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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的非洲研究已经走过 ６０ 多年的历程， 其研究领域

从最初以人类学研究为主导逐渐向语言学、 地理学、 农学、 兽医学等领

域扩展， 形成了其独有的研究特色。 本文基于对日本科研补助金数据库

（ＫＡＫＥＮＨＩ） 的调查， 一方面从其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 概括日本对非

研究中核心领域的成就与贡献； 另一方面从研究机构的视角出发， 通过

对日本关西地区、 关东地区、 中部地区以及北海道地区代表性学术机构

的调查， 探索日本非洲研究的地域性特征。 通过对日本非洲研究发展路

径的多维度探讨， 本文旨在对日本非洲研究的特点做出总结与概括， 以

期为我国非洲研究的发展提供新的借鉴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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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１９ 世纪西方列强瓜分非洲的政治影响， 现代非洲研究始于欧美国家。 亚

非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并不密切， 因此亚洲国家对非洲的研究开展较晚。①

中国和日本的非洲研究大致都起步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但两国非洲学人开展非洲

研究的驱动力和发展方向各不相同。 中国非洲研究的起步阶段由历史学家带头，
基于民族独立运动和非洲历史展开， 主要目的是加强对非洲的了解。② 进入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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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 中非关系深入发展需要学术界的支持， 因此政治与经济成为中国对非洲

研究的重点领域。① 与中国不同的是， 日本的非洲研究是由日本人类学家今西锦

司与其学生伊谷纯一郎于 １９５８ 年率先展开， 他们前往非洲进行人类学研究开始

于对非洲猩猩的研究。②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类学一直是日本对非洲研究

的主要领域。 在日本从事非洲研究的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曾指出， 随着日本在非

洲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不论是作为投资国还是援助国， 日本都需要加深对非洲的

了解。③

日本学界对非洲的研究并没有明显的政治导向， 他们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

人类学、 地理学、 农学以及生态环境等领域。 日本非洲研究从人类学领域起步，
在日本文省部科学研究补助金 （简称 “科研费”） 资助项目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吸

纳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 从而实现跨学科、 多学科的发展， 形成了如今日本非洲

研究的主要形态。 因此， 回溯日本人类学的发展有助于理清日本非洲研究的发展

脉络， 非洲研究学科领域的发展也可以反映日本非洲研究的历程。 本文通过介绍

日本非洲研究的七大领域， 回溯其非洲研究的历史， 通过对日本五所涉及非洲研

究的高校相关学科进行比较， 分析日本对非研究的地域特征， 以期为中国的非洲

研究学界介绍日本非洲研究的特点， 为中国学人的非洲研究提供思路。 同时， 也

希望能增加中日两国学界在非洲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日本非洲研究的主要成就

１９６３ 年， 由日本文省部科学研究补助金资助的海外学术研究派遣工作正式

开始。④ 近年来， 随着科研经费总额和科研人员数量的增加， 日本国立情报学

研究所 （ＮＩＩ） 建立了科研补助金数据库 （简称 “ＫＡＫＥＮＨＩ”）。 ＫＡＫＥＮＨＩ 是

一个公共数据库， 其中包括科研费资助的项目， 以及后期的评估和研究成果等

信息。 至今， 科研费仍是日本非洲学人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 因此 ＫＡＫＥＮ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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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日本非洲研究相关项目的记载可以客观地反映日本非洲研究的发展历

程。 通过对 ＫＡＫＥＮＨＩ 中自 １９６３ 年以来关于非洲研究相关项目进行系统梳理与

分析， 本文将着重在以下 ７ 个科学研究领域对日本非洲研究近 ６０ 年的发展进

行介绍。

（一） 人类学

１９５８ 年， 京都大学人类学家今西锦司与伊谷纯一郎在日本猿猴中心的资助

下带队首次前往非洲开展对大猩猩和黑猩猩的调查， 拉开了日本非洲研究的序

幕。 经过日本三代人类学家的共同努力， 日本非洲人类学研究取得巨大成就， 对

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至今仍然是日本非洲研究的主要领域。 日本人类学家的研究

视角在 ６０ 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从初期的灵长类、 人类学研究

逐渐向生态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自然人类学、 认知科学等领域扩展， 研究内容

也从对大猩猩、 类人猿的研究逐渐扩大到对狩猎族群、 农牧民与自然的关系， 非

洲国家社会制度， 热带雨林与生态环境， 以及灵长类动物的认知、 语言、 睡眠等

问题的研究。
伊谷纯一郎与他的老师今西锦司一同被认为是日本灵长类学研究的奠基人。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今西与伊谷组织调查队观察非洲类人猿在自然状态下的生活， 以

重绘人类进化史， 特别是化石记录中没有保存下来的人类社会进化史。① 他们回

到日本后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其中广为熟知的是今西著的 《大猩猩》 与伊

谷著的 《大猩猩与俾格米人的森林》②。 今西和伊谷组织的非洲调查队在当时吸

引了一批日本青年学者， 其中大多数成员日后成了日本第一代非洲学人， 如西田

利贞、 富川盛道、 日野舜也、 米山俊直等人。
在灵长类学研究领域， 日本的人类学家长期扎根非洲进行田野调查， 通过对

灵长类动物的行为习惯以及生活习性等观察， 在非洲类人猿的比较， 大猩猩的行

动生态学， 不同类别灵长类生物分布、 生态特性以及进化方向等方面的研究都取

得丰富的学术成果。 １９７０ 年， 河合雅雄带领自己的非洲调查小组前往乌干达、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进行森林灵长类动物的田野调查， 探索人类的进化， 随后出版

的 《猩猩探险记》 吸引了一批日本读者。③ 西田利贞在 １９８５—１９９０ 年对坦桑尼

亚马哈勒国家公园的黑猩猩、 刚果 （金） 的侏儒黑猩猩以及刚果 （布） 恩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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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田利貞 「アフリカ研究の回顧と展望霊長類研究」、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２５ 号、 １９８４
年、 ４２ － ４９ 頁。
今西錦司 『ゴリラ』、 文藝春秋、 １９６０ 年； 伊谷純一郎 『ゴリラとピグミーの森』、 岩波
新書、 １９６１ 年。
河合雅雄 『ゴリラ探検記』、 筑摩書房、 １９７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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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进行田野调查， 完成了对黑猩猩的行为生态学的系统研

究， 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其中 《居民与移民雌性黑猩猩

之间的社会互动》 被收录到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了解黑猩猩》 一书中。
１９９０ 年， 西田基于上述研究的英文专著 《马哈勒山脉的黑猩猩： 性行为和生活

史策略》 出版。① 最近 ２０ 年来， 日本灵长类动物学家开始在黑猩猩的语言、 认

知、 睡眠文化以及老龄化与人类进化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②

伊谷纯一郎于 １９８４ 年获得国际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章， 成为第一个

获得该奖的日本人。 而随着在非洲研究的深入， 他的研究兴趣逐渐从灵长类动物

转移到野生黑猩猩与非洲森林狩猎采集者的关系以及热带非洲的比较生态人类学

上面， 拉开了日本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序幕。③ 在伊谷的影响下， 一批人类学者陆

续投入生态人类学的研究中， 如市川光雄长期在喀麦隆对热带雨林及生态环境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④ 挂谷诚则着重基于非洲刀耕火种社会中自然、 社会

和文化的关系进行生态人类学研究， 为此他多次前往赞比亚和坦桑尼亚进行田野

调查。⑤

除生态人类学研究外， 还有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非洲不同社会和部落文化，
因此文化人类学也成为非洲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米山俊直是该领域的代

表人物之一， 他的研究重点主要是在赤道非洲地区。 从日本村落研究到非洲村落

和城市的研究， 米山在跨学科和跨领域研究方面作出巨大贡献。⑥ 此外， 东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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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１９８７ 年； 伊谷純一郎 『自然の慈悲』、 平凡社、 １９９０ 年； 伊谷純一郎 『サル·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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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環境としての熱帯雨林」、 『創造の世界』 第 ８８ 号、 １９９３ 年、 ４７ － ６５ 頁； 市川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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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共三部， 后两部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出版。
米山俊直 『アフリカ農耕民の世界観』、 弘文堂、 １９９０ 年； 米山俊直 『いま、 なぜ文化
を問うのか』、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１９９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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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大学教授川田顺造在西非对尼日尔河的大弯道文化和共生关系进行了人类学

研究。① 日野舜也通过对国家社会形成、 城市社会结构、 区域社会形成和城市与

乡村关系发展、 区域社区文化功能以及区域语言功能进行长期比较研究， 阐明了

非洲国家城市化和区域化的动态。②

（二） 地质学与地理学

在今西与伊谷首次赴非洲进行人类学调查的 ４ 年后， 日本的非洲地质学研究

在名古屋大学地质学家松泽勋与诹访兼位的带领下起步并发展起来。 随后， 非洲

地理学和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也相继开展。
二战结束前， 松泽长期在中国进行结构地质学研究， 后受中日两国外交关系

影响， 无法前往中国进行学术考察， 于是他将视线投往非洲。 松泽认为在结构地

质学领域， 东非大裂谷与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火山带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 后者

在当时已经有相对成熟的研究， 因此对东非大裂谷展开地质学研究很有必要。③

１９６２ 年， 受松泽影响颇深的名古屋大学助教诹访兼位带队前往埃塞俄比亚等国进

行学术考察。 在埃塞俄比亚， 诹访着重对东非大裂谷开展深入调查， 并与海尔·
塞拉西一世大学 （现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 的师生进行学术交流， 激发了他对

非洲地质学研究的兴趣。④ 诹访在此后的 ３０ 年里， 长期致力于非洲地质学研究，
先后 ９ 次前往非洲 １３ 个国家进行实地考察， 成为日本非洲地质学研究领域的杰

出代表。⑤

日本对非洲地质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３ 个领域。 第一， 对东非大裂谷的研

究。 松泽和诹访等人多次前往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进行实地考察，
对东非大裂谷的形成、 东非地壳运动与火成岩活动、 非洲大陆地壳的形成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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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田順造 『ニジェール川大湾曲部の自然と文化』、 東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９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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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日野舜也 「アフリカにおける都市化」、 『アジア研究』 第 ２９ 巻 ３ 号、 １９８２ 年、 ３２ －
５０ 頁； 日野舜也 「都市人のこころ： スワヒリ都市ウジジと、 ハウサ·フルベ都市ガウ
ンデレの比較から」 『三田社会学』 第 １０ 号、 ２００５ 年、 ４ － ２８ 頁。
松沢勲 「アフリカと私」、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９ 号、 １９７１ 年、 １ － ８ 頁。
諏訪兼位 「名古屋からアフリカへ──諏訪兼位会員インタビュー」、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８６ 号、 ２０１５ 年、 ３５ － ４３ 頁。
星野光雄 「諏訪兼位先生のご逝去を悼む」、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９７ 号、 ２０２０ 年、 ２１ －
２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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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深入研究。① 第二， 对非洲矿产、 岩石学以及土壤侵蚀的研究。② 诹访的

学生星野光雄长期在肯尼亚进行田野调查， 特别是对岩石学以及土壤侵蚀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 在固体地球物理学领域的研究。 名古屋大学的安藤

雅孝等人多次赴南非进行实地调研， 并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地震发生的控制

实验。③

日本的非洲地理 （包括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 研究也在同期兴起。 在对非

洲自然地理研究初期， 日本学者主要关注气候学、 地形学与水文学领域的问题。
其中， 东京大学地理学家小堀岩与铃木秀夫在这一时期对地中海沿岸和撒哈拉地

区的水文和自然环境进行研究， 是该领域的开创者。 特别是铃木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曾到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大学执教 ３ 年， 其间他做了大量田野调查，
回国后出版了 《埃塞俄比亚： 高原人的土地》， 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关于埃塞俄

比亚地理的书籍。④ ７０ 年代起， 东京都立大学地理学家门村浩、 户谷洋、 堀信行

等人长期在肯尼亚、 喀麦隆等国考察， 探索了东非气候地形学、 热带非洲地形

学、 中世纪的环境变化、 热带非洲草原化进程， 以及撒哈拉南部边远地区的干

旱、 荒漠化等问题， 东京都立大学也随之成为日本非洲自然地理研究的主要阵

地。⑤ ８０ 年代后期， 日本学者对非洲自然地理的研究主要围绕第四纪晚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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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帯アフリカにおける晩氷期―完新世中期の環境変動」、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３０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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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物理和人为因素对景观形成或变化的影响、 人类对当前环境变化的反应以

及乞力马扎罗山冰川变化和植被演替等问题展开。① 其中， 日本综合地球学环境

研究所长期致力于非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
１９６３ 年， 日本文化人类学家端信行加入京都大学非洲学术调查队进行人文

地理的研究， 被认为是日本学者在该领域的早期探索者。② 进入 ７０ 年代以后，
一批有自然地理学研究背景的学者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非洲人文地理，③ 如京都

大学的岛田周平多年来一直关注非洲农村以及农业生产， 特别是粮食生产危机和

小农社会的脆弱性问题。④ 一桥大学的上田元长期在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国进行

学术考察， 主要通过实践理解发展和全球化对发展中地区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影

响， 关注非洲经济自由化后农村地区的生计、 环境和制度等问题， 研究自然资源

的利用和管理、 土地使用和景观变化， 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⑤ 大阪大学的佐

藤廉也对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森林和资源利用动态， 刀耕火种社会的环境意识、 知识

和技能的传承， 以及地形图和航空照片在环境动态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有深入

研究。⑥

（三） 语言学

在非洲语言学方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语言学家河部

利夫与北村甫分别申请到科研费， 从历史角度对比亚非语言的发展， 为开展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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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研究做了起步工作。 此后， 石垣幸雄对东非谚语展开语言学调查。①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随着东京外国语大学非洲调查队的壮大， 一批日本语言学学

者陆续加入其中， 对非洲语言学进行研究。② 此后， 非洲语言学逐渐成为日本非

洲研究的主要学科领域， 日本学者对班图语系， 以及西非和南部非洲诸多语言的

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 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家汤川恭敏、 梶茂树、 加贺谷

良平等人开始对班图语进行长期系统的研究。 １９８７ 年， 汤川恭敏带领的研究小

组前往坦桑尼亚， 对坦桑尼亚超过 ２０ 种语言进行了详尽的调查， 每种语言都收

集了超过 ２０００ 个单词， 并对语音和语法结构进行了研究。 随后， 他们在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年又完成了对坦桑尼亚、 扎伊尔 （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喀麦隆和尼日利亚

四国共计 ５３ 种语言特别是声调和口音方面的调查， 并编纂了一部涵盖 １４ 种班图

语的词典。③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 年， 他们再次前往坦桑尼亚、 肯尼亚和乌干达， 对上述

国家的近 ３０ 种语言进行比较研究。④ 随后， 未开发的班图语和邻近语言开始成

为日本语言学家的研究对象， 主要包括坦桑尼亚的吉塔和查加—基博索方言、 卢

古鲁语、 马腾戈语、 凯雷韦语、 本德语、 斯瓦希里语诗歌， 乌干达的格韦雷语、
甘达语和托洛语， 加蓬的普努语， 纳米比亚的赫雷罗语， 刚果的特克语、 凯里

语， 南非的巴哈语、 马里语和尼利语等。⑤ １９９２ 年， 梶茂树为编纂非洲语言词典

进行基础研究， 他深入扎伊尔对班图语的一种———南德语 （Ｎａｎｄｅ） 进行语言学

研究， 完成了约有 １００ 万使用者的班图语词典。 此外， 梶茂树对非洲语言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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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ｎｔｕ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Ｓｅｒｉｅｓ，” Ｔｏｋｙ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 ｌｉｂ. ｔｕｆｓ.
ａｃ. ｊｐ ／ ｏｐａｃ ／ ｅｎ ／ ｒｅｃｏｒｄＩＤ ／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ｂｉｂ ／ ＢＡ０３６８３３８８，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 ２０２１；湯川恭敏
『バントゥ諸語動詞アクセントの研究』、 ひつじ書房、 １９９５ 年； 湯川恭敏 『バントゥ諸
語の一般言語学的研究』、 ひつじ書房、 ２０１４ 年。
梶茂樹 「バントゥ諸語の音調 －そのタイプ － 」、 『音声研究』 第 ５ 巻 １ 号、 ２００１ 年、 ３７ －
４５ 頁； Ｙａｓｕｔｏｓｈｉ Ｙｕｋａｗａ，“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Ｔ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 Ｋｕｒｉａ Ｖｅｒｂｓ （ ｊ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６３，２０２２，ｐｐ. ２２９ － ２６４.
加賀谷良平 「ジタ語ムランギ方言の動詞音調分析」、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
究』 第 ６８ 号、 ２００４ 年、 ４９ － ９５ 頁； 小森淳子 「ケレウェ語の適用形と使役形」、 『スワ
ヒリ＆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１４ 号、 ２００４ 年、 ６９ － ９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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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口音， 以及对非洲语言消亡和动态发展也有深入研究①。
斯瓦希里语作为非洲三大语言之一， 也是日本非洲语言学者研究的主要对

象， 大阪大学外国语学部 （前身为大阪外国语大学） 的相关研究在日本一直处

于领先地位。 早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从事英语文学研究的五岛忠久便出版了 《斯
瓦希里语文法入门》 一书， 向日本读者介绍斯瓦希里语的语法知识。② 宫本正兴

是斯瓦希里语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 他精通斯瓦希里语， 长期从事斯瓦希里语与

非洲文学研究。③ 在他的影响下， 一批学者投入斯瓦希里语相关研究中， 例如竹

村景子、 米田信子、 小森淳子等人， 她们的研究方向涉及斯瓦希里语历史、 文法

和方言， 东非斯瓦希里语比较， 桑给巴尔地区斯瓦希里语变体， 以及斯瓦希里语

中跨文化冲突与平衡等很多领域。④

在对南部非洲科依桑语系研究的领域， 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学家中川裕多次

前往博茨瓦纳， 对中部科伊桑族的圭语进行田野调查， 收集了超过 ２５００ 个基本

词条和大量词汇数据， 建立了图片资料的数据库， 对圭语的辅音进行了声学研

究， 并通过对科伊桑语系中圭语和康语的比较重建科伊桑人交流的历史。⑤ 此

后， 中川裕等人还对科依桑语系中词汇的定义和语义进行研究， 从而探索对危机

语言新的研究方法。 他们还从圭语歌曲入手对科依桑语进行语音民族学研究， 以

及对科依桑语系进行比较语言学研究。⑥ 此外， 日本语言学家在西非豪萨语、 约

鲁巴语、 与班图语相近的南部非洲地区 （主要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 的语言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梶茂树原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后调入京都大学执教， 他在上述研究方向中的主要成
果有： Ｓｈｉｇｅｋｉ Ｋａｊｉ，“Ｍｕｌｔｉ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ａ Ｆｒａｎｃａ Ｕｓｅ：Ｔｗｏ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ｇ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Ｖｏｌ. ３４，Ｎｏ. ３，２０１３，ｐｐ. １７５ － １８３；
Ｓｈｉｇｅｋｉ Ｋａｊｉ，“Ｆｒｏｍ Ｎｙｏｒｏ ｔｏ Ｔｏｏｒ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Ｔｏｎｅ Ｍｅｒｇｅｒ，” ｉｎ Ｈａｒｕｏ
Ｋｕｂｏｚｏｎｏ ａｎｄ Ｍｉｋｉｏ Ｇｉｒｉｋｏ（ｅｄｓ.），Ｔ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Ｍｏｕｔｏｎ，２０１８，
ｐｐ. ３３０ － ３４９.
五島忠久 『スワヒリ語文法入門』、 大学書林、 １９７２ 年。
宮本正興 『タンザニアのむかし話 （大人と子どものための世界のむかし話）』、 偕成社、
１９９１ 年； 宮本正興 『スワヒリ文学の風土—東アフリカ海岸地方の言語文化誌』、 第三
書館、 ２００９ 年； 宮本正興 『スワヒリ詩の伝統とリヨンゴの歌』、 第三書館、 ２０１９ 年。
中島久 『スワヒリ語文法』、 大学書林、 ２０００ 年； 小森淳子 『スワヒリ語』、 大阪大学出版
会、 ２００９ 年； 竹村景子 『ニューエクスプレスプラス スワヒリ語』、 白水社、 ２０１８ 年。
中川裕 「グイ語調査初期報告」、 『アジア·アフリカ文法研究』 第 ２２ 号、 １９９４ 年、 ５５ －
９２ 頁； 中川裕 「コイサン諸語のクリック子音の記述的枠組み」、 『音声研究』 第 ２ 巻 ３
号、 １９９８ 年、 ５２ － ６２ 頁； 中川裕 「 “虫” のグイ民俗範疇」、 田中二郎編 『講座·生態
人類学第 １ 巻 カラハリ狩猟採集民』、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２００１ 年、 ２５ － ６０ 頁。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 Ｈｉｒｏｓｉ，“Ｇｕｉ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Ｇｕｉ －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ＫＧＲ，”Ｂｏｔｓｗａ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２０，Ｎｏ. １，２００７，ｐｐ. ４８ － ６１；中川裕 「詩化す
る動物への呼びかけ」、 田中二郎·佐藤俊·菅原和孝·太田至編 『遊動民： アフリカの
原野に生きる』、 昭和堂、 ２００４ 年、 １５０ － １６０ 頁。



日本非洲研究六十年： 学科发展与机构建设

研究领域也有所建树。①

（四） 农学与农业科学

１９６３ 年， 原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吉田昌夫前往乌干达东非大学麦克雷雷

分校做农学方向的研究， 并在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 年作为水资源委员会专家被日本海外

技术合作机构派往坦桑尼亚工作， 是日本最早从事非洲农业研究的学者之一， 其

研究方向主要包括农村社会和发展、 土地制度， 以及日本对非洲农业援助等。②

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坂本庆一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便开始深入扎伊尔、 坦桑尼亚

和埃塞俄比亚等国， 对赤道非洲地区传统农业技术、 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长期研

究。③ 京都大学的伊谷树一对非洲半干旱地区农业生态学进行分析， 并且关注人

对自然的态度与农业技术之间的关系。④ 原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高根

务长期从事非洲的农业、 农村开发、 农业经济领域的研究， 他曾以加纳可可生产

为研究对象， 对农村社会问题进行研究， 近年来他主要关注马拉维农村的小农经

济等问题⑤。
在农学领域， 京都大学大东肇教授长期关注野生灵长类动物的药用植物问

题， 并对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中药用植物的生物活性物质进行化学研究。⑥ 还有少

数京都大学的农学学者在环境农学领域， 就非洲地区可持续的农业生产系统和在

亚非地区创建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等多方面问题进行深入研究。⑦ 在名古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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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塩田勝彦 『ヨルバ語入門』、 大阪大学出版会、 ２０１１ 年； 松下周二 『ハウサ語基礎 １５００
語』、 大学書林、 １９８０ 年； 松下周二 『ハウサ語小辞典』、 大学書林、 １９９９ 年； 小森淳子
『ヨルバ語入門』、 大阪外国語大学、 １９９７ 年。
Ｍａｓａｏ Ｙｏｓｈｉｄ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Ｋｅｎｙ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Ｅａ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 ２，Ｎｏ. ２，１９６９，ｐｐ. ７６ － １０２；吉田
昌夫 『世界現代史 １４　 アフリカ現代史 Ⅱ』、 山川出版社、 １９７８ 年； 吉田昌夫 「アフリ
カの土地制度についての私の研究史─土地保有制度と農村社会の変化─」、 『アフリカ
研究』 第 ８６ 号、 ２０１５ 年、 ３１ － ３３ 頁。
坂本慶一 『人間にとって農業とは』、 学陽書房、 １９８９ 年。
伊谷樹一 「アフリカ·ミオンボ林帯とその周辺地域の在来農業」、 『アジア·アフリカ
地域研究』 第 ２ 号、 ２００２ 年、 ８８ － １０４ 頁； 黒崎龍悟·岡村鉄兵·伊谷樹一 「タンザニ
ア南部高地における住民主体の小型水力発電の展開」、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８５ 号、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 ２１ 頁。
高根務 『ガーナのココア生産農民―小農輸出作物生産の社会的側面』、 アジア経済研究
所、 １９９９ 年。
大東肇 「野生チンパンジーの食と薬」、 『日本食品科学工学会誌』 第 ４２ 号、 １９９５ 年、
８５９ － ８６８ 頁。
Ｔｏｍｏｈｉｒｏ Ｎｉｓｈｉｇａｋｉ ｅｔ ａｌ.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ｌｕｇｕｒｕ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１，２０１７，ｐｐ. ２８３ － 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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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从事非洲农业相关研究的学者将视角投向非洲低产土壤以及农药等问题， 如

曾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期在尼日利亚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工作的浅沼修一教授就

对肯尼亚西部维多利亚湖畔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进行了土壤学研究。① 此外， 还

有学者就西非内陆盆地水稻以及育种问题进行深入调查研究。②

（五） 医学、 兽医学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 黄热病在非洲大流行。 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长期从事这

一领域的研究， 并赴西非的黄金海岸 （今加纳） 调研， 后来在那里不幸感染黄

热病逝世。 他的学生加大对疫苗研究的投入， 研制出预防黄热病的疫苗， 使得非

洲大陆摆脱了黄热病的困扰。③ 为了纪念冒着生命危险在加纳工作的野口教授，
加纳野口纪念医学研究所于 １９７９ 年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建成。 如今， 野口纪念

医学研究所因其对传染病的研究而受到国际赞誉， 并为西非地区传染病防治作出

重大贡献。④ 日本非洲学会首任会长长谷川秀治长期从事热带医学与细菌研究，
他曾在 ６０ 年代到非洲考察， 回国后出版了 《非洲卫生读本》， 积极推动非洲医

学与公共卫生的发展。⑤ １９６４ 年， 在长谷川的建议下， 时任长崎大学地方病研究

所讲师的林薫加入今西锦司带领的京都大学非洲学术调查队赴非洲调研， 此行也

激发了长崎大学其他学者的研究兴趣， 开启了长崎大学对非洲热带病的研究之

路。 次年， 片峰大助教授带领长崎大学东非学术调查队前往包括坦桑尼亚在内的

东非四国， 对寄生虫病展开为期 ４ 个月的田野调查， 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此后

他长期在东非从事寄生虫病、 血吸虫病的研究。⑥ 此外， 该所对东非以及中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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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槇原大悟·浅沼修一 「農学分野の国際協力に関する日本の援助リソースと開発途上国
の支援ニーズのマッチング分析を通じたプロジェクト形成支援の可能性」、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第 １２ 号、 ２０１２ 年、 ３４ － ５２ 頁。
浅川晋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 其主要著作有： 浅川晋·山下昂平 「植物へのカリウム
供給源としての土壌微生物バイオマス—土壌微生物は窒素やリンだけでなくカリウム
も抱えんでいる—」、 『化学と生物』 第 ５５ 巻 ７ 号、 ２０１７ 年、 ４４４ － ４４５ 頁。
長谷川秀治 「アフリカに於ける医学研究の必要性について」、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１２
号、 １９７２ 年、 １ 頁。
外務省 『２０２０ 年版日本の国際協力： 未来へ向かう、 コロナ時代の国際協力』 、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４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ｐｒｅｓｓ ／ ｓｈｉｒｙｏ ／ ｐａｇｅ２２＿００１３６６. ｈｔｍｌ，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２０２２.
長谷川秀治 『アフリカ衛生読本』、 アフリカ協会、 １９６２ 年。
片峰大助 「タンザニアの風土病」、 『日本熱帯医学会雑誌』 第 ８ 巻 １ 号、 １９６７ 年、 １９ －２０
頁； 片峰大助·多田功·山本利雄 「シンポジウム： 熱帯各地の疾病その他について」、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ｙｇｉｅｎｅ』 第 ４ 巻 １ 号、 １９７６ 年、 ６ － 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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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肝病和艾滋病进行的病理学研究也同样可圈可点。① 随着长崎大学对非洲热

带病以及地方病研究的加强与深入， 地方病研究所于 １９６７ 年正式更名为热带医

学研究所， 其对非洲的热带病、 地方病、 传染病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非洲医学研究之外， 日本在非洲兽医学领域的研究也有很长的历史， 该

领域在日本的发展是在日本对非洲教育援助框架下展开的。 １９８３ 年， 日本政府

正式启动了对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的援建项目， 北海道大学作为日本高校代表对

兽医学院进行技术援助。 同年， 北海道大学金川弘司与桥本信夫作为青年专家被

日本国际协力组织 （ＪＩＣＡ） 派往赞比亚大学， 负责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研究

起步工作。② 该援助项目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进入第二阶段， 在日本国际协力

组织的资金支持下， 北海道大学与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科研项目陆续启动， 一

批北海道大学的学者相继到非洲进行田野调查。 安田准曾是北海道大学派往赞比

亚大学兽医学院的短期专家， 也是较早开始进行非洲家畜和野生动物疾病、 致命

人畜共患病研究， 以及与赞比亚兽医学者合作的日本学者之一。③ 北海道大学兽

医学教授杉本千寻长期在赞比亚进行田野调查， 对家畜和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非洲锥虫病在内的人畜共患病以及非洲野生动物寄生病原体等进行深入研究， 发

表了大量研究成果。④ 值得一提的是， 由杉本在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与赞比亚大学兽

医学院合作主持开展的关于非洲地区家畜和野生动物寄生虫的相关流行病学调

查， 是科研费支持的两个机构间首个合作研究项目。

（六） 政治学、 经济学、 国际关系学

西野照太郎是日本较早开始从事非洲政治领域研究的学者之一， 也是推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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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板倉英世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代表， 其主要著作有： 板倉英世·鳥山
寛·寺尾英夫 「 東アフリカ·ケニア共和国におけるＢ 型肝炎ウイルスの浸淫状況」、
『熱帯医学』 第 ２３ 巻 １ 号、 １９８１ 年、 ３３ － ４１ 頁； 板倉英世·鳥山寛 「アフリカの風土と
疾病」、 『アフリカ』 第 ４０ 巻 ６ 号、 ２０００ 年、 ４ － ７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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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ｊｉｃａｒｅｐｏｒｔ. ｊｉｃａ. ｇｏ. ｊｐ ／ ｐｄｆ ／ １２０８７６４９. 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２；金川弘司 「ザンビア大学獣医学部の創設―アフリカの未来を創る教
育プ ロ ジ ェク ト へ の 挑 戦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第 １２ 号、 ２０１２ 年、 ６５ － ７１ 頁。
Ｍｉｃｈｅｌｏ Ｓｙａｋａｌｉｍａ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ｖｙ Ｍｅｔａｌ Ｅｘｐｒｏ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Ｗｉｌｄ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ａｆｕｅ Ｆｌａｔｓ ｏｆ Ｚａｍｂｉａ，”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６３，Ｎｏ. ３，２００１，
ｐｐ. ３１５ － ３１８；Ａａｒｏｎ Ｍｗｅｅｎｅ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ｏｖｉｎｅ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 － １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ｔ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ａｍｂｉａ，” Ｒｅｖｕ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 ｅｔ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３， ２００３，
ｐｐ. ８７３ － ８７７.
Ｏｒｉｅｌ Ｍ. Ｍ. Ｔｈｅｋｉｓｏｅ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ｏｐ －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ｎ Ｃｒｕｄｅ Ｔｙｐａｎｏｓｏｍｅ ＤＮＡ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 ７１，Ｎｏ. ４，２００９，ｐｐ. ４７１ － 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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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洲学会成立的核心学者。 他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 围

绕非洲政治运动、 国际关系以及人种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① 同一时期， 日本大

学教授浦野起央开始关注国际政治、 南非种族立法、 非洲的国际关系等问题， 值

得一提的是， 他曾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就撰文探讨中非关系。②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小田英郎对当代非洲政治和意识形态、 南非种族隔离制度都有独到见解， 代表作

《非洲现代政治》 对该领域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小田也曾对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

国对非政策有过研究。③ 此外， 龙谷大学教授川端正久在非洲政治理论以及国际

政治学领域特别是在非洲民主化和地区冲突等问题研究方面建树颇深。④ 其继任

者落合雄彦在当代非洲政治， 特别是西非国家的政治 （如尼日利亚、 塞拉利昂和

利比里亚）、 非洲殖民史以及地区冲突等领域都有深入研究。⑤

曾任日本非洲学会第三任会长的山田秀雄教授长期研究英国殖民经济， 他于

１９８６ 年应美国非洲研究会邀请到美国参加第 ２９ 届年会， 并在大会上发表日本非洲

研究现状的演讲， 之后访问了当时美国较为有名的三大非洲研究中心： 威斯康星

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非洲研究中心。 在这次考察中， 山

田先生认为美国的非洲研究总体上是务实的， 这与美国有大量非裔密不可分。⑥ 关

西大学经济学家北川胜彦长期对非洲经济、 非洲经济史进行深入研究。⑦ 北川胜

彦曾在访谈中强调加强非洲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他指出， “与其他国家把历史研究

置于非洲研究的核心领域不同， 日本非洲研究中历史相关研究很少。 然而，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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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野照太郎 「日本におけるアフリカ研究」、 『歴史評論』 第 ９２ 号、 １９５８ 年、 ４６ － ５２ 頁；
西野照太郎 「アフリカをめぐる国際関係―今日の世界政治とアフリカ」、 『国際問題』
第 ５４ 号、 １９６４ 年、 ２ － １０ 頁。
浦野起央編著 『アフリカ政治関係文献·資料集成』、 アフリカ協会、 １９６４ 年； 浦野起
央 「中国とアフリカⅠ」、 『月刊共産圏問題』 第 １７ 巻 ２ 号、 １９７３ 年、 １ － ３９ 頁； 浦野起
央 「中国とアフリカⅡ」、 『月刊共産圏問題』 第 １７ 巻 ３ 号、 １９７３ 年、 ２０ － ６２ 頁； 浦野
起央 『アフリカ国際関係論』、 有信堂、 １９７５ 年。
小田英郎 「中華人民共和国のアフリカ政策」、 『法學研究』 第 ４０ 巻 ３ 号、 １９６７ 年、 １７ －５４
頁； 小田英郎 『アフリカ現代政治』、 東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８９ 年。
川端正久 『アフリカ人の覚醒―タンガニーカ民族主義の形成』、 法律文化社、 ２００３ 年；
川端正久·落合雄彦編 『アフリカと世界』、 晃洋書房、 ２０１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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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 ４９，２０２０，ｐｐ. ７７ － １１０.
山田秀雄編著 『植民地社会の変容と国際関係』、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１９６９ 年； 山田秀
雄編 『アフリカ植民地における資本と労働』、 アジア経済研究所、 １９７５ 年； 山田秀雄
「巻頭言： アメリカで感じたこと」、 『アフリカレポート』 第 ４ 巻 １ 号、 １９８７ 年。
北川勝彦 『日本 －南アフリカ通商関係史研究』、 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１９９７ 年；
北川勝彦 『南部アフリカ社会経済史研究』、 関西大学出版部、 ２００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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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于思考当代问题很重要， 因为它起到开创前进道路的作用。”①

随着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 在 １９９３ 年成立， 日非关系逐渐开始

被重视， 日本的非洲研究在国际关系领域也有了很大发展， 主要集中在对民族问

题、 纷争、 冲突以及和平发展等问题的研究。 国际政治学家青木一能在 ２０ 世纪

初期多次前往乌干达、 坦桑尼亚、 肯尼亚等国进行田野调查， 对非洲的民主化有

深刻的研究。② 随着中非关系深入快速发展， 青木逐渐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对非

政策。 他曾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承担 “中国对非政策研究” 的专项课题， 并先后前

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以及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

心进行学术考察。 青木认为， 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日益增大，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声也愈来愈大， 这其中不乏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 由于

日本当时没有对中非关系进行全面研究， 所以青木认为研究中国对非政策不论是

对日非关系还是对日本学界 （日本的中国研究与非洲研究）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

意义。③ 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远藤贡关注全球化与非洲社会、 非洲国家民主

化、 瓦解的国家与当代社会秩序等问题， 并长期深入索马里进行田野调查， 就冲

突与纷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④ 同志社大学非洲地域研究学者兼日本国际协

力机构绪方贞子和平开发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峰阳一在非洲的安全保障、 地区冲

突、 政治经济、 开发援助以及人口迁移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⑤ 他曾在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年就职于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政治科学院， 也曾将纳尔逊·曼德拉、 史蒂

夫·比科等人的关于南非的著作翻译成日文。 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白户圭一

曾是日本每日新闻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记者， 基于其过往的工作经历， 他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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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かで』、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２０１６ 年。
Ｙｏｉｃｈｉ Ｍｉｎｅ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３；Ｏｓｃａｒ Ａ. Ｇｏｍｅｚ ｅｔ ａｌ. ，“Ｍｏｖ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 Ｓｔｅ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２， Ｎｏ. １，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１３ － １２９； Ｓｃａｒｌｅｔｔ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Ｙｏｉｃｈｉ Ｍｉｎｅ （ ｅ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ｒｏ － Ａｓｉａｎ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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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非洲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恐怖主义等安全问题， 尝试在新闻报道与学术研究之

间架起一座桥梁。① 名古屋大学学者山田肖子曾长期在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和

加纳等国进行田野调查， 在国际开发特别是对非教育援助以及非洲的民主化进

程和公民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 近年来她从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

究， 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以及职业技术教育、 比较教育学和非洲儿童

研究。②

（七） 地区研究

近年来， 随着环境恶化、 全球变暖、 灾难频发、 公共卫生危机以及日益严重

的贫困和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开始备受关注， 日本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阐释力

的要求越来越高， 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然而， 研究并解决这些

问题并不能依赖于某一学科视角， 而是要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从多元的学科

视角对特定问题进行解读， 地区研究进而成为日本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突破瓶颈的

一个重要方向。 为了将分散在全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众多组织和协会联系起

来， 以促进信息共享和联合研究活动， 日本地区研究联盟在 ２００４ 年成立，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已经发展成为拥有 １０４ 个附属组织的学术团体。
就非洲地区研究而言， 目前京都大学亚非地区研究院 （ＡＳＡＦＡＳ）， 东京外

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ＩＬＣＡＡ）， 东京外国语大学现代非洲地域研究中

心 （ＡＳＣ － ＴＵＦＳ）， 上智大学亚洲、 非洲和中东研究学院 （ ＩＡＡＭＥＳ） 是主要进

行非洲地区研究的学术团体。 其中， 京都大学亚非地区研究院非洲地区研究科是

最早在该领域进行研究的高校组织。 日本非洲地区研究涵盖了非洲自然、 文化和

社会中的很多问题， 从地形地貌、 环境、 农业与乡村到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撒哈拉

以南非洲的贫困、 恐怖主义、 种族以及医疗卫生、 国际合作， 日本学者正积极尝

试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开展多学科的研究。

·４４１·

①

②

白戸圭一 『ルポ資源大陸アフリカ―暴力が結ぶ貧困と繁栄』、 東洋経済新報社、 ２００９
年； 白戸圭一 『日本人のためのアフリカ入門』、 筑摩書房、 ２０１１； 白戸圭一 「中国の
『一帯一路』 構想とアフリカ」、 『運輸と経済』 第 ２５ 号、 ２０１８ 年、 １４３ － １５０ 頁。
山田肖子 「学習者が選び取る職業教育パス： ガーナ国クマシ市の職業教育訓練機関に
おける自動車修理関連分野の生徒に対する質問票調査から」、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９１
号、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１６ 頁； Ｓｈｏｋｏ Ｙａｍａｄａ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 Ｏｔｃｈｉａ，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ｎ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ａｒ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 ２６，Ｎｏ. １，
２０２２，ｐｐ. １４５ －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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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非洲研究的学术机构

日本非洲研究的主要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研究与教学工作并

重的学术机构， 即日本的高等学校； 第二类则是日本政府下属的研究机构如日本

亚洲经济研究所， 以及政府系智库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绪方贞子和平开发研究

所。 进行非洲研究的高校一方面要开展相关领域的教学工作， 为非洲研究储备后

续力量；① 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开展科研项目， 推动所属学科的发展， 是日本非洲

研究的主要阵营， 其中京都大学的作用尤为重要。 虽然日本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

众多且较为分散， 但从上述讨论中不难发现， 日本的非洲研究有较强的地域性。
换言之， 日本非洲研究较为集中的高校都有其研究特色， 如以人类学研究为核心

的京都大学， 以语言学、 文化人类学为研究重心的东京外国语大学， 还有以非洲

兽医学研究为主的北海道大学等。 本文通过对日本科研补助金数据库中对非研究

项目的检索， 根据地域筛选出申请项目总量较高的 ５ 所大学， 对涉及非洲研究相

关高校的机构设置以及学科领域等方面的调查进一步佐证日本非洲研究的地域性

特色， 同时通过追溯与梳理非洲研究机构的历史， 尝试探索日本学术机构非洲研

究的结构、 现状与转向。

（一） 关西地区： 京都大学

自 １９５８ 年至今， 京都大学 （简称 “京大”） 的非洲研究已经走过 ６５ 年历

程。 １９６１ 年， 日本文省部批准了今西锦司教授的研究预算， 同年京都大学非洲

学术调查队在今西教授的组织下成立， 开始了他们在坦桑尼亚的调查活动， 随后

京都大学非洲研究会成立。 １９６７ 年， 今西教授退休， 伊谷纯一郎开始领导京大

非洲学术调查队， 京大非洲研究的影响力逐步扩大。 ＫＡＫＥＮＨＩ 资料显示， 京大

非洲学术调查队成员并不局限于京大也不局限于单一学科， 而是吸纳了不同高校

不同专业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 这就为日本非洲研究多学科共同发展奠定了基

础， 对日本非洲研究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直到今天， 日本科研费资助的非洲

研究项目还保持着这一传统。
１９６５ 年， 伊谷纯一郎的学生西田利贞博士在西坦桑尼亚的马哈勒山脉成功

建立了野外黑猩猩研究基地， 为大批日本人类学者前往此地进行学术调查做了准

备工作， 也奠定了坦桑尼亚在日本人类学、 灵长类动物学领域的田野目的地的主

·５４１·

① 孙晓萌： 《机构、 学术领域与研究特点 ———日本的非洲研究》，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中
文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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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地位。 根据京大伊谷档案馆中的记载， 西田利贞在建立该基地后， １９６６ 年成

功喂养了黑猩猩， 科研进展十分顺利。① １９６７ 年京都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所作为

国家级联合研究机构诞生， 今西和伊谷先生在促成该机构的成立过程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 进入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京大的日本非洲研究学科领域不断发展壮大， 机

构设置不断优化， １９８６ 年京都大学非洲地域研究中心成立， １９９３ 年在人类与环

境研究生院文化与区域环境研究处设立东南亚地区研究和非洲地区研究教席， ３
年后又在人类与环境研究研究生院设立非洲地区研究科， 非洲地域研究中心在行

政上被列为大学内部中心 （详见表 １）。 目前京大涉及非洲研究的定期出版物有

《非洲研究论丛》 （英文期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和特刊 《非
洲研究特辑》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ｓｓｕｅ）。

表 １　 京都大学非洲研究的主要发展脉络

１９６１ 年
京都大学非洲学术调查队 （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ｉ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 成立
京都大学非洲研究会 （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成立

１９６５ 年 西田利贞博士在西坦桑尼亚的马哈勒山脉建立野外黑猩猩研究基地

１９６７ 年 京都大学灵长类动物研究所成立

１９８１ 年 《非洲研究论丛》 创刊

１９８６ 年 京都大学非洲地域研究中心 （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成立

１９９３ 年
京都大学东南亚地区研究和非洲地区研究教席在人类与环境研究生院文化与区域环境
研究处设立

１９９６ 年 京都大学人类与环境研究研究生院设立非洲地区研究科

１９９８ 年 京都大学亚非地区研究研究生院成立

２００１ 年 《亚非地域研究》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创刊

　 　 资料来源： 京都大学亚非地区研究院，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ｓａｆａｓ. ｋｙｏｔｏ － ｕ. ａｃ. ｊｐ ／ ｅ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 伊谷

纯一郎档案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ｉ. ｋｙｏｔｏ － ｕ. ａｃ. ｊ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ｉｔａｎｉ１ ／ ａｌ１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在学科领域发展方面， 京大非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 ４ 点。 第一， 从

发展方向来说， 尽管京大的非洲研究目前还是以人类学研究为主， 但近年来一些

学者开始尝试进行跨学科研究， 非洲发展、 宗族冲突等方面的问题也得到关注。
比如地理学家岛田周平的研究视角逐渐从自然地理转向人文地理， 开始关注农村

贫困、 发展等问题。 有着地域环境学研究背景的大山修一近年来开始关注农民对

农业生态系统以及与市场经济和土地法改革相关的社会动态环境的认知等。 第

二， 除京大亚非学院外， 京大理学研究院、 农学院， 京大地球环境学堂在自然

·６４１·

① 参见京都大学伊谷纯一郎档案馆，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ｉ. ｋｙｏｔｏ － ｕ. ａｃ. ｊ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ｉｔａｎｉ１ ／ ａｌ１１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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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 以及京大综合人间学部等在人类学研究领域， 都有突出研究成果与

稳定的科研力量。 第三， 深入非洲国家进行田野调查也是京大非洲研究的主要

特点。 以坦桑尼亚、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 肯尼亚、 赞比亚为代表的东非国家

是日本人类学、 灵长类动物研究学者、 文化人类学者以及语言学者进行田野调

查的主要目的地。 以喀麦隆为代表的中非国家和以几内亚、 加纳为代表的西非

国家也吸引了一批从事热带雨林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 第四， 京大的非洲研究

没有明显的政治导向， 尽管种族冲突、 纷争等方面的研究在京大相对成熟， 但

京大对包括日非关系在内的国际政治领域的现实问题并没有过多关注， 这也是

其研究的特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京都大学在对非洲研究人才储备与培养方面也有积极贡献。

在伊谷纯一郎强大的影响下， 京都大学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非洲研究学者， 如京都

大学前任校长山极寿一在自然人类学领域， 前日本猿猴协会会长西田利贞在灵长

类动物研究领域， 前日本非洲学会会长田中二郎、 市川光雄， 前京都大学非洲地

域研究中心主任太田至、 挂谷诚等人在人类学特别是生态人类学领域都有杰出贡

献。 他们不仅在科研领域取得成就， 还为京都大学培养出了伊谷树一、 大山修

一、 山越言等一批优秀的人类学者， 同时向其他高校输出了高质量的研究人才，
其中以东京外国语大学知名语言学家梶茂树为代表， 还有文化人类学者岛田义

仁、 佐佐木重洋、 浅野史代， 安藤雅孝 （固体地球物理学） 等学者。 此外， 京

大非洲研究的学术氛围很好， 经常在校内举办讲座， 一些其他专业的在校生被吸

引开始从事非洲研究。 同志社大学非洲研究学者峯阳一表示， 他对非洲研究的兴

趣正是因为学生时代参加了一个非洲研究相关的讲座而被激发。

（二） 关东地区

１. 东京外国语大学

东京外国语大学 （简称 “东外大”） 的非洲研究几乎与京都大学同期起步，
在非洲语言学、 人类学特别是社会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领域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成立于 １９６４ 年的东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和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是该校非洲研究的

主要阵地， 也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第一个国家大学间机构， 是继京都大学

后又一所在非洲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的日本高校。 ２０１０ 年以后， 随着岛田周平

和武内进一先后加入， 东外大综合国际研究院加大了对国际政治、 非洲农村发

展、 非洲民族冲突等问题的关注。 ２０１７ 年， 东外大现代非洲地域研究中心成立，
该中心关注当代非洲的各种问题， 通过在日本和国外举办研讨会， 向非洲研究相

关机构广泛发表和传播研究成果， 是东外大非洲研究的新阵地。
在学科特色方面， 东外大的非洲研究集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并展现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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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点。 第一， 作为日本第一批开展人类学研究的机构， 东外大亚洲和非洲语言

文化研究所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研究起步之时就形成了以社会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

为主要方向的研究流派， 这与当时该机构非洲研究学者的学术背景有密切关联。
亚洲和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最早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富川盛道 １９６１ 年加入京都

大学非洲学术调查队， 富川具有心理学与社会学教育背景， 因此他在非洲学术调

查队里开展社会人类学的相关研究。① １９６９ 年， 富川申请的科研费获批， 他带队

进行了以非洲部落社会比较研究为核心的学术考察， 其成员山口昌男和日野舜也

均具有社会学研究的学术背景。 随后， 日野舜也深入坦桑尼亚、 肯尼亚、 赞比

亚、 喀麦隆进行田野调查， 开始关注非洲国家城市化等问题。 山口昌男于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年在尼日利亚伊巴丹大学做访问学者， 并对西非朱昆族以及非洲君

主制进行人类学相关研究。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东外大亚洲和非洲语言文化研

究所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已经在日本非洲研究中占据了主要位置。 近年来， 青年学

者开始关注东非国家的畜牧社会、 东非农村妇女， 以及农村地区生产和分配过程

等领域， 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③ 第二， 东外大亚洲和非洲语言文化研究所在非洲

语言学领域的研究在日本独树一帜。 上文谈到的汤川恭敏、 梶茂树、 加贺谷良平

等学者都曾是东外大非洲语言研究的领军人物。 近年来， 非洲语言学家中川裕多

次深入博茨瓦纳调研， 对科伊桑语进行一系列研究。 第三， 受京都大学影响， ２００５
年起， 东外大也开始进行非洲地域研究， 并在 ２０１０ 年以后取得稳定发展。 近年来，
东外大的非洲研究呈多样化发展趋势， 非洲农村发展问题、 民族冲突纷争问题、
国际关系以及文学、 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的突破。

２. 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

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是非营利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长期致力于

发展中地区研究， 主要是通过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 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 经济

以及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分析。 目前， 该所有研究员 １１３ 名， 其中有 ８ 人从

事非洲研究。 《非洲报告》 是该所出版的一份专注于非洲研究的期刊， 该刊就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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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川盛道 「Ｔｉｎｄｉｇａ 族とＭａｎｇａｔｉ 族」、 『民族学研究』 第 ３１ 巻 １ 号、 １９６６ 年、 ６２ － ６４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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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河合香吏 『野の医療―牧畜民チャムスの身体世界』、 東京大学出版会、 １９９８ 年；
Ｋａｏｒｉ Ｋａｗａｉ，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Ｋｙｏｔｏ：Ｋｙｏ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９；佐久
間寛 「黒いソクラテスは語る： 創始者アリウン·ジョップと学生組織」、 『アフリカ研
究』 第 ９４ 号、 ２０１８ 年、 ４９ － ５９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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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面临的问题提供政治、 经济、 社会评论及信息。
尽管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核心研究对象仍是亚洲国家， 但其非洲研究自机构成

立起便开始发展， 聚集了一众关注非洲政治经济问题的学者， 其中中村弘光在非

洲经济以及西非历史领域做了大量研究。① 星昭长期研究非洲的土地和人种， 以

及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问题， 并于 １９７３ 年主持编纂了 《非洲殖民化与土地和劳

工问题》 一书。② 林晃史对非洲历史特别是南非历史， 以及非洲人种差别政策、
非洲东部国家农村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③ 现任首席高级研究员平野克己教授

在非洲地域研究以及非洲发展经济学等领域学术成果颇丰。④ 同为首席高级研究

员的武内进一教授是非洲土地问题研究的专家， 他多次前往卢旺达、 加纳等国进

行田野调查， 通过对农村土地改革的研究以及对农村资源管理的比较， 探讨非洲

国家与社会的转型方向， 他对非洲政治、 地区冲突以及难民问题也做了大量研

究。⑤ 自 ２０１７ 以来， 武内同时兼任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成为该大学新成立的

现代非洲地域研究中心的主任。
３. 东京大学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东京大学 （简称 “东大”） 的学者长谷川秀治、 小堀岩等

人积极推动日本非洲研究的发展， 尤其是在促成日本非洲研究会成立方面起到积

极作用。 然而， 东大在非洲研究发展初期并没有像京大那样发展壮大， 只是在特

定研究领域积聚稳定的发展力量。 东大非洲研究从 ９０ 年代后期开始才有了一定

的发展。 近年来，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项目开始增多， 逐渐超过了自然科学， 成

为东大非洲研究的主要阵营。
通过 ＫＡＫＥＮＨＩ 中东大非洲研究项目的综合分析， ２０００ 年以后东大的非洲研

究在学科领域呈现 ３ 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 东大没有像京大或东外大一样成立专

注于非洲研究的中心或是教学点， 加之东大非洲研究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广，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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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村弘光 「タンガニーカの経済開発―国際復興開発銀行調査団報告―」、 『アジア経
済』 第 ３ 巻 ２ 号、 １９６２ 年、 ７６ － ８２ 頁； 中村弘光 『世界現代史 １６　 アフリカ現代史 ＩＶ
西アフリカ』、 山川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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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６３ － １１１ 頁； 林晃史編 『アフリカの歴史』、 勁草書房、 １９９１ 年。
平野克己 『アフリカ問題—開発と援助の世界史』、 日本評論社、 ２００９ 年； 平野克己
『経済大陸アフリカ： 資源、 食糧問題から開発政策まで』、 中公新書、 ２０１３ 年； 平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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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２１ － ２４ 頁。
武内進一 「アフリカ人移民の背景にあるもの―農村社会の変容と国家建設」、 伊豫谷登士
翁他編 『応答する 〈移動と場所〉： ２１ 世紀の社会を読み解く』、 ハーベスト社、 ２０１９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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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包括生态环境、 农学、 自然人类学在内的多个自然科学领域学者以非洲国家为

考察对象开展科研项目， 还有包括国际政治学、 人类学、 考古学、 文学、 美学等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因此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在东大较为分散， 没有汇聚统一

的学术力量。 其次， 近年来东大的非洲研究在国际关系、 人类学领域有了一定的

发展。 西田利贞曾于 １９６９—１９８８ 年在东京大学工作， 开展人类学研究， 他 １９８８
年调入京大， 东大的人类学研究在随后的 １０ 年处于停滞状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期， 诹访元长期对化石和原地标本特别是埃塞俄比亚南部进行古人类学调查， 在

人类进化、 古人类学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① 上文提到的国际关系学者远藤贡长

期关注索马里安全与冲突问题， 是东京大学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领军人物。 再次，
基于南非天文台以及南非天文台 ＩＲＦＳ 望远镜和南非大望远镜 （ＳＡＬＴ） 的独特优

势， 自 ９０ 年代末期起， 一批东大天文学者多次前往南非进行天文学相关学术

考察。

（三） 中部地区： 名古屋大学

名古屋大学 （简称 “名大”） 对非洲的学术考察与研究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初期， 与京都大学受人类学研究驱动不同， 名大开展非洲研究的驱动力是该校

文学院的学生。 １９６３ 年， 名大地质学家松泽勋教授在京大以灵长类研究和人类

学研究为特色的非洲研究启发下， 提出在名古屋大学设立非洲调查研究会， 主张

以地球科学为名古屋大学非洲研究重点， 并得到名古屋大学校长的支持。② 值得

一提的是， 当时研究会成员不仅有名古屋大学的教师， 还有周边大学如爱知学院

大学、 南山大学、 明治大学等来自生物、 人类学、 考古学、 地理学、 医学以及地

球科学等领域的约 ７０ 名学者。 随着日本非洲学会成立， 名大非洲调查研究会自动

解散。 名古屋大学在日本非洲研究发展之初扮演着重要作用， 诹访兼位表示， 尽

管当时京大在人类学方面有深入研究， 但是他们没有派学生到非洲学习， 而名大

从文省部获得了预算， 开始派遣研究生到内罗毕大学学习， 每个学生的奖学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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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６０ 万日元， 入选的学生需要在 ３ 年内完成硕士课程 （包括在内罗毕学习一

年）， 这个方案持续了几年， 培训了约 １０ 名研究人员和专家。
名大非洲研究的发展与京大和东外大略有不同， 其早期以非洲地质学研究

为特色的发展方向随着诹访兼位退休而逐渐转变。 ２０００ 年以后， 名大的地球科

学在其非洲研究中不再起主导作用， 以浅沼修一和浅川晋为代表的名古屋大学

生命农学研究院对非洲农学特别是土壤学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 随着一批人类

学学者进入名大工作， 其人类学也开始发展， 例如岛田义仁专注在非洲宗教人

类学、 非洲部落形成等领域研究。① 和崎春日曾多次前往喀麦隆、 几内亚和加

纳进行田野调查， 从事当代非洲社会宗教救赎的城市人类学研究， 以及有关来日

非洲人与日本人互助共处的城市人类学研究。② 佐佐木重洋以当代非洲社会青年

为研究对象， 对他们是如何继承、 再造或破坏自己的文化进行了一系列文化人

类学研究。③ 此外， 近年来以山田肖子为代表的非洲发展研究也取得丰硕的

成果。

（四） 北海道地区： 北海道大学

与上述几所大学不同， 北海道大学开展非洲研究的时间相对较晚，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期， 门村浩在北海道大学对非洲地理与生态环境进行了研

究。 然而， 在他调入东京都立大学后， 北海道大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暂停。 之

后， 北海道大学的非洲研究随着日本对赞比亚大学 （简称 “赞大”） 兽医学院援

建项目的深入而发展， 进入 ２０００ 年后逐渐形成以兽医学研究为主导， 农学、 生

态学、 化学、 人类学共同发展的新阶段。
１９８３ 年日本援建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后， 北海道大学积极为赞大兽医学院

提供教育援助， 例如资助赞大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前往北海道大学深造， 为赞大兽

医学院储备人才力量， 该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随着赞大兽医学院的发展， 近年来

北海道大学与赞大在兽医学领域的合作逐渐增多。 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前， 赞大兽

医学院是北海道大学大部分项目的学术调查落脚点， 为北海道大学学者深入田野

·１５１·

①

②

③

嶋田義仁 『牧畜イスラーム国家の人類学―サヴァンナの富と権力と救済』、 世界思想
社、 １９９５ 年； 嶋田義仁 『砂漠と文明――アフロ·ユーラシア内陸乾燥地文明論』、 岩
波書店、 ２０１２ 年。
Ｓｕｚｕｋｉ Ｈｉｒｏｙｕｋｉ.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ｎｅａ Ｍｕｓｉｃ—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Ｏｎｅ Ｇｒｉｌｌｏ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Ｖｏｌ. ３５，２００２，ｐｐ. ４４ － ４８；和崎春日·田渕六郎 「来日カメルーン人の母
村·家族状況―来住アフリカ人の母国における家族の社会·経済状況」、 『スワヒリ＆
アフリカ研究』 第 １７ 号、 ２００７ 年、 １１７ － １４４ 頁。
佐々木重洋 『仮面パフォーマンスの人類学―アフリカ、 豹の森の仮面文化と近代』、 世
界思想社、 ２０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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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采集样本提供技术支持。 据作者统计， 北海道大学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在兽医

学、 人畜共患病领域约有 ３２ 个项目获得科研费。 ２０１２ 年， 北海道大学在赞大设

立北海道大学非洲办公室， 其目的是为希望在北海道大学学习和工作的非洲学生

和研究人员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支持， 寻求并加强与非洲其他高校的合作关系。 几

年后， 北海道大学成立校内非洲研究会， 旨在为校内非洲研究提供研究网络， 加

强与非洲国家研究机构的合作， 建立北海道大学跨学科国际联合研究的基地。 北

海道大学与赞大的合作对其兽医学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 北海道大

学兽医学院积极培养赞比亚本土兽医学者， 他们在日本结束学业返回赞比亚后，
成为赞大兽医学院的中坚力量， 并带动了周边国家如纳米比亚、 莫桑比克兽医学

的发展； 另一方面， 赞大兽医学院也同北海道大学兽医学者开展学术合作， 为北

海道大学学者在赞比亚的学术调研提供技术保障。
在学科领域方面， 北海道大学的非洲研究更侧重于自然科学。 除兽医学和人

畜共患病研究以外， 其在非洲农学领域的研究也值得关注， 主要体现在育种学领

域特别是对非洲水稻的研究， 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伴随农业发展而产生的环境问

题， 还有学者在非洲村民主动协商的基础上发展牧场管理系统， 并提出指导方

针。① 农学院青年学者内田义崇在北海道大学开展了关于赞比亚铅污染的项目，
该项目主要是为了了解土壤和水的铅污染机制， 为赞比亚卡布韦镇开发科学的经

济风险评估方法以及污染预防和修复技术。② 此外， 还有河村公隆长期研究非洲

森林火灾、 农业废弃物燃烧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物燃料燃烧对大气气溶胶的影

响等； 石塚真由美长期对非洲新出现的环境污染进行毒理学研究； 保健科学研究

院山内太郎等学者长期从事非洲儿童研究。

小　 结

自 １９５８ 年今西锦司与伊谷纯一郎踏上前往非洲进行人类学考察的旅程至今，
日本的非洲研究已经走过 ６０ 多年历程。 从最初以非洲大猩猩为研究对象发展到

如今涉及非洲地理、 农学、 医学等自然科学， 非洲语言、 文学、 国际关系学等人

文社会科学的多个领域， 日本非洲研究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本文通过梳理日本非

洲研究七大领域的主要成果和涉及非洲研究的几所学术研究机构， 概括总结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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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洲研究的以下特点。
首先， 日本的人类学研究， 特别是京都大学人类学研究在促进日本非洲研究

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值得肯定。 在伊谷强大的学术影响下， 一大批日本学者投

入非洲人类学研究中， 他们的研究视角逐渐从灵长类动物转向以非洲生态环境为

切入点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和以狩猎采集者、 民族与部落等为切入点的文化人类学

研究。 这些学者积极推动相关学科在日本的发展， 发表了大量学术成果。 在此过

程中， 越来越多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也相继加入， 为日本非洲研究多元化发展奠

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当前日本的非洲研究在很多领域都有丰硕成果，
非洲人类学至今仍然在日本的非洲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日本的人类学者依然在

日本非洲地域研究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 不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 从事非洲研究的日本学者大多

长期扎根非洲国家进行田野调查， 这是日本非洲研究的主要特点。 日本学者强调

田野调查的重要性， 这一传统从今西锦司与伊谷纯一郎开始非洲人类学研究起延

续至今。 譬如， 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长期扎根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
从事生态环境、 热带雨林研究的学者喜欢到加纳、 喀麦隆等西非和中非国家做田

野调查； 研究班图语的学者长期在尼日利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卢旺达等国考

察； 农学学者偏向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国； 兽医学学者长期与赞比亚合作， 赴赞

比亚收集科研样本； 研究冲突问题的专家长期在马里做调查。 此外， 还有不少日

本学者都有在非洲工作学习的经历， 如文中提到的非洲问题专家吉田昌夫就曾在

肯尼亚学习工作多年， 山口昌男曾在尼日利亚做访问学者， 峯阳一曾在南非斯泰

伦博斯大学任教。 长期的田野调查使得日本学者更加了解非洲及其研究领域中存

在的问题， 使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更具客观性。
再次， 日本的非洲研究有很强的跨学科研究特点。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伊谷

纯一郎带队前往非洲开展田野调查起， 其团队成员的学科背景就不局限于人类

学， 例如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富川盛道曾是伊谷队的成员， 他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

教育背景， 凭借其特殊的研究视角， 富川随后投入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 成为日

本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随着非洲快速发展， 由发展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开

始被日本学者关注， 如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 农业发展要求土地改革等问

题。 因此， 一些长期从事特定专业领域研究的学者开始探索跨学科或者跨领域研

究， 如日本地理学家岛田周平， 他的研究视角从自然地理转向人文地理， 后开始

关注农村发展等问题； 有着农学博士学位的吉田昌夫也长期关注非洲农业发展等

发展合作领域的问题。
最后， 日本的非洲研究有一定的地域性特点， 如关西地区以人类学研究见

长， 关东地区文化人类学、 语言学、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课题众多， 北海道地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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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以兽医学研究为特色。 反观这些学术机构的发展， 不难看出日本非洲研究一方

面有一定的地域性， 另一方面也受历史因素的影响。 进一步讲， 在非洲研究发展

初期， 京都大学在人类学领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其他高校要想寻求该学科的发

展， 就需要找到合适的研究领域。 因此， 东京外国语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从事文

化人类学的研究， 这一研究传统随着教学的发展延续至今。 另外， 在关东地区，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非洲政治经济领域有深入研究， 汇聚了很多从事相关研究

工作的日本学者， 该学科的研究进而取得很大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日本政府

援建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 从那时起北海道大学便为赞比亚大学兽医学院长期提

供高等教育援助， 随着两所院校交流的深入， 北海道大学在非洲兽医学研究领域

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近年来日本开始加大与非洲国家的合作， 但是日本非洲研究的发展并没有明

显的政治导向， 这体现为日本学者在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地区冲

突、 纷争， 非洲民主化以及民族问题的研究。 日本学术圈关于日非关系、 日非合

作等领域项目的短缺， 对其他国家进一步了解日本对非关系没有起到积极作用，
这是目前日本非洲研究过程中亟待填补的内容。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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