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致季羡林先生）

季先生：

您好！

今年春节，我和爱人杨秀琴因担心春运开始后，买火车票

困难，我们就早早从银川到郑州小儿俞兵处，他在河南工业大

学教书，这样在北京工作的两个女儿也可就近到郑州过春节。

所以我从郑州给您寄上贺年卡，恭祝您春节愉快，健康长寿！后

来我接何乃英同志从北师大电话通知说，去年张鸿年同志他们

在北大召开伊朗文学研讨会，找不到我。今年 10月要给季先生

祝九十五岁大寿，希望我能参加。加上小女儿俞重远（在北京邮

电大学教书）一再软磨硬泡，所以我们于年初八到了北京。先去

北大探望了刘安武、张鸿年、梁立基同志，又到北师大探望了何

乃英、浦漫汀（陶德臻同志爱人）等同志。梁立基同志给了我一

本《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新的第三版修订本（我也是一、

二版的执笔者，这次修订没有通知我），何乃英同志送了我一本

他著的《探索与开拓———东方文学论文选》，因此引起了我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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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想法。

我于 1924年生在宁夏灵武，1942年在宁夏简易师范毕业

后，到陕西城固考上了当时的西北师院附中师范部作旁听生，

1944年考上了西北大学边政系，主要是学俄语，后因参加学运

被开除。1946年到北平改用现名先考清华同方部的社会学系未

被录取，后来考上了北平师院的历史系。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

国际新闻局和外交部情报司做管理外国记者的工作。1961年，

中苏关系恶化，爱人因单位撤销被分配到宁夏工作，我也随同

爱人调宁夏工作，在宁夏大学教外国文学（俄苏、欧美文学）。鉴

于中央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我就注意从国内一些报刊和苏联一

些报刊中搜集有关亚非拉文学的资料，剪贴起来装订成册。“文

革”前我开始为中文系学生试着讲《亚非拉革命文学作品选》，

“文革”中我被群专劳动十年，中断了东方文学的教学。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拨乱反正，我到南昌参加

《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定稿会议，经赵澧先生推荐，参加

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的编写工作，具体写现当代黑非

洲（即南部非洲，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包括东非、西

非、中非和南非以及沿海诸岛，因其居民主要是黑色人种，故称

之为黑非洲）文学一章。1983年我将“文革”前搜集的有关亚非

拉文学的资料，加上从《译文》杂志上挑选的一些作品，由宁夏

大学教材科内部出版了五册一套的《亚非拉文学作品选》3000

套，并由宁夏大学向全国各高校内部发行。

以后我就经常参加各兄弟院校举办的外国文学研讨会，学

习取经。尤其是在您和北大、北师大一些同志的带领和帮助下，

参加了编写东方文学教材的工作。我在自己的教学工作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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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北非，特别是黑非洲的一些作家很感兴趣，写了一些自己

的心得体会，零散发表在一些教材和我们宁夏的高校学报上。

西亚北非的有三篇，黑非洲的有十篇。在已出版的教材中作为

概述或导论简要介绍的西亚北非有五篇，黑非洲的有八篇。

我现在想把这些不像样的心得体会结集发表，统称为《西

亚非洲文学、作家及作品散论》，或是只选南部非洲的，就称之

为《非洲文学作家作品散论》（或《黑非洲文学作家作品散论》）。

我觉得只选南部非洲的论文较有价值，因北非的作家多系阿拉

伯作家，北大和北外的同志们有深入的研究，我写起来就有些

班门弄斧，而南部非洲的作家，我在“文革”前在东方文学的教

学中介绍他们时，在国内似乎尚属空白，现在国内研究的人也

比较少，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所以我倾向于只选黑非洲的论

文结集发表。

在此我冒昧恳请您能在休养中间、在保重身体的情况下给

以指教并赐予序言。不知我这个要求是否有些过分？因为我们

工作在边远地区，信息较少，条件很差，能有这些体会，也是得

力于各位前辈和同志们的提携和帮助，得来“实属不易”（姜椿

芳同志 1984年参加宁夏译协成立大会作学术报告时，在谈到我

为《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撰写了南非作家的几个小条目时

这样说），同时，也想有个发表的机会。不恭之处，尚请您多多原谅！

顺颂

大安！

学生

俞灏东 敬上

2006年 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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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向中国人民学习

———纳米比亚《新纪元报》网站 2008年 2月 15日

非洲落后于世界上所有大陆。实际上，在殖民主义者到来

之前，非洲就在发展，但因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而被打断。从

此，非洲变得停滞不前。

欧洲文化帝国主义强行进入非洲并在此生根。很多人被

“启蒙”了。不幸的是，他们仍然很享受被洗脑的状况。

很显然，非洲已被那些不希望看到我们发展的人扣为人

质。他们仍在竭尽全力地从文化上奴役我们，公然拒绝向我们

传授技术，继续剥削我们的经济资源，最严重的是，他们开始剥

夺我们的人力资源。

拒绝屈服于新殖民主义压力的非洲人被列入黑名单，受到

诽谤并被扣上暴君、独裁者之类的帽子，经济遭到破坏并受到

制裁。这些殖民主义者从来不曾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真正的朋友是那些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站在我们一

边的人，是那些在我们今天需要的时候仍然作为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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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爱好者和人类进步促进者来援助我们的人。这些朋友中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

由于美国编剧罢工，美国 NBC（全国广播公司）节目全部中

断，中国的节目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对关注发展与进步

的人们而言，这些节目不仅有益、有趣，而且具有教育性，当然

还非常优秀。

听到我们当中一些人说看中国节目是浪费时间，真替他们

感到惋惜。太遗憾了！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也曾像我

们一样被日本帝国扣为人质。

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成功地抵制了日本在中国

开拓殖民地的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领导和毛泽东主席的

激励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此后，发展和进步变成了中国

人民的口头禅。希望我们非洲人也有同样的干劲。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蓬勃发展使它成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眼

中钉、肉中刺。中国在经济上对一些超级大国构成了威胁。中国

向美国之类国家源源不断地输出产品，数量如此之大，以致美

国自己都抱怨中国在向它倾销产品，尽管事实是美国人已经离

不开中国产品。

因此，我们为什么不向伟大的中国人民学习并仿效他们？

我们为什么要因为看不到西方肥皂剧而哭诉？这些肥皂剧什么

都没有教给我们，西方还用宣扬暴力和其他罪恶的电影来污染

我们的心灵。

在纳米比亚读到一份以欧洲为中心的报纸说，中国的节目

质量低劣，真令人痛心。这真是谬论！

对这样一些抱怨中国人涌入纳米比亚，却对纳米比亚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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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欧洲人什么也不说的人，你还指望他们什么呢？

纳米比亚人民，让我们醒来并睁开眼睛。让我们感激中国

人民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让我们欢迎他们并竭力学习他们建设

国家、造福人民的努力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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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黑非洲文学初探

（一）

过去一向被人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是世界古代文明最

早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十九世

纪，达尔文曾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说法。1959年，在非洲东部

高原的坦噶尼喀发现了迄今认为是最古老的人类化石之一的

“东非人”。可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硬说黑非洲没有历史、没有文

化，企图轻轻一笔，把非洲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勾销掉，这当然是

痴心妄想。非洲的文化、非洲的文学、非洲的历史是客观存在，

是任何人勾销不掉，抹杀不了的。

我们知道，广袤无垠、富饶而又瑰丽的非洲大陆，即是人类

的发祥地之一，而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又是人类古代文明的摇

篮之一。在远古时期，当欧洲大陆上，还是冰川固封的时候，在

非洲的撒哈拉，却是河流湖泊星罗棋布，草木茂盛，早期的居民

已经在过着生气蓬勃的生活了。1933年，在撒哈拉中部发现的

塔西里岩画，就是这些早期居民的杰作。这些雕刻和绘画的创

作年代，根据地质学的研究来判断，可能是在八千到一万年以

前。塔西里岩画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状态：一部

分人穴居，一部分人则盖起了一幢幢圆顶的草屋；妇女耕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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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男子则放牧牲畜，或者在水草丛中猎取河马。

在旧石器时代的末期，北非的气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撒

哈拉从富饶的大草原变成了沙漠，从此把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割断开来。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发展并没有因此而

中断。当地人民运用自己的智慧，独立地从石器时代发展到冶

炼金属和使用铁器的时代。特别是西苏丹，在公元前五千年到

公元前四千年，便在尼日尔河上游独立地发展了农业文明，世

界上有两百五十种以上的农作物如高粱、豇豆、西瓜、南瓜、可

可、芝麻等，起源于包括苏丹在内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

农业的发展，使西苏丹地区较早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近

三十年来，在尼日利亚诺克盆地陆续出土的文物，证明在三千

多年前，西苏丹地区的赤陶雕塑品已经有了相当的艺术造诣。

而在一千多年前所雕刻的约鲁巴国王的青铜雕像，尤其表现了

高度的艺术技巧，可以放在世界最优秀的雕刻品之列。

从历史上看，埃及属于非洲而不是像许多学者所假设的属

于亚洲甚至欧洲。埃及文化来自南方的中非，而不是来自北方

的欧洲或东方的亚洲。希腊曾经向非洲寻找启发；罗马曾经把

非洲当做它的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世纪初期，非洲曾经一

度在世界上占据首屈一指的地位。欧洲文艺复兴也可以从非洲

找到若干渊源。当伊斯兰教向西伸张时，非洲是这个帝国的重

要中心之一。非洲奴隶贸易建立了美洲世界，后来又建立了欧

洲资本主义。现代艺术也是在非洲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在非洲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文明的毁坏者———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者竭力想否认，或者想使人忘记：文明是一个跟着一

个诞生和熄灭的这一事实。就是，在苏丹的墨洛文明衰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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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之而来的是古代埃及文明的诞生和登峰造极；当后者衰微之

后，就是光辉灿烂的加纳帝国的发展，它的版图从现在的尼日

尔直到大西洋，也就是说直到塞内加尔。加纳衰败之后，马里、

宋腊伊、芒丁国、莫西、贝宁、伏洛夫（今塞内加尔的别名），就相

继放出了它们的光辉，直到最初的外国侵略者到来之时。

（二）

非洲民族，特别是非洲黑人，有着光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

的文化传统。非洲现在共有四亿多人口，分属三个种族。居住在

撒哈拉沙漠以北的是属于欧罗巴人种的阿拉伯人、柏柏尔人、

苏丹人等，他们是古代中亚和地中海地区的移民，以后成了埃

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利比亚、苏丹等国居民的主要

成分，现有人数约占非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大部分讲阿

拉伯语，信伊斯兰教。

在非洲第一大岛马达加斯加，居住着另一个种族，他们是

属于蒙古族的马尔加什人，是在公元前几千年前从东南亚地区

迁移过来的。

属于尼格罗种的黑人是非洲最古老而且人数最多的民族，

约占非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主要居住在撒哈拉以南的广大地

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由于自然条件的原因，皮肤黝黑，故一

般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称之为黑非洲，并没有褒贬

之意。一般说来，非洲黑人的肤色乌黑，他们有着卷曲美丽的黑

发、晶莹智慧的大眼、丰厚的嘴唇和宽阔的面庞，具有英俊、朴

实、敦厚的风度。尼格罗种黑人的部族很多，语言差别很大，大

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属于苏丹语系的苏丹黑人，主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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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赤道以北、几内亚湾沿岸和撒哈拉南部，其中著名的有阿

散蒂人、达荷美人、约鲁巴人等，这一系统的黑人在历史上曾经

建立过强大的国家，但自 15世纪起，就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猎

取黄金、象牙和奴隶的对象。现在他们是西非各国和赤道非洲

的主要居民。另一个系统是属于班图语系的班图黑人，他们居

住在中非和东非，往南一直到好望角。这个系统的黑人又分成

好多部族，例如在刚果南部和安哥拉北部分布着英勇善战的巴

卢巴人。巴卢巴人过去在历史上也曾建立过强大的国家。此外，

在南非还散布着布须曼人、霍屯督人等。

这三大种族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共同缔造过非洲的文化，

是非洲民族大家庭的主要成员。

非洲是一个辽阔富饶的大陆，面积达三千多万平方公里，

它的山河壮丽，动植物繁茂，地下宝藏丰富，所以非洲人民自豪

地称之为“金非洲”！但是，金非洲的真正主人 500年来却一无

所有，帝国主义者在非洲喧宾夺主，做尽了坏事，使非洲成为一

座人间地狱！例如 15世纪以后，只是由于奴隶贩卖，就使非洲

至少损失了一亿以上的人口，19世纪下半叶，在帝国主瓜分殖

民地的战争中，被屠杀的非洲人更是不计其数。由于这种情况，

许多部族灭绝了，许多地区的历史中断了。殖民主义几百年的

统治，使非洲半数以上的居民处于饥饿线上，90%以上的人口

是文盲，婴儿死亡率高达 50%以上，一般人民的寿命平均只有

30岁左右。而真正骑在非洲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殖民统治者和

种植园主的人数很有限，不及非洲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这百

分之一的人口，却霸占了非洲的绝大部分土地，掠夺了全部矿

产。他们居住在东非、南非等气候最好的地方，尤以南非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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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19世纪末叶，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西欧列强在非洲

展开了疯狂的殖民地争夺。1876年，帝国主义在非洲的殖民地

约占非洲领土的 10％，而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非

洲已为帝国主义宰割殆尽，帝国主义占领了非洲领土的 96% 。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非洲只有四个形式上独立的国家，这四个

国家占非洲面积的 11％。其中，埃及和利比亚实际上分别为英

国和美国所控制；英国自治领南非联邦又是一个由少数白人统

治多数黑人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于 1936 年又为意大利武力

侵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为非洲民族解放

运动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国际条件。大战严重地削

弱了长期统治非洲人民的几个主要殖民主义国家。战争时期和

战后初期，亚洲的许多重要殖民地和附属国在经过长期的斗争

后，先后取得了独立，尤其是中国、朝鲜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

改变了争取民族解放力量同帝国主义力量之间的对比。这一切

都促进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迅速瓦解，有力地鼓舞并支持了

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在非洲 59个国家和地区

中，除西南非洲和罗得西亚还在进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南

非共和国”还在少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外，其他国家

和地区都已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殖民主义者是不会甘

心自己的失败的，他们会继续采取各种手段，力图保持他们最

后的阵地或卷土重来。

现
当
代
黑
非
洲
文
学
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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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涨和各殖民地国家相继

获得独立，黑非洲的进步文学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从

我国近年翻译介绍的黑非洲诗歌、小说和民间故事中可以清楚

地看出来。

黑非洲具有历史悠久的文化，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及殖民主

义长期的统治和压迫，这种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和摧

残。殖民主义者企图割断黑非洲民族文化的传统，而用自己的

文化来同化非洲人。因此，当他们到来之后，就斩断了当地文字

的发展。所以非洲有许多国家直到现在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有

些国家虽然有自己的文字，但广大群众得不到学习文化的机

会。能够进学校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且只能进殖民者所办的学

校，只能学欧洲文字。因此，非洲作家们现在大多数还是用英、

法、葡这三种文字来写作，他们的作品还不是广大群众所能看

懂的。

然而，尽管帝国主义对非洲的文化发展千方百计地加以阻

挠，黑非洲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完全被灭绝。首先是在民间口头

创作方面，黑非洲各国，特别是在西非，民间口头文学，像海洋

一样瑰丽、深邃和宽广。黑非洲人自古以来就热爱艺术创作，他

们往往通过艺术创作来表达在劳动和生活中的思想感情，这种

即兴的口头文学创作出来以后，辗转流传，经过加工、改编和充

实，就产生了丰富多彩的诗歌、神话、故事、史话、寓言、谚语和

谜语等等。然而由于缺乏书面记载，这些珍贵的民间创作，全靠

人们口头传诵记忆而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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