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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前言

　　南非位于我们地球遥远的南端，　国土总面积约122万平方公里，那是一块充满神奇的国土，风光
优美，，环境怡人，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因盛产黄金而享有"黄金之国"的美名。但它也曾是世界上惟
一的一个通过立法、司法和行政手段实行种族隔离统治的国家，并因此而遭到国际社会的长期外交孤
立和全面：的经济制裁。　　1994年民主新南非诞生后，南非重新回到国际大家庭怀抱。曼德拉总统
领导新南非政府，对外奉行在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政策，
并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中国和南非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
民早在500多年前就开始了友好往来。1998年中南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工商业界
人士前往南非考察，寻找经贸合作伙伴。他们因此也迫切需要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南非的有关，情况
。　　笔者是专门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工作的，对南非及国际政治关系谈不上有什么系统的研究，只是
在南非工作生活过两年多，访问过南非各阶层民众，到过南非的城市和乡村，领略过南非优美的自然
风光和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对南非的一切都有着比较深刻的印象。　　在常驻南非期间，笔者虽然
曾就南非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军事、教育、体育及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情况和问
题作过介绍，但多数是即时或动态的纵向报道与分析，较少涉及全面或横向的比较与研究。因此，就
对南非的理解与研究而言，笔者和那些专门从事南非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相比，其中的差距是不可同
日而语的。　　1998年春，当《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主编孙正达先生邀请笔者撰写该丛书中的《
南非》一卷时，笔者是几经犹豫才勉强接受写作任务的，原因是自己学识有限，恐负厚望。然而盛情
难却，只得学习尝试。　　国内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学者较多，他们潜心研究数十载，学识渊博，著
述甚多，有的还数度到南非进行过实地考察与研究，对南非的方方面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笔者在
写作过程中，也曾广泛参阅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他们关于南非问题的真知灼见给了笔者很多，的启迪
和教益。笔者在行文中不少地方引用了他们的论点，已将其书目一一列名于"附录"，以表示对各位师
长的谢忱。　　另外，笔者还要特别感谢家人和亲友在我写作期间所给予的大力支持，是他们的殷殷
期望和热情鼓励，才使得笔者在日常报道工作之余，完成本书的草稿。　　本书是带有"指南"色彩的
实用性著作，旨在向国内对南非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介绍南非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使他们对这个处于地
球另一端、并一度被国际社会"抛弃"的国家有一个全面的概括了解。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
不吝指正。　　叶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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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内容概要

1991年中东海湾战争发生后，世界经济形势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国家都纷纷调整自
己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注重实力，尤其看重综合国力的发展，以期走和平富强之路。正如江泽民同志
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
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要发展综合国力，使国家经济总量和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必须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
形势。这就迫使我们必须去了解和学习世界列国综合国情这一门新学科。在当前世界形势要求下，为
了满足各方面人士的需要，我们很高兴地看见北京西南联大社会科学研究所孙正达同志在联大、北大
一些校友和海内外不少涉外专家学者大力支持下，亲自主持编著了一套“世界列国国情习俗丛书”，
这的确是一件很好的、及时的文化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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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兴增，1963年生于浙江，199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硕士学位。1995年至1997年任新华通讯社
常驻南非约翰内斯堡分社记者。现任新华社国际东非洲编辑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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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英布战争　　19世纪中叶，南非仍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社会，白人殖民者扩张的主要目
标是掠夺非洲人的土地，非洲人传统的部落社会组织、家庭结构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基本上得以维持。
与此同时，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开普航线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这对严重依赖为过往船只提供补
给品的南非农牧业生产，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恰恰就在这个时期，南非发现了储量十分丰富的金
刚石和黄金矿藏，迅速繁荣起来的采矿业，以及由矿业开发引起的工业革命，对南非社会产生了革命
性的冲击，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南非的整个政治、经济发展进程。　　金刚石和黄金的发现，给南非带
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同时也引起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最早发现金刚石矿的地方，是位于瓦尔河和奥兰
治河会合处的三角地带，正处于开普殖民地、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三家交界处，因而
各方都宣布对这块土地拥有主权。继钻石之后，德兰士瓦北部和东部地区又发现了黄金。这样，英殖
民当局与布尔人共和国的利益便发生严重冲突，英遂于1877年宣布兼并德兰士瓦。不久，布尔人便奋
起反抗，并于1880年击败英殖民军队，英不得不于次年再次宣布承认德兰士瓦独立。英国方面称这次
战争为第一次英布战争，而布尔人则称之为第一次独立战争。　　由于黄金的大量开采，德兰士瓦南
非共和国的实力逐渐增强，布尔人摆脱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的要求更加强烈，英布矛盾日趋尖锐。1890
年，在金伯利开采钻石矿起家的塞西尔·罗得斯就任开普殖民地的总理。这位立志要在非洲“从开罗
到开普”建立英国统治的殖民主义者，在侵占今天博茨瓦纳、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等大片土地
后，对实际上已处于英国殖民主义者包围之中的德兰士瓦地区早已垂涎三尺。1895年，罗得斯出兵远
征惨败，不得不引咎辞职。　　1897年，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和奥兰治自由邦结成防守联盟，以期共
同抵抗英国的殖民侵略。1899年10月，南非共和国总统保尔·克鲁格就英国军队在边境地区调动向英
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遭英政府断然拒绝。10月11日，克鲁格先发制人向英国宣战，第二次英布战争
爆发。　　这场战争，从1899年10月11日到1902年5月3日，历时两年零八个月。战争初期，布尔人利
用人数多、地形熟等有利因素，给英军以沉重打击。此后，英殖民当局则从本土及印度、加拿大和澳
大利亚等殖民地抽调了大量援军，逐渐占有兵力上的优势，而布尔人则越战越少，战场形势发生了有
利英军的变化。至1901年5月，英国投入战场的兵力共有8万骑兵和16万其他兵种。　　1902年5月，交
战双方在荷兰的斡旋下实现了停火。在随后的停战谈判中，布尔人力图保住国家的独立。南非共和国
的谈判代表，甚至不惜出让拥有极为丰富黄金矿藏的整个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以换取独立。但英国方
面坚持不让步。最后，双方5月3日在弗雷尼欣签署和约。该和约主要内容为：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两个
布尔人共和国变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同意尽快让布尔人自治；保留布尔人使用的源白荷兰语的阿非
利卡语，并规定其为第二种官方语言；英国向布尔人赔偿300万英镑，并提供100万英镑的贷款供布尔
人重建家园和农场；英国同意不再坚持给南非黑人以选举权的主张。　　《弗雷尼欣和约》是英、布
殖民主义者相互妥协的结果。布尔人虽然输掉了战争，但英殖民当局出于确保战后白人在南部非洲的
长远利益考虑，给予了布尔人非常优厚的条件，而这是以牺牲非洲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弗雷尼欣和
约》的签订标志着英、布殖民者在南非由争夺开始转向合作，从而揭开了欧洲白人殖民主义者共同统
治、剥削和压迫南非非洲人的历史序幕。　　四、南非联邦的成立　　英布战争结束后，南非境内的
四个殖民地全部为英国所控制。1906年，英国自由党取代保守党上台执政后不久，就兑现了在《弗雷
尼欣和约》中许下的诺言，先后同意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实行内部自治。在两地随后举行的议会
选举中，虽然因矿业的开发涌进了许多外来人，布尔人政党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政
党在69个议席中赢得了37席，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尔人政党在议会38个议席中赢得了31席。此外，1908
年在开普殖民地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亲布尔人的政党竟也获得了胜利。就这样，在英国赢得第二次英
布战争胜利后短短六年内，布尔人就在南非四个英国殖民地中的三个掌了权，这大概是英殖民当局所
始料未及的。　　英殖民当局自英布战争结束后，便在四个殖民地推行与布尔人和解的政策，准备在
政治上统一南非。而布尔人在军事上失败后，则更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强调自己的特性，声称自己是
比英国人、甚至班图人更早来到南非的“非洲人”，越来越多地称自己是“阿非利卡人”。此后，阿
非利卡便成了布尔的同义词。　　阿非利卡人在议会选举中的获胜，也使他们对政治统一南非发生了
兴趣，他们觉得有可能控制整个南非。此外，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也促进了南非的统一进程。尽
管阿非利卡人和英国人在战后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他们同黑人之间的矛盾却更为尖锐。面对在
人口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黑人，“两害相权取其轻”，英国人和阿非利卡人又不得不联合起来。与此
同时，由大规模矿业开发带动而起的工业革命，使南非的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快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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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的发展，要求有统一的交通运输、统一的进出口政策、统一的关税和统一的市场等，南非四个殖民地
各自为政的现实，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在这种背景下，南非四个殖民地先后举行了没有非
洲人参加的“国民会议”，讨论组成一个单一的、高度集权的联邦制国家，并最终拟定了南非统一宪
法草案。1909年，《南非法》经英国议会批准予以公布。根据该宪法。南非联邦于1910年5月31日正式
成立。南非自此便成了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英国国王仍是它的国家元首，英国总督是最高行政长官
；英语和阿非利卡语同为官方语言；原来的四个殖民地就成了四个省，即开普省、德兰士瓦省，纳塔
尔省和奥兰治自由邦；首都设在原德兰士瓦南非共和国首府比勒陀利亚、议会设在原开普殖民地首府
开普敦、最高法院则设在原奥兰治自由邦首府布隆方丹。南非今天有行政、立法、司法三个首都便是
历史留下的印迹。　　南非联邦成立后，前布尔人将军路易·博塔和扬·史末资领导的“南非党”，
在第一次大选中击败亲英的、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联邦党”，“南非党”在议会119个席位中占了67个
，而“联邦党”仅获39个。博塔出任联邦政府第一任总理，史末资任矿业、内务和国防三部部长。白
人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强化对非白人特别是黑人的统治，通过一系列立法，保证了白人对
政治的控制权、对土地和资源的不合理占有、以及对广大黑人的奴役和剥削，南非自此进入了长达80
年的种族主义统治阶段，这也是南非最黑暗的历史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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