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南非非最最悲悲恸恸的的一一天天
本报特约记者 王晓鹏
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

时值盛夏的南非，这两天却
十分阴冷，犹如南非人民现在的
心情，人们外出都不得不穿上厚
外套。自12月6日凌晨曼德拉逝
世的消息传出后，大量民众不顾
寒冷，自发来到曼德拉位于约翰
内斯堡近郊Houghton的住所外，
悼念曼德拉。

6日上午，当本报特约记者
赶到曼德拉的住所时，发现周
围的街道全部被各类车辆占
满，警察正忙着指挥交通。在曼
德拉住宅附近，前来采访的各

国记者都在忙着拍照采访，五
六辆卫星转播车停放在周围，
一些电视台正在现场直播民众
悼念曼德拉的场景，有的记者
则席地而坐忙着发稿。

正如来自英国广播公司
(BBC)进行现场直播的记者在
镜头前说的，“世界上只有一位
伟人能将各个种族团结起来，
那就是纳尔逊·曼德拉”，在悼
念现场，除去黑人市民外，还有
白人、印巴裔等来自各个种族
的人，可见这位伟人用他特有
的人格魅力感染了各个族群。

在悼念现场，黑人民众高
举曼德拉的画像载歌载舞，在

他们的文化中，葬礼上都要载
歌载舞，以祝福逝者能进入天
堂安息。其他民众则自发带来
了鲜花和蜡烛。一位叫娜丽莎
的黑人妇女，早晨从广播中得
知曼德拉去世的消息后悲痛万
分，身为用人的她特地向雇主
请了半天假，带着一支蜡烛，徒
步走了十几公里，来到曼德拉
住宅前虔诚地悼念。

在南非索韦托的曼德拉故
居前，人们也纷纷聚集在这里
悼念这位伟人。这是全南非最
悲恸的一天，各个政府部门都
已降下国旗致哀，中国驻南非
的使领馆也已降半旗致哀。

当当地地媒媒体体仓仓促促报报道道

本报记者 周青先

今年9月底，记者有机会访问
南非，对在曼德拉旗帜下的这个国
度有了初步认识。

在南非最值得参观的景点之
一就是种族隔离博物馆。博物馆门
口竖立着七根石柱，上面分别铭刻
着：自由、尊重、责任、多样、和解、
平等、民主。

博物馆管理严格，展厅内禁止
拍摄。入口处按照种族隔离时期的
样子，分别设立了白人通道和黑人
通道，有各种黑人当年必须携带的
证件，还有各种刑具等。在博物馆
内，记者看到了1910年生效的《南非
法》复制件，这份南非联邦宪法将
种族隔离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定
下来，明确规定只有白人才享有公
民权，才能进入行政、立法和司法
体系。

据介绍，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所
有公共场所都是按种族区分开的，
每个黑人都必须遵守规则，一旦越
界，等待的将是暴打甚至枪杀。正是
在曼德拉等人的号召下，黑人不断
奋起反抗，才实现了自己的解放。

曼德拉对于南非当代史和废除
种族隔离制是一个决定性的人物，
因此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整
个博物馆有关他的展览篇幅相当
大。墙上展出了一些当年在反对种
族隔离斗争中献身的斗士的照片和
事迹，展现了南非英雄曼德拉为自
由奋斗的一生。馆内还有一个复制
的关押曼德拉的监狱模型，曼德拉
曾经在这样的监狱中生活过27年。

在出口处是一面巨大的新南非
国旗，由黑、黄、绿、白、红、蓝六种色
彩构成一个Y字形图案。使用多种
色彩，象征南非是个多民族国家，也
就是美丽的“彩虹国家”新南非。

正如博物馆展示的那样，曼德
拉对于南非黑人是一种信仰的象
征，是一面高扬的旗帜，自由之旗、
希望之旗。记者同博物馆附近摆摊
的黑人交谈：没有曼德拉会怎样？他
们表示无法想象，也许永远没有机
会出门摆摊，也许永远得跟着白人
生活。他们希望曼德拉能够永生，因
此经常祈祷他快点康复。如今尽管
依旧贫困，但他们拥有了难得的自
由。

本报记者走进

种族隔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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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民众在曼德拉的住所外献上鲜花、点上蜡烛悼念曼德拉。 特约记者 王晓鹏 摄

“评判一个国家
不应看它如何对待地
位最高的民众，而是
看它如何对待穷人或
一无所有的人。”

——— 曼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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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王晓鹏
发自南非约翰内斯堡

因为曼德拉此前数度传出
病危的消息，且南非总统祖马
于5日晚11点30分才通过电视
讲话的方式确认这位伟人去
世，因此，多数南非报纸表现出
了仓促报道的痕迹。

南非《市民报》和非国大
ANC官方报纸《新时代》，在头
版报道曼德拉去世的消息时，
都引用了曼德拉“死亡是件无
法避免的事情”的名言。《市民
报》和发行量最大的《星报》，头
版大标题不约而同取名为《世
界同悲》。

黑人读者较多的《太阳
报》，头版只使用了曼德拉的整

版照片，二版则引用了南非通
讯社的一则消息。《新时代》并
未因官方报纸地位而提前得到
消息，只是在头版临时放上了
曼德拉的大幅照片和一篇纪念
性社评。《市民报》显然意识到了
自身报道的不足，在头版特别注
明：将于12月9日推出曼德拉纪
念专刊来纪念这位伟人。

只有最大报纸《星报》以五
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曼德拉去
世的消息以及生平，该报不仅
派出记者于深夜前往曼德拉住
宅采访市民的自发悼念行动，更
是刊发了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撰
写的文章《人类英雄》来纪念曼
德拉。

相对来说，南非的各大广
播电台及互联网新媒体表现得

更及时。从5日晚一直到6日，南
非各大广播电台如Jacaranda、
Highveld均在不间断地报道曼
德拉去世的消息、国丧等新闻，
同时播放各种歌曲来纪念曼德
拉。一些电台如Kaya FM还采
用听众与主持人互动的方式，
很多听众打进电话，一边哭泣
一边讲述对曼德拉的感激之
情。

南非新闻网站News 24动
作十分迅速，首页全部换上了
有关曼德拉的专题。在脸谱和
推特等自媒体，纪念曼德拉成
了关键词。很多南非当地人的
黑莓即时通讯工具BBM和微信

（微信已于去年成功进入南非市
场）的头像和状态等，都换成了
曼德拉头像和纪念语句等。

南非黑人民众按照当地风俗以载歌载舞的形式悼念曼德拉。 特约记者 王晓鹏 摄

9月底，本报记者在南非种
族隔离博物馆门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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