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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 10月 14日,坦桑尼亚前总统朱利叶

斯#克#尼雷尔( Julius#K#Nyerere)病逝, 享年 77

岁。此后, 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唁电表示哀

悼, 称赞尼雷尔是非洲争取自由的先驱领袖、20

世纪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60 多个国家派

代表团出席坦桑政府为尼雷尔举行的国葬。尼雷

尔长期致力于坦桑及非洲人民的解放事业,执着

探求富国强民之道, 主持国际正义,受到坦桑人民

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他所留下的

历史遗产对坦桑及许多非洲国家均具有深远

影响。

一、国家独立与联合的缔造者

独立与联合之父。尼雷尔于 1922年出生在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坦噶尼喀的一个部落酋长家

庭。1943年进入英属东非殖民地麦克勒雷学院

学习。1945年毕业后在塔波里的圣玛利亚学院

当教师,开始从事反殖民主义的政治活动。1948

年获奖学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深造。1952 年学

成回国后在圣弗朗西斯学院任教。1953 年加入

旨在争取黑人权利的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很快

脱颖而出成为其主要领导成员, 并于次年将协会

改组为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简称/坦盟0) , 尼
雷尔被推选为坦盟第一任主席。

为扩大坦盟成员,全身心投入争取民族独立

的斗争, 尼雷尔于 1955 年辞去教职, 到各地广泛

发动群众, 组建了许多地方支部, 并打破种族界

线,大力发展白人和亚裔成员。他还赴联合国演

讲,要求联合国托管委员会支持坦噶尼喀独立。

在尼雷尔领导下,坦噶尼喀要求独立的呼声

日益高涨,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同意举行大选。在

1960年 8月的立法院选举中, 坦盟以压倒优势获

胜,赢得 71席中的 70 席。尼雷尔当选为立法院

议员,并担任首席部长。此后,在尼雷尔领导下,

坦噶尼喀走向独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尼雷尔率

领坦盟先后在伦敦、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与英

国政府就坦最终独立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迫使

英国同意坦噶尼喀于 1961年 12 月 9 日宣布独

立,尼雷尔出任独立后政府的第一任总理。1962

年坦噶尼喀宣布建立共和国, 尼雷尔以绝对多数

当选首任总统。

1964年 1 月 12 日, 桑给巴尔非洲设拉子党

领导人卡鲁姆发动武装起义推翻苏丹王朝,建立

*  本文主要参考了坦桑尼亚英文报刊在尼雷尔逝世后发
表的大量纪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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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桑给巴尔人民共和国。尼雷尔立即给予大力支

持,并促使卡鲁姆于同年 4月 26日与坦噶尼喀建

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雷尔被推选为总统,

并一直担任此职到 1985年退休。

国家和平与稳定的缔造者。由于历史原因,

坦噶尼喀独立时尚未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全国

共有 120多个部族。尼雷尔认为, 只有超越种族、

部族和语言界线,建立共同的兄弟关系,才能维护

和平与稳定。欲实现上述目标, 首先必须建立一

个谋求团结的民族主义政党。

鉴此,尼雷尔于 1961年将政府工作暂时委托

给助手卡瓦瓦处理, 自己到全国各地进行宣传鼓

动工作,在城镇和乡村建立坦盟基层组织,向人民

传播国家意识和公民观念,创建了坦盟( 1972年 2

月 5日与非洲设拉子党合并为坦桑尼亚革命党)

独具特色的党政合一的政体结构。其基础是以村

落和城镇住户为单元的十户组, 依次而上是分区

与选区支部、县省党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

员会。党负责制定重大方针政策, 提请国民议会

审议通过后交政府执行。

为增强国民参政意识, 尼雷尔开创了独特的

坦桑一党民主制。在议会选举时, 每个选区均须

推荐 2名坦盟候选人。为确保选举公正和维护团

结, 2名候选人竞选时必须同行, 不得攻击对方的

性别、宗族和部族,只能通过向选民宣传本人对坦

盟政策的理解和如何更好地贯彻执行坦盟政策来

显示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 接受选民挑选。坦桑

革命党成立后, 这种民主机制一直延续下来, 本党

总统和议员候选人均须经过预选、中央委员会提

名和中央执行委员民主投票选举。在 2000年革

命党议员候选人竞选中, 包括近 10名部长在内的

60多名上届议员因未通过党内初选而遭淘汰。

坦噶尼喀居民中基督教徒与穆斯林各占一

半,桑给巴尔人 99%是穆斯林。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成立后,尼雷尔面临维护宗教团结及坦桑统

一的双重任务。因此, 尼雷尔在党政领导人事安

排上十分注意地区和宗教平衡, 通过宪法规定桑

给巴尔总统兼任联合共和国第一副总统,确立了

正、副总统分别由基督徒和穆斯林分别担任的惯

例,并在任命党政军高级官员时注意平衡基督教

徒与穆斯林及不同省份的利益。

1964年,坦桑军队因要求提高待遇而发生哗

变。尼雷尔深刻意识到军警对稳定和巩固政权的

重要性。为确使军警效忠政府, 尼雷尔立即着手

加强对军警的控制。首先,解散了殖民时期延续

下来的旧军队,建立了新的国防军、国民服务队和

警察部队。其次,在军警各级建立党组织,并要求

现役军警自动成为坦盟党员, 宣誓效忠坦盟。再

次,要求中学毕业生和在校大学生到国民服务队

接受军训。这样,既利于密切军民关系,又利于防

止军队神秘化。

尼雷尔十分强调民族团结, 着力在坦桑人心

中播撒兄弟关系的种子。他建议所有公民都互称

/恩杜古0(意为/兄弟0)。为促进恩杜古之间的交

流与团结, 尼雷尔将斯瓦希里语定为官方语言并

大力推广,规定领导人发表讲话,议会和坦桑革命

党大会均须使用斯瓦希里语。经过尼雷尔本人及

政府的大力推动,坦桑人的部族观念已十分淡薄,

人们均将自己视为坦桑人而非某个部族人,基督

教徒与穆斯林亦长期和睦相处。

退位让贤的楷模。尼雷尔痛切地认识到, 非

洲大陆政变频繁, 主要是由于某些领导人权欲熏

心,且缺少有效的政权移交及预防监督机制。为

防止坦桑出现这类情况, 早在 1980年总统选举之

前,尼雷尔就表示准备让贤,不希望作为总统候选

人。1985年尼雷尔不顾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挽留

执意退休, 成为非洲少有的激流勇退的国家领导

人之一。为使这一机制形成制度, 尼雷尔引导坦

桑革命党将总统只能连任一次的规定写进党章和

宪法。

尼雷尔对非洲在国际舞台上的被动地位亦有

清醒认识。他指出: /对非洲来说, 不是选择改变

与否的问题, 而是选择改变与被改变的问题。要

么在我们自己指导下主动改变, 要么在外力推动

下被迫改变。0他审时度势, 在 20 世纪 90年代多

党民主浪潮席卷非洲之际,引导坦桑革命党政府

于 1992 年改行多党制, 并牢牢把握主导权,从而

避免了许多非洲国家迫于西方压力仓促实行多党

制带来的混乱,确保了坦桑政局的和平与稳定。

尼雷尔所创建的政体符合坦桑国情, 为坦桑

近 40年的民权统治及和平稳定奠定了基础,使坦

桑成为持续动乱的非洲大陆的一块绿洲。鉴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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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尔对坦噶尼喀独立和坦桑联合的卓越贡献, 坦

桑人民一直尊称他为国父。

坦桑及非洲政体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

在经济欠发展的国家,一定时期的中央集权, 不仅

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与统一, 亦有助于缓解民

(部)族矛盾和稳定政局。但在实现这些目标后,

国家领导人又必须及时顺应国内、国际形势的发

展变化,确立政权和平移交制度,并建立可靠的监

督与制约机制,方可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尼雷

尔在这方面无疑为非洲各国领导人做出了榜样。

二、独特经济与社会发展

模式的探索者

  积极探索经济发展道路。由于长期受殖民统

治的影响,坦桑经济结构单一,原始落后的生存性

农业占据国民经济主导地位, 基础设施极为薄弱。

在成功领导人民挣脱殖民枷锁后, 尼雷尔开始积

极探索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他认为, 非洲人民

的悲惨处境是殖民者长期进行经济剥削和政治压

迫的结果, 政治独立还不能确保非洲人民获得自

由,只有彻底摆脱殖民经济的影响,非洲各国方可

望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解放。因此, 尼雷尔决定借

鉴当时影响力正日渐上升的社会主义制度,并结

合坦桑国情与北欧国家的高福利体制, 创立了具

有坦桑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1967年 2月 5日, 尼雷尔领导坦盟发表5阿

鲁沙宣言6,决定将社会主义和自力更生作为经济
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大

规模国有化和/乌贾马村运动0(又名/ 村庄化运

动0)。在城市, 坦桑政府通过将私人银行、绝大部

分工商企业和私人种植园国有化实现了生产资料

国家所有。在农村, 政府大力修建集体村落, 并在

村子里建学校、诊所、商店、供水等社会服务设施,

以改善农民的卫生、居住、教育条件, 动员农民从

事集体生产,发展农业。

粗放式工业化发展战略虽在短期内促进了国

内生产总值快速增长, 但经济效益不佳的弊病很

快暴露出来。国有化造成大量外资抽逃和经营管

理人才流失,大量改制和新建企业及国营农场因

缺乏资金、管理不善等陷入亏损困境,被迫依靠政

府补贴生存。/乌贾马运动0打破了农民习以为常

的生活和耕作方式, 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

性。在上述政策的负面影响下,坦桑经济自 20世

纪80年代初开始走下坡路。1981~ 1982 年, 坦

桑 GDP 仅增长 0105%, 1983 ~ 1984 年增长

112% ,远低于 3%的人口增长率。多数工业生产

能力利用率不足一半,农业产量下降,市场商品奇

缺,货币被迫贬值,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在此

情况下, 坦桑政府被迫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接

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开始了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难能可贵的是, 尼雷尔勇于面对自己的失误。

在继任总统阿里#哈桑#姆维尼的就职仪式上, 尼

雷尔坦率地承认, 他在国有化与乌贾马政策上确

实犯有错误, 并真诚地向人民道歉。尼雷尔以其

坦荡的胸怀向人民表明了他的诚实与正直。

西方舆论大都将坦桑经济困难归因于尼雷尔

所倡导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不少坦桑学者认

为,造成坦桑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政

策因素外,坦桑缺乏资金、市场、公路、水电等基础

服务设施, 20世纪 70 年代的石油危机致使国际

市场农产品价格暴跌, 20世纪 80 年代初非洲的

连年干旱, 坦桑长期向东南非民族独立运动和南

非反种族隔离斗争提供物资支持, 多年来邻国内

战与动乱给坦桑造成的难民压力, 部分施援国对

坦桑停止提供援助等因素,均直接影响了坦桑经

济的正常发展。在上述类似因素的影响下,许多

非洲国家, 包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经济亦

未能获得可持续发展。它充分证明, 弱小的非洲

国家要想取得经济发展,良好的内部政策与外部

环境是十分重要的。

尼雷尔的经济政策超越坦桑社会发展阶段,

单从经济上看无疑是失败的, 但它却是尼雷尔领

导本国人民在经济极其落后的状况下探索治国方

略的勇敢尝试。与这一制度相结合的政治、民

(部 )族、宗教、文化和教育政策仍取得了巨大

成就。

重视教育发展的导师。殖民统治时期, 坦噶

尼喀境内仅有极少数人受过正规教育。独立时,

坦桑全国仅有 2 名合格的工程师和 12 名医生。

尼雷尔认识到,欲促进社会发展,首先必须从人才

培养抓起,他指出,摆脱贫困的惟一方法是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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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事实,像穷人那样生活,并将剩余的每一个

铜板都用于那些未来会使我们变得更幸福、更健

康的教育事业上。因而,尼雷尔为坦桑教育事业

的发展倾注了毕生心血。

尼雷尔主张,不论信仰和经济状况,每个坦桑

孩子均应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在尼雷尔领导下,

坦桑政府于 1964 年取消了各级学校的学费。

1974年, 议会审议并通过了全民初级教育法, 规

定父母必须让所有适龄儿童接受小学义务教育,

并大力开展成人教育, 扫除文盲。尼雷尔执政时

期,尽管国家财政存在困难,政府仍坚持实行义务

教育政策,并向学生提供免费校服和午餐。这项

政策使坦桑许多原本上不起学的孩子得以完成小

学和中学教育, 甚至在政府资助下上大学和出国

留学。目前,坦桑许多中上层领导人正是在这一

制度下得以完成学业,并取得今天的成就的。

在尼雷尔倡导下, 坦桑的教育事业得到较快

发展。1985年尼雷尔退休时, 坦桑是世界上少数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国家之一, 小学入学率高达

80% ,人口识字率为 91%, 在非洲乃至世界上均

是国民识字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尼雷尔退休后,

仍时刻关注教育事业,对入学率下降忧心忡忡,多

次呼吁坦桑政府增加教育投入, 强调即便在经济

困难的情况下, 政府及社会各界亦要勒紧裤带,普

及小学教育。

鉴此, 坦桑人民均将尼雷尔尊称为姆瓦利姆

(意为/导师0)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将尼雷尔列

为有史以来世界最伟大的千名教育思想家之一,

以表彰他对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

三、真诚的国际主义战士

非洲民族解放的坚强后盾。尼雷尔认为, 对

于贫穷落后的非洲来说, 一国独立的意义不大,只

有整个非洲获得解放, 非洲人民才能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独立。他指出,直至本大陆成为一个整体,

非洲各国才不会成为其他强权的玩物。因此,每

个国家的独立斗争都是整个非洲的独立斗争。

基于这一认识, 尼雷尔在5阿鲁沙宣言6和
1971年的坦盟纲领5达累斯萨拉姆宣言6中宣布,

坦桑将向反对殖民统治和南非白人种族隔离政权

的游击战争提供支持, 并不顾本国经济困难和可

能遭受殖民大国制裁的危险, 在政治、经济、军事

和外交上对东南非民族解放运动和南非人民的反

种族隔离斗争提供了无私援助。安哥拉、几内亚

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科摩

罗等国的自由战士均在坦建立总部和训练营地,

东南非著名的解放运动和反独裁政权领导人穆加

贝、努乔马、恩科莫、穆塞维尼、卡比拉等都曾受到

过坦桑的庇护。

尼雷尔及坦桑为非洲民族解放做出的贡献得

到非洲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乌干达总统

穆塞维尼表示, 所有乌干达爱国者都应永远感谢

尼雷尔及坦桑人民的无私贡献, 他永远视尼雷尔

为父辈人物。

倡导非洲联合的先驱。尼雷尔认为, 非洲单

个国家政治与经济力量均十分弱小, 难以独自应

付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威胁。非洲各国人民只

有团结起来,才能实现本大陆真正的政治解放与

经济发展。因此,他毕生致力于实现非洲的联合,

并努力将其付诸实践。早在 20世纪 50年代, 尼

雷尔就曾说过: /如果有人告诫我, 我可能因建立

东非联邦而被暗杀, 我也会义无反顾,因为它意味

着地区繁荣。0为说服肯尼亚和乌干达同意与坦噶

尼喀建立东非共和国, 在坦噶尼喀即将获得独立

之际, 尼雷尔曾向两国独立运动领导人肯雅塔和

奥贝托表示,愿为三国联合推迟坦噶尼喀的独立

时间,并推举肯雅塔担任东非共和国总统,奥贝托

担任总理。但因两人对此建议不感兴趣而未果。

尽管如此,尼雷尔仍给予肯、乌两国民族独立运动

以道义和物资支持。肯尼亚和乌干达分别独立

后,尼雷尔积极推动三国建立了东非共同体。

尼雷尔还积极倡导整个非洲的联合与团结,

与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推动建立非洲统一组

织,并将最终实现非洲政治与经济联合的长远目

标写进非统宪章。直至晚年,尼雷尔仍孜孜不倦

地为非洲联合不辞辛劳。他不顾年高多病,坚持

出席 1999 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非统首脑会议

和在利比亚锡尔特举行的非统特别首脑会议, 积

极支持卡扎菲倡导的非洲联盟思想。

发展中国家权益的坚定维护者。尼雷尔坚持

认为, 旧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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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利,在发达国家主导世界政治、军事和经济资

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欲

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争取公正、合理的权益,

必须加强团结与合作。鉴此, 尼雷尔与其他发展

中国家领导人一起, 倡导和发起了不结盟与南南

合作运动。

政治上,尼雷尔主张发展中国家有权选择符

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冷战时期, 他反对美苏

试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各自势力范围和干涉他国

内政的强权政治, 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民族独立

与解放的斗争。冷战结束后, 尼雷尔转而反对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强行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多党

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1998年 8 月, 尼雷尔

在加拿大发表演讲时指出: /冷战时期, 西方国家

扶植独裁政权。冷战结束后, 它们又竭力促压非

洲国家实行西式民主制度,似乎该制度可被克隆

并人为移植。但我认为, 民主欲在一国正常运行,

必须适合该国文化、环境及人民的性格与所追求

的目标。南方国家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

和社会制度。0

经济上,尼雷尔呼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他认为,最不发达国家即便政治体制再好,亦不可

能在由少数几个富国控制的全球化中取得成功,

因而必须加强合作, 团结起来与北方对话,并要求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 全部减免

重债穷国债务。退休后,尼雷尔发起建立了南方

委员会, 并出任该委员会主席,多次巡访拉美、亚

洲、非洲和欧洲等国家,宣传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

团结与联合的观点, 试图说服发达国家和国际金

融机构更多地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维护来之不易的独立

与主权,尼雷尔在发展与大国关系时,刻意防范对

方的干涉和政治渗透。但在对华关系上,他却始

终与我肝胆相照, 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倾

注了大量心血,曾 13次访华, 与中国人民结下了

深厚友谊。

1965年 2月尼雷尔首次访华时, 他主要有两

大目标,考察中国的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的情况,

寻求中国的经济援助。但对中国是否亦像其他大

国那样利用援助影响和控制坦桑存有疑虑。然

而,访问中他消除了疑虑。尼雷尔在与中国领导

人会谈中就广泛的双边与多边问题达成一致, 并

在支持东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方面确立了同盟关

系。中国在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情况下,仍

提供巨资帮助坦桑修建坦赞铁路等大批生产项目

使尼雷尔认识到, 中国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

尼雷尔对中国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

成就印象深刻。坦桑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借鉴了

中国的经验, 在坦桑革命党内建立了工、青、妇群

众团体,并将支部建至连队,在开展/乌贾马运动0

时期亦参考了中国农村公社化的相关情况。

此后, 尼雷尔积极向非洲国家宣传中国的内

外政策,敦促相关国家与中国建立并发展关系,有

力地配合了中国打破国际敌对势力对华政治、军

事和经济封锁的外交战略。正是在坦桑等友好国

家支持下,中国在 1971年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

席位。在关于此问题的决议通过后, 坦桑驻联合

国代表萨利姆大使带头跳起非洲舞, 被传为外交

佳话。

尼雷尔始终关注并支持中国统一大业, 曾及

时劝阻坦桑邻国的领导人放弃/ 舍我就台0的立

场。他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0、和
平统一中国的战略构想。1997年 7月 1日,尼雷

尔不顾年事已高, 欣然应邀出席我香港政权交接

仪式,并衷心希望澳门和台湾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1999年 10月,江泽民主席致函邀请尼雷尔参加

澳门回归庆典,但当邀请函到达使馆时,尼雷尔却

因血癌并发症住进了医院,并在数天后与世长辞。

四、优秀的个人品质

俭朴与清廉的作风。与那些独裁和贪婪的非

洲国家领导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尼雷尔素以清

廉著称,廉洁奉公是他遵循的信条之一。一家瑞

士银行曾致函尼雷尔, 劝其为安全起见在该行开

立私人账户。尼雷尔次日即将来信在报纸上公

布,以显示其反腐败的坚强决心。

尼雷尔一生俭朴。其老家布蒂亚马的住宅十

分简陋,通向家乡的路迄今仍是土路,家庭农场至

今仍没有任何灌溉设施, 住宅亦经常缺水断电,但

尼雷尔从未利用职权加以修缮。一位交通部长为

尼雷尔出入方便, 未经同意为通向他在达累斯萨

拉姆市住宅的公路铺上柏油, 差点被尼雷尔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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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雷尔十分注重对子女等亲属的教育, 从不为他

们谋求特权。目前, 尼雷尔的 8 个子女均自食其

力,分别担任坦桑军队、政党和私人公司的一般官

员或职员。

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之后,尼雷尔始终

保持亲民传统。他在首都的住宅就位于达累斯萨

拉姆市中心的海边上, 不到一人高的矮墙外就是

公共海滩,人们可在附近散步而不受限制。退休

后,尼雷尔时常回布蒂亚马老家居住,并经常亲自

下地耕种。一位记者曾应邀与他一起到田间劳

动,原以为只是到田里看看就会返回,未曾想尼雷

尔在田里一干就是半天。坦桑国防军官兵为表达

对尼雷尔的敬意, 集体捐款在尼雷尔的老家为他

建造了一座住宅。新房落成时, 数万居民前往参

观,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阻拦地进入每个房间。

尼雷尔为人仁慈,执政 20多年间仅批准了 3

个死刑。对于曾反对过他的人, 尼雷尔亦采取宽

容态度。坦桑著名妇女运动活动家比比#蒂蒂曾
因参与前外长奥斯卡试图暗杀尼雷尔的政变而被

判刑 10年。她在狱中写信请求得到宽恕,尼雷尔

立即将她与奥斯卡的两位兄弟一道释放。尼雷尔

以其优秀的个人品格, 清廉的亲民作风受到坦桑

人民的爱戴与世界各国,特别是非洲国家领导人

与人民的普遍尊重。

非洲难民的保护人。坦桑虽系世界最不发达

国家之一, 但却慷慨地接待了大批来自邻国的难

民。高峰时,涌来的难民超过百万。目前,设在坦

桑全境的难民营仍有 30 万难民。大量难民的涌

入不仅给坦桑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而且破坏

当地生态环境和社会安定,但坦桑从未因此将难

民拒之门外,而是积极与联合国难民署进行合作,

继续承担着这一艰巨的国际义务。这首先要归功

于尼雷尔的仁爱之心。在独立前的一次议会上,

尼雷尔明确指出: /我们坦噶尼喀人, 愿点燃一枝

蜡烛放到乞力马扎罗山顶上, 以照亮我们边界以

外,给那些充满失望的地方以希望,给那些充满恨

的地方以爱, 给那些充满羞辱的地方以尊严。我

们虽不能像其他国家那样将火箭送上月球,但我

们却能将爱和希望的火箭送给我们的人类伙伴。0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 尼雷尔认为,所有难民均

应超越人为国界而得到庇护。他多次呼吁坦桑人

民分担比他们更为不幸的邻国人民的苦难,并承

诺永远不强行遣返难民。尽管尼雷尔已经逝世,

但坦桑继续执行他所制定的政策。对此,非洲各

国均心存感激。尼雷尔逝世后, 卢旺达驻坦桑的

一位大使曾这样表示: / , ,坦桑是历史上惟一敞

开心扉接纳卢旺达难民,并使他们成为国民的国

家。我愿代表卢旺达人民表达对尼雷尔和坦桑人

民宽广胸怀及热诚好客的感激之情。0

尼雷尔在晚年仍积极调解卢旺达内战, 成功

地促成了卢各派的和解。1996年后,他又担任布

隆迪国际问题调解人,且不顾年迈和疾病的折磨,

积极为布隆迪各派和解奔走操劳, 直至生命的最

后一刻。

尼雷尔将其伟大的一生奉献给了自己的祖国

和整个非洲,且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坦桑

和非洲人民永远怀念他。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贾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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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 at Mali. s Higher Education from Mali U niversity

Wang H ua & Zhang L i pp. 42~ 43

  Based on the authors. teaching pract ice in

M ali betw een 1993 and 1997, this paper int 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Mali. s Higher Educat ion.

It argues that most universit ies in M ali have higher

decision- making pow er and the all levels of main

leaders in universities are usually produced by direct

elect ion. T he teachers in universit ies must have

doctor degree and their incomes are also higher

than ordinary off ice w orkers. The students in

universit ies can get st ipends from government , but

it is not easy for them to get their degrees.

Inf 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economic

condit ion, teachers . capacity, students . quality

and curriculum arrangements,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M ali. s universit ies is w ide- spreadly low .

Rethinking the Tw o- year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1Ethiop ia2 Mammo Muchie pp. 52~ 56

  T he modern conflict betw 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is rooted in the European scramble for

Africa that took place af ter the Treaty of Berlin in

1885. But the armed conflict between the tw o

began in 1962 and then has gone on and off until

this century. The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war

between Ethiopia and Eritrea f rom May 1998 to

June 2000, point ing out the dif ficult ies they are

facing to realize a lasting peace. The art icle argues

that the peace agreement signed by the tw o states

on June 15, 2000 w as far f rom damming turmoil

and violence but may open the reg ion to new and

further conf lict.

Nyerere and His Legacy

Fu Jij un pp. 57~ 62

  Nyerere w a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polit icians in modern African history. He led the

people of Tanganyika to obtain independence;

established a peace, stable and united polit ical

system in T anzania; and conducted valuable

explorat 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country. He had made a

tremendous contribution to the African nat ional

liberat ion career, and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 ion for

friendly and cooperat ive Sino- Tanzanian

relat ionship. Nyerere had lived w ith a simple,

honest and upright life, and he treated people

sincerely. Although he had made mistakes in

economic policy, he st ill enjoyed the heart felt love

and esteem of T anzanian people and widespread

praise of internat ional society. The historical legacy

that Nyerere lef t w ill influence Tanzania and even

whole Africa cont inuously.

(责任编辑: 艾  迪; 责任校对:艾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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