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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矿 0发现前

开普殖民地奴隶制生产关系剖析
*

孙 红 旗

  内容提要  从 1652年荷兰殖民者踏上好望角的土地到 20世纪初, 南非是以开普殖民地

的名义而存在的。在 /两矿0 启动南非的工业革命之前, 开普殖民地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奴

隶制生产关系。最初是由于缺少从事农业的白人劳动力, 本土化了的殖民者阿非利卡人

/被迫0 间接地从非洲与荷属殖民地的其他地区购买奴隶; 随着殖民者向内地扩张和牧业经

济成分的相应增加, 掠夺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为奴成了阿非利卡人合乎逻辑的职业; 当然,

在此期间, 白人, 包括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也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样, 尽管没

有北美洲那样的大种植园, 但嫁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上的近代奴隶制同样在南非扎下

根, 直到 19世纪下半叶金刚石和黄金的开采迫使南非的主要劳动力进入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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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  221116)。

*   17世纪下半叶, 荷兰殖民者到达好望角, 在南非的桌湾登陆, 随后建立了开普殖民地, 直到

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关于开普殖民地生产关系的性质, 史学界尚无专文论述。笔者认为, 在两矿¹

发现之前, 开普殖民地的生产关系属于奴隶制性质, 只不过它不是古典的奴隶制, 而是嫁接在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之上的现代奴隶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掠夺方式取决于生产方式, 这既包括掠夺者的生

产方式, 也包括被掠夺者的生产方式, 两者互动构成了开普殖民地独特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开 普 殖 民 地 最 初 存 在 的 基 础

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本是为了给荷属东印度公司经过好望角的船只提供补给, 但作为 17世纪商

业资本主义的载体, 追逐利润的荷兰殖民者注定要不断向南非内地扩张。而就在他们扩张的过程中,

本土化了的殖民者 ) ) ) 阿非利卡人遇到了一个令他们棘手的问题 ) ) ) 劳动力供应问题。尽管荷兰人是

欧洲出了名的园艺师 ) ) ) 其别名 /布尔人 0 ( Boer) 在荷兰语中即 /农夫0 之意, 但他们占有的广袤

土地远远超出自身劳作的能力, 自始他们就被人手不足所困扰。再加上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思想作

祟, 遂使商业资本主义披上了奴隶制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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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土地问题与南非政治经济 0 的阶段性成果。

/两矿 0 即南非的金矿和金刚石矿, 分别发现于 19世纪 60年代末和 80年代中期。 /两矿 0 的发现给南非的生产关系带来了

革命性变革。



恩格斯指出: /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 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

其耕种土地的地方, 我们到处, 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0¹

开普殖民地的劳动力成分是由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和开普总督范 #里贝克 ( V an R iebeeck) 决定

的, 而他们决策的原则主要是根据商业经营和利润的原则。当初范#里贝克从荷兰带来的第一批殖民

者人数太少, 根本无法经营逐渐扩大的地盘, 而这些从宗主国各地招募来的散漫成性的士兵和水手,

实际上也不能胜任日益发展的农业。因此, 在开普落脚 3年后, 范#里贝克建议公司从荷兰移民到好
望角。他认为, 桌湾可以容纳 1 000户人家, 新移民完全可以在这里安营扎寨, 成家立业。但他企望

中的来自祖国的移民并没有源源而来, 他不得不另作打算: /如果能用奴隶代替公司雇员去种地、捕

海豹和从事其他劳役, 每餐只给够吃的一份大米饭、鱼或海豹肉和企鹅肉, 不付工钱, 这一定要便宜

得多了。奴隶和大米都可以廉价地从马达加斯加运来。如果这么办, 荷兰只须负责防务就行了。0º

以后几年里, 尽管东印度公司不批准范#里贝克的正式贩运奴隶的请求, 他还是从过往船舶买进

了十几名奴隶。 1658年 3月, 荷兰帆船 /阿美斯福特0 ( Am ersfort) 号驶进桌湾。它从几内亚海岸截

获了一艘葡萄牙奴隶船, 掳掠了半船黑奴。许多黑奴在中途死亡, 但还有 170多人活着被送上岸, 大

多数是小伙子和姑娘。» 于是, 开普殖民地开始了推行奴隶制的第一步。同年 5月, 又有一艘贩奴船

/哈塞尔特0 ( H asse lt) 号从几内亚运来 271名奴隶, 其中 228名登上了南非海岸, 被殖民者以每名

付价 100荷币盾赊购。¼ 尽管不断发生奴隶逃跑事件, 但由于使用奴隶的制度深受自由民的欢迎,

范 #里贝克亲自派 2艘三桅帆船到西非的奴隶海岸取得奴隶补给。他甚至不止一次想到要输入勤劳和

善于农耕及熟谙其他技艺的中国劳工到开普来为殖民地的开发效力。½

由于财政原因, 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认真执行过任何大规模的移民计划。自从 1658年 14名公司

雇员举行了反对公司垄断农产品价格的抗议行动后, 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就商定再也不向开普移民

了。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控制的考虑, 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经济上节俭的原因。 1716年, 为了使殖民

地摆脱财政赤字, 公司董事会给开普殖民地新总督德夏方内斯 ( De Chavonnes, 1714- 1724) 发出一

封长信, 询问殖民地在当时只有 2 000名人手的情况下能否扩大农业生产, 是白人移民还是黑人奴隶

比较适合于达到这个目的? 已初步尝到奴隶制甜头的殖民地的回答: 不是白人移民, 而是黑人奴隶。

他们列举了精确数字向公司说明, 养活一个奴隶一年充其量只须花费 60荷兰盾, 而付给一个白人雇

员的薪水至少是此数目的 3倍。阿姆斯特丹的董事们采纳了开普殖民地官员的意见: 限制白人移民,

继续实行奴隶制。于是南非的道路就这样决定了。17世纪, 涌向北美的欧洲移民和难民多达 25万

人, ¾ 而 18世纪初到达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包括东印度公司的雇员在内仅有 2 000人左右。¿ 整整一个

世纪, 好望角没有接纳新移民和输入新思想。当欧洲和美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时, 南非布尔人移民区

还陷在奴隶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泥潭中。使用奴隶的经历或经验确立了南非的劳动关系模式, 奴

隶来自荷属海外帝国的其他部分和非洲的其他地区, 来自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马来亚、锡兰、印

度、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 1771年开普殖民地的布尔人为 1 756人, 拥有奴隶 1 781人; 1778年布

尔人拥有奴隶 11 107人。在 /两矿0 发现前, 南非可以说是奴隶制国家 ) ) ) 到 18世纪末奴隶人数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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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215万以上, 超过了白人殖民者的人数。¹

表 1 18世纪初期和中后期部分地区拥有奴隶的自由民比例表 (% )

地  区
年  份 开普 斯泰伦博什 德拉肯斯泰因 斯韦伦丹

1701 69 22 9 -

1750 60 14 21 5

1773 55 11 26 7

  Sou rce: R ichard E lph ick and H erm ann G iliom ee ed1, The S hap ing of Sou th Af rican Society, 1652) 1840, M askew M iller Longm an ( Pty)

L td1, C ape T ow n, 1989, p11341

表 2 1834年废奴法令正式生效后各地区拥有奴隶数量和比例表

地区名称 奴隶数量 (人 ) 在殖民地的百分比 (% )

开普敦和开普地区 10 343 2816

斯泰伦博什和伍斯特 14 365 3917

斯韦伦丹和乔治 5 661 1517

赫拉夫里内特 2 809 718

埃滕哈赫、阿尔巴尼和萨默塞特 2 981 812

  Sou rce: R ichark E lph ick and H erm ann G iliom ee ed , op1 cit1, p11351

  1743年, 荷属东印度总督巴隆 #范 #伊姆霍夫 ( van Im hoff) 在访问其管辖的开普殖民地时, 看

到奴隶多于自由民的情形, 认为 /如果我们在建立这个殖民地时便带来了大量欧洲人, 让饥饿和欲

望迫使他们劳动, 那就会好得多。可是现在却输入奴隶, 而每个下贱的欧洲人却以主人自居, 要别人

伺候, 而不想劳动。此外, 这块土地上的多数农民事实上并不是农民, 而是庄园主。其中许多人认为

用自己的双手劳动是耻辱。0 º

开 普 殖 民 地 扩 张 的 动 力

从地理范围来看, 奴隶的使用最初只限于沿海适合耕作的地区, 也就是限于农业领域。随着科伊

桑人»被征服和大批布尔农场主涌入内地, 以及经济生活中牧业成分的增大, 奴隶的使用呈现渐少的

趋势。这主要是由于从海外进口奴隶价格昂贵和进口的黑人奴隶不谙放牧。这样, 牧业的全部劳动就

/顺乎自然0 地由本来就靠放牧为生的科伊人承当。由于布尔人的经济结构和非洲人基本相似, 除非

剥夺对方的土地, 吸引不了非洲劳动力, 布尔人抢夺的土地面积越大, 就越需要将本地牧人转为布尔

人服务。在完全役使科伊人之前, 布尔人已经屠戮和役使了大批萨恩人, 由于萨恩人基本上还处于狩

猎阶段, 并没有多少劳动力价值, 因此, 布尔人主要是强占萨恩人的地盘, 把他们当做野兽来追捕、

剿杀。一般情况下, 布尔人民团遇见萨恩人成年男女格杀勿论, 只是把儿童抓回农场当做童奴。 1774

年, 开普当局曾下令把掳获的萨恩人按比例分给贫穷的白人居民为奴隶。被抢来的童奴长大后名义上

称为 /学徒 0, 实际上是奴隶。布尔人牧业生产的任何扩大, 都是以侵占当地非洲人的土地和掳掠他

们的劳动力为前提的。正如马克思著作中所揭示的那样: /在征服一个国家之后, 征服者紧接着要做

的总是把人也占有。0¼ 布尔人农牧场主对科伊人的占有, 是这方面十分突出的例子。然而, 只要科

伊人还保持着足够的牧场和完整的村社组织, 还有对抗入侵者的手段, 布尔人既不可能实现对牲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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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占有, 也不可能实现 /对人的占有 0。因此, 在土地扩张的道路上, 布尔人对和自己相似的科

伊人的牧业经济结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村社组织, 总是给以彻底地摧毁, 但除了遭到强烈抵抗而进

行凶残的报复外, 布尔人一般并不把科伊人全部消灭或赶走, 如同北美殖民者早期对待印第安人那

样, 而是把大部分科伊人融入布尔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 当然他们绝不会让科伊人成为白人社会中

平等的一员, 而是纯粹让科伊人作为牧奴, 这样, 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分工, 靠贬抑全体科伊人的社会

地位来抬高布尔人, 使每个布尔人都上升到农场主和奴隶主的地位。科伊人曾对布尔人的掳掠行为和

计划进行了英勇抵抗, 1659~ 1660年和 1673~ 1677年, 科伊人在其酋长领导下同布尔人进行了两次

/霍屯督战争 0, 一度给布尔人农场主造成沉重的打击, 但布尔人凭借其惯用的火器、牛车和马匹,

赢得战争的胜利, 结果科伊人的土地和牲畜大都落入布尔人之手。¹

到 18世纪上半叶, 一部分科伊人在殖民者的驱迫下向东迁徙, 与班图黑人的一支科萨人

( / Khosa0, 或 / Xhosa0 ) 融合。另一部分经过和白人的几代混血, 已失去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性,

他们渡过奥兰治河, 成为著名的格里夸人, 操阿非利卡语, 过着畜牧生活。在开普地区幸存下来的科

伊人, 原有的社会组织早已荡然无存, 被迫栖身于布尔人农场, 沦为 /卑贱的奴仆 0。到 19世纪初,

南非境内的科伊人只剩下 2万。º 绝大部分科伊人跟随主人居住在农场内, 全家为农场主提供各种形

式的劳动: 成年男性为布尔人照看牲畜, 妻子在主人家当女佣, 孩子兼做帮手。

列宁指出: /把千百万人赶到雇佣大军中去的那种力量, 就是饥饿。0» 布尔人农场主把那些失去

原有社会组织的科伊人变成自己农场上的永久劳动力, 主要是靠超经济强制手段, 把 /主仆关系 0
的枷锁强行套在失去生计的科伊人身上, 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科伊 /仆役 0 ( servant) 不得随意

离开农场主人, 布尔人农场主可以擅自审讯和体罚仆役。失去人身自由的科伊人实际上处于奴隶或农

(牧 ) 奴的地位, 除了在法律上他们还不许被随便买卖外, 他们和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18世纪末, 英国占据了开普, 在开始一段时间内并没有改变这块殖民地的生产关系。1807年以

后, 英国宣布在帝国范围内禁止奴隶贸易, 这一禁令断绝了开普殖民地奴隶的外部来源, 从此, 布尔

人开始想方设法把科伊人和当地班图人变作奴隶。非洲人既已被征服, 被宣布为异教徒、野蛮人, 很

容易被变成欧洲人的奴隶, 尽管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的法律都禁止奴役科伊人。科伊人被认为只具有仆

人的一点价值, 更多地被当做野兽而非人类。¼甚至奴隶也瞧不起科伊人, 把他们看做低人一等的贱

役。½ 科伊人住在奴隶草棚里, 和奴隶同吃一锅饭, 白天与奴隶一起劳动。除了名义, 他们实际上是

奴隶劳动的辅助力量, 是南非劳动制度从奴隶制到契约奴过渡的一个组成部分。

罗伯特 #罗斯 ( Robert Ross) 指出, 在废除奴隶制前, 正如科伊人被当做奴隶一样, 在废除奴隶

制后, 自由奴隶被当做科伊人一样对待。作为一种选择, 用有色人劳动力代替奴隶已经是一种正在运

行的选择。从前怎么对待科伊人, 现在就怎么对待 (释放了的 ) 奴隶。从奴隶制到种族隔离的道路

是铺在科伊人被折断了的脊背上。¾

在 1834年英国最终宣布废除奴隶制前, 英国人使用部分科伊人当警察和屯边的士卒, 但并没有

认真改善科伊人的奴隶地位, 相反, 他们屈服于布尔人农场主的压力, 于 1809年颁布了 5霍屯督法

令 6 (即臭名昭著的 5通行证法 6 )。它剥夺了科伊人到处流浪的自由。法令规定, 每个科伊人都须有

/固定的住所 0, 未经地方政府批准一律不得擅自离开, 凡外出替主人办事或从事法定营生的人都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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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

M arais, Th e Cape C olou red Peop le, Joh ann esburg, 1957, p1611

列宁: 5一个发现 6, 载 5列宁全集 6 第 18卷, 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 第 543页。

See Thom as Pring le, Narrative of a Res iden ce in South A frica, Cap e Tow n, 1961, p12371

See B ernard M akhosezw eMaguban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ace and class in South A frica, M 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79, p1291

See Robert Ross, C ape of Torm en ts: S lavery and R es istance in South Africa, London, 1983, p1521



随身携带通行证, 违者 /概以无业游民论处 0¹。当时英国的大批移民还没有到来, 开普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少量的英国移民到南非后也如同以前的荷兰和法国移民一样, 在边疆

的自然环境中, 很快变成利用奴隶劳动经营粗放牧业的农场主, 因此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上, 他们

并没有质的区别, 都要靠土地扩张和奴役非洲劳动力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1812年, 英国人又颁布

了关于 /学徒制 0 的法令, 作为对 5通行证法 6 的补充。法令规定: 布尔农场主可以将在其农场上

出生的年满 8岁的科伊儿童收养为 /学徒 0, 直到他年满 18岁为止。 5通行证法6 和 /学徒奴隶制0

成为后来南非广泛实行的种族歧视法令的范本, 为日趋严酷的种族主义立法打下了根基。后来英国人

废除了这两项法令, 但布尔人在其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两项法令, 给每个非洲男

子的脖子挂上金属牌或木牌作为身份标志, 无此种标志者一律被当做流浪汉逮捕, 或移交给布尔人农

场罚做无偿劳工。大迁徙后纳塔利亚共和国法律规定, 凡在战争中掳获的儿童均由军事长官分配给农

场主做 /学徒0。这大大助长了布尔人农场主劫掠非洲儿童的行为。

开 普 殖 民 地 发 展 方 向 的 改 变

英国的开普殖民地总督查尔斯#索默塞特于 1814年宣布: /这个殖民地的奴隶是唯一有价值的财

产。土地与奴隶相比, 土地则微不足道。0º 然而,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黑人就是黑人, 只有在一

定的关系下, 他才成为奴隶。0» 这种关系的前提条件就是他生存的源泉 ) ) ) 土地被无情地剥夺。英

国殖民者和布尔人相配合, 或者独自出击, 与科萨人进行了长达百年的 /卡弗尔战争0 ( the Ka ff ir

w ars) ¼ , 最终将绝大部分科萨人赶进了保留地, 使他们成为欧洲白人的劳动力源泉。

必须指出, 布尔人遇到的科萨人社会组织程度远远高于科伊桑人, 数量也远比科伊桑人多得多,

因此, 他们未能像在开普西部剿灭科伊桑人那样轻而易举地剿灭科萨人, 在 40年里, 他们没能跨越

大鱼河一步, 最终不得不改变扩张的方向, 由东向北朝奥兰治河一带扩展。在英国人介入 /卡弗尔

战争0 后, 科萨人的抵抗力量急转直下。一个非洲老人说: /布尔人像水牛, 他们有硬的头, 但我们

在他们攻击我们之前即可看见他们。而英国人像老虎, 他们头脑里东西太多; 他们在我们看到他们之

前就扑向我们。0½

1806~ 1906年, 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以一系列不间断的战争为特征。英国人认为唯一真正有效

地使科萨人完全依赖的方法是 /烧毁他的茅屋和村庄, 驱走他的牲畜, 毁掉他的谷物和其他食物,

简言之, 摧毁他的国家0¾。每次战争都有大片班图黑人的土地被剥夺, 每次战争都有一些班图黑人

沦为殖民者的劳工。

到 1857年, 走投无路的科萨人在绝望中将命运交给了冥冥上苍, 根据部落邪教式预言家所得到

的训示, 以畜牧为生的科萨民族宰杀了他们几乎所有的牲畜, 结果这一 /民族自杀 0 行动使科萨人

口从 1015万锐减到 317万, ¿ 余下的科萨人在饥寒交迫中回过头来, 进入白人的农牧场里, 成为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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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e Cam bridgeH istory of Af rica, Vol1V, p13591
L1C1A1Know els, Th eE conom ic Developm en t of the E ng lish Overseas Empire, Vol1Ó , London, 1936, p13151

马克思著;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 5资本论 6 (根据德文第一卷第一版翻译 ) ,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第

734页脚注。

卡弗尔 ( k af fir) , 原意为 /异教徒 0, 此处指非洲原住民。 /卡弗尔战争 0 的前三次主要是在布尔人和科萨人之间进行, 第

四次为英布联合对付非洲人, 其后的 5次主要是英国人和黑人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

Bern ard M akhosezw eM agub ane, Th eP olitical E conom y of Race and C la ss in S ou th Af rica, M on th ly Review Press, New Y ork, 1979,

p1561

Ib id1, p1381

Summ ary of th e Report of the Comm ission for the Socio- Econom ic D evelopm ent of the Ban tu A reas w ith in the U n ion of Sou th A frica,

U1G161 /1955, The Governm en t Prin ter, P retoria, p181



班图人中第一批遭受白人奴役的雇工。 1834年, 为白人殖民者役使的非洲人还很少, 但到 1858年,

已经有 313万多名来自特兰斯凯的非洲人在殖民地工作, 且以工资劳动为收入来源。¹

殖民总督厄尔#格雷 ( EarlG rey) 1880年说, 两件事情特别重要: 一是为白人殖民者提供占有

土著部落拥有的土地的便利; 二是卡弗尔人口应该被作为尽可能的大量而便宜的劳动力供应。º

除了早期布尔人屠杀对他们用处不大的萨恩人外, 纵观布尔人和英国人对科伊人和班图人的战

争, 不是一方把另一方推进沙漠或赶下大海的战争, 而是一方剥夺另一方土地使其沦为附庸劳动力的

战争, 是确立双方主仆关系的战争。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 南非的高额利润除了在于它的金刚石矿和金矿含量丰

富外, 还在于它的极为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从发现矿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这种可变资本几乎

以不变的价格被粗放地使用, 正如在农业中劳动力被粗放地使用一样。 /在这里体现为剩余产品的劳

动者的全部剩余劳动, 都直接被全部生产工具 (其中包括土地, 在原始奴隶制度形式下也包括直接

生产者本身 ) 的所有者所榨取。0»

在南非联邦成立之前, 英国人一直把南非当做殖民地看待的, 他们在南非扩张土地和奴役非洲人

的原则没有也不会改变, 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却有阶段性的变化。在 19世纪 20年代前, 他们和布尔

人没有多大区别, 但随着大批英国移民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南非的扩展而有所改变, 特别是

在 19世纪 60~ 80年代金刚石和黄金矿藏相继被发现后, 这和布尔人一贯的信条和具体做法渐渐产生

了严重冲突。英布战争意义最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白人民族在剥夺黑人和有色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

了合作, 并最终形成了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

结   语

南非历史学家 G1D1舒尔茨写道: 在开普殖民地, /过去三百年中, 从未有足够的白人从事各种

份内的工作。相反, 他们越来越依赖非白人去做。0¼ /两矿0 发现之前南非开普殖民地独特的奴隶制
生产关系有其内在逻辑。阿非利卡人是本土化了的殖民者, 他们从母国移植过来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

南非的土壤和气候, 而作为一个寄生民族, 他们完全依赖当地的劳动力, 这种生产关系和当时的世界

市场密切结合在一起, 就出现了在南非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 /嫁接奴隶制 0。除了最初进口部分奴隶

外, 南非之所以基本上没有参与持续了将近四百年的大西洋奴隶贸易, 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地的土著居

民科伊桑人和班图黑人都为布尔人的奴隶制经济所占有, 成为布尔人牧农混合经济的无偿劳动力。基

韦特指出, 开普奴隶制是非企业性经济生活的体现, 它既是开普贫穷的原因, 也是开普贫穷的结

果。½ 南非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 /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0¾。随着 19世纪 60~ 80年代

矿业革命的到来, /自由雇佣 0 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确立, 但严格说来, 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

还是在政治意义上, 真正的奴隶制的结束应该是在种族隔离制度解体之后。

(责任编辑: 邢永平  责任校对: 成  红 )

#63#

/两矿 0 发现前开普殖民地奴隶制生产关系剖析  

¹

º

»

¼

½

¾

Bern ard M akhosezw eM agub ane, op1 cit1, p1421

See ib id, p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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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ter Adm inistr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K ing Pahlaw i of Iran

FanH ongda pp144- 50

  Iran. s K ing Pahlaw iw as a key figure to estab2
lish and m ain tain c lose relation betw een Iran and

U1S. a fter the Second W orld W ar. In later 1970s,

K ing Pah law i. s autocracy fe ll into serious crisis.

W hen Carter cam e into theW h iteH ouse in 1977, he

didn. t realize the bad situation in Iran, so he still

regarded K ing Pah law i asU1S. . s so le leader to sta2

b ilize Iran. s situation there. W ith the deepen o f

Iran. s crisis, K ing Pah law i seem ed to lose h is pow2
er, there happened fierce d isputes inside CarterA d2
m inistrat ions on how to dealw ith K ing Pah law ,i and

they w atched the co llapse of K ing Pahlaw i w ithou t

go ing to the rescue, and this leaded to the end of 30

years. c lose relat ion betw een U1S. and Iran.

Rethinking of the Po litical Crisis in Kenya in the Early of 2008

Gao J inyuan pp151- 57

  The inc ident that touched off Kenya. s politica l

crisis in early 2008 w as that the / O range Dem ocracy

M ovem ent0 leaded by Od inga who expressed strong

disagreem ent on presidentia l election. The / N ationa l

Co lo r League0 befo re break ing into tw o parties:

/ Nat iona l un ite Party0 and / O range M ovem ent0,
w hich w as the resu lt o f the constrictions betw een

governm ent and Odinga. The rise o f Od inga pow er

w as that he got the benefit from the popular rac ia l

po litics in K enya, and he also got help from h is

re fo rm im age and suggest ion to estab lish un ion w ith2

in sm all races- reg iona l un ited lines. The resolution

of the crisis and the estab lishm ent of grand un ite

governm ent in Kenya w as due to the huge presses

from both internal and abroad. The e fforts from the

A frica Un ion and form er UN Secretary Genera lKo fi

Annan also played key ro les. The g rand un ite

governm ent in Kenya w ill face all problem s such as

constitut iona l and land reform s, and in order to

m a intain the ir interests, it. s possible for part ies to

reach further ag reem ents.

Slavery Production Relationship in the Cape Colony

before Exploiting / TwoM ines0

SunH ongqi pp158- 63

  S ince the Netherlander Ianded on the C ape o f

Good H ope, there had ex isted a kind o f spec ia l

m odern slavery in the Cape Colony, until the British

found the go ld and diam ond, as a resul,t the indus2
trial revo lution and the South A frica Comm onw ea lth

brought an end to the system1Because of lack o f

enough laborers and the ex tension of colony and grow th

of anmi al husbandry, A frikaners grasp Kho isans and

Bantus as salves1O f course, the sense of racism from

the B ritish incited this profession1Therefore, there

w ere no large sca les of p lantations like north Am erica,

but them odern sa lve system based on capitalism m ar2
keting system took root in A frica, till the second half

19
th

century, them a in laborers w ere force to transform

to work in m ines w ith the exploit ing o f d iamond and

go ld m 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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