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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和 下 西 洋 与 当 代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比 较

李 新 烽

  内容提要  郑和七下西洋四赴非洲是新中国成立前中非关系发展的顶峰, 具有划时代的

历史意义, 成为古近代国与国之间交往的范例, 为发展中非关系奠定了良好基础。郑和下西

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在依托友好交往、重视高层互访、遵守平等自愿、互惠互补的贸易

政策与交往原则, 以及交往使者在其中体现的吃苦耐劳、恪尽职守为国效力的精神等方面,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比较中国援建坦赞铁路与 /厚
往薄来 0 之间的异同,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传承与扬弃。当然, 当代中

国对非洲政策大大超越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局限性, 具有战略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等显著特

点, 实现了对非洲政策的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

关 键 词  中非关系  郑和下西洋  异同性  厚往薄来  坦赞铁路

作者简介  李新烽, 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北京郑和与海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北京  100007)。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 28年, 其首航时间距今已 605年。以当代意识审视这一重大事件, ¹ 再以历

史的深度思考当代中国的对非洲政策, 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观察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相互联系与逻辑

关系, 而从这些关联中, 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华文化的威力、魅力与活力。

郑 和 下 西 洋 与 当 代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的 相 似 性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与郑和下西洋四赴非洲的总方针, 共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

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一 ) 郑和下西洋四赴非洲与西方殖民者登陆非洲、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与西方国家的非洲战略

之间具有实质性区别, 中非交往贯穿友好主线

14世纪和 15世纪之交, 在东方崛起的大明帝国, 尽管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诸方面显示出强大

实力, 但是这种实力不是靠对外侵略与掠夺发展起来的, 而此时发生的郑和七下西洋更不是为了对外

侵略与扩张。明成祖朱棣 /锐意通四夷0, 是为了 / 宣德化而柔远人 0, 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

并 /没有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的打算, 因为中国人 ) ) ) 与欧洲人和阿拉伯人不同 ) ) ) 对于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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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学界曾对郑和下西洋的路径及意义作过探讨, 例如陈公元: 5 / 三保太监 0 下 / 西洋 06, 载 5西亚非洲 6, 1980年第 1期,

第 64~ 67页; 郑家馨: 5郑和下西洋时代西亚形势及中国的关系 6, 载 5西亚非洲 6, 2005年第 2期, 第 47~ 54页。



地区扩张不感兴趣, 也没有与他人进行贸易的强烈需求 0。¹ 因此, 郑和使团所到之处就能与当地居

民平等相待, 友好交往。

在郑和下西洋终止半个多世纪以后, 葡萄牙殖民者登陆非洲, 筑堡垒, 建商站, 大肆掠夺; 荷

兰、英国、法国、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紧步葡萄牙殖民者的后尘, 相继在非洲建立殖民地, 侵占非洲

土地、掠夺大陆资源、欺压当地人民, 与中国没有占领非洲一寸土地、没有掠夺非洲一分财产、没有

贩卖非洲一个人口行为形成天壤之别的对照。正如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在纪念民主南非十周年和中非伙

伴关系论坛所言: /历史告诉我们, 在几百年前, 不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 都没有把对方看成是野

蛮人。虽然远隔重洋, 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福祉依赖于另一方的幸福生活, 这一意愿所反映的基本理

念闪耀着人类的人性光辉。正是基于这一意愿, 15世纪中国船队到访非洲港口所带来的是互惠互利

的合作, 而不是随着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而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毁灭与绝望。0º

时至今日, 前欧洲殖民宗主国仍难以割舍其 /非洲情结 0, 把非洲当做自己的 /狩猎地0 和 /后

花园0, 居高临下地向非洲国家和人民发号施令, 理直气壮地对非洲事务指手画脚。相反, 中国始终

把非洲当做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好伙伴, 平等相待, 坦诚相见。在此基础上, 中非关系已形成明

确的理念 ) ) ) / 友谊、和平、合作、发展 0, 并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认同与称赞。

(二 ) 郑和访问非洲同当代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共同体现了中国和非洲国家官方对发

展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的关注与重视

郑和七下西洋船队四赴非洲是没有疑问的, 但郑和本人是否访问过非洲、是访问一次还是多次,

却一直存在争论, 有人认为郑和本人根本就没有去过非洲, 而是坐镇东南亚一带指挥、遥控。

其实, 关于郑和本人是否到访过非洲本不应是个问题, 因为 5明史 6里有明确记载, 且不止一处。

/ 木骨都束, 自小葛兰舟行二十昼夜可至。永乐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表朝贡, 命郑和赍

敕及币偕其使者往报之。后再入贡, 复命和偕行, 赐王及妃彩币。0 /不剌哇, 与木骨都束接壤, ,
郑和亦两使其国。宣德五年, 和复往使。0 / 竹步, 亦与木骨都束接壤。永乐中尝入贡。其地户口不

繁, 风俗颇淳。郑和至其地。0» 另外, 5明史 6 还有郑和访问非洲比剌、孙剌两国的记载: / 又有国

曰比剌, 曰孙剌。郑和亦尝赍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 二国贡使竟不至。0¼ 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

钧教授指出: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四次访问非洲, 郑和每次都去, 永乐年间三次, 宣德年间一次, 这

从以上诸传中亦可看出。0 郑和既然来到非洲, 都是顺访能够到达的非洲诸国, 同时也负有护送各国

使节回国的任务。郑和四访非洲, 充分体现了明朝廷当时对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重视程度。½

在费信所著的 5星槎胜览 6 一书中, 首次向人们具体介绍了木骨都束、卜剌哇、竹步三国, 对

这 3个非洲国家的地理位置、建筑风格、居住特点、气候变化、生产经济与物质资源、商业贸易、风

俗习惯、军事状况等, 都作了翔实记载。在郑和使团中, 马欢、费信都是高级译员, 极有可能就是郑

和等使团领导成员的随从翻译, 再对照其后葡萄牙人对所见非洲东岸诸邦国建筑风格的记述, 与费信

亲见所述相同, 我们更有理由相信郑和、费信确实到过非洲东岸诸邦国。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确凿证

据, 所以一些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时, 有的虽对中国人是否在远洋航海有了较大发展的

宋、元时代到过非洲, 存在着不同观点, 但对郑和到过非洲, 却没有任何怀疑。如英国学者巴兹尔 #

戴维逊在 5古老非洲的再发现 6 一书中指出, /直到十五世纪, 著名的海军将领郑和才在东非拢岸 0,
/ 中国人在早年看来并没有越过印度洋的东部海面, 尽管他们的船只和装备有可能把他们带到更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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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 珍妮特# 波特尔、史蒂文# 安佐文著; 陈慧颖译: 5文明的脚步 ) ) ) 影响世界的探险家 6, 中华书局, 2007年版, 第

296~ 297页。

李新烽: 5非洲踏寻郑和路 6, 晨光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292页。

5明史 6 卷 326 5木骨都束传# 卜剌哇传# 竹步传 6。

5明史 6 卷 326列传 214# 外国七。

参见郑一钧教授致李新烽信, 2009年 9月 25日。



远的地方去。0¹ 巴兹尔 #戴维逊的这种观点尽管带有其一定的片面性, 但他肯定郑和到过非洲, 却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和之多次访问非洲, 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成为世界公认中国早于欧

洲发现这块 /新大陆 0 的历史见证。º

郑和本人访问非洲, 非洲诸国的国王和使臣亦随郑和船队访问中国。郑和本人后几次亲赴非洲的

使命之一, 就是送这些使臣回国, 这足以说明非洲来访者的身份之高。»

历史具有相似性。永乐二十一年 ( 1423年 ) , 亚非 16个国家同时派遣多达 1 200余人的使节来

访; 2006年, 非洲 48个国家的领导人和高官同时云集北京, 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

长级会议。此两种盛况, 为中国历代所未有, 在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史上书写了奇迹, 在中华民族历

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篇章。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郑和访问非洲给予了高度评价。 196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东非期间, 在演

说中指出郑和是一位大航海家, 曾访问过东非索马里、肯尼亚等国, 为中非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近

年来,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也多次高度评价郑和船队访问非洲、为发展中非关系作出了重大贡

献。2005年我国举行了形式多样的活动,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周年, 郑和所到访过的非洲国家对此

也皆有不同形式的反映。

郑和下西洋首航时间距今 600多年过去了, 尽管中非之间的交往出现过间隔和波折, 但 /高层

互访0 仍是今天中非关系的显著特点之一。当然, 随着时代的进步, 交通工具的发展, 这种交往的

频率和范围都是当年郑和无法相比的, 但其中蕴含的基本理念是相同的, 平等坦诚、求同存异、互惠

互补、合作发展一直体现在这种互访和交流之中。

(三 ) 方物交换、经贸合作共同贯彻了中非之间平等自愿、互惠互补的贸易政策与交往原则

郑和是中非官方贸易的开拓者, 他率领的船队 4次远航非洲多国, 与东非沿岸的国家和民众进行

自由的商业贸易, 使中国与遥远的非洲实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货物交换, 中非人民的眼界因之开阔,

见识因之增长, 丰富了中非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双方贸易的互补性是进行这种海外贸易的主要动

力之一, 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平等自愿、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

对当时的非洲国家而言, 没药、乳香等土特产是再平常不过的货物; 而对遥远的中国来说, 这些

方物乃稀世之宝, 就连非洲的长颈鹿在明朝中国人眼中也成了 /圣兽 0。这让中非之间在郑和使团的

贸易中互通有无, 双双获益, 这种互补性是当时中非贸易得以顺利进展的一个主要因素。

600多年过去了, 双边贸易的互补性仍是中非贸易的一大特征, 也是中非贸易额不断攀升的一大

动力。中国的机电产品、纺织品、轻工产品等以其物美价廉受到非洲民众的青睐, 而非洲丰富的矿

产、能源又是中国经济建设急需的资源, 同时非洲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人前往

观光。至于中非之间越来越广泛深入的经贸合作, 则是中非关系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 是郑和时代不

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一切, 皆因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而充满活力与发展前景。

(四 ) 郑和使团不畏艰险远赴非洲与当代中国外交人员不辞辛苦坚守非洲具有某种精神上的延

续, 共同继承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恪尽职守、为国效力的优秀品质和光荣传统

在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中, 明朝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 除明朝皇帝锐意与世界各国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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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 巴兹尔# 戴维逊著; 屠佶译: 5古老非洲的再发现 6, 三联书店, 1973年版, 第 271 ~ 272页。

参见郑一钧教授致李新烽信, 2009年 9月 28日。

我国史书中曾有古麻剌国国王来访, 不幸病世, 被厚葬于福建闽县的记载。如 5明皇世法录 6 中这样记载: / 古麻剌 (即麻

林 ) 国在东南海中。永乐十八 ( 1420年 ) 国王干剌义亦敦奔率妻子及陪臣来朝贡方物, 请封给印诰。令仍旧号。次福州卒。赐谥康

靖, 敕葬闽县, 有司岁时祭焉 0。明朝严从简在其编的 5殊域周咨录 6 也记载了这件事: / 永乐中, (麻林 ) 国主哇来顿本率其臣来

朝, 至神州卒, 诏谥康靖, 敕葬闽县, 令有司岁祭之。0 (以上两段引文转引自艾周昌、沐涛著: 5中非关系史 6,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96年版, 第 77页 ) 对此, 著名郑和研究专家郑一钧教授经过考证认为, 文中所说的 / 古麻剌 0 国不是位于东非的 / 麻林 0,

而是南洋国家, 故地在今菲律宾, 一说在棉兰老 (M indanao) 岛, 又作民多朗; 一说为吕宋岛博利脑 ( B olinao) 角附近的一个岛

( C abarruyan)。严从简这里记麻剌国王来访, 是误与麻林国混为一谈。



外, 最重要的恐怕就是以郑和为首的一批外交家以超人的毅力尽职完成使命。在交通不便、世界地理

知识有限、中非相距十分遥远的情况下, 以郑和、王景宏为代表的这批杰出外交家不畏艰险、不辞辛

劳、不怕牺牲, 尽全力与东非沿岸各国交往, 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完成这一使命, 他们中的不

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 永久长眠在异国他乡; 船难幸运逃生者也永远地滞留在遥远的地方; 落难在肯

尼亚帕泰岛的郑和使团成员就是其中的例证。

今天, 在中国驻非洲国家的外交官身上,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当年的郑和精神: 乐于吃苦、勇于

奉献、忠于使命, 在外交前沿为中非关系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中国驻安哥拉大使馆长期与

当地的贫民窟为邻, 驻南非的中国外交官时常受到犯罪分子的扰乱, 更有个别国家的中国外交官在战

乱中坚持工作, ,2006年 6月, 温家宝总理在访问非洲七国时对中国外交人员说: / 我要感谢同志

们, 这里生活确实比较艰苦, 如果说三四十年以前, 我们国内的条件也不是很富裕, 那么现在比起

来, 这个地方要艰苦多了, 所以我感谢同志们在这里安心工作, 为国争光。0¹

援 建 坦 赞 铁 路 同 明 朝 /厚 往 薄 来 0 的 联 系 与 区 别

援建坦赞铁路与明朝外交礼仪上的 /厚往薄来 0, 共同说明了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和两相情愿

的礼尚往来在中非交往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与发挥的重大作用。

在此, 需要厘清 /厚往薄来0、 /朝贡贸易 0 和 /海外贸易0 这几个概念。

首先, /厚往薄来 0 与 /朝贡贸易0 具有质的区别, 前者是外交礼仪, 属于政治范畴; 后者是对

外贸易, 属于经济范畴。洪武五年 ( 1372年 ) 正月, 朱元璋对中书省臣说: /西洋琐里, 世称远番,

涉海而来, 难计年月, 其朝贡无论疏数, 厚往而薄来可也。0º 而且规定: / 凡诸番四夷朝贡人员及公

侯官员人等, 一律给赐。0» 这是明朝对世界各国实行怀柔政策, 对待海外国家朝贡的基本立场。郑

一钧认为, /厚往薄来 0 是不计较海外诸国贡物的好孬多寡与进贡次数的, 凡有进贡, 回礼一律从

丰, 以奖励海外国家远来中华的诚心。虽然这样做使朝廷在物质上、经济上付出一定代价, 但在政治

上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需要明晰的是, /厚往0 的只是回赠海外远道来华访问时向明朝政府贡

献的礼品。海外国家来中国访问时, 在宫廷内献上相对较薄的 / 贡品 0, 明朝政府同时 /赉予 0 相对

较厚的 /赏品0, 这并不是拿 / 赏品0 来跟 /贡品0 进行交易。这种 / 厚往薄来 0 的行为, 不是一

种贸易行为, 而是一种外交礼仪。同时, 中国 /厚往 0 的 /赏品 0 虽然相对较厚, 但也不是 /厚 0

得出乎意料, 让中国在经济上付出太大的代价, 而是有一定的标准和规格的。

关于 / 厚往 0 的规格, 明成祖亲自定夺: /朝廷驭四夷, 当怀之以恩, 今后朝贡者, 悉依品级赐

赍, 虽加厚不为过也。0¼ 永乐十九年 ( 1421年 ), 朝廷对朝贡者的赏赐作了具体规定: /三品四品,

人钞百五十锭, 锦一段, 纻丝三表里。五品, 钞百二十锭, 纻丝三表里。六品七品, 钞九十锭, 纻丝

二表里。八品九品, 钞八十锭, 纻丝一表里。未入流, 钞六十锭, 纻丝一表里。0½ 就在该规定实施

的当年, 卜剌哇、木骨都束等国 /遣使贡名马方物, 命礼部宴劳之0, / 使臣还国, 赐钞币表里。复

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 赐诸国王。0¾

所谓 / 朝贡贸易 0, 是指外国贵宾在来中国朝贡期间, 在完成 /厚往薄来0 的礼仪后, 被允许将

附带的货物, 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朝廷有关规定进行的平等、公平的 /两平交易 0; 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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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国际贸易。由于当时的国际贸易由国家垄断, / 朝贡贸易 0 也就成为国内唯一的国际贸易形

式, 也是朱元璋时期唯一的国际贸易形式, 其时没有在海外进行任何形式的商业贸易。

郑和下西洋时期, 国家的对外贸易分为两部分, 一是延续 /朝贡贸易 0, 而这部分交易量很有

限, 更多的则是郑和船队在海外进行的大规模贸易和民间互市活动。

其次, /朝贡贸易 0 与 /海外贸易0 既有相同之点, 又有相异之处。相同性表现在, 两者皆属于

对外贸易这一大范畴, 共同遵循等价交换的贸易原则。不同之处表现在, 一是进行贸易的地点不同:

前者在国内 ) ) ) 中国皇都的会同馆, 后者在国外 ) ) ) 海外诸国, 即郑和船队所访问的国家。二是进行

贸易的时间不同: 前者规定在 3 ~ 5天内完成交易, 后者则不受此规定限制。 5明会典 6 中对此有比

较详细的记载: / 凡交通禁令各处人朝贡领赏之后, 许于会同馆开市三日或五日, 惟朝鲜、琉球, 不

拘期限。0¹ 关于郑和使团进行海外贸易的时间, 马欢在 5瀛涯胜览 6 (古里国 ) 中记载, 在古里国

每做一笔生意, 要会同该国的商人富户与会计人员等, 在一起看货议价, /非一日能定, 快则一月,

缓则二、三月0º。三是市场运作方式不同: 前者对市场进行规范管理, 对外宾的政策相对宽松; 后

者则入乡随俗, 与各国商人进行平等交易。明成祖朱棣曾对礼部大臣说: / 太祖高皇帝时, 诸番国遣

使来朝, 一皆遇之以诚, 其以土物来市易者, 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 皆宽宥之, 以怀

远人。0» 但是, 进入会馆参加 / 朝贡贸易 0 的外宾必须先 /朝贡0, /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 0。¼

再次, 无论是 / 厚往薄来 0, 还是 / 朝贡贸易 0、 /海外贸易0, 其运作方法具有一个明显的共同

点 ) ) ) 公平诚信, 自觉自愿。以 /厚往薄来 0 为例, 外国使者前来朝贡, 拿何种贡品, 数量多寡,

皆自己做主, 明朝廷对各国的贡物并无特别要求, 当然贡物多是各国的土特产品; 明朝皇帝赏品的种

类与数量, 当然也是由皇帝决定, 且质量和数量超过贡物数倍甚至数十倍。朝廷对 / 朝贡贸易 0 进

行规范, 也是为了保证交易公平, 诚信无欺。郑和使团的 / 海外贸易 0 更是尊重对方, 公平合理,

买卖自由。也正是因为奠基于公平诚信之上, 双方的贸易才能够持久进行。

把历史的 / 镜头0 从当年 /厚往薄来 0 的外交礼仪切换到当代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 我们

从中发现, 两者间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

首先, 两者都是把这种经济上的 /厚往 0 和援助当做一种外交礼仪, 从政治角度来对待和完成

的。明成祖朱棣 /远慕唐宋宾服四夷之盛0½, 追求四海安宁, 万邦来朝, 与中国 /共享太平之福 0,

/ 超三代而轶汉唐 0 的政绩, 主要通过 /宣德化而招徕之 0 的方式, 而 /厚往薄来 0 便成为一种最

佳选择。与封建帝王相比, 新中国领袖绝非追求那种 /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0¾ 的盛

况, 而是从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出发, 做出援建坦赞铁路这一战略举措的。对于坦、赞两国领导人的

请求, 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 / 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0¿

1964年 1月, 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马里时, 全面阐述了中国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援建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典范, 它与这个时期中国把对外援助视为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帮助新独立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目的密不可分。

其次, 中国对这种 / 厚往 0 的援助不附加任何条件, 而把这种帮助视为己任, 既非居高临下的

施舍, 亦非为了对方回报而为之。换言之, 将经济问题感情化, 意在真诚待人, 感动人心, 结交朋

友。明朝廷对来朝者 /厚往 0, 目的之一是感化异邦, 让四夷心悦诚服地 / 宾服0, 感受明帝国的强

#54#

 西亚非洲  2010年第 10期

¹

º

»

¼

½

¾

¿

转引自郑一钧著: 5论郑和下西洋 6, 海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12页。

(明 ) 马欢著、万明校注: 明钞本 5瀛涯胜览 6 校注, 海洋出版社, 2005年版, 第 66页。

5明成祖实录 6 卷 12上。

(明 ) 郑若曾: 5筹海图编 6, 卷 12, 第 85页。

何乔远: 5名山藏 6。

王维: 5和贾舍人早朝 6, 参见 (宋 ) 刘克庄选编、李牧华注解: 5千家诗 6,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第 183页。

张铁珊编著: 5友谊之路: 援建坦赞铁路纪实 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9年版, 第 107页。



大, 并无其他私心杂念, 更无掠夺征服之心。新中国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视为己任, 是因为把

他们当做自己的真心朋友来帮助, 朋友间的帮助是平等的, 不求回报的, 其主要目的是真心期望这些

国家通过中国的帮助发展民族经济,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如毛泽东主席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所

说: /我们见到你们很高兴, 我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不想打你们的主意, 你们也不想打我们的主意,

我们不是谁要剥削谁, 我们是互相帮助。0¹

再次, 就当时中国的国力和中非之间的交往而论, 这种 /雪中送炭0 式的 / 厚往 0 与援助, 更

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换言之, 将经济问题道德化, 体现出中华民族热情好客、宽以待人、急人所急、

帮人所需的传统美德。明朝的 /厚往薄来 0 是一种优待宾客的礼尚往来, 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更多

的是急人所急。 /患难见真情 0,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 投入如此之多的财力、物力、人力, 来援建如

此大规模的坦赞铁路, 除政治和感情因素外,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最后, 从明朝的 /厚往薄来0 到当代的援建坦赞铁路, 折射出中国不断强大的经济实力、综合

国力和国际影响力, 说明中国的发展、强盛和文明不但在惠及中国, 而且在惠及世界。 /人们看到,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正日益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有西方学者指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 ,,更重要的是将来, 中国倡导的价值观、发展模式和

对外政策, 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0º 正如胡锦涛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6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的: /中国人民有信心、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也有信心、有能力

为世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0»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坦赞铁路是当代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是中

非友谊的一曲赞歌, 是 / 万隆精神0 与中国援外 /八项原则 0 的物化, 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一条铁路,

成为一个符号与象征。

当 代 中 国 对 非 洲 政 策 与 郑 和 下 西 洋 的 差 异 性

由于明朝中国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际环境大相庭径, 特别是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迥

异, 二者相异程度远大于相似性。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大大超越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性, 具有战略

性、互动性和国际性等显著特点, 实现了对非洲政策的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

(一 )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突破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局限性, 实现了持续、稳定和全面发展

郑和下西洋时期, 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强盛阶段, 皇权高于一切。尽管郑和下西洋在政治、经

济、外交、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 但是封建制度自身的弊端终使这一人类向

海洋进军的壮举和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交往昙花一现, 嘎然而止。世人普遍为郑和下西洋不能持续

而扼腕叹息, 然而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无论是做出下西洋决策的封建皇帝朱棣, 还是奉命远航的

船队总兵郑和, 皆无法避免其所处时代的局限。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深厚的感情纽带和规范的合作机制, 因而能够持续发

展。中非双方彼此平等是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的一个基石, 加之中国和非洲国家有相似的历史遭遇、

现在又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 相似的命运、共同的目标把中国和非洲紧紧团结在一起。同时, 中非关

系在几十年发展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的合作机制 ) ) ) 中非合作论坛, 机制化保证了中非之间定期集体

会晤, 推动双边关系持续发展。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是在互利双赢的经济前提下和交流互鉴的文化沟通中进行的, 因而能够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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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绕不开利益, 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也不例外, 但是双边的经济往来是互利

共赢, 彼此受益; 在文化交流上互相借鉴, 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明成祖朱棣在谈及

郑和下西洋时指出: /恒遣使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 导以礼义, 变其夷习。0¹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

向海外诸国颁发中国历法, 其内容包括明朝政治、社会、礼俗的各个方面, 作为范本让海外诸国遵

循。换言之, 郑和下西洋对海外诸国主要是单向地宣扬中国文化, 而非文化双向交流。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面向全非洲开展多渠道、宽领域、全方位、深层次的外交活动, 因而能够全

面发展。而受当时地理知识和交通状况的限制, 郑和船队当年访问的仅是东非沿岸的一些国家, 未能

涉足非洲内陆, 同时双边贸易的数量和物品种类与现在也不可同日而语。当代中国与非洲是全天候的

朋友, 对非洲关系面向所有非洲国家, 双边交流的范围涉及所有领域, 是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之

间的全方位外交。温家宝总理指出, 中非经贸合作日益深化, / 2008年中非贸易突破千亿美元, 同中

国有贸易往来的非洲国家增加到 53个; 中国在非洲开工建设 6个经贸合作区, 中国企业到非洲国家

落户增加到近 1 600家, 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78亿美元; 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规模不断扩大, 金融合

作方兴未艾。0 / 人文交流蓬勃开展。文教、卫生、人力资源培训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展迅猛, 中

国为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人员年底以前将达到 15 000人, 青年、妇女、友好省市等领域的交往日趋频

繁, 进一步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0º

从温总理的讲话中可以看出, 仅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而言, 中非之间这种全方位外交, 一是指中

国与非洲所有国家交往; 二是指与每个非洲国家的所有领域进行交流。中非之间这种新型战略伙伴关

系建立在国与国平等基础之上, 没有非洲国家的大小贫弱之分, 更没有非洲国家的资源丰富与贫乏之

别, 那种认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是为了抢占非洲资源的 / 新殖民主义0 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二 )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超越了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性, 具有战略性、互动性和突破性

新中国成立伊始, 中国领导人就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度, 支持非洲人民争取民族解放与国

家独立的正义事业。在非洲国家赢得独立后, 中国又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换言之, 中国领导人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中非关系, 这种战略性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老一代中国领

导人高瞻远瞩开启了中非关系的大门, 并为中非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是第二代、第三代和

现任中国领导人重视中非关系, 强调援助非洲既要重视投资涉及国计民生的大项目, 又要重视增强非

洲国家的自主发展能力, 还要求中国企业树立自己的形象、注意环境保护、处理好与当地居民的关系。

中国外交的战略性还表现在派遣中国海军首次远洋护航。索马里海盗猖獗一时, 中国过往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的商船受到严重威胁, 为保护中国商船和船员的安全, 应索马里过渡政府的邀请, 中

国海军舰队开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 执行护航任务。海外媒体认为这是 600年后 /郑和再来 0。郑

和当年开辟了中国海军非战争运用的先河, 在东南亚一带打击海盗受到各方好评。不过, 郑和是在下

西洋途中遭遇海盗, 为民除害; 这次中国海军远征是专程为过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中国船只护

航, 是中国海军在非战争情况下的出征, 是中国利益远洋化对海军提出的新要求。这是中国外交的大

手笔, 意义非同小可。

互动性是指中非关系是双向的彼此合作与共赢。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 中非就在反帝、反殖、反霸的历史浪潮中并肩战斗, 在振兴民族经济的艰辛历程中携手同行。坦

赞铁路、援非医疗队、青年志愿者, 是中国无私帮助非洲的生动例证; 把中国 -抬进 . 联合国、北

京奥运圣火在非洲顺利传递、向四川汶川地震灾区热心捐款, 是非洲人民对中国人民情谊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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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照。0¹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因基础坚实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 具有突破性。这主要是指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的成功举办和八项政策措施的具体落实。在 2006年 11月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胡锦涛

主席宣布, 为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 促进中非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合

作, 中国政府将采取 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中国政府信守承诺, 三年过去了, 八项举措全部得到落

实。2009年 11月, 在埃及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 为不断深化中非各领域的务实

合作, 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温家宝总理又宣布了新八项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

落实把中非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 使中非关系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三 ) 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彰显出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当代的鲜明特征, 具有开放性、包

容性和国际性

中国与非洲关系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非合作是南南合作的典范。这主要因为中非

关系和中非合作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 /中非友好之所以能够经

受住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 关键是我们在发展相互关系中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正确原则。0º 温家宝总理强调, 中非友好关系 /患难与共、相互支持是基础;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是核心; 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关键。0»

郑和下西洋时期, 尽管郑和使团本着 /王者无外, 中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 一视同仁 0¼ 的精

神, 但是封建皇帝追求的是 /万国来朝 0 和 / 四海宾服 0, 以期实现所谓凡 /舟车所至, 人力所

通 0, /际天所覆, 极地所载, 莫不咸归于德化之中。0½ 这里的 / 一视同仁 0 指郑和使团所访问的海

外诸国的地位是平等的, 强大的明帝国则居高临下, 让他们来 / 朝贡 0、 / 宾服 0。而非洲的前殖民宗

主国在殖民时期奴役着广大非洲国家, 时至今日仍以 -主子 . 的态度看待非洲、对待非洲。中国之

所以能够赢得非洲的尊重, 是因为中国首先尊重非洲, 平等对待非洲。

中国平等地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平等地对待非洲各国人民, 这并不排斥其他国家和人民与非洲

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 相反, 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支持和帮助非洲发展; 中国与非洲的关系是开放透明

的, 是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不存在结盟与联合对抗第三者, 更不会妨碍非洲国家与其他国家友好

合作, 相反, 中非双方进一步加强互利合作, 有利于带动国际社会更加关注非洲, 帮助非洲加快实现

/ 千年发展目标0。中非关系具有极强的包容性, 它与战略性和国际性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中非关系的国际性表现在中非之间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磋商和协调, 照顾彼此关切, 共同应对各类

全球性的安全威胁和挑战, 以推动均衡和谐的全球发展。同时, 中非在国际事务中相互信任、协调配

合, 有利于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大陆, 双方人口占世界人口 1 /3以上。仅这一点, 中非关系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性就不言

而喻。

历史在前进, 时代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源远流长、历久不衰的中非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历史

已经证明也必将进一步证明, 中非关系的健康全面发展必将造福中国和非洲, 必将造福发展中国家和

全世界, 必将造福全人类和未来。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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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 前引讲话, 载 5人民日报 6, 2009年 12月 9日。

胡锦涛: 5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6, 载 5人民日报 6, 2006年 11月 5日。

温家宝: 前引讲话, 载 5人民日报 6, 2009年 12月 9日。

5明成祖实录 6 卷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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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eikh School and Its Political Theory

Wang Feng pp132- 37

  The Sheikh School w as the non - m ainstream
teach ings schoo l of 12 Im am Shiite tr ibes. The
im portant h istor ical origin o f confo rm ation of the
She ikh Schoo lw as that the Sh iite be lievers lost the ir
pat ience for a long t im e in looking forw ard to the
reclusive Adventist Im am. One o f the ideo log ica l
orig ins o f She ikh Schoo l w as the integ ration o f the
Shiite ideas and Sufism in h istory, and later Su fism

w as stripped out from them a instream Sh iite though.t
The thought of Isfahan Schoo l also had an im pact on
She ikh Schoo,l but there w ere a lso huge d ifferences
am ong them. There are great contradict ions and
conflicts betw een the un ique doctr ines o f She ikh
Schoo l and the thought o f the m a instream teachings
of 12 im am s, and wh ich form ed the foundat ion for
the PapuaM ovem ent and the B aha. i sec.t

Exploration of the Somali Islam ic RadicalM ilitantGroup

FanX iaohong pp138- 43

  S ince the fa ll o f Siad Regim e in 1991, Som a lia
has been in thew arlord era, and effort o f the national
build ing has not m et w ith success. Such factors like
the w eary of protracted civ il w ar, the re lat ively
stability in occupied Islam ic rad ical area, influence
of externa l interference, spurred the rapid rise o f
Islam ic m ilitant groups, which also to m ake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state of Som a liam ore com plicated.
The ideology o f building the fundam ental Islam ic state
w as lack of ideo log ical and socia l basis, and

con trad icted w ith the trad ition of Sufism and tribal
inconsisten,t the Islam ic group w on no recogn ition
from US - led internat ional soc iety. But the Islam ic
group has becom e an integral part of build ing Som a lia
state and w ill m ake great influence in future. The
Long- term stab ility and peace in Som ali shou ld be
based on establishm ent of a pow erful central
governm ent including all po litical forces,
strengthening o f the identity of Som a lia nation, and
w eaken ing o f the tribal boundaries.

Zheng He. s Voyages to theW estern Oceans and Contemporary
China . s A frican Policy

L iX infeng pp150- 57

  Zheng H e. s seven voyages to w estern oceans
and four of them boarded on A frica w hich reached
the top o f Sino- A frica relation befo re the founding
of P1R1C1 The voyages had the h istoric sign ifi2
cance, w h ich set a good comm un icat ion sam ple
betw een nat ions in anc ient and m odern tim es, and
th is h istorical incident a lso form ed a good basis for
deve loping contem porary S ino - A frica re lation.
Con temporary China. s A frican po licy , like Zheng
H e . s voyages, re lies on friend ly exchanges,
em phasizes on h igh - level visits, com plies w ith
equality, mutual benefits and com p lem entary princi2
ples of trade policy and re lations, asw e ll as exchan2
ges in wh ich the embod im ent of hard - w orking

m essengers, fu lfill their duties to serve the ir country
in the spir it contex,t re flects the core va lues o f tradi2
t iona l Ch inese culture and the sam e stra in.
Com pared the assistance o f bu ild ing o f Tanzan ia-
Zam b ia Ra ilw ay w ith the voyages of / thick to th in
to0, w e can c learly find the sim ilarit ies and d iffer2
ences betw een Ch ina. s A frican relation in 600
years and 60 years o f heritage and discarded. O f
course, contem porary Ch ina. s A frican po licy is far
beyond the era of Zheng H e lim itations, wh ich has
strateg ic, interactive, international and o ther notable
features, and Ch ina. s A frica po licy has fu lf illed
sustainab le, stab le and com prehensive develop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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