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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科特迪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爆发南北方族群冲突的根本

原因ꎬ 是独立以来博瓦尼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在 ８０ 年代初

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全面崩溃ꎬ 而 １９９０ 年开始实施的多党制和博瓦尼

１９９３ 年去世后引发的继承人之争是直接推动力ꎮ 在多党代议制民主体

制下ꎬ 该国各派政治力量利用历史造成的南北方差异ꎬ 通过操纵地域、
族群概念来获取选民支持和执政合法性ꎮ 南北方族群冲突的爆发与选

举时间表的完全吻合ꎬ 进一步证明了科特迪瓦族群冲突的建构性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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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０ 年独立的科特迪瓦一度凭借 “科特迪瓦奇迹” 成为西部非洲国家和

平与繁荣的典范ꎮ 然而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ꎬ 南北方族群矛盾开始显现并

逐渐激化ꎮ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２ 年两次军事政变导致整个国家一分为二ꎬ 北方被叛

军控制ꎮ ２０１０ 年举行总统选举ꎬ 分别代表南方和北方族群的候选人无法就选

举结果达成一致ꎬ 南北方暴力冲突再起ꎮ 持续 ３ 个多月的危机最终在联合国

和法国干预下化解ꎬ 但国内和平局势至今依然脆弱ꎮ
科特迪瓦局势在 １９９０ 年前后的反差值得深思ꎮ 关于科特迪瓦的政治危机ꎬ

∗本研究是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 ２０１４ 年课题 “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族群问题———以卢旺

达和科特迪瓦为例” (ＫＴ２０１４１４) 的阶段性成果ꎬ 感谢外交部和 «西亚非洲» 专家为本论文写作提出

的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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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主要从跨界民族和国际移民角度ꎬ① 以及 “科特迪瓦性” ( ｉｖｏｉｒｉｔé)
引发的本土人和外来人话语来探讨危机的成因ꎮ② 笔者认为ꎬ 科特迪瓦于

１９６０ 年独立后ꎬ 继承并发展了殖民时期吸引外来劳动力发展种植园经济的政

策ꎬ 由此产生的族群矛盾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而日渐突出ꎮ 然而ꎬ 这些具有

明显地域性特征的矛盾只是政治危机爆发的背景ꎮ 历史和现实原因造就的南

北方差异ꎬ 如果没有政治力量的操纵ꎬ 不可能导致使国家一分为二的军事政

变和族群冲突的发生ꎮ １９９０ 年开始实行的多党制以及博瓦尼 １９９３ 年去世引发

的继承危机是直接导火索ꎮ 换言之ꎬ 科特迪瓦的南北冲突是以族群矛盾形式

呈现的政治斗争ꎮ
本文将以科特迪瓦政治危机中呈现的南北方族群冲突为切入点ꎬ 在梳理

南北方差异形成的历史基础上ꎬ 分析独立之后造成南北方差异强化的发展战

略和治理模式ꎬ 重点阐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经济社会危机爆发后科特迪瓦

政坛发生的重大变化ꎬ 特别是 １９９３ 年博瓦尼去世后各派政治力量操纵族群矛

盾、 建构南北冲突的过程ꎮ

南北方族群差异的形成与强化

从科特迪瓦历史发展看ꎬ 中世纪曾建立一些小王国ꎮ １４７５ 年ꎬ 葡萄牙殖

民者命名该地为科特迪瓦ꎬ 意为象牙海岸ꎮ １８９３ 年ꎬ 科特迪瓦沦为法国殖民

地ꎮ 因此ꎬ 殖民者的进入中断了该国正常的族群迁徙ꎬ 殖民边界的划定以及

独立后对于边界的继承最终将殖民前夕的族群构成固化至今ꎮ 科特迪瓦有 ６０
多个民族ꎬ 按照各民族语言的亲缘关系可以分为四大语区 (ａｉｒ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古尔语区 ( Ｇｏｕｒ)、 曼德语区 (Ｍａｎｄéｓ)、 克鲁语区 ( Ｋｒｏｕ) 和阿肯语区

(Ａｋａｎ)ꎮ 每个语区对应着若干民族ꎬ 古尔语民族主要分布在科特迪瓦的北部

和东北部ꎬ 曼德语民族主要在西北部和西部ꎬ 克鲁语民族位于西南部ꎬ 阿肯

语民族位于东南部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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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地理上看ꎬ 科特迪瓦的北方为草原ꎬ 南方为森林ꎮ 生活在北方的

古尔语和曼德语民族主要信仰伊斯兰教ꎬ 以畜牧业和棉花种植为生ꎬ 南方的

克鲁语和阿肯语民族主要信仰基督教ꎬ 以咖啡、 可可等经济作物种植为生ꎮ
南北方在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方面的差异本身并不构成问题ꎬ 正如科特迪瓦

地理学家沃乌奥特阿塞泊 (Ｈａｕｈｏｕｏｔ Ａｓｓｅｙｐｏ) 指出ꎬ 森林和草原两大生态

系统并存本身不是问题ꎬ 它们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之分ꎮ 殖民政府通过实施

各项社会、 政治和空间政策ꎬ 将这种族群差异或多元改造成一种二元、 失衡

甚至不平等的发展态势ꎮ① 独立之初ꎬ 科特迪瓦基本继承了殖民时期的经济政

策ꎬ 依托南方森林地区的有利自然条件ꎬ 大力发展咖啡、 可可种植ꎬ 历史形

成的南北族群差异因而得以强化ꎮ
(一) 殖民统治形成南北方族群差异

法国建立科特迪瓦殖民地之后ꎬ 摧毁了原先基于王国、 年龄群社会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 和宗族社会的本土治理体系ꎬ 将地方首领以处决或流放的方式消灭殆

尽ꎬ② 建立完全由法国人控制的行政体系ꎬ 便于其实施 “直接统治”ꎮ
对于在科特迪瓦地域上生活的不同民族ꎬ 法国驻西部非洲总督威廉庞

蒂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ｏｎｔｙ) １９０９ 年提出了 “种族政策”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ｒａｃｅｓ)ꎮ 这项政

策的主旨是割断不同民族之间业已存在的联系和交往ꎬ 按照每个民族的自然

特质分类治理ꎬ 让其发挥符合自身特质的功能ꎮ 殖民者在法国人类学者的

“研究” 基础上③ꎬ 将科特迪瓦分为三大区域ꎮ 位于东南部的阿肯语民族因为

地处几内亚湾沿岸ꎬ 与欧洲商人有长期贸易往来ꎬ 加上所在地区适合种植咖

啡和可可ꎬ 被认为是潜在的企业家和庄园主ꎮ 位于北部地区的古尔语民族ꎬ
如塞努弗人被认为比较顺从ꎬ 适合从事农业种植ꎻ 而曼德语民族ꎬ 如迪奥拉

人信仰伊斯兰教ꎬ 相对其他民族更加 “文明”ꎬ 加上有经商的传统ꎬ 可以成为

殖民者的合作者ꎻ 西部地区的克鲁语民族被认为是最原始和危险的ꎬ 但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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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自然条件优越ꎬ 适合发展种植园经济ꎮ① 北方的迪奥拉人因此成为殖民者

实施统治的 “中间人”ꎬ 在 １９０８ ~ １９２０ 年法国武力占领科特迪瓦期间ꎬ 他们

因与法国人合作并积极参与镇压当地人ꎬ 被其他民族视为 “叛徒”ꎮ
为了最大限度地从殖民地获取资源ꎬ 法国彻底改变了原先的经济结构和

生产方式ꎬ 针对科特迪瓦的自然条件ꎬ 在一战后大规模推广种植咖啡和可可ꎮ
１９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法国当局规定ꎬ 科特迪瓦所有无主空地归殖民政府所有ꎬ 这意

味着殖民者对村落以外的所有土地拥有开发权ꎮ② 与此同时ꎬ 殖民者还通过

«土著法» 规定当地民众必须种植殖民者规定的粮食作物或经济作物ꎮ③ 殖民

者完全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ꎬ 其政策给当地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ꎮ 具体而

言ꎬ 鉴于科特迪瓦只有南方适合种植咖啡和可可ꎬ 这项政策导致南方富、 北

方穷ꎬ 经济发展不平衡ꎮ 殖民者在南方推广种植园经济ꎬ 需要大量庄园主和

劳动力ꎬ 造成了科特迪瓦国内人口大规模流动ꎬ 表现为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

的劳动力南迁ꎮ 为了尽可能开发农业资源ꎬ 法国从西部非洲其他殖民地ꎬ 特

别是北部的马里、 几内亚、 布基纳法索引进劳动力ꎮ 科特迪瓦国内的人口构

成因此发生重大变化ꎬ 在南方初步呈现出土著居民、 本国移民和外国移民三

者并存的现象ꎮ
法国实行的 “直接治理” 在政治上破坏了原先多元的社会结构ꎬ 所谓

“种族政策” 无视各族群的现实和族际关系ꎬ 造成了族群分化和矛盾ꎮ 经济上

片面发展咖啡和可可种植的做法ꎬ 导致了南北方发展差异以及形成大量外部

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结构ꎮ 加上法国从一开始就扶持北方族群、 压制其他族群ꎬ
我们可以说ꎬ 正是法国殖民时期的政策为科特迪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危机中呈

现出的南北矛盾埋下了种子ꎮ
(二) 独立后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强化了南北方差异

１９６０ 年ꎬ 科特迪瓦在菲利克斯 － 乌弗埃博瓦尼 ( Ｆéｌｉｘ － Ｈｏｕｐｈｏｕёｔ
Ｂｏｉｇｎｙ) 的领导下赢得独立ꎬ 博瓦尼当选为总统ꎮ 正如库瓦梅恩格桑

(Ｋｏｕａｍé Ｎ’Ｇｕｅｓｓａｎ) 所指出的ꎬ 由于非洲传统社会及其价值观ꎬ 独立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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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被视为民族英雄ꎬ 获得近乎神的地位ꎬ 被赋予无限的权力ꎮ① 作为新兴

的科特迪瓦共和国的缔造者ꎬ 博瓦尼的理念和决策对整个国家的建设之路产

生了决定性影响ꎮ
博瓦尼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发展策略ꎬ 确立了以咖啡、 可可、

棉花等大宗经济作物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ꎮ 始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种

植园经济规模在独立后不断被扩大ꎬ 重点发展区域是自然资源丰富的西部和

西南部地区ꎮ 为了实现该国农业快速发展的目标ꎬ 博瓦尼政府积极鼓励国内

劳动力流动和从西部非洲其他国家输入劳动力ꎮ 在 “土地属于能够开发土地

的人” 的政策激励下ꎬ 科特迪瓦的东部、 北部以及北方邻国布基纳法索、 马

里和几内亚的劳动力大量涌向西部地区ꎮ 在基层ꎬ 国家派驻地方的官员向村

落的传统治理机构———村长、 长老会施加压力ꎬ 保证外来劳动力顺利获得

土地ꎮ
在国家治理层面ꎬ 博瓦尼以科特迪瓦民主党为依托建立了自上而下、 党国

一体的治理体制ꎬ 以此确保以经济作物种植和出口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有效落

实ꎮ １９６０ 年ꎬ 政府成立了农产品价格稳定和支持银行 (Ｃａｉｓｓｅ ｄ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 ｓｏｕｔｉｅ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ｘ ｄ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ꎬ 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管理国家三大出

口农产品: 咖啡、 可可和棉花ꎮ 作为生产者和收购商之间的中介ꎬ 银行每年以

提前商定的价格收购农产品ꎬ 进行仓储ꎬ 并在次年向收购商出售ꎮ 国有银行的

存在对于大宗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１９７８ 年ꎬ 科特迪瓦成

为世界最大的可可生产国 (占当年世界总产量的 ４０％)ꎬ 广大农民因此增加了

收入、 改善了生活ꎮ 国有银行同时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收益ꎬ 国家拥有

充裕的资金ꎬ 并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改善基础设施、 发展教育和公共医疗卫

生事业ꎮ
从独立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科特迪瓦凭借有利的外部资金和市场条件

保证了 ２０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ꎮ 在农业领域的带动下ꎬ 农产品加工工业和第三

产业以及城市化迅速发展ꎬ 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ꎬ 科特迪瓦因此成为西部

非洲劳动力的主要输入地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布基纳法索、 贝宁、 马里、 尼日

尔和多哥等邻国的政局动荡以及马里、 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等国发生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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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ꎬ 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向科特迪瓦的移民风潮ꎮ 根据科特迪瓦国家统

计局的数据ꎬ 外国移民占科特迪瓦总人口的比例 １９６５ 年为 １７％ ꎬ① １９７５ 年为

２２％ ꎬ② １９９８ 年达到 ２６％ ꎮ③ 根据 １９９８ 年的数据ꎬ 排在科特迪瓦前三位的移

民来源国都是科特迪瓦的北方邻国: 布基纳法索 (５６％ )ꎬ 马里 (１９ ８％ )
和几内亚 (５ ７％ )ꎮ④ 随着外来移民日益增多ꎬ 家庭移民和长期定居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ꎬ 科特迪瓦于 １９８０ 年通过法律ꎬ 给予在科特迪瓦的西部非洲其他

国家移民选举权ꎮ 科特迪瓦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部非洲大熔炉ꎮ
博瓦尼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国家与民众在 ３ 个层面上达成利益妥协: 首先ꎬ

国家通过地方官员控制土地分配和农产品收购ꎬ 保证农民获得合理收入、 改

善生活、 享受公共服务ꎻ 其次ꎬ 国家保证外国移民获得土地ꎬ 外国移民支持、
拥护科特迪瓦民主党ꎻ 最后ꎬ 国家保证农村青年人获得良好教育ꎬ 能够在城

市实现就业或回农村成为现代农场主ꎮ⑤ 换言之ꎬ 国家与民众妥协的基础是以

土地资源交换公共产品ꎬ 民众将土地资源和产品交与国家管理的条件是后者

能够保证其生活质量并享有优质的公共服务ꎮ
维持上述妥协的前提是国家能够从农产品出口中获得充足收益ꎬ 而这又

取决于两个因素: 国内的自然资源能够支撑经济作物的集约高速发展ꎬ 国际

农产品价格能够保持相对较高的水平ꎬ 两者缺一不可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科特

迪瓦独立之后的发展模式没有走出殖民时期遗留的单一经济陷阱ꎬ 甚至在发

展经济作物种植方面的力度比之前更大ꎮ 这一模式不仅本身极为脆弱ꎬ 而且

强化了南方富、 北方穷的地区发展差异ꎬ 而鼓励劳动力流动、 扶持外来劳动

力的政策成为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潜在矛盾的来源ꎮ

南北方族群矛盾的建构与激化

科特迪瓦的国内政局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出现逆转ꎬ ９０ 年代末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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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期间频繁出现的 “北方” 和 “南方” 概念正是源于这个时期ꎮ 究其原

因ꎬ 独立以来博瓦尼主导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全面崩溃是问题的根本ꎮ
首先ꎬ １９８０ 年前后ꎬ 国际市场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大幅下挫ꎬ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６

年ꎬ 国际可可价格下降了 ４０％ ꎮ 科特迪瓦经济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陷入衰退ꎮ
１９８９ 年ꎬ 国家财政赤字和外债负担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ꎬ 博瓦尼被迫接受国

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极端改革措施ꎬ 特别是放弃对咖啡和可可的价格保护ꎬ 两

者的收购价格因此剧降 ５０％ ꎬ 公共和私营部门工资水平下降 ２０％ ꎬ 大量国有

企业破产或私有化ꎬ 医疗、 教育和住房等公共服务投资大幅削减ꎮ① 这些措施

在城市和农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ꎬ 贫困人口增加ꎬ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位ꎬ
科特迪瓦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ꎮ

其次ꎬ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起不断加速发展的种植园经济维持了近半个世

纪后呈现疲态ꎬ 能够开垦的自然资源接近枯竭ꎬ 不断涌入的外省和外国劳动

力与本地民众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ꎬ 特别是在资源最丰富的西部和西南部

地区ꎮ② 经济危机的到来使此前在地权方面形成的脆弱平衡无法维系ꎮ 国家由

于放弃统一收购政策ꎬ 其结果是: 政府无法继续投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ꎬ 村民收入锐减ꎮ 面对贫困威胁ꎬ 本地村民要求与外来移民重新谈

判转租土地的条件ꎬ 甚至收回土地ꎮ 城市的贫困和萧条造成城市贫民向农村

回流ꎬ 他们要求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ꎬ 无地可分的困境激化了家庭矛盾ꎮ 农

村的地权纷争最终指向那些外来劳动者ꎬ 他们主要是来自科特迪瓦北方或北

方邻国、 信仰伊斯兰教的古尔语和曼德语民族ꎮ③

最后ꎬ 博瓦尼本人年近 ９０ꎬ 疾病缠身ꎬ 无力继续垄断权力ꎮ 面对日益严

峻的经济形势ꎬ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ꎬ 博瓦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ꎬ 被迫同

意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地区总干事的瓦塔拉 ( Ａｌａｓｓａｎｅ Ｄｒａｍａｎｅ
Ｏｕａｔｔａｒａ)④ 担任该国经济振兴委员会主席ꎬ 负责执行结构调整计划ꎬ 并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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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ｅｍｐｌｅ ｄａｎｓ ｌｅ Ｃｅｎｔｒｅ － Ｏｕｅｓｔ ｉｖｏｉｒｉｅ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ꎬ Ｎ° ８９ꎬ ２００３ / １ꎬ ｐｐ １５ － １７
关于瓦塔拉本人和他父母的出生地究竟是科特迪瓦还是布基纳法索ꎬ 至今仍有争议ꎮ 他从小在

布基纳法索上学ꎬ 后来到美国上大学ꎬ 之后一直在国际组织任职ꎬ 完全没有在科特迪瓦从政的经历ꎮ 他

在美国期间用的也是布基纳法索护照ꎮ 他属于曼德语民族ꎬ 是迪奥拉人ꎮ 笔者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在科特迪瓦实

地调研期间ꎬ 多个报告人表示ꎬ 瓦塔拉空降到科特迪瓦政坛是博瓦尼在国际组织压力下的无奈之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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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０ 月的科特迪瓦民主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任命他为独立以来首位总理ꎬ 负

责推进经济改革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执政党科特迪瓦民主党被迫宣布放弃一

党制ꎬ 实施多党制ꎮ① 短时间内ꎬ 科特迪瓦政坛涌现出 ６０ 多个政党ꎮ 这些政

党大致分为左右两大阵营ꎬ 右派是博瓦尼领导的科特迪瓦民主党ꎬ 左派是巴

博 (Ｌａｕｒｅｎｔ Ｇｂａｇｂｏ) 领导的科特迪瓦人民阵线 (ＦＰＩ)ꎮ 虽然博瓦尼在 １９９０
年的总统选举中依然以绝对优势当选ꎬ 但各派政治力量已经开始筹备后博瓦

尼时代的权力争夺ꎮ 在全新的体制下ꎬ ５ 年一次的选举成为夺取政权的唯一时

机ꎬ 如何最大限度地争取选民支持成为各派政治领袖的优先重点ꎮ 此前存在

的南北方发展差异以及经济危机条件下农村针对北方移民的地权冲突在政治

力量的操纵下ꎬ 最终演化为南北方族群矛盾ꎮ
(一) １９９５ 年总统选举与南北方族群矛盾

博瓦尼执政后期ꎬ 随着多党制的实施ꎬ 科特迪瓦政坛开始发生变化: 博瓦

尼领导的科特迪瓦民主党依然是执政党ꎬ 他指定的接班人是时任国民议会议长

的贝迪埃 (Ｈｅｎｒｉ Ｋｏｎａｎ Ｂéｄｉé)ꎮ 博瓦尼推动修改宪法ꎬ 保证一旦总统任期内发

生不测ꎬ 贝迪埃可以顺利接任直至下一次总统选举ꎮ 科特迪瓦民主党内出现了

以科比纳 (Ｄｊéｎｉ Ｋｏｂｉｎａ) 为首的革新派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ｐｏｕｒ ｌａ Ｒé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ＰＤＣＩ － ＲＤＡ)ꎬ 革新派迅速与时任总理瓦塔拉结盟ꎮ② 博瓦尼病重期间ꎬ 瓦塔拉

与贝迪埃的权力争夺日趋白热化ꎬ 而他们的目标都是在１９９５ 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ꎮ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ꎬ 瓦塔拉明确表示自己将作为候选人参加 １９９５ 年总统大选ꎬ

并试图推动修改此前通过的有关国民议会议长代理总统职务的宪法条款ꎬ 后

因科特迪瓦民主党大多数成员的反对而作罢ꎮ １９９１ 年ꎬ 科特迪瓦各地出现了

题为 «反抗的萌芽» (Ｌｅ ｌｅｖａｉｎ ｄｅ ｌ’ｉｎｓｕ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的传单ꎬ 随后被各大报纸转

载ꎬ 被称为 «北方宪章» (Ｃｈａｒｔｅ ｄｕ Ｎｏｒｄ)ꎮ 传单谴责博瓦尼执政期间重视南

方、 轻视北方的政策ꎬ 要求北方民众团结起来ꎬ 支持北方孔帝国 (Ｅｍｐｉｒｅ ｄｅ
Ｋｏｎｇ) 的皇族后裔瓦塔拉成为博瓦尼的继承人ꎮ③ 这是科特迪瓦历史上第一次

明确提出 “北方” 的概念ꎮ 虽然目前无法证明瓦塔拉与 «北方宪章» 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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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ꎬ 但 «北方宪章» 的内容以及出现的时间点表明ꎬ 这是为瓦塔拉参选造势的

文本ꎮ 对于担任总理前没有在科特迪瓦从政经历的瓦塔拉而言ꎬ 利用自己的家

族背景ꎬ 操纵所谓的 “北方” 概念是获取民意基础、 争取合法性的最简捷渠道ꎮ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博瓦尼因病去世ꎮ １２ 月 ８ 日ꎬ 贝迪埃依据宪法代理总

统职务ꎮ １２ 月 ９ 日ꎬ 瓦塔拉辞去总理职务ꎬ 并于次年 ５ 月离开科特迪瓦ꎬ 赴

华盛顿接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干事ꎮ① １９９４ 年 ６ 月ꎬ 革新派从科特迪瓦

民主党分裂出去ꎬ 成立共和党人联盟 (ＲＤＲ)ꎬ 科比纳担任总书记ꎬ 由瓦塔拉

任总理时的部分部长组成领导集团ꎮ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ꎬ 瓦塔拉正式加入共和党人

联盟ꎬ 自此揭开了博瓦尼身后的继承人之争ꎮ
贝迪埃虽然是博瓦尼钦定的接班人ꎬ 但他同样需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ꎮ

首先ꎬ 与博瓦尼相比ꎬ 贝迪埃没有 “国父” 的光环ꎬ 无论在党内还是民众层

面都急需树立威信ꎮ 其次ꎬ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ꎬ 虽然科特迪瓦经济由于西非法郎

贬值和国际原材料价格回升开始复苏ꎬ 但此前激进的自由化改革让民众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ꎬ 各种社会矛盾一触即发ꎮ 面对各阶层的不满情绪ꎬ 贝迪埃在

１９９５ 年总统大选前对 “科特迪瓦性” (ｉｖｏｉｒｉｔé) 进行了重新阐释ꎮ
“科特迪瓦性” 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 １９７４ 年ꎬ 由科特迪瓦人类学家尼昂

戈朗波尔盖 (Ｎｉａｎｇｏｒａｎｈ Ｐｏｒｑｕｅｔ) 提出ꎬ② 与时任塞内加尔总统的桑戈尔提

出的 “黑人特性” (ｎéｇｒｉｔｕｄｅ) 一起ꎬ 被视作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独立之后的非洲

国家文化觉醒的表现ꎮ 具体到科特迪瓦ꎬ “科特迪瓦国民” 的概念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反殖民斗争时期才开始萌芽ꎬ 独立之后国家经济的繁荣以及在次地区

的领先地位都进一步加强了科特迪瓦人的国民认同和自豪感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出现的 “科特迪瓦性” 正是本地精英对于自身文化认同的探索ꎬ③ 与之相伴

的是一系列民族文化复兴运动ꎮ
贝迪埃在阐释 “科特迪瓦性” 时强调ꎬ 这是生活在科特迪瓦这片土地上

的所有居民的共同文化特性ꎬ 并没有区分所谓本土人、 外国人ꎮ 他指出ꎬ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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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ｔｔｐ: / / ｖｅｒｉｔｅ －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 /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 ｃｏｔｅ － ｄｉｖｏｉｒｅ － ｄｅ －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ꎬ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３
尼昂戈朗波尔盖ꎬ １９４８ 年出生在科特迪瓦北部的科霍戈市 (Ｋｏｒｈｏｇｏ)ꎬ 他父亲的家乡在南

方ꎬ 母亲的家乡在北方ꎮ 他提出 “科特迪瓦性” 这个概念首先是希望为自己找到某种文化认同ꎮ
Ｒａｍｓèｓ Ｌ Ｂｏａ Ｔｈｉéｍéｌéꎬ Ｌ’ Ｉｖｏｉｒｉｔé ｅｎｔ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ｅｔ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ꎬ Ｐａｒｉｓ: Ｌ’Ｈａｒｍａｔｔａｎ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７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Ｎｉａｎｇｏｒａｎ － Ｂｏｕａｈꎬ “Ｌｅｓ 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 ｓｏｃｉ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ｓ ｄｅ ｌ’ ｉｖｏｉｒｉｔé”ꎬ ＥＴＨＩＣＳꎬ Ｒｅｖｕｅ ｄｅ ｌａ
ＣＵＲＤＩＰＨＥꎬ Ｎｏ ００１ꎬ ｏｃｔｏｂｒｅ １９９６ꎬ Ｐｒｅｓ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Ｃôｔｅ ｄ’Ｉｖｏｉｒｅꎬ ｐｐ ４５ － ５１ꎻ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Ｎｉａｎｇｏｒ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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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迪瓦追求的是进一步明确国家的文化特性、 独具特色的科特迪瓦人的发展ꎬ
这就是所谓的 “科特迪瓦性”ꎮ① 如何概括居住在科特迪瓦土地上所有族群的

文化融合? 人们自然会提到科特迪瓦这个地理概念ꎬ 以及人们共同缔造了

“科特迪瓦性”ꎬ 即文化和认同层面的共有属性ꎮ②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贝迪埃在 １９９５ 年重新阐释 “科特迪瓦性”ꎬ 标志着这

个概念的政治化ꎮ 尽管从贝迪埃的政治话语层面看不到任何借助 “科特迪瓦

性” 实施排他政策的痕迹ꎬ 但他在大选前后的一系列政策表明ꎬ 重提这个概

念不仅意在重构国民认同、 彰显领袖地位ꎬ 而且也希望借此排除自己的对

手———瓦塔拉ꎮ 换言之ꎬ 在多党选举的背景下ꎬ 这个概念一出台即成为各派

政治力量操纵民意的工具ꎮ
科特迪瓦民主党一方面推动修改选举法ꎬ 确保瓦塔拉无法参加 １９９５ 年总

统选举ꎮ １９９４ 年通过的选举法第 ４９ 条规定ꎬ 科特迪瓦总统候选人条件如下:
４０ 周岁以上ꎬ 出生在科特迪瓦ꎬ 父亲和母亲都出生在科特迪瓦ꎬ 从来没有放

弃过科特迪瓦国籍ꎬ 在选举前 ５ 年连续在科特迪瓦居住ꎮ 按照这个规定ꎬ 瓦

塔拉是唯一被排除的总统候选人ꎮ 贝迪埃最终以绝对多数顺利当选ꎮ
另一方面ꎬ 贝迪埃当选后强调外国移民对科特迪瓦的负面影响ꎬ 突出外

国移民和本国公民的区别待遇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ꎬ 科特迪瓦经社理事会发表的报

告指出ꎬ 外籍移民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国家能够容忍的界限ꎬ 特别是北方穆斯

林移民对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安定产生了负面影响ꎮ③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通

过的 «农村地权法» 体现了同样的保护本国国民、 限制外来移民的精神ꎮ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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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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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ꎬ 外籍移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对自然人口平衡和政治生活的影响ꎮ

根据 １９８８ 年的统计数据ꎬ 外籍移民中 ４２％是在科特迪瓦出生的二代移民ꎬ 他们总人数已经达到 １５０ 万

人左右ꎮ 他们是否会入籍? 如果入籍ꎬ 他们是否会要求获得政治权利? 特别是谋求执掌国家权力? 第

二是对社会经济影响ꎮ 尽管外籍移民受教育程度不高ꎬ 但他们控制了科特迪瓦的国内商业ꎬ 特别是非

正规部门就业的绝大部分 (黎巴嫩 － 叙利亚裔ꎬ 毛里塔尼亚裔、 马里裔)ꎬ 以至于科特迪瓦本国人的

失业率 (６ ４％ ) 远远高于外籍移民 (３ ４％ )ꎮ 外籍移民对于商业、 公路运输、 农产品加工、 牲畜屠

宰等行业的控制已经阻碍了科特迪瓦公民的正常竞争ꎮ 第三是对社会治安和稳定的影响ꎮ 外籍移民的

大量存在已经成为科特迪瓦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ꎮ １９８９ 年关于犯罪率的统计数据表明ꎬ 外籍移民大

量参与了各种形式的犯罪活动ꎮ 穆斯林移民的大量涌入 (７３％的外籍移民来自北部邻国) 改变了此前

维持的宗教信仰平衡ꎮ 这可能会让某些人利用宗教信仰来达到政治目的ꎬ 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和谐ꎮ 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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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ꎬ 只有科特迪瓦人能够拥有土地所有权ꎬ 非科特迪瓦籍的经营者只能

从拥有土地产权证的科特迪瓦国民或国家那里获得长期租约ꎬ 条件是外籍经

营者被认定为拥有良好意愿的经营者ꎮ① 考察科特迪瓦外来移民的构成与农村

地权纠纷的关联ꎬ 我们可以发现ꎬ 上述文本针对的是来自北方、 信仰伊斯兰

教的古尔语和曼德语民族ꎬ 而瓦塔拉正是把自己定位为他们的代言人ꎮ
瓦塔拉所在的共和党人联盟同样利用 “科特迪瓦性” 大做文章ꎮ 共和党

人联盟以贝迪埃以及 “研究与传播亨利柯南贝迪埃总统政治理念与行动

学者协会” (ＣＵＲＤＩＰＨＥ) 主要成员的族群属性为切入点ꎬ 强调 “ ‘科特迪瓦

性’ 这个概念体现了执政当局的政治选择ꎬ 即将科特迪瓦现有的所有文化和

民族都统一成一个民族ꎬ 阿肯语民族及其文化将成为唯一的标准和参照系”ꎮ②

共和党人联盟在 “科特迪瓦性” 问题上的表态与 «北方宪章» 的内容一脉相

承ꎬ 即抨击南部阿肯族人的压迫ꎬ 激发北方民众 “同仇敌忾” 的情绪ꎮ 事实

上ꎬ 贝迪埃在关于 “科特迪瓦性” 的阐述中从来没有提及阿肯语民族ꎬ 科特

迪瓦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 ３０ 多年执行的也都是不同民族交融的政策ꎬ 博瓦尼

本人在执政党内部、 国家层面以及公共政策领域都注意维持族际平衡ꎬ 而且

科比纳本人就是阿肯族人ꎬ 不是穆斯林ꎬ 信仰基督教ꎮ③ 从这个角度看ꎬ 共和

党人联盟的指责很难成立ꎬ 更多是基于政党政治和为选举造势的话语煽动ꎮ
１９９１ 年出现的 «北方宪章» 是南北族群矛盾建构的起点ꎮ 仔细梳理 «北

方宪章» 出台前后科特迪瓦的政局以及相关政治领导人的话语后不难发现ꎬ
“北方” 概念的提出旨在为瓦塔拉参加总统选举营造合法性ꎮ 无独有偶ꎬ 贝迪

埃重提 “科特迪瓦性” 的目的同样是确立自身作为博瓦尼接班人的合法性ꎮ
双方围绕 “科特迪瓦性” 的论战以及贝迪埃执政期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排除政敌、 争取选票之举ꎮ １９９０ 年ꎬ 科特迪瓦开始实施

多党代议制民主ꎬ 让每个政党和领导人陷入争夺民意基础的 “选票” 陷阱ꎬ
而博瓦尼执政后期开始在科特迪瓦政坛上演的权力斗争是南北族群矛盾建构

的根本原因ꎮ 自此ꎬ 从殖民时期到独立以来不断强化的南北差异在权力斗争

的催化下逐渐向族群冲突演进ꎮ 随着 “科特迪瓦性” 概念的普及和发酵ꎬ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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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地区的地权冲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ꎬ 针对来自北方穆斯林移民的冲突越来

越频繁ꎬ 而原先的冲突双方是一般意义上的本地村民和外来移民ꎮ①

(二) ２０００ 年总统选举与南北方族群矛盾的激化

２０００ 年ꎬ 科特迪瓦举行了博瓦尼去世后第二次总统选举ꎮ 与 １９９５ 年相

比ꎬ 此时的科特迪瓦政坛格局更加分明ꎬ 博瓦尼的影响已经淡化ꎬ 贝迪埃领

导的科特迪瓦民主党、 瓦塔拉领导的共和党人联盟和巴博领导的人民阵线三

分天下ꎮ 各派政治力量的争夺在 １９９９ 年全面展开ꎬ 核心问题是总统候选人的

资格ꎬ 更确切地说ꎬ 瓦塔拉是否有资格参加总统选举ꎮ 此时的瓦塔拉已今非

昔比ꎬ 他在 １９９９ 年 ８ 月被共和党人联盟选举为党主席ꎬ 并作为该党的候选人

宣布参加 ２０００ 年的总统选举ꎮ② 贝迪埃执政期间ꎬ 围绕 “科特迪瓦性” 采取

的一系列政策引发了北方移民的普遍不满ꎬ 瓦塔拉作为北方的代表拥有了更

广泛的民意基础ꎮ 与 １９９５ 年相比ꎬ 瓦塔拉本人和他所在的共和党人联盟获得

了更大的合法性和行动能力ꎮ 瓦塔拉和贝迪埃、 巴博之间的权力斗争因此表

现为各自支持者之间的直接冲突ꎬ 基于地域、 民族的认同成为动员民众的主

要手段ꎬ 所谓北方与南方的冲突就此展开ꎮ
第一轮较量在瓦塔拉和时任总统贝迪埃之间展开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在贝迪

埃要求下ꎬ 科特迪瓦司法部门对瓦塔拉的国籍问题提出质疑ꎬ 并对其提供的

相关证明文件开展司法调查ꎬ 由此引发了共和党人联盟在全国各地组织的游

行示威活动ꎬ 共和党人联盟的主要领导成员被逮捕ꎮ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凌晨ꎬ
科特迪瓦参加联合国中非维和行动的士兵发生哗变ꎬ 随后亲共和党人联盟的

军人加入ꎬ 哗变发展成军事政变ꎮ ２４ 日凌晨ꎬ 政变军人代表与贝迪埃谈判ꎬ
除了发放军饷外ꎬ 要求释放被捕的共和党人联盟领导人并结束对瓦塔拉的司

法调查和指控ꎬ 双方谈判破裂ꎮ ２５ 日凌晨ꎬ 政变军人与罗伯特盖伊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ｕéï) 将军③达成一致ꎬ 接受后者的领导ꎮ 随后ꎬ 盖伊宣布ꎬ 贝迪埃

不再担任总统职务ꎬ 所有国家机构解散ꎬ 成立军人过渡政权ꎬ 与各政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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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联合过渡政府ꎬ 筹备次年的总统选举ꎮ①

贝迪埃因此淡出科特迪瓦政坛后ꎬ 下一轮权力斗争在盖伊、 巴博和瓦塔

拉之间展开ꎮ 由于政变军人具有共和党人联盟的背景ꎬ② 盖伊首先在组阁过程

中利用人民阵线遏制共和党人联盟的势力ꎬ 并在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推动前者揭露军

政权内部亲共和党人联盟军人为北方籍移民大量伪造身份证件的舞弊行为ꎬ
以此为由撤换大部分共和党人联盟背景的官员ꎮ 盖伊随后效仿贝迪埃ꎬ 在总

统候选人资格问题上做文章ꎮ 他要求建立由各界代表组成的宪法与选举咨询

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ｅｌｌｅ ｅｔ é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ｅ)ꎬ 负责提出新的

宪法修正案和选举法ꎮ ６ 月ꎬ 政府筹备对新的宪法修正案进行全民表决ꎬ 修正

案主要涉及即将开始的总统选举的候选人的国籍要求ꎬ 即候选人的父母必须

都是科特迪瓦出生ꎬ 或者只要一方是科特迪瓦出生ꎮ ７ 月 ２４ 日ꎬ 公投结果显

示ꎬ ８０％的选民支持总统候选人的父母必须都是在科特迪瓦出生的公民ꎮ③ 盖

伊 ７ 月 １２ 日任命他原先的法律顾问科内 (Ｔｉａ Ｋｏｎé) 大法官担任最高法院院

长ꎬ 负责审查总统候选人资格ꎮ １０ 月 ６ 日ꎬ 科内大法官公布了总统候选人资

格审理结果ꎬ 瓦塔拉和其他大部分候选人都被排除出局ꎮ １０ 月ꎬ 总统选举的

最终争夺在盖伊和巴博之间展开ꎮ 计票过程中ꎬ 盖伊在发现结果可能对自己

不利时ꎬ 单方面中止计票ꎬ 甚至绑架了国家选举委员会的成员ꎬ 要求内政部

官员宣布自己获胜的投票结果ꎮ 巴博呼吁民众行动起来ꎬ 反对盖伊ꎮ 盖伊眼

看大势已去ꎬ 逃离首都到老家避难ꎮ
盖伊因此从台前退到了幕后ꎬ 新一轮权力斗争则在巴博和瓦塔拉之间进

行ꎮ １０ 月 ２６ 日ꎬ 巴博正式就任总统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议会选举前ꎬ 最高法院 １１ 月

３０ 日再次做出裁决ꎬ 确认瓦塔拉没有资格参选ꎮ 共和党人联盟在党报上发出

威胁: “科特迪瓦濒临分裂”ꎬ④ 并在 １２ 月 ４ 日和 ５ 日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活

动ꎬ 双方支持者发生冲突ꎬ 造成大量人员伤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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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的多党民主与族群冲突　

巴博及其领导的人民阵线在贝迪埃执政时期刻意与 “科特迪瓦性” 论战

保持距离ꎬ 甚至在 １９９５ 年总统选举前与瓦塔拉结盟ꎬ 共同抵制贝迪埃对选举

法的修改ꎮ 然而ꎬ 此时巴博就任总统后推出了新身份证政策ꎬ 要求按照明确、
透明的程序确定科特迪瓦公民和外国人的身份ꎬ 以便结束此前宣扬 “科特迪

瓦性” 导致的各种族群矛盾ꎮ 尽管这项政策表面看来合情合理ꎬ 但巴博拒绝

共和党人联盟以及其他政治力量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立场让形势变得更加复

杂ꎮ① 而且ꎬ 博瓦尼执政后期ꎬ 特别在贝迪埃掌权期间ꎬ 围绕身份证问题已经

引发了很多冲突ꎬ 其中既有警察对北方裔民众的刁难ꎬ 也有不同政党之间的

直接冲突ꎮ 巴博的态度加剧了北方族裔的不安和猜忌ꎬ 南北冲突一触即发ꎮ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７ 日夜ꎬ １９９９ 年政变后逃离科特迪瓦的北方裔军人再度政变ꎬ

试图推翻巴博政权ꎬ 政变没有成功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巴博主持召开全国和解

论坛ꎬ 盖伊、 贝迪埃和瓦塔拉出席论坛ꎬ 论坛达成了 １４ 项决议ꎬ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４ 位政治家就上述 １４ 项决议达成共识ꎮ 关于瓦塔拉的国籍问题ꎬ 瓦塔拉同

意在会议结束后尽快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ꎮ 然而ꎬ 此后瓦塔拉并未按照会议共

识提交国籍申请ꎮ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ꎬ 科特迪瓦国际知名雷鬼 (Ｒｅｇｇａｅ) 歌星、
共和党人联盟党员阿尔法布隆迪 (Ａｌｐｈａ Ｂｌｏｎｄｙ) 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
科特迪瓦局势已经具备卢旺达危机的一切要素ꎬ 甚至更糟ꎮ②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ꎬ 法国举行总统大选ꎬ 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第一轮被淘

汰ꎬ 右派候选人希拉克当选ꎮ 巴博作为左派领导人一直被认为与法国社会党

关系密切ꎬ 与希拉克关系不好ꎮ 共和党人联盟次日在党报头版登出: “巴博失

去了所有支持”ꎮ③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晚ꎬ 巴博在意大利访问期间ꎬ 科特迪瓦

再次发生政变ꎬ 索罗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Ｓｏｒｏ) 声称是政变军人领袖ꎮ 索罗最早是人

民阵线旗下学生运动的领袖ꎬ ２０００ 年议会选举时成为共和党人联盟的候选

人ꎮ④ 关于政变的组织者ꎬ 占多数的说法是参与 １９９９ 年政变、 逃到布基纳法

索的北方裔军人ꎬ 共和党人联盟、 盖伊等为了各自利益在幕后操纵ꎬ 布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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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索、 马里、 利比里亚等邻国也被牵扯其中ꎮ① 政变组织者在科特迪瓦北部的

科霍戈 (Ｋｏｒｈｏｇｏ)、 中部的布瓦凯 (Ｂｏｕａｋé) 和首都阿比让同时采取行动ꎬ
政变旨在推翻巴博政权ꎬ 但最终因为在阿比让没有得手ꎬ 在科特迪瓦出现了

南北分治的格局ꎮ
政变发生后ꎬ 科特迪瓦不同族裔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化ꎮ ２００２ 年ꎬ «北方

宪章» 第二版开始流传ꎬ 相比第一版语气更激烈ꎬ 开篇即明确指出: 我们的

科特迪瓦首先属于一直捍卫其利益的北方人ꎬ 北方要与科特迪瓦民主党和人

民阵线保持距离ꎬ 要以瓦塔拉为核心紧密团结起来ꎮ② 巴博政府一方面对清真

寺、 穆斯林领袖以及共和党人联盟领导人的住所进行搜查ꎬ 要求军队和警察

在主要道路和重点地区设置检查站ꎬ 另一方面派官员到广大农村ꎬ 向老百姓

解释动乱原因ꎬ 动员年轻人组织起来保护家园ꎮ 巴博政府将动乱归咎于以瓦

塔拉为首的共和党人联盟以及支持叛军的北方邻国ꎬ 尽管官员要求民众保持

冷静ꎬ 但军警和青年民兵在执法过程发生了诸多针对北方族裔民众的暴力冲

突事件ꎮ③ 同样ꎬ 索罗领导的叛军——— “新力量” (Ｆｏｒｃｅｓ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 在占领

北方后ꎬ 也以保卫家园、 反对排斥为口号吸引了大量北方族裔的年轻人ꎮ④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 首都阿比让开始流传另一份传单——— «大西部宣言»ꎬ⑤ 宣言回

顾了博瓦尼时代阿肯语民族对西部族群的打压ꎬ 特别是对 １９７３ 年西部叛乱的

血腥镇压ꎬ 要求西部民众团结在西部地区领导人———巴博的周围ꎬ 将阿肯族

人和北方迪奥拉人赶出西部ꎮ
正是在这样的族际仇恨话语催化下ꎬ ２００２ 至 ２０１０ 年ꎬ 族际之间的暴力冲

突不断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科特迪瓦举行总统选举ꎬ 第一轮巴博领先ꎬ 瓦塔拉位居

第二ꎻ 第二轮投票后ꎬ 选举委员会宣布瓦塔拉获胜ꎬ 而宪法委员会宣布巴博获

胜ꎮ 科特迪瓦因此进入为期 ３ 个多月的选举危机ꎮ 双方支持者之间的冲突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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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的多党民主与族群冲突　

多人伤亡ꎮ 选举结果究竟如何? 双方阵营各执一词ꎮ 巴博方面曾要求重新计票ꎬ
并表示将接受最终计票结果ꎮ 但瓦塔拉阵营在联合国和法国支持下拒绝重新计

票ꎬ 选举委员会最终宣布瓦塔拉获胜ꎬ 而巴博被逮捕移交国际刑事法庭ꎮ①

２０００ 年总统选举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我们对 １９９１ 年 «北方宪章» 流

传以来出现的南北族群矛盾的实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ꎮ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２ 年两次

军事政变以及随后出现的南北军事对峙和冲突都与瓦塔拉能否作为候选人参

加总统选举有关ꎬ 所谓南北冲突并非是南方民族和北方民族之间的对立ꎬ 而

是代表北方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与其竞争对手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ꎮ 更能

说明问题的是ꎬ 双方爆发冲突的时间表与总统和议会选举完全吻合ꎮ 这进一

步说明ꎬ 所谓 “北方”、 “西部” 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政治力量为了在选举中

赢得支持建构出的概念ꎬ «大西部宣言» 与 «北方宪章» 在内容和措辞上如

出一辙也是明证ꎮ ２００６ 年针对北方叛军内部的北方裔年轻士兵的调查一定程

度上印证了上述结论ꎮ 这些新征入伍与政府军作战的青年并不认同 «北方宪

章» 对于南北冲突的界定ꎬ 认为并不是所谓族群冲突ꎬ 也不是宗教信仰冲突ꎬ
更不是北方族裔的分离诉求ꎮ 他们认为ꎬ 北方叛军内部有很多南方族裔士兵ꎬ
而巴博的支持者中也有很多北方族裔的青年ꎮ 他们只是因为对当局做法不满ꎬ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亲人、 族人生活得更好ꎮ② 我们由此可以判断ꎬ
１９９９ 年开始在科特迪瓦国内爆发的所谓南北族群冲突的实质是政治斗争ꎬ 族

群概念成为政治力量获取权力的工具ꎮ

结　 语

回溯科特迪瓦的政治危机和南北冲突的形成路径ꎬ 我们可以发现: 尽管危

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和自然条件形成的南北发展水平差异、 宗教差别和移

民问题等ꎬ 但根本问题在于 １９６０ 年独立以来博瓦尼主导的国家发展战略和治理

模式在 ８０ 年代中期国际原材料价格狂跌的冲击下全面崩溃ꎮ １９９０ 年结束一党

制、 实施多党制以及博瓦尼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淡出政坛是所谓南北冲突爆发

的直接推动力ꎮ １９９１ 年出现的 «北方宪章» 标志着西方多党代议制民主体制下

９５１

①

②

笔者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在科特迪瓦调研期间ꎬ 多名报告人暗示法国在瓦塔拉上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ꎬ 而且法国与博瓦尼去世后科特迪瓦政坛的动荡有密切关系ꎮ
Ｍｏｕｓｓａ Ｆｏｆａｎ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５５ －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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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操纵族群、 地域认同获取民意基础和执政合法性的开始ꎬ 经济社会危

机环境下民众的不满为政治力量的操纵提供了观念基础ꎮ 而所谓南北冲突总是

围绕总统候选人资格争论展开以及时间表与选举安排完全吻合的有趣现象ꎬ 充

分证明了族群冲突的建构说和工具说ꎮ 确切地说ꎬ 科特迪瓦在 １９９３ 年博瓦尼去

世后经历的近 ２０ 年的国内动荡主要是各派政治力量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ꎮ
科特迪瓦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族群问题研究的契机ꎮ 在现代国家

框架下ꎬ 所谓族群冲突绝非是简单的族与族之间的对立ꎬ 或者是积年宿怨的

必然结果ꎮ 梳理冲突形成的动力机制ꎬ 厘清各种因素ꎬ 特别是核心行动者之

间的交互作用是理解冲突实质的关键所在ꎮ 为此ꎬ 我们需要突破传统政治学

偏重制度的局限ꎬ 借助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ꎬ 将冲突发生视为社会过程ꎬ 通

过对其中关键人物、 重要文献的批判话语分析ꎬ 揭示微观层面的个人行动与

宏观层面的观念基础和制度建构之间的动态关联机制ꎬ 从而在纷繁复杂的历

史中还原事件本身的脉络和逻辑ꎮ 从这个角度看ꎬ 科特迪瓦案例的研究将具

有更普遍的理论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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