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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的演变

李　安　山

　　从一般意义上说, 民族主义是一种基于

民族意识或情感的理论纲领或思想观念, 它

包含个人对本民族忠诚热爱的心理状态、对

其共同命运的信念和对共同未来的希望。本

文拟从已公布的史料中对曼德拉民族主义思

想的演变进行分析, 主要论点是: 曼德拉的民

族主义思想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而这一

过程与南非政治形势的发展和曼德拉政治地

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一

还在幼年时代, 曼德拉经常听村里老人

讲起先辈为保卫国土而战的事迹, 这些饱含

着民族精神的口头传说给曼德拉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他下定决心, 要为自己的民族服务,

为人民争取自由贡献自己的力量。① 1938

年, 曼德拉来到黑尔堡大学学习, 这所大学为

苏格兰传教士于 1916 年所建, 是南部非洲第

一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② 传教士办学的

目的有两个: 传播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传授实

用的基础知识。③然而, 正是这些教育设施和

教育活动造就了一大批杰出人物, 他们中既

有老一辈南非民族主义斗士贾巴伍教授、苏

玛博士、约翰·杜贝博士、塞姆博士, 也有二

战后新一代黑人领袖索布克韦、坦博和曼德

拉。正是在学校浓厚的政治空气的熏陶下, 曼

德拉开始萌发出朴素的民族主义意识。短短

三年的大学生活, 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 丰富

了他的社会经验。更重要的是, 他结识了一批

志同道合的青年民族主义者, 这对他的民族

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1943 年, 在沃尔特·西苏鲁的影响下,

曼德拉参加了非国大的政治活动, 并参与青

年联盟的创建工作。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 对

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安东·伦比德。伦比德

是一位狂热的南非民族主义者, 他提出的非

洲主义哲学鼓舞了整整一代黑人政治家。曼

德拉在自传中说, 当他第一次听伦比德谈话

时, 他就知道对方是一位“用具有独创性并令

人吃惊的方式思维且很有魅力的人物”④。伦

比德认为,“现代的历史是民族主义的历史。

民族主义在人民斗争和战斗之火中经受了考

验并被发现是反对外来统治和现代帝国主义

的惟一解毒剂。”他进一步指出, 所有的非洲

人应放弃各自的部落主义, 皈依民族主义, 这

种非洲民族主义就是非洲主义, 是“自我表现

与自我实现的一个更高层次”⑤。

伦比德的非洲主义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内

容: 首先, 心理上深受种族歧视创伤的非洲人

必须振作起来, 重整信心, 非洲人有自然赋予

的力量, 有光荣的过去, 决不应为那种低人一

等的陈词滥调所束缚。其次, 非洲是非洲人的

国土, 只有他们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从远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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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非洲人即在此生育繁衍。非洲主义的另一

个显著特征是泛非主义。这种泛非主义有两

种特性: 种族性与大陆性。所谓种族性即非洲

主义在表达时总伴随着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认

同; 所谓大陆性则表现在主张整个非洲大陆

的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是非洲人的民族主

义感情, 即那种作为非洲人的感情, 而不管任

何部落联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经济阶

级。”①

伦比德可以说是 40 年代南非黑人青年

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 曼德拉等人深受其影

响。这在曼德拉参与起草的两个早期文件中

可以看出来。非国大青年联盟于 1944 年复活

节正式成立, 其成立宣言明确指出:“白人种

族与黑人的政治接触导致一整套互相冲突的

生活条件与生活观点的产生, 这严重地阻碍

了南非民族形成的进展。”白人凭借优越的军

事技术夺走了黑人的土地, 确立了自己的权

威, 并剥夺了非洲人选择自己命运、自由自在

生活的权利, 但非洲人并未接受这一命运的

摆布。宣言明确表示, 那种认为非洲人作为被

征服的种族必须遭受统治的理论不能接受,

并庄严宣告:“我们的斗争目标是非洲主义,

我们的座右铭是非洲的事业必将胜利。”②

1948 年青年联盟全国执委会提出的基

本政策文件更注重对非洲民族主义的理论阐

述。与成立宣言一样, 它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

看待。这一文件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 它将

非洲民族主义的两股潮流加以区别。一种以

马库斯·加维“非洲人的非洲”为口号, 主张

将欧洲人赶下海去, 这是一种极端革命的过

激的民族主义。文件指出, 青年联盟主张的则

是温和的非洲民族主义, 即非洲主义。青年联

盟认识到南非的实际情况, 认识到不同种族

集团将在南非共存下去,“但我们坚持, 种族

间和平与进步的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我

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当

然, 这比伦比德 (1947 年逝世) 时的非洲主义

要显得温和, 可以说是认识上的一种改进。

其二, 文件分析了南非种族集团。非洲人

是南非最大的集团, 他们是“非洲民主运动的

关键”。对印度人的分析比较保守: 他们的祖

国在印度,“只要他们不破坏或阻碍我们的解

放斗争, 我们不应当将他们看作入侵者或敌

人”。有色人与非洲人不同, 虽然他们也遭受

压迫, 但其程度有别于非洲人。文件将欧洲人

分为两类, 指出一部分欧洲人热爱公正, 谴责

种族压迫, 但对整个集团的看法是否定的。

“如果非洲人在其政治斗争中期望欧洲人的

鼓励或帮助, 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并使自己的

力量偏离方向。”③

作为青年联盟的发起人与领导人之一,

曼德拉在思想上深受非洲主义的影响, 这还

可以从一场关于青年联盟的指导思想的争论

中看出来。当时, 奥利弗·坦博认为,“非洲主

义”是种族歧视的另一种形式, 主张用“民族

主义”更合适, 这可为白人留一条路, 也可使

受基督教影响的黑人易于接受。他认为, 在南

非黑人中间, 力争为白人所接受的要求与剥

夺白人特权的要求一样强烈。曼德拉与伦比

德则极力反对坦博的主张, 他们认为, 自由派

白人多年来一直鼓吹温和行动, 大大妨碍了

黑人反抗力量的增长。这种乞望为白人接受

的想法削弱了黑人的决心, 使他们易受温和

派影响。只有坚持非洲主义, 才能唤醒黑人的

自尊, 恢复对过去的骄傲和对未来的信心。④

他们坚持非洲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则与领导权

有关。如果开展包括各个种族集团的民族主

义运动, 他们担心运动的领导权将旁落至其

他种族集团手中, 这将削弱南非黑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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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伦比德的影响, 曼德拉对共产党持否

定态度。早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读书时, 曼

德拉结识了一些印度人和白人共产党员。但

他被认为是“强烈反共的”①。这主要有以下

几个原因: 第一, 他相信酋长制, 而认为共产

主义是不赞成传统制度的; 他信奉基督教, 而

共产党是反基督的。第二, 共产党的哲学强调

阶级斗争, 将阶级矛盾置于首位, 而他则认为

南非的首要矛盾是“种族矛盾”; 黑人工人深

受压迫首先因为他是黑人, 其次才因为他是

工人。第三, 共产主义是外来哲学, 共产党员

多为白人或印度人, 这是他难以接受的。第

四, 南非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南非

政府参战先是反对, 继而支持, 这种左右摇摆

的政策使黑人群众无所适从, 在客观上降低

了共产党人的威信。曼德拉的反共态度曾使

他所在的非国大德兰士瓦支部于 1945 年通

过一项决议, 要求其他组织的人 (实际指共产

党员)退出非国大, 但此决议在非国大全国大

会上遭到否决。② 通过后来的斗争实践和对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特别是与一些白人共产

党员 (如乔·斯洛沃、弗斯特·鲁斯、布莱

姆·费希尔)的长期接触, 曼德拉逐渐改变了

对共产党的认识。③

二

从 1952 年的蔑视运动到 1964 年的利沃

尼亚审判可说是曼德拉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

熟的阶段, 其重要标志是他日益认识到与其

他种族合作的必要性。1952 年 6 月的蔑视运

动是非国大与印度人大会为反对南非政府的

种族隔离法令而联合发起的运动, 它可以说

是非国大斗争策略的一个转折点。曼德拉当

时任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与印度人大会书记

卡恰利亚一起出色地组织了这场被称为“惊

人的胜利”的反抗运动。同时, 他开始认识到,

要取得黑人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 只有联合

其他种族。1955 年的自由宪章运动更坚定了

曼德拉的这一信念。

蔑视运动不仅扩大了非国大的影响, 曼

德拉也因其出色的领导而当选为非国大德兰

士瓦省主席和全国副主席, 协助新当选的主

席卢图利酋长开展工作。此时, 世界各地民族

独立运动与非洲反殖斗争风起云涌, 而南非

有色人大会和白人民主人士大会也相继成

立。这为多种族合作创造了新的条件, 非国大

开始了联络其他民主政党、建立人民代表大

会的工作, 并强调未来“不是由国民大会来统

治南非, 而是全体非洲人将全力参与 (对南非

的)所有权及其治理”④。

1955 年 6 月, 南非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这是由非国大联络印度人大会、有色人大会、

白人民主人士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召开的五

方会议, 也是一次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盛会。大

会通过了曼德拉参与起草修改的《自由宪

章》。宪章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我们, 南非人

民, 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告: 南非属于在南非居

住的全体人民, 黑人与白人。除非根据全体人

民的意志, 任何政府都不能正当地要求权

力。”《自由宪章》除了提出很多具体的民主要

求之外, 对民族问题格外重视。要求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方面给予一切民族集团以充分的

平等权利,“一切民族集团应受法律保护, 不

使他们的种族和民族自尊受到侮辱⑤。”

然而, 也正是这种提法导致非国大分裂

为支持宪章的“宪章派”和持反对态度的“非

洲主义者派”。继续忠于伦比德的非洲主义者

认为,《自由宪章》主张南非属于全体居住在

南非的人, 即属于外国霸占者与本土被剥夺

·3·

①

②

③

④

⑤ 格里格·麦卡坦编:《纳尔逊·曼德拉演说集,
1990 年》“附件: 自由宪章”, 纽约, 1990 年, 第 67～ 68 页。

阿尔伯特·卢图利:《让我的人民前进》, 伦敦,
1962 年, 第 82 页。

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 第 104～ 105 页、第
410～ 411 页; 霍兰:《斗争》, 第 230 页。

玛丽·本森:《非洲爱国者: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史话》, 伦敦, 1963 年, 第 116 页。

玛丽·本森:《南非: 为生而即有的权利而斗争》,
伦敦, 1985 年, 第 95 页; 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 第 87
～ 88 页。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者; 南非的财富由欧洲人和非洲人共有, 即为

外国强盗和本土受害者所共有, 这是对非洲

民族主义的背叛。① 而曼德拉正是属于非洲

主义者谴责的“宪章派”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

因促使曼德拉从一个激进的非洲主义者变为

一个愿意与其他种族合作共同建立新南非的

“宪章派”呢?可以说, 实际斗争经验使他改变

了对其他种族的看法。

1950 年的劳动节大罢工是由南非共产

党和印度人大会组织的, 曼德拉极力反对非

国大参加这一活动。虽然示威活动遭到马兰

政府的镇压, 但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高度

的组织才能给曼德拉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

马兰政府公布了《镇压共产主义法》, 宣布共

产党为非法组织。在非国大召开的紧急会议

上, 坦博动情地说:“今天是共产党, 明天将是

我们的工会, 我们的印度人大会, 我们的非洲

人民党, 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事件

对曼德拉教育很深, 他开始认识到与其他政

治派别团结一致的重要性。②

1952 年的蔑视运动实际上是曼德拉借

鉴了南非印度人不抵抗运动的经验而发起

的。在运动中, 曼德拉与印度人大会领导人卡

恰利亚配合默契, 最大限度地发动了广大群

众。此时, 曼德拉对白人仍采取不信任态度。

1953 年初, 他谴责黑人领袖卢图利酋长和马

修斯教授与白人民主派会谈, 当即遭到马修

斯的反驳, 批评曼德拉对白人一无所知。③后

来, 1954 年发生的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当

时, 德兰士瓦律师协会向南非最高法院提出

要将曼德拉从律师中除名, 理由是他领导蔑

视运动而被捕, 从事了与律师身份不符的活

动。与黑人解放运动毫无联系的著名白人律

师、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沃尔特·波洛

克出庭为曼德拉辩护, 法庭最后裁决曼德拉

胜诉。④曼德拉深受教育, 正如玛丽·本森所

说, 这件事促使曼德拉进一步认识到与其他

种族共同工作的必要性。⑤

这一时期, 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思想还反

映在他于 1962 年审判和 1964 年的利沃尼亚

审判中所作的两篇辩护词里。他坚决否认自

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但坚持反对白人至上

和白人统治的南非政权。他指出, 种族主义是

野蛮的, 不管它来自一个黑人或一个白人。同

时, 他对“非洲人”一词作出了新的解释: 所有

的人, 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 不管他们

的肤色, 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 并相信民主和

人人平等的原则, 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⑥这

与 1948 年青年联盟的政策文件中对“非洲

人”的限定相比, 大大前进了一步。很明显, 曼

德拉已从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了一个

成熟的政治领袖。

三

从 1964 年起, 曼德拉开始了漫长的铁窗

生涯并被剥夺了向人民表达思想的权利, 但

他对南非民族主义的信仰和牺牲精神极大地

鼓舞了 70 年代的黑人觉悟运动与 80 年代再

次兴起的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如果说, 从蔑视

运动到利沃尼亚审判, 曼德拉还只是非国大

这一组织的卓越领导人, 那么, 28 年多的监

狱生活已使他成为无可争议的南非黑人领

袖。正如一位罗本岛的难友玛哈拉吉指出的,

任何黑人组织, 只要是为了黑人的自由解放

和结束民族压迫而战, 不管其政见如何不同,

策略迥然相异, 只要谈到南非未来, 没有不提

到曼德拉的。⑦ 曼德拉已开始学会从南非被

压迫人民的利益, 而不仅仅是非国大一个政

党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在南非的政治斗争中,

他的思想和威望已日益成为一种凝聚力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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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玛哈拉吉的回忆》, 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命》,
第 216～ 217 页。

杨立华:《南非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22～ 143 页, 144～ 168 页。

本森:《南非》, 第 169 页。
曼德拉: 同上, 第 141～ 142 页。
曼德拉: 同上, 第 137～ 138 页。
曼德拉:《走向自由的长征》, 第 101～ 102 页。

前引书, 格尔哈特:《南非的黑人力量》, 第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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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希望。

1976 年索韦托惨案后, 曼德拉立即从监

狱发出呼吁, 号召南非人民团结起来, 击溃种

族隔离制。在这封充满战斗精神的信中, 他对

种族合作与民族团结的思想表达得更为具

体。他指出:“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

道从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

有色人和印度人全面反对这一制度。⋯⋯胜

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必须坚持挫败

任何分裂黑人、劝诱和唆使一个黑人集团去

反对另一个黑人集团的努力。”值得注意的

是, 曼德拉将“黑人”这一人种的内涵大大延

伸, 将有色人和印度人包括进来。他不仅注意

到黑人之间的团结, 还注意到联合民主派白

人。在同一封信中, 他指出: 我们的人民——

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民主派白人必须团

结成统一群众行动的巨大而坚实的反抗长

城。”①在狱中会见乔治敦大学法律系教授塞

缪尔·戴西时, 曼德拉强调,“南非的白人与

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不同, 南非白人属于这

里, 这里是他们的家。我们希望他们住在这里

和我们分享权力。”② 很明显, 曼德拉已十分

清楚地认识到未来斗争中团结一切力量的重

要性。

80 年代后期, 曼德拉在考虑政治解决的

前景时, 日益认识到解决南非白人对多数统

治的恐惧心理的重要性。在他于 1989 年 7 月

交给博塔总统的信中, 他强调政府与非国大

谈判时必须注意的两个中心问题。第一, 在一

个统一国家实行多数统治的要求; 第二, 白人

对这一要求的关注及多数统治将不意味黑人

对白人少数统治的结构保证。③ 曼德拉希望

看到一个统一而非分裂的南非, 他既希望看

到黑人摆脱白人少数统治而当家作主, 同时

也希望白人将与黑人并肩参与国家管理。可

以看出,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包容性愈来愈

广泛。随着政治斗争的需要, 曼德拉开始致力

于培养黑人与白人作为南非人的民族主义感

情。

曼德拉获释后, 他深深懂得, 与政府的谈

判固然重要, 但民心则是关键。形势已十分明

显, 他将被历史推到新南非领导人的职位。为

了争取白人的支持而又不辜负黑人的期望,

他利用一切机会阐明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

无论是电视讲话抑或记者采访、群众集会抑

或外交场合, 他始终将黑人的要求与白人的

担忧并列, 指出谈判双方必须重视两方面的

问题。获释当天, 他即在开普敦市政厅的群众

集会上, 重申了自己的立场: 反对白人统治,

也反对黑人统治。④ 为了解决黑人内部的分

歧和冲突, 他奔走于各地, 呼吁黑人加强团

结, 实现和平, 建立一个单一的民族,“我们新

的民族将包括黑人与白人, 祖鲁人和阿非里

卡人, 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

达到这一目的, 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

别活动与地方主义。”同时, 他也十分重视团

结南非白人,“我们要使我们的南非白人兄弟

姊妹们放心, 对我们的政策, 他们丝毫不用害

怕”⑤。

然而, 使他殚思极虑的是如何团结白人

反对派的问题。这些白人大部分都有枪支武

器, 如处理不当, 他们可能成为一股破坏力

量。为了培养白人的南非民族感情, 曼德拉开

始使用一个特别的词语来称呼他们: 我们的

白人同胞 (ou r w h ite com patrio ts)。在 1990

年 6～ 7 月的出访中, 他多次用此来称呼南非

白人反对派。在对欧洲议会的演讲中, 他指

出:“极为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白

人同胞中很多人还不能接受白人少数统治制

度必须完结, 他们中很多人有武器。”在联合

国反对种族隔离制特别委员会的发言中, 他

说:“我们的白人同胞中还有很多人在竭力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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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白人少数统治这一罪恶制度, 有些是因为

种族主义思想作怪, 有些则对多数人的民主

统治表示恐惧。”在对美国参众两院的讲话

中, 曼德拉提到南非贫富不均时再次使用这

一称呼。“我们的白人同胞的富裕和为了达到

富裕而有意扭曲经济的做法”加剧了这种贫

富悬殊。在英国工业界同盟会上, 他再次强

调:“我们的白人同胞中有很多人反对民主变

革”, 因此必须正视困难。①

用“我们的白人同胞”这样一个颇有亲切

感的词语来称呼时刻准备和自己作斗争的反

对派, 这不能不说是曼德拉独具匠心的创造,

同时也表现了他宽阔的政治家胸怀, 这也是

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具体体现。他

要求停止黑人争斗的呼吁、对白人切身利益

的关心以及对白人反对派的争取, 无疑为他

扫清了谈判道路上的障碍, 并赢得了国际社

会和绝大部分南非人的支持, 从而使他最终

当选为南非民族团结政府的总统。当选后, 曼

德拉仍致力于对整个南非人民的民族主义意

识的培养。他在 1994 年 6 月接见英国《独立

报》记者时明确表示: 在今后 5 年, 他的主要

任务是转变所有南非人的思想, 使他们建立

一种新的民族特性和对民族的忠诚意识。

四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曼德

拉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第

一次是从非洲主义即狭隘的排外的民族主义

到黑人 (包括非洲人、有色人) 民族主义的转

变; 第二次是从黑人民族主义到容纳所有南

非人 (黑人和白人) 的南非民族主义的转变。

这一演变过程与南非政局的变化特别是曼德

拉本人的政治经历密切相关——从一个年轻

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变为成熟的非洲人国民大

会领导人, 再变为众望所归的南非黑人领袖;

最后由在野的南非黑人领袖变为执政的南非

共和国总统。

不容忽略的是, 曼德拉和他的民族主义

思想面临严峻的考验。首先, 他必须进一步区

分和协调非国大作为一个政党的利益和整个

南非民族的利益。这是自从他获得自由后一

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南非新宪法公布后, 国

民党退出政府使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其次, 他

必须进一步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个黑人领袖,

更重要的是南非民族的领袖。但期望值过高

产生的负效应正在逐步显示出来。再次, 数百

年的种族歧视遗留下来的是偏见、隔阂甚至

敌视。期望种族隔离制的精神遗产在一次政

权交替中随之消失既不可能亦不现实。

曼德拉的民族主义是包容性的, 而非排

他性的。但南非白人与黑人并非毫无保留地

接受了曼德拉的南非民族主义。从白人的角

度来说, 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的

历史优越感和特权之上, 要放弃很不容易。黑

人的地区民族主义或地方自治主义 (Com 2
m unalism ) 更为复杂, 这里既有各族人民的

文化渊源, 也有白人长期统治的后果, 还有对

政治解决带来的平等权利所作的机会主义反

应。在人类历史上, 民族认同这一问题引起过

无数灾难, 至今亦然, 我们没有特别的理由在

未来南非这块土地上排除这种可能性。值得

庆幸的是, 南非人民拥有曼德拉这样一位领

袖。

曼德拉曾在自传中表示:“当我从监狱走

出去的时候, 是要同时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

者。”②这一使命理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

思想各方面。目前, 南非已基本完成了政治建

制并正在着手经济改革。然而, 从文化心理和

思想意识上完成这一使命显得更为重要。可

以说, 遏制白人狭隘民族主义和黑人地方民

族主义将任重道远。

(本文作者李安山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

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邢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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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ES T AS IA AND AFR ICA No. 3, M a y- J une 1997

Summary

ON EVOLU T ION O F M AND ELA ′S
NA T IONAL IST ID EOLO GY

　　M andela′s na t iona list ideo logy has experienced a p rocess of gradual evo lu t ion. T h is p ro2
cess has been clo sely rela ted w ith the developm en t of po lit ica l situa t ion s in Sou th A frica and

the change of M andela′s po lit ica l sta tu s. Tw o m ajo r changes occu red in h is ideo logy. T he

first w as the change from A frican ism of the narrow and exclu sive na t iona lism to the b lack

(includ ing the A frican, the co lou red and the Ind ian) na t iona lism ; the second w as the change

from the b lack nat iona lism to the Sou th A frican nat iona lism accomm odat ing a ll the Sou th

A frican s (bo th b lack and w h ite). M andela and h is na t iona lism is today st ill facing severe

test: he m u st fu rther d ist ingu ish and coo rd ina te the in terest of the AN C as a party and tha t

of the en t ire Sou th A frica as a na t ion, and he m u st go a step fu rther to p rove h im self to be

no t on ly the leader of the b lack peop le, bu t a lso the leader of the Sou th A frican nat ion; fu r2
therm o re, he shou ld a lso strive to help erad ica te the racia l b ias, est rangem en t and even ho s2
t ility. (L i Ansha n)

R EA SON S W H Y SOU TH A FR ICA IS TO ESTABL ISH

D IPLOM A T IC R ELA T ION S W ITH CH INA :

A PR EL IM INA R Y ANAL YS IS

　　L ast N ovem ber, P residen t M andela so lem n ly announced tha t Sou th A frica w ou ld sever

its“dip lom atic t ies”w ith T aiw an and in stead estab lish d ip lom atic rela t ion s w ith the Peop le′s

R epub lic of Ch ina by the end of 1997. T he new Sou th A frican governm en t has m ade the deci2
sion in line w ith the in terna t iona l estab lished dip lom atic no rm s after seriou sly w eigh ing ad2
van tages and disadvan tages in acco rdance w ith its sta te and nat iona l in terest. It w ill be d iff i2
cu lt to reverse the trend, m ain ly becau se of the fo llow ing reason s: T aiw an′s“dip lom atic t ies”

w ith Sou th A frica is w ithou t any po lit ica l base, and it is pu rely ou t of its ow n po lit ica l in ter2
est tha t T aiw an au tho rity has m ain ta ined th is t ies w ith Sou th A frica th rough expan sion of e2
conom ic and trade rela t ion s, bu t w ith no genu ine in ten t ion to help the new Sou th A frica in

its developm en t. H aving rea lized th is, the A frican leaders fina lly decided to step ou t of the

m istaken zone of‘dual recogn it ion’. Sou th A frica′s recogn it ion of the PRC is in acco rd w ith

the d ip lom atic no rm s acknow ledged by the in terna t iona l comm un ity, and it w ill be conduc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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