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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茫茫的宇宙中，人类居住的地球仅仅是一粒微不足道的

尘埃。如今，宇宙飞船承载着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已经飞向了宇

宙，但是这并不代表人类对赖以生存的地球已经全面了解。恰

恰相反，在地球上，在很多领域里还有很多的未解之谜等待着人

类去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的现象和事物，它们

躲在某一角落向我们露出狡黠的笑容。而以人类现有的智慧对

它们只能报以尴尬的无奈。因为它们的存在与我们对世界的习

惯理解实在是大相径庭。

当然，承认这些未知的存在，接纳这些不可理解的事实，并

不是对人类有限心智的嘲讽。毕竟，人类几千年的智慧，在数十

亿年的宇宙长河中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若是一个新生智慧生

物刚一出现，便很快扫清了所有的认知死角，那才是与大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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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规律相背离的怪事。

人类的文明史不止一次告诉我们，对未知现象的孜孜探索，

对神秘事物的苦苦追寻，这是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的天性所

致。而这种天性也正是人类繁衍生息、文明进化的不竭原动力。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最美妙的事物就是

奥秘。”面对所有出现过的未知事物和现象，人们都曾做出过努

力探索，甚至很多人“执著”地认为自己的发现就是对谜团最标

准的解答。而这种所谓的“执著”实际上是一种固执，是一种混

淆视听的偏执，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鉴于此，本套《发现之旅》丛书，本着对广大读者负责的态

度，宁缺毋滥。在强调保持内容趣味活泼的前提下，用科学严谨

的态度进行编写。

另外，本套丛书在内容上只是对所写事物和现象进行客观

的描述，没有任何主观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读者大众

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判断。

本套丛书共１４本，内容丰富，知识面广，适合图书馆馆藏以

及个人收藏。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

斧正。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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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大饥荒

到１９８５年底，大饥荒使上百万人成为幽

魂。在荒凉的非洲大地上，回荡着一曲古老、

悲痛、幽咽的布鲁斯。那么这曲悲痛、幽咽的

布鲁斯又是怎么唱起的呢？那就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吧！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在卡那毛庄族，持续３年的特大旱灾使灾

民没有食物吃，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为了生存他们只好吃同

类。就在坦桑尼亚一个地方，每天就有１５００名儿童被饿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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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找不到吃的时候，带壳的甲虫、令人恶心的虫子也就成了人

们的食物。

热带的厄运使非洲差不多每年都干旱，１９６８～１９８４年，较

大的旱灾更是年年光顾这块大陆。１９７３年，西非的塞内加尔、

尼日利亚等国家发生大旱，大旱夺走了３０万人的生命。１９７８

年，博茨瓦纳、安哥拉、南非大旱。同时，更让人揪心的是，这期

间许多国家还出现了政治动乱，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乍得、乌

干达等。天灾加人祸，非洲这块大陆渐渐陷入了水深火热的

境地。

到１９７７年，非洲每年都有多达２１～３０个国家发生粮荒，其

中经常严重缺粮的国家有１０个，即坦桑尼亚、莱索托、博蒋瓦

拉、科摩罗、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乌干达佛得角、布基纳法

索和乍得，这些国家的人口加在一起大约要占非洲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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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正是由于干旱、蝗虫等天灾，人口膨胀、战争、政治动乱、

农业问题等人祸造成了灾难。

在连续遭受灾难的情况下，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持续三年的特大

旱灾发生了。受灾范围从南部非洲一直到东非、撒哈拉沙漠附

近地区，受灾国有３４个，而其中２４个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粮

荒，受灾人口几乎占非洲总人口的５０％。这２４个国家是：几内

亚、莱索托、博茨瓦纳、中非、冈比亚、加纳、马里、尼日利亚、乍

得、安哥拉、佛得角、埃塞俄比亚、贝宁、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毛里

塔尼亚、索马里、象牙海岸、多哥、赞比亚、莫桑比克、塞内加尔、

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津巴布韦。这次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的受

灾程度远远超过了１９７３年的西非大旱。

南部非洲一直风调雨顺，可现在却遭遇了５０００年来最大的

旱灾。旱灾造成了布基纳法索、中非、冈比亚粮食均减产５０％；

毛里塔尼亚在１９８３年的整整一年只收了１５０００吨粮食，国家的

财政也告罄；在加纳则出现了巨大的粮食缺口，缺口达２０万吨；

贝宁的粮食仓库也是空空如也，存粮告罄；多哥的国库存粮只剩

下３０００吨，只够全国人吃３天；斯威士兰、莱索托１９８３年降水

量只有往年的一半，粮食产量减产３／４；连被称为“黑非洲玉米

粮食”的津巴布韦粮食也歉收，竟也出现了西南部约２００万居民

缺粮的重大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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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北地区的沿海国家，尤其尼日利亚旱情最为严重，全国

１９个州中９个州遭灾，受灾人口达１５００万；喀麦隆的北部地

区，人们在７个月的时间里没见到下一滴雨，不得不纷纷跑到干

涸的河床上挖坑汲水。从撒哈拉沙漠吹来的炽热的哈马丹风来

的更不是时候，象牙海岸、贝宁、加纳等国，灌木竟自己燃烧起

来，树林中火灾四起，天火将人们苦心经营的许多大种植园焚为

一片片焦土。１９８３年，世界上第一大可可生产国象牙海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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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野火引起的火灾使２５万公顷的可可树林化为乌有，可可的

年产量锐减８６０００吨。

在非洲最西部的塞内加尔，塞内加尔河、冈比亚河等重要河

流干枯，往昔壮阔的河水如今变成了溪水般的细流，致使大西洋

的海水倒灌入干枯的河床，沿河流域的大片良田被冲成了贫瘠

的盐碱地；１９８２～１９８３年，塞内加尔的高粱、花生、粟等主要粮

食作物都减产近５０％，其北部和中部许多地区的花生农作物等

全部枯萎，颗粒无收；塞内加尔的８个大区普遍遭灾，尤为严重

的两个大区缺粮率竟高达９４％。只见烈日下的塞内加尔，大地

生烟，白晃晃一片，地面反光强烈到刺人眼睛。

西非萨赫勒的８个国家，多少年来都是非洲干旱最严重的

地区，从１９７０年以来，这个地区已经遭受了４次严重干旱。这

一地区还一直是撒哈拉沙漠肆虐扩张的对象，饱受了土地沙漠

化的苦难。如今，一场旱情最严重、受灾面积最大的干旱又降临

在萨德勒地区的人民头上。

１９８３年，萨德勒地区雨季来得比往年都晚，比且很快就结

束了，降水量创了历史上的最低水平。尼日尔河的洪水每年都

将肥沃的淤泥冲入尼日尔河套地区，１９８２年，人们望眼欲穿地

盼着的洪水却不见一点踪影，结果特南古地区的稻谷只种上了

９０公顷，这个可怜的数字还不到往年的４６００公顷的２％；圣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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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和普林西比的香蕉园因干旱全部枯萎，水果、蔬菜均被烈日烧

死；乍得因干旱造成的缺粮，１９８２年为１９２０００吨；１９８３年情况

更加恶化，缺粮２３５０００吨；马里的降水量跟往年相比减少了

２５％～５０％，土地干坼，粮食收成大减，干旱使马里缺粮约

９４０００吨。

“饥渴”的非洲大地上，旱魃奔袭扫荡，所到之处，赤地千里。

饥魔紧随其后，恐怖笼罩着非洲，数以亿计的非洲人民受到了饥

魔的严重威胁。

在埃塞俄比亚，饿极了的人们纷纷涌向巴提难民营，一个只

有足球场大的帐篷里挤着１６０００人，盼望着过往的车辆发放食

物，每天大约有１２０人在这种盼望中悲惨地死去。埃塞俄比亚

全国人口不到４６００万，而处于饥饿折磨和死亡威胁下的就有

７００万人，其中４７％是１４岁以下的儿童。

在塞内加尔，因饥饿而死的牲畜有１５０万头，村庄、道路两

旁，饥民的尸体和倒毙的牲畜处处都是，惨不忍睹。

在莫桑比克，饥魔差不多已经夺走了１０万人的生命，并且

还有上百万的人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

在尼日尔，一个小女孩在她写给向人们呼吁救援的信中说，

两年了，她的村子始终没见到一滴雨。村民们已经连续２天以

上没有吃东西，她的小弟弟已经受不住先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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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里塔尼亚，大旱使８０％的草地变成沙漠。饥饿的农牧

民涌入城市，沿路到处是他们的帐篷。城里的粮食被吃光后，饥

民们四处觅寻小动物，挖地三尺，以带壳的甲虫充饥，甚至有人

吃自己亲人的尸体。

在乍得也好不到哪里去，旱魃和撒哈拉沙漠交相进逼。肥

沃的田地被沙漠吞噬，赖以生存的牧场失去踪影，一座座牧民小

村子不再有人。牧民们从北纬十六度被赶到北纬十四度，沿途

一点吃的也找不到，只好吃自己的牧群，牧群吃完了就又开始吃

猫、狗、老鼠及其他令人恶心的虫子。在半沙漠地带，人们被饿

得来挖掘植物的根茎、捡食地上的树叶，许多人由于不能消化吃

下去的根茎和树叶而死去。大地一片龟裂，裂缝最宽处可以伸

进人的腿，举目四望，都看不到一点点绿色。

在苏丹境况也差不多，从苏丹港到喀士穆的公路上，尘沙飞

扬，饥民们饿得只剩下骨头，但还有气无力地挪动着脚步。不时

有人倒下不再起来，尸体被挪到路边。许多饿得奄奄一息的饥

民互相倚靠，坐以待毙。一个摄影记者照下了瘫坐在路旁的濒

死的母子三人的照片：母亲的目光已经呆滞，大约三十四五岁，

上身完全赤裸，颈子下面的锁骨明显地突出，酷似被一层皮肤所

包着的两根弯曲的棒槌，两只乳房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而干垂，耷

拉在小腹上，由于饥饿，两支手臂细长得惊人；一个不到两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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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含着母亲的奶头不放，好像要将母亲全身的血液都吸走；另

一个孩子瘦得以至让人无法判断其性别与年龄，头显得特别大，

眼睛闭着，连抬起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皮肤既没有血色又没有

水分，使后臂、腿脚上的所有骨骼关节和脉管神经暴露无遗，如

同一具木乃伊干尸。

非洲一些国家和地方政府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设立了救济

站，成群结队的灾民拼命向救济站涌去，灾民太多了，使得救济

站成为杯水车薪，很难解决问题。

１９８５年，大旱使原有的５００万非洲难民人数迅速增加，仅

苏丹一国难民总数就有１２０万人，而且平均每天从邻国涌入

３０００名难民。在非洲经褐色的大地上，只要一发现了水，成千

上万的灾民立即蜂拥而至，搭起一片密密麻麻的窝棚。干裂的

大地上到处都可以看到饥民，漫无目的地寻找着可能永远也找

不到的食物。

非洲的大饥荒给非洲经济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几乎是毁

灭性的打击。１９８４年全非洲农业大规模受损，粮食产量比１９８１

年几乎下降了２８％。撒哈拉以南的南洲地区作物产品出口总

值，１９８６年比１９８０年减少了４５％，使主要靠初级产品出口维持

经济的许多国家陷入了财政困境。救灾投入的人力物力消耗了

巨大的国力，１９８４年非洲粮食进口高达３２００万吨，远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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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万吨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粮食进口量，给本来就很贫穷

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一个年轻的美国摄影师在非洲经历了令人难忘的一刻：在

荒野上有一个孩子，趴在地上，艰难地挪动着他大大的脑袋和小

小的身子，向营地爬去，而他身后的几米处，却蹲着一只黑色的

秃鹫，它在干什么？它在等着孩子再也爬不动的时候。

摄影师因为拍了这张照片获得了美国普利策新闻奖。非

洲，许多人从不关心，从不了解的大陆，它的惨状震惊了全人类。

在这片古老、神秘、幽闭的大地上，人民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为惨

重的灾难与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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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线　　　　　
怎样防止大饥荒的悲剧？

要防止大饥荒的悲剧，发展中国家的紧迫任

务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地增加粮食生产，

提高低收入者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发达国家也

应改善国内分配不均的现象，同时更多地承担援

助受害国家和地区的义务。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应力图有效地控制人类自身的增长，将粮食生

产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联系起来，形成良性循

环。全世界各国都应保护生态和自然环境，以免

造成世世代代的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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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自从非洲统一组织第２１届首脑会议通

过《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非洲经济复苏优先计划》以来，

各国开始优先发展农业和粮食生产，增加农业投

入，调查农业政策，发展农业科技，再加上转好的

气候条件，各国农业大幅增产。非洲不少国家还

积极开展“绿色革命”，大力兴建水利设施，改造、

防治沙漠，开展集约经营。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我

们应该多关注一点多灾多难的非洲，多关注一点

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的非洲人民，多关注一点那

些两眼无神、瘦骨嶙峋、衣不蔽体的非洲儿童。人

类必须高度注意全世界的粮食安全，警惕大饥荒

的再度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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