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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教 会 在 非 洲 民 主 化 进 程 中

的 角 色 探 析

郭   佳*

  内容提要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 受国际形势变化、非洲内部事态发展及政治

思潮的影响, 非洲掀起了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开

启阶段扮演了开启者、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 在民主化进程推进与危机阶段, 又以调解

者、监督者、教育者的身份出现; 在民主政体的巩固过程中, 利用宗教特有的社会功能, 在

维护社会稳定、监督政府、推进民主等方面发挥了宗教的独特作用。可以说, 作为西方政治

文化载体的基督教会势力已经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取向的要素之一, 在非洲国家政治

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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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是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

宗教之一。基督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播

始于 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 19世纪中叶开

始的殖民探险活动, 特别是 1884年的柏林会议

揭开了基督教在非洲大传播、大发展的序幕, 开

启了一百多年传教事业的所谓 /黄金时代 0。基

督教传入非洲后, 经历了一个非洲化的进程。 20

世纪以来, 非洲已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增长最

快的地区之一。 2000年, 非洲的基督徒总数约

为 3147亿人, 已占总人口的 46% ; 如果按照年

均增幅 2148%的速度发展, 到 2025年预计将达

到 614亿人。基督教会在非洲的增长速度也要
快于在其他各洲的增长, 2000年, 非洲约有

58万多个基督教堂, ¹ 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

立教会和本土教会。但值得注意的是, 基督徒在

非洲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 自西向东以科特迪

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乍得、苏

丹、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南疆为界, 该线以北地区

的人口多信奉伊斯兰教, 穆斯林在上述地区国家

的人口中占多数; 该线以南的地区则是基督徒在

国家人口中占相对或绝对多数, 几乎平均占各国

总人口的 60%以上, 有些国家的比重更高, 如

在纳米比亚, 基督徒人数占全国人口的 90%,

刚果 (金 ) 的基督徒约占全国人口的 83%, 安

哥拉、肯尼亚和加蓬的基督徒也达到了总人口的

70%左右; 在一些小岛国, 如塞舌尔、圣多美和

普林西比、佛得角等, 更是几乎举国皆信仰基

督教。

基督教会在非洲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同

非洲各国时局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 80年代

末 90年代初, 受国际形势变化、非洲国家内部

事态发展及政治思潮的影响, 非洲掀起了以多党

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在民主化进程的各

个阶段, 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会的踪影, 它们

通过扮演不同角色, 参与及推动了非洲各国民主

变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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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化 进 程 的 开 启 阶 段

( 1989~ 1991年 )

  事实上, 在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初始

阶段, 基督教会承担起民主化运动的开启者、策

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 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贝宁、刚果 (布 )

等国的事例中略见一斑。其中, 贝宁可谓是一个

比较典型的例证。20世纪 80年代末, 由于政府

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政策的失误, 导致国内形势

急剧恶化,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 /死城运动 0
几乎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势下, 基

督教会率先在科托努召开全国主教会议并签发

公开信, 严厉抨击 /贝宁人民革命党 0 政权,

明确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和要求。¹ 正是

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强大压力下, 为缓

解国内矛盾, 1989年 12月, 克雷库 (M athieu

K erekou, 1972~ 1991年在任 ) 政权被迫宣布开

放党禁, 并同意召开 /全国会议0。贝宁全国主
教会议不仅派代表参加了 1990年 2月召开的非

洲历史上首次有反对派参加的全国会议; 而且科

托努大主教助理伊西多尔 # 德苏扎还以 /第三
方 0 的角色任会议主席, 并当选过渡时期

( 1990年 2月 ~ 1991年 3月 ) /共和国最高参议

院 0 立法和法律监督机构主席。会议决定于

1991年 3月举行民主选举, 从而剥夺了总统克

雷库行使了 17年的绝对权力, 贝宁由此步入政

治民主化进程。

同样开启了本国民主化进程、并成为过渡时

期策划者、组织者的还有刚果 (布 ) 的教会。

1990年 6月 /刚果劳动党 0 宣布将实行多党制。

同年 8月, 以 /刚果教会大公委员会 0 ( Conseil

oecum�n ique des Eg lises du Congo) 为核心的教会

组织在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中, 直言一党制的种

种弊端, 主张民主开放, 并提出参与政治讨论的

要求。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各方压力下, 刚果

(布 ) 政府于 12月 6日正式启动了该国多党民

主化进程, 并召开了 /全国会议 0。尽管刚果

(布 ) 民主化的开启是多种因素所致, 但教会在

民主化开启中的作用不容小视。来自奥旺多

( Ow ando)的埃尔耐斯特 #孔博 ( E rnest Kombo )

主教不仅担任了 /全国会议 0 主席, 还当选为

过渡期最高立法机构 ) ) ) /共和国最高委员会 0
( Conse il sup�rieur de laR�pub lique, CSR)的最高

领导人。

在肯尼亚, 同样是教会率先发出了要求政治

变革的呼声, 从而推动了该国从一党专政向民主

政治的转型。 1989年岁末, /肯尼亚东非长老

会 0 (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ast A frica,

PCEA) 教长蒂莫西 #恩乔亚 ( T imo thy N joya )

在新年布道时明确指出, 东欧国家的事态表明一

党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是不民主的制度; 非

洲国家领导人应从东欧国家动荡中吸取教训,

对一党制的弊端进行反省; 他还明确提出, 应修

改肯尼亚 1982年宪法的第二条, 变一党制为多

党制。º

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 虽然教会并没有直接

开启本国的民主化进程, 但教会领袖在随后的过

渡期内参与全国会议的讨论, 并担任主席, 同样

扮演了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加蓬, 扮演这

一角色的是奥耶姆 ( Oyem ) 的主教巴齐尔 #昂

戈内 ( B asile M ve Engone); 在多哥, 则是阿塔

帕梅 ( A takpam�) 的主教萨努科 # 柯波泽罗

( Sanouko Kpodzro)。在扎伊尔 (现刚果民主共

和国 ) , 基桑加尼 ( K isangani) 的大主教洛朗 #

蒙桑戈 - 巴辛亚 ( Laurent M onsengw o Pasinya )

在 1991年当选为 /全国会议 0 主席, 以结束全

国无政府状态。»

总地来看, 在这一阶段, 虽然席卷全球的第

三次民主化浪潮蔓延到了非洲, 但对于国家实行

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化变革问题, 非洲国家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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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共识。原因以于: 一方面, 非洲国家当时

的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一党制弊端,

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 政治体制改革势

在必行; 而另一方面, 多党制容易引起部族冲

突, 催生各种矛盾, 引发各国政要的担忧。尽管

如此, 非洲各国最终先后步入政治民主化之路,

可以说, 当时外力影响对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非

洲国家政治取向固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基

督教会作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开启者、策

划者与组织者, 其作用有目共睹。一些非洲国家

的基督教会主教作为教会代表参加了所在国

的 /全国会议 0, 还有的主教担任了该国过渡
时期最高委员会 (具有临时议会功能 ) 主席。

正是在包括教会在内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集团

的压力或推动下, 许多非洲国家步入了民主化

进程。

民 主 化 进 程

的 推 进 与 危 机 阶 段

( 1991~ 1994年 )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 非洲国家内部各种

问题与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甚至引发民主化危

机。基督教会适时转变角色, 成为冲突的调解

者、政府的监督者与民主政治文化的教育者。

(一 ) 民主化推进阶段

在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后, 很多非洲国家的

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是否召开 /全国会议 0 问题

上发生争执。面对一些非洲国家的党派斗争, 基

督教会往往主动或 /应邀 0 在执政党和反对派
之间进行斡旋与调解。这里以 /喀麦隆福音教

会 0 ( L. Eglise�vang�lique du C ameroun, EEC)为

例。1991年, 喀麦隆的反对派要求召开 /全国

会议0, 而政府坚持用 /三方会议 0 取而代之。
/喀麦隆福音教会0 主席拉梅雷 ( Lam�r�) 牧师

等主要基督教会的领导人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

但遭到激进的反对党拒绝。为了打破僵局, 以

/喀麦隆福音教会 0 为主的教会领袖们遵从反对

党的意愿, 签署了一份要求大选按期举行的呼吁

书; 与此同时, 拉梅雷牧师也不止一次地呼吁人

们要彼此宽容、相互尊重, 以避免喀麦隆走向混

乱。¹ 在教会的调和下, 政府和反对派经过反复

协商与相互让步, 终于达成共识。虽然喀麦隆基

督教会不可能成为左右政局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但是作为党派间的调解者, 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

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为党派间的调解

者, 教会的身影也同样出现在贝宁、多哥、科特

迪瓦、加蓬、喀麦隆、刚果 (布 )、刚果民主共

和国、卢旺达、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

索等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

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 基

督教会在一些非洲国家通过监督政府和选举而参

与其中。在肯尼亚, 1990年 2月, 该国负责调

查政府高官腐败行为的外交部长罗伯特 # 奥科
( Robert Ouko) 遭暗杀,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起谋

杀事件, 理由是政府中的高官害怕腐败问题被

揭露, 而政府面对此事件的消极态度引起了教士

们的不满, 他们在布道中多次评论这一事件, 对

政府施压。再如, 1991年在莫伊总统的家乡裂

谷省 ( R ift V alley ) 爆发了 /部族清洗 0 事件,

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 近 25万人被迫离开家

园。事后, 以 /肯尼亚教会全国委员会0 ( the

N ational Counc il of Churches of Kenya, NCCK )为

代表的主要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联合起来, 声称

这是一起由政界人士精心策划和导演的事件, 目

的旨在印证 /多党制会引发部族冲突 0º。在民

主选举方面, /定期的全民普选0 一直是衡量民

主的重要标准之一, 而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后,

虽然初步建构起民主的选举制度, 但还缺乏相应

的法律制度保障。于是, 一些国家的基督教会补

充了国家在大选监督职能方面的空缺, 在一定程

度上确保选举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 1991年

赞比亚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派参加的大选, 主

要由基督教会组成的 /赞比亚选举监督协调委

员会0 ( Zamb ia E lectionsM onitoring Coord inating

Comm ittee, ZEMCC ) 通过部署在全国各地投票

站的监督员, 确保了大选在相对自由、公正的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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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中进行, 而顺利进行大选对于在赞比亚确立多

元政治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 一些国家的教会还注重在公民中进行

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教育, 使公民了解选举

程序, 树立民主意识, 广泛参与大选, 并在其中

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加纳教会在 /加纳基督教委员会 0 ( the Christian

Counc il of Ghana, CCG) 和 /加纳基督教主教大

会 0 (Ghana B ishops. Con ference, GBC )及其相关

机构 /国家天主教秘书处 0 ( the N ational C atholic

Secretaria,t NCS) 的领导下¹通过组织各种政治、

经济问题的研讨会, 对基督徒进行大选的准备、

公民权利与义务、政府政策、人权和社会公平方

面的教育, 并鼓励他们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

来。在肯尼亚, 一些教会组织也积极致力于国

民教育, 以在民众中树立公民意识和民主思

想。如 /国家赞成基督教不同教派联合的市

民教育计划 0 ( National Ecumen ica l C iv ic Educa2
t ion, NECEP) 出版了 5大选监督指导 6、 5在即

将到来的多党选举中要考虑的问题 6 等小册
子, 用于对民众进行公民意识教育。肯尼亚

新教教会则更多地通过 /参与民主教育 0 ( l. Ed2
ucation for Partic ipatory Democracy, EPD) 的努力

出版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编撰的选民手册, 并免

费分发。

综上, 在推进民主化阶段, 非洲国家普遍接

受了多党制原则, 并开始构建民主体制框架。虽

然基督教会在此阶段的实际影响或作用因国而

异, 而且在不少非洲国家, 由于受教会自身的组

织结构特点、神学理论, 以及教会中部族主义等

因素的影响, 使教会在某些时候出于对自身利益

的考虑, 而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不决、左

右摇摆; 或因态度过于谨慎克制, 而在关键时刻

表现得软弱或退缩; 甚至教会内部也会因政治倾

向性分歧而发生分裂, 并由此演化为教会内部的

权利斗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教会在民主化推进

阶段作用的发挥, 使之在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后就

很难再有所作为; 但总体来说, 在民主化进程推

进阶段, 教会仍然在调解矛盾、监督政府、对国

民进行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独有的

作用。

(二 ) 民主化危机阶段

大部分非洲国家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首次总

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后, 由于旧有矛盾尚未解决,

加之新政体的 /水土不服 0, 一些国家的政局发

生动荡, 出现了民主化危机。在此过程中, 许多

非洲国家的教会除了继续发挥监督者和教育者的

作用, 民主复兴和民族和解的调解者、仲裁人身

份显得尤为突出, 并为尽早结束危机、实现和平

作出了努力。

在民主化危机较为严重的布隆迪, 尽管教会

的调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在避免内战危

机进一步恶化, 以及敦促内战双方早日结束战争

方面仍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危机爆发后, 以

天主教会主教 B1比杜迪拉 ( B1Bududira) 为代
表的主要教会领袖进行了积极斡旋, 旨在重建动

乱各方的联系, 并以和解方式将危机引向终结,

直到恢复政府的合法性。天主教会、圣公会和自

由循道宗教会º还发表了题为 5教会在悲痛中对

人民的呐喊 6 的公报, 批评了发动政变方, 并

认为 /当务之急是停止屠杀和内战 0»。随着危

机的进一步发展, 教会又开始推动政府创建

/和平与救助联合小组 0 ( GAPS), 对动乱各方

施压, 尝试通过第三方解决危机。由于受到各

种因素的影响, 虽然教会的调解以退却告终,

但教会在布隆迪民主化危机中的努力依然值得

称道。

同样, 因部族矛盾引发民主化危机的还有刚

果 (布 )。虽然该国基督教会在实践中很难像它

所声称的那样坚持真正的中立性, 但是当出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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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 0 及其相关机构 /国家天主教秘

书处 0, 不是 /加纳基督教委员会 0 成员, 但是这两个机构在

许多国家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紧密协作、

共同工作。 /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 0 是天主教会的一个官方机

构。 /国家天主教秘书处 0 是 /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 0 的执行

机构。该机构在 /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 0 不在会期间执行并解
释其有关决议和政策。 See Kw asiY irenky,i / The Role of Christ ian

Church es in N ational Pol it ics: R ef lect ion s from Laity and C lergy in

Ghan a0, S ociology of Re lig ion, Vol1 61, No1 3, Au tum n, 2000,

p13261

七位天主教会主教 (除了一位主教在国外 )、一位圣公

会主教, 以及一位自由循道宗教会主教的集体声明。 Cf Ch rist ian

Th ibon, / La d�m ocrat ization en crise1 Les occasions m anqu�es de

l. E glise catholique au Burund i0, in FranÔois Constan tin et Ch rist ian

Cou lon, op1 cit1, p13431

Id1



会或政治危机时, 教会还是积极地在执政党与反

对党双方居间斡旋、调解, 宣扬基督教中的和

谐、宽容与和平的思想, 试图利用其宗教精神感

召力使暴力实施者停止行动。¹

在这一阶段, 非洲民主化浪潮完成了空间扩

展, 开始在各国朝着更加纵深方向发展, 并由此

激化了一党制时期因强力压制而被掩盖了的社会

矛盾, 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教会在布隆迪和

刚果 (布 ) 等国民主化危机中的调解努力表明,

宗教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为社会提供认识世界的方

式、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 而且作

为超越于世俗政治之外的社会实体, 它也发挥着

实体方面的社会功能, 为社会提供一种组织社会

的形式、一套调适和整合、凝聚社会的机制与体

系。教会在民主化危机中的表现也印证了马克

斯 #韦伯 (M ax Weber) 的观点, 即宗教参与修

正 /权力机关的道德秩序 0, 并构建文化体系和

社会体系之间的关节点, 成为信仰和社会秩序之

间的媒介。º

民 主 化 进 程 的 巩 固 阶 段

( 1995年 至 今 )

  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只是政治民主

化进程的初级阶段, 而民主制度的巩固还有待于

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所谓民主政治文化, 是指

社会对民主的主观意识与价值判断, 是社会成员

对民主的态度、信仰、倾向、观念的反映。只有

将民主的精神内化于民族的精神气质, 方能使之

获得更坚实的基础, 并且对于社会的政治进步产

生更久远的影响。非洲教会组织虽然在民主化转

型完成后逐步淡出了政治舞台, 但是它们仍在继

续关注并推动完善民主, 参与国家民主政治文化

的构建, 以巩固民主政治的成果。现以南非为例

加以说明。

1994年, 南非实现了由少数白人向黑人多

数的权力转移。为处理好以前白人政权犯下的种

族罪行, 该国成立了以开普敦大主教图图为首的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0 ( Comm ission de v�rit�et de

r�conc iliat ion,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 is2
sion, TRC ) , 试图用既不同于纽伦堡审判模式,

又有别于无条件大赦的 /第三条道路0 ) ) ) 宗

教救赎方式, 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宽恕

之间取得平衡, 实现南非的种族和解。该委员会

作出决议: 在种族压迫制度下犯罪的人, 只要坦

白自己的全部罪行, 并真诚地请求宽恕, 他们将

得到赦免。正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

德烈#科尔登 ( Andr�Corten ) 指出的, 当一些

问题从政治角度不好解决时, 政治就会寻求用真

理、宽恕, 以及和解的方式加以解决, 于是一些

政治家就开始用宗教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不受

处罚的罪行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 为了接受和

解, 人们就要发起一场集体的净化与宣泄以联系

赎罪和大赦、真理和宽恕, 并在协商后认同这一

结果。»

在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0 的努力下, 南非

白人当局种族隔离政策和奴隶制坚定支持者的

/荷兰归正会 0 ( N ederdu itse Gereform eerde K erk

ou Eg lise r�fo rm�e hollandaise, NGK) 等政党, 对

该当局在种族隔离时期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忏

悔。到 1997年 8月底,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0

接受了 7 000份大赦申请, 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

做到的。这种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的方式避免了社会动荡, 对南非的和平民主过

渡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利用宗教救赎精神实现种族和解以外,

/南非教堂理事会 0 ( SACC ) 和 /南部非洲天主

教主教协商会0 ( SACBC ) 等教会组织还扮演着

监督政府的角色。它们一方面支持非国大主导的

现政府进行国家建设工作, 另一方面又竭力与现

政府保持一定的、足以对之进行批评的距离, 通

过 /批判的团结 0 而保持着它们在政策制定上

的自主性, 从而保证新南非在民主的轨道上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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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Le Chem in, nb 43, sept- oct 1993, p181 C f Joseph

TONDA, / De l. exorcism e comm e mode de d�m ocratizat ion1Egl ises

et mouvem en ts relig ieux au C ongo de 1990 � 19940, in FranÔois

Con stan t in et Ch ris tian Cou lon, op1 cit1, p12821

C f Jean- M ichelDOLBEAU, / C hris tian ism e et changem ent

social en A frique du Sud: Les cas de l. Eglise r�form�e hollandaise

( NGK) et de l. E glise ch r�tienn e de S ion ( ZCC ) 0, in V�ron ique

Fau re, Dynam iques rel igieuse s en Af rique austra le, Paris: E dit ion

Karthala, 2000, p1861

C f Andr�Corten, / Le d iscours d e la r�con ciliat ion et les

nouvelles Eg lises au Rw anda0, Afrique contempora in e, T rim estriel

Nb200, octobre- d�cem bre 2001, p1801



前行。

综上所述, 如果我们把宗教放在社会大系统

中去考察, 就会发现宗教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

是不可忽视的, 甚至宗教的有些功能是其他社会

组织和团体不可代替的。在不同历史时期, 宗教

的社会功能各有侧重, 有时显示为控制功能, 有

时调适功能突出, 还有时宗教的凝聚和精神感召

功能将发挥巨大作用。宗教的社会功能使其在

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可以构成社会标准价值体

系, 且能够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的重要纽带, 起着

不可取代的社会补偿和团结整个社会的作用。至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民主制度的框架已经在

非洲大部分国家构建起来, 但民主制度的巩固

和完善仍任重道远。为此, 非洲基督教会面临

更为艰巨的任务, 它们需要发挥宗教的社会功

能, 加强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 从而将民主制度

引向深入。

结   语

如前所述, 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开

启、推进、民主化危机及民主政体的巩固进程中

扮演了开启者、组织者、调解者, 乃至监督者、

教育者的角色, 在调解矛盾、化解危机、监督政

府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小视的作用。我们从中也可

以看出, 作为西方政治文化载体的教会势力已经

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取向的要素之一, 在

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 我们

对于基督教会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既

不能忽视, 也不能高估, 毕竟政府的力量起

主导作用。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由多

种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督教会只是

此进程中的因素之一。由于论题所限, 本文更

多地关注基督教会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和影响。

还需要指出, 虽然笔者按照民主化进程的不

同阶段对教会的角色进行了简单划分, 但在实践

中,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 以及教会所具有的复杂

性和多元性, 使得在民主化进程的同一阶段, 不

同国家的教会角色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 在少

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 教会行中庸

之道, 甚至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 但在多数非洲

国家教会则充当了上述角色。诚然, 即使是同一

国家, 教会在民主化进程每一阶段的角色也常常

是多维的、变化的。

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轨迹看, 由威权体制过

渡到民主政体并不意味着非洲各国民主化进程的

最终完成, 民主是一个无限发展、逐渐完善的过

程, 在非洲当前及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中, 基督

教会势力的影响仍然会继续存在, 特别是在全社

会、全体公民的民主政治文化与价值观的建立和

培育方面, 其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詹世明 )

#资料库 #

更   正

  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 造成本刊 2010年第 1期徐人龙文章 5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
经验 6 第 30页第 14行 /博茨瓦纳对此做法的态度是: 参加制裁 0 有误, 应为 /博茨瓦纳表示

不反对, 但不能参加制裁。0 特此更正, 并向作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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