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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布基纳法索》

内容概要

《列国志布基纳法索:多哥》内容简介：布基纳法索和多哥是西非两个相邻的小国，两国面积之和刚刚
超过33万平方公里。它们一个地处内陆，一个紧靠几内亚湾，但官方语言皆为法语，在历史发展过程
中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是西非重要的农、矿资源国家。我国学术界一直鲜有对它们的研究。《列国志
布基纳法索:多哥》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两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教育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情况，资料翔实、新颖，论述客观公正，对研究非洲问题，特别是有
志于发展对西非经贸和文化往来的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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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布基纳法索》

作者简介

沐涛：1963年生，安徽巢湖人，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到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和法国里昂高师做访问学者，长期从事非洲问题研究。现兼任中国亚非学会理事、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华东师大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公开发表的著述主要有：((中非关系史》(合著，1996年)、《非洲黑人文明》(合著，1999年)、《南非
现代化研究》(合著，2000年)、《南非对外关系研究》(2003年)、《亚非国家现代化研究》(副主编
，2009年)、《尼日利亚史》(翻译，2010年)等。
杜 英
1977年生，安徽淮北人，博士，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亚非史、印度洋区域史
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篇，参与编著《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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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志布基纳法索》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些中心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绝大部分的课堂时间被用来学习日常生活中不用的语
言——法语，而且他们没有毕业证书，也没有希望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1973年，乡村教育中心由农
业部举办的青年农民教育中心取代，但青年农民教育中心也好景不长，由于效率低下，费用太高，80
年代也被淘汰。在布基纳法索，女孩中平均32.6％的人在上小学。妇女受教育的障碍包括社会、文化
对妇女地位的认同和家庭经济对妇女的束缚。妇女教育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受过教育的母亲对她
们子女未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样一个受过教育的妇女群体倾向于晚婚，少要孩子，注重
维护自己的权利，努力使自己和孩子过上健康、有品质的生活。这个群体的壮大有助于提高全体国民
的素质。但布基纳法索社会、文化对妇女地位认同的错位以及家庭经济对妇女的束缚成为妇女受教育
的障碍。在农村，许多家庭常依靠女孩的劳动收入贴补家用，7岁以上的女童平均每天要花3.5小时从
事家务劳动。而男孩平均每天花1.5小时用于从事家务活，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学习。由于重男
轻女观念的束缚，很多家庭认为女儿早晚要嫁出去，不愿意让未婚的女童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对男孩
的教育则要重视得多，因而女童入学率通常比男孩低。为了鼓励更多的女童入学，布基纳法索推
行1994。2000年度改善女童教育的五年行动计划，目标是减少小学教育性别差异，用物质奖励如教科
书和面粉以鼓励家庭送女童入学。尽管女童的入学率平均值增加，但教育的质量却没有提高。女童留
级多于男孩，拿到小学毕业证书的女童也少于男童。这主要是源于教师素质低下和政府对教育资金投
入不足。由于国家贫穷，正常人的受教育都无法保证，因而残疾人的教育更是无从谈起。在布基纳法
索，残疾人是最不幸的，在残疾人当中几乎100％是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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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列国志布基纳法索:多哥》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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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布基纳法索和多哥是西非两个相邻的小国，面积之和仅33万平方公里，两国相交的边界线长约100
公里。它们同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在27℃以上。两国在较长时间里都遭受过殖民统治，并且
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在独立后又都一直实行共和制度，后因种种原因又屡次发生政变，军人干政的
现象明显。在经济发展上，两国均为农业国，同属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尽管有许多共同点，
但两国在发展上依然有很大差异。 
　　布基纳法索位于西非大陆的中心，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为27?4万平方公里。它的前称是“上沃
尔特”，因流经该国的沃尔特河而得名。据历史记载，“沃尔特”一词最早见于1471年葡萄牙出版的
地图。据说，当年一支葡萄牙探险队在从西非地区归国途中曾在此河停留，称它为沃尔特河，葡文Rio
da Volta，意为“回程河”，后演变成该国国名。1984年8月4日，桑卡拉政府认为“上沃尔特”一词带
有西方殖民统治的烙印，为此，取自该国两个主要民族语言——莫西人的莫雷语“布基纳”（意为“
有尊严的人民”）和迪乌拉语中的“法索”（意为“国家”），把上沃尔特共和国改称“布基纳法索
”（Burkina Faso，意为“有尊严的国家”）。在更改国名的同时，政府还将国家的格言由“统一、劳
动、正义”，改为“誓死为祖国，我们必胜！” 
　　桑卡拉政府对国旗、国徽也作了相应的修改。修改后的国旗图案由上红下绿两个平行相等的横长
方形组成，旗面中央有一颗金黄色的五角星。红色象征革命，绿色象征农业、土地和希望；五角星象
征革命向导，金黄色象征财富。国徽呈圆形，黄色圆面上交叉着一支枪和一把锄头，下有一本打开着
的书。圆面上端镶着一颗红色五角星。圆形图案周边饰以象征工业的齿轮，两侧各有一株象征农业的
谷子。底部的饰带上用法文写着“誓死为祖国，我们必胜”。1997年1月27日，布基纳法索人民议会通
过宪法修正案，对国徽图案再次做了修改：整个图面呈盾徽形状；中间仍为国旗图案，盾后改为两支
交叉的长矛，两侧各有一匹白马（Unité,Progrès,Justice）；两侧象征农业的谷子的图案也有变化，改
从绶带两端延伸出来。 
1960年8月，上沃尔特国民议会通过由罗伯&amp;#8226;奥德芬戈神作词、作曲的国歌《一夜》(Une
Seule Nuit)。歌中唱道：“我们要使祖国更强大，更加美丽，我们永远坚定地效忠。我们自豪跳动的
心，赞赏你的美丽。”该国国名改为布基纳法索后，国歌未变，一直沿用至今。 
　　尽管如此，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殖民统治以及此前的黑奴贸易，给这个国家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一时
还是很难抹去的。从1904年开始，布基纳法索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直到1960年8月5日取得独立。西方
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引入，法语成为流行的官方语言，传统的村社制度
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布基纳法索远远没有被带进现代文明社会，相反，它的经济体系却严重依赖
殖民宗主国，形成依附型经济，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经过独立后40年的发展，到20世纪末，布基纳法
索依然是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国民经济仍以农牧业为主，工业基础极其薄弱，资源贫乏
，工、矿企业处于初创阶段，经济严重依赖外援。进入21世纪后，该国政局相对稳定，政府不断加强
宏观经济管理，加快国营企业私有化，振兴农业，加大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投入，经济发展呈稳
步增长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布基纳法索的经济落后，但文化教育和新闻事业在西非地区却比较发达，特
别是电影业。布基纳法索的电影业在西非居首位。首都瓦加杜古有“非洲影都”的美名。 
　　多哥位于非洲西部几内亚湾沿岸，面积不足6万平方公里，国土形状奇特，呈狭长形，从沿海向
内陆延伸约600公里，而濒临几内亚湾海岸线的宽度仅仅50多公里。这给多哥境内的地形、气温、降水
带来南北较大差异性：南部为平原，多礁湖，中北部为高原；南部属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为27
℃，北部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达30℃；年平均降水量自北向南由1000毫米递增到1600毫米。 
　　近代以来，多哥的历史也是多灾多难的，先后遭受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领，直到1960年4月27日
才获得完全独立，成立多哥共和国。但是，在独立后的前6年里，多哥国内政局依然不稳，政府更迭
较频繁。 
　　1967年1月埃亚德马政变上台后，对外奉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主张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对内实行民族和解政策，政府致力于发
展民族经济,把农业置于优先地位。70年代末期,由于受到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致使初级产品价格
不断下跌；加上国营企业严重亏损,对外负债的沉重压力,政府不得不开始实施经济紧缩政策。1982年开
始压缩投资建设规模,调整经济结构,坚持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经过一段时期调整取得了较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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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0年代末，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90美元。90年代初，因为实行多党民主制，政局再度动荡，经济一
度陷入独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994年以后，随着政局趋稳，经济开始走出低谷。政府通过压缩财政
开支、加强税收征管、平衡财政预算等措施，经济重新呈增长态势。1996年经济增长率达6%。2005
年2月，埃亚德马总统突发疾病去世，结束了他长达38年的统治。此后，经过短暂的政治动荡后，他的
儿子福雷&amp;#8226;纳辛贝当选为新总统，开始了多哥发展的新的一页。 
　　多哥的国旗由三道绿色横宽条和两道黄色横宽条相间组成，宽条宽度相等。国旗左上角为红色正
方形，正方形正中绘有一颗白色五角星。绿色象征希望和农业；黄色表示对祖国命运的信心和象征国
家矿藏丰富；红色象征人类的真诚、博爱与献身精神；白色象征纯洁。 
国徽为椭圆形，整个图案置于盾形之中。椭圆形中的小盾上书写“RT”字样，这是“多哥共和国”的
缩写，其上端装饰着两面多哥国旗。国徽的饰带上用法文书写“劳动、自由、祖国”。两头站立的红
色雄狮头部朝外，前爪各握着弓和箭，象征着在多哥国旗下警惕地捍卫祖国的独立和自由的决心。 
多哥国歌是独立前夕经过公开征求选定的，1960年多哥宣布独立时第一次演唱。歌词的大意是：“向
你顶礼，祖先的家乡！你使他们强壮、快乐、安康，培养德性，培养勇敢，为了发奋图强。即使在暴
君淫威下，你还对自由向往。多哥，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光荣地胜利或光荣地死亡！伟大的上帝
，只有你能够促使多哥繁荣富饶，多哥人民，把祖国建设好。” 
　　布基纳法索和多哥尽管是西非的两个小国，但两国的历史都较长，独立后政局以及经济发展也都
比较复杂，再加上本书的内容涉及的面很广，使得全书内容可能有庞杂之感。作者写作的初衷是尽自
己所能，让读者对这两个国家的过去和现状有比较全面和客观的了解。书中引用的部分资料截至2011
年2月。
2、书的内容真没法说，相当不错，国内鲜有这两国的详细资料，美中不足的是价格有些高，可能是
这个系列里最贵的了，还不到350页要41.3元，不过总体而言还是很满意的
3、对于开拓非洲市场的人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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