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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在较为恶劣的环境中!身体里已经对该

瘟疫产生了抵抗力!所以它的血液里就有抗体" #刘

鸿武像是挖到宝藏的掘金者!眼里闪着智慧的光" 这

些古老神秘又悠远的故事! 是非洲所独有的自身逻

辑!它不解释不争辩不与外人道!只有脱离理论$走

进了生活本身!才能理解和体会"

被非洲文化所吸引的刘鸿武在回到云南之后!

将研究点转向了非洲!他戏称自己%在边地研究边缘

学科&' 在云南的大山世界里!刘鸿武如民间艺人般

逍遥自在!凭着兴趣和热忱研究非洲的历史$文化和

风俗!静心独思于遥远的异域文化!自由行走于天高地

远的他乡异国!在翠湖旁$在阳光茶楼里写下(蔚蓝

色的非洲) 这样的游学式随笔著作!(黑非洲文化研

究)这样的科研教学成果!培养了六十多名硕士研究

生和十八名博士生!这些学生现今有的已经是教授$

博导!供职在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中央党校!有的在

遥远的非洲创业发展!成为中非研究的又一股中坚力量*

如同回家乡一般! 刘鸿武常常去非洲开会+考

察!寻求学术与精神之根!他称之为%托身已得所!千

载不相违&的%心灵家园&"

这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隐与仕!跟着郑和与纳忠
云南先贤的中非脚步

%中国读书人都有有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两个

世界&!刘鸿武说"

是出山做!治平之学"的时刻了

过去的许多年!刘鸿武坚持做非洲研究!主要是

一种个人的爱好和思考! 对他而言! 研究非洲的自

然$历史$文化是可以安身立命的!因为非洲有太多

让他感动的东西"

他讲起曼德拉! 这位在罗本岛度过了二十多年

%监狱生涯&的南非前总统!在每年十月一日那天!总

是面向东方与狱友们握手击掌! 以这样的方式庆祝

中国的国庆日!因为曼德拉曾说%中国是非洲的希望&,

讲起萨利姆!这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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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

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时! 带头跳起舞蹈庆祝的非洲

代表!却因为这真情流露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在之后

的安理会对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提名进行投票时因美

国反对! 失去了成为秘书长的机会!%但我从不因此

后悔&!刘鸿武在非洲听萨利姆这样说*

越是了解! 刘鸿武就越觉得非洲与其少年时代

随父母深入的遥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那么多相

通的动人的地方! 他开始觉得应该为对发展有着深

深期待与渴望的非洲做点什么!%做非洲学术研究并

非应该只是个人的闲情逸致! 非洲大陆的发展问题

及中非发展合作!是一个涉及二十多亿人的事业* 非

洲研究应该有更开阔的眼光与舞台! 应该有更高远

的经世致用的现实抱负! 应该有更多的年轻学人的

参与&!此后!刘鸿武的学术之路再一次发生重要转

向!%到了有所担当和责任!顺势而为!把非洲研究带

入大家的视野的时候了&-..治平之学的时刻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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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两年! 刘鸿武多次前往金华!

向浙江师范大学领导递交了一个小到人才队伍的招

聘大到国际交流合作全面覆盖的全套方案* 浙师大

不仅照单全收!还积极表示%让非洲研究来浙师大安

家吧&*

%欲隐则隐!不以隐者为高,当仕则仕!不以仕者

为嫌&!刘鸿武引用苏轼的这句话来解释自己的%出

山&...组建了中国高校的首个非洲研究院*

做摆渡人培养人才搭建团队

对于如何建成一流的非洲研究院! 高远战略和

治学理念+完整规划和实施路径+发展平台和学术资

源缺一不可!%当然尤要紧者! 是要培养出一批才情

志意不同凡响的优秀人才* &也因此!这些年!刘鸿武

着力最多的也最操心的!就是招聘人才+培养人才和

组建团队* %一线经历+一手资料+一流人脉&是刘鸿

武对研究院的年轻学者们的要求* 到了非洲研究院!

必须先去一次非洲,不要急着做某方面的专题研究!

而是要有整体把握* 这些不成文的规定背后!是对这

二十余人团队的殷殷期盼* %如果最后能留下三分之

一真正喜爱非洲+致力于非洲研究的人!那我这块工

作也就算成功了&*

而今!刘鸿武称自己身份转为了%摆渡人&* 他带

领着非洲研究院整个团队进行基地建设! 建设非洲

特色数据库和图书资料中心* 目前!%中非联合研究

交流计划&信息网已经初步形成!图书资料中心已拥

有涉非研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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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册!其中原版外文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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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册!并正在收集豪萨文+斯瓦希里文文本!内容涉

及非洲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 中

非智库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四届!今年
(

月
)*

日在浙

江义乌迎来它的第五届* 这支队伍正筹措并逐步实

施着建立完善的课程+教材和专业体系!目前已有三

十多门系统的硕士+博士的非洲学课程!并正在向全

国辐射!推动各高校成立各类%非洲研究中心&*

除了学院研究#让孩子和村民也懂

非洲

让世界全面了解中国!让中国全面了解世界!是

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刘鸿武这样说* 为了让学

科落地生根!%让中国普通百姓也喜爱非洲&! 刘鸿

武和金华秋滨小学合作! 利用小学操场内的空地与

围墙!倾心打造了一座融汇体验+研究于一体的景观

式非洲文化体验区!把非洲的历史元素+自然元素+

人文元素浓缩到这座园子中!并着手编写了(探秘非

洲)+(视觉非洲)+(动感非洲)+(指尖非洲)+(文学非

洲)五本%活力非洲&系列校本教材!涵盖地理介绍+

音乐体验+艺术赏析+工艺品制作等方面!开设了六

门课程!让孩子们%敲一敲+编一编+跳一跳&!学跳草

裙舞+做面具!更直观地了解非洲文化* %教育的目的

是什么/ 是让孩子拥有快乐+健康+向上的心理!形成

开阔的视野+心胸!锻炼出很强 的动手能力* &刘鸿

武试图让非洲文化找回孩子们被抑制的创造力*

此外! 刘鸿武还指导金华古村落锁园建成了非

洲文化沙龙!推进国际研学村的建设* 去年%十一&黄

金周期间!金东区旅游局与锁园村举办了%锁园0非

洲风情节&* 非洲歌舞秀+非洲美食宴+中非篮球赛等

外国特色的精彩活动!与编草鞋+打年糕+磨豆腐+唱

道情+ 迎龙灯等中国传统民俗活动齐聚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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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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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 今年又举办了%中非酋长村长

论坛&* %知识应该是有用的!是可以走出校园扎根百

姓生活的&!刘鸿武说* 中非之间平等的文化交流!能

帮助中国在未来以更理智的心胸与温和的姿态与世

界上所有民族交往合作*

云南和非洲颇有渊源* 当初七下西洋的郑和是

滇池昆阳镇的穆斯林! 他四下西洋到了阿拉伯半岛

和非洲一带* 每到一处!都向国王赠送大量礼品!表

示明朝政府与这些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 当代

被誉为阿拉伯文化泰山北斗和中阿文化交流友好使

者的纳忠! 出生在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纳家营的一

个回族家庭!他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毕业后!在中央

大学首次开设了阿拉伯文化+阿拉伯史两门课程!填

补了我国教育史上的空白! 其后一生耕耘在中国阿

拉伯语言+历史和伊斯兰文化教学研究的园地里!度

过了古稀耄耋!直逼百年岁月* 而如今!从云南大山

里走出的刘鸿武!如同一匹黑马!把中国非洲学再一

次带进了大家视野*

从刘鸿武的办公室望出去
-

是金华浙师大的%初

阳湖&* 采访当日!春意正浓!亭台廊宇之间!湖面一片

波光粼粼* %我前两天叫师傅往湖里种了些藕根!等

到了夏天!荷叶青青!就会更好看了&!刘鸿武说* 而

现在!在人们无法看到的湖面之下的泥土里!这些种

子正不动声色地吸收养分蓄力而发!只等夏日炎炎*

1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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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记者李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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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贺萌结束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政务

参赞的任职回到国内! 身边的人对这个在非洲先后

呆了近十年的北京人十分惊讶3%没去过非洲的人都

比你黑' &从
0""1

年被派遣至坦桑尼亚起!贺萌的外

交常驻足迹走过利比里亚+津巴布韦+尼日利亚!构

成其独特的%两个沿海城市
2

两个内陆城市&的非洲

版图'

%我的性格比较随遇而安' &驻外的日子里!锻

炼+看书是贺萌的两大爱好!他称自己是一个有些怀

旧的人' 秉性使然!他常常怀念那些充满%非洲色彩&

的生活---停电停水成为家常便饭! 却也看到当地

人用几根柴火不一会儿就做出一锅香喷喷的玉米

糊,虽随处可见蚊虫!%青蒿素一片!去哪都不怕&的口号

苦中作乐, 还有悠闲随意的非洲兄弟! 个个都是孝子贤

孙' 本土+西方+第三世界!各种因素在这片大陆上交

织!贺萌眼中的非洲!%可叹+可爱又可怜+可喜&'

外交
!"

年! 亲历
#

个艰
苦国

上世纪
"/

年代!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斯瓦希里

语专业的贺萌! 作为外交部非通用语定向培训人选

入职非洲司'

0""1

年!以随员身份!贺萌第一次来到

非洲!%当时有点担心!还特意剃了个寸头&' 让他惊

喜的是! 当地天然朴素的环境仿佛另一个世界---

%天永远是那么蓝!黄瓜和西红柿不打农药!吃起来

还有小时候的味道' 非洲人喜欢唱歌+跳舞+踢球!个

个都是艺术家44吃木瓜时吐到地上种子隔年就能

自己开花结果!大街上放眼可见猴子和孔雀44&

三年后!贺萌回到国内开始在职读研!攻读中国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平静的日子被
3//+

年
0/

月%中国与利比里亚复交&的新闻打破!他很快接到

上级任务!十天后便以临时代办的身份!带着两个小

伙子飞赴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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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内战让利比里亚满目疮痍!谈

起初至首都的情景! 贺萌回忆 %夜晚的市区一片漆

黑! 一个十分简陋的旅馆开价
0//

多美元只因其供

给
3(

小时水电&' 此后!找房子+挖水井+买发电机+

装修等一系列工作! 他都亲身参与或指挥!

3//(

年

初!大使馆正式开馆' 他笑称自己已经是个%发电机

专家&'

驻尼日利亚时! 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贺萌在主

流报纸(每日信报)刊发文章!创造性地以%孔子问

案&和%子贡赎人&的故事说明中国为何反对武力介

入叙利亚!大获当地民众认可和好评'

算来! 贺萌的非洲经历在外交界同龄人里已是

最长之一了!而且
(

个国家一个比一个艰苦' %外交

就是一个增长阅历+积累经验的过程&!十余年里!未

打过一次摆子1疟疾2的他笑称自己的秘诀是%好作

息+常锻炼+不着急&'

非洲同中国是 "精神上的
近邻#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与质朴善

良的非洲民众打交道时! 贺萌常常看到这句中国古

话的影子' 在他看来!非洲文明本质上与中国同属集

体主义文明' 斯瓦希里语中有许多象 %不听老人言!

断腿在眼前& 一类的古老谚语! 同中国谚语极为相

近' 在一个主要靠血缘+伦理维系的传统社会里!非

洲百姓之间充满着浓浓的亲情' 一个男人如果去逝

了!他的兄弟姐妹会视如己出般抚养他留下的孩子'

非洲几乎见不到养老院!那是一种十分温暖的状态!

极力抗衡着西方文化中冷酷的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

主义侵蚀'

有一次!贺萌到一位当地部长家坐客!他看到客

厅里坐满了前来求助的乡人!%有些人部长即使不太

认识!也不能一点资助都不给!不然1部长2就不好意

思回家乡了' &浓厚的反哺文化和乡土情结令他颇为

感慨'

贺萌听到过一个故事! 一位非洲导游带着一群

中国游客在草原上看野生动物! 但走不多远就要坐

下来休息一下!行色匆匆的中国游客很不理解!导游

认真地答道3%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 &%他们的哲学

就是活在当下!生活节奏也总比我们"下转第
(

版$

历史季延伸活动

贺萌!"晒不黑#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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