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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周恩来总理为缔造中非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非洲理念奠定了中国对非洲外交政

策的基础。周恩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很早就树立了中国与非洲是命运共同体的基本认识，为了确定新中

国对非洲政策，他又多次亲赴非洲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本文通过阐述周恩来非洲政策理念的形成、发展、

要点及其典型实践，旨在为今天我们发展中非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些许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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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mier Zhou Enlai made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His
concept on African policie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China’s diplomatic policies towards Africa． As a Marxist，Premier Zhou En-
lai has long established the idea that China and Africa have forme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African polici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Premier Zhou Enlai went to Africa for many times
for field researches． This paper will elaborate on the formation，development，key points and practice of Premier Zhou Enl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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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是世界第二大陆，有“自然资源聚宝

盆”之称，它地跨南北半球，扼东西方交通要冲，

有 54 个发展中国家和近 10 亿人口。非洲对全

球经济、政治乃至生态环境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

用。非洲已完成民族独立大业，与我国一样正在

实现伟大的“复兴梦”。中国需要非洲，非洲也

需要中国。在此新形势下，我们更加怀念周恩来

总理，他为中非新型关系和中非人民传统友谊的

缔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重温他的非洲政策

理念，对于中非关系的新发展有着重要现实意

义。目前学界有关周恩来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

丰硕的成果，但对他非洲政策理念的研究尚属软

肋。故我们写出此文，以求得到同仁们的指正。

一、周恩来怎样看非洲

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出于对殖民主义列强

的憎恨，就十分同情被压迫的非洲黑人大众。有

一天，当他读到奉天《盛京日报》上有殖民者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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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贩卖黑奴的消息时，十分气愤，大声地说:

“黑奴总有一天要解放!”①

1920—1924 年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接受

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者。
从此，他有了革命的唯物史观，对非洲黑人民族

由感性的同情开始转化为理性的支持。1920 年

7 月，共产国际召开“二大”，通过了列宁起草的

《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报告》。列宁指

出: 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世界民族被分割

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数少却拥有财富和实力

的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占世界 70% 左右

的被压迫民族。列宁不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还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

族联合起来”②。周恩来通过法国和德国的共产

党人，及时了解、接受了列宁这一思想。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除了关注欧洲各国的工

人运动之外，也十分关注非洲埃及正在进行的反

英运动。埃及是非洲的文明古国，从 1798 年起

遭受殖民主义侵略，1869 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后，

从半殖民地沦为英国殖民地。1919 年掀起爱国

反帝运动，迫使英国承认埃及形式上独立，废除

“保护权”。1922 年 2 月，周恩来以《伦敦通信》
的形式通过天津《益世报》向国内报道了这一事

件，揭露英国殖民主义的罪行，表示对埃及民族

解放运动及其领导人扎格鲁尔的同情和支持③。
1924 年他在《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一文中，表

述了他的理念:“我们心中不容丝毫忘掉与我们

受同样苦痛的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弱小民族，亦即

是全世界的被压迫阶级。并且我们若认清事实，

果想将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我们也非

与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联合一致，来打此共同敌人

不可。故我们的救国运动乃必须建立在国际主

义上面。”④

所以，周恩来的非洲政策理念，从一开始就

有两个要点: 一是中国与非洲同属被压迫民族，

同受西方殖民主义者欺凌，是天然同盟者; 二是

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要奉行国际主义的关怀，并

支持他们改变命运的斗争。
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恩来的这一理念不断完

善。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这是现代

帝国主义的极端派。他们妄图奴役世界，首先从

亚非国家开刀。1931 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九一

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意大利法西斯 1934 年在非洲东北部挑起

“瓦尔瓦尔绿洲”事件，1935 年全面侵占埃塞俄

比亚( 时称阿比西尼亚) 。1937 年 11 月意大利

加入“柏林—罗马—东京( 轴心) ”，承认伪“满洲

国”，支持日本侵华战争。面对共同遭遇，刚刚

结束长征的周恩来关注着非洲事变，声援埃塞俄

比亚的抗意战争，在其关注下中华苏维埃政府机

关报《红色中华报》报道了埃塞俄比亚反抗意大

利侵略斗争的情况，进行声援⑤。
反法西斯战争的现实，使以毛泽东、周恩来

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主义有了更深刻

的理解。1938 年 9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

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

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

义者。”⑥周恩来于 1941 年 6 月专门撰文阐述共

产党的这一主张，他说: “中国民族主义与国际

主义并不矛盾，也不冲突。国际主义者在中国必

须坚决实行中国民族主义，才能使中华民族得到

独立解放，走上国际舞台。同时，中国的民族主

义者，必须同情和联合国际主义的运动，才能共

同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求得国际上真正的

民族平等，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⑦所以，这时

周恩来的国际主义理念，不仅是国际支持，而且

6

安徽史学 2016 年第 2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 1 卷，中央文献出版

社 1998 年版，第 10 页。
《在俄共( 布) 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关于租

让的报告》，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26 页。
《继爱尔兰之起者埃及》，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

集》下卷，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07—312 页。
《救国运动与爱国主义》，刘焱编:《周恩来早期文

集》下卷，第 455 页。
《从阿比西尼亚的胜利说到中国能不能抗日?》，

《红色中华报》1935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阿比西尼亚

人民继续进行对意抗战》，《红色中华报》1936 年 8 月 9
日，第 1 版。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

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07 页。
《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崔奇主编:《周恩来政论

选》上册，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18 页。



注重这种国际间援助要与双方的民族愿望、民族

利益相结合，这样的国际主义才会有实效。
1949 年 10 月 1 日新中国成立，南非非洲人

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等民族主义政党发

来贺电。同年冬，亚澳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苏

丹工会领导人参加了这次会议①。周恩来以自

己的非洲理念回敬他们，并指示中国的宣传、舆
论部门声援非洲人民反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

的斗争②。1951 年周恩来发表了《民族解放运

动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的谈话，论述了支援亚非

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意义，他说:

“民族解放运动已经成为当前革命的主要力量，

我们不能低估这个力量，也不能认为这个力量只

是辅助的力量。……我们的任务就是支持、推动

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③次年，他在一次讲话中

将“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团结和支持，

进一步确立为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方针之一④。
1950 年到 1953 年的朝鲜战争实质上是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武装干涉，西方大量的武装人员和军

用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运抵朝鲜。日美安保条

约、东南亚集体防卫条约等军事同盟的相继建

立，形成了对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包围

圈。如何突破包围? 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

要。而 1955 年召开的亚非会议为中国提供了机

遇。
在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接触到了当时非洲仅

有的 6 个独立国家的政府代表和多个非洲民族

主义政党代表，这使他对非洲的认识更为深入。
这些国家面对两极对立的“冷战”形势，都奉行

“中立”政策。它们“反帝、反殖”的立场受到了

周恩来的重视，但是，它们又对社会主义国家存

有疑虑。4 月 15 日，周恩来赴会途径仰光时，特

意在机场迎接了埃及领导人纳赛尔———当时非

洲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并同他就即将召开的亚非

会议和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沟通⑤。埃及 1952
年“七月革命”促进了北非民族独立运动高潮，

但没有解决苏伊士运河主权问题。周恩来同纳

赛尔的会晤是对非洲的一次很好的调查研究，为

他在亚非会议上的发言做了准备。4 月 19 日，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时，首先强

调:“近代以来，亚非两洲的大多数国家在不同

程度上遭受了殖民主义的掠夺和压迫，以致被迫

处于贫困和落后的停滞状态。我们的呼声受到

抑制，我们的愿望受到摧残，我们的命运被旁人

摆布，因此我们不得不起而反对殖民主义。由于

同样的原因而受到的灾难和为了同样的目的而

进行的斗争，使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容易互相了

解，并在长期以来就深切地互相同情和关怀。”⑥

当会议上有人挑起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争议

问题时，周恩来再次用亚非人民共同命运的理念

来说服他们，强调亚非国家必须要相互了解和尊

重。会议《最后公报》也吸收了周恩来的观点，

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写道: “亚非会议考虑了亚

洲和非洲国家有共同利害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

题，并且讨论了它们各国人民可以用来实现更充

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的办法。”⑦

20 世纪 60 年代初“非洲觉醒”是震惊世界

的大事件，仅 1961 年就有 17 个非洲国家宣布独

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非洲独立国家会

议和全非人民大会相继召开。1963 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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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非洲统一组织成立，非洲国家开始用一个声音

说话。以埃及和加纳为代表的非洲国家参加了

不结盟运动，大大壮大了第三世界的力量，使之

在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由于中苏分歧的扩大，

越南战争和中印边界冲突的相继爆发，使中国面

临着严峻的“C”型包围，中国也需要加强同非洲

国家的关系以打破僵局。于是周恩来三次访问

非洲，为 中 非 首 脑 外 交 开 创 了 范 例。特 别 是

1963 年 12 月 13 日至 1964 年 2 月 5 日历时 53
天的“非洲十国之行”，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

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
塞俄比亚、索马里。他在出访中具体地阐述了他

的非洲政策理念，也通过实地考察加深了对非洲

的了解。在第一站开罗，他对记者说: “我们不

是来得太早了，而是来得太晚了。”言外之意，我

们是老朋友了，应该早点来。他接着说: “我们

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与合作，多了

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①有国外学者评

述周恩来此行的目标是: ( 1 ) 寻求朋友，争取中

国进入联合国的支持者; ( 2 ) 修复因中印边界冲

突而产生的国际消极影响; ( 3 ) 将中国确立为第

三世界真正的支持者; ( 4 ) 寻找苏联社会主义阵

营外的贸易伙伴②。此种分析虽有道理，但不全

面，它没 有 理 解 到 周 恩 来 此 行 的 更 深 层 次 意

图———通过实地调研完善他的非洲理念，为中国

对非政策奠定基础。
从埃及到索马里，每访问一个国家，周恩来

都要结合被访问国的实际情况讲述非洲政策理

念的三个观点: 一是，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有着

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共同经

历”、“共同苦难遭遇”; 二是，今天中非人民仍有

继续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

族经济、改变贫穷落后状态的“共同愿望”和“共

同任务”; 三是，中国与非洲必须加强团结合作、
相互支持、相互鼓舞，这是共同的“根本利益所

在”③。在非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索马里，周恩来

全面地阐述了上述三个观点，他说: “中国人民

同非洲人民虽然语言不通、相隔万里，但是，我们

有着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

共同经历，有着反对帝国主义、建设自己国家的

共同斗争任务，我们之间是最容易彼此了解的，

我们的感情是交流在一起的。”④周恩来对非洲

的未来充满希望，他坚信: “非洲人民一定能够

用自己的双手，在这个辽阔富饶的大路上，画出

最美丽的图画，写下最壮丽的诗篇。一个没有帝

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是

一定会出现的。一个经济先进、文化先进的繁荣

富强的新非洲是一定会出现的。”⑤

1965 年 3 月至 4 月周恩来再次访问阿尔及

利亚和埃及，6 月又访问了坦桑尼亚。在此后的

10 年间，他接待了众多来华访问的非洲代表团，

向他们传递自己的非洲理念。即使在 1974 年到

1975 年他病重期间，仍接见了大量来华访问的

非洲朋友，表达他对非洲事业的重视。1974 年 9
月 26 日，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了毛里塔尼亚总

统达达赫，称赞他们摆脱殖民主义的控制，是非

洲国家楷模⑥。他用实际行动宣示自己的非洲

理念: 中国要重视非洲，坚信中国与非洲同命运、
同期望，中国与非洲是最可靠的同盟。

二、周恩来怎样对待非洲

1957 年加纳独立，点燃了撒哈拉以南地区

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烽火，1963 年非洲统一组

织建立后，非洲独立国家从 50 年代的 6 个发展

到 33 个。不过形势是十分复杂的。在“非统”
成员中，当时只有 12 个与新中国有外交关系。
非洲新独立国家的领导者多为民族主义知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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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和爱国军人，他们虽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但

他们受的教育和价值观仍是西方的。他们对共

产党执政的国家存有戒心。非洲革命的性质仅

属民族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并不突出，

这与中国革命有着很大差别。非洲的传统势

力———酋长与王公贵族既受殖民者摧残，又受其

扶植，政治态度兼具斗争与妥协两面性，他们能

接受新的政权。非洲独立国家的政治体制更是

多种多样，有的保持君主制，有的是军人专制，有

的是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共和制，效仿西方国家

的民主制度。
这时期西方殖民国家对非洲的政策也多种

多样。它们在有的地方奉行武装镇压方针，有的

地方则进行退让改革。英国推行“宪制改革”，

法国搞“非殖民化”措施，美国打着“反殖民主

义”的旗号，进入非洲。这使许多非洲国家独立

后仍与西方集团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们对新中

国的关系，有的热情，有的则顾虑重重，继续与台

湾保持外交关系。
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势，周恩来从其非洲理念

出发，运用自身的丰富革命经验，采取了一系列

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对非洲的政策。
他首先把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运用到非

洲，团结非洲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早在抗日战

争时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就一起积极构筑国际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明确指

出外交工作就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友国，孤立极

少数敌对者，……使国家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国际

环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①为此，新中国对原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团结争取”，要和它们

“做朋友”，“不能采取敌对态度，不要把它们挤

到敌人的营垒里去”②。
在出席亚非会议之前，周恩来将相关与会国

的政治态度分为四类，即: 甲、和平中立国家; 乙、
接近和平中立国家; 丙、接近反对和平中立国家;

丁、反对和平中立国家。将与会的 6 个非洲国

家，埃及、苏丹、加纳划为乙类国家; 利比亚、利比

里亚、埃塞俄比亚划为丙类国家。根据这样的分

析，依据扩大和平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周恩来提

出了“团结甲类国家、争取乙类国家、影响丙类

国家、孤立并分化丁类国家”的基本政策，强调

在非洲国家中，重点做埃及的工作，争取“建交

或建立事务关系( 例如互设商业机构) ”③。
周恩来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对朋友必须要真

诚，过去搞革命如此，现在搞外交更要这样。加

纳总统恩克鲁玛坚决反对新老殖民主义，遭到西

方殖民主义者的忌恨。1964 年 1 月 20 日，周恩

来访问加纳时，突然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致伤事

件。要不要按原计划访问呢? 周恩来坚定地说:

越是在人家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去，要支持。为

了照顾主人的安全，周恩来打破礼宾常规，主动

建议恩克鲁玛不必到机场迎送，访问期间的一切

活动都在总统所住的城堡中进行，并劝恩克鲁玛

不必到宾馆回拜。这种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

作风，使对方深受感动。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建

议恩克鲁玛: 要有一个领导核心、要有一支可靠

的军队、要有适当的经济政策④。周恩来对待恩

克鲁玛的这种真诚态度被传颂为外交史中的佳

话。
周恩来认为同非洲国家交往要坚持“求同

存异”原则。这是他在万隆会议上领悟到的同

民族主义国家交往时的一项重要外交原则。当

时，面对各国分歧，周恩来说道: “我们并不要求

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

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

成共同的协议。”⑤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

搁置一边，“求大同，存小异”是能达成一致协议

的⑥，他将此经验用在非洲。
在非洲十国之行中，周恩来更具体地运用和

发展了这一经验。例如，访问突尼斯时，布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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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总统在宴会讲话中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

若干异议，特别是如何认识美国与中国的观点不

尽相同，一时气氛很紧张。周恩来泰然自若，当

场做了圆满答复，他说: “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

的问题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

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

相互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

加强努力的。”①他的讲话博得一片掌声，布尔吉

巴非常满意，出现谈笑风生、极为融洽亲切的场

面。第二天，双方便宣布建交。代表团离开时，

欢送的规模特别盛大，外国报纸评论: 这是中国

总理的胜利②。
周恩来认为坚持“求同存异”的目的是要实

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在同非洲记者谈话

时，明确指出中国是按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

则”③与非洲国家友好相处的。周恩来访问埃塞

俄比亚时，该国尚未同中国建交。海尔·塞拉西

皇帝希望周恩来访问，但又迫于美国压力，表示

不在首都接待周恩来。按照国际惯例，这是不礼

貌的。然而周恩来着眼于发展中埃友好关系，并

不计较这些外交礼仪。不仅如此，为了照顾老皇

帝的顾虑，周恩来在答谢宴会上不讲话，而是将

讲话稿送给他，以便其能了解中国的立场和政

策，妥善处之。海尔·塞拉西对此甚表感谢，一

再表示要与中国建交，终于在 1970 年 11 月 24
日，埃塞俄比亚宣布正式同中国建交。

周恩来对非洲的外交虽然十分灵活、务实，

但在原则问题上，他是绝不松动、妥协的。以美

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少

非洲国家受其影响。它们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

的同时，也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对此周恩

来是绝不退让的。例如，塞内加尔首任总统桑戈

尔是反殖民主义的著名人物，也是非洲的著名诗

人，曾提出“黑人传统精神论”，在非洲大陆颇有

影响④。他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曾多次派代表

团访华。新中国于 1961 年就承认其独立，但由

于它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就一直未答应其建交

要求，直至它与台湾在 1971 年断交后，才与其建

交。这一事例反映了周恩来非洲理念的原则性。
为了帮助那些与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减少因台

湾农耕队撤离后产生的损失，周恩来指示: 不能

让这些非洲受援国因为与我们建交而受经济损

失，只要他们升起五星红旗，降下青天白日旗，我

们就要尽快派出专家顶替台湾农耕队，而且还要

比台湾搞得更好⑤。

三、周恩来论怎样援助非洲

殖民主义的长期剥削造成了非洲国家贫穷

落后，新生的非洲国家都迫切需要外援。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新殖民主义正是利用这一点，打起

“援助”的旗号，向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不发达

国家进行渗透。美国总统杜鲁门 1949 年发布了

“第四点计划”，国会据此通过了《对外经济援助

法案》，同时，它还以“军援”的名义，借助“北大

西洋公约组织”在西亚、北非国家设立军事基

地。英法老牌殖民者也“效仿”这一办法，“大英

帝国”成了“英联邦”、“法兰西帝国”成了“法兰

西共同体”，它们打着“合作”与“军援”的幌子，

对成员国继续进行控制。有的成员国接受了这

些，有的则坚决反对。例如，非洲社会主义者几

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就曾说: “宁要贫困的自

由，不要富足的奴役。”⑥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应

该如何办? 如何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所谓

“援助”? 这是我国与非洲国家交往的一项重要

课题。
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从埃及开始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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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国为了报复 1952 年埃及“七月革命”的反

殖运动，针对埃及依赖棉花出口的单一经济特

点，对其施加经济制裁，拒买或减购棉花，致使埃

及棉花严重滞销，经济受到重创。为帮助埃及渡

过难关，1953 年周恩来指示外贸部门，在中埃尚

未建交且中国也不需要进口棉花的情况下，购买

埃及的棉花和棉纱①。此举赢得了埃及人民的

友谊。1956 年 5 月 3 日，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

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同年 9 月 19 日，埃及将

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英法伙同以色列于10 月 29
日出兵对埃及发动进攻。在战争期间，中国又给

予埃及物资援助，提供豆类、牛羊肉及其他物资，

并赠送 2000 万瑞士法郎现金，以解燃眉之急②。
自 1954 年起，阿尔及利亚开展了反对法国

殖民的武装斗争。1958 年，阿尔及利亚人民组

建临时政府，中国无偿提供了大量援助。该国革

命领导人布迈丁高度评价说: “在革命斗争的岁

月里，阿尔及利亚战士用的枪炮、盖的毛毯、穿的

衣服都是中国送的。”③1958 年几内亚宣布独

立，法国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中国也给予了几内

亚无偿的食品和资金援助。1960 年，中国政府

邀请杜尔总统访华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转

年又同加纳、马里签订了类似协定。所以周恩来

访问非洲十国时首先要到这些国家访问，考察我

国援助的实际情况④。
周恩来依次到各受援国调查中国援助的效

果，设身处地的为受援国考虑，进一步丰富了中

国援非的原则。1964 年 1 月 14 日，周恩来同恩

克鲁玛专门探讨此问题，公开提出了八项原则的

方案，并通过加纳通讯社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公

布于世，听取反映。1 月 20 日，周恩来在同马里

总统凯塔会谈后，正式将“八项原则”的全文写

入了 1 月 21 日发表的《中国和马里的联合公

报》，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
从理念上分析，八项原则有三大特点: 第一，

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传统的国际主义理念，是

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和运用。这种援助与“大国

恩赐”绝然不同，它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有

机结合，是溶入了双方民族主义利益和任务的国

际主义。正如，第一项规定“中国政府一贯根据

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

助看作 是 单 方 面 的 赐 予，而 认 为 援 助 是 相 互

的”，这里的“相互”是国际主义的体现，“平等互

利”是民主民族主义的反映; 最后一项规定，中

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要像当

年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那样，“同受援国自己的

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

求和享受”⑤。周恩来反复告诫大家，我们与非

洲国家是同命运的伙伴关系。我们援助了他们，

它们也援助了我们。中国是大国，是先取得革命

胜利的国家，在援助、支持弱小国家时多一些担

当是应该的。即使暂时看不到回报，但回报最终

是会有的，因为非洲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组成部

分。非洲的和平发展、复兴繁荣关系到世界的和

平与稳定，非洲大陆的复兴有利于推动公正合理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这对中国来说就是最大

的回报。7 年后，在 1971 年第 26 届联大上，新

中国以压倒多数的 76 票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

地位，其中非洲国家占了 25 票，约 1 /3。这是回

报中国援助的最好例证。
第二，援助要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

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老殖民主义体系崩

溃，“新殖民主义”粉墨登场。无论是“新殖民主

义者”的“经济合作”，还是美国“反殖民主义”的

“美援”，都是有附加条件的。美国在非洲首先

援助的是有其军事基地的国家和美苏争霸的关

键国家，例如，“非洲之角”和某些中、南非洲国

家。这种“经援”、“军援”、“技术援助”都是以

牺牲这些受援国主权为代价的。新殖民主义的

“英联邦”和“法兰西共同体”与成员国签订有条

件的相互“合作”与“援助”协定，继续控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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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无偿或以极小代价获取其

资源，并享有军事和外交特权。中国“八项原

则”与之全然不同，提出“中国政府在提供对外

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

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以无

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

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
“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

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

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①就连外国学者

也承认，对受援国主权的尊重是中国援助的最大

特点，这 是 中 国 同 西 方 国 家“援 助”的 根 本 差

别②。
第三，中国援助追求实效，惠及民生。周恩

来多次指出援建项目要“符合当地实际”，并强

调“这 是 援 外 建 设 工 作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环”③。
“八项规定”中的第二项“中国政府帮助受援国

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收效快，使受援国政府

能够增加收入，积累资金”; 第六项“中国政府提

供自己所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并

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如果中国政府所

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不合乎商定的规格和质量，中

国政府保证退换”和第四项“中国政府对外提供

任何一种技术援助的时候，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

人员充分掌握这种技术”，清楚地展现出中国援

助的这一特征。为此，我国的援建项目通常是

“采取因地制宜，以中、小为主和土洋结合的方

法，帮助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基础。”④据当年

陪同周恩来访问非洲的黄镇大使回忆: 周恩来总

理在访问非洲马里时，十分注意帮助解决人民日

常生活必需品，便向马里派去了茶叶专家，帮助

马里人民种植和炒制茶叶⑤。马里总统凯塔深

受感动，他说: 中国人民宁愿自己过简朴生活，省

出钱来支援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不发达国家的

建设。今后马里要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同马里

的邻国发展友好关系⑥。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

的丰碑，周恩来作为这条铁路的核心决策者和最

高执行者，不仅明确指出“援助项目的设计必须

适合当地的条件”，更多次强调: 在铁路建设的

过程中，一定要训练好技术人员和工人，使受援

国人民掌握全套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⑦。坦桑

尼亚总统尼雷尔称赞中国援助道: “援助的目的

应该是真正用来造福人民，而你们的援助就是这

样的。”⑧

四、周恩来论怎样研究和学习非洲

非洲的发展相对落后，非洲独立时间相对较

晚，可以向非洲学习的问题，不大引起人们普遍

的关注。但为了发展中非关系，周恩来十分重视

对非洲问题的研究和学习工作。他一向主张: 为

了进行外交活动，首先必须学习，由学习进入活

动⑨。学习非洲是开展对非洲国家外交的前提，

历史和地理的诸多原因，我们对非洲了解的实在

太少了。在 1960 年 6 月，周恩来同刚果的朋友

会谈时坦言说: “你们来很好，要不来我们对你

们情况就不知道。我们对非洲知道得很少，很抱

歉。”⑩次年 4 月 27 日，毛泽东主席会见非洲外

宾时也讲道:“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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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清楚。”①领袖们这种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

着实令人感动。周恩来的非洲十国之行被誉为

“三寻求之旅”，即: 寻求知识之旅、寻求友谊之

旅、寻求和平之旅。他在第一站埃及就表示: 此

行是为了多了解一些非洲知识，多学习一些非洲

知识②。此后每访问一站他都要表达这一动机。
回国后，他又叮嘱那些出访非洲的人员，注意学

习非洲。
要怎样学习和研究非洲呢? 毛泽东和周恩

来都主张首先要进行基础研究和知识普及工作。
要从建立研究机构、培养专门人才入手。毛泽东

专门指示: “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

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可以编写一本

简明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内容

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

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

来了。”③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中国科学院亚

非研究所于 1961 年 7 月成立，并着手编印了《亚

非译丛》、《亚非问题参考资料》、《非洲地理资

料》等内部期刊。世界知识出版社也于 1962 年

出版 了 新 中 国 第 一 本 介 绍 非 洲 情 况 的 入 门

书———《非洲手册( 概况部分) 》。
1963 年年底，周恩来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就加强对外国问题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座

谈，并于会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

工作》的报告。不久，该报告和毛泽东“这个文

件很好”④的批语一起以“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

［63］866 号) 的名义下发全国⑤。根据文件指

示，国内多处专门研究非洲问题的机构相继建立

起来。北京大学于 1964 年 4 月成立亚非研究

所，7 月南京大学成立非洲经济地理研究室，北

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讲授非洲课

程。70 年代初期，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翻译

和出版了大批非洲史地著作，其中既有非洲各国

历史、地理专著，也有全非洲和地区性的综合史

地著作。
周恩来强调学习和研究非洲必须要转变观

念，不要以为非洲受了几百年的殖民统治就什么

都是落后的，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要学习非

洲国家的长处，学习对我国建设有用的东西。在

访问阿尔及利亚时，他参观了该国的现代化炼油

厂，向身边人员表示: 在现代化采矿方面非洲企

业走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技术可以让我们学

习，并强调: 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人来学习⑥。
访问摩洛哥时，他发现该国桔子个大、皮薄、汁

多、香甜可口。桔子源于中国，后来传播到世界

各地，但因缺乏研究，品种长期得不到改良，品质

已大大退化。他当即表示要派中国专家赴摩学

习，并邀请该国专家来华讲学⑦。周恩来也十分

注重中非文化交流工作。在他的直接关怀下，中

国成立了东方歌舞团。这次访非回国不久，他就

指示即将赴非洲演出的该团成员，“你们去不光

介绍我们的文化，也要学习人家的文化”⑧。该

团沿着周恩来的足迹访问了非洲，排演了大量反

映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歌舞和音乐节目，很受当

地群众欢迎。
周恩来强调要到非洲实地进行调研，获得第

一手资料。他认为“对一个国家亲眼看看，要有

益得多”⑨，“没有现场的感性知识，就没有法子

提高自己的理论知识”瑏瑠。为此他身体力行，在

出访非洲十国的过程中，他不停地进行调查研

究，深得非洲朋友的赞赏和积极回应。突尼斯总

统布尔吉巴在告别宴会上，向周恩来建议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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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地了解非洲各国人民和政府及其领导人，

了解他们所想的是什么，以便你能在你的总政策

中，在你的国际活动中考虑到这个大陆。”①周

恩来十分重视此建议，在同非洲领导人会谈时

“有一半多的时间是在倾听”，而且回国后，又指

示外交部、外贸部、对外文委等部门要派专人

“到亚非地区特别是非洲去，站稳脚跟，长期工

作”②。上述论述反映出周恩来对非洲问题研究

的基本观点，即: 了解非洲是从非洲人民的视角

出发，而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意图来进行，调查研

究只能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入手，真正到非洲

实地去获取第一手资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

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③我

们要发展他们的事业，学习、继承他们的思想。
纵览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中国与非洲经历过共

同的屈辱、反抗、解放和发展，不仅是“合作共赢

的利益共同体”，更“历来是命运共同体”，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有着“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的兄弟情谊”④。在今天，周恩来的非洲

政策理念仍是发展中非关系的宝贵精神财富，让

我们弘扬其理念，面对全球化和多样化的世界，

与非洲朋友共同应对挑战与机遇，携手“开启中

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⑤，再掀中非关

系的新篇章。
［本文为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重点基地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2014 年年度课题“中

国对 非 洲 文 化 外 交 的 成 效 与 影 响 研 究”
( FYZS201403) 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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