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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5%是俯卧。人们所需要的枕

头高度，与每个人胖瘦、肩的宽

窄、脖子的长短有关，并无一定

标准，枕头的尺寸要根据使用者

的生理弧度而定，不可强求统一。

但有一种说法是，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哮喘的人需要稍高的枕

头；而患低血压、贫血的人则枕

头低一些好。	

除了枕头的高度以外，枕头

的硬度也要注意。过硬的枕头，与

头的接触面积小，压强增大，头皮

不舒服；反之，枕头太软，难以保

持一定的高度，颈肌易疲劳，也不

利于睡眠，并且头陷其间，影响血

液循环。因此枕头应选稍柔软些，

又不失一定硬度的。枕头的弹性

不宜过强，倘若枕头弹性过强，则

颈部肌肉始终处在应对外部弹力

的状态，容易产生肌肉疲劳和损

伤。所以，荞麦皮、决明子、蚕砂

和谷物等做枕头的填充材料都是

很好的，没有弹性也不会塌陷，还

能保证枕头的透气性。相形之下，

真空棉、棉花、海绵等材料做枕芯

就可能存在透气性差、弹性差的

问题。透气性能不好的枕头会使

睡眠中的人呼吸不畅，从而影响

人的身体健康甚至可能会造成安

全问题。

特别是，如果枕头给儿童使

用，枕芯质地应柔软、轻便、透气、

吸湿性好，建议枕芯不宜采用过

软的材料，因为儿童俯卧姿势多，

而且不容易自我调整，太软的枕

头会有安全问题。还有的家长误

认为，婴儿睡硬一些的枕头可以

使头骨长得结实，脑袋的外形长

得好看，其实这是不对的，小儿颅

骨较软，囱门和颅骨缝还未完全

闭合，长期使用质地过硬的枕头，

易造成头颅变形，或一侧脸大，一

侧脸小，影响容貌美观。这都是要

千万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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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的危机
■石贤泽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

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

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

平方千米，人口 600多万。达尔

富尔地区包括三个省：北达尔富

尔省、中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

尔省。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

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

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

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

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

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

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

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

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

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

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

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

人部落发生冲突。自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苏丹全

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

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

自然灾害使得阿拉伯移民与当地

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

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

多。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

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

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

的混乱状态。	

在资源冲突之外，苏丹喀

土穆政府现行政策使得达尔富

尔地区黑人在政治、经济、文化

各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这

是达尔富尔问题出现的深层次

原因。在政治方面，自苏丹独立

后，国家领导人一直都是由阿

拉伯人出任，在 1989 ～ 2003年
之间南达尔富尔省地方政府的

61个职位中，有 41个给了阿拉

伯人，因此黑人在中央与地方

都处于无权的地位。在经济方面，

联合国就达尔富尔问题通过决议

曾几何时，子弹、炸弹与弯刀已经不仅仅是造成苏丹西部达尔富尔

大批平民伤亡的主要致命武器；曾几何时，饥饿和疾病又在肆虐着这片

大地。今天，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非盟、阿盟、中国、美国、欧盟等都

把目光投向了苏丹，为实现这片土地的和平与秩序进行着大量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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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一直把投资项目和发展计

划集中在中央地区而忽视了国

家其余地方的发展，致使达尔

富尔地区的经济、教育以及基

础设施建设都远远落后于中央

地区，逐渐处于被边缘化的境

地，而且南达尔富尔省的石油收

入也都由喀土穆政府控制，地方

无权干预。在文化方面，中央政

府自 1983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

推广沙里亚教法，并通过严厉

惩罚以确保该法得到遵守。此外，

政府还在此基础上推行阿拉伯化

政策，将阿拉伯文化树立为文明

的象征，而且在身份等级中，认

为阿拉伯人优于非洲黑人。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 19
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

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

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

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

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

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

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

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

邻国的国家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

考虑，对此类冲突采取听之任之，

甚至推波助澜的政策，使得达尔

富尔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	

2003年 2月，达尔富尔地区

黑人居民相继组成“苏丹解放运

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

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

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

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

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

活动。

刚开始的时候，政府对叛军

袭击行动的激烈程度和成功毫无

准备。政府在苏丹南部部署了许

多军队与苏丹人民解放军进行长

期作战，喀土穆还对苏丹军队从

达尔富尔征募了许多下级士兵感

到担忧。政府加紧招募了一些作

为马前卒的民兵，以继续利用各

部族群体之间的现有和正在加剧

的紧张关系。那些应征加入政府

支持的镇压反叛军行动参与交战

的阿拉伯部族成员被称为“金戈

威德”。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土穆

政权，在镇压达尔富尔非法武装

的过程中，对“金戈威德”民兵网

开一面。政府中一些来自达尔富

尔地区的军政高官，还暗中给予

“金戈威德”民兵以支持。

金戈威德民兵有时与政府的

陆军和空军配合行动，曾经并继

续直接袭击达尔富尔的平民人

口，尤其重点打击为叛军提供大

部分兵源的部族群体。联合国的

人权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在关于达

尔富尔的状况报告中就说：“我

们了解到了联手袭击平民的行

动。妇女、儿童和男人遭到肆意

地杀害。村庄被夷为平地，牲畜

被掠走或遭宰杀，作物被摧毁，

全体村民被强迫失踪，部分在于

意图消除给反叛团体的支持和资

源。尤为甚者，普遍和蓄意犯下

的强奸和性虐待行为恐吓妇女，

并摧毁家庭和社区。”

2003年 9月 3日政府与阿瓦

派苏丹解放运动间签署了一个

停火协议。在 9 月《停火协议》

后，政府与阿瓦派苏丹解放运动

之间的战斗基本停止。然而，对

平民的暴力活动有所增加。“金

戈威德”的民兵组织的袭击对象

就是据认为向阿瓦派苏丹解放

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提供支

持的平民。

2004年 4月 8日，阿瓦派苏

丹解放运动与正义与平等运动签

署了一项人道主义停火协议和关

于在达尔富尔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的议定书。但双方达成的停火协

议并未得到认真执行，仍然有平

民遭到杀害，流利失所的难民也

无法返回家园。据估计，达尔富

尔地区的战乱至今已造成约 20

万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因此被联合国称为目前最严重的

人道主义灾难。

在非洲联盟的调解和冲突各

方的参与下，接着在亚的斯亚贝

巴和阿布贾开展了实现达尔富

尔和平的工作。但是在这一背景

下，由于所有各方谋求在谈判过

程中取得军事优势，因此达尔富

尔的暴力行动再次升级。2006年
5月 5日，在第七轮谈判中签署了

《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但是，只

有政府和苏丹解放运动的一个派

别 (即米纳维派 )签署了该协议。

阿卜杜勒领导的苏丹解放军与正

义与平等运动没有签署协议。

自从签署《达尔富尔和平协

议》以来，该地区的安全状况进

一步恶化。未签署协议的叛乱派

别进一步分化。尽管在《达尔富

尔和平协议》签字双方之间的敌

对行动已经大大减少，但签字方

与那些反对《达尔富尔和平协议》

各方之间的战斗进一步升级，破

坏了停火协议。这些派别为重新

谈判《达尔富尔和平协议》而企

图联合建立共同立场，但却遭到

政府军的袭击和轰炸。自签署《达

尔富尔和平协议》以来，冲突各

方侵犯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

行为都有所增加。武装匪徒和其

他犯罪活动也有所增加。

在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初期，

国际社会并未对这一片穷乡僻壤

的流血冲突给予足够的关注，直

到	2004年４月７日，美国总统布

什发表声明，公开要求苏丹政府

制止达尔富尔地区“针对当地原

住民的野蛮行径”，随后，美国国

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

“种族灭绝”，达尔富尔危机才在

美国的大力推动下迅速国际化。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国内地

区经济发展严重失衡以及当地居

民生存竞争激烈所引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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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

题。达尔富尔自然资源匮乏，贫

穷落后，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根

本出路在于实现当地经济重建

和发展。国际社会除继续向达尔

富尔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

也应提供发展援助。	

相关各方的作为

今天，在达尔富尔问题上，

有关的利益各方都卷入进来了。

作为维护全球和平与发展的联

合国组织、作为维护非洲地区和

平与发展的非盟、与苏丹有着密

切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中国、试

图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利益的美

国等相关各方都对达尔富尔问

题深切关注，并寻求各种途径来

解决达尔富尔问题。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

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两大反政

府武装先后举行了多轮谈判，

2006年 5月 5日，双方在尼日利

亚首都阿布贾签署和平协议。根

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

被解散，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

解除武装。

2006年 11月，当时的联合

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关于达尔富

尔问题的三阶段解决方案，这一

方案是在斯亚贝巴经过联合国、

经过非盟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苏丹政府以及有关方面的

共同讨论，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

受的一个方案。安南方案分三阶

段：

第一阶段是所谓的轻度支

持，具体内容是联合国向非盟特

派团提供2100万美元的资助。

第二阶段是所谓的重度支

持计划。在重度支持计划下，联

合国将向非盟特派团提供更多

的援助，更实质性的帮助，包括

后勤物资，包括运输设备，包括

直升机、警察，主要的目的是为

了增强非盟特派团的能力，同时

为第三阶段做准备。

第三阶段是所谓的混合维和

行动，由联合国和非盟共同承担

维和的责任。在第三阶段上还存

在一些分歧。第一阶段基本上已

经完成，第二阶段经过包括中国

在内的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和调

节，苏丹政府已经同联合国、同

非盟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2007年 4月 16日，苏丹政府

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

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

派遣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

第二阶段方案。4月 29日，来自

苏丹、联合国安理会 5个常任理

事国、非盟、欧盟、阿盟和本地

区一些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苏丹

达尔富尔问题部长级会议，与会

各方发表了《关于达尔富尔问题

政治进程的黎波里共识》，并表

示支持在该地区建立一支由联

合国和非盟组成的混合维和部

队的方案。

就在国际社会为解决达尔富

尔问题积极努力的时候，2007年
5月 29日，美国总统布什却宣布

了对苏丹实施新的、严厉的经济

制裁，企图通过对苏丹政府施加

压力来解决达尔富尔危机。这项

新的制裁协议主要包括：制裁 30
家苏丹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公司，

还有 1家向苏丹政府和武装力量

提供武器的公司也在名单上。美

国的这一做法使得国际社会寻求

政治谈判和对话协商解决达尔富

尔问题的努力更加艰难。

中国外交静悄悄的革命

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

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

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

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

方沟通，缩小立场分歧，推动平

等对话。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的人

道主义的物质援助。尤其是胡锦

涛主席在今年 2月份的非洲八国

之行中对苏丹的访问，对苏丹政

府在达尔富尔问题的态度转变起

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在经

历着转变。中国过去一向强调对

他国的内部事务不予干涉，以

“主权高于人权”而反对任何形

式的对他国内政的干涉，但是，

中国开始与国际社会的主流价

值观接轨，认为在确实存在“人

道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可在尊

重他国意愿或国际社会的授权

下进行必要的干预。在达尔富尔

问题上，在达尔富尔发生“人道

主义危机”的情况下，在国际社

会的压力下，中国开始利用自己

在非洲的经济影响力和传统的

政治影响力，含蓄地对苏丹政府

发挥自己的影响，使得苏丹政府

接受联合国的三阶段解决达尔

富尔问题的“安南方案”。中国不

再毫无条件的坚守“不干涉他国

内政”，而是有条件的、以符合

国际社会要求的方式进行调解。

人权问题开始在中国外交中占

有一席之地，中国在参与国际社

会的过程中不能也不可能回避

人权问题。

中国正在日益融入国际社

会，做国际社会中的积极建设

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

国际社会中谋求更大的作为。向

苏丹南部派遣的联合国维和士兵

当中有 400名中国的士兵，而且

现在中国准备再增派 275名多功

能的工兵分队去苏丹执行任务，

400名维和部队主要是在南部苏

丹维和，这 275名多功能工兵分

队是直接在达尔富尔地区参加维

护和平的行动，主要是协助执行

安南提出的第二阶段计划，为第

三阶段计划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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