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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長年以來，外國人見到中國的科技落後與懶散，

一直就批評中國人“懶”與“笨”。這情況似乎到了 1980年代末

期改革開放之後才有所改變。照理說，有色人種之間若不是

同志加兄弟的關係，也應當至少是難兄難弟。可奇怪的是，

當中國人的一隻腳還沒在富人俱樂部站穩，有人就對黑人的

基因懷疑起來。 

 

就一般情況，中國人對其他民族的偏見，極少來自于親身體會與觀察，而多

半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比方說，中國人習慣指稱吝嗇、小氣者為“猶太人”，實

際上絕大多數國人一輩子就沒接觸過任何一個猶太人，甚至僥倖遇到一個好心的

猶太人，還會誤以為是非猶太人。 

種族主義、種族歧視是個殖民主義侵略的副產品，其目的不外乎說服被壓迫

者“做奴隸有理”，而其切入點即在黑人“懶”與“笨”。不論此歧見是否有任何根

據，黑人有何反應，許多中國人則是深信不疑。筆者最近曾提出過，日本利用中

國的軍事賠款建立了義務教育制度，以致於在 1920年代中國孩童接受義務教育

的比例僅有 3%，而日本就高達 97%。長年以來，外國人見到中國的科技落後與

懶散，一直就批評中國人“懶”與“笨”，這情況似乎到了改革之後才有所改變。照

理說，有色人種之間若不是同志加兄弟的關係，也應當至少是難兄難弟。可奇怪

的是，當中國人的一隻腳還沒在富人俱樂部站穩，有人就對黑人的基因懷疑起來。 

 

先說“懶” 

歷史上，無論是高舉國際主義大旗的馬克思，或宣揚基督教博愛精神的史懷

哲，均一致認為落後民族唯有接受西方的物質文明，接受西方的守紀律、守時、

勤勞、駕馭自然等等價值觀，才能擺脫愚昧和野蠻。他們的共同誤區在於歐洲中

心主義，換言之，就是誤以為歐洲的價值觀具有普世意義。 

眾所周知，中西歐地處溫帶，長期以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已成為生活習

慣；而對於處於熱帶氣候環境的民族說來，這種生活規律必然造成病變。根據數

萬年、甚至百萬年的經驗積累，唯有保持緩慢的作息節奏，方能維持人種的健康

延續。鑒於此，慢節奏與懶散毫無關係，而是當地人民智慧的總結，或者說是對

生存環境的適應。當溫帶地區民族初向熱帶地區移居時，短期內尚能按照舊習慣

維持一定的勞動強度，也能夠在經濟活動領域佔有一定優勢。然而為了適應環

境、避免病變，時間一久必須放慢節奏、趨同於本地的起居習慣。該現象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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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東南亞華人圈子裏普遍觀察到，整個熱帶、亞熱帶地區盡皆如此。來自溫

帶地區的移民惟有在新定居地把生活環境徹底改變的情況下，方能夠既長期維持

原有的步調，又保持身體的健康。例如，大量使用空調、冰箱等設備，而其代價

卻是額外的消耗與生態的失衡。 

自從大批歐洲移民佔據非洲大陸之後，通過其勞動優勢與文化優勢，也對原

住民的生活方式產生極大影響。以衣著為例，最自然、最健康的衣著原為赤身露

體，然而經強勢文化的感染，現下整個南半球上下班均講究西裝革履。且不說這

多餘的制裝會造成多少非必要開支，為這些開支要進行多少非必要勞動，單單為

了降溫，又必須在所有勞動場所添加多少空調設備。此外，許多引進的緊身服飾

與尼龍布料，甚至還造成嚴重的健康問題。 

衣著服飾與現代化、文明化風馬牛不相及。嚴格說來，純粹是西方文化嫁接

之下所形成的怪圈。再以飲食習慣為例，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原住民根本沒有食

用米、麵的傳統習慣，但在西方人的影響下，許多非洲人逐漸對國際糧食市場產

生依賴性，並造成本地資源的荒廢。非洲人所習慣食用的薯蕷，在國際市場上沒

有銷路，白人農場主就集中發展經濟作物，由是使得部分地區與國際市場掛鈎，

而多數地區則邊緣化或自生自滅。類似例子在當前中國也屢見不鮮。譬如在北京

出門吃飯，年輕人便寧可選食米飯，其原因絕不在於米飯能夠使體型更加高大，

而是追求時髦。南方地區許多婦女即便在黃梅季節仍舊不肯脫下有礙健康的玻璃

絲襪…。這些現象雖遠不及非洲的問題嚴重，卻也多少反映出每個人的智慧與品

味。 

“文化侵略”聽來嚇人，此概念許多人都不願接受。但是只要隨意遊走第三世

界，俯拾即是的例子不能不讓人對西方文化商品和商品文化的侵蝕力感到震驚。

譬如說，20年前遞一枝本地捲煙（Bidi）給印度人，他們會覺得受到羞辱。當然

他們不可能知道這種土制捲煙 10年後在歐美地區會廣受歡迎。同樣的，如果給

原住民分享的是本地的椰子水而非可樂，本地人往往會投來不友善的眼光。而這

時也很難說明椰子渾身是寶，可樂則不過是色素加糖水。 

如前所述，自從非洲受白人統治後，大規模地改變了黑人的生活習慣與價值

觀，1950、60年代即便先後獨立，在主流文化的影響下卻無法重建自己的價值

觀體系。中國長期以來出於政治目的與非洲打交道，但大多接觸均涉及短期援建

工程。如今尋求經貿關係的進一步合作，則兩國人民在生活與勞動領域將難免建

立許多有機聯繫。此際認識到非洲自然環境的特點與尊重慢節奏的必要性，並避

免將東方溫帶地區的價值觀強加於人，應當是個發展中非關係的必修課程。 

 

再提“笨” 

近年來中國重視體育，大家也都知道長跑是東非人的天下，而短跑則是西非

人一枝獨秀。這方面既不顯示非洲人的懶與笨，反倒使其他民族感到自卑。在知



識領域，黑人若是從小受到同樣薰陶、教育和訓練，課業成績絕不輸給任何其他

民族。相反地，把愛因斯坦從小丟到原始森林，無論如何也攀登不上什麼相對論。

筆者從小在臺灣接觸的是好萊塢電影，當時對非洲的唯一瞭解就是有名叫泰山的

白人，具有在非洲原始森林向野生動物發號施令的特異功能，而最壞、最笨的、

最該殺的角色，則永遠是比禽獸還不如的黑人。至於美國西部牛仔片也大同小

異，唯一的區別在於圍剿對象換成了印第安人。這類文化薰陶嚴格說來直到

1960、70年代之交、越戰末期，才在學生運動的抗議下加以制止。然而隨著雷

根總統為越戰翻案的推行，好萊塢於 1980年代後又充斥著萬夫莫敵的美軍殲滅

笨拙的黃種敵人的戰爭片…。 

經濟落後絕不是遊手好閒的原因。中國人幾千年在二畝地上精耕細作、創造

豐富文化，一貫依靠的就是勤勞；而當農民失去了土地的支配權、一切按指令辦

事，便既看不到積累恒財的遠景，也發揮不了絲毫勞動的恒心。200年以前，在

白人殖民主義者還沒佔領非洲之前，許多地區人口稀少，物產自然豐富成長，在

伸手就可解決溫飽的情況下，部分人口毫無勤儉持家的需要。如今隨著人口的激

增，這種“天堂心態”（paradise mentality）已不復存在，任何人都知道必須為防

範未然而勤勞。 

於是乎，擁抱非洲的關鍵在於如何讓合作對象看到前景和調動其積極性，而

不是像奴隸主那樣，既想獨佔他人的勞動果實，又羞辱對方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