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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主义视角下审视文化交流对博茨瓦纳民族文化

多样性的影响 
高梦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沈阳  110142） 

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西方继后现代主义衰落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学和历史批判方法，其中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挑战西方话

语权、抵制西方文化渗透是其核心要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不是僵化的理论，而是常常变化。博茨瓦纳的文化改变和发展离不开

后殖民主义的影响，在这一视角下我们能更好的审视文化交流对博茨瓦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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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殖民主义 

1.1 概念 

后殖民主义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是相对于 18、19 世纪的殖

民主义而言的。随着广大亚非拉民族人民的觉醒，各种民族解放运

动此起彼伏，各殖民地国家相继取得独立，资本主义世界的长期殖

民体系最终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再想通过直接的武装占领模式的殖

民统治已是不再可能。但是资本主义向外扩张和掠夺的本性又促使

他们不得不建立新的掠夺体系，后殖民主义应运而生。强夺的殖民

形式已不可能，资本主义国家便转而以经济、政治、文化、意识侵

略等软形式实现殖民掠夺。它们通过经济上操控、政治上干预、文

化上同化、意识上渗透，把广大过往的传统殖民地地区，继续纳入

自己的影响控制之下，这便是后殖民主义。事实上，与其说后殖民

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和教义的策源地，不如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话语

场，或“理论批评策略的集合体”。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

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

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 

后殖民主义是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

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

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

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

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

读实践。 

1.2 特质 

后殖民主义话语主要是关于文化差异的理论研究。这里的差异

主要是指原宗主国与殖民地和第三世界之间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复

杂关系。后殖民主义特别倚重福柯关于“话语”和“权力”关系的

学说。按照这样一种学说，世界上的任何“知识”，归根结底都是

一种“话语权力”的较量。后殖民主义否认一切主导叙述，认为一

切主导叙事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因此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后殖民

主义的基本任务。与此相关联，对以“现代性”为基础的发展观念

的质疑和批判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后殖民主义对全部的“基础的”

历史写作予以否定，认为一种基础的视角总是通过一种“同一性”

而压制了“异质性”。这样，后殖民主义拒绝了资本主义这一“基

础的范畴”，也否定了作为一个范畴的“第三世界”以及当代资本

主义的世界结构。后殖民主义把批评的注意力由“民族起源”转向

“主体位置”。它的着眼角度在于主体形成过程中“自我”与“他

者”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扭结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样，对它来说，

混杂性的重要程度远高于差异性。 

总体而言，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把现代性、民族国家、知识生

产和欧美的文化霸权都同时纳入自己的批评视野，从而开拓了文化

研究的新阶段。 

二、博茨瓦纳民族 

博茨瓦纳人，亦称巴茨瓦纳人、波札那人或贝专纳人，南部非

洲民族，主要分布在奥兰治河以北的内陆高原和德拉肯斯山脉的西

部，分属博茨瓦纳共和国、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属尼格罗

人种班图类型。公元 1885 年时，为了避免被南边邻国南非境内荷

兰裔的布尔人并吞，英国应该地区的民众要求建立了“贝专纳保护

地”，而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份。1966 年 9 月 30 日脱离英国宣告独

立，改名为博茨瓦纳共和国，博茨瓦纳的首都为哈博罗内，是一位

于南边国界上的城市，19 世纪末时因为附近的矿业开采而兴起。博

茨瓦纳自独立以来，效仿英国发展模式，从一个最贫穷的非洲国家

发展为非洲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之一。 

三、文化交流之茨瓦纳民族（以中博交流为例） 

近来，发达国家与茨瓦纳民族的文化交流大多体现在外交和教

育领域。 

1975 年 1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正式建立了关系。

14 据中非合作论坛网站报道，博茨瓦纳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佩罗诺

米·V·恩森表示，自 1975 年中国和博茨瓦纳建立外交关系以来，

两国在不同发展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博茨瓦纳多年来见证

了越来越多的合作，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发展、卫生、教育、农业、

科技、文化和军事合作等领域。 

在经济层面，贸易和技术合作是推动中博双边关系发展的动

力。2008 年，博茨瓦纳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3.6 亿美元，对中国实

现贸易顺差。虽然两国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 2014 年双

边贸易额仍达 3.93 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 1.76 亿美元，进口 2.17

亿美元。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企业在当

地以高效、高质量、严合同著称，为当地创造了 2 万多个就业岗位。

(huanxing 2010, 1)中国以赠款、利息等形式资助了博茨瓦纳的许多项

目，包括铁路改造、居民住房、小学等。免费贷款和优惠贷款。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博中关系中最不重要的方面。中国

与博茨瓦纳保持军事关系时，合作水平是最低的，中国大使馆没有

辩护专员，与邻国纳米比亚，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情况。

中国已经在中国为少数博茨瓦纳国防军人员和警察人员提供培训。

博茨瓦纳的和平与稳定及其安全部门的较小规模使这一领域在双

边关系中相对不重要。 

文化交流对加强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1991 年，中国和博茨

瓦纳签署了一份框架协议“关于文化的协议”手工艺品展览音乐会

等合作。这项协议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基础文化互动。据博茨瓦纳每

日新闻报道博茨瓦纳青年体育文化中心积极开展对华文化交流活

动。2013 年，四名年轻的巴茨瓦纳女艺术家在中国接受了一个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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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工丝绸刺绣培训。2015 年，在博中建交 40 周年之际，博方

将视觉艺术和工艺展览等传统艺术团体带到中国。并且两国在体育

领域也有交流。 

两国之间的语言障碍和沟通障碍是损害博茨瓦纳和中国关系

的一个借口。然而，博茨瓦纳政府通过博茨瓦纳大学(UB)和国际汉

语协会办公室正在努力达成共识，以促进良好的关系。为此，两国

政府通过各自的机构(博茨瓦纳大学和国际汉语委员会办公室)于

2007 年 10 月达成协议，在博茨瓦纳大学建立孔子学院(youngman 

2013, 8)。孔子学院的主要重点是突出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相关方面。 

随着中国和博茨瓦纳之间的双边关系的发展，生活在博茨瓦纳

的中国人数量增加了，2009 年中国人在博茨瓦纳形成了一个独立自

主的群体。因此，中国和博茨瓦纳有责任缩小博茨瓦纳的文化和语

言差距。汉语作为外语，因此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和教育市场。未来，

汉语将成为全球交流、全球互动、全球融合的重要因素。据年轻人

介绍，乌兰巴托大学代表团应国家汉办的邀请来到中国，并与位于

汉办的孔子学院总部签署了在乌兰巴托大学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备忘录。布伦堡大学选择上海师范大学作为合作伙伴，不仅是因为

上海师范大学在培训汉语教师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因为它的非洲研

究中心表现出了对非洲的极大兴趣。然而，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

(CIUB)于 2009 年开始运营。 

四、博茨瓦纳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变化 

西方理论家围绕西方中心主义的主题，炮制出西方化的理论来

掌握当今世界的主导话语权，对非西方人民进行心理层面的文化渗

透。在殖民地时期，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的西方学者，按照精神

的自由、现代性、历史意识的标准把非洲定位为充满仪式和家长制

意识的传统共同体，将非洲的国家排除在文明的民族之外。因为西

方掌握文明话语权，所以就可以有选择地挑选有利于他们的定义来

筛选文明的条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璀璨的传统文化和文明创造物

——绚丽的绘画作品、旋律优美的诗歌和音乐、历史悠久的科举制

度、庄严壮观的清真寺和庙宇、繁华兴旺的城市——统统视而不见。

非西方世界近千年来的物质经济发展和传统文明创造，在西方人设

立的文明观中被视为“落后”和“野蛮”，在西方人设立的历史观

中被认为是“过去”和“缺乏历史意识”。因为西方学者掌握着文

化话语权，所以他们说非西方世界没有民族、没有文明、没有历史，

非西方世界就只能认可，即使有抗议也会被忽视和驳回，这也是西

方文化殖民霸权的体现。 

人类学家和其他在所谓的传统社会有第一手经验的学者没有

被说服。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殖民主义的破坏性后果、资本主义的不

均衡传播以及由此造成的持久不平等。许多作者强调，富裕世界的

发展实际上造成了所谓的贫穷国家的欠发达，通过殖民他们的土

地，剥削他们的人民，掠夺他们的财富。 

《启示录》和《革命》体现了科玛洛夫人在制作博茨瓦纳人种

学方面的巨大努力，该人种学将他们历史地置于前殖民和后殖民环

境中。他们追溯了博茨瓦纳与传教士和其他欧洲文化代表的相遇，

记录了相遇的双方是如何通过彼此的接触而形成的。调查显示，独

立的博茨瓦纳农民转变为南非经济底层的被剥夺劳动力既不是突

然的，也不简单。改变博茨瓦纳社会的关键变化是在一个多世纪的

过程中完成的，它们在一系列看似无关紧要的日常决策中发挥作

用。例如，传教士打算拯救灵魂，但是把精神上的改变等同于外在

的改变，即皈依者建造他们的房子，给他们的身体洗澡和穿衣，教

育他们的孩子，并让他们自己服从雇佣劳动的纪律。科玛洛夫人强

调博茨瓦纳物质文化的小变化长期累积的影响是特别有创意的。博

茨瓦纳人的基督教礼教似乎要求他们融入各种新的物质生活，比如

肥皂、衣服、工具、家具。然而，获得这些商品，使他们更深入地

进入了一个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市场。比方说犁，似乎是一种很单

纯的工具。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它包含了整个商品生产文化，并

产生了极其复杂的社会后果。 

茨瓦纳人使用茨瓦纳语，属尼日尔-科尔多凡语系东南班图语

群。有新创的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部分人通用英语。约

在 13～16 世纪，茨瓦纳人自东非大湖地区南部南迁到此，是南部

非洲的最早班图族体之一。共分 7 大支系：恩瓜托人、恩瓜克策人、

奎纳人、塔瓦纳人、加特拉人、罗隆人和特拉平人。每个支系都有

自己的称呼和领地，在一个世袭酋长统治下，分成若干地区，由地

区首领管辖。土地属各部落集体所有，分配给家族使用。经济以畜

牧业和农业为主。家畜和工具是父权家族的私有财产。酋长、地区

首领、长老等上层拥有大量牲畜。婚姻多为一夫多妻制，妻子一般

到夫家居住。 

茨瓦纳人是索托人(Sotho)的西部分支，南非和波札那讲班图语

的民族。包括一些群体，其中最重要的是胡鲁策人(Hurutshe)、加特

拉人(Kgatla)、奎纳人(Kwena)、罗隆人(Rolong)、特拉平人(Thlaping)

和特洛夸人(Tlokwa)。 

据 2001 年博茨瓦纳的人口普查显示，博茨瓦纳人仅占总人口

的 18%, 其他非茨瓦纳人占总人口的 60%。这些非茨瓦纳人即是指

与八大部族有着不同历史、文化的少数部族，主要包括卡兰加人、

伊姆布库苏人、卡拉哈迪人、叶伊人、布须曼人、赫雷罗人等 30

多个未被国家承认的少数部族。据莉迪亚调查显示，博茨瓦纳拥有

46 个部族，26 种语言，仅仅是科伊桑人就分为 9 个不同部族，说

着 23 种语言和方言。这足以看出博茨瓦纳文化的丰富，有着多个

部族，受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文化呈现出多样性。 

在后殖民主义的视角下，文化交流受到文化话语权力关系、文

化帝国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博茨瓦纳民族要关注文化交流中的媒介

本质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权力差异和文化权力斗争，同时在平等的

文化交流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因素，将其转化为自己

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促进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五、结语 

后殖民主义是博茨瓦纳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盏指路明

灯，博茨瓦纳民族在抵制西方文化渗透、争夺文化话语权的过程中，

应与友好国家互利合作，实现共赢。应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与欧洲文化碰撞中吸收先进文化，融合殖民国家中适合本民族发

展的文化，从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同时借

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以独立的国家身份平等的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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