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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年砍柴说：他是20世纪全球政治人物中的No.1
*适合中国人看的曼德拉传；一口气读完伟人的光辉岁月
**看点：矛盾激烈的社会如何实现和平转型？

内容简介

曼德拉，从一位幼年丧父的乡村孩子，成长为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他的伟大，不仅是为了争取黑人与有色人种的自由承受了二十八年的牢狱之灾，也不仅
是有着从囚犯到总统的传奇经历，而是他以宽厚的胸怀、坚强的信念、高超的政治艺术
，促成了有着三百年仇恨的黑、白种族的和解。更难得的是，身居高位后，他自觉地抵
御权力的腐蚀，以身作则，尊重宪政框架对总统的制约，为新南非的官员们做了良好的
表率。曼德拉之于新南非，犹如华盛顿之于美国。
虽然曼德拉说过他不是圣贤，但如果这个时代还有圣贤的话，曼德拉当是其一。

作者简介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上世纪70年代生于湘中农村，求学于西北，谋生在京华。当过公
务员、记者，写作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知名时评人和历史文化作家。出版有《闲看
水浒》《皇帝、文臣和太监》《晚明七十年》《闲话红楼》《进城走了十八年》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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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淡然站在荣耀之巅
2010年7月12日凌晨，地处南半球的南非正寒意袭人，而约翰内斯堡足球城体育场却被热
浪席卷，第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闭幕式正在举行。
在劲歌狂舞中，在现场数万观众和球员的欢呼声中，在“非洲唢呐”瓦瓦祖拉的齐鸣声
中，一位老人一袭黑帽黑衣，坐在电瓶车上缓缓入场。他满面笑容地向观众挥手，所有
的人都向他致意，包括最后登顶捧得“大力神杯”的胜利者西班牙人，以及那些来自各
国的政治家和国际足协官员。
这位老人便是领导南非这个“彩虹之国”走向新生的“国父”——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
?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Mandela）。坐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夫人格拉萨。看起来，这
只是一对平常的老夫妻，但那一刻，曼德拉成为全世界最为瞩目的人物，他脸上一道道
岁月沧桑铸就的皱纹，被镜头捕捉，出现在无数家媒体上。
甚至可以说，这届世界杯是一场向曼德拉致敬的体育盛会。南非能够获得主办权，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巧妙地使用了曼德拉这张“国家名片”。这届世界杯让南非举办，
也是国际社会对南非消除种族隔离、促进民族和解、成功地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一种肯
定和奖赏。
谁又能想起，就在十年前的1990年2月，曼德拉才走出囚禁他28年的牢房，成为一个自由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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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怀着十分谦卑的心情关注着他，崇拜着他。同时，他在追求公正公平梦想
过程中所作出的牺牲也激励着我。如今世界充斥着冷漠和绝望，而曼德拉的人生故事正
是与这样的世界对抗的过程。他从一名囚犯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斗士发
展为推进和解的热心人士，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位国家总统，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进
程和发展。卸任后，曼德拉继续为实现公平、机会均等和人类尊严而努力工作。他对改
变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很难想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如果没有他
，历史会变成什么样。

——美国总统 奥巴马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一、从囚徒到总统
全国大选于1994年4月26日如期举行。
曼德拉当选为总统，姆贝基为第一副总统，德克勒克为第二副总统。27名内阁部长中，
非国大占17位，国民党占7位，因卡塔自由党占3位。
这样的权力分配，体现了由得票多数的党执政的民主原则，但也兼顾到了南非的历史和
现实。
一个政治家，在从事政治活动的黄金年华——44岁到72岁被囚禁在监牢里；而在出狱后4
年，在76岁高龄时登上总统宝座，曼德拉创造了一个传奇。
1994年5月10日上午，正值南非的秋季，曼德拉和4000余万南非人，收获了最为丰硕的果
实。这一天，天空明净，气候宜人，曼德拉的总统就职典礼在昔日白人统治者的中心比
勒陀利亚举行。因为和妻子温妮的婚姻关系已经破裂，他在钟爱的女儿泽妮陪同下走入
典礼会场。20余年牢狱生活的折磨，他的双腿受到了损害，再加上年事已高，他步履沉
重。这一刻，全世界都在注视着这位伟大的老人，因为他，南非这个“彩虹之国”没有
在“血泊中没顶”——这是曼德拉出狱后时常忧虑的一种结局，而是迎来了新生。
典礼上，南非空军的战机从上空呼啸而过，南非国防军和警察的高级官员一身戎装，佩
戴勋章，向武装力量最高司令官曼德拉敬礼。而在此前的漫长的一段时间里，曼德拉曾
是军警眼中最大的敌人和最重要的囚徒。
曼德拉对着参加就职典礼的各国嘉宾，对着全南非人民，充满深情地说：
让所有人得享正义。让所有人得享和平。让所有人得享工作、面包、水、盐分。让每个
人都明白，每个人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获得了解放，从属于自己。这片美丽的土地永
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球唾弃的屈辱。对于如此光辉的成
就，太阳永不会停止照耀。
让自由战胜一切。愿上帝保佑南非。（《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的就职典礼上，长期因种族隔离而被国际社会制裁的南非，第一次迎来如此多的



显赫客人：美国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古巴领导人卡斯
特罗、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
这些贵宾中间，不少人互相视为寇雠，但是他们能同聚一台，只为向新生的南非表示祝
贺，向新“南非之父”曼德拉表达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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