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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国家建构进程
中的少数族群问题

＊

□　蒋　俊

　　内容提要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族群建构与国家建构之间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

互动关系，从尼日利亚的个案中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该国的少数族群不仅是指那些数量上

居于次级地位的文化和语言群体，而且也是国家建构进程的产物，它们在国家的序列中处于边

缘的地位，遭受到结构性的歧视。这种状况成为尼日利亚少数族群持续反抗的动力，在其捍卫

自身权利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以破坏性的方式反作用于国家的建构。

　　关键词　尼日利亚　国家建构　少数族群问题

　　作者蒋俊，人类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１９６０年１０月１日，位 于 西 非 几 内 亚 湾 被 命

名为“尼日利亚”的英国殖民地，正式宣告独立，从
此以崭新的国家面貌出现在世界之林。然而，历

史的机遇和挑战并存，尼日利亚的建国之路并不

平坦，成立之初便面临着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

难题，其中少数族群问题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主

要原因在于，非殖民化后，尼日利亚不仅在地理上

接受了殖民主义体系遗留下来的疆域，在观念和

制度上也接受了殖民者的政治理念和国家模式。
几百个没有共同历史文化经历的族群，根据殖民

主义时代的行政系统整合到一个政治共同体中，
在前所未有的政治场景中相互发生新的联系。由

于缺乏统一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内在凝聚力，加

之族群间基于语言权利、地区自治、政治代表性以

及土地诉求等方面的争夺，造成了内部的紧张和

冲突，国家建构之路举步维艰。在这一进程中，少
数族群常常遭到多数族群的压制，其正当权益无

法得到伸张和满足，不仅导致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感淡漠，而且容易采取极端暴力、甚至分裂的手段

捍卫自身的权利，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统一与社会

的稳定。纵观尼日利亚建国５０年的历史，少数族

群问题引发的冲突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时刻提

醒人们非洲大陆政治生态冰冷残酷的一面。

一、尼日利亚的少数族群及少数族群问题

　　尼日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多元社会，其文化、族
群、宗教千差万别。其中族群多样性的现象既有

地区独特自然环境以及历史演化的原因，也是殖

民者随意、无序整合的结果，尼日利亚独立时，族

群结构呈现明显的非均衡性，少数族群问题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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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源于种种的结构性差异。

　　（一）尼日利亚的少数族群

　　人类学族群理论揭示，对一个族群下定义通

常要结合以下要素：共用的语言或有关联的方言，
共同起源的神话，共享的文化特征，核心的地域，
以及常常存在的共同宗教或精神世界。但是尽管

有这些“客观的”标准，主观因素也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族群边界依据环境而变化，客观标准不总是

那么“客观”的；第二，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因素会影

响到族群的同化和融合；最后，族群认同有时候会

被归并到更为广泛或狭隘的认同中，这是他们工

具性自我认同的结果。例如，尼日利亚北方大量

少数族群选择性地认同豪萨文化，被南方人视为

“豪萨人”。根据这些理论预判和经验意识，学术

界将 尼 日 利 亚 的 族 群 数 量 大 致 圈 定 在２５０个 左

右，虽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获得主流的认同。

　　尼日利亚多数族群的界定则相对容易，他们

在人口数量和政治上都占据主导地位，即北部的

豪萨－富拉尼（Ｈａｕｓａ－Ｆｕｌａｎｉ）族群、西南方的约

鲁巴（Ｙｏｒｕｂａ）族 群 和 东 南 方 的 伊 格 博（Ｉｇｂｏ）族

群，这三个多数族群在尼日利亚被少数族群称为

“ｗａｚｏｂｉａ”（这个词的 Ｗａ来自约鲁巴语，Ｚｏ来自

豪萨语，而Ｂｉａ来自伊博语）①，象征着一种霸权的

结构。少数族群通常相对于多数族群来界定的，
显而易见，相异于三个多数族群即为少数族群，它
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在语言、文化甚至体格上存

在广泛差异，有代表性的族群包括北方的卡努里

（Ｋａｎｕｒｉ）族群、努 佩（Ｎｕｐｅ）族 群 和 蒂 夫（Ｔｉｖ）族

群；东部的 伊 乔（Ｉｊａｗ）族 群、埃 科 伊（Ｅｋｏｉ）族 群；
以及西部的埃多（Ｅｄｏ）族群、乌尔赫 博（Ｕｒｈｏｂｏ）
族群 等 等，此 外 另 有 两 百 多 个 更 小 的 群 体，或 聚

居、或散居于全国各地。从地理分布上来说，西北

部拥有５４个，中北部有１２３个，东北部２０５个，西
南部４个，南南部５９个，东南１个，见下表。②

　　（二）尼日利亚少数族群问题的由来

　　在前殖民时代，无论是多数族群的豪萨－富

拉尼人、约鲁巴人、伊格博人或其他少数族群，都

是在一个相当宽泛且自由的空间内交往互动，这

里既有贸易、通婚、文化和技术的相互采借、宗教

的交流，也有战争、征服、奴役、暴力，它们构成了

当前尼日利亚族群关系非常重要的历史积淀的一

部分。但这个时候，所谓的“少数族群问题”远没

尼日利亚少数族群的分布

区域与州 多数族群
少数

族群

西北部 ５４

索 克 托、克 比＋赞

法拉
豪萨－富拉尼 １２

卡齐纳 豪萨－富拉尼 １

卡诺＋吉加瓦 豪萨－富拉尼 ９

卡杜拉 豪萨－富拉尼 ３２

中北部 １２３

夸拉＋科吉一部分
约 鲁 巴、豪 萨－富

拉尼
２０

尼日尔 豪萨－富拉尼 １９

贝努埃＋科吉一部

分
豪萨－富拉尼 １２

高原＋纳萨拉瓦 豪萨－富拉尼 ７２

东北部 ２０５

博尔努＋约贝 － ２９

阿达玛瓦＋塔拉巴 豪萨－富拉尼 １１２

包奇＋贡贝 豪萨－富拉尼 ６４

西南部 ４

奥约＋奥逊 约鲁巴 －

埃基蒂＋翁多 约鲁巴 ２

奥贡 约鲁巴 －

拉各斯 约鲁巴 ２

南南部 ５９

伊多＋三角洲 伊博 １３

河流＋巴耶尔萨 伊博 １０

阿夸依邦 － ７

十字河 － ２９

东南部 １

阿 南 布 拉、埃 努 古

＋埃博尼
伊博 １

伊莫＋阿比亚 伊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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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为历史语汇的一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当

时一个人口规模小的群体未必就意味着处于少数

者被支配的地位。富拉尼人就是极佳的例子，相

对于豪萨人而言其人口数量相差甚远，不过他们

所建立的伊斯兰政权控制着北方大部分土地，成

为实实在在的统治者。

　　尼日利亚沦为英国人殖民地的前期，当地的

族群结构尚未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大致延续了上

述状况，主要原因在于殖民政府所执行的“分而治

之”策略。英国人最初的计划就是要强化地方自

治权 的。殖 民 总 督 休·克 利 福 德（Ｈｕｇｈ　Ｃｌｉｆ－
ｆｏｒｄ）在１９２０年说道：“尼日利亚政府将会持续支

持本地部落机构和他们土生土长的政府……例如

我完全相信英国人有这样的权力……尼日利亚北

方的埃米尔也有这样的权力继续享有———确切地

说———一个国家……尼日利亚政府的任务就是要

强化这些国家机构。”③ 在已建立的地方司法权原

则之下，以地方权威或间接统治体系为基础，不同

的族群区域保留着自己的行政单位，从某种意义

上说，大部分的少数族群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和

“自治”。

　　１９４０年代 后 期，自 治 的 组 成 部 分 发 生 转 变，
从间接统治的单位转向地区（１９５４年正式通过联

邦宪法使其正式化），整块殖民地的政治架构被分

割为三大地区，即北区、西区和东区，事情于是出

现戏剧性的变化。每一个地区都包含着规模不等

的族群，对它们来说，只有占据人数上的优势才有

希望掌控地区，甚至中央的权力。后来被视为多

数族群者 实 际 上 是 由 许 多 松 散 的 群 体 组 合 而 成

的，他们固然说同样的语言，拥有相似的文化，但

彼此 间 互 不 认 同，并 没 有 形 成 同 一 族 群 的 意 识。
西区的埃基蒂（Ｅｋｉｔｉ）、伊杰斯加（Ｉｊｅｓｈａ）、伊杰布

（Ｉｊｅｂｕ）、埃格 巴（Ｅｇｂａ）等 群 体 就 是 如 此，之 所 以

结合在一起凝聚为约鲁巴认同，是因为他们相信

地区的实际权力依赖于族群人口的数量。同样，
东区更为微小的村落式群体构成伊博族群；北方

豪萨人、富拉尼人则摇身变为豪萨－富拉尼族群。
多数族群的精英们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成功地鼓动了所在族群的民族主义，使其由

自在（ｉｎ　ｉｔｓｅｌｆ）的族群转变为自为（ｆｏｒ　ｉｔｓｅｌｆ）的族

群。④ 经 过 有 意 识 的 整 合 运 动，形 成 北 区、西 区 和

东区分别被豪萨－富拉尼族群、约鲁巴族群和伊

博族群所把持的状况。而那些无法归并到多数族

群中去的群体则成为少数族群。

　　少数族群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多数和少数族群

整合所带来的，也是因为多数族群日益激化的族

裔民族主义以及完全控制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野心

所 引 起。１９５２年 埃 非 克 人（Ｅｆｉｋ）埃 约·伊 塔

（Ｅｙｏ　Ｉｔａ）被赶下东区总理的宝座，标志着少数族

群地区执行委员会的席位被剥夺。在中央，情况

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多数族群的政党才具有实质

性的意义。结果从１９４０年代自治运动开始之后，
来自多数族群的领导人决定着政治发展的方向和

步伐。当然，他们也是主要利益获得者。⑤ 伴随着

“大族群沙文主义”的滋生，少数族群被排挤出中

央和地区的权力中心。从而最终呈现一种“多数

者ＶＳ少数者”的二元对立结构。

　　尼日利亚建国后，少数族群继续遭受结构性

歧视，这里存在三个主要因素对少数族群问题产

生重大影响。其一为政治因素，长期军事独裁统

治的危害甚深。对于族群问题，军事政权特别支

持非政治的解决方式，甚至最温和的寻求改进的

族群运动也被视为对当局的挑战和威胁，采取暴

力的镇压手段，在他们的法律里，人权不值一提。
其二为经济因素，国家过于依赖石油资源，世界市

场石油价格急剧地下滑之后，１９８０年代早期遭遇

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攀升的外债、贫穷和腐败

以及长期 的 政 治 动 荡 使 阻 止 经 济 下 滑 的 努 力 成

空，１９８６年采纳世界银行结构调整计划后也无济

于事。经济衰退与１９８０和１９９０年代增长的族群

紧张和冲突有直接的关联。其三为宗教因素，尼

日利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分别为伊斯兰教和基

督教，自独立建国后两种宗教都试图利用宪法规

定的权利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传播自己的信仰，
导致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少数族群问题产生

的诱因。

　　本文部分认同“工具论”关于“族群是一种社

会建构”的观点，就尼日利亚的案例而言，少数族

群不是简单地指那些数量上处于次级地位的文化

和语言群体，也不是多数与少数群体客观存在的

必然产物，而是一种建立在客观差异之上主观互

动的结果。在殖民统治、国家建构等宏大的历史

事件的背景下，如果注意到这些群体遭受到的结

构性歧视，或许可以为少数族群问题的出现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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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的理据。

二、尼日利亚少数族群的诉求与国家应对

　　现代民族国家在很多情况下是以一个或几个

族群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在国家建构的进程中，许
多相异的族群被裹挟于其中，并被置于共同体的

边缘地位。这些边缘族群享受不到公正的待遇，
在政治经 济 或 文 化 上 受 到 多 数 族 群 的 支 配 和 压

迫，构成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和反抗的

基础，族群意识同时也得以强化。

　　（一）尼日利亚少数族群的诉求

　　１．自治与分离运动

　　１９４０年代的地区化，激发了该国少数族群要

求自治的第一次高潮。少数族群积极申请建立各

自的州，并以这种形式实行自治，以便使他们从各

自地区的多数族群压迫和支配中解放出来。约鲁

巴人阿沃洛 沃（Ａｗｏｌｏｗｏ）是 一 位 顾 全 大 局 的 政

治家，他为少 数 族 群 代 言，１９４７年 时 指 出：“我 们

的最终目的乃是一部真正的联邦宪法，无论多么

小的群体都享有无论多么大的任何群体同样的待

遇。每一个群体都必须有权管理它自己的内部事

务，都必须有自己的 地 区 议 会”。⑥１９５０年 的 伊 巴

丹大会以及其他一些制宪会议上，少数族群的发

言人都多次表达了建州实行自治的愿望，建州的

呼声主要的要求来自于中西部、卡拉巴尔－奥格

贾－河流（Ｃａｌａｂａｒ－Ｏｇｏｊａ－ Ｒｉｖｅｒｓ）地区和中部

地带。１９５７年在 伦 敦 举 行 的 尼 日 利 亚 制 宪 会 议

上，提出了１５项分别建邦的议案，但最终不了了

之。

　　尼日利亚独立后，各少数族群继续为单独建

州而斗争，这与联邦政府的财政分配有关，政府强

调的是按照平等标准、人口、土地面积和需要实行

分配，而不是按照财政来源实行分配。换言之，不
是按照联邦各组成单位对联邦财富的贡献从联邦

账目中分得资金的原则。这些变化引发了各民族

和各地区的不断抗议，指责联邦政府在州的分配

上的不公。一些少数族群纷纷要求建立新州，其

目的在于增加以至于最大限度地从中央政府那里

得到回报、利益和特权。因此，尽管州的数量有了

显著增长，但人们还是不断提出建立新州的要求：
从１９７５年伊利科菲会议时所提的约３０个州，增

至第二共和国的５０个州，又增至１９９６年的７２个

州。⑦

　　在１９６０年代中期，在尼日尔河三角洲爆发了

被称为“十 二 日 革 命”的 分 离 运 动。⑧ 这 是 少 数 族

群比较少见的脱离国家的直接行动，以撒·阿达

卡·波诺（Ｉｓａａｃ　Ａｄａｋａ　Ｂｏｒｏ）等伊乔族群社会活

动家为首。矛盾来源于三角洲地区在国家独立后

政治结构中处于绝对的边缘地位，人们的基本发

展和生活权利得不到保障，被忽视、排斥在国家之

外。这种境况成为波诺等人号召人们奋起反抗的

正当理由。在他们的鼓动和谋划下，成立了所谓

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共和国”。为了实现建国的梦

想，他们甚至还创建了一支军队，即“尼日尔河三

角洲志愿军”（ＮＤＶＦ），发誓要将三角洲从尼日利

亚独立 出 来。１９６６年２月２２日，三 角 洲 志 愿 军

正式举起了反抗政府的大旗，但很快遭到了联邦

军队的镇压，因 寡 不 敌 众，在 与 联 邦 军 队 经 过１２
天的激战后失败。这一事件与第二年发生的伊博

族群分裂不同，因为后者是多数族群间争夺国家

权力的结果，而前者为生存与发展权而战。

　　２．暴力活动与政变

　　１９８０年代 后 尼 日 利 亚 经 历 了 政 治 和 经 济 的

巨大变化，经济衰退、结构调整计划、民主化，国际

社会也施加了强大的影响，包括人权组织的关注、
国际债权人施压等。这些因素促使尼日利亚公民

社会的兴起，它们通常以族群为单位，对国家提出

各种利益诉求。这种现象在产石油的尼日尔河三

角洲地区尤为突出，他们要求补偿因开采石油造

成的环境恶化、提高财政分配的份额、要求地方政

治自治，在此背景下成立了数十个族群军事组织。

１９９０年 代 初，奥 戈 尼 人 萨 罗 · 威 瓦 （Ｓａｒｏ－
Ｗｉｗａ）领导的奥戈尼生存运动（ＭＯＳＯＰ）被 尼 日

利亚政府粗暴的镇压，其本人被处以极刑，是三角

洲人民的抗议活动从非暴力转向暴力的转折点。
根据联合国开 发 计 划 署（ＵＮＤＰ）报 告，在 巴 耶 尔

萨、三角洲与河流三州（产油的核心地带），爆发过

至少１２０－１５０次极度危险的暴力冲突。⑨ 暴力冲

突在整个三角洲地区形成燎原之势，武装分子攻

击石油设施，绑架石油公司职员，与国家安全部队

间也冲突不断。时至今日，三角洲依然飘荡着硝

烟的味道，成为非洲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

　　尼日利亚出现过７次成功的军事政变，多次

未遂政变，但少数族群发动的政变不 多 见。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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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自 贝 努 埃 州 的 蒂 夫 人 吉 迪 恩·奥 尔 卡 尔

（Ｇｉｄｅｏｎ　Ｏｒｋａｒ）少 校 领 导 一 群 军 官，企 图 以 暴 力

推翻易卜拉欣·巴班吉达（Ｉｂｒａｈｉｍ　Ｂａｂａｎｇｉｄａ）军
政府 的 政 变，是 少 数 族 群 不 满 和 积 怨 的 总 爆 发。
他们指责这个军政府是要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巩固

信奉伊斯兰教的豪萨－富拉尼人的统治。政变者

声称，他们是以中部地带和尼日尔河三角洲“边缘

化的、被压迫的、受奴役的人民”的名义在行动，是
要“使自己、自己的孩子和自己尚未出生的后代，
从该国某一集团的无休止的奴役和殖民化解救出

来”。⑩ 少数族 群 在 谋 取 利 益 时，往 往 就 是 以 此 类

话语为斗争口号，其正当性无可争议，但造成的后

果往往是鱼死网破。

　　（二）国家应对

　　１．威林克委员会

　　在独立前夕，少数族群担心多数族群的支配

会因此而得到加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宪法保护

和单独建州，在１９５３年的宪法会议上就表达了这

一主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５７年成立了以英

国人亨利·威林克爵士（Ｓｉｒ　Ｈｅｎｒｙ　Ｗｉｌｌｉｎｋ）为主

席的少数族群委员会，被称为威林克委员会（Ｔｈｅ
Ｗｉｌｌｉｎｋ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以 了 解 少 数 族 群 的 顾 虑，
进而探索减少这种顾虑的办法。该委员会是殖民

者以及独立后继承国家权力的新兴政治势力试图

解决少数族群问题的惟一一个较大的举措。委员

会提交的报告尽管承认各少数族群渴望建立自己

的州，但并不赞同这一做法，而是寄希望于未来的

政治进程，即政治重心会从地区向中央转移，使得

任何一个族群都不可能占据支配地位，这样就可

以为少数族群的安全提供一种保障。报告中只是

在建议中提供了一般性的和具体的保障措施。一

般性措施有两点：一是建立全国性的警察部队，二
是将权利法案列入宪法。具体措施则包括成立一

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特有的

发展问题，以及成立一个有关埃多地区和卡拉巴

尔地区的顾 问 委 员 会。瑏瑡 就 当 时 的 殖 民 者 和 地 区

领导人而言，他们根本不想改变现状，少数族群独

自建州的愿望自然难以实现。总体上来说，威林

克委员会对少数族群的困境还缺乏清醒的认识，
也没有意识到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间的关系实乃

尼日利亚根本性的问题，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
所取得的成果极为有限。

　　２．建州实践

　　从以区为单位的联邦制，到以州为单位的联

邦制，是尼日利亚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也是

在“比夫拉内战”前国家首脑戈翁将军的前瞻性安

排。１９６７年５月，内 战 爆 发 之 际，联 邦 政 府 撤 销

了４个 区 的 行 政 建 制，瑏瑢 代 之 以１２个 州 的 架 构，
在东区设置３个州，将伊博人与少数族群分割开

来，其中伊博人主要集中在中央州，而东南州和里

弗斯州则被少数族群据有，从此伊博人在东区的

支配地位不复存在。应该说戈翁将军的建州计划

具有战略性的意义，对联邦政府最终战胜分裂势

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部分少

数族群的需求。此后伴随着争吵与妥协，州的数

量不 断 增 加，１９８７年１９个，１９９１年３０个，１９９６
年达 到３６个。第 三 等 级 的 政 府，即 地 方 政 府

（ＬＧＡ），也从１９７６年的３０１个膨胀到１９９６年的

７７５个。瑏瑣

　　新州和地方政府的创设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部分少数族群的地位，将之从多数族群控制的区

域解放出来，得以直接进入和参与联邦政治和治

理，因此他们成为国家的而不是地区的少数族群。
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已建州的少数族群不再鼓吹

分离出新州（成为多数族群的游戏和未建州少数

族群的愿望），他们追逐的是如何与多数族群州分

享国家的蛋糕。因为在多数族群的约鲁巴地区建

有７个州、豪萨－富拉尼地区建有１０个州、伊博

地区建有５个州。这样，多数族群就控制了３６个

州中的２２个，由北部和南部少数族群控制的州则

为１４个。如果说建立新州是为多数族群与少数

族群改善平等状况的设想，少数族群作为弱势一

方理应得到特别的优惠待遇，但建州的实践偏离

了这一方针，多数族群在国家财政、资源的分配上

继续占有绝对优势，总体不平衡的结构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

　　建州计划对少数族群问题造成多样化的影响

还包括：随着新州和地方政府的建立，产生了更多

新的“多数族群”和“少数族群”。因为州的数量不

可能满足所有少数族群的要求，在所建的州内必

然会制造新的裂痕，人数多者成为“多数族群”，而
人数少者则延续少数族群的地位，这种换位产生

大量族群冲突，科吉、尼日尔、高原、河流、塔拉巴、
约贝等州尤甚。最值得注意的冲突包括塔拉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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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昆（Ｔａｋｕｍ）地 方 政 府 中 的 库 提 博（Ｋｕｔｅｂ）、朱

昆（Ｊｕｋｕｎ）和昌巴（Ｃｈａｍｂａ）三个族群为争夺政府

席位的冲突；三角洲州长期以来的伊特塞基里－
乌尔霍博（Ｉｔｓｅｋｉｒｉ－Ｕｒｈｏｂｏ）之间的冲突；贝努埃

州的蒂夫－伊 多 马（Ｉｄｏｍａ）冲 突，该 州 的 蒂 夫 人

宣称被伊多马人统治。有意思的是，伊多马的亚

群体则要求 建 立 新 的 阿 帕（Ａｐａ）州，亚 级 群 体 如

埃格德（Ｉｇｅｄｅ）声称遭到其它伊多马人的边缘化。
然而，即便阿帕州建立，新的边缘化的抱怨也许会

随之而来，永无止境。瑏瑤

　　对于像尼日利亚这样一个多元且充满裂痕的

国家，如何满足不同族群的意愿，减少离心势力是

至关重要的，也是不断扩州的一个理由。但鉴于

还有数量众多的少数族群至今仍在追寻“自治”的
梦想，尼日利亚建州的计划难免就显得杯水车薪

了。而且国 家 建 构 的 目 标 是“一 个 民 族、一 个 国

家”的认同，如果在政治和行政设置上过于凸显族

群意识，对国家的未来发展必然有难以消除的负

面影响。

三、结语

　　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族群的构建与国家

的构建之间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互动关系，这

种关联首先源自追求族群利益最大化的诉求，其

次来自于国家合法性争议的需要：所谓政治就是

对社会稀缺资源的权威性分配，而族群与国家在

如何以及怎样进行这种权威性分配的制度安排方

面往往具有不同的利益指向。瑏瑥 在尼日利亚，这种

矛盾尤显突出。二十世纪中期如火如荼的反殖斗

争，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族群、宗教、文化的界限，
数百个族群或主动或被动汇聚在一面以“尼日利

亚”命名的国家旗帜下，为独立而奋斗。取得阶段

性胜利，即国家独立后，境内族群语言、文化、宗教

等结构性差异与政治、经济的非均衡性日益凸显，
反殖的凝聚力迅速消解，转化为对国家权力、资源

争夺的矛盾。争夺的结果，形成种种支配与被支

配的关系，如族群支配、阶层支配等等，少数族群

问题实际上就是对族群支配的一种回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尼日利亚少数族群是国

家建构进程的“副产品”，他们在国家的序列中处

于先天的不利位置，如果不将之看作是劣势类别，
在一些方面加以保护对待，其就不可能有效地治

理和解决。正如尼日利亚学者埃格萨·奥萨加伊

（Ｅｇｈｏｓａ　Ｅ．Ｏｓａｇｈａｅ）所指出，尼日利亚失策的地

方在于，将少数族群问题看作是一个逐渐逝去的

政治问题，将太多的期望放在州的设立上，却从未

停止歧视和 边 缘 化 的 步 伐。瑏瑦 在 不 相 称 的 权 力 游

戏中，族群化了的政府所分配的资源和福利，不再

具有“公共”的性质，成为多数族群的“私利”；推动

作为对立面的少数族群的身份与界限得以不断地

强化和放大，殊不知这种族群认同的能量也是可

观的，在许多时候以破坏性的方式反作用于国家

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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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ｂ－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Ｎｉｎ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２００３．

　　② Ｏｔｉｔｅ，Ｏｎｉｇｕ，Ｅｔｈｎｉｃ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ｈａｎｅｓｏｎ，１９９０，

ＰＰ４４－５７．需 要 注 意 的 是，许 多 少 数 族 群 分 布 在 不 同 的

州。

　　③ Ｏｂｉ　Ｉｋｐｏ　Ｍａｒｉｚｕ，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ｏｒｄ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７（２），１９９８．

　　④Ｅｇｈｏｓａ　Ｅ．Ｏｓａｇｈａｅ，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ｄｅｒ－
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０，Ｎｏ．３５９，

１９９１．

　　⑤Ｉｂｉｄ．

　　⑥ 弗兰克·德·兹瓦特：《文化多元社会中的定向政

策：协 调、拒 绝 与 替 代》，凤 兮 译，《国 际 社 会 科 学 杂 志》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⑦ 埃 格 萨·奥 萨 加 伊：《尼 日 利 亚：国 家 与 民 族 自

治》，载王铁志、沙伯 力：《国 际 视 野 中 的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１６页。

　　⑧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ｋｐａｎ，Ｅｔｈｎｉ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Ｌｅｓｓ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Ｃｒｉｓｉｓ，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２）２００７．

　　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Ｗａｔｔｓ，Ｂｌｏｏｄ　Ｏｉｌ：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ａ

Ｐｅｔｒｏ－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Ｎｉｇｅｒｉａ，Ｎｉｇ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ｏｆ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Ｎｏ．２２，

２００８．

　　⑩ 埃 格 萨·奥 萨 加 伊：《尼 日 利 亚：国 家 与 民 族 自

治》，载王铁志、沙伯 力：《国 际 视 野 中 的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１３页。 （下转第１１６页）

９５



徐爱玉：走历史必由之路———探瞿秋白由“避世观”向“唯物史观”升华的心路历程

震荡于狂涛骇浪 之 中”的 秋 白，决 心“以 整 顿 思 想 方 法 入

手，真诚的去‘人我见’以至 于‘法 我 见’，当 时 已 经 略 略 领

会得唯实的人 生 观 及 宇 宙 观。我 成 就 了 我 世 间 的‘唯 物

主义’。决然想探一探险，求实际的结论”。瑑瑩

　　由于《新社 会》被 警 察 厅 封 闭，他 们 计 划 组 织《人 道》

月刊，但在秋白看来，《人道》和《新 社 会》的 倾 向 已 经 大 不

相同。要求社 会 问 题 唯 心 的 解 决。振 铎 的 倾 向 最 明 了，

我的辩论也就不 足 为 重；唯 物 史 观 的 意 义 反 正 大 家 都 不

懂得。《人道》产生不久，我就离中国，入饿乡。瑒瑠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 秋 白 思 想 升 华 的 轨 迹 了。如 果 秋

白自己将思想演 变 划 分 为 避 世 观———厌 世 观———唯 物 史

观三阶段的话，那 促 使 他 变 化 的 动 力 无 疑 应 归 结 为 社 会

环境条件：避世 阶 段 他 能 接 触 的 知 识 仅 是 中 国 传 统 古 籍

与佛 经，他 的 朋 友 仅 是 与 他 相 似 的 同 学，交 往 圈 子 极 小；

厌世观阶段虽仍处于孤寂 环 境 中，缺 乏 与 外 界 交 往，但 他

接触的知识 面 扩 大 了，突 出 的 是 哲 学———虽 然 这 是 唯 心

主义的；唯 物 史 观 的 阶 段，首 先 打 破 了 他 的 孤 寂 的 生 活

圈，投身到 火 热 的 群 众 斗 争 中 去，虽 然 尚 未 摆 脱 唯 心 史

观，但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 兴 起，开 始 从 唯 心 史 观 向 唯 物

史观转变，秋白 认 定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科 学 社 会 主 义，“世

界的进步着着向社会主义 发 展”，“劳 动 是 生 产 底 要 素，从

现代社会到新社会之间最大 的 关 键 就 在 于 生 产 与 分 配 底

方法，所以劳动是最重要的问题”。瑒瑡 为彻底弄清社会主义

的真谛，秋白决心赴俄国实 地 考 察，秋 白 不 仅 在 实 际 的 社

会生活锻炼中成长，也是在 实 践 中 学 习 马 克 思 主 义，最 终

成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我想摘 引 秋 白 好 友 王 统 照 在 阅 读《饿 乡 纪 程》

一书后所写的读后感中几段文字作为结语：

　　“他那个 怯 弱 的 身 体，竟 然 有 大 无 畏 的 精 神 与 魄 力，

居然敢在一 九 二○年 危 险 的 时 期 中，向 人 人 视

为畏途的苏维埃 俄 罗 斯 大 踏 步 走 去。而 且 他 那

一走，抱了深苦的 绝 对 入 世 观，却 用 超 越 的 出 世

观的烛光引导着走去。”瑒瑢

　　“他所以由以前以‘性 灵’‘相 当’与‘唯 心 的

厌世梦’中逃出的原因，他自己曾一一叙过。甚

至他如何 由 避 世 观 而 入 于‘二 元 的 人 生 观’，后

又如何热心于研究 社 会 主 义，以 至 于‘刻 苦 的 人

生观’离国而去，求 满 足 其‘内 的 要 求’。据 他 的

自述，可见得一个 天 才 高 越 的 青 年 的 思 想 历 程。

另一方面可 见 出 中 国 垂 死 的 社 会 现 象，经 济 组

织的破败肿 溃 都 有 驱 现 代 中 国 的 青 年，要 求 在

‘实际上去求解决的方法。”瑒瑣

　　王统照先生在文中还有 一 段 因 秋 白 的 作 为 引 起 对 当

时青年的感慨，虽已事过境 迁，但 读 后 仍 可 从 中 得 到 些 有

益的启示，故也录于下：

　　“哦！现代的中国青 年，只 知 趋 名 争 荣，东 扶 西 倒，甚

或虚伪，狡诡，你们 身 上 应 负 有 何 等 责 任！你 们

心上应燃起怎样 的 火 焰？你 们 对 于 日 日 切 近 的

社会，应该取 何 等 方 法 去 解 决？ 你 们 对 于 自 己

的人生，应该看作 何 等？这 些 问 题，大 多 数 人 都

置至脑后，只知嚷 着 几 个 流 行 的 新 名 辞，便 以 为

尽了神圣的责任，而 眼 看 着 一 切 一 切 呵，都 只 有

消沉下落，迟滞不前。”瑒瑤

　　让我们能象秋白那样，摆 脱 个 人 生 活 中 的 悲 苦，家 庭

中的 不 幸，认 识 时 代 所 赋 予 我 们 的 重 任，力 戒 空 谈，努 力

实践，自觉担当起祖国富强民族兴旺的历史责任！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第４４０页。
　　②③④⑤⑧⑨⑩瑏瑡瑏瑢瑏瑣瑏瑤瑏瑥瑏瑨瑐瑣瑐瑥瑐瑨瑐瑩瑒瑡瑒瑢瑒瑣瑒瑤瑒瑥瑒瑦《瞿秋

白文集》文学编第一卷，人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０年 版，第２４、２４～２５、１３
～１４、１４～１５、２４～２５、２４、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５、２６、２７、２６、
２６、２６～２７、２９、３０、３０～３１、２７、８０页。
　　⑦瑏瑧瑐瑠瑐瑡瑐瑢瑐瑦瑑瑣瑑瑤瑑瑥瑑瑩姚宁中等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江

苏人民出 版 社１９９３年 版，第４５７、４５７、４６５、４６１、４５７～４５８、５０、
４５８、４６３、４６９、４５８页。
　　瑏瑦瑏瑩王观泉：《一 个 人 与 一 个 时 代—瞿 秋 白 传》，天 津 人 民 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９、８０页。
　　瑐瑤《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页。
　　瑐瑧瑑瑠瑑瑡瑑瑢瑑瑧瑑瑨瑒瑠《瞿秋白文集》政治理 论 编 第 一 卷 第２５、６４、
８、９、６１、８０、２９４页。
　　瑑瑦《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中国人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０页。
　　瑒瑧瑒瑨瑒瑩《王统照文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

３８５、３８８、３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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