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世纪史回顾·

论“非殖民化”: 一个概念的缘起与演变
Ξ

李 安 山

　　“20 世纪的问题, 就是肤色界线的问题——即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诸岛上深色皮肤和

浅色皮肤人种之间的关系。”② 泛非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在 1900 年的这一预言极形象地概括了

20 世纪的历史特点。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和欧洲殖民帝国的崩溃无疑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事

件之一。在世界史研究中, 是否可以用“非殖民化”来概括这一事件的过程?“非殖民化”可否作

为一个中性词使用? 由于对“非殖民化”的理解不同, 对此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拟对“非殖

民化”这一概念的产生、演变及各方的理解作一探讨, 力图说明:“非殖民化”一词含义中性, 并

非仅“强调殖民国家在殖民帝国瓦解过程中的活动”和“强调西方殖民国家给以殖民地独立的

主观能动性”; ③ 第二,“非殖民化”一词内涵丰富, 其内涵在时空上比“殖民体系崩溃”更为广

泛; 第三, 历史文化的非殖民化任重道远, 需要社会人文科学家的长期努力。

非殖民化: 理论的提出与传播

谁最早提出“非殖民化”? 哈格里夫斯认为,M ·波恩最早于 1932 年使用此词。④ 其实不

然。布哈林于 1927 年即提出这一概念, ⑤ 但最早对“非殖民化”进行理论概括的是印度共运创

始人马·纳·罗易。1927 年, 他受共产国际的委托草拟《关于印度问题的决议草案》, 正式提出

了“非殖民化”理论。他认为: 一战后的经济危机迫使英国抛弃旧殖民方式, 采取新的剥削方法,

印度正处在“非殖民化”的过程中, 即将从“附属国”上升到“自治领”地位, 将从一个农业殖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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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 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913 页。

约翰·哈格里夫斯:《殖民统治在西非的结束》(John H argreaves, T he End of Co lonial Rule in W est A frica) , 伦敦 1979
年版。

张顺洪:《论英国的非殖民化》,《世界历史》1996 年第 6 期, 第 2—10 页。
转引自科林·勒古姆:《泛非主义》(Co lin L egum , Pan- A frican ism ) , 伦敦 1962 年版, 第 25 页。

英文为 deco lon isation (英)或 deco lon ization (美) , 法文为 déco lon isation, 中文译为“非殖民化”或“非殖民地化”。本文
除原引文中的“非殖民地化”照旧外, 其他地方均译为“非殖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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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国, 成为“英联邦自由国家”的一员。印度的“非殖民化”得益于两个因素: 战

后的经济危机和印度群众的觉醒。罗易并没有将“非殖民化”作为一个已完成的事实, 而只是作

为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他还指出,“非殖民地化孕育着英帝国解体胚胎。”①

1928 年 7 月, 共产国际六大召开。会议就殖民地问题展开激烈辩论。最后, 大会通过的《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提纲》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库西宁全面否定了“非殖民化”理论, 罗易也因

此受到批判。② 在这里, 我不想否认罗易的某些错误观点 (如夸大印度工业化的程度和否定印

度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但是, 他的理论比较客观地分析了印度的实际情况, 明

显含有合理成分。首先,“非殖民化”理论表明罗易适时地看到英帝国被迫改变殖民统治方式,

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其次, 他从这一变化认识到帝国主义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趋势。更重要的是,

这一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体现了资本主义为自己创造了掘墓人的观点。“非殖民化”这

一理论可以说是罗易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贡献。

1932 年,“非殖民化”一词出现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这很可能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次使

用此词。在“帝国主义”词条中,M ·波恩指出, 除黑非洲以外, 几乎所有的欧洲殖民地都出现了

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在全世界一个反对殖民化的时代已经开始, 非殖民化正在迅速展开”。

很明显, 他将“非殖民化”看作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运动和过程。1934 年, 他在《国际事务》上进

一步指出,“殖民化作为一个伟大的世界运动正面临末日⋯⋯帝国崩溃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不

断进行”, 认为非殖民化不仅反对政治依附, 也反对经济依附。“非殖民化”表明欧洲的殖民化时

代已经终结, 殖民体系开始动摇, 民族独立的曙光正在出现。③

在传播和使用过程中,“非殖民化”一词可谓命运多舛。它面对各种不同的待遇: 法国人的

多情、英国人的冷漠、联合国的拥抱和原殖民地的复杂态度。法国前殖民官员亨利·拉波瑞的

《殖民化、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巴黎, 1952 年)使“非殖民化”一词开始在法国传播。法国总统

戴高乐经常使用这一词。在 1960 年 9 月 5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 他谈及“关于世界范围内的整个

非殖民化问题”时指出: 各国人民的解放既符合法国的精神, 也符合世界上正发生的不可抗拒

的运动。1961 年 9 月 23 日他又指出:“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是非殖民化问题。殖民地的时期已

经结束⋯⋯今天,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马达加斯加、非洲已经亲自掌握了它们的命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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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第 7 卷, 麦克米兰 1932 年版, 第 612 页;M ·波恩:《反
对殖民化的时代》, 载《国际事务》( In ternational A ffairs) , 13: 6 (1934) , 第 845—47 页。

　关于前苏联学者的观点, 参见 R·A ·乌里扬诺夫斯基主编:《共产国际与东方》(R. A. U lyanovsky, ed. , T he
Com intern and the East) , 莫斯科 1981 年版, 第 200 页; 关于我国学者对罗易“非殖民化”理论的研究, 可参见陈
峰君:《共产国际与罗易的四次交锋》,《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 8 期, 第 14—17 页; 锋钧、薛燕:《罗易的“非殖
民地化”的理论述评》,《南亚东南亚评论》第 2 辑, 1988 年版, 第 43—66 页。

　决议草案参见 S·雷编:《M ·N ·罗易选集, 1927—30》(S. Ray, ed. , Selected W o rk s of M. N. Roy) 第 3 卷, 牛津
1990 年版, 第 84—112 页; 有关研究参见古普塔:《共产国际、印度和殖民地问题》(S. Gup ta, Com intern, India and
the Co lonial Q uestion) , 加尔各答 1980 年版, 第 117—8 页; 奥弗斯特里特、温德米勒:《共产主义在印度》(G. D.
O verstreet &M. W indm iller, Comm unism in India) , 加州大学 1959 年版, 第 102—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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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完成在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工作”。①

有意思的是,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 英国官方对“非殖民化”一词一直讳莫如深。直至

1978 年, 原殖民部官员希尔顿·波因顿在《殖民时期的非洲——非殖民化年代的殖民官员》

(1978 年)一书中仍然极力否认英国政府正式使用“非殖民化”一词。同时,《牛津大辞典》直到

1975 年尚未列入该词 (1972 年补编除外) , 而 1974 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也未将“非殖民

化”列入条目。②英法两国政府对“非殖民化”一词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国殖民政策的

不同, 同时也反映了各自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

1960 年是作为“非洲年”而载入史册的。这一年有 17 个非洲国家取得独立; 英国首相哈罗

德·麦克米伦发表了“变革之风吹遍了非洲大陆”的著名演说。也就在这一年, 第 15 届联大发

表了一个《非殖民化宣言》, 表达了对殖民地独立问题的关注和期望。这一宣言是亚非独立国家

正义要求的体现, 也是亚非民族主义运动斗争的结果。宣言的导因是赫鲁晓夫的发言。他认为

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耳德在刚果行动不力, 并提出制定结束殖民统治新宣言的倡议。倡议包括

三方面内容: 第一, 所有殖民地领土、国家和非自治领土必须立即给予独立, 并根据人民的愿望

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第二, 所有在别国的租借地及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必须彻底铲除。第三,

所有成员国必须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 尊重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③

这一倡议使与会的 43 个亚非国家深受鼓舞, 它们提出另一个草案。该草案共有 7 点。其

主要内容为: 外来的征服、统治和剥削是对基本人权的否定, 与《联合国宪章》相违背; 所有国家

和地区的人民都享有自主权; 政治、经济、社会或教育不足不能成为拖延独立的理由; 停止用武

力或镇压方式反对殖民地人民, 使他们自由行使完全独立的权利; 在托管地、非自治领土及一

切尚未独立的国家采取措施, 将一切权力迅速无条件地移交给人民。④ 经过激烈辩论, 大会以

89 票赞成、零票反对和 9 票弃权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即《非殖民化宣

言》。这一宣言是对《联合国宪章》第 11 章“关于非自治领土之宣言”的充分解释: 人民享有自决

权, 使人民遭受外国统治与剥削就是妨碍世界和平; 应采取步骤无条件地将所有权力移交给托

管地和非自治领土人民, 使他们享有完全的独立和自由。⑤这一精神为殖民地人民提供了法律

4　　　　　　　　　　　　　世　界　历　史　　　　　　　　　　　　　1998 年第 4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卓诺维奇:《联合国决议系列É : 大会通过的决议》(D. J. D jonovich, U nited N ations Reso lu tions Series É , Reso lu2

t ions A dop ted by the General A ssem bly) , 第 8 卷 (1960—1962) , 纽约 1974 年版, 第 188—189 页。

　联合国文件, A öL 323öA dd. 1- 6, 第 209—210 页。

　联合国文件, A ö4502, 转引自亚辛·艾尔—阿约蒂:《联合国与非殖民化: 亚非的作用》(Yassin E l- A youty, T he
U nited N ations and D eco lon ization: T he Ro le of A fro- A sia) , 海牙 1971 年版, 第 208—209 页。

　A ·柯克—格林:《英属非洲的非殖民化》, 载《今日历史》(H isto ry Today) , 42: 1 (1992) , 第 45 页。关于牛津大学
与英帝国的关系, 参见 F·马登:《牛津与联邦的观念》(F. M adden, O xfo rd and the Idea of Commonw ealth) , 伦敦
1982 年版; 西蒙兹:《牛津与帝国》(R. Symonds, O xfo rd and Emp ire) , 牛津 1991 年版。

　国际关系研究所:《戴高乐言论集, 1958 年 5 月—1964 年 1 月》,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4 年版, 第 183—185、294 页。
关于法国非殖民化的最新研究, 参见雅克·托比等:《法国殖民史: 1914—1990》(Jacques T hobie et al. , H isto ire
de la F rance co lon iale 1914- 1990) , 巴黎 1990 年版; 雷蒙德·贝茨:《法国与非殖民化: 1900—1960》(Raymond
Betts, F rance and D eco lon ization, 1900- 1960) , 伦敦 1991 年版; A ·克莱顿:《法国的非殖民化战争》(A. C lay2
ton, T he W ars of F rench D eco lon ization) , 伦敦 1994 年版。还可参见李维:《试论戴高乐的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政
策的两重性》,《世界历史》1996 年第 6 期, 第 39—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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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使他们可以自愿决定其政治地位, 自由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

1961 年第 16 届联大通过了 1654 号决议案, 批准成立一个 17 人委员会 (1962 年增至 24

人, 后称“24 人委员会”) , 负责检查和督促《非殖民化宣言》的执行情况。这一决议注意到“某些

国家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部分或整个地破坏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现象”, 并要求这

些国家忠实执行非殖民化宣言。①根据本文作者考证, 这是“非殖民化”一词第一次出现在联合

国文件中。1965 年, 联合国专门发表《联合国与非殖民化》, 总结 24 人委员会的工作。这表明: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联合国正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非殖民化运动。

作为殖民宗主国的法国的政府官员频繁使用这一词, 主要是希望掌握舆论的主导权, 使殖

民统治崩溃这一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看上去更象法国政府的主动行为; 同时, 力图使世界人民

相信, 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解放斗争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 历史的发展并不依个别人的主

观意志为转移, 独立的非洲人民对“非殖民化”的理解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加深。

1960 年 12 月, 塞内加尔等 12 个法语非洲国家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会议, 通过了

《布拉柴维尔宣言》。宣言指出:“签字各国在向开始执行法国非殖民化并给予马达加斯加在内

的 13 个非洲国家独立的戴高乐将军致敬的同时, 面对继续带来死亡、毁灭和种族仇恨的阿尔

及利亚战争的持续进行不能不表示它们的痛苦心情。各签字国坚持它们为之进行了那么多斗

争的非殖民化原则; 但是它们知道长期延续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对非洲的危险, 它们采取的唯一

态度是通过谈判能够诚实而民主地实行戴高乐将军庄严宣布的自觉原则。”②第三届全非人民

大会于 1961 年 3 月在开罗举行。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 205 名。大会通过了“关于附属国人民

解放”等决议。“关于改组机构和消除殖民主义残余的决议”指出: 大会考虑到殖民统治阻碍了

非洲国家的正常发展, 不消除殖民政权的残余和改组行政、司法、经济和社会结构就不可能真

正实现独立; 因此大会“要求所有的非洲独立国家毫不延缓地着手使一切机构完全非殖民

化”。③ 很明显, 这里提出的“非殖民化”的主体是“所有的非洲独立国家”。

1961 年 4 月 27—29 日, 加纳、几内亚和马里共和国总统在阿克拉开会, 决议建立几内亚

—马里—加纳联盟。1961 年 7 月 1 日发表的《非洲国家联盟宪章》的“总则”列出了联盟的活动

领域。关于经济的原则如下:“规定一套共同的关于制定经济计划的指示方针, 目的是使从殖民

制度继承下来的体制非殖民化, 并为人民的利益组织成员国的财富开发。”同样, 这里“非殖民

化”的主体是“非洲国家联盟”。1963 年 5 月, 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了非洲独立国家首脑会议。

会议发表的第一个决议是“关于非殖民化的决议”。决议考虑了非殖民化的各个方面,“重申全

体非洲独立国家应把支持非洲尚未独立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作为自己的义务。”

决议还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④ 这次大会宣告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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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第 147、152—155 页。

《第三届全非人民大会文件选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317—318 页。
唐大盾选编:《泛非主义与非洲统一组织文选》,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27 页。

大会决议 1654 (Ò Í É )。《联合国年鉴》(Yearbook of the U nited N ations) , 纽约 1961 年版, 第 56 页。关于我国学
者对联合国与非殖民化问题的研究, 可参见王文:《论联合国在推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 陈鲁直、李
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41—54 页; 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 北
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28—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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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 9 月, 第一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举行。与会者庄严重申支持联合国的《非

殖民化宣言》,“并且建议立即无条件地、彻底地和最后废除殖民主义”。1964 年 10 月举行的第

二届不结盟国家会议对《非殖民化宣言》没有在所有地方得到实施感到遗憾; 并请联合国非殖

民化委员会注意波多黎各问题。1970 年 9 月, 第三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

“关于非殖民化的总决议”。决议遵照联合国《非殖民化宣言》的精神, 对殖民种族剥削政权的统

治表示了强烈的关注, 并采取各种行动对葡萄牙和南非进行制裁; 决议要求法国和西班牙政府

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容许其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获得自治的权利。①

如果说, 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 不结盟国家会议在使用“非殖民化”一词时还有所保留的话,

在以后的会议上, 不结盟国家完全是从积极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1976 年, 第五次不结盟国

家会议进一步指出:“非殖民化的过程已进入其最后的、决定性的阶段”,“呼吁不结盟运动成员

国作出一切努力来加速波多黎各人民的非殖民化过程, 并声援和支持他们争取自决与独立。”

1979 年 9 月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注意到非殖民化进程所取得的巨大进展”。1983 年

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指出:“不结盟国家正加紧努力推动在公正、裁军、普遍实行和平

共处各项原则基础上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 完成非殖民化进程。”②

在 1986 年 9 月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 与会者一致认为: 必须加强

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 并同意支援联合国新闻部, 使其加强公众对不结盟国家所关心问题的认

识; 而“非殖民化”即与“国际和平与安全”、“裁军”、“维和”等被列入不结盟国家最关心的问题。

当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于 1989 年召开时, 会议给予非殖民化问题以极大的关注, 并专门为“非

殖民化”发了一个文件。会议强调, 充分有效地执行《非殖民化宣言》仍然是消除殖民主义斗争

的基础。《贝尔格莱德宣言》郑重指出:“非殖民化的重要进程已进入了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在这

一进程中产生了一大批主权国家——今天, 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已成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

⋯⋯全面消除殖民主义和各国人民获得经济解放是维持和加强它们政治独立的一个必不可少

的先决条件, 它仍然是不结盟运动的一个优先考虑的任务。”③

非殖民化: 学术界的理解

那么, 学术界怎么看待这一概念呢?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非殖民化”是指殖

民宗主国在二战以后 (甚至更早) 主动给予殖民地独立或自治地位的行为, 或是殖民宗主国有

计划运作的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殖民化”主要是指殖民宗主国在撤出殖民地过程中采取

的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 使用时应该谨慎。第三种观点认为,“非殖民化”一词含义丰富且

具中性, 它所表达的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或一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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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英帝国史学家认为, 非殖民化是英国政府主动实行的一种政策。英国的非殖民化政

策是持续有序的, 从杜尔海姆报告 (1839)后就开始有计划逐步实行; 所有殖民政策都是为非殖

民化作准备。一旦非殖民化完成, 英帝国的目的即告完成。他们将“非殖民化”与“权力转移”互

相等同, 交替使用。① 概言之, 非殖民化是英国民主制度的一种具体体现。这并非英国的撤退,

而是英帝国使命的完成。② 菲尔德豪斯指出, 非殖民化是对英帝国经济困境的一种积极反应。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 英国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殖民地的资料来补偿英镑区的美元赤字, 在

50 年代经济回升后马上组织从殖民地撤离, 这是承认现实激流勇退的表现。他还认为, 法国精

心策划的殖民政策将殖民地与宗主国和欧洲的经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因此, 法国的“非殖民

化似乎完全可以看作仅仅是向已计划好的道路上迈出一步”而已。③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 非

殖民化是宗主国始于二战的一种积极策划, 起因不同, 但这是长远规划, 而非应急措施。弗林特

作为历史学家于 1983 年首次明确提出了“有计划的非殖民化”的观点。他认为, 在二战爆发前

后的几个月里, 英国殖民部的政策发生了一场革命。这种政策转变表现在两方面: 经济上的非

自由化和政治上的“非部落化”。皮尔斯则进一步发挥了弗林特的观点。罗宾逊也持这一观点,

但他认为英国非殖民化计划的标志是 1945 年工党执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而安德鲁·科恩

的所谓“非殖民化计划”是其核心。④

并非所有的英帝国历史学家都同意非殖民化是一种有计划的主动行动。塞尔虽然在时间

上同意罗宾逊的观点, 但他认为英国制定非殖民化计划不是主动的, 而是为殖民地兴起的民族

主义所迫。⑤研究英帝国思想史的权威桑顿普指出:“非殖民化与其说是一种政策, 不如说是对

已无法控制的事件的一种反应”, 将它称为政策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英帝国在世界舞台上一

直扮演着一个公认的角色, 非殖民化的作用相当于指出这一舞台的出口。⑥约翰·达尔文也指

出:“如果我们力图从英国非殖民化过程中找出某种逻辑, 我们可能大失所望。”他认为,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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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到 60 年代英帝国发生的根本不是有计划的撤退, 也不是经过考虑的从英帝国到英联

邦的转型, 只能说是无法预言的形势的一步步恶化, 据点的一个个丧失。英国所作的只能是尽

一切力量维持其地位和影响。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殖民化”是指殖民宗主国在殖民地走向独立进程中的活动, 将它归于

殖民主义的专有词汇。法国学者雅克·阿尔诺在 1958 年这样写道:“最近在殖民主义的词汇表

里出现了一个新术语:‘非殖民地化’。这个术语会是‘左’派的术语吗? 我们曾经搞过‘殖民地

化’, 现在我们搞‘非殖民地化’——‘殖民地化’也罢,‘非殖民地化’也罢, 主动权反正操在殖民

主义者手中。归根结底,‘非殖民地化’无非是使‘殖民地化’神圣化。而且它会使人们忘掉基本

的事实: 人民在争取他们自由的斗争中起决定性的作用。”②

著名的民族独立运动理论家法农曾在 1958 年指出:“民族解放阵线的目的不在于阿尔及

利亚的非殖民化或压迫制度的缓解。民族解放运动要求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一种让阿尔

及利亚人民掌握自己全部命运的独立。”很明显, 当时法农不喜欢“非殖民化”这个词, 他对这一

概念的理解是消极的。然而, 在他于 1961 年出版的《地球上的受苦人》一书中,“非殖民化”成了

一个完全中性的概念。他指出: 非殖民化是人类的一些种类取代另一些种类, 是被殖民者的最

低要求; 非殖民化是两种力量的碰撞, 是名符其实的创造新人。③

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非殖民化”一词意义含混, 既可表示一种中性, 也可隐含另一种意

义: 殖民宗主国突然改变政策而有意让殖民地独立; 或认为“非殖民化”暗示着各殖民帝国对二

战后殖民体系的解体是有准备有步骤的。④ 我国也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张顺洪认为:“‘非殖民

化’主要是指殖民国家在被迫撤出殖民地的过程中采取的旨在尽可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各种

行动, 包括殖民撤退战略、策略和手段。这样的一种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 在被迫撤出殖民地

的过程中的主动行为与活动就是‘非殖民化’的真正的含义。”⑤

然而,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非殖民化”一词含义中性, 内涵丰富, 涵盖面广。作为一种过

程, 它既包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斗争, 也包括殖民宗主国的活动。在表达上, 既可以说“英国的

非殖民化”或“法国的非殖民化”, 也可以说“亚非国家的非殖民化”或“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

弗兰克·菲雷迪即明确指出:“非殖民化不能作为单纯的帝国政策或反殖斗争的结果来理解。

基本的逻辑表明关系中的每一种因素在戏剧中都扮演一种重要的角色。”⑥尼日利亚著名历史

学家阿贾伊主编的《西非史》在第 2 卷中专门用两章对英属西非和法属西非的非殖民化过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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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terre) , 巴黎 1961 年版, 第 29、30 页。

雅克·阿尔诺:《对殖民主义的审判》,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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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叙述, 内容即包括非洲人的独立斗争, 也包括殖民宗主国政策的变动。① 有的学者干脆用

“非殖民化”作为著作中一个章节的标题, 而具体内容既包括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 也包括殖

民宗主国的政策调整。②

为了让世界了解非洲的真正历史, 联合国教科文花了近 30 年的时间, 召集了国际上最著

名的非洲学家编写了八卷本《非洲通史》。在“序言”中,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

姆博指出: 非殖民化和建设国家的进程“大大激发了当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激情”。③ 第 8 卷的

主编肯尼亚著名学者马兹鲁伊在“导言”中给“非殖民化”下了一个定义:“非殖民化系殖民统治

终结、殖民机构解散和殖民价值观与殖民方式摒弃的过程。从理论上讲, 非殖民化的主动性可

以来自帝国主义国家, 也可以来自殖民地人民。但实际上, 非殖民化往往是由被压迫者的斗争

所逼出来的。”尼日利亚学者阿德德基也作了类似的阐述。④ 我国一些学者也在以上意义上使

用了“非殖民化”这一词。⑤

一些世界著名学者在世界史著述中使用“非殖民化”一词时也注意到它的中性意思。深深

认识到世界历史撰述中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知名学者巴勒克拉夫和斯塔夫里亚诺斯即在自

己的著作中使用了这种中性表达。保罗·肯尼迪认为,“非殖民化问题”和“要求结束‘不发达状

况’的呼声”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占了主导地位。沃勒斯坦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秩

序有四根支柱, 其中一根支柱是“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⑥

“非殖民化”: 重新定位

我认为,“非殖民化”具有两层意义。从狭义上说, 它指殖民统治终结、殖民机构解散这一历

史过程。这是政治层面上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 殖民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的政治关系得以改

变。非殖民化的结果及其主要标志是原殖民地国家政治地位的改变: 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成

为独立国家。虽然“非殖民化”一词本身没有绝对的褒义或贬义, 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存在着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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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被动者。在这一层意义上,“非殖民化”和“殖民体系崩溃”相近, 英帝国史学派将非殖民化

看作一种有计划的政策的观点有一个很大的漏洞, 即将殖民地改革计划等同于非殖民化计划。

而两者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前者之目的在于改善和加强对殖民地的政治控制, 以竭力维持其

统治; 而后者可理解为从殖民地撤离致使殖民地独立的计划。①

然而, 非殖民化还有更深的含义。从广义上说, 它指从各方面摆脱殖民主义的遗产。这主

要是指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及其人民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必须在经济、历史和文化心理

上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 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独立并没有带来经济上的解

放。一些殖民宗主国利用殖民地的资源度过了战后的经济危机后, 才在殖民地民族主义和世界

民主势力的压力下开始考虑非殖民化问题。英国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② 独立后, 在殖民

统治下形成的依附关系阻碍着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殖民遗产在经济上表现在各个方

面。从狭义上看, 殖民地的单一经济以及随此形成的出口原料生产区和生活必需品生产区的不

合理划分; 经济结构及基础设施的不合理配置等。从广义上看, 国际市场为少数大国所垄断; 原

料价格的不合理和附带极苛刻条件甚至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等。经济的非殖民化需要一个相

当长的时期, 这实际上是一个重组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一些持依附论的学者认为应该通过激

烈的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③ 对这一问题我国学术界已有一些讨论。值得注意的是, 有些外国

学者最近提出要对一些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念进行“非殖民化”, 需要重新认识“发展”和“对话”

等基本概念。④

非殖民化也是一个殖民主义价值观摒弃的过程, 亦即历史文化的非殖民化。这一过程较政

治经济的非殖民化更为艰难, 它不仅需要前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努力, 也需要前殖民宗主国有良

知的学者有意识的配合。客观地说, 从近代以来, 西方国家一直占据着世界舞台的中心。然而,

在文明社会的发展长河中, 这一段时间只能算作人类历史的一个插曲。“欧洲中心论”正是近代

以来西方列强取得政治和经济支持地位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 尽管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欧洲中

心论”等同于“殖民主义价值观”, 但“欧洲中心论”可以说是殖民主义的产物, 这种观点对殖民

地人民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的影响是再强调也不为过的。

历史的非殖民化可谓任重道远。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基本概念的纠正。这包括

系统地纠正对人类文明史的一些有意无意的曲解。如对“非洲有没有历史”的看似无知而幼稚

的疑问, 认为“印度从来就没有历史”的观点, 对东方社会几近无知的偏见, 对印第安人古代文

明的忽略。印度学者克罗德·阿尔瓦雷斯在其书名为《历史非殖民化》的著作中对从 15 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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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F·阿普菲尔—马尔格林、S·A ·马尔格林:《知识的非殖民化: 从发展到对话》(F. A pffel- M arglin & S. A. M ar2
glin, D eco lon izing Know ledge: F rom D evelopm ent to D io logue) , 牛津 1996 年版。

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 第 271—285 页;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
依附》, 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这是依附论的代表作之一。关于对依附理论的一般性评论, 可参见李安山:《依
附理论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92 年第 6 期, 第 139—152 页。

A ·E·辛兹:《英国货币与帝国政策, 1945—1951》, 载《帝国与联邦史杂志》, 15: 2 (1987) , 第 148—169 页;《帝国政
策与殖民地英镑平衡, 1943—1956》, 载《帝国与联邦史杂志》, 19: 1 (1991) , 第 24—44 页。

李安山:《日不落帝国的崩溃——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 第 169—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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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印度、中国和欧洲的技术和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 批驳了“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史观。① 其

次, 主题的突破。这应该表现在研究对象和题材上。例如, 非洲和印度的历史不应写成“探险者

史”或“殖民统治史”, 而应成为真正的“非洲人民史”、“印度人民史”。这并非耸人听闻。1993 年

由一位英国人写的加纳史著作中就表现了一种强烈的欧洲中心论。② 再次, 观点和方法的突

破。在历史的非殖民化这一点上, 印度学者已走在前面。印度史学家一反剑桥学派重政治史和

精英史的史学传统, 对农民、妇女等长期受到忽略的社会集团进行研究, 从而被国际学术界称

为“社会下层研究学派”(suba ltern schoo l)。③ 依附理论则是拉美学者力图突破欧洲学术传统

的一种尝试。

著名的历史学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前总理埃立克·威廉斯一直十分重视历史的非殖民

化。他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是世界历史非殖民化的开创性著作。④ 1971 年, 芝加哥大学发表

了他的自传《内心的渴望: 一个总理的教育》。在这部著作中, 他郑重地提出了“学术非殖民化”

的问题。同时, 他将尼赫鲁的《世界史一瞥》称为“学术非殖民化文献中的一部杰作”, 认为这部

著作有两个目的: 第一, 说明亚洲文化和历史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 要把印度的历史摆在恰当

的地位。⑤ 我国近代史学者余绳武也指出: 西方历史著作中仍有某些殖民主义的思想残余, 这

是中西关系中研究的障碍。⑥ 李安山则在“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一文中提出了非洲历史

非殖民化的问题。他认为, 对非洲历史的曲解是与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相联系的, 重修客观的

非洲历史还有赖于全世界非洲史学家的共同努力。⑦

近年来, 西方一些有真知灼见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麦克尼尔尝试着从全人类的角

度写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西方的兴起: 人类社会的历史》; 斯塔夫里亚诺斯的

《全球通史》和《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已均被译成中文; 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

要趋势》更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对世界历史进行非殖民化的重要意义。虽然他们没有直接

使用“历史的非殖民化”这一概念, 但其意思却十分明确: 殖民主义历史学的时代已经明显地过

去了, 把殖民主义的史学颠倒过来。⑧

文化和心理的非殖民化起步维艰。殖民主义并不仅限于在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它

以傲视一切的态度将种族文化优越感带到了殖民地, 力图抹杀殖民地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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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08、226—227 页。

李安山:《论黑非洲历史的非殖民化》,《亚非研究》1994 年第 4 辑, 第 66—86 页。
余绳武:《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 年第 6 期, 第 20—44 页。
埃里克·威廉斯:《内心的渴望: 一个总理的教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 第 422、426 页。
李安山:《资本主义与奴隶制度——50 年西方史学论争述评》,《世界历史》1996 年第 3 期, 第 76—84 页。

参见 R ·古哈主编:《社会下层研究文选, 1986—1995》(Ranajit Guha ed. , A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1986-
1995) , 明尼艾波里斯 1997 年版。

约翰·卡尔米凯:《非洲黄金地: 从黄金海岸到加纳》(John Carm ichael, A frican E ldo rado: Go ld Coast to Ghana) , 伦
敦 1993 年版。可参见李安山的书评, 载《现代非洲研究杂志》(T he Journal of M odern A frican Studies) , 32: 3
(1994) , 第 539—541 页。

克罗德·阿尔瓦雷斯:《历史的非殖民化》(C laude A lvares, D eco lon izing H isto ry: T echno logy and Culture in India,
Ch ina and the W est, 1492 to the P resen t D ay) , 果阿 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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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用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取而代之, 从而建立了一种“文化霸权”地位。这种殖民主义统治集

团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前殖民地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独立运动的理论

家法农深刻阐述过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影响。他认为, 殖民统治者力图将自己的价值

观强加给殖民地人民: 宗主国代表至高无上的法律、文明进步与和平秩序; 殖民地人民只能是

法律的违反者, 代表野蛮和落后。白色代表善良和美丽, 黑色代表邪恶和丑陋。①阿拉伯学者爱

德华·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批驳了西方对东方的歪曲,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东方主义的缘起。

从近代以来, 虽然也有所谓的“东方学研究”, 但其研究对象始终处于任人臆想、任人塑造而无

权过问的地位。结果, 东方主义成了西方和东方交往的一种既定的模式。他尖锐地指出: 不论

在学术著作还是文学作品中, 西方对东方的描述都充满着扭曲和丑化, 野蛮化和女性化。东方

主义成了西方支配、重组和施权威于东方的一种方式。②

法农和萨伊德的论点虽有偏颇之处, 但他们提出的文化和心理的非殖民化都反映了前殖

民地人民的一种强烈愿望。非洲学者恩格尔贝特·姆文在 1978 年曾写了一篇题为《从屈服到

继承》的文章。他认为, 有过殖民地经历的非洲面临着全面非殖民化的艰巨任务, 这包括文化的

非殖民化。他指出:“除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推理法或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以外, 通

往真理的道路还有许多条。然而,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身包括必须要实现非殖民化。”③国际

学术界也注意到这一问题。1993 年, 古本根基金会应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建议, 组织一批国

际级的杰出学者 (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创立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对

社会科学的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进行思考。经过两年多的研究, 委员会提出了具有挑战性和前

瞻性的报告, 严肃地提出了社会科学非殖民化的问题。④

语言的两个基本功能是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在殖民主义时期, 宗主国的语言也成了传播

西方价值观的工具。英属东非的殖民官员曾在 30—40 年代提出过将东非海岸地区普遍使用的

斯瓦希里语发展成通用语, 但遭到了英国殖民部的反对。其理由是官方语言的作用不在眼前,

而在于输入殖民宗主国的文化, 英语在“树立持久的价值观念”以实现文化渗透上所起的作用

是非洲本地语言所难于比拟的。⑤ 1977 年, 肯尼亚的著名作家恩古基·瓦·提翁格在发表他

的《血之花瓣》时郑重声明: 他以后写的长短篇小说不再用英语发表, 而只用基库尤语发表。

1986 年, 在题为《精神的非殖民化》的讲演中, 他再次宣布: 他的任何作品不再用英语而只用基

库尤语和斯瓦希里语出版。⑥ 尼日利亚学者旺达·阿比姆博拉在强调非洲思想的非殖民化时

强调,“如果非洲要知道自己的心灵, 开辟自己的道路, 这只有通过促进本地口述文学和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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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语言的著述才能达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学, 则难以宣称有自己独立的个性。”①很

明显, 语言的非殖民化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我国世界历史学界一直较少使用“非殖民化”这一词。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点。

第一, 研究角度的不同。从 60 年代起, 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主要将研究重点放在民族解放运

动史上。这无疑加深了我们对遭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和人民历史的了解, 同时给予正在争取独立

的民族道义上的支持。但是, 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和殖民宗主国的反应应该是一个过程 (暂且将

这一过程称为“非殖民化”)的两个方面。更通俗地说, 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前者的斗争可以用

“民族独立运动”或“民族解放运动”来表达; 后者的反应可以用“殖民撤退”(在被动或被迫的情

况下)或“权利转移”(含有计划和力争主动的成分)来形容。

研究角度的不同影响了研究的内容和研究的效果。从内容上说, 我们长期忽略了殖民宗主

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作用, 这包括其被动和主动的反应, 过渡性措施和长远性安排, 短期的

政策调整和长期的战略目标等, 也忽略了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与殖民统治者的相互妥协和它

们之间的“互动”作用, 从而未能将非殖民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 从研究效

果上看, 我们一方面认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直接摧毁了旧殖民体系, 另一方面又强调

新殖民主义是原殖民宗主国阴谋策划的结果。我们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 这两个论点之间的逻

辑关系是什么? 为什么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最后又导致了新殖民主义的产生?

第二, 研究资料的缺乏。非殖民化的高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原殖民宗主国的

有关政府档案自 80 年代才逐步公开。国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也在 80 年代才开始。

第三, 在认识上仍然受共产国际传统看法的影响。罗易的“非殖民化”理论遭到批判, 他本

人也被共产国际开除。在我国, 虽然研究共产国际的学者对他的理论从批判的观点有所涉及,

但世界史学者囿于理论上的禁区, 直到 80 年代初一直没有人对“非殖民化”理论进行过正常的

讨论。

荷兰历史学家威斯林曾指出:“非殖民化已经结束。它肯定属于过去。然而它却拒绝成为

历史。”如果“非殖民化”在这里是指政府方法, 他无疑是对的。经济的非殖民化已经开始, 并在

一些地区已初见成效。然而, 历史、文化和心理的非殖民化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

[本文作者李安山, 北京大学亚非所副教授。北京 100781 ]

(责任编辑: 马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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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 AR IES OF ART ICL ES

O n“D eco lon iza t ion”

——T he O rig in and Evo lu t ion of a Concep t

L i A n shan

T he first u se of the term“deco lon iza t ion”w as no t by M. Bonne in 1932, bu t m uch earli2
er. D u ring its sp read, the A frican coun tries, the nonaligned m ovem en t and scho lars a ll over

the w o rld have had differen t view s on the concep t, o r have changed their understand ing ac2
co rd ing ly. T he au tho r ana lyzes the reason s w hy Ch inese scho lars have seldom u sed the term.

H e argues tha t“deco lon iza t ion”can be understood as a p rocess w h ich em bodies tw o para llel

m ovem en ts—— the co lon ized peop le’s st ruggle fo r independence and the co lon ia l m etropo li2
tan coun try’s react ion. A fter po lit ica l deco lon iza t ion, econom ic deco lon iza t ion is now being

pu t on the agenda. T he deco lon iza t ion of h isto ry, cu ltu re and m en ta lity, how ever, is a m uch

m o re d iff icu lt task and shou ld no t be neglected.

A Study on the Issue of the Cession of A laska

Dong X iaochuan

T he Issue of ced ing A laska w as a grea t even t in the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Am erica and

R u ssia and in terna t iona l arena du ring the 19th cen tu ry. T he m ajo r reason s of R u ssia’s ced ing

A laska to Am erica w ere tha t R u ssia fa iled in com pet ing w ith Am erica fo r co lon ies and A las2
ka w as no t as im po rtan t as it w as years ago. T he U n ited Sta tes’ buying A laska w as an act ion

of expan sion directed by“M an ifest D est iny”ra ther than friend ly act ion to R u ssia. T he Issue

w as bo th the peak of friend ly rela t ion sh ip betw een Am erica and R u ssia in last cen tu ry, and

the beginn ing of confron ta t ion betw een the tw o coun tries in nex t cen tu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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