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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江，传播学学者，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从事文化研究、媒介批评、影视传播等领域的
研究。
袁卿，新闻记者，现为新华通讯社坎帕拉分社首席记者，从事非洲问题及中非关系相关领域的国际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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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编辑推荐：非洲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神秘大陆、淘金圣地？中国之
于非洲呢？榜样、援助者？中国人在非洲的生活是怎样的？中国人为何不愿与非洲人结婚生子？中国
人和非洲人是如何看待彼此的？为什么有些非洲人认为中国是新殖民者？阅读《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
上非洲》，将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了解。它带给你的启示，将不仅仅关于非洲，还关涉每个中国
人如何看待世界体系内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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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尽管不想这么说，但是我们提起非洲人的时候，总是不可避免的带着戏谑的口气称他们为“黑非
洲”，仿佛非洲与热、旱、穷等概念挂钩，殊不知非洲也是一片热土，有着温润舒适的环境。非洲人
多信仰基督教，他们认为得到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赐，包括中国人修的公路、体育场；而我们的传统
观念确是“知恩图报”，可是在你付出又祈求回报的同时，有没有想过人家并没有义务要感激与回馈
你之所想要？这并不是鼓励我们不要伸出“援助之手”，而是要想获得文化交融、民族认同，并不仅
仅是“援助”可以达到的。书中有句话“花钱是买不到朋友的”，感触很深。官方总把中国与非洲挂
靠在一起，因为我们都是“第三世界”的盟友，常听新闻说我们又援助非洲兄弟建了什么厂、盖了什
么楼，殊不知交流的成功与否，不在于所谓的“高层”间的“你来我往”，更在于普通民众对对方人
民的文化信仰的接纳与吸收程度。最难的不是了解未知，而是改变对“已知”事物的错误认知。书中
李淼、小蝶、老张三个人物的生活、情感、内心的描写都十分生动入微，让我了解了普通中国人在非
洲所处的真实环境和无法轻易改变的无奈处境，非洲人的“懒”、爱借钱、迟到在我们看来不可理解
，但是在非洲人自己看来这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手段。不必太烦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想必
是最好的解决与他们相处困境的方式——在非原则问题上，以对方的方式与之相处，让彼此都可摆脱
不快的情绪。书中亮点很多，不一一累述，确实是近两年来看过的最非常生动又不乏深刻的纪实读本
。看完此书，尽管我可能还是做不到会有冲动嫁给非洲同胞，但是如果真有机会与非洲人接触，我一
定真诚而坦率地说一句：嗨，你好！非洲兄弟。
2、当我第一次坐在书桌前开始看《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时，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
来。这本书所带给我的阅读的快感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我一口气看了一半，完全不想中断，而且是边
看边思考。中国人在非洲的现状、非洲人的性格和国民特征、中国人和非洲人对彼此的印象、中非双
方在交往中存在的问题等，在作者的笔下娓娓道来；对三位同胞在非洲的生活的介绍，更加吸引人，
李淼（创业者）、小蝶（打工者）、老张（商界成功人士）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在非洲的工作和情
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尽管中国和非洲远隔重洋，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之心，是促使人类不断探索的
动力。书中所描写的种种，对于未踏足非洲的人来说，极具吸引力；而对于去过非洲的人来说，相信
很容易引起共鸣。《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篇幅并不长，但它的内容是丰富的、多层次的。
作者的文笔极好，尤其是对那三个代表性人物的介绍，简直可以当小说来读。如果愿意，我们也可以
进行深度的思考：非洲之于中国意味着什么？神秘大陆、淘金圣地？中国之于非洲呢？榜样、援助者
？中国人为何不愿与非洲人结婚生子？为什么有些非洲人认为中国是新殖民者？它带给我们的启示，
绝不仅仅关于非洲，还关涉每个中国人如何看待世界体系内的自我。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
后进行的首次海外出访的第二站便是非洲国家，包括坦桑尼亚、刚果河南非等国（第一站是俄罗斯）
，反映出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政策上将非洲国家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5月，广西上林人在加纳淘
金所发生的惨剧，引起了国内诸多媒体的关注，也再次将国人的视线吸引至非洲这个遥远而神秘的大
陆。从这个角度来看，《再见巴别塔：当中国遇上非洲》的出版，正当其时。
3、太具有可读性、趣味性、同时又兼顾学理性的一本书，像小说一样天然烂漫，又总能在翻阅的过
程中让人忍不住思考，实乃老少咸宜，居家必备的一本好书~  ^_^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对于非洲的印
象，大概仅限于主流媒体传达的，或者道听途说的一种刻板印象，提到非洲，或许很多人脑海中闪现
的词汇，就是饥饿，贫穷，战乱，黝黑的肤色，蹩脚的口音，广袤的草原......但这本书带给了我一个
全然未知的、本真的非洲，翻看的过程中，总会时不时暗自惊奇，原来这方神奇广袤的大陆并不是自
己想象的那样。本书探讨了一个基本而开放的观点，中国与非洲两种既同质又疏离的文明碰撞究竟给
彼此带来了什么？政治与经济的亲缘就一定会带来文化的亲缘吗？很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的探求与
阐述并不是通过干涩的学理，而是通过再现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中国人的故事展开的，这些带有奇幻漂
流色彩的故事中有欢笑、有泪水、有辛酸、有理想......透过这些鲜活的人与他们的故事，一个沉寂又
陌生的非洲大陆逐渐栩栩地出现在眼前。特别喜欢看“寂寞的异乡人”一章，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一章
中展现的三个在非洲居住的中国人的故事。李淼，小蝶和老张。30多岁的李淼如今已是坐拥千万资产
的富商，他在19岁时就已踏上非洲大陆，在这片土地历经的悲喜自不待言，但年届30的他尚未婚娶，
因为正如生活在那里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并不想与当地姑娘结合，而是通过国内的亲友帮他“
物色”中国姑娘，几经波折，他与一位姑娘开始远隔重洋的网恋，排除千难万阻，温柔娴静的姑娘最
终决定跨越万水千山，到非洲来与他共同生活。李淼固然是寂寞异乡人中的一个，但庆幸的是最后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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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纵使最后不能落叶归根，却也总是有了依靠。同样身在异乡的中国农村姑娘小
蝶却没有这么幸运。她的故事读起来不免让人心酸，为她心疼，惋惜。生活在非洲的华人的男女比例
大概为9:1。小蝶在非洲一家中餐厅做服务员，虽然学历不高，但心灵手巧，细腻温婉的小蝶迅速成为
众多中国男性追求的对象，因缘际会，她最终选择了一位大他十岁的男人，大概在异国他乡能遇到真
心钟情 的人并最终走在一起，的确是件足够幸福的事。但经历过一段时间，小蝶发现，他在国内是有
家室的人。小豆、小蝶、李淼、老张⋯⋯ 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各种艰难困顿，书中都有非常细腻的
描述，作者并未着一字褒贬，但通过这些鲜活而真实的人生经历，你会逐渐明晰非洲的文明、思维方
式、生活方式、婚恋观、价值观，以及他们对于世界与中国的态度等，这些具体而微的细枝末节，读
来不仅让人感到温暖或心酸，更会有直观具象的思考。跳出这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这本书让人一直忍
不住思考的问题，就是：欧洲人抢走了非洲人的香料、钻石、黄金，送给他们一个上帝，而中国人带
给他们什么？他们又给了中国人什么？政治经济的亲缘不必然带来文化的亲缘，而官方的亲缘亦不必
然带来民间的亲缘。阅读这本书，你会越来越深挚地体味到作者所说的横亘在中国与非洲之间的巴别
塔是什么。非洲由于长期被殖民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本土与西方殖民者移植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系统，
是有别于东方文明系统的。而中国由于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所以不仅缺乏与非洲直接沟通
的桥梁——上帝——而且也缺乏在此种宗教信仰下产生的共同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而中国自四五
千年来就开始形成的礼乐、诗书的文明，通过血缘、家族的勾连，得以在每一个人心中根深蒂固，形
成了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存在，这种教化模式下的文化系统也是很排外的，起码并不特别开放，融
会贯通（比如我们与周边少数民族融合了几千年，结果呢？哪一个国人在考虑到民族问题时不是潜意
识里就默认自己是汉民族呢？）不独有偶，中国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已十分艰难，更不用说对于
来自不同大陆和不同文明系统的非洲了。这种文化系统的不同以及彼此的不认同，成为中非交往中的
龃龉，即使政治经济越来越亲密，但文化不见得就如此。书中有太多吸引人的故事和观点，只取冰山
一角，更多的精彩还是回归书中去体味吧 哈哈哈，力荐！
4、非洲人懒散，不守时，向别人要钱就像跟人说hello一样稀松平常。但他们守秩序，喜安静，随遇而
安。对于中国处处开花般援建的体育馆、铁路，很多当地人对此一无所知。民间交流的缺失，与中非
高层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国际关系里讲，只有利益永恒。非洲人说，我们不是傻子，你们来援助，
肯定是有利可图。又或者说，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为什么要感谢你们？还有一些当地的精英，到中
国留过学，他们会说，中国就是非洲以后发展的榜样。是不是有种很熟悉有感觉？150年前？60年前？
还是30年前？历史的车轮有时候在转圈，有时候在依次碾压，只是有快有慢。上帝阻止人类建造巴别
塔，人类之间的不通之处又岂止语言，但人类的相通之处又岂止感情。如果连一点点了解的好奇心都
没有，以己度人，才是交流的最大障碍。这本小书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惭愧，为之前的自以为是、先入
为主、不感兴趣，或者还掺杂着的一点点不屑。
5、日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国内第一部以中国与非洲之间文化冲突为主题的纪实作品《再见巴别
塔》，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青年教师常江博士与新华社记者袁卿历时三个月的高强度采访和
近半年的写作完成，这也是传播学学者和新闻记者合作进行社会观察与记录的一次崭新尝试，两位年
轻人极为可贵地摒弃了大多数学者自抬身份却流于乏味的滥用大词，超越了大多数记者拘于所在媒体
特色养成的固有文风与谋篇布局。述论之中，踏踏实实地以中立思考铺作底色，把炫美文笔解甲归田
。资料显示，中国与非洲之间牢固的经济纽带起始于2000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大量生意人、
援建工人、淘金者和专业人士自此涌入非洲大陆，目前在非洲长期生活的中国人在100万上下——想象
中的非洲与真实的非洲究竟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中国男人不愿意和非洲女人结婚生子？东方古国与神
秘大陆的未来，将走向何方？两个文化体中的人们，能否越过文化的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常
江和袁卿以东非国家乌干达和肯尼亚为落脚点，足迹辐射四周，对数十位旅居非洲的华人和非洲本土
文化精英进行了大量深入、扎实的采访，力图为中国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非洲。在他们的观察中，经
济关系的密切没能引来文化的亲缘。尽管对于绝大多数非洲人来说，“中国”是个非常熟悉的字眼，
但这种熟悉并未导致文化上的亲近。非洲人对中国的文化误解，与中国人对非洲的文化误解一样严重
。而这种误解，一方面来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朝贡体系”，另一方面则与非洲大陆根深蒂固的殖民
主义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书中以冷峻的科学理性为那片被妖魔化了的土地反恐祛魅：不像普通人想象
里路有饿殍、人间炼狱，也不如淘金客憧憬般俯拾皆是、发财天堂——援引文中所言：“非洲已不再
是‘绝望的大陆’，但非洲的发展前景绝非一片坦途。”常江和袁卿最初决定赴非洲采访并撰写此书
源自网络流传甚广的视频《科尼2012》引发的全球性关注和争议，“西方与中国媒体对非洲文化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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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非洲人民对自己文化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令人震惊的沟壑；而学者和记者的使命，就在于使用
自己的专业力量，让人们看清这道沟壑。” 也因此，两位作者不刻意规避文化排异和文化误解；不用
统一的标尺去衡量、妄断另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并以独立的角度，对“宏大策略与民间层面认知现
状之间的相互断裂、相互矛盾”提出了“控制冒进倾向，鼓励、强化民间共识的建设”的见解。
6、在阅读《再见巴别塔》这本书之前，我对非洲的认识与我看《动物世界》的次数呈正相关。幼时
看到那片动辄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狮子、老虎、大象、长颈鹿及各种奇珍异兽在赵忠祥爷爷的解说
中安详地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便开始对那片广袤的土地充满了好奇。后在教科书中得知，当年
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得益于第三世界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支持，终于骄傲地站上各类国际舞台，又对那些
在黑夜里伸手不见十指但一笑起来大白牙闪亮的非洲人充满了好感。也大约是从媒体而来，我一度认
为援助给非洲的一切都是爱的供养，回报给我们的是一群永远作为后盾的天真无邪的好兄弟，可看完
书后才发现是自己天真无邪：早年我们结交非洲不知是不是妄图从人家那里得到些优越感，但“友情
”也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除了那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自我满足感，我们在非洲的深层的影响力似
乎再次证明了我国国家形象脆弱的传播能力。再说书中提到的《科尼2012》，在人人网的转发量大概
也有数十万，当年我同是其中自认为充满正义感的传播者之一，也是看了书才知道，这又是我们的自
作多情甚至是以讹传讹了。无知可怕，而偏听偏信更可怕。所以这是本书让我感动的一处，尽管两位
不同身份的作者的感知并不能替代读者自己，但是这种包含着亲身体会、观察和调研的发声才最是珍
贵。正如学者常江在最后的手记中所写的：“问题依旧是问题，而你不过是为早已嵯峨的阐释的大厦
添加了一块无关宏旨的砖石。但同时，包孕在这一困境中的，还有一个学者们绝不应放弃的信念：即
使‘不能怎样’，只要对世界有所揭示、有所呈现，便终究可令一些人收益。”书中描述了大量以乌
干达为主的非洲国家的国情、文化与非洲人的群体形象，足以颠覆了我对非洲哥们儿的美好想象。但
在我们抱怨对方不可理喻的同时，作者也提醒了我们：“巴别塔并不存在于任何客观、透明的空间，
而存在于每一个试图了解非洲却又不愿放下种种刻板成见的‘闯入者’的心里。”乌干达是整个非洲
发展的缩影，而这本书也是我们试图了解非洲的一面棱镜，从中折射出诸多跨文化的梦想和误解，也
照见一些不一样的角色与人生。所以不妨去看看书中李淼、小蝶和老张的故事。可能故事的开头会让
你想起同事张三、亲戚李四或者隔壁的王老五，但也许就是因为故事发生在非洲，结局就有了不同。
希望我们的非洲哥们儿终有一天把我们当兄弟，只是此时，我们彼此还相距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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