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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复兴: 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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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近年来, 随着非洲一体化的推进和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 , 非洲复兴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

题 "非洲复兴是几代非洲人的梦想, 与泛非主义密不可分 "作者认为对于非洲复兴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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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随着非洲一体化的推进和非洲经济的较快发

展 , 国际社会对非洲大陆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 , 一改冷

战结束初期对非洲悲观的评价 , 如 /问题大陆 0! /失望

大陆 0, 现在的评价普遍比较积极 , 非洲复兴成为国际社

会热议的话题 "201 1 年 12 月 3 日英国 咤经济学家 6 撰文

称 , /非洲是个希望的大陆: 非洲正在复兴 0" 201 2 年 7

月 1 日美国 5纽约时报6 刊文称 /非洲大陆正在崛起 0"

非洲政治家更是对非洲复兴充满信心 , 埃塞俄比亚前总理

梅莱斯在非盟第 18 届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说: /我们梦寐

以求的非洲复兴已经开始 0 川 "刚刚闭幕的非盟第 21 届

峰会 , 以 /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 0 为主题 , 通过了 ((1 卜盟/

非统 50周年宣部 , 提出到非统成立 100年之际, 即2063

年建成繁荣富强的非洲 [2] "那么 , 如何看待非洲复兴?

今后非洲的发展是否就一片光明? 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

讨的问题 "

非洲复兴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所谓非洲复兴 , 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非洲有过辉煌的历

史 "非洲是人类的发祥地 , 在历史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

20 世纪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 , 非洲是最早出现人类的大

陆 , 肯尼亚的 1470 号人和埃塞俄比亚的露西就是其代表 "

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是闻名世界的四大古代文明之

一 , 在时间上比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都要早一些 "此外 ,
库施文明 !班图文明 !豪萨文明和斯瓦希里文明等都是古

代非洲黑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世纪西非地区相继出

现加纳 !马里和桑海帝国 , 这些古代的王国和帝国将当地

的班图文明与外来的伊斯兰文明融合在一起, 把西部非洲

的黑人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英国非洲史学者巴兹尔 #

戴维逊对古代西非文明予以高度的评价 , 他说: /这些国

家往往比同时期的欧洲还要先进 "0 {.l 直到今天 , 马里

共和国杰内大清真寺和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等遗址 , 仍

然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 , 感叹非洲黑人文明的巨大魅力 "

近代以来 , 非洲长期遭受殖民人侵和殖民掠夺 , 导致非洲

的落后 "

非洲复兴是几代非洲人的梦想 " 19 世纪末 , /非洲民

族主义之父 0 ) 爱德华 #威尔莫特 #布莱登大力倡导非洲

人的团结 , 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西非国家, 以保证世界各

地的非洲人的利益 "他首先提出以 /非洲个性 0 为中心的

民族主义思想 , 他将黑人看作一个整体 , 提出共同命运

说 , 主张世界各地的黑人联合起来 "布莱登特别注重恢复

和培养非洲人的自尊和自信 , 他认为必须对非洲充满信

心 "非洲独立之后 , 以加纳开国总统恩克鲁玛为代表的第

一代非洲国家领导人高举非洲复兴的旗帜 "恩克鲁玛主张
通过非洲统一实现非洲复兴 , 他认为 , 一个统一的非洲 ,

应该实现三个目标: 第一 , 拥有一个以大陆为基础的全面

的经济计划 , 以增强非洲的工业和经济实力 "第二 , 建立

一种统一的军事和防御策略 "第三 , 采取统一的对外政
策 "恩克鲁玛大声疾呼: /命运已向非洲领导人提出了挑

战 "我们必须抓住良机 , 以证实非洲人民的天赋能够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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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国家中存在的分离主义倾向, 为了实现非洲更大光荣

和无限幸福 , 迅速地汇合在一起 , 建立一个非洲合众国0 [.] "

非洲统一组织正是在泛非主义推动下建立的 , 它在促进非

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 , 实现民族解放的进程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 但是非洲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 , 恩克鲁玛本人因为

积极推动非洲的联合而损害了加纳本国的利益 , 被政变赶

下台 "

20世纪 90 年代末 , 南非政治家姆贝基赋予非洲复兴

以新的内涵 "1994 年新南非诞生以后, 首任黑人总统曼德

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种族和解 , 他的继任者姆贝基的任务

是凝聚国内外力量, 发展南非经济 "所以, 在南非政治民

主进程完成之后 , 非洲复兴成为一个新南非的目标 , 它将

南非的命运与整个非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 有利于提升南

非在整个非洲的政治地位 "

19 % 年 5月 8 日, 时任南非副总统的姆贝基在南非宪

法会议上发表演讲 , 在这篇题为 /我是非洲人0 的演讲中,

姆贝基提出了非洲复兴的思想 " [5] 姆贝基倡导的非洲复

兴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社会方面 , 强调人

民的社会福利; 第二是政治方面 , 强调民主化和反腐败 ,

反对违反宪法的行为; 第三是经济方面, 要促进非洲大陆

经济的发展和复兴; 第四是地缘政治方面, 要改善非洲在

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 , 要对安理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改革都提出非洲的建议 " [e]

19 99 年姆贝基就任南非总统后大力推动非洲复兴 "为
了赋予非洲复兴理念以具体的形式 , 姆贝基与其他一些非

洲国家领导人 , 包括尼日利亚的奥巴桑乔 !阿尔及利亚的

布特佛利卡 !埃及的穆巴拉克 !还有塞内加尔的瓦德等 ,

共同推出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0, 以集体方式作出承

诺 , 保证促进民主准则 !公众参与 ! 良政和合理的经济管

理 "他们还推动建立 /非洲互查机制 0, 作为 /非洲发展

新伙伴计划 0的一项主要内容 , 希望利用这一制度推动各

国政府实行良政 , 从而实现政治稳定 !经济快速增长 , 使

非洲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 "200 1年成立非洲联盟以取代非

洲统一组织 , 也是姆贝基推行非洲复兴计划的一部分 "

从非洲复兴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 它具有一个共同特

点 , 那就是泛非主义, 非洲复兴与泛非主义紧密相连 , 非

洲要实现复兴 , 必须发挥集体的力量 , 实现非洲的团结与

统一 "姆贝基的非洲复兴思想也呈现出泛非主义的特点 ,

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恩克鲁玛泛非思想的继续 172"当然 ,

非洲复兴思想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 , 姆贝基的非洲复

兴思想增加了政治民主 !人民福利 !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

等新的内涵 "

如何看有寺非洲复兴?

非洲复兴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 不可能在短短的一

二十年里有根本的改观 "因为, 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和提

升国际地位等都是长期的任务 , 即便是经济发展了, 也不

能以此认定民族复兴已经完成 "不过 , 在非洲独立半个世

纪之后 , 这一大陆确实展现出积极的态势 "2010 年 , 17

个非洲国家隆重庆祝独立 50 周年 , 塞内加尔在首都达喀

尔举行了非洲复兴纪念碑揭幕仪式 "南非成功举办 201 0

年世界杯足球赛 , 说明非洲已经具备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

能力 "总的来看 , 非洲正走在通往复兴的路上 , 表现在经

济的较快发展 !一体化取得进展 !民主化进程和政局总体

稳定等方面 , 但是 , 离非洲真正实现复兴还相差甚远 "

当前 , 非洲复兴主要表现在一体化取得的进展和非洲

经济的较快增长 "2002 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 , 标志着非洲

联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非盟在维护非洲的安全 , 促进经

济发展 , 用一个声音对外说话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非

盟设有安全理事会 , 实施非洲国家互查机制, 反对用非法

的手段实现政权更迭 "非盟大力促进非洲大陆经济的发

展 , 致力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 规划跨地区的基础设施

建设 , 推动自贸区的建设 "2012 年 2 月第 18 届非盟首脑

会议提出到201 7 年建立非洲自贸区的目标 "进入 21 世纪

以来, 非洲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 20 00 年至 201 0 年间,

世界上 10 个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有 6 个在非洲 "根据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3 年 1月 23 日 ((ffi 界经济展勤 最新

预测 , 201 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增长率为5.3% , 201 2

年为 4. 8% , 201 3 年为 5. 8% , 2014 年为 5. 7% , 经济发展

速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1 1年非洲国家的外汇和黄

金储备达到创记录的 5120 亿美元 , 大大高于美国巧20 亿

美元 "世界银行公布的 仅013 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6 显

示 , 自200 5年以来 , 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好的50 个国家

中有 17 个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 高盛公司最近发

表的题为 们卜洲经济的转折6 的报告 , 将非洲的商机与中

国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情况相提并论 "美国 妙卜交政

策6 杂志刊文称 , /非洲由世界施舍对象成为最佳投资

机遇 0" 181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21 世纪是 /非洲的非洲0,

非洲大陆是世界下一个增长最快的引擎 " 图

近年来 , 非洲经济的较快发展 , 其因素是多方面的 ,

既有内因 , 又有外因 "从内部原因来看 , 一些饱经战乱的

非洲国家局势趋于稳定 ,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许

多非洲国家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 , 正在培育一个更加

有利的投资环境 "从外部因素来看 , 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

作推动着非洲的经济发展和非洲的复兴 "金砖国家通过对

非洲的贸易和投资 , 帮助非洲国家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 改善非洲的贸易环境 , 增加非洲的就业 "同时, 金

砖国家积极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 为非洲经济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基础 "金砖国家与非洲的的贸易额从 200 0 年

的 223亿美元 , 增至200 8年的 16 60 亿美元 "201 2 年金砖

国家与非洲的贸易额达 34 00 亿美元 , 在过去的 10 年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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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 10 倍 , 预计 20巧年金砖国家与非洲的贸易将超 50 00

亿美元 , 其中中国贡献60 % , 为 300 0 亿美元 " !./ 2中国

对非投资存量已从 200 3 年底的4. 9 亿美元增加到2011 年

的 147 亿美元 , 涉及采矿 !金融 !制造 !建筑 !旅游 !农

林牧渔等诸多领域 , 对非投资企业已超过 200 0 家 "南非

标准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 自200 3 年以来 , 大量金砖

国家的资金流向非洲 , 其中, 中国对非洲投融资为 300 一

400 亿美元 , 印度为 12 0一200 亿美元 , 南非为 120一150 亿

美元 , 巴西为80 一120 亿美元 , 俄罗斯为 50 亿美元 " T]l]

金砖国家对非洲复兴的推动尤其以中国为典型 "中国已

经成为推动非洲经济发展的新因素, 中国对非洲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每年在20% 以上 "进人新世纪以来 , 随着金砖国家加

强与非洲的合作, 非洲逐渐改变了冷战结束初期被边缘化的

不利境地 "非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副行长穆苏里 #恩

库贝认为: /随着南方国家作为新的合作伙伴, 扮演着更加

重要的角色, 非洲发展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 "., 叫

当然 , 对于非洲复兴也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不能

估计太高 "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安南所告诫的:

/我们要审慎小 心, 不可把憧憬的希望当成业已成就的现

实 "0 !02近年来 , 非洲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 , 但是非洲

经济总量不大 , 201 1年非洲经济总量约为 1.87 万亿美元 ,

世界经济总量约 72 万亿美元 , 非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2. 6% "非洲在世界贸易与投资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微乎其

微 , 不到2 个百分点 "非洲人口增长迅速, 非洲人口年均

增长率 2.5% , 从 1980 年到2010 年 , 非洲城镇居民人口比

例从 28 % 上升到40 % ,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长期居住在贫民

窟和棚户区里 , 缺乏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条件 "200 9 年北非

的失业率为 23 .4%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失业率为 12 .1% "

非洲民生的改善任务繁重 , 贫困率超过人口的 50 % , 非洲

复兴任重而道远 "

非洲复兴面临的挑战

当前 , 非洲大陆尽管出现了开始复兴的良好态势 , 但

不可否认 , 非洲复兴面临诸多内外挑战 "

就非洲内部而言 , 如何维护和平与安全 !保持政治稳

定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非洲的安全形势趋向好转是事

实 , 但非洲往往是老的热点尚未完全解决 , 又出现新的热

点问题 , 非洲的和平安全问题经常出现反复 "201 1年初爆

发的北非变局至今尚未尘埃落定 , 利比亚安全形势堪忧 ,

20 12 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在班加西遇袭身亡 "埃及宗教和

世俗两大政治派别仍然在角逐 "利比亚战争的外溢效应使

得马里北部被宗教极端势力所控制 , 导致法国出兵马里 "

201 3 年中非共和国实现了非宪政的政权更迭 "和平与安全

是非洲经济发展的基础 , 所以 , 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十

分重要 "同时 , 维护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任务又非常艰巨 ,

既有民族宗教矛盾又有经济利益的纠纷, 还有外来干涉的

因素 "

第二 , 非洲还面临调整经济结构 , 选择适合自身发展

道路的问题 "非洲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 单一产品经济结

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 许多国家仍然依靠矿产品和经济作

物等初级产品换取外汇 "此外 , 许多非洲国家还没有找到

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 受外部影响比较大 , 不论是独
立之初的资本主义道路和非资本主义道路 , 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结构调整 , 非洲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在被动地

接受外来的发展模式 "进入 21 世纪以来 , 非洲一些国家

提出 /向东看 0, 想搭上亚洲新兴大国发展的快车 , 学习

东方国家的发展经验 "但是 , 各国的国情不一样 , 不能照

搬别人的经验 , 更重要的是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如

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受国力的影响, 当前 , 非洲对基础设施

的投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 , 而中国是 14% "

第三 , 非洲一体化面临的挑战 "一体化是实现非洲复

兴的必由之路 , 但是从非统成立及向非盟过渡, 至今已有

半个世纪 , 非洲一体化仍然没有完全实现 "在非洲统一的

问题上 , 存在两大派别 "一派称为 /渐进派 0, 其代表人

物是南非的姆贝基 , 乌干达的穆塞维尼和埃塞俄比亚的前

总理莱斯总理; 另一派称为 /激进派 0, 其代表人物是利

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和塞内加尔总统瓦德 " /渐进派 0认

为, 应该遵循阿布贾条约提出的计划分阶段进行, 首先强

化地区集团或地区经济共同体 , 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非洲

共同体 " /激进派 0认为 , 应该加快速度 , 立即建立一个

大陆政府 , 作为建立非洲合众国的关键一步 "200 6 年非盟

第七届峰会讨论 /非洲合众国政府 0 方案时, 时任南非总

统的姆贝基评论说: /摆在面前的是一份我们没有时间阅

读研究的文件, 长达 107 页 "它削弱国家主权 , 并将之移

交给一个职权尚不明确的机构 "我不能在没有征询我国议

会和相关机构意见之前就代表政府表示同意 "0 [.42高举

非洲复兴旗帜的姆贝基在推动非洲一体化的具体行动中是

一个温和派 , 说明在非洲统一和民族国家利益发生矛盾
时 , 非洲绝大多数政治家普遍是要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

非洲一体化还面临物质方面的限制 , 譬如基础设施落

后的问题 , 尤其是跨区域基础设施的限制 "落后的基础设

施成为制约非洲一体化的主要瓶颈 "交通运输成本占非洲

内陆国家总生产成本的20 % 到 40% , 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

均 10 % 的比例 "落后的基础设施限制了非洲区内贸易的发

展, 201 0 年非洲区内贸易仅占非洲贸易的 11% "非洲国家

已经普遍认识到发展跨区域交通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 200 3

年 8 月由非洲经委会 !非洲开发银行 !非洲联盟会同区域

性组织共同制定了 /泛非公路网规划 0, 目标是通过发展

非洲公路基础设施 , 促进非洲贸易和一体化 "201 0 年 ro

月 , 在南非召开的第二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基础设施

峰会上 , 南非总统祖玛详细介绍了泛非公路网规划 "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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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总长共计 56683 公里 , 包括三纵六横共 9条跨国公路 "

该公路网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 因为 , 目前其 65 % 的里程尚

未建成 [.5)"

第四, 就外部环境而言, 非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处于不

利的地位 "非洲十分密切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非洲与

外部世界的贸易大大高于区域内的贸易, 但是 , 非洲作为原

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地位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非洲的工

业化也是屡遭挫折 , 更谈不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对非

洲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此外, 外部世界主要是西方

发达国家不能平等地对待非洲 , 经常以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到

非洲国家的头上 , 在提供援助时附加政治条件 , 甚至赤裸裸

地军事干涉 , 如 201 1年 3月美法英等国公然发动对利比亚

的战争, 旨在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和经济利益, 打着 /保护的

责任 0的旗号 , 即使披上联合国授权的合法外衣 , 也改变不

了干涉主义的事实 "近年来, 美军非洲司令部的设立 , 以及

在吉布提 !塞舌尔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设有无人机军事基地,

法国接连在非洲的干预行动, 引发对非洲被重新军事化的担

忧"为此, 有学者指出: /要警踢非洲的重新军事化, 不要

让 -反恐 . 扰乱经济发展 "0 t./]

总之 , 尽管近年来非洲形势趋向好转 , 非洲的未来被

外界普遍看好, 但是 , 非洲仍然面临诸多内外挑战 , 如果

不现实地面对这些挑战 , 一味地保持乐观, 那么 , 非洲的

前途不是看好 , 而是堪忧 "

非洲复兴的前景

非洲复兴不仅面临挑战 , 而且也存在着诸多机遇 "一

方面 , 非洲复兴已经成为非洲政治家和有识之士的共同目

标 , 并且不断地创造条件 , 朝这一方向努力 "非盟第 20

届和第 21 两届峰会均以 /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 0为主题 "

另一方面, 非洲复兴存在着比较有利的外部环境 , 那就是

新兴大国的崛起促使国际体系的转型 "新兴大国与非洲的

合作 , 增加了非洲选择合作伙伴的余地 , 有利于非洲国际

地位的提升 "当然 , 机遇固然存在 , 但需要非洲主动去抓

住机遇 , 这样非洲复兴才有美好的前景 "要实现真正非洲

复兴 , 非洲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第一 , 进一步推进非洲一体化 "非洲复兴只能走集体

自力更生的道路 "非洲有 54 个国家 , 其中 巧个是内陆国

家 , 非洲面积不足 10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 巧个 , 不足5

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 13 个, 不足 l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 5

个 (佛得角 !科摩罗 !毛里求斯 !塞舌尔 !圣多美和普林

西比) "这一状况是殖民遗产之一 , 因为非洲的自然边界

线只占26 % , 其余都是殖民者在瓜分非洲时人为划定的 "

非洲国家只有联合自强才能真正实现复兴 "所以, 非盟高

调纪念非统成立 50 周年 , 继续高举 /泛非主义 0 的旗帜 ,

这也说明非洲领导人已经深知只有联合 自强才是非洲的唯

一出路 , 只有联合自强才能实现非洲的真正复兴 "为了推
进非洲一体化 , 非洲需要促进区内贸易 , 需要加快建设跨

国跨区域的基础设施 , 以实现互联互通 "

第二 , 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假如非洲今后仍然是资源

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 那么, 非洲复兴就十分渺茫 "非

洲领导人对自身问题不乏清醒认识 "在 201 3 年 5月南非

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 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卡贝鲁卡 !肯

尼亚总统肯雅塔等人指出, 非洲不能一味依赖外援 , 而要

学会运用丰富的资源为自己的经济增长提供资金 , 实现可

持续发展 "南非学者 5贫穷的设计少种 的作者莫列齐 #姆

贝基认识到 , 非洲的贫穷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造成的 ,

/华盛顿共识 0 延缓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 , 非洲需要寻找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 这样才能实现非洲复兴 "非洲近几

年提出再工业化战略 , 希望把非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

优势 "非洲开发银行在 201 3一2022 年战略规划中提出五

个优先发展领域: 基础设施的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 私

人企业的发展; 良治与责任; 技能与技术 " !.72这些都说

明 , 非洲正在探索适合 自己的发展道路 , 以增强 自主发展

能力 "

第三 , 加强与金砖国家的合作 "金砖国家已经与非洲

开展了良好的合作 , 尤其中国与印度与非洲的合作在最近

的 ro 余年发展很快 "但是 , 金砖国家与非洲合作的潜力

仍然很大 , 金砖国家整体与非洲的合作还是比较欠缺的 ,

因为之前主要是单一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 "201 3年 3月

27 日, 金砖国家在南非德班召开了第五届峰会 , 峰会之

后 , 金砖国家领导人同 12 个非洲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及非盟委员会主席祖马等举行了对话会 , 金砖国家和非

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成为此次对话会的主题 "金砖国

家不仅在经济方面与非洲的合作潜力很大 , 而且在和平安

全 !国际事务等领域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 "在这方面 , 第

五届中非合作论坛有了新的突破 , 201 2 年 7月 , 非盟首

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 , 实现了非盟多年以来一直希望更多地参与中

非合作论坛的夙愿 "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 , 中国加强

与非盟在非洲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 , 中方将发起 /中非

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 0, 对非盟在非洲冲突预防 !管理

与解决以及冲突后重建与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

综上所述 , 正如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梅莱斯所言, 几代非

洲人梦寐以求的非洲复兴已经开始, 这一良好的局面是在非

洲国家独立半个世纪之后才到来的 , 实属来之不易 , 需要各

方精心呵护"同时 , 非洲复兴的道路是漫长的 , 需要非洲国

家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 抓住历史机遇 , 不断创造条件 ,

推动非洲真正实现复兴 , 以促进世界的均衡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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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 同济大学郭强教授的 /社会根理论 0 面世

是什么把我们所依的社会连根拔起? 我们是谁? 我们

在哪里? 我们到哪里去? 社会转型的速度为何这般快 , 社

燕巍彭黔翰患:鳗
奢的瓤 -,这个" 莽是社会根理论"经过12年的写作和

黔嗜怒黑琴粼;犷兔缪
!馨蜂霆馨霆韦曹霎夏法挤幸鄂绪戳蒜让我们航行在没有航标的茫茫大海中, /方向/在 /资本

纂车濡兹恕翼裘黯忠忽
聋瞻靛黯弋雾篡荞黔黑黔易霎爵
翩 !根感与根思!只有常人有根, 社会才有根, 社会底
边趾 会扎根的地方, 知识行动是社会扎根的实践"让我

们在知识的搀扶下, 在行动的过程中徙 (栖) 居在有托邦

里全第 -卷, 高速且迷向的社会转型使我们遭遇鬼打墙 ,

鹭架拿霎急黑霎黑北森恶霖绪雪

翼黔黔翼矍骂薰
会扎根家但知识行动并非知识与行动的简单并合, 而是回

棘祭耀藻踞洲

{麟裘
构的趣狂知识来建构我们"吉登斯并不理会这种建构 !从

豁黔瓢豪纂群攀默暴默耀鬓
鸭矗场妞相关学者与社会根理论音创者郭
斌教癣, 同济大学江波副校长!丁晓强教授等聚集在同济

色脚砷诊嘛问/勺麒呱文)
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