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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释了18、19世纪非洲知识分子在种族歧视和殖民统治背景下，面对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念的冲
击所做出的理论回应，他们对种族命运和非洲前途的思索，及其对非洲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本书以时序为“纵轴”，从对非洲近代思想萌生的历史环境的回顾人手，以期探寻近代非洲思想演化
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同时兼顾对不同时期非洲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观点进行个案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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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宏明，生于1959年。
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非洲政治、文化问题研究。
著有《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帆宁》（列国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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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18世纪的非洲思想　　第一章 种族主义与近代非洲思想　　第一节 种族主义与奴隶贸
易和奴隶制度的关系　　一 “人类不平等”理论的由来　　“人类不平等”理论由来已久，确切地说
，它是随着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分化并且是作为替阶级压迫进行辩护的工具而逐步产生的，其渊源至少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哲学家的相关著述。
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是正当的。
“等级分工论”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从城邦正义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甚至把奴隶的存在
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原因在于人类的神性是不平等的，少数人之所以拥有较高的天赋，是
因为他们与神沟通的缘故。
这种不平等被柏拉图作为在城邦中确立等级制度或“等级分工”的正当依据，他把城邦里的人分为统
治者、保卫者和生产者三个等级；正义在柏拉图那里被界定为各个社会等级或阶层的各司其职，各守
其序，各得其所。
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在《政治学》一书中同样认
为人类生而不平等，有些人生来就是自由人，另外一些人生来就是奴隶，并将奴隶制视为“天然的、
有利的和公正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之所以有高低贵贱之分，是因为每一个人所拥有理性的程度不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人类等级观念中并未涉及或考虑奴隶
和奴隶主的种族属性；事实上，他们所要揭示的并不是人类种族的不平等，而是社会阶级的不平等。
换言之，“人类不平等”理论并不等同于种族主义。
因为在古代和中世纪，“人类不平等”理论只带有宗教偏见或阶级色彩，却不含种族优劣的内容，更
不是针对黑种人而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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