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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是
　　面积是中国的三倍
　　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长的裂谷、最长的河流
　　东非有战火纷飞的索马里，又有安全稳定的卢旺达；
　　南部非洲既有抢劫案高发的约翰内斯堡，也有宁静美丽的温得和克；
　　既有全国只有一所大学的博茨瓦纳，也有世界上手机银行最发达国家之一的肯尼亚。

　　有人忘不了这里怒放的鲜花和空寂的草原，
　　有人爱上了这里奔跑的猎豹和慵懒的大象，
　　有人留恋于这里淳朴善良的非洲人。

　　非
　　强盗劫匪横行；
　　原始落后、一盘散沙；
　　笃信巫医，奉行邪恶法术；
　　贪婪、只会伸手要援助；
　　蚊虫肆虐、肮脏多病；
　　到处是羚羊、遍地是狮子；
　　没有时间观念、懒散；
　　洲
　　“非洲：不论你对它的印象如何，不妨重新思考一下。
”
　　“又穷又乱”，“又脏又热”，“蚊虫肆虐”，“武装政变频发”，“政府腐败、政客贪婪、人
民愚钝”⋯⋯越是没有到过非洲的人，越能向你绘声绘色地描述那里的境况--那是他们想象中的非洲
，那是种种传说、新闻报道、臆想和偏见共同构筑起的非洲。

　　这位驻非洲记者在当地旅行考察了数年，开始关注和思考身边的非洲人，并选择了从偏见、危险
、贫穷、懒惰、部族、巫医、巫毒教、援助、野性、疾病、肤色、奴隶贸易、婚姻、饮食、民主、老
兵、移民、动物、非洲人、印度裔非洲人、在非洲的中国人、非洲人眼里的中国这22
个关键词入手，在书中描述了他眼中的非洲和非洲人，以及中国人对非洲的“迷思”--那些广为流传
却又不是事实，或者不全为事实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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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桂涛
　　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英语系硕士。
2007年进入新华社对外部任记者、编辑，2010年3月派驻新华社非洲总分社，任编辑、英文发稿人，曾
赴肯尼亚、乌干达、埃及、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多哥、贝宁等国采访，参与非洲联盟峰会、
欧盟—非洲峰会等报道，曾专访塞内加尔、利比里亚等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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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这里是非洲
·偏见--微笑吧，因为你在肯尼亚
·危险--我坐了"马他突"，我还活着！

·贫穷--地图上找不到的贫民窟
·懒惰--当"非洲时间"遭遇"中国速度"
·部族--大部族，小国家
·巫医--巫医穆萨
·巫毒教-- 蟒蛇庙、猴子头和巫毒教
·野性--五百勇士初长成
·疾病--虫虫危机
·援助--穿旧鞋，走新路
·肤色--白色的黑人
·奴隶贸易--"奴隶堡"纪事
·中国人--2011，郑和重返非洲
·民主--脚后跟上的民主
·饮食--烤黏土和油炸白蚁
·婚姻--你愿意做我的第四个妻子吗？

·战争--老兵不死
·印度裔非洲人--黑国家，棕色人
·非洲人看中国--雨还是路？
非洲迷思里的中国
·移民--罩袍下的城中城
·动物--天堂之渡和动物天堂
·非洲人--聪明人"木须肉"和我的非洲朋友们
后记：走不出的非洲
附录：书中非洲专有名词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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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野性——五百勇士初长成牛尿和爬满蚂蚁的土块从树枝搭成的“圣屋”顶上撒下来，落在屋子里500个
赤裸着身体的男人身上。
他们站在原地，双脚用力向上蹦跳着，身上满是尿水的腥臊。
蚂蚁爬来爬去，在他们的皮肤上咬出红包、肿块。
男人们的呼喊声此起彼伏，不是喊疼，而是在向“太阳神”呼喊，向他祈求足够的力量。
牛尿洒完了，蚂蚁落完了，男人们俯身蹲坐，四周寂静无声。
突然，屋外等候已久的人们爆发出一阵欢呼：“‘圣屋’的木门打开了！
”500个男人鱼贯而出。
他们接过布，擦去身上尿水，抖落头发里的蚂蚁，肃穆许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们刚刚经历了马赛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在咬牙挺过“成人礼”上最后一项考验之后，他们，终于成为马赛族的成年勇士。
“从今天起，你们将结束守卫部族的任务，开始娶妻生子、组建家庭⋯⋯”马赛长老向他们大声宣布
。
与中国优雅而井然的“冠礼”相比，非洲“红衣牧者”马赛人的成年礼显得狰狞而血腥，但却更贴近
自然与生命。
在黄土和石块上颠簸了近5个小时后，我从繁华的内罗毕来到这片深藏在密林里的马赛人聚居地“奥
罗米斯森林”，观摩传说中神秘的马塞人“成年礼”。
整个摩坦尼克部落已经为勇士们的成年礼忙碌准备了两周——用马赛人的话说，是“从月圆到月缺”
。
清晨森林的薄雾中，勇士的家人们背着长葫芦走向一处高地。
平时盛“牛奶加蜂蜜”早餐的长葫芦里，今天装的则是牛尿。
没有人觉得牛尿污秽。
牛被世代以牧畜为生的马赛人视为最主要的财富和重要的生活组成，是他们的圣物。
马赛人见面问好时甚至首先会问：“您的牛好吗？
”然后才问：“您的孩子好吗？
”马赛人的生活里，牛的地位超越了人。
马赛人世代坚信，牛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以任何手段从别的部族拿回本应属于他们的牛都是正当的
。
据说，马赛人与周边部族频发的争端冲突多是因为牛群归属问题。
牛可以帮助马赛人和他们的神建立起联系，因此，它总是出现在马赛人的重要活动中——婚礼、祭祀
以及成年礼。
今天的成年礼上，一白一黑两只牛已早早被牵到高地上的一间“圣屋”旁。
屋子周围斜倚着上百只装满牛尿的葫芦。
“圣屋”是在典礼日前一天用树枝搭建而成的尖顶、圆底的谷仓形建筑，顶部用树叶覆盖，这里将举
行成年礼最重要的祈福仪式。
“圣屋”外20米处，一人高的树枝搭成环形围栏。
从四周村庄赶来观看仪式的马赛女人、儿童被手持树枝的卫士拦在围栏外，只有男性长者允许进入。
在深沉的牛角号声和马赛人高亢而有节奏的呼喊声中，勇士们手持长棍，抬着一根新砍伐的“神木”
从远处走来。
他们光着脚，身披马赛族传统服装“束卡”（Shuka，由两块红底黑条的布组成），头发用泥土染成
红色，手腕上戴着各色马赛珠编成的手链，表情严肃，并和着领队长者的喊声尖声喊叫。
当“神木”被插入“圣屋”顶部时，人群中爆发出欢呼，马赛勇士的成年仪式正式开始。
主持仪式的马赛长者早已娴熟地将两头牛放倒在地，在牛颈部插入长刀，用事先准备好的牛皮兜住涌
出的鲜血。
勇士们依次跪倒在牛前，吸取牛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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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血是马赛人日常的食物。
一个马赛人会用他随身携带的尖刀刺取牛血，随时饮用，认为能从中汲取不竭的力量。
“不试试吗？
”一个长老问我。
我心有忌惮，委婉拒绝。
日上三竿。
当我第二次见到勇士们时，他们已经花了半天时间换上另一套装束：下身裹着粉红色的方布，赤裸的
上身披着印着各式花纹的“床单”，腿上挂着一只小铁铃铛，叮当做响，头上戴着灰黑色羽毛制成的
装饰物，像一只鬃毛浓密的雄狮。
当“圣屋”周围的长者再次吹响牛角号时，勇士们在村落的“马尼亚塔”（Manyatta，用牛粪、泥土
、树枝搭建的传统马赛族房屋）前站成一圈，在长老的带领下反复吟唱表示欢乐的歌词，受邀而来的
马赛族议员、官员、老人手持传统的圆头“荣古”（Rungu）木杖，在勇士们面前来回走过，与他们
一起歌唱。
突然，勇士们开始环绕“马尼亚塔”小步奔跑，一边跑，一边交替单脚向上跳。
他们的舞步轻盈、整齐，铃声、喊声、脚步声交织成歌。
在环绕“马尼亚塔”奔跑八圈后，他们列队跑向远处的森林。
我随着观礼的马赛人前往森林，却被守在森林外的人拦住，不允许进入。
他们解释说，因为森林里有巫医，除了马赛勇士外，任何进入这片森林的人都会被施以魔法。
我只能在森林外等待那里的“秘密仪式”结束。
一个小时后，马赛勇士们再次出现在我面前，身上已经抹上了灰白色的泥土。
森林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问了几个勇士，但他们都缄口不言。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考验——牛尿浇淋和蚂蚁咬噬。
一天的成年礼和我此前对非洲原始部族的想象没什么不同：生吃牛肉、喝牛血、跳舞、唱歌，一切都
体现着马赛人和自然角力的勇气与经验，都透着野性的气息。
这一天，马赛族少了500个骁勇善战的勇士，却多了500个能撑起一个家的成年男子。
马赛人认为，猎杀狮子、守卫部族这样的任务是与自然较量，主要是劳力，应该由年轻勇士承担；而
组织家庭、娶妻生子则是处理人际关系，更为复杂，更为劳心，只有脱下戎装的成年勇士才能担负。
马赛勇士山姆威尔曾用一杆长矛只身猎杀一只袭击牛群的狮子。
他为我取了个马赛名字“Lemayan”（勒马研），意为“祝福”。
山姆威尔告诉我，如果不是肯尼亚政府的禁令，每个马赛勇士成年前，都应按传统杀死一只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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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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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人需要对非洲知识的启蒙教育，而桂涛以记者热情、敏锐和理性的笔触记录下的他眼中的非洲正
是这种启蒙读物之一。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李安山 
  要认识千姿百态、复杂多面的非洲，这本书很值得一读。
它比精彩的游记多一层深刻，它具有学术文章所缺失的生动。
作者充分发挥常驻记者的优势，身临险境，探幽访胜，广征博采，并以精到的文字将所见所闻所思所
感形诸笔墨，把读者带到那片神奇的大地。
    ——人民日报国际部原主任、《非洲》杂志社原总编辑 马世琨    非洲有如橄榄果，初尝苦涩，越咀
嚼越发甘醇。
读罢桂涛这部汪洋恣肆的非洲书稿，此种体验愈益加深。
    ——新华社原副社长、中国非洲研究会名誉会长 高秋福    非洲，她给予世界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而世界给予她的则太少、太少。
    ——新华社原副社长 高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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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非洲》讲述了我认识的许多中国人，他们在离开非洲、回到中国一段时间后都选择重新回到这里
。
有的回来继续工作，有的则一辈子做了非洲人。
让他们重新走进非洲的原因很多，有人忘不了这里怒放的鲜花和空寂的草原，有人爱上了这里奔跑的
猎豹和慵懒的大象，有人则是留恋这里淳朴善良的非洲人。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来，但我的心已经永远走不出非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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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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