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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初探

樊 小 红

  内容提要  1991年西亚德政权垮台以来, 索马里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中, 民族国家建构

的努力始终未见成效。对旷日持久内战的厌倦情绪、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占领区的相对稳定、

外部干预及影响等因素刺激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迅速崛起, 同时也使索马里国家建构形势更

趋复杂。由于与苏菲主义和部族传统相悖, 及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

组织构建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国家的设想缺乏思想和社会基础。伊斯兰激进组织已成为影响

索马里未来和平的重要因素, 也成为民族国家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有建立囊

括各派力量的政府, 有意识地加强国家认同, 弱化部族界限, 索马里才能最终实现长久

的稳定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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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西亚德政权垮台后, 索马里很快碎片化, 陷入军阀混战中。期间, 随着各部族军阀力量

分化整合, 索马里人也不断进行着重构国家的努力, 并于 2004年成立了过渡政府, 但终因无力控制

各派势力、难以实施有效管理而形同虚设, 索马里事实上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 2009年伊斯兰激进

组织¹的迅速崛起, 使部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索马里内战形势更趋复杂。本文

拟以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为线索, 对该派别迅速崛起的原因和政治诉求面临的

挑战, 以及发展前景等问题作粗浅分析。

伊 斯 兰 激 进 组 织 的 兴 起 及 其 政 治 主 张

(一 ) 索马里政治重构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分化

1991年索马里内战爆发以来, 以部族为基础的武装迅速涌现, 最多时达几十个派系, 经过近 20

年的分化与整合, 索马里形成了几派主要力量。北部是事实上独立、但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索马里

兰; 西北部是半独立的国家邦特兰; 南部则成为军阀为争夺权力和地盘而混战的角斗场。内战爆发不

久, 国际社会即开始斡旋努力, 索马里各派也进行了多次和谈, 试图重建国家。1993年, 联合国召

集索马里 14个派别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民族和解会议, 90年代中期又进行过数次和谈, 埃塞俄比

亚、埃及、肯尼亚等也试图调解, 都未能取得实效。2000年在吉布提召开的和会, 为过渡政府的建

立奠定了基础。 2004年过渡政府在肯尼亚内罗毕建立, 成立了议会, 通过了宪章, 但并未使混乱局

面有所改善, 各派军阀仍旧各行其是, 冲突不断, 过渡政府难以实施有效管理, 索马里政治重构的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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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关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界定, 参见李群英著: 5全球化背景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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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事实上失败。

2006年, 伊斯兰法院联盟占领了之前一直为军阀所盘踞的摩加迪沙及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

区, 伊斯兰主义开始受到人们关注。在索马里, 伊斯兰主义的历史并不长, 19世纪的萨里希亚运动

是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伊斯兰改革运动。¹ 1899~ 1920年, 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哈桑领导的抗击

殖民主义者斗争, 效仿苏丹马赫迪运动, 主张纯洁伊斯兰, 也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现代意义的伊斯

兰主义则始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一批生活在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等中东国家的索马里人受到

各种伊斯兰思潮 (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和瓦哈比主义 ) 的影响, 并将这些思想带回索马里。 1989年成

立的阿尔 - 伊蒂哈德是较重要的伊斯兰主义组织。 21世纪伊斯兰法院联盟在索马里取得的胜利将伊

斯兰运动推向高潮, 但引起了邻国埃塞俄比亚的不安, 于 2006年出兵打散了伊斯兰法院联盟。伊斯

兰法院联盟成分复杂, 既有伊斯兰主义者, 也有商人和部族首领, 伊斯兰主义者中又分为温和派和激

进派。自 2007年起, 面对新的内战和外部形势, 法院联盟内部意见不同, 出现分化。一部分温和的

伊斯兰主义者开始与过渡政府谈判, 并与大部分军阀达成妥协, 于 2009年 1月组建了新的过渡政府;

而持更强硬立场的伊斯兰青年运动等激进组织则分裂出来, 并于 2009年 2月与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彻底决裂。 5月, 伊斯兰青年运动占领乔哈尔 ( Jow ar), 过渡政府在 6月告急, 向国际社会求援。短

短一年时间, 伊斯兰激进组织就基本控制了索马里中、南部的大部分地区, 摩加迪沙的 18个街区中,

只有 7个由过渡政府掌控。至此, 在索马里形成了孱弱的、基于部族主义却无力控制各路部族军阀,

只因得到美国等一些国际力量支持而勉强维持的过渡政府, 与控制大部分地区、但不被美国等所认可

的激进组织间形成僵持、对峙的局面, 索马里国家重构又一次陷入困境。索马里内战在经历了军阀混

战、军阀与伊斯兰主义者间的对抗后, 演变为军阀 ) ) ) 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联盟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

斗争, 军阀混战与意识形态之争相互交织。

(二 ) 主要伊斯兰激进组织及其政治主张

索马里主要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有伊斯兰青年运动 ( A l- Shabaab) 和伊斯兰党 (H izbu l Islam )。

伊斯兰青年运动, 最初是伊斯兰法院联盟的青年军事组织, 2006年从伊斯兰法院联盟中分离出来,

改称现名, 主要领导人是阿登#哈什法拉 #阿罗 ( Adan Hash iAy ro ), 有军事和法律两个下属组织,

在各地还有分支机构。伊斯兰党于 2009年 2月 4日由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再解放联盟 ( Hassan Aw eys.

A rs- Eritrea)、伊斯兰阵线 ( Islam ic front) 等几个组织合并成立, º 主要领导人是艾维斯。伊斯兰法

院联盟在 2006年底被埃塞俄比亚军队打散后, 成立了重新解放索马里联盟, 2008年中分裂为两部

分, 谢里夫主张和谈, 艾维斯则主张继续斗争, 之后, 两人分道扬镳, 谢里夫成为过渡政府总统, 艾

维斯则主导了伊斯兰党, 并被视为精神领袖。

伊斯兰青年运动和伊斯兰党在政治主张上都认同理想的索马里应该是一个严格实施沙里亚法的伊

斯兰国家; 实现伊斯兰统治是最终目标, 伊斯兰圣战是主要手段; 在对外关系上都强调建立包括欧加

登地区在内的大索马里国, 实现索马里民族的统一。伊斯兰青年运动被认为由新一代的索马里伊斯兰

主义者控制, 更多受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思想所影响, 而不是索马里部族领导的原教旨主义观念。»

他们实施自杀式袭击, 建立训练营, 青年运动的训练既是军事的也是意识形态的, 并吸引了不少外国

具有国际野心的崇尚吉哈德的人加入 ¼。与青年运动相比, 伊斯兰党尽管也得到了不少来自阿富汗、

美国以及中东一些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者的支持, 但在使用自杀式袭击、建立全球吉哈德等问题上持不

同看法, 不少人认为艾维斯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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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激进组织的资金来源, 较普遍的观点是, 他们从流散在外的索马里人、富有的海湾阿拉伯人

及厄立特里亚等处接受钱和武器。也有人认为他们通过税收和海盗收益, 以及阿拉伯人和流散在外的

索马里人的捐赠, 从而获得大量现金。¹ 2008年 8月, 东非海员援助计划负责人安德鲁 #姆万古拉

(A ndrew Mwangura) 宣称, 青年运动使用海盗资金资助圣战, /根据我们的信息, 他们从海盗那得到

的资金资助了青年运动的活动。0
(三 ) 伊斯兰激进组织兴起的原因

应该说, 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因素促成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迅速兴起。从国内看, 正如总部设在美

国的 /索马里维护公正中心0 主任奥马尔所言: /伊斯兰激进组织利用人们对暴力和战争的厌倦情绪
取得了民众对他们建立在伊斯兰教义基础上的政权的支持 0。历经近 20年的内战, 人们依然看不到

和平的曙光, 对现状的绝望使索马里人开始选择极端方式, 而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在所控制的地区提供

社会服务和福利, 秩序相对稳定, 也使不少人选择容忍其激进的宗教措施。前索马里军事官员的一段

话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索马里激进势力兴起的原因, /安拉最终会来拯救我们。我们作为冷战的代

理人战场, 作为地区战场, 我们现在在内战。我们呼吁其他人来帮助我们, 但没人来, 最终我们寄希

望于安拉。我们让他给我们石油, 这样就可以让美国人对我们感兴趣; 否则, 我们说, 我们需要来自

阿富汗的战士。0º 战争毁掉了整整一代人, 对部分在战乱中长大的索马里年轻人来说, 参加青年党

是摆脱无助状态的一种途径。»

较强的战斗力是促使伊斯兰激进组织崛起的另一个原因。伊斯兰青年运动本身是伊斯兰法院联盟

的军事组织, 在伊斯兰法院联盟控制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时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温和的伊

斯兰主义者决裂后, 伊斯兰青年运动继续战斗, 很快夺回了在埃塞俄比亚军队支持下被过渡政府占领

的地区。伊斯兰激进组织中有一些成员是为钱而来, 但也有不少为信仰而战者参加, 并成为中坚力

量。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 一些索马里人加入青年运动部分是被这个组织的创始人阿登 #哈什法拉 #

阿罗非凡的领导能力所吸引, 他们相信他是真正的圣战斗士, 他激起了索马里人的希望和捍卫他们的

宗教, 反对埃塞俄比亚的勇气。这也是尽管他已经被美军炸死, 但仍然有不少追随者的原因。

从外部因素看, 国际极端组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美国的打击下, 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正

渗入到一些较贫穷、政府较弱的国家和地区, 非洲也成为极端组织关注的地区。索马里因长期战乱和

无政府状态, 更被国际极端势力视为理想场所。许多流散到欧、美国家的索马里年轻人难以融入所在

国家, 如在美国的索马里人, 其受歧视和被边缘化的难民经历, 使他们转而投身索马里的圣战中寻求

慰藉。¼

外部势力介入也成为刺激激进势力发展的催化剂。因长期与邻国埃塞俄比亚不和, 索马里人对埃

塞俄比亚的 /入侵0 深恶痛绝。½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华盛顿办公室的非洲问题专家布朗温 #布鲁顿

( B ronw yn B ruton) 指出, 对极端主义者来说, 外国干涉是使他们凝聚的力量。

伊 斯 兰 激 进 组 织 的 政 治 诉 求 面 临 的 挑 战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目标是建立严格执行沙里亚法的伊斯兰国家, 并已在其控制的地区开始

实践。从目前形势看, 尽管他们控制着索马里中、南部大部地区, 在战斗力上也占据优势, 但其构建

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伊斯兰国家的理想, 仍然缺乏深厚的社会基础和适合的国际环境, 面临国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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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多重挑战。

(一 ) 苏菲主义传统使激进势力缺乏思想基础

从宗教传统来看, 伊斯兰教是国教, 但长期以来在索马里穆斯林中盛行的是苏菲主义, 苏菲主义

奉行较温和的政策, 主张忍耐和非暴力。与中东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不同, 索马里伊斯兰教在政治中的

参与程度并没有那么深。长期以来, 苏菲学者主要在解决民事纠纷、主持婚礼、宗教仪式等社会事务

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较好地融合到部族政治中。而伊斯兰激进组织则主张严格按伊斯兰教义治理国

家, 视苏菲主义为异端, 反对苏菲教团的圣徒、圣墓崇拜, 并付诸行动, 摧毁苏菲陵墓。青年运动摧

毁了拜多亚城的几座墓, 谢赫 #易卜拉辛#阿登 ( She ik Ibrah im A den) 称他们将继续摧毁索马里南

部的墓地, ¹ 这些举动引起苏菲派的不满, 苏菲宗教领袖号召人们从青年运动手中解放摩加迪沙。º

现任总统谢里夫说: /这个宗教是忍耐的宗教, 并不像其他派别那样严厉0。虔诚的索马里人现在已
经意识到青年运动和本#拉登已经亵渎了他们的信仰, 以前, 由于封闭, 他们并未认识到这一点。»

布鲁顿说: /从某种程度上说, 索马里人民是我们的财富, 青年运动的行为是非索马里的, ,你们不
应该做的是让人们将青年运动看做是抵御外敌的力量。0 这些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激进的伊斯

兰主义思想在索马里并没有深厚的生存土壤。

(二 ) 部族传统使激进势力缺乏政治和社会基础

索马里是以部族为社会基础的国家, 宗族、血缘关系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 也是决定该信任

谁、该恨谁、该和谁战斗的依据, 人们寻求部族而非政府解决问题。政客靠部族忠诚延长政治生命,

军阀靠部族支持来增强军事实力, 甚至包括商人, 也更多是依据部族而非宗教来做重大决定。索马里

国内主要由 4个游牧部族迪尔 ( D ir)、达鲁德 ( Daarood)、伊萨克 ( Isaaq)、哈维耶 (H aw iye) 和两

个农业部族迪吉尔 ( D igil)、拉汉文 ( Rahanw ayn) 组成。尽管在独立初期及西亚德统治初期, 索马

里政府曾试图弱化部族势力, 提出不考虑部族和宗教, 每个公民有权生活和耕作在他选择的地方, 禁

止政党使用部落名字。¼ 但到西亚德统治中后期, 部族政治意识进一步得到加强。

不同于伊斯兰温和派融于部族传统的做法, 强硬派在这样一个部族政治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 强

调不以部族为界限, 而以宗教为宗旨, 组成多部族的军事组织, 挑战部族政治传统。穆克塔 #罗博
(mukh tar robow ) 曾在演讲中说, 这块土地属于安拉, 任何在此实施伊斯兰法的人都可以统治它。½

一些具有传统权威的长老势力在内战中不断受到削弱, 势必招致一些部族军阀的不满, 而伊斯兰主义

者乃至后来强硬派的胜利更是引起了受美国支持的一些世俗军阀及部族长老的恐慌, 由此出现了此前

打得不可开交的各路军阀联合起来, 将矛头对准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局面。对伊斯兰激进组织而言, 在

这个部族传统浸入骨髓的国家想完全摈弃部族政治是不现实的。

(三 ) 自身问题及内部分裂削弱了激进势力的力量

与伊斯兰法院联盟相比, 伊斯兰青年运动等组织的主张更偏激, 在他们控制的地区, 不容许人们

带金银饰物、播放音乐, 实施石刑等。在古老的沿海城镇, 伊斯兰青年运动甚至宣称镶金、银的牙齿

是非伊斯兰的, 一旦发现就要把它们从人们的嘴里拿出来。¾ 这些严厉的宗教措施不易被索马里人认

同, 已开始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随着内战的继续, 激进组织内部的分化和斗争也开始显现, 两个主要的激进组织间近来因意见分

歧和争夺领导权而冲突不断, 内部分裂削弱了激进势力的力量。伊斯兰主义组织远不是一个统一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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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如果没有外敌需要共同对抗他们会很快分裂。¹ 两者的斗争目标也有分歧, 一种是在索马里建立

伊斯兰国家, 另一种是把索马里作为全球伊斯兰圣战的一个阶段。º 高层伊斯兰主义军事指挥官对于

频繁使用自杀袭击也意见不一, 如伊斯兰党的艾维斯就对此提出批评。» 对彼此分歧的危害, 激进的

伊斯兰主义者们也有清醒认识, 并试图弥合。艾维斯强调, 一个组织瞧不起另一个组织并没什么好

处, 会影响圣战事业。如果分歧升级, 各个组织各行其是, 将会使全球吉哈德事业误入歧途。¼

(四 ) 缺乏国际认同

国际社会的卷入使索马里内战形势更趋复杂。美国认为, 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与 /基地组织0

间有联系, 早在 2008年, 美国就认定青年运动是国际恐怖组织, 宣布艾维斯、阿罗等为恐怖分子。

因此, 打击激进组织、保住过渡政府, 避免极端势力向地区外泛滥是其索马里政策的核心。在美国看

来, /如果这个政府垮台了, 我们将面对一个被青年运动控制的力量, 他会为本 #拉登和其他外国圣

战者提供庇护, 如果这样, 将不只是索马里的混乱, 周边国家将支持代理人战争, 这个地区将变成一

团混乱 0½。为此, 美国不顾联合国禁令, 公然向索马里过渡政府提供武器。

埃塞俄比亚则因担心索马里激进组织的大索马里政策威胁到其国家利益而支持索马里过渡政府,

索马里内战中不少派系的背后都有埃塞俄比亚的支持。并在其认为必要时不惜亲自出兵, 如 2006年

派军队进入索马里, 击败了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肯尼亚境内有大量索马里难民, 且担心索马里局势

对国内极端势力的影响, 也对索马里激进组织防范有加。

因此, 美国和埃塞俄比亚不会坐视伊斯兰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国内坐大, 更不能容忍一个由激进的

伊斯兰主义者统治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出现。¾ 近期联合国出台的对厄立特里亚高官财产冻结、旅游禁

令及武器禁运等¿制裁决议就是试图打压索马里激进组织。

伊 斯 兰 激 进 组 织 与 索 马 里 国 家 建 构

(一 ) 伊斯兰激进组织在索马里政治中的地位

有学者认为, 在索马里, 部族而非伊斯兰激进组织是主要问题。事实上, 如同谈阿富汗不能无视

塔利班一样, 伊斯兰激进组织在索马里崛起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它的发展也有高潮和低谷时期。如在

2006年, 埃塞俄比亚出兵时, 伊斯兰激进组织似乎表现得不堪一击, 仅仅两周就作鸟兽散, 但事实

是他们不做更多的抵抗, 消失在乡村, À 之后很快卷土重来, 到 2008年埃塞俄比亚从索马里撤军前,

伊斯兰主义者已将索马里南部大部分失地重新夺了回来。因此, 想当然地撇开它谈索马里和平是不现

实的。伊斯兰青年运动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 无论用武力, 还是谈判, 这是一个索马里复杂的部族

政治的产物, 决定着国家各种力量的平衡。Á 有观点认为, 要想建立一个安全、和平的国家, 就必须

把青年运动伊斯兰主义者纳入在政府中; 没有他们, 就没有和平的希望。�lu 这些提法为索马里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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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组织的未来做了清晰的注解。而对索马里伊斯兰激进组织而言, 更好地融入索马里政治中, 也应

该是它的最佳选择。

(二 ) 索马里民族国家建构的困境与前景

索马里内战持续了近 20年, 成为继苏丹内战后又一场马拉松式的内战。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

在这样一个有着同一语言、民族及宗教的国家, 和平与稳定却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及。要探寻索马里政

治动荡的原因及其重建之路, 有必要从国家结构入手。从严格意义上讲, 在索马里从来就没有过现代

民族国家, 而只是一个部族国家。¹ 部族政治造成的后果是部族认同大于民族国家认同, 国家缺乏凝

聚力, 是索马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诱因之一, 也成为其未来国家重构中不能回避但又必须解决的问

题。根据国家建构理论, 国家权力在于社会, 必然要与基于特定历史、现实环境中的社会公共利益保

持适度平衡。º 因此, 索马里未来的国家重建应在融合各种本地意识、符合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基础

上, 逐步有意识地强化国家认同而非部族认同, 增强国族意识, 探索适合索马里国情的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之路, 这是最终实现索马里和平与稳定的制度基础。

当然,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上的, 要以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发展为前提, 在尚

不能被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索马里, 落后的前现代化经济决定了上述目标的实现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民族主义, 更确切地讲应该是国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建构中起到了很好的凝聚作用, 而在索马里,

伊斯兰 (而不是极端意识形态 ) 能成功整合各种社会元素, 并提供稳定的有能力应对国家紧急的社

会、政治和经济需求的政府。» 现居华盛顿、为 5索马里时报6 撰文的贾迈勒 ( Jama l Gabobe) 说,

伊斯兰青年运动和它的联盟为索马里破碎的国家提供了解决方案, /如果有一种适合索马里的模式,

那就是伊斯兰。0 在几乎全民皆是穆斯林的索马里, 伊斯兰教更易于被广泛接受, 可以成为从思想上

提升凝聚力的工具。过渡政府也切实提高了伊斯兰主义在国家中的地位, 2009年国会新增的 275个

席位由伊斯兰主义者占据。对索马里各派而言, 坐下来和谈、建立各派别都充分参与的国家体制是实

现和平的途径。然而在目前的索马里, 由于常年内战, 旧有的部族政治调节机制被破坏, 而新的有效

调节机制尚未确立, 从而陷入国际恐怖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及部族矛盾交织的困境中。无论从意识

形态上, 还是从机制上, 尚不具备能够得到广泛认同, 将各族群整合在一起的政治权威。过渡政府自

身的软弱, 显然难以承担整合各种政治势力的重任。面对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威胁, 部分军阀尚能与过

渡政府合作, 一旦失去共同敌人, 极有可能重新陷入军阀混战。伊斯兰激进组织则在军事上占据优

势, 力量的不均衡、强烈的宗教信仰及民族主义情结, 使该激进派别难以认同在美国等外部势力支持

下才得以维持的过渡政府。此外, 索马里兰问题也是索马里国家建构和实现和平的棘手问题。索马里

兰 /总统0 曾说: /把大索马里的梦想放在一边, 让我们做个好邻居。0 对于索马里兰的 /独立 0,

民族主义者和吉哈德主义者强烈反对。¼ 因此, 目前索马里胶着的内战状态还将持续, 各派力量分化

组合也仍将持续, 索马里国家建构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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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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m Shiite tr ibes. The
important h istor ical origin o f confo rmation of the
She ikh Schoo lw as that the Sh iite be lievers lost the ir
pat ience for a long t ime in looking forw ard to the
reclusive Adventist Im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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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ma instream Sh iite though.t
The thought of Isfahan Schoo l also had an impact on
She ikh Schoo,l but there w ere a lso huge d ifferences
am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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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 instream teachings
of 12 im am s, and wh ich formed the foundat ion for
the PapuaM 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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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me in 1991, Soma lia
has been in thew arlord era, and effort o f the national
build ing has not m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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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state of Soma liamore complicated.
The ideology o f building the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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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build ing Soma lia
state and w ill make great influence in future. The
Long- term stab ility and peace in Somali shou ld be
based on establishment of a pow erful cent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all po litical forces,
strengthening o f the identity of S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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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 icat ion sample
betw een nat ions in anc ient and modern tim es, and
th is h istorical incident a lso formed a good basis for
deve loping contempo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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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hasizes on h igh - level visits, complies w ith
equality, mutual benefits and comp lem entary princi2
ples of trade policy and re lations, asw e ll as exchan2
ges in wh ich the embod iment of hard - w orking

me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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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e stra in.
Compared the assistance o f bu ild ing o f Tanzan ia-
Za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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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mporary Ch ina. s A frican po licy is far
beyond the era of Zheng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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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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