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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肯尼亚国内的若干热点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贺文萍

今年 4 月下旬
,

胡锦涛主席出访美国以

及沙特阿拉伯
、

摩洛哥
、

尼 日利亚和肯尼亚

等亚非四国
。

胡主席最后一站访问的肯尼亚

不仅是东非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

而

且也是英联邦内以及整个非洲的重要国家
。

历史上
,

肯尼亚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爆

发了震惊非洲以至全球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
“

茅茅起义
” 。

200 2 年底
,

肯尼亚反对党
“

全国彩虹同盟
”

(由各反对党组成的一个

政党联盟 ) 总统候选人齐贝吉依靠选民的

求变心理和执政党的分裂一举赢得大选胜

利
,

从而结束了莫伊总统长达 2 4 年的统治

以及原执政党
“

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
”

近

4 0 年的事实上的一党执政历史
。

这一划时

代的历史转变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

近年来
,

围绕肯尼亚的内政和外交
,

国

内外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反恐
、

反腐

败
、

宪法改革等内政问题以及安理会改革和

中国与肯尼亚关系等外交问题
。

一
、

反恐问题

肯尼亚是非洲国家中积极参与美国领导

的反恐斗争的急先锋
。

由于索马里
、

苏丹等

周边国家仍处于内战状态
,

为恐怖主义分子

制造爆炸事件和小武器流人创造了可乘之

机
,

加上近年来肯经济持续低迷
,

失业率居

高不下
,

治安状况不尽如人意
。

这些因素的

叠加既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培育了温床
,

同时

也易使肯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
。

继 19 98 年 8 月美驻肯使馆发生恐怖主

义大爆炸后 (250 人死亡 )
,

200 2 年 11 月

肯海滨城市蒙巴萨天堂饭店遭恐怖主义袭击

(13 人死亡 )
。

200 3 年 5 月
,

因有情报显示

肯尼亚有可能再遭恐怖袭击
,

致使英国与肯

的商业航空联系中断了 6 周
,

而且美
、

欧
、

澳等西方国家还对其公民发出赴肯旅游警

告
,

致使到肯旅游人数一度骤降
,

旅游业遭

重创
。

齐贝吉总统自 200 3 年初执政以来
,

在

反恐和加强治安方面采取了不少措施
,

如加

强反恐国际合作
,

成立反恐小组
,

在机场
、

饭店等重要场所设置安检仪器 ; 加大瞥察队

伍的反腐力度
,

大幅增加替力
,

提高警察反

恐技能等
。

2 004 年 1 月
,

肯尼亚首开非洲

国家先河
,

成立了
“

全国反恐中心
” ,

旨在

协调整个东非地区的反恐行动和情报合作
。

肯尼亚军队还与驻扎在吉布提的美军合作
,

共同进行海上边界巡逻
。

200 5 年 4 月以来
,

为进一步加强反恐和治安工作
,

肯政府历史

上首次为加强海防投资
。

新购置 6 艘总价值

70 万美元的海上巡逻艇
,

用于防止恐怖分

子偷渡
、

打击非法移民
、

制止非法捕捞等
。

另外
,

为对恐怖行动迅速做出反应
,

肯尼亚

近年来还起草了一项加强反恐力度的新法

案
,

其中规定
,

警察有权在不提出正式指控

的情况下拘捕恐怖嫌疑犯 36 小时
,

并可以

不经批准就对他们的私人财产进行搜查
。

肯尼亚在反恐行动上的积极配合获得了

美国的肯定和嘉奖
,

肯美关系发展很快
。

,’9
·

n
”

事件后
,

莫伊总统与布什总统在

美会晤讨论反恐等问题
,

200 2 年又正式访

美
。

2 00 2 年 2 月
,

肯美在肯沿海进行代号

为
“

尖褪
”

的联合军事演习
。

200 3 年 1 月

一 17 一



《亚非纵横》2
006 年第 3 期

和 8 月
,

美国助理国务卿坎斯坦纳两次访

肯 ; ro 月
,

齐贝吉总统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

美国务卿鲍威尔前往肯尼亚出席苏丹和会
。

200 5 年 5 月
,

美国国务院公布的 ((2(X)4 年

反恐国别报告》称肯是
“

美积极而重要的

反恐伙伴
” ,

¹ 肯定齐贝吉政府过去一年在

加强机场
、

饭店
,

特别是肯旅游城市蒙巴萨

市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
,

认为其反恐总体上

成效显著
。

目前
,

美投资 1亿美元实施东非

地区反恐行动
,

主要用于支持包括肯尼亚在

内的东非国家的警察培训
、

金融情报活动和

加强沿海安全
。º

肯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反恐斗争的立场在

国内也引发了不同的反应
。

支持者认为
,

此

举有利于肯国内治安状况的改善
,

提高人民

的安全感
。 2(X 抖 年 9 月

,

南非安全问题研

究所还把肯尼亚 ( 以及阿尔及利亚
、

乌干

达
、

埃塞俄比亚和南非 ) 列为非洲最有能

力应对恐怖主义的国家之一 ; » 反对者则认

为
,

政府加大反恐和执法力度完全是为了迎

合美国政府
,

不经指控就拘捕嫌犯的做法侵

犯了公民的人身和自由权
。
¼

二
、

反腐败问题

肯尼亚是世界上腐败现象最严重的国家

之一
。

在国际权威研究腐败问题的非政府组

织
“

透明国际
”

发布的 200 3 年腐败洞察指

数榜 ( Corm p tio n Pe rc 即tio n In d e x , CPI ) 上
,

肯尼亚得分仅为 1
.

9 (从 0 到 10 依次为最

腐败到不腐败的等级 )
,

位列 133 个调查对

象国中的 12 2位
。

在非洲国家中则仅次于尼

日利亚
、

安哥拉
,

位列腐败最严重国家的第

三名
。
½ 200 2 年 12 月

,

现任总统齐贝吉之

所以赢得大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把惩治

腐败
、

变革社会和振兴经济作为其竞选纲

领
,

而且在正式宣誓就任总统后也履行诺

言
,

致力于惩治腐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

首先
,

政府通过加强反腐败的立法工

作
,

把反腐工作法律化和制度化
。 200 3年 1

一 18 一

月
,

齐贝吉上 台伊始
,

新政府就公布了

《反腐败和经济犯罪法案》 ( A ni i 一 C o
mi p

-

ti o n an d E e o n o而 e Cri me s B ill ) 和 《国家公

职人员职业道德准则法案》 ( Pub hC Offi ce r

Et hic , Bi n ) 这两项重要的反腐败法案
。

前

者主要针对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各种经济犯

罪
,

并拟建立反腐败特别法庭
。

后者主要给

所有的政府公务员制定出一套行为规范
,

并

对包括总统
、

部长
、

法官
、

议员等在内的所

有政府官员实行就职
、

离职两次财产申报制

度
。

同年 7 月
,

肯政府又启动一项
“

全国

反腐败行动五年计划
” ,

由司法和宪法事务

部负责实施
,

决心在五年的时间内修订
、

完

善并实施反腐败立法 ; 追缴贪污受贿款 ; 发

现和填补各级政府部门管理工作中易产生腐

败现象的漏洞 ; 开展全国性的反腐倡廉教

育 ; 实施经济改革
、

减少政府等公共部门在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

从而削弱并最终铲

除腐败产生的土壤
,

等等
。

目前
, .

肯政府还

酝酿通过新的 《证人保护法》 ( th e W itne ss

枷
te e tio n Bill) 和 ((非法收益犯罪法 )) ( the

Pm
e e e d s o f Cri m e B ill )

,

旨在保护揭发者的

人身安全和权益
,

重拳打击洗钱等金融犯罪

行为
。

其次
,

整顿司法系统
,

加强反腐败的执

法力度
。

司法系统是肯尼亚腐败现象泛滥的

重灾区之一
,

多数肯尼亚人对其表示蔑视
,

称它已烂到根了 (据悉
,

在肯尼亚罪犯花
30( X) 美元就可以了却一起谋杀案 )

。 200 3

年 10 月
,

齐贝吉总统签署了一份自肯尼亚

¹ 美国国务院 《2仪”年反恐国别报告》
,

htt p :
刀~

.

俪
-

Prc
.

即 ,
. e
可

e以e e k以 e hl“侧/ tl94 365
.

htm
。

º htt p :
刀

n ew s
.

石n hu an et
.

即功了w orl d/ Zoo 3 一
肠乃0/ co n le ni

_ 9刁4 399
.

htm
.

» 英国经济情报所 《国家概况
—

肯尼亚 )
, 2(X) 5 年

,

13

页
。

¼ 《肯尼亚反恐引发反美浪潮》
, httP : / /n ew s .

。ina
. c om.

e
可w / 2(X) 3 一 07 一 29 / 023246 (X) 30 5 . sht司

。

½ 英国经济情报所 ( 国家概况
—肯尼亚》

, 2的3 年
,

2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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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以来首次公开点名受贿者姓名的政府公

报
,

列出了上诉法院 (th
e Co u rt o f A pp eal )

和高等法院 (th
e H igh Co u rt ) 2 3 名受到腐

败指控的法官名单
,

并任命两个特别法庭负

责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
。

此举在肯尼亚司法

界引起轩然大波
。

ro 月 16 日出版的肯尼亚

报纸还把这 23 名被停职审查的法官照片登

在头版最显要位置上
,

被群众讥 为上 了
“

耻辱榜
” 。

¹ 整顿后的司法系统的监督和执

法权力还被大大扩充
,

可以放手处理腐败

案件
。

除了打击
“

高层腐败
”

不留情面
,

对

于肯尼亚广泛存在的
“

低层腐败
”

(如警察
经常对未随身携带身份证的路人索取 10 0 -

200 肯先令的索贿行为 )
,

肯政府也从改进

警察队伍建设
、

提高其薪酬标准等人手加以

整顿
。 200 3 年 7 月

,

肯政府宣布了一系列

加强警力的改革措施
,

如大幅增加警察的工

资 (其中最低月工资已提高3 倍
,

至 382 美

元护月

—
肯至今仍有超过半数的人 口生活

在每日不足 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以下 )
、

改善警察工作条件
、

购买新的警用设备等
,

并拟在 5 年内把现有的 3
.

4 万人的警察队

伍扩充为 10
.

2 万人
,

以使肯尼亚的警察人

数达到联合国所建议的每 400 人有 1个警察

的合理比例
。

为清除反腐工作的阻力
,

避免一些利益

集团之间的官官相护
, 200 3 年 6 月

,

齐贝

吉总统还对政府各部进行了重大改组
,

并对

30 余家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及部分驻外使

节进行调整
。 200 3 年 1 月

,

齐贝吉总统还

任命肯著名人士
、

拥有较广泛民众支持率的
“

透明国际
”

肯尼亚分部负责人约翰
·

吉森

哥 ( Jo hn e itho n g o ) 出任直接向总统负责的

政府
“

治理和道德办公室
”

秘书长
,

主抓

反腐败工作 (该人 目前已辞职
,

被媒体广

泛解读为肯反腐工作正在走下坡路 )
。

另一方面
,

虽然肯政府在反腐败方面取

得了一些成效
,

但距离各方面的期望值还有

不少距离
。

主要的援助方世界银行近来就要

求肯政府加大反腐力度
,

认为不能仅仅解职

几个涉嫌金融丑闻的政府部长
,

所有涉嫌
“

戈登堡丑闻案
”

等要案
、

大案的政府各级

官员都应连窝铲除
。

三
、

宪法改革问题

肯尼亚的现行宪法是 1963 年底独立后

依据英国法律体系制订的
,

其后大约经历了

30 多次的修改和修订
。

其中
,

19 91 年 12 月

肯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

删除 19 82 年宪法

中关于肯为一党制国家的条文
,

允许反对党

合法存在的同时
,

还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

两届 (这迫使已连任两届的莫伊总统不能

再参加 200 2 年的总统竞选 )
,

废除了肯雅塔

时期的总统终身制
。

而目前宪法改革的核心则聚焦于是否调

整权力过于集中的总统制
,

设立总理一职来

对总统的权力加以限制的问题
。

事实上
,

早在 200 2 年 9 月
,

肯宪法审

查委员会就发布过一项宪法修正草案
,

拟新

设立总理一职
,

国家日常事务由总理处理
,

进一步限制总统权力
,

同时扩大议会对总统

及总理领导的内阁的监督权
。

具体说来
,

这

一体现三权分立思想的宪法修正草案主要有

下列内容
: 1

.

对总统权力的限制
。

总统过

去对法官
、

内阁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的任命

权将受到国民议会限制并与后者共同分享 ;

内阁部长限制在 15 人以内 ; 议会将监督对

内阁的任命
,

部长将不能同时担任议员
、

大

使或高级专员 ; 总统仅作为国家的象征
,

其

职责是促进国家团结
,

保卫宪法
、

国家主权

以及人权
。 2

.

增设并将赋权于总理
。

增设

¹ 乔
·

D
·

巴肯
:
《莫伊之后的肯尼亚》

.

《外交事务》 ( For
-

e i, Aff ‘。 ) 第 83卷第 1期
, 95 页

。

( 北京青年报》
, 200 3 年 一0

月 1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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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总理和两个副总理职位
,

由议会投票通

过任命
。

总理将负责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并

监督议会与公务员之间的关系
。

3
.

扩大议

会权力
。

将实行两院议会制
。

现有的由直选

产生的 Zro 名国民议会议员将成为下院议

员
,

新增 100 名上院议员
,

由各省
、

区代表

选举产生 ; 议会有权弹幼总统和罢免失职的

总理 ; 议会有权决定国家预算
,

批准总统颁

布的各项任命
,

监督政府的各项工作
。

虽然

这一宪法修正案尚未被议会正式通过
,

但其

权力制衡和共享的思想应当说是当年促成肯

尼亚各反对党走向联合的一个较重要的

因素
。

另外
, “

全国彩虹同盟
”

内的另一大党
“

自由民主党
”

(the u b e
ral D e m o c ra tic p ar

~

ty
,

LD P) 领导人莱拉
·

奥丁加在 200 2 年大

选前之所以同意与齐贝吉领导的
“

肯尼亚

全国联盟党
”

联合组成
“

全国彩虹同盟
” ,

主要是 由于事前与
“

肯尼亚全国联盟党
”

签署 了一份确保赢得大选后分享权力的
“

备忘录
” 。

在这份于 200 2 年 ro 月 22 日签

署的
“

备忘录
”

中
,

莱拉
·

奥丁加被任命

为未来新政府的总理
,

内阁部长职位则须在
“

肯尼亚全国联盟党
”

和
“

自由民主党
”

之

间平均分配
。

然而
,

推倒莫伊
、

夺取政权后
,

齐贝吉

总统屡次三番推迟兑现这份
“

备忘录
”

中

对奥丁加的承诺
,

总理一职至今尚未设立
。

重新制订的宪法修正案仍然继续保有总统制

的绝对权利
,

这自然引起了奥丁加及反对党

的不满
。

在 2(X) 5 年 n 月举行的对宪法修正

案的全民公决中
,

以齐贝吉总统为首的
、

主

张继续维持现有总统集权制的
“

支持新宪

法派
”

(又称
“

香蕉派
”

) 不敌以奥丁加和

反对党领导人乌胡鲁
·

肯雅塔 (Uhu ru Ken
-

ya tta
,

肯尼亚开国总统肯雅塔之子 ) 为首的

一 2 0 一

“

反对宪法派
”

(又称
“

橙子派
”

)
。

后者目

前要求提前大选
,

希望借助全民公决中胜利

的东风一举夺取政权
。

齐贝吉则宣布解散内

阁
,

试图通过吸收反对党人阁来分化瓦解反

对力量
,

在 200 7 年 12 月下次总统大选前重

新赢回国民支持率
。
¹

四
、

安理会改革问题

200 5 年
,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一时成为

国际社会最热门的焦点问题
。

在所谓
“

增

常
”

的外交战中
,

非洲联盟 的态度成为
“

四国联盟
”

和
“

团结谋共识
”

等利益集团

关注的焦点
。

而非洲联盟始终坚持非洲应当

在安理会中享有 2个常任理事国席位
。

至于

在非洲 53 个国家中
,

由哪两个国家来出任

代表
,

非洲联盟则始终未做明确的公开

表态
。

目前
,

公开表示希望出任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的非洲国家有南非
、

埃及
、

尼 日利亚
、

肯尼亚
、

利比亚
、

阿尔及利亚
、

塞内加尔等

国
。

虽然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如非洲

人口最多的国家尼 日利亚
,

以及地区大国南

非和埃及等国)
,

肯尼亚仍认为
,

由于肯在

地区事务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

特别是为苏

丹及索马里和平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

因此

有资格也有优势去角逐
“

拥有否决权
”

的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º 不过

,

尽管肯尼

亚政府如是说
,

但国际社会以及非洲国家内

部
,

对肯尼亚希望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

雄心
”

却并不看好和支持
。

诚然
,

由哪个国家代表非洲出任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毕竟是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
,

而

¹ 《肯尼亚宪法改革陷人任局》
,

肯尼亚 《东非标准报》社

论
, 2以拓 年 3月 11 日

。

《肯尼亚
: “

香燕派
”

与
“

橙子派
”

的对

决)
,

( 非洲秘闻》 ( A丘ic a C诫 de n tial ) 第46 卷第 18 期
, 200 5 年

9 月 9 日
。

º 《肯尼亚称将角逐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

htt p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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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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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非洲国家也一定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妥善解

决这一问题
。

在有关联合国改革的原则和目

标等重大问题上
,

中国和非洲持有相同或相

似的立场
。

胡锦涛主席此次访非在尼 日利亚

国民议会所做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
,

中非

要在国际上密切互相配合
。

中非在重大国际

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立场和良好的合作传

统
,

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符合双方

的共同利益
。

当胡锦涛主席说
: “

中国将继

续推动联合国改革朝着更加重视发展问题
、

优先解决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代表性

不足问题的方向发展
”

时
,

会场爆发出热

烈的掌声
。

由此也可看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

改革问题上对中国的期待
。

在与肯尼亚总统齐贝吉的会谈中
,

胡锦

涛主席表示
,

中肯长期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加

强磋商和配合
,

有力地维护了两国和广大发

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

在随后中肯双方签署

的联合公报中
,

胡锦涛主席祝贺齐贝吉总统

担任东非政府间发展合作组织和东非共同体

轮值主席
,

对肯尼亚在推动苏丹和索马里和

平进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
。

五
、

中国与肯尼亚关系

中国与肯尼亚的关系一贯十分友好
。

去

年 4 月底
,

肯尼亚总统齐贝吉访华
。

此次胡

锦涛主席访肯使两国元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内就实现了互访
,

这在中肯双边交往史上也

十分罕见
。

胡锦涛主席的访问有力地推动了

两国传统友谊和当前稳步发展的互利合作关

系
,

成为中肯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

从中肯双边关系发展来看
,

近年来最值

得关注的主要有三件大事
。

一是胡锦涛主席 4 月 27 日至 29 日访问

肯尼亚
。

此次访问系胡锦涛主席首次访问肯尼

亚
。

访问期间
,

胡锦涛主席指出
,

我们高度

重视中肯关系
,

把肯尼亚视为中国在非洲的

重要合作伙伴
。

为深化双方在各领域的友好

合作
,

他提出四点建议
。

第一
,

保持高层交

往
,

加强人员交流
,

就治国理政
、

发展经

济
、

改善民生等议题和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

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

在联合国等国际多边

场合继续加强协调
、

密切合作
。

第二
,

积极

落实已签署的双边合作协议
。

鼓励中国企业

从肯尼亚进口
,

扩大在肯尼亚的投资
,

参与

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能源开发
,

拓

展同肯方在加工业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
。

我

们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

加强对

肯尼亚人力资源开发的帮助
。

第三
,

扩大文

化
、

教育
、

卫生
、

旅游
、

新闻
、

环保
、

体育

等领域的合作
,

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

了解和友谊
。

第四
,

加强在中非合作论坛框

架内的合作
,

共同努力使今年 n 月召开的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

取得成功
。

此外
,

访问期间
,

中肯双方还签

署了有关经贸
、

文化
、

教育等领域的若干合

作文件以及一项石油勘探协议
,

中海油公司

将获得在肯尼亚一块沿海油气田的勘探开发

权
。

中肯两国政府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次贸

易联委会
,

肯尼亚政府宣布承认中国市场经

济地位
。

访问期间
,

胡锦涛主席和夫人还挤出时

间参观了素有
“

地球大伤疤
”

之称的非洲

名胜
—

东非大裂谷
。

此举被认为是对加强

未来中肯旅游合作的有力推动
。

肯尼亚是非

洲著名的旅游国家
,

旅游业是其主要创汇产

业之一
。

200 5 年
,

肯尼亚航空公司继直飞

香港航线之后又开通了直飞广州的航班 ; 赴

肯旅游的中国人突破 1 万人次
。

同年
,

中肯

双边贸易额为 4
.

75 亿美元
,

同比增长 29
.

7 %
。

中肯发展长期稳定
、

互利互惠的友好

合作关系的前景十分广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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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去年郑和船队后裔
—

黑皮肤
“

中国女孩
”

来华留学
。

200 5 年是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纪念
。

据考证
,

500 多年前
,

郑和船队抵达非洲东

海岸肯尼亚拉穆群岛附近时
,

其中一艘船触

礁沉没
,

20 多名幸存水手上岸
,

定居在当

地并与当地人通婚
,

繁衍子孙
。

1994 年
,

美国女作家雷瓦西在为郑和撰写 的传记

《当中国称霸海上》中叙述了自己在肯尼亚

邂逅的传奇
: 一个黑人告诉雷瓦西

,

自己是

中国人的子孙
,

是数百年前肯尼亚帕泰岛中

国船遇难幸存者的后裔
。

1999 年
,

美 国

《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沿着雷瓦西指引

的方向探访了肯尼亚拉穆 (La m u) 群岛中

的帕泰 (Pat
e
) 岛

,

并提出大胆的推想
: 这

些自称是中国后裔的人
,

很可能是郑和部下

的后代
。

《人民日报》前驻南非记者也于

200 2 年 3 月前往采访
。

同年 12 月
,

中国驻

肯尼亚大使馆也派专人前往拉穆进行实地

调查
。

经多方考证
,

在帕泰岛上发现了有中国

血统的沙里夫一家
。

这位名叫姆瓦玛卡
·

沙

里夫的黑皮肤肯尼亚女孩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
,

她的父亲是当地人
,

母亲是中国后裔
,

她有两个姐姐和一兄一弟
。

知道是中国后裔

时
,

她
“

非常自豪
、

非常骄傲
” ,

同学们都

叫她为
“

中国女孩
” 。

沙里夫希望能到中国

留学
,

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
,

希望用所学的

中医知识改善当地的医疗条件
。

为帮助这位

郑和船队后裔在 600 年后一圆
“

中国梦
” ,

“

中国女孩
”

被南京中医药大学录取
,

于

200 5 年 9 月来到中国
。

尽管有人对郑和船队后裔的真伪提出疑

问
,

但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郭崇立表示
,

不需

要考证这位黑皮肤的
“

中国女孩
”

是否确

有中国血统
,

她的故事已经联系起中肯友谊

一 22 一

的纽 带
,

希望她成为一名 中肯友谊 的

使者
。
¹

三是去年 12 月中旬
,

非洲第一所
“

孔

子学院
”

落户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大学
,

目

前约有 25 名学生
。

在开学典礼上
,

当有记

者问学生选择在孔子学院学习的原因时
,

学

生班长
、

肯尼亚小伙子卢卡卡的回答很有代

表性
。

他说
: “

中国经济发展很快
,

又有着

丰富的传统文化
,

在国际社会发挥了很重要

的作用
。

我对中国非常感兴趣
,

这是我到孔

子学院学习汉语的原因
。 ”

内罗毕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姆贝齐则从更高
、

更宽的

视角解读了孔子学院的意义
。

他说
,

孔子学

院的课程将不局限在语言教学
,

而要通过影

像资料宣传
、

交换学生项目等更多方式来让

非洲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
,

了解中国文化中
“

仁善
” “

诚信
”

理念
,

学习中国建设和发

展的经验
,

来推动非洲的发展和进步
。º 在

非洲建立
“

孔子学院
”

是中国与非洲国家

交流的新形式
、

新机制
,

不仅有利于提升中

国的
“

软实力
” ,

而且还为中非教育和文化

交流注人了新活力
。

胡锦涛主席访问肯尼亚期间
,

还专程接

见了肯尼亚
“

孔子学院
”

的全体师生
。

学

生们为胡锦涛主席演唱了中国民歌 《茉莉

花》
,

胡锦涛主席则勉励
“

孔子学院
”

的同

学们要
“

学而不厌
” ,

深人了解中国文化
,

并希望
“

孔子学院
”

的老师们要
“

诲人不

倦
” 。

他希望并相信肯尼亚青年朋友
,

通过

勤奋学习和不懈努力
,

一定能茁壮成长
,

成

为有用之材
,

为中肯友谊的发展做出贡献
。

(责任编样 贾安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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