的本地猎人”) 的祖先在此狩猎采集ꎮ① 公元前 ７００
年至公元１ ５００年ꎬ 胡图人 (Ａｂａｈｕｔｕ) 从西部和中部非洲东迁到此开荒种地ꎬ
实际已是半农半牧ꎮ② １５ 世纪前后ꎬ 散养牛羊的图西人 (Ａｂａｔｕｔｓｉꎬ Ｗａｔｕｓｉ /
Ｗａｔｕｔｓｉ) 从尼罗河上游放牧至此并定居下来ꎬ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末最多时占到总

人口的 １４％ ꎮ③

１５ ~ １７ 世纪ꎬ 三者逐步形成 １８ 个群体混居的部落④ꎬ 且普遍跨族通婚ꎮ
到 １８ 世纪中叶ꎬ 其中恩伊金亚部落 (Ｎｙｉｇｉｎｙａ ｕｂｗｏｋｏ) 图西人较多ꎬ 势力强ꎬ
逐渐形成图西人主宰的中央集权封建王朝ꎮ １９ 世纪后期ꎬ 基热力五世 (Ｋｉｇｅｒｉ
Ｒｗａｂｕｇｉｒｉ ＩＶꎬ １８６０ － １８９５) 征服其他 ７ 个王国ꎬ 疆域逐渐扩大到相当于当今

卢旺达两三倍面积的地域ꎮ⑤ 卢旺达历史学家阿贝亚历克西卡加梅

(Ａｂｂé Ａｌｅｘｉｓ Ｋａｇａｍｅꎬ １９１２—１９８１) 在 １９５２ 年卢旺达 “ (胡图) 社会革命”

６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４４ － ４５ꎻ Ａｉｍａｂｌｅ Ｔｗａｇｉｌｉｍａｎａ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Ｌａｎｈａｍ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１６０ １９９４ 年大屠杀中ꎬ 约

３０％的特瓦人遇难ꎬ Ｓｅｅ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ｅｇｅ: Ｐｙｇｍｉｅｓ ｔｏｄａ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ＩＲＩＮ Ｉｎ － Ｄｅｐｔｈ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６ꎬ
ｐ 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ｒｉｎ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ｉｎｄｅｐｔｈｍａｉｎ ａｓｐｘ? ＩｎｄｅｐｔｈＩｄ ＝ ９＆ＲｅｐｏｒｔＩｄ ＝ ５８６０４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２

２０ 世纪 ３０、 ５０ 和 ７０ 年代在卢旺达进行的考古研究说明ꎬ 公元前 ７００ 年此地就有蓄牛证据ꎬ
并非公元 １３ 世纪才引进ꎮ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ｉꎬ Ｗｈｅｎ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Ｋｉｌｌｅｒ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ꎬ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６１

卢旺达 １９９１ 年人口普查全国共 ７１５ 万人ꎬ 特瓦人约 ３ 万ꎬ 占 ０ ４％ ꎻ 胡图人 ６４７ 万ꎬ 占

９０ ５％ ꎻ 图西人 ６０ 万ꎬ 占 ８ ４％ ꎬ Ｓｅ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 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ｅｘ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ｅａｃｈ ｃｅｎｓｕｓꎬ １９８５ － ２００３ꎬ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ｃｅｎｓｕｓ Ｖ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３ꎬ Ｔａｂｌｅ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ｅｖｅｎｔ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ｏｒｇ / ｅｄｕ / ｐａｓｔｇｅｎｏｃｉｄｅｓ / ｒｗａｎｄａ / ｉｎｄａｎｇａｍｕｎｔ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３ １９９５ 年开始政府

不再登记居民的族属ꎬ ２０１２ 年普查全国人口为 １０ ５１５ ９７３ꎬ ｓｅ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ｓｕ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６ꎻ 世

界银行估计特瓦、 胡图和图西人三者比例为 １∶８４∶１５ꎮ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８８ － ８９
Ｊｅａｎ －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６０ꎻ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ａｍｄ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９ꎻ Ａｌｓｏ ｃｆ Ｊａｎ Ｖａｎｓｉｎ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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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兴未艾时出版了 «卢旺达政治体制法典»ꎬ 按每百年一幅列出 １５ ~ ２０ 世纪

的 ６ 幅卢旺达地图ꎬ 反映了图西王朝 ４００ 年间领土扩张到当今的乌干达西部、
坦桑尼亚西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大片地盘ꎮ １８８４ ~ １９１１ 年ꎬ 德国、 英国

和比利时殖民者密谋划界ꎬ 导致卢旺达领土减少过半ꎮ① 统一后的王国分成

８０ 个区ꎬ 有几处不过是独座山头ꎬ 尤其在基伍湖西部和北部地区ꎬ 仅通过藩

属朝贡关系实施间接统治ꎮ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ꎬ 图西人和胡图人的区分开始

出现ꎬ 卢旺达和布隆迪两个王国的统治者均为图西人ꎮ 不过ꎬ 图西人中九成

以上地位低下ꎬ 生活艰难ꎮ
在语言和文化习俗等方面ꎬ 大湖地区讲卢旺达语的约４ ０００万图西人和胡

图人同文同源②、 同部落同宗教ꎮ 最初是否有胡图和图西两种民族的概念ꎬ 直

至今日仍有争议ꎮ 两者在体型长相上确有明显区别ꎬ 好比中国东北和岭南不

同地域的汉族身材脸型均有明显差异ꎮ 图西人瘦高ꎬ 椭圆小脸ꎬ 鼻梁较高ꎬ
以养牛为生ꎮ 卢旺达人酷爱长角美牛ꎬ 而且不让其劳作ꎬ 单供人们喝奶食肉ꎮ
胡图人则体型矮壮ꎬ 圆脸盘大鼻翼较宽ꎬ 主要从事农耕ꎮ 混迹密林的特瓦人

身材更矮 (成年 １ ５ 米以下)ꎬ 狩猎为主ꎬ 多为王室仆役ꎮ 由于几百年的通

婚ꎬ 族裔特征逐渐模糊ꎮ 大湖地区人常言ꎬ 在当地生活时间越长ꎬ 越难分辨

族裔ꎮ
卢旺达口述历史、 仪规和传记记载了早期民族文化的多样性ꎬ 但罕见图

西、 胡图和特瓦等字眼ꎬ 即使偶尔出现ꎬ 其意义也与欧洲人想象的大不相同ꎮ
在卢旺达历史文献中ꎬ 图西人指 “富有贵族”ꎬ 胡图人是 “农夫”ꎬ 特瓦人为

“狩猎好手”ꎮ 乡村农夫通常也很富有ꎬ 国王有时看不起他们ꎬ 但仍与他们联

姻ꎬ 时不时赐予头衔权势、 土地、 牲畜、 武装、 侍从ꎬ 等等ꎮ③

沃尔特罗德尼于 １９７２ 年出版的名著 «欧洲人如何压制非洲发展» 对殖

民理论发起挑战ꎬ 驳斥前述外来移民假说ꎮ 他指出ꎬ 卢旺达、 布隆迪等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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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卢旺达神话传说ꎬ 噶图西 (Ｇａｔｕｔｓｉ)、 噶胡图 (Ｇａｈｕｔｕ) 和噶特瓦 (Ｇａｔｗａ) 都是坎亚卢旺

达 (Ｋａｎｙａｒｗａｎｄａ) 的儿子ꎬ 分别是图西、 胡图和特瓦人的先祖ꎮ 三者语言与文化相同ꎬ 只是特瓦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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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各 “民族” 之间的身高差异只是不同饮食习惯所致ꎬ 摄取蛋白含量多的

人自然长得较高①ꎮ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补充说明ꎬ 身高的差异也与农业人口高

强度的体力劳动有关ꎬ 不足以成为区分民族的证据ꎮ 这些观点逐渐成为主流ꎬ
影响了几代流亡国外的卢旺达人ꎮ②

表象不一定总能准确反映现实ꎮ 当代遗传学 “Ｙ” 染色体 (Ｙ － ＤＮＡ) 研

究表明ꎬ 图西人基本是班图人血统ꎬ 仅 １ / １００ 的基因与非洲之角、 北非、 西

亚、 东南欧人相同ꎬ 更多的则与周边地区原住民班图人ꎬ 特别是胡图人ꎬ 有

着共同的遗传起源ꎮ③ 许多代人的通婚导致基因流通 (Ｇｅｎｅ Ｆｌｏｗ)ꎬ 在很大程

度上逐渐抹去两个班图群体之间的身高、 体型和相貌等体质区别ꎮ

民族隔阂与冲突产生的原因

卢旺达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产生既有历史因素ꎬ 又有现实政策原因ꎮ
(一) 殖民者制造民族分野

在殖民者进入之前ꎬ 卢旺达的政权主要集中在图西王朝手中ꎬ 社会控制

程度较高ꎮ １８ 个部落中ꎬ 图西、 胡图与特瓦人几百年来比邻混居且通婚ꎬ 找

不到原住民单族聚居的历史痕迹ꎮ 比利时皇家非洲博物馆存有的数据显示ꎬ
即使在图西人占四成的部落里ꎬ 胡图人数依然超半ꎮ④ 这既有利于族系之间的

交往融合ꎬ 也容易引发族系之间的摩擦矛盾ꎮ
从 １９ 世纪中叶起ꎬ 英国、 德国和比利时人相继侵入ꎬ 尤其是在比利时委

任统治卢旺达期间ꎬ 为图西、 胡图与特瓦人民族隔阂埋下了祸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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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实行双重 “种族隔离” 政策ꎮ 比利时人在 １９３３ 年首创卢旺达身份

证ꎬ 开辟 “民族” 栏目ꎬ 人人必须填写民族属性ꎮ① 他们按身材、 相貌等条

件固化群体分野ꎬ 并采取不同的待遇ꎬ 侧重增强图西人的特权地位ꎮ 他们不

顾存在几个世纪的基因集合 (Ｇｅｎｅ Ｐｏｏｌ)ꎬ 用社会分工区别生物差别ꎬ 以 “人
为标准” 生造出高个精英和矮个下层之分: 图西人 １ ７９ 米ꎬ 胡图人 １ ６７ 米ꎬ
特瓦人 １ ５５ 米ꎬ 相差为 １２ 厘米②ꎻ 以及体重、 鼻宽、 颈长、 面部指标ꎬ 等

等ꎮ 实际上ꎬ 高于和低于 “标准” 的胡图和图西人比比皆是ꎮ “１２ 厘米说”
影响深远ꎬ 论者却忘记自己家乡 (如法国) 当时贵族与平民的身高差距都大

于 １２ 厘米ꎮ
比利时人发现卢旺达多数人体格差异难辩ꎬ 只得偏向经济和财富标准ꎬ

新增定义图西人为 “拥有十头以上牛的班亚卢旺达人”ꎮ 由此ꎬ 原本生产、 生

活方式和社会地位有差异、 但可互相转换身份的卢旺达人ꎬ 被硬性区分为两

个互不交融且日渐对立的民族ꎬ 为卢旺达 “民族矛盾” 种下祸根ꎮ 然而ꎬ 当

时图西贵族与图西平民的社会差异远大于图西贵族与胡图富人之间的差异ꎮ
欧洲人类学家用种族概念分析卢旺达社会ꎬ 至今没有相对科学的研究和

定论ꎬ 多数学者认为并不存在体质人类学的可靠论据ꎮ 虽然 ３ 个族群之间的

社会分类古已有之ꎬ 民族起源差别其实很难察觉ꎮ③ 在 １９２４ ~ １９３５ 年比利时

人 “改造” 期间ꎬ 当时尚存的几个胡图酋长领地 “消失”ꎬ 三酋长共管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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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ｓｅｐｈ Ｃ Ｍｉｌｌｅｒ ｅｄ ꎬ Ｎｅｗ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２ꎬ Ｄａｋａｒ －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ꎬ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
Ｓｏｎｓꎬ ｐｐ ３１９ － ３２７ 不过有人根据常染色体分析图西人有可能曾属于尼罗河语群 (Ｎｉｌｏｔｉｃ) 人ꎬ 后来

才改用定居地域的班图语ꎮ Ｃｆ Ｒａｚｉｂ Ｋｈａｎꎬ “Ｔｕｔｓｉ ｇｅｎｅｔｉｃꎬ ｉｉ” ꎬ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３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ｃｏｍ / ｇｎｘｐ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ｔｕｔｓｉ －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 ｉｉ / ＃ ＶＪｑＪ９Ｄｊ７Ａ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３ꎻ “ Ｔｕｔｓｉ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ｔｕ” ꎬ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Ｄｉｓｃｏｖｅ 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９ꎬ ２０１１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ｃｏｍ / ｇｎｘｐ / ２０１１ / ０８ / ｔｕｔｓｉ － ｄｉｆｆｅｒ － 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 ｆｒｏｍ － ｔｈｅ － ｈｕｔｕ / ＃ｍｏｒｅ －
１３７０８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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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ꎬ 实质是剥夺了胡图人原来仅有的一点土地掌管权 (１９２６ 年)ꎮ① 酋长改由

殖民当局任命ꎬ 国王穆欣嘎 (Ｍｗａｍｉ Ｍｕｓｉｎｇａ) 遭废黜流亡刚果ꎬ 种族隔离制

度创立ꎮ②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ꎬ 欧洲的理论家ꎬ 特别是比利时殖民当局反复强

调图西人在文化甚至智力上高人一等ꎬ 使图西人的族群优越感进而得到刺激

和加强ꎬ 而胡图人则深感压抑和自卑ꎬ 低人一等ꎬ 从而产生强烈的复仇心理ꎮ
加之ꎬ 比利时殖民者 “迷恋” 图西人ꎬ 用其以夷制夷ꎬ 从政治、 经济、 教育

和行政管理等各方面偏袒他们ꎬ 造成胡图人和图西人相互仇视ꎬ 埋下社会隐

患ꎮ 一旦欧洲人退出殖民地ꎬ 卢旺达社会矛盾一触即发ꎮ
第二ꎬ 塑造主仆关系ꎮ 殖民者进入后ꎬ 欧洲人把另一种主仆关系强加给

卢旺达人ꎮ １９２４ 年殖民当局普及强迫劳役 (Ｕｂｕｒｅｔｗａ) ③ꎬ 把班亚卢旺达人分

成相互对立的图西和胡图两大社会群体ꎬ 并形成了极不平等的主仆关系ꎬ 主

要体现为以畜牧为主的图西人自己并不放牛ꎬ 而交给胡图仆人或佃户放养ꎮ
牛不仅具有经济价值ꎬ 而且是财富与出身高贵的象征ꎬ 如果图西人把牛送给

胡图人ꎬ 胡图人的社会地位就会得到提高ꎮ 随着牛群不断繁殖ꎬ 牛犊在主仆

之间分享ꎬ 胡图人家一旦有了牛且达到 １０ 头ꎬ 就可 以 “ 非 胡 图 化 ”
(ｋｗｉｈｕｔｕｒａ)ꎬ 成为图西人ꎮ

两族通婚也可使胡图人变为图西人ꎮ 尤其在卢旺达南部ꎬ 社会地位上升

的胡图人偏好迎娶图西女人ꎮ 相反ꎬ 破落的图西人和胡图家族联姻ꎬ 其子女

也会变成胡图人ꎮ 原只有图西人是主人ꎬ 但在图西王朝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ꎬ
图西和胡图人之间ꎬ 甚至一些胡图人之间也采取这种体制ꎮ 在西南地区ꎬ 直

到 ２０ 世纪初ꎬ 当地放牛的人习惯相互照看牛群ꎬ 而且经常交换ꎮ 在卢旺达西

北地区ꎬ 近至独立前后ꎬ 图西氏族所有的大片土地交给胡图仆人耕种ꎮ
当主仆关系从图西族内部发展到两族之间时ꎬ 性质就发生了变化ꎬ 禁止

胡图人拥有牛的规定不再那么严格ꎬ 图西人常向作战勇敢的胡图人赏赐牛犊ꎮ
这些牛成为胡图人的个人财产ꎬ 也不一定非要回报图西人ꎮ 在殖民前的卢旺

达ꎬ 部落之间战争频发ꎮ 战争分 ３ 种情况: 一是为保卫王国地域ꎻ 二是为扩

大王国的领土ꎻ 三是为与邻近部落争抢牛ꎮ 打仗时除了图西人ꎬ 包括胡图人、

０２１

①

②
③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 ａｎｄ Ｄ Ｌａｉｔｉｎ Ｄａｖｉｄꎬ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８５８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ｅ Ｂｅｌｇｅꎬ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Ｒｕａｎｄａ － Ｕｒｕｎｄｉꎬ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ꎬ １９２７ꎬ １９２８ꎬ １９３１
Ｔｈａｒｃｉｓｓｅ Ｇａｔｗ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９



卢旺达民族和解探究与思考　

特瓦人的所有男子都要上战场ꎮ
到 ２０ 世纪初ꎬ “种族”、 “民族”、 “氏族” 等时髦概念才被引进卢旺达–

乌隆迪ꎮ 实际当时传统经济分工已有变化ꎬ 许多胡图人畜牧和不少图西人农

耕ꎮ 无论出身如何ꎬ 他们已经形成由共同领地、 语言、 历史、 文化、 宗教、
宇宙观、 习俗传统结合的共同命运体ꎬ 并无民族和地域之分ꎮ①

第三ꎬ “痴迷” 民族标签ꎮ 自 １９ 世纪末起ꎬ 欧洲殖民者和教会开始扶植

“第四个民族”ꎬ 即统治阶层ꎬ 毁坏原有社会族群融合的积极因素ꎬ 突出 “民
族区别” 和排异意识ꎮ 他们在 １９２０ ~ １９４５ 年间夸大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族群

差异ꎬ 提倡出身论ꎬ “与生俱来的体质和心理方面的不平等”②ꎮ 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ꎬ 欧洲、 特别是比利时天主教会新一代教士认为ꎬ 胡图多数蒙受

“不公正待遇”ꎬ 鼓励其 “革命夺权”ꎮ 受席卷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和解放思

潮影响ꎬ 处于劣势的胡图人发起 “社会革命”ꎬ １９６２ 年以胡图人为主执掌政

权 ３０ 年ꎬ 以 “民族” 和地域歧视报复 “种族隔离”ꎬ 昔日被压迫者一朝翻身ꎬ
在教育、 党政军、 宗教界排斥和压迫图西人ꎬ 视之为威胁ꎬ 要 “赶尽杀绝”ꎬ
先后在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７２ ~ １９７３ 年数次大举逐杀图西人ꎬ
企望一劳永逸 “解决问题”ꎮ 他们对南方胡图人则扣上 “图西帮凶” 的帽子ꎬ
杀一儆百ꎮ

１９９４ 年震惊世人的卢旺达屠杀只是一系列屠杀中最后也是最为突出的一幕ꎮ
一些人认为ꎬ 大屠杀是卢旺达人口密度过大、 国土承载力下降使人们为了生存

而不择手段恶性竞争的结果ꎮ 有人甚至把这说成是农民相互残杀的基本理由ꎬ
活下来的人可以得到更多土地和资源ꎮ 至于哪个族杀哪个族ꎬ 则取决于文化、
历史、 政治、 经济各方面的原因ꎮ 但是ꎬ 在胡图知识分子看来ꎬ 图西人和比利

时人一样ꎬ 都是 “外来的殖民者”ꎮ 由此ꎬ 民族自虐流布国中ꎮ③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格鲁戈瓦卡伊班达④等 ９ 名胡图知识分子发表 «胡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Ｂ Ｍａｎｉｒａｇａｂａꎬ Ｌｅｓ ｍｙｔｈｅｓ ｄｅ ｆｉｌｓ ｄｅ Ｇｉｈａｎｇａ ｏｕ 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ｄ’ ｕｎｅ 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é ｔｏｕｊｏｕｒｓ ｍａｎｑｕéꎬꎻ
Ｍ Ｄ’ Ｈｅｒｔｅｆｅｌｔ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 ꎬ ｐｐ ４１３ － ４３９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ｒｃｉｓｓｅ Ｇａｔｗ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２

Ｊｅａｎ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Ｍａｑｕｅｔ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１ꎬ ｐ ７３

Ｍｏｉｓｅ Ｊｅａｎ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ｓｓ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ꎬ Ｅｍｏｒ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７

Ｇｒéｇｏｉｒｅ Ｋａｙｉｂａｎｄａ (１９２４ － １９７６)ꎬ 卢旺达王国前首相 (１９６１ 年至 １９６２ 年在位)、 共和国前总

统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７３ 年在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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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宣言»①ꎬ 初显胡图政治力量ꎮ 这份 １０ 页纸文件写给比利时驻卢旺达副总

督ꎬ 反对此前一个月穆塔拉三世鲁达西格瓦国王 (Ｍｗａｍｉ Ｒｕｄａｈｉｇｗａꎬ Ｍｕｔａｒａ
ＩＩＩ) 要求比利时殖民当局立即交权与王室ꎬ 呼吁胡图人的 “双重解放”ꎬ 即摆

脱白人种族殖民者和含米特种族压迫者的 “剥削”ꎬ 明确卢旺达 “原生种族问

题” 是 “图西一族垄断社会、 政治和经济” 权力ꎮ②

这个宣言为日后胡图民族主义运动定下基调ꎬ 开启卢旺达政治立场按

“民族身份” 划分的先河ꎮ 独立后胡图政权的各种立法和制度安排导致族群矛

盾凸显ꎬ 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ꎮ
(二) 独立后当政者实施歧视、 压制性民族治理政策

卢旺达独立后 ２０ 多年ꎬ 同殖民时期一样ꎬ 民族区分与社会阶层、 地域区

别等其他身份认同成为统治精英操控国家政权的政治工具ꎬ 直至 １９９４ 年爆发

大屠杀ꎮ 事实上ꎬ 殖民者的人为 “种族划分” 在卢旺达社会肌体内种下毒瘤ꎬ
仇恨之心早有渊薮ꎬ 暴戾之风起于青萍之末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卢旺达

“民族两极分化” 严重ꎮ 执政当局一连 ３０ 年严禁海外难民回国ꎬ 境内社会关

系一度缓和ꎬ 但从未考虑民族和解ꎬ 甚至发生数次以暴易暴事件:
第一ꎬ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２ 年胡图人针对图西人实施反暴力——— “社会革命”ꎮ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ꎬ 穆塔拉三世蹊跷猝死于布隆迪ꎬ 图西人认定是胡图人假手比利

时人谋害ꎬ 遂于 １１ 月密谋刺杀胡图政治人物未果ꎬ 反而引发胡图人报复追杀

图西王族和平民ꎬ 死伤几千人ꎬ 数万图西人逃亡邻国ꎮ １９６０ 年ꎬ 胡图解放党

胜选上台ꎬ 胡图人翻身ꎮ 卡伊班达随即开始针对图西人的种族隔离和歧视ꎬ
首先是在政治领域驱逐图西人ꎬ 并在地域分布上划分不同居住区域ꎮ

从其后果看ꎬ 一方面ꎬ 始自 １９５９ 年的 “社会革命” 中产生 ４ 个政党: 两

个王室党派卢旺达民族联盟 (Ｕｎｉ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Ｒｗａｎｄａｉｓｅ － ＵＮＡＲ) 和卢旺达民

主同盟 (Ｒ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Ｒｗａｎｄａｉｓ － ＲＡＤＥＲ)ꎬ 以及两个胡图政

党: 一个是激进民族主义的胡图解放党 ( Ｐａｒｔｉ ｄｕ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ｅｔ ｄｅ Ｌ’
Ｅｍａｎｃｉｐａｃｉｏｎ Ｈｕｔｕ － ＰＡＲＭＥＨＵＴＵ)ꎬ 按其缩写又音译为 “帕梅胡图党”ꎻ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初建时称卢旺达民主运动 (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ｑｕｅ Ｒｗａｎｄａｉｓ － Ｍ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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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 年改名)ꎮ 另一个是温和宪政派的促进大众社会联合会 (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ｌａ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Ｍａｓｓｅ － ＡＰＲＯＳＯＭＡ)ꎮ 虽然有的政党不主张胡图

和图西分隔ꎬ 但这种按族裔组党的做法进一步固化殖民统治制造的政治和社

会分野ꎮ① 另一方面ꎬ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１ 年的 “社会革命” 是卢旺达当代历史上一个

重要分界点ꎮ 这 ３ 年和此后 １９６３ ~ 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７３ 年几次政治危机引发的屠

杀ꎬ 迫使大量图西人流亡国外ꎮ 胡图农夫则趁势哄抢图西人的地ꎬ 强拆房顶ꎬ
断其生路ꎬ 引起一些地方图西人惶惶不可终日ꎮ 胡图人不仅将图西人扫地出

门ꎬ 而且不容他们带走财物ꎬ 净身出境ꎮ １９５９ 年秋ꎬ 现任总统卡加梅曾随母

亲出逃乌干达ꎮ 这样的难民潮有过几次ꎬ 到 １９９０ 年卢旺达境外图西难民多达

６０ 万 ~ ７０ 万ꎬ 占当时全国人口的 ９％ ꎻ② 卢旺达政府则称有 ９０ 万人ꎮ③

第二ꎬ １９６２ ~ １９９０ 年胡图政权暴力压迫图西人ꎮ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ꎬ 流亡国外

的图西难民开始武装袭扰ꎬ 特别是 １９６３ 年圣诞节从布隆迪越境打到离基加利

仅 ２５ 公里处ꎮ 胡图解放党政权随即报复ꎬ 放任地方势力杀戮图西人ꎬ 有的区

长屠杀 ５ ０００ ~ ８ ０００ 图西人ꎮ④ １９６４ 年 ３ 月ꎬ 卡伊班达公开谴责流亡图西人是

“蟑螂” ( ｉｎｙｅｎｚｉꎬ Ｃｏｃｋｒｏａｃｈｅｓ)ꎬ 只是比留在国内的图西人更加极端ꎬ 如果前

者继续袭扰ꎬ 图西种族灭绝更快ꎮ 换言之ꎬ 国内图西人理论上都可能是流亡

图西人的 “帮凶”ꎮ⑤ １９６５ 年ꎬ 卡伊班达假手比利时军官处决国内图西温和派

反对党议员和首领 ２０ 余人ꎬ 令反对党群龙无首ꎮ 同时ꎬ 当政者还制造境外图

西 “侵犯” 的恐怖气氛ꎬ 导致两三万图西人丧生ꎮ⑥

此后十年ꎬ 胡图人政权免除所有图西人公职ꎬ 限制图西人接受公立学校

教育ꎬ 图西人实际沦为二等公民ꎮ 卡伊班达政权还通过官方文件和教育体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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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Ｓａｍｕｅｌ Ｔｏｔｔ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Ａｎｄｒé Ｇｕｉｃｈａｏｕａ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ｎ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ｎｙａｒｗａｎｄａ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Ｇｒｅａｔ Ｌａｋｅ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ＵＮＨＣＲꎬ Ｍａｙ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６ － １８ꎻ Ｇéｒａｒｄ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ｗａｎｄａ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Ｋａｍｐａｌａ: Ｆｏｕｎ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６２ － ６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ｗａｎｄａｉｓｅ ｄｅｐｕｉｓ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ꎬ Ｋｉｇａｌｉꎬ ２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４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Ｇ Ｐｒｕｎｉ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２

Ｓｃｏｔｔ Ｓｔｒａｕｓꎬ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Ｒａｃｅꎬ Ｐｏｗｅｒꎬ ａｎｄ Ｗａｒ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２３

Ｉｂｉｄ
Ｆ Ｒｅｙｎｔｊｅｎｓꎬ Ｐｏｕｖｏｉｒ ｅｔ ｄｒｏｉｔ ａｕ Ｒｗａｎｄａ Ｄｒｏ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１９１６ à １９７３ ꎬ

Ｔｅｒｖｒｕｅｎ: Ｍｕｓéｅ ｒｏｙａｌｅ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ｅꎬ Ｎｏ １１７ꎬ １９８５ꎬ ｐｐ ４ ６５３ － ４ ６６６ꎻ Ａ Ｓｅｇａｌꎬ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ｓ ｉｎ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ａｂ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Ｎｏ ２４０ꎬ １９６４ꎬ ｐ １５ ꎬ 该文称有 １ 万至 １ ４ 万人遇

难ꎬ 主要是图西人ꎮ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ａｒｃｉｓｓｅ Ｇａｔｗ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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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胡图和图西之分并非 “民族” 而是 “种族” 之分ꎬ 称图西人并非 “原住

民”ꎬ 而是外来族ꎬ 不是纯正的卢旺达公民ꎮ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ꎬ 邻国布隆迪图西政权杀害胡图名士ꎬ 引发卢旺达国内族群

关系再度紧张ꎬ 卡伊班达政府清洗大学中学师生和公务员中的图西人ꎬ 后来

军方介入ꎬ 殃及南方和中部地区胡图人ꎮ 陆军参谋长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

纳①少将借机发动军事政变ꎬ 建立一党制第二共和ꎬ 军官一律换成北方胡图

人ꎬ 近千名高官和军人遇害②ꎮ 他执政后一度提出 “和解”ꎬ 重新承认图西是

“少数民族”ꎬ 按人口比例安排图西人在公职和教育部门的位置ꎬ 但是许多限

制仍旧保留ꎬ 例如胡图军官不得娶图西女人ꎬ③ 以确保胡图与图西人的领导与

从属关系ꎮ
第三ꎬ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３ 年图西人和受压迫的 (南方) 胡图人武力反抗政府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０ 月ꎬ 卢旺达内战爆发ꎬ 政府随即逮捕上万人ꎬ 九成以上是图西人ꎮ④

胡图极端派发行 «唤醒» 报 (Ｋａｎｇｕｒａ)ꎬ １９９３ 年又捐资成立千丘自由广播电

视台 ( Ｒａｄｉｏ － Ｔéｌéｖｉｓｉｏｎ Ｌｉｂｒｅ ｄｅ Ｍｉｌｌｅ Ｃｏｌｌｉｎｅｓ)ꎬ 在卢旺达和大湖地区掀起民

族仇恨宣传ꎬ 传播暴力文化ꎬ 公开号召胡图人杀掉图西人和 “胡图叛徒”ꎮ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出版的 «唤醒» 第六期发表著名的 “胡图十诫”⑤ꎬ 要求胡图人

垄断党政军学商所有位子ꎬ 不得与图西人发生婚姻、 两性、 雇佣、 业务和社

会关系ꎬ 等等ꎬ 由此加剧了两大民族的对立与冲突ꎮ
第四ꎬ １９９４ 年胡图极端派发动针对图西人的大屠杀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６ 日 ２０

时 ２０ 分ꎬ 身高 １ ９ 米的卢旺达胡图人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座机在基加利国际机

场上空遭到地面飞弹袭击坠毁ꎬ 他和身高 １ ６ 米的布隆迪胡图人总统西普里

安恩塔里亚米拉一起遇难ꎮ 仅几分钟后ꎬ 卢旺达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巴戈索

拉上校即通报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称军方接管政权ꎮ 不到一小时ꎬ 士兵、 胡

图青年民团已经在首都基加利大街小巷设卡ꎬ 查看路人身份证ꎬ 凡是图西人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哈比亚利马纳 (Ｊｕｖéｎａｌ Ｈａｂｙａｒｉｍａｎａꎬ １９３７ － １９９４)ꎬ 卢旺达第二共和国总统 (１９７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在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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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杀勿论ꎮ① 此后 ３ 个月ꎬ 卢旺达尸体堆成山ꎬ 鲜血流成河ꎬ 不少青年和中年

人用砍刀、 木棍追杀老少妇孺ꎬ 胡图丈夫屠戮图西妻子ꎬ 邻居、 同事自相残

害ꎮ 到 ７ 月中旬的 １００ 多天里ꎬ 死人逾百万ꎬ 平均每天 １ 万ꎬ 每小时 ４００ 人ꎬ
每分钟 ６ 人ꎮ② ３８０ 万人流离失所ꎬ 其中约 ２００ 万人流落基伍湖西岸的扎伊尔

(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和南边的布隆迪等周边国家ꎬ 有的至今未能返回家园ꎮ
根据历史资料ꎬ １９５９ ~ １９９４ 年的历次屠杀主要是政界高层出于政治需要

而挑起的ꎮ 这些冲突并非 “来自北方” 的高个图西牧人和基伍湖畔的矮个农

夫之间命里注定剖腹掏心地相互残杀ꎬ 而是复杂的历史渊源使得两者关系错

综复杂ꎬ 造成暴戾升级ꎬ 酿成暴力对抗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基础ꎬ 相互仇视

“非我族类”ꎬ 人们的道德规范一度沦丧ꎮ 比利时学者菲利普瑞恩齐简斯虽

然为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哈比利亚马纳政权起草过宪法ꎬ 但他也认为ꎬ 独立后 ３０
年间ꎬ 政府利用民众害怕心理、 滥施暴力和嫁祸于图西人等做法导致政治、
社会和地域等方面原本紧张的关系激发为 “民族冲突”ꎬ③ 由此掩盖当政者挑

起南北地域对立和利用民族冲突掩盖政治和经济排他性垄断之意图ꎮ
同时ꎬ 不容忽视的是ꎬ 由于卢旺达 － 乌隆迪是一个殖民地ꎬ 分别独立后

才成为两个国家ꎬ 但双方居民都习惯用 “民族意识” 棱镜解读历史ꎬ 一国某

族的悲剧常常引起对边另一族的恐惧ꎮ 卢旺达的胡图极端派历来声讨 １９７２、
１９８８ 和 １９９３ 年布隆迪政府杀戮胡图人ꎬ 布隆迪的图西极端派则谴责卢旺达政

府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４、 １９７３ 和 １９９４ 年屠杀图西人ꎮ 但双方都避而不谈 １９５９ 年胡图

“社会革命” 和 １９９０ 年图西难民 “武装回国” 之前的深层次历史和社会原因ꎮ

大屠杀后的民族和解政策

１９９４ 年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ꎬ 卢旺达政府意识到必须采取措

施弥合族群裂痕ꎬ 实现民族和解ꎬ 倡导国族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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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过卡恰恰法庭①ꎬ 惩治罪犯ꎬ 愈合民众的心理伤口

１９９６ 年 １ 月ꎬ 由 １０ 名法官组成的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在坦桑尼亚北方城

镇阿鲁沙正式开庭ꎮ② 当时ꎬ 卢旺达司法系统基本瘫痪ꎬ 加之全国有 １２ 万

(另一说 １５ 万) 嫌犯等待审判ꎬ 司法审判进度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解进程ꎮ 因

此ꎬ 在国际法学界的建议下ꎬ 卢旺达爱国阵线主导的联合政府在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尝试借用历史传统中的民间司法体制卡恰恰 (读音是 “ ｇａ － ｃｈａ － ｃｈａ”) 法

庭ꎬ 加速审判蓄意杀害或严重伤害他人的主凶和从犯ꎬ 或参与行凶但未杀人

者ꎮ 各地基层百姓民主推选 ２５ 万非专业法官组成 １ １ 万个社区法庭ꎬ 但不设

辩护律师ꎬ 以免其滥用程序拖延、 误导听证和恐吓证人ꎮ 民间法官多为胡图

人ꎬ 四成为妇女ꎬ 均需参加数周有关司法程序的培训③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卢旺达正

式推进卡恰恰法庭: 乡 (ｃｅｌｌｌｓ)、 县④和县级上诉三级法庭ꎬ 每个法庭设 ９ 名

法官ꎬ 嫌犯最高可判处罪犯终身监禁ꎮ 每个社区居民全体大会弄清事实并确

定受害者与施害者名单ꎬ 选出 １９ 人的卡恰恰司法组以及协调委员会ꎮ
民众指认的涉嫌不同程度参与屠杀者达三四十万人ꎬ ２００８ 年议会根据实

践修订相关法律ꎬ 要求嫌犯不仅说出真相ꎬ 而且要认罪忏悔和请求宽恕ꎬ 并

检举同犯ꎮ 民间法庭花费 ４ ０００ 万美元ꎬ 历时十年审结近百万案件ꎬ 其中二三

成涉案者无罪开释ꎬ 约 ５％ ~ ８％的人获刑 ５ ~ １０ 年ꎬ 多数监外服刑ꎮ 不少已

决犯接受审判后刑期已满ꎬ 出狱回归社会ꎮ 不论嫌犯社会地位如何ꎬ 是省长、
军官还是农民ꎬ 一律平等对待ꎮ 这既为实现有罪必惩与全民和解ꎬ 呼应受害

者及难属讨还公道的诉求ꎻ 亦为缓解监狱人满为患ꎬ 节省大量精力和资金用

于国家重建ꎮ 凶犯就历史过错道歉ꎬ 主要不在于追溯其罪责ꎬ 而是避免他们

隐瞒或否认罪孽ꎬ 以期杜绝仇恨与暴虐的轮回ꎬ 确保 “不再重演” 历史悲剧ꎮ
同时ꎬ 审判庭询也有助于幸存者找到亲属遗骸下葬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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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ａｃａｃａ”ꎬ 卢旺达语意为 “小片草坪”ꎬ 是村落长者召集全村居民开会调解裁决偷盗、 婚姻、
土地和财产等家族或邻里纠纷的场所和制度ꎮ

刘海方: «卢旺达的卡恰恰法庭»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６ 页ꎮ
Ｄｒ Ｐｈｉｌ Ｃｌａｒｋꎬ Ｈｏｗ Ｒｗａｎｄａ Ｊｕｄｇｅ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ｐｐ ４ꎬ１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ｆｒｉｃ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ｒｅｓｓ － 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ｈｏｗ － ｒｗａｎｄａ － ｊｕｄｇｅｄ － ｉｔｓ －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
２ꎬ ２０１４ － ０４ － ０８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１ 年行政改革后ꎬ 卢旺达全国共分 ４ 省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１ 都市 (基加利)ꎬ 下辖 ３０
个区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４１６ 个县 (Ｓｅｃｔｏｒｓ) 和 ９ ２０１ 个乡ꎮ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ｒｉｓａｆｕｌｌ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ａ Ｒｅｄｍｏｎｄꎬ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ꎬ ＮＹ ＵＳＡ 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７５ －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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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公文档案等第一手资料ꎬ 卡恰恰法庭存在法官缺乏经验、 听众

被迫表态、 证人随意指控、 熟人公报私仇、 邻里众口铄金等弊病ꎬ 但是这种

非洲特色的民间法庭所提倡的 “正义、 真实和民主参与”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Ｔｒｕ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突破了普选和机构改革的 “有限政治民主”①ꎬ 特别

是有利于创建和解与和平氛围ꎮ 而这些恰是 “国际法庭” 所缺乏的ꎮ 普通百

姓也能参与庭审区长、 省长ꎬ 甚至中央政府部长和国会议员ꎮ 卢旺达爱国阵

线和其他党派一些高官并不赞成由民众集会审判大屠杀案ꎬ 认为风险过大ꎬ
不易控制ꎮ 虽然有关法律规定涉案时限截止于 １９９４ 年年底ꎬ 但民众ꎬ 特别是

不少胡图人在公开辩论中提及时限以后卢旺达爱国阵线成员的暴力行为ꎬ 法

官并不禁止ꎬ 只是不做记录ꎮ 这些民推法官逐步学会宽容与调解ꎬ 最终练就

一批地方干部ꎮ 综上ꎬ 卡恰恰法庭符合提倡共同责任感的卢旺达文化价值观ꎬ
有助于卢旺达尽快步入和解与宽恕之路ꎮ 其他非洲国家与地区在冲突平息之

后ꎬ 亦可以从卢旺达学到治国理政和社会融合的经验ꎮ
(二) 倡导新式身份认同

“国族建设”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面临的艰巨任

务ꎬ 他们大多主张在多民族社会的基础上建立与国家认同的统一国族ꎮ 与其

他多数非洲国家相比ꎬ 卢旺达的民族构成相对单纯ꎮ 但在其独立后头 ３２ 年

间ꎬ 执政当局在政治上歧视少数族裔ꎬ 恐吓或用暴力驱赶 “异族”ꎬ 结果酿成

冲突不断ꎬ 最终爆发内战ꎮ 近 ２０ 年来ꎬ 卢旺达爱国阵线政府力图通过法律维

护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统一ꎬ 避免了大规模民族对立和冲突ꎬ 没有重蹈以暴易

暴轮回报复的覆辙ꎬ 社会共生共存的价值观逐渐为国民所接受ꎬ 相关制度试

验和实践取得一定成效ꎮ 虽然胡图人和图西人之间的恩怨嫌隙犹存ꎬ 最大的

转变是政府不再借题发挥、 推波助澜ꎬ 老一辈人只能关起家门议论ꎬ 再也不

可能在学校、 教堂或广播电台宣传族群歧视或仇杀思想ꎮ
卢旺达爱国阵线为主执政以来ꎬ 在处理族群关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做法:
第一ꎬ 力主从卢旺达文化和价值观念体系 “本土创制”ꎬ 不搞进口移植ꎮ

２００３ 年新宪法的总纲强调ꎬ 卢旺达人 “拥有一个国家ꎬ 使用同一种语言ꎬ 有

着同一种文化和共同的历史ꎬ 因此对民族的命运具有共同理想ꎮ” 宪法多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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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ｈｉｌ Ｃｌａｒｋ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６ － ８ꎻ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Ｐｈｉｌ Ｃｌａｒｋꎬ Ｔｈｅ Ｇａｃａｃａ Ｃｏｕｒｔｓꎬ Ｐｏｓｔ －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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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消除一切族群、 地域和其他方面的差别ꎬ 规定 “凡宣传或从事任何形式

歧视或分裂社会的个人或政治组织都视同犯罪ꎮ”①

第二ꎬ 倡导民族团结与融合ꎬ 明文规定只有一个卢旺达民族 (国族)ꎬ 不

鼓励并淡化其他族群身份认同的社会作用ꎮ 取消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ꎬ 取消

以民族画线的区别待遇ꎬ 淡化民族属性ꎬ 突出公民属性ꎮ 成年人固然难以根

除成见ꎬ 但近 ２０ 年內出生的新一代或回国定居的难民和归侨则无须认同胡图

或图西族属ꎮ 新的教育内容强调共同祖先、 同语言同文化的卢旺达属性ꎬ 期

望引导青少年摒弃父母和祖辈的仇杀成见ꎬ 并通过减贫和发展根除愚昧、 恐

惧、 世仇等恶性竞争乃至 “屠杀意识 (Ｇｅｎｏｃｉｄ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等根源ꎮ
第三ꎬ 保留不同族群混居的历史文化传统ꎬ 遵循不让任何人因为族群身

份吃亏ꎬ 也不让任何人因此得利的基本原则ꎮ 从社区基层基础设施到一家一

户一头奶牛ꎬ 从全民社保医保到妇幼保健ꎬ 卢旺达政府大多依仗历史传承的

民众活动ꎬ 从经济资助、 社会服务等方面扶助平民百姓ꎬ 发挥集体力量ꎬ 拉

近感情ꎬ 力图从根上解决族群矛盾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卢旺达政府提出 «２０２０ 远景规

划»ꎬ 普及 ９ 年 (后增至 １２ 年) 义务教育、 全民免费医疗ꎬ 主要目标是发展

知识经济ꎬ 人均年收入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 １ ２４０ 美元门槛ꎮ② ２００４ 年以来ꎬ
卢旺达经济每年增长 ８％ ꎬ 国内生产总值从不到 ２０ 亿美元升到 ７１ 亿美元ꎬ 贫

困率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５６ ７％ 降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４ ９％ ꎬ １２０ 万人脱贫ꎮ③

第四ꎬ 重建颇具特色的国防军ꎬ 反映出新政权的深思熟虑ꎮ 持枪者在非洲

代表权力ꎬ 社会和解首先要看军人的和解ꎮ 独立后头 ３２ 年ꎬ 在卢旺达国防部队

里据说只有过一个图西人ꎮ 新政府并未简单实行复员解武ꎬ 而是旨在 “建立和

平”ꎬ 整编两支过去敌对的部队ꎬ 这与创立民族团结政府异曲同工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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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 ( ａｓ ａｍ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３ꎬ ２００８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ｗｉｐｏｌｅｘ / ｅｎ / ｔｅｘｔ ｊｓｐ? ｆｉｌｅ＿ ｉｄ ＝ ３１７５１９ꎬ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ＭＩＮＥＣＯＦＩＮ)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ꎬ Ａｒｃｈ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ｎ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１５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１３ꎻ ＭＩＮＥＣＯＦＩＮ (２０１１)ꎬ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Ｗａｙ Ｆｏｒｗａｒｄ”ꎬ 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１３ Ａｎ Ａｎｓｏｍｓ ａｎｄ Ｄｏｎａｔｅｌｌａ Ｒｏｓｔａｇｎｏ (２０１２ － ０９ － ０１)ꎬ “Ｒｗａｎｄａ’ ｓ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０ ｈａｌｆｗａ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ｙ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ｅｅ”ꎬ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１３３ꎬ
Ｎｏ ３９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２７ － ４５０ꎻ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ｉｎｚｅｒꎬ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Ｈｉｌｌｓ: Ｒｗａｎｄａ’ ｓ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Ｄｒｅａｍｅｄ ｉｔꎬ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２６ － ２２７

世界银行相关年份统计参见: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ｒｗａｎｄａꎬ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８ꎻ
卢旺达国家统计局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ｗａｎｄａꎬ ＮＩＳＲ) 资料请参见: ｈｔｔｐ: / / ａｌｌ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
ｓｔｏｒｉｅｓ / ２０１４１２１８００２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４ －１２ －１８ꎮ



卢旺达民族和解探究与思考　

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ꎬ 卢旺达爱国军让自己的 １ ８７ 万将士复员ꎬ 同时吸收 ４０％的前

国防军 １ ５ 万官兵ꎮ 此后到 ２００８ 年ꎬ 卢旺达又逐步裁军ꎬ 共复转 ４ 万军人ꎮ①

第五ꎬ 妥善安置回国难民ꎬ 这与旧政权的做法截然不同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内

战结束后ꎬ 不到 ７００ 万全国人口中一半流亡境外ꎬ 到 ２０１１ 年底ꎬ ９８％ 已经回

国定居ꎮ 为安置归国难民ꎬ 包括许多在国外出生长大成人的归侨ꎬ 政府除了

调解土地、 物产争议ꎬ 还拿出不少国有土地分给无地者ꎬ 连东北部阿卡盖拉

国家公园也从 ２ ５００ 平方公里缩小到 １ １２２ 平方公里ꎬ 恢复放牧与耕作ꎮ

卢旺达民族和解的前景与启示

经过数次大屠杀的磨难ꎬ 如今卢旺达人更加珍惜生命与生活ꎬ 珍惜邻里

与同胞ꎬ 努力忘却仇恨ꎮ 这段社会和解的进程虽不算太长ꎬ 也尚未结束ꎬ 但

从中可以考察和总结经历严重冲突的国家如何走出历史阴影ꎬ 通过国族建设

导向多元一体社会格局的实践经验ꎮ
(一) 卢旺达民族和解之路任重道远

卢旺达的社会问题讨论应该超越图西与胡图之争ꎬ 超越拉取对方族裔选

票这种功利目的ꎮ 特瓦人也不应永远被忽略ꎮ 再者ꎬ 富有的图西或胡图人和

贫穷的图西或胡图人在过去近百年里所经历的族群歧视区别甚大ꎬ 不宜一概

而论ꎮ 非洲的民族问题恐怕不能沿袭以往的思路解决ꎮ 简单的身份政治ꎬ 会

把社会问题变成更深的政治分歧ꎮ
在卢旺达现行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上ꎬ 对大屠杀的分析还没有走出政治和

历史的局限ꎮ 高层或许不乏愿意反思大屠杀的个人恩怨ꎬ 但尚未形成全国的共

识ꎮ ２０ 世纪后半叶的悲剧ꎬ 一直笼罩在多数民众心头ꎬ 挥之不去ꎬ 许多人心有

余悸ꎮ 不少胡图人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伤及别人ꎬ 因而保持低调ꎬ 小心谨慎ꎬ
不太合群ꎬ 走路低眉顺眼ꎬ 说话轻声细语ꎮ 即便是在人情面纱尚存的农村ꎬ 异

族观念也深入如刀ꎬ 割到家族、 宗族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根部ꎮ 从民族记忆到

日常思维ꎬ 大屠杀余毒仍然未清ꎮ 屠杀的心理创伤会对亲历者子女乃至后世数

代人产生代际传递ꎬ 其中最突出的是暴力记忆和暴力思维ꎮ 在城镇乡村间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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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国侨民中ꎬ “大砍刀” 等屠杀工具和整人手段ꎬ 仍时不时出现在平民百姓的争吵

与闲谈之中ꎮ 这种历史遗迹ꎬ 从词汇到思维到行为方式ꎬ 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ꎮ
大屠杀已经过去 ２０ 年ꎬ 但 “种族仇杀” 思维谬种流传ꎬ 如血统论、 栽赃

污蔑、 劫富济贫、 武斗情结、 不留活口、 肉体消灭观点异见者等等ꎮ 唯有对

这思维进行彻底清毒ꎬ 大屠杀才真的不会卷土重来ꎮ 伤害无辜者的凶手 ２０ 年

来担心自己的罪孽不可能得到受害者或其亲属的原谅ꎬ 担心道歉不能舒缓自

己内心长期的压力ꎬ 反倒可能勾起难属更大的鄙视和愤慨ꎮ
宽容首先必须分辨是非ꎮ 卢旺达民间目前多是受害者在反思ꎬ 极少有当

年的军人、 民兵主动愿意痛定思痛ꎬ 他们纷纷将自己的罪恶归于政府决策和

集体骚乱ꎮ 如果因为历史真相不明、 责任界定不清、 社会动乱导致礼崩乐坏、
证据毁弃等等原因ꎬ 不敢公开地直面过往、 忏悔自新ꎬ 相关群体乃至整个民

族都难以彻底卸掉历史包袱ꎬ 轻装前进ꎮ
社会转型之时ꎬ 清算历史旧账只能部分地伸张正义ꎬ 而且难免大打折扣ꎮ

卢旺达在民族和解的过程中ꎬ 大屠杀幸存者很难实现字面意义上的 “司法正

义”ꎮ 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ꎬ 只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ꎮ 对 ２５ 岁以上

的卢旺达人来讲ꎬ 这个历史包袱相当沉重ꎮ 但是对他们的后代而言ꎬ 他们本

无种瓜得瓜的责任ꎬ 但是篮子里也装了不少苦瓜ꎬ 沉甸甸的扛不动ꎮ 国家建

设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固然重要ꎬ 国族建设更加重要ꎮ 无论民族融合、 还是社

会融合ꎬ 都要克服互相提防、 互不信任的历史问题ꎮ
在教育中不但不应避讳历史悲剧ꎬ 还要强调本民族的历史教训ꎮ 只有个

人、 群体和社会都认真反省ꎬ 才能有整个民族的反省ꎬ 才能真正弄清真相ꎬ
进而实现宽恕和达成和解ꎮ 宽恕是人类文明的进步ꎬ 如卢旺达、 南非的民族

和解的经验ꎮ 做错过事情ꎬ 只要公开真相ꎬ 公开忏悔ꎬ 当事者应该可以得到

社会大众的宽恕ꎬ 变 “仇必仇到底” 为 “仇必和而解”ꎮ
(二) 民族国家治理应着眼于符合本国国情的制度建设

国家认同和民族意识固然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ꎬ 但它也是一把双刃剑ꎬ
既能伤人ꎬ 也会伤己ꎮ 政见不同和利益冲突往往导致社会深刻分裂ꎮ 如果一

个社会不同成员因争强好胜而导致无情仇杀ꎬ 因族裔势不两立而造成仇恨深

植每个人心ꎬ 难有和解可言ꎬ 没有社会和解ꎬ 难免寄望于零和博弈ꎬ 消灭对

方ꎬ 结果战乱不止、 百姓流离ꎮ
放眼当今世界ꎬ 还有一些角落ꎬ 某些民族或族群ꎬ 彼此间似乎积聚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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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深仇大恨ꎬ 拼命培养少年杀手ꎬ 将自家国土和人心ꎬ 变成焦炭与灰烬ꎮ 即

便多民族社会也不一定必然导致民族分离或流血冲突ꎬ 适合国情的制度建设

可以避免因族裔不同产生的社会区别导致暴力相向ꎬ 妥善解决不同社会群体

的利益分歧ꎬ 在多元社会建立持久和平、 巩固社会稳定与包容治理ꎮ 这种制

度建设需要和谐相处的社会文化作为生成土壤ꎮ
近 ２０ 年来ꎬ 面临相同难题的双胞胎邻国卢旺达和布隆迪两国采取不同的

办法ꎬ 创建和平、 稳定和包容性的民族国家ꎬ 各有千秋ꎮ 卢旺达淡化族群意

识ꎬ 以国民认同为核心实行民族融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 政策ꎻ 布隆迪则实行按

族分权的民族聚合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政策①ꎮ
卢旺达主张社会融合ꎬ 消除一切歧视和隔离ꎬ 取消民族、 宗教等群体特性标

记ꎬ 不再利用这些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基础ꎮ 其基本考虑是政

治生活中的族群划分难免导致群体之间相互敌对ꎬ 并可能引发政治不稳和暴力ꎮ
因此需要在宪法规定、 选举方式等政治制度方面禁止或削弱族群或其他分裂社会

的影响ꎮ 这种政治体制以公民为基础ꎬ 不分民族或其他多数、 少数的社会群体ꎬ
一切凭借宪法保障所有个体的基本权利和各种自由②ꎮ 此模式主张用宪法和权利法

案等机制实现立法、 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权力分立和相互制衡ꎬ 并非通过不同社会

群体不断对话和相互妥协ꎬ 防止民族和其他群体之间的分歧升级和暴力冲突ꎮ③

布隆迪尝试社会分治 (Ｓｏｃｉｅｔａｌ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不仅不否认和禁止、 反而

接受和容许个体和群体政治属性突显的民族和其他性质区别ꎬ 主张建立多民

族和平共处的统一国家ꎮ 只要有制度保障不同社会群体的特定政治利益ꎬ 代

表各群体的精英就可以结成合作伙伴ꎮ 在这种社会ꎬ 单纯多数统治难以保障

少数群体的政治参与和基本安全ꎬ 难免社会不稳ꎮ 因此ꎬ 国家需要通过联合

执政、 比例代表制立法机构、 联邦或其他自治体制、 否决有害本群体的制度

改革等机制保障各群体的根本利益ꎮ④ 鉴于这类制度可能固化和加剧民族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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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最终导致群体敌对和社会不稳ꎬ 也有论者通过鼓励缓和反对极端的选

举制度设计增加社会凝聚力①ꎮ
卢旺达全国团结与和解委员会执行秘书巴蒂斯特 ２０１３ 年与笔者交谈中曾

讲到ꎬ 民族识别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地定义和固化民族之间的区别ꎬ 不利于

民族的融合ꎮ 从卢旺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来看ꎬ 至少胡图和图西人趋于民族

融合ꎬ 所有卢旺达人从心底认同卢旺达民族ꎬ 并以身为卢旺达人而感到自豪ꎬ
这才是他所在机构的成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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