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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學年度法文系推薦甄試小論文考題

走過百年天災人禍——黑暗非洲盼曙光

在二次大戰之後，許多非洲殖民地在經過艱難且犧牲慘重的獨立運動與戰爭，終於

擺脫歐洲列強高壓剝削的統治，取得獨立的地位。那是一段充滿歡欣與振奮的時期。然

而在世紀末千禧年前夕的今天，回顧非洲國家在獨立風潮之後的發展，我們發現絕望似

乎取代了希望，而整個非洲大部分的地區仍籠罩在黑暗當中。安哥拉、蘇丹、剛果、索

馬利亞、衣索匹亞等地的人民，仍飽受飢荒之苦，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兒童或營養不良而

餓死、或是喪失正常的家庭生活、教育與醫療保健而無法順利的成長。

除了乾旱等天災之外，人禍才是造成非洲人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據估計目前至少

有十五個以上的非洲國家陷於內戰或捲入與鄰國的戰爭。例如安哥拉的內戰已經持續了

二十五年以上，目前每天平均有兩百人死於與戰爭相關的因素。這原本是場意識形態的

衝突，古巴與蘇聯所支持的社會主義政府，與南非前白人政權支持的叛軍，進行一場左

右翼之戰。

然而在冷戰結束與南非種族隔離制度崩潰後的今天，衝突的原因早已不再是政治原

則，而是爭奪鑽石礦場與石油等資源，左右雙方都一樣的腐敗墮落。目前剛果激化的內

戰則把周邊國家都給捲入了。盧安達與烏干達入侵剛果支持叛軍，辛巴威、安哥拉與納

密比亞則派兵支持政府軍，結果導致嚴重的區域不穩定，有可能演變成第一次的全非洲

大戰。

打游擊出身的剛果總統卡比拉原本是烏干達與盧安達所扶植的，反目成仇之後，卡

比拉開始煽動境內種族仇恨，發起反圖希人的宣傳（盧安達現在是由圖希族執政），令

人擔心數年前的盧安達境內胡圖族對圖希族進行種族屠殺的慘劇，會在剛果重演。另一

方面，辛巴威人民對政府派兵參加他國內戰的作法，也日益感到不滿，辛巴威總統穆索

文尼的反應則是鎮壓批評他的報紙，威脅判決對他不利的最高法院法官，大有搞個人獨

裁的趨勢。

除資源爭奪之外，民族主義與宗教糾紛也是造成戰爭衝突的原因之一。貧窮的衣索

匹亞與小國艾瑞卻亞為了邊界一小塊毫無價值的不毛之地，而大動干戈。阿爾及利亞的

軍政府則與回教基本教義派叛軍進行血腥內戰，屠殺全村的慘劇時有所聞。蘇丹的伊斯

蘭政府軍則與南部的基督教叛軍進行長年的內戰，使這個飽受飢荒之苦的國家雪上加

霜。

在這些血腥荒唐的戰爭當中，受害的是無辜的人民，尤其是兒童。許多安哥拉的年

輕男人躲在家中足不出戶，生怕被徵去當兵。獅子山共和國的叛軍每次攻進一個村莊，

就把當地小孩的手剁掉以示警告懲罰。由於烏干達支持蘇丹叛軍，蘇丹政府則反過來支

持烏干達叛軍「主的反抗軍」。這支異端基督教軍隊嗜好綁架大批兒童，男孩充作軍伕，

女孩充作軍妓，結果常造成長得比步槍還矮的小男孩上戰場，與十幾歲出頭的小女生懷

孕或感染愛滋病的悲劇。

除了部落、族群與宗教的仇恨，以及軍閥政客貪污腐敗爭奪資源等近因之外，非洲

長年的戰爭衝突還有其久遠的歷史因素，十八世紀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利用大批黑



2

人奴隸在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大農莊，種植甘蔗、煙草、咖啡與巧克力豆等利潤豐厚的經

濟作物。奴隸的來源並不是我們一般想像中那樣由白人軍隊到非洲去抓，而是透過以物

易人的方式，在沿海港口用鐵製工具向非洲酋長交換而來。由英國布里斯托及稍後由利

物浦出發的商船，滿載工具到非洲換取奴隸，再將奴隸運往加勒比海殖民地出售給農場

主人，然後再把當地出產的煙草、蔗糖與蘭姆酒等貨品運回英國。

這種三角貿易利潤非常豐厚，促成十八世紀英國社會的經濟成長與富裕，大量生產

鐵器也成為工業革命的濫觴。非洲社會由於沒有監獄制度，罪犯或戰俘便充作奴隸。然

而罪犯來源有限，因而歐洲商人便提供軍火給非洲酋長，鼓勵他們進行綁架與戰爭，以

確保充作奴隸商品的戰俘源源不斷。有利可圖的酋長又何樂不為呢？結果導致非洲長年

的部落仇恨、戰爭與發展落後。十九世紀歐洲列強瓜分殖民非洲，在殖民地扶植代理人、

利用部族矛盾使不同勢力互相制衡，進行分而治之的分化統治。結果當然使族群緊張，

關係更加惡化。而二次大戰後獨立的國家，往往是以列強舊勢力範圍劃分成不同行政區

來作為國家單位，這種疆界劃分其實十分任意武斷，也為未來衝突埋下伏因。至於冷戰

期間美蘇雙方各自扶植政權，進行代理人戰爭，那更不在話下。

在世紀末的今天，當非洲最需要援手的時刻，歐美等富裕國出現了「援助疲乏症候

群」。聯合國今年計劃募集七億九千六百萬美元給急需救助的一千二百萬非洲人，卻連

一半也募不到。當歐美等國家這幾年經濟穩定成長，援助非洲的款項卻節節下降。全球

一年花九十億美元在寵物食品上，卻連拿出十分之一的錢來救助最貧困的人也做不到，

而光是索馬利亞一國就有三十萬人在挨餓，一百萬人的生活條件急遽惡化。

造成外界援助意願降低的原因之一，當然是內戰與貪污，使得許多援助都被中飽私

囊或浪費掉。那麼，長久的改革之道在哪裡呢？民主政治似乎是個出路，然而這方面的

努力卻遭到重重的困難與挫折。奈及利亞今年的大選作票充斥，票箱被塞進填好的選

票，全村的人發現有人已幫他們投了票了。肯亞總統則威脅說他選不上的話就會有動亂

發生。這種恫嚇可不見得是虛言，安哥拉大選落敗的一方馬上就翻臉，回頭上山打游擊。

盧安達的民主實驗產生小黨林立，為極端勢力提供舞臺，不少小黨要為數年前的種族大

屠殺負責。看來非洲國家的民主之道還很艱辛漫長。

經濟發展是西方提出的另一帖藥方，自由派經濟學者主張市場開放、減少政府干

預，是非洲唯一出路，甚至有人還主張廢除掉無能的非洲國家政府，由企業集團接管經

營。國際貨幣基金對非洲政策基本上是依循自由市場路線，雖然沒有到要求廢除政府這

麼激進的地步，但也提出強烈的要求與限制，要重組接受其援助國家的經濟結構。國際

貨幣基金的猛藥是政府必須削減公共支出，改善財政結構。然而結果造成許多用在公共

建設、社會福利與醫療保健的支出遭刪除，導致原本就窮困的人民處境更加惡劣。

目前許多關心非洲國家的人士主張，應該取消這些國家的鉅額外債，俾使這些國家

有餘力發展經濟，以創造出一個政治穩定的局勢。目前美國政府已朝此方向邁出第一

步，歐洲國家的反應仍有待觀察。而這個能否成功，也有賴相關配套措施，以確保經費

是用在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上面，而非貪污或作戰。看來所謂「黑暗大陸」要看到曙光，

還會有段漫長痛苦的等待。

（中央日報八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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