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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
坦桑尼亚的疫情治理与政党政治

*

肖齐家 唐晓阳**

内容提要 2020年,坦桑尼亚大选前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政党

政治博弈,本质上是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修辞竞争。坦桑尼亚时

任总统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政党修辞能力,构建出以宗教信仰和

替代疗法为特征的修辞话语,同时利用行政权力对专家权威进行了

系统性压制,从而推行了经济优先的防疫政策,保障了民众在疫情期

间的基本生计,并成功说服多数选民支持其连任。2021年马古富力

的病逝及其死因争议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但依

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多数民众在经历了疫情

治理和总统死因的修辞争议后,依然支持革命党政权及其疫情治理

策略。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过程,权威竞争

视角和修辞能力概念或许可以提供新的理解方式。
关键词 世界政治 坦桑尼亚 公共卫生 疫情治理 修辞能

力 权威竞争 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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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桑尼亚独立后曾长期实行一党制,1992年开始进行多党制改革,后在

1995年举行首次多党选举。此后,坦桑尼亚每五年举行一次大选,而革命党

(Chama
 

cha
 

Mapinduzi)①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均无一例外取得胜利。即便如

此,不少学者仍对革命党政权存续的稳定性提出质疑,譬如哈佛大学政府系教

授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卢

肯·韦(Lucan
 

Way)在2010年曾预言,革命党政权“在经济或其他领域的严重

危机到来之时,会因其有限的强制力和缺少非物质性的凝聚力变得脆弱”。②

但在2020年10月28日举行的第六次多党选举中,革命党的政权存续基础并

未被疫情动摇。相反,被国内外舆论广泛诟病消极抗疫的总统约翰·蓬贝·
约瑟夫·马古富力(John

 

Pombe
 

Joseph
 

Magufuli)仍以1251万张选票获得连

任,而排名第二的民主发展党(CHADEMA)候选人通杜·利苏(Tundu
 

Lissu)
仅得到193万张选票。84.4%的得票率也是革命党总统候选人领先优势最大

的一次。到2021年为止,革命党已连续执政60年之久,是世界上在位时间最

长的政党之一。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难题,革命党为何能以创纪录的高得票

率实现政权存续?
传统观点认为,革命党的政权长期存续有多方面原因。综合来看,相关研

究多从组织网络、政治镇压或经济资源等物质性能力视角出发,对此前的选举

提出了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解释,但在探讨2020年大选的过程与结果时,却难

以解释为何面对疫情冲击,革命党仍能在2020年大选中以创纪录的高得票率

胜选。事实上,从2020年3月16日坦桑尼亚报告境内首例新冠肺炎病例开

始,直至2021年3月17日,坦桑尼亚政府宣布马古富力因心脏病去世,围绕

疫情治理展开的权威、修辞与政策竞争不仅是公共卫生利益相关方争论的

体现,更是政党政治博弈的重要面向。
鉴于此,本文提出政党“修辞能力”的概念,即政党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

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能力。通过运用过程追踪

法,本文从权威竞争的视角对总统演讲、政府公告等斯瓦希里语一手资料以

及媒体报道和民调数据等展开分析,发现马古富力与革命党在疫情治理和

政党竞争中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其政权存续的主要原因。并且与直接

以修辞话语说服相比,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影响更为深远。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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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革命党成立于1977年2月5日,由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和非洲—设拉子党合并而成。为便于表

述,本文均以“革命党”作为坦桑尼亚执政党的指称。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254.



发现或将有助于从新的视角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卫生治理和政党政治

过程。
本文将首先回顾有关坦桑尼亚革命党的政党能力同政权存续关系的讨

论;而后论述修辞能力的概念及其产生作用的压制与说服逻辑,并提出以修辞

能力概念为核心的解释框架;之后,以坦桑尼亚2020年总统选举为例,展现革

命党修辞能力的运用过程及对政权存续目标的影响;最后将回顾本文的主要

观点,并探讨文章的贡献、不足以及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
 

革命党的政党能力与政权存续

坦桑尼亚多党选举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特殊现象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一

些学者将革命党作为比较案例,致力于提出系统性的政党体制与政权类型框

架。例如,坦桑尼亚虽然定期举行多党选举,但这一制度在实践中的公平性和

竞争性却值得怀疑,因此可被纳入“混合政体”①“选举型威权”②或“竞争性威

权”③等政治体制的范畴。而从大选结果来看,革命党政权能够在定期举行的

多党选举中屹立不倒,长期支配着国家的行政与立法权力,因此可称之为“支
配性政党型”④“霸权政党型”⑤或“一党独大/一党主导型”⑥政体。基于上述类

型学分析,人们试图从政党能力的视角进一步探究坦桑尼亚威权政体存续的

原因。⑦ 一般意义上,政党能力是政党依托各种基础要件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

能力。能力较强的政党可以通过稳定的规则和程序来凝聚精英团结,动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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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y
 

Diamond,
 

“Elections
 

without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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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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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cracy,
 

Vol.13,
 

No.2,
 

2002,
 

pp.21-35;
 

Staffan
 

I.
 

Lindberg,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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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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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3.
Juan

 

J.
 

Li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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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0,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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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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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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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ler,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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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e
 

Rienner,
 

2006,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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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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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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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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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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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8,
 

No.1,
 

2015,
 

pp.12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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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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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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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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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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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51-254.
Giovanni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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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Demise
 

in
 

Mexi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复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68—169页。
钟伟云:《非洲的政党政治:回顾与反思》,《西亚非洲》2016年第5期,第90—106页。
Beatriz

 

Magaloni,
 

“Credible
 

Power-Sharing
 

and
 

the
 

Longevity
 

of
 

Authoritaria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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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Studies,
 

Vol.41,
 

No.4-5,
 

2008,
 

pp.715-741.



会支持,支配其他政治、军事或社会团体,自主地行使各项政治功能。① 在非

洲,坦桑尼亚革命党也被认为是政党能力建设与制度化的典范。② 其中,革命

党的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对政权存续的促进作用受到较多关注。

(一)
 

组织能力的强大基础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认为,组织是“政治稳定的基础”。③

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肯·韦提出,若要在竞争性威权政体下赢得选举竞争

的胜利,选民动员与选举舞弊手段缺一不可,强有力的组织则是二者的根基。④

组织能力也是威权政府控制公民社会,管理精英冲突,以及吸纳、分化或镇压

反对者的关键。⑤ 在坦桑尼亚,革命党政权之所以能在一党制时期不断巩固,
并在多党制转型后长期居于执政地位,原因也在于对组织建设工作一以贯之

的重视。正是依托团结的执政联盟与较强的组织基础,革命党政权才经受住

了经济衰退和政体转型等历次危机的考验。⑥

也有学者注意到其他关键历史节点对政党组织能力成长的影响,认为坦

桑尼亚社会主义时期和经济自由化改革阶段的重要政策加强了执政党的在位

者优势,塑造了与反对党之间不对称的竞争结构。一方面,坦桑尼亚在独立后

推行的非洲社会主义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削弱了市场和社会部门的资本化水

平,抑制了族群、宗教等层面的社会分裂,消除了反对党的政治动员抓手;⑦另

一方面,通过废除酋长制和村社化运动,革命党政权促成了农民空间分布和农

业部门生产方式的集体化转向,提升了公共资源再分配的平等性,削弱了民众

对传统部族权威的认同,从而为革命党在基层的组织覆盖和社会联结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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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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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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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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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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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Sin-
gle-Party

 

Rule,”
 

World
 

Politics,
 

Vol.57,
 

No.3,
 

2005,
 

pp.421-451.
Richard

 

Whitehead,
 

“Historical
 

Legacies,
 

Clientelism
 

and
 

the
 

Capacity
 

to
 

Fight:
 

Exploring
 

Path-
ways

 

to
 

Regime
 

Tenure
 

in
 

Tanzania,”
 

Democratization,
 

Vol.19,
 

No.6,
 

2012,
 

pp.1086-1116.



坚实基础。① 相比之下,反对党则无从继承类似的历史制度遗产,可用于政治

动员的资源十分有限,很难成为革命党的有力竞争者。②

然而,单一的组织能力视角并不足以解释革命党在历次选举间胜选优势

的波动。正如天普大学政治学博士理查德·怀特黑德(Richard
 

Whitehead)所
承认的那样,如果将革命党在选举政治中的成功都归因于组织能力这一制度

性的历史遗产,恐怕难以令人信服。此外,虽然乌贾马运动带来的政治变迁有

助于理解20世纪90年代初反对党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但多党制改革以

来,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历史性因素的因果链条较长,
也不足以解释革命党为何能够连续多次胜选,并在执政期间牢牢掌控行政与

立法机关。③

(二)
 

镇压能力的应用策略

“霸权型政党”普遍具备的镇压能力被认为是维系革命党执政地位的另一

个重要因素。当政党竞争激化时,革命党会凭借执政党的权势地位镇压、胁迫

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削弱反对党的组织动员力量。④ 例如,在2015年的联合政

府大选中,革命党就曾限制反对党的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⑤ 而由于在桑给

巴尔革命政府总统选举中面临的竞争压力要比联合政府大选中更强,革命党

往往会对前者采取更激进的操纵和镇压策略。⑥

一些欧美学者认为,革命党在2020年大选中也采取了激烈的镇压措施。
他们的分析视角与意识形态倾向集中体现在2021年4月发表在美国《民主杂

志》的两篇文章中。伯明翰大学国际发展学系教授尼克·奇斯曼(Nic
 

Cheese-
man)及其合作者列举了革命党政府围绕2020年大选所采取的镇压手段。⑦

阿伯丁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系讲师丹·佩吉特(Dan
 

Paget)则进一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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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捷:《霸权型政党体制的起源模式及其政治后果》,第177页。
Richard

 

Whitehead,
 

“Historical
 

Legacies,
 

Clientelism
 

and
 

the
 

Capacity
 

to
 

Fight:
 

Exploring
 

Path-
ways

 

to
 

Regime
 

Tenure
 

in
 

Tanzania,”
 

pp.1086-1116.
Barak

 

Hoffman
 

and
 

Lindsay
 

Robinson,
 

“Tanzanias
 

Missing
 

Opposi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0,
 

No.4,
 

2009,
 

pp.12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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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革命党追求的目标已不单是选举层面的胜利,而是通过“超威权”(ultra-au-
thoritarian)的选举操纵和暴力镇压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反对党获胜甚至生存

机会。①

不过,尼克·奇斯曼和丹·佩吉特等人均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链条,来证

明其所列举的镇压行动在何种程度上对此次选举结果造成影响。相反,2021
年“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有79.3%的受访者表示在2020年大选中从未

感受到任何政治恐吓或暴力,仅有4%的受访者表示受到严重侵害。②

既有研究也表明,镇压行动对大选结果的影响未必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未

必是革命党的优先竞争策略。一方面,暴力镇压行为对选举结果的实际影响

比较有限,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革命党采取的镇压行动

要少得多,并且不同年份的选举结果存在较大波动;③另一方面,在拥有一定组

织基础和庇护资源的前提下,革命党可以通过提升政治承诺可信度的方式获

得精英与选民的忠实支持,④而无需以高成本的镇压性手段操纵选举。
即使坦桑尼亚“霸权型政体”状态成立,镇压手段也不足以保证革命党在

2020年总统选举中获胜,因为作为“霸权型政党”的革命党依然在运用政治修

辞话语等补充性策略同反对党竞争。因此,这一视角并不能充分解释革命党

在此次大选中取得创纪录胜绩的原因。⑤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研究都未能深入

分析作为执政党领袖和在任总统的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话语对此次大选结果

的影响。而对政治修辞话语的有效运用,恰恰是革命党在此次大选中巩固自

身政治权威与合法性,并最终以高得票率胜选的关键。

(三)
 

庇护能力的丰富资源

庇护主义被认为是包括坦桑尼亚在内许多非洲国家政党政治的典型特

征。⑥ 通过大规模的恩庇—侍从网络(patron-client
 

networks),占支配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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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可以轻松渗透到选民群体和社会组织中,以物质利益换取群众的选票支

持。① 同时,执政党能够运用其掌握的政治特权与经济资源赎买精英的政治忠

诚,提高执政联盟内部稳定性,并降低潜在竞争者在党际竞争中获胜的可能,
最终实现长期执掌政权的目标。②

选举腐败现象是庇护主义关系最直接的表征,革命党也曾以多种方式参

与过选举腐败活动。③ 譬如,革命党曾直接收买选民手中的登记卡,也曾向反

对党候选人行贿,诱使其退出选举活动;④此外,革命党也曾收买反对党候选人

的潜在支持者,唆使其不去参加投票活动,以降低反对党的票面支持率。⑤

坦桑尼亚选举中最为人诟病的庇护主义形式当属“款待”(Takrima)。这

个斯瓦希里语单词多用于指涉政党或其拥护者对选民参加竞选集会并为其候

选人投票提供的物质性回报,或是公职人员期望以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换取

的好处。⑥ 作为坦桑尼亚《选举法》曾一度准许的竞选策略,“款待”在2000年

和2005年大选中产生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⑦以至于一些选民将严肃正式的

竞选季戏称为以选票交换钱财、食品和衣帽等财物的“收获季”。⑧

然而,这并不是说只有革命党会采取庇护主义策略,而反对党则恪守公平

竞争的原则。庇护能力的解释逻辑在于,在腐败横行的选举环境下,革命党可

资影响选举的资源更加丰富,因此更有可能从不公正的制度环境中获益。⑨ 特

别是自经济自由化改革以来,执政党运用种种交易手段从商业部门获得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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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资源,同时排挤出反对党获得财政支持的机会,严重限制了反对党的动员

资源。① 庞大的庇护主义和基层党组织网络共同构成史蒂文·列维茨基和卢

肯·韦所说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强了革命党的在位者优势,促成了其政

权的长期存续。②

庇护主义解释最主要的缺憾在于,多数观点仅源于政治学家和观察者基

于政治丑闻的逻辑推测,缺乏方法论意义上的严谨性。③ 不过,近年来也涌现

出一些关于坦桑尼亚政党政治中的寻租、买票与施惠现象的实证研究。有研

究者指出,在政党融资活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面向私营公司及个人的免税额

度成为寻租工具,被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党用以交换商界人士的资金支持。④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与人口学系助理教授凯文·克罗克(Kevin
 

Croke)也发现,
买票行为在达累斯萨拉姆的选举活动中十分常见。据他测算,其发生率大约

在13%到36%之间。他进一步推论道,由于对革命党候选人可能会做出的施

惠行为抱有期待,民众会选择将选票投给他们。⑤

上述发现为政治庇护主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但这类研究数据采集

的难度通常比较大,能够覆盖的地理范围相对较小,得出的结论存在以偏概全

的风险。从严格意义上讲,相关研究大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发达地

区的政党政治现实,并不能反映广大农村地区的真实情况。在一项关于坦桑

尼亚农民政治参与的调查研究中,加拿大温尼伯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梅拉

妮·奥戈尔曼(Melanie
 

OGorman)发现,农村地区人口虽然占总人口的80%
以上,但和城市地区相比,农村地区在经济自由化后的发展非但没有受到施惠

关系的偏爱,反而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即便部分农民支持革命党政权,这
种支持也未必由物质利益驱动。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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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修辞能力的解释框架

与基于物质资源的政党组织、镇压和庇护能力不同,本文提出“修辞能力”
的概念,认为它同样是政党控制关键政治功能的基础能力,并且在革命党的政

权存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修辞能力定义及其作用逻辑

修辞是“以语言为工具进行说服的正式手段”。① 早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

便被认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譬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修辞术也

可以纳入政治学的框架”。② 在当下的政治现实中,修辞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政策合法化、③促进政治认同等。④ 有学者甚至强调,“即使政治采取战争的

形式,修辞依然是政治的核心”。⑤ 与纯粹的修辞技能相比,政治修辞更强调修

辞话语所服务的政治说服目标。政治修辞的主题被认为是“在正式的公开辩

论和日常政治争端中构建令人信服的观点的策略”。⑥ 也有学者将政治修辞定

义为“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运用一定的政治语言技巧所进行的修辞行为,
其目的是说服受众,达到政治主体的政治目标”。⑦ 本文认为,政党的修辞能力

就是在政治竞争中构建话语,并佐以压制性手段,以实施政治说服目标的

能力。
话语是修辞的载体。政治修辞能力能否发挥有效作用,关键在于政治话

语中的价值观念如何与社会现实产生联结与映射。话语制度主义者的看法具

有一定借鉴意义。他们认为,不同政治主体的对话交流是不同观念互相碰撞

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断催生新的观念、价值和话语,话语的变化又会影响制度

的变迁,继而影响制度行动者的行为。⑧ 在坦桑尼亚的党际竞争中,这体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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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领袖通过政治修辞手段重塑争议性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公共争议及其

背后的张力关系构建为更能反映本国公民关切的现实议题,以期对选举政治

产生预期影响。也就是说,政党运用政治修辞的目的并不在于真正解决其所

指涉的现实问题本身,而在于利用社会中既有的冲突性观念激发起受众的倾

向性关注,抨击政治竞争对手,“提升自己在选举中的权威与影响力”。①

尽管尚未有研究从修辞能力的视角探究革命党政权存续的原因,但革命

党领袖基于政治修辞来战略性运用压制和说服手段的方式还是受到较多关

注。修辞能力产生作用的压制逻辑是指作为革命党领袖和政府首脑的总统利

用行政权力打压竞争对手。与前文梳理的镇压能力视角所不同的是,镇压

(suppression)能力强调行动与手段的暴力性,并且可以单独发挥作用。修辞

能力视角下的压制(oppression)逻辑是非暴力的,并且从属和服务于政治说服

目标。此外,镇压能力施加对象为反对党及其支持者,压制逻辑则针对的是与

政治权威相对应的竞争性权威主体。说服逻辑既包括通过政治修辞话语直接

影响选民对话语指涉对象的认知和相应行为,也包括凭借执政绩效间接影响

选民,争取政治支持。修辞能力视角对于坦桑尼亚的议会辩论、选举过程②和

意识形态③等政党政治现象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
 

压制逻辑: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竞争

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分立和竞争是革命党利用修辞能力进行压制的结

构性前提。作为政治学最为核心的概念之一,“权威”有着多元的定义逻辑。
马克斯·韦伯以合法性来源为依据划分了权威的三种纯粹类型:源于非人格

既定规则的“法理型权威”,源于历史和神圣传统的“传统型权威”,以及源于领

袖人格魅力与超凡特性的“超凡魅力型权威”。④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出,权威与“权力”(power)和“暴力”(violence)均要求对象的服从,
但区别在于权威的命令者并非通过强力(force)手段向服从者施加影响,也不

是通过非平等状态下的“说服”过程,而在于双方对等级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

共同认同。一言以蔽之,“在使用强力的地方,权威本身就失败了”。⑤ 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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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提出理解“权威”和“权力”关系的三种视角:从影

响力来源看,权力建立在强制之上,而权威则建立在服从者的理性之上;结果

上,权威意味着对象的自愿服从,而权力则会导致对象的被迫服从;本质上,权
威又可被定义为合法的权力。①

国内政治的等级制环境是上述传统定义共同的制度起点,这意味着国家

是现实中垄断和行使权威的主体,其他行为体则处于从属地位。然而,纵观全

球新冠肺炎疫情治理的制度与过程,非国家行为体都发挥了不亚于国家的重

要作用。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詹姆斯·罗西瑙

(James
 

Rosenau)看来,非国家行为体之所以能和国家一样行使社会管理的权

威,是因为它们事先已经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被管理者的认可与服从,也都具

有各自的“权威场域”(Spheres
 

of
 

Authority)。② 在这个意义上,非国家行为体

完全可以成为和国家政府分庭抗礼的权威主体。从权威分布结构来看,如果

说国家治理的权威集中于政府内部,那么全球治理的权威则散布于多元主体

之间,二者时而合作,时而又相互竞争。③

两种治理体系的张力也体现在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在全

球治理的具体问题上,监管权越来越多地由国家之外的权威主体行使,国家

“似乎与非国家行为者分享着决策权”,不仅必须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组织,要
对新的全球政治和法律环境做出反应,还要做好与之谈判的准备。④ 有学者提

出“权威分享”的概念,意指“在一个享有大众认可的具有合法根据的共同新领

域中,互有利益相关性的行为体(或制度)通过对话和学习,共同实践实现目标

所需要的权威”的过程。⑤ 这一概念将“权威”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各行为体所

行使的,由彼此的权利和义务所界定的有限而互补的部分性权威;二是实现治

理目标所需的整体性权威。尽管不同的部分性权威主体会围绕共同的治理目

标展开合作,但竞争在整个合作过程中无处不在。
疫情治理的结构与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两类权威。一种是韦伯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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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正式制度安排的政治权威,另一种是以客观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家权

威。① 后者建立科学观念基础上,要求专家和专门机构具备理解和应用知识的

能力,同时肩负提升公共福利的义务与责任。② 专家和专门机构之所以能获得

处理专业公共问题的权威,本质上源于人们承认其掌握专业知识,并且相信专

家会依据专业知识提出技术性的问题解决路径,而不会受到党派竞争的影

响。③ 正如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迈克尔·巴尼特(Mi-
chael

 

Barnett)和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所言,“源自训练或经验

的专业知识使得我们给予专家以及为专家提供处所的官僚机构做出判断和解

决问题的权威。运用专业知识对于真正的理性—合法权威来说至关重要,而
这种权威是官僚机构的首要成分”。④

获得权威的不同路径使得政治权威和专家权威主体有着迥异的行为方

式。政治权威主体倾向于依据具体情势做出理性的政治判断;专家权威主体

则通常会坚持科学精神,倡导政策回应的科学性与专业性。⑤ 行政手段或命令

通常是政治权威主体施加政策影响的主要途径,而专家权威主体则通过自身

的专业性和中立性影响民众的政策偏好。面对常规化的公共卫生治理议程,
决策者与咨询专家会容易达成共识,为消除威胁协商出协同性的政策工具。
然而,当面临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时,不但经济社会发展蒙受损失,政权的统

治合法性和精英的执政能力都会受到严峻挑战,协商与团结的政策过程难以

维持,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竞争与冲突也就在所难免。⑥ 尽管决策者仍需咨

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但更需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大量关键性决策。⑦ 这种情势

扩大了决策者相对于专家的决策权力优势,使危机决策过程中的政治考虑常

常优先于由专家负责的技术论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可金也认

为,由于对危机做出科学研判的过程耗时较长,专家权威的反应速度往往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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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威,这就给了政治权威一个“政策窗口期”,使其能够在紧急状态下压制

专家权威,取得权威竞争的胜利。而当公共卫生治理进入常规化阶段,专家权

威则能够以科学化和标准化的优势,占据这一时期治理权威的主导地位。①

(三)
 

说服逻辑:经济绩效维护与政权存续

在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竞争的结构下,维护绩效合法性是执政党说服选

民的主要途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西摩·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提出,合法性是“政治系统产生并维持某种信念的能力,即现有的政治

制度是最适合社会的制度”。它有别于政治系统以实际行动满足社会期望的

基本职能的有效性,因为“有效性主要是工具性的,合法性是评价性的”。② 芝

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则指出,包含着绩效评价过程的“绩效合法性”
是存在的,因为“民众自然而然会对国家绩效做出评价,这种评价的方式与人

们评估合法性的方法相似,唯一的区别在于进行这种评价的基础”。③ 在执政

绩效的多个面向中,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生活水平的直接提升,巩固民众对政治

体制的认同,因而被认为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因素。④ 塞缪尔·亨廷顿也认

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绩效是20世纪60、70年代威权政体及其统治者合法性的

主要来源。⑤ 不过,虽然经济发展依然是绩效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但“公共产品

合法性”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⑥ 赵鼎新同样认为,民众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

能力的评价也能够导向统治的绩效合法性。⑦

政权的长期存续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与认同,提升执政绩效无疑有助于实

现这一目标。在疫情治理的语境下,政府的执政合法性包含经济与卫生两个

方面:一方面,公共卫生治理本就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公共卫生

产品的提供能力将有助于提高社会的风险抵抗能力,提高民众对于执政者的

支持和认可,继而巩固其权势地位;另一方面,在国际社会尚未做出或践行援

助承诺时,实施公共卫生治理所需的技术手段通常需要以大规模的国内财政

资源作为支撑。此时,尽管公共卫生治理目标的实现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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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意义,但封锁性的疫情防控措施在短期内却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
面对疫情带来的治理挑战,马古富力与革命党政府需要在大选年维持经济治

理与卫生治理的平衡。但受有限财政资源的约束,外加疫情治理工作的高度

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目标很难同时实现。
本文假定马古富力和革命党是理性的行为体,认为其疫情治理目标有着

层次之别:最高目标应是彻底遏止危机,最低目标则是保证其执政地位的存

续,也就是要保证政权的生存。虽然全球有不少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源用于

疫情防控,但除中国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一国有希望实现对疫情的全面控

制,因此,最高目标的实现起码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受这一国际示范效应的

影响,坦桑尼亚如果此时采取积极的财政与货币举措,即使能够取得理想的

卫生治理成效,马古富力第一任期积累下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势必难以保证。
届时一旦出现经济大幅下滑的局面,政权的经济绩效合法性将遭遇重大

打击。
相权之下,坦桑尼亚执政者的理性选择应是尽可能围绕非财政资源制定

疫情回应策略,同时等待其他国家、组织或个人的援助与支持。尽管这些看

上去消极的抗疫措施必将招致反对党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动摇政府的卫生

绩效合法性,但批评性的话语本身即是修辞的产物,也可以用修辞的方式来

抵消。综上,本文认为,政治权威的修辞话语和稳定国民生计的政策结果有

效说服了多数民众,从而扩大了选民的政治支持基础。该解释逻辑如下图

所示。

图 政治修辞、权威竞争与政权存续的解释逻辑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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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马古富力与革命党运用修辞能力,构建出包含宗教信仰、非洲

传统疗法和民族主义观念的话语,帮助革命党的政治权威成功压制医疗专家

权威,削弱了后者所主张的以科学自然主义、西方现代医学和自由民主价值观

为特征的批评性话语的可信度,使更能保障民众基本生计的经济绩效成为疫

情下经济社会治理的优先政策目标,进而帮助马古富力赢得连任。2021年3
月,随着马古富力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有关其病逝的传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革

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作用,但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效果在马古富力

被确认去世后依然很明显。

(一)
 

政治修辞话语的产生

2020年3月16日,坦桑尼亚报告了境内首个确诊病例。① 政府旋即迅速

响应。马古富力当天推迟了年度自由火炬传递活动,同时指示将10亿先令的

活动预算费用转交给卫生部,为将来的防控工作做准备。② 3月17日,总理府

发布公告,转述了总理马贾利瓦·卡西姆·马贾利瓦(Majaliwa
 

Kassim
 

Ma-
jaliwa)当天在电视直播中公布的防疫政策,包括暂停人员聚集活动,隔离密接

人员,加强入境筛查,设置专科医院等。③ 这些防控策略以科学观念为基础,反
映了流行病学专家所倡导的三项预防传染病基本措施,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

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截至当时,政府已向卫生部转移支付了五亿先令。
此外,宗教领袖和媒体工作者也被要求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向社会公众转达与

政府一致的科学防疫措施,避免因谣言引发的社会恐慌。④

然而,仅仅几天之后,马古富力又提出了一套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政治修

辞话语。3月22日,马古富力在首都多多马参加主日礼拜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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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同样号召民众不要因疫情而恐慌,但政府应对疫情的底气不再是坚定的

财政支持与科学的防控政策,而是可通过坚定不移的宗教信仰与祈祷实践获

得的神力庇佑与疗愈:“我相信这种疾病与魔鬼有关,战胜它的唯一方法是向

神明祈祷,祈祷能得到耶稣基督的治愈。”①与此同时,马古富力还试图将经济

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与宗教信仰同等的高度。他向民众呼吁道:“我们要依靠

神明,要继续努力工作,要继续建设经济(-jenga
 

uchumi),不能向新冠肺炎投

降,否则对神的依靠和建设经济的努力都将付之东流。”②“努力工作”和“建设

经济”的主张也呼应了马古富力2015年提出的带有反腐倡廉精神的竞选口号

“只有工作”(Hapa
 

kazi
 

tu!)。不同的是,疫情危机语境下“工作”的外延已经超

越了政府在消除腐败的同时应尽的义务,③经过马古富力的修辞与建构,成为

其所期望的全社会建设经济和对抗疫情的必要途径。
不过,民众在疫情威胁下能否坚持“依靠神明”和“努力工作”,不单取决于

其主观意愿,也取决于政府此前颁布的科学防疫政策的限制。事实上,尽管政

府3月17日做出的集会禁令涵盖了诸多政治、文化与经济活动,但宗教集会却

并不在此列。对此,马古富力也从宗教角度做了解释:“我们知道,在教堂和清

真寺可以得到真正的治疗,那里才是神所在的地方……新冠是魔鬼,它无法在

耶稣体内生存,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已经燃烧起来了!”④

两种修辞与政策导向的张力集中体现在3月22日的另一场演讲中。马古

富力在总统府向全体国民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了政府最新的疫情防控政策。
与17日采取的举措类似,新的政策继续依照现代流行病学的逻辑展开。在经

济社会层面,马古富力也通过直接引述专家的指导意见,呼吁民众对病毒传播

“保持警惕”,减少身体接触,经常用肥皂和流水洗手,并远离不必要的人员聚

集活动。但他也承认,“即便如此,我发现在一些地方聚集是不可避免的,例如

医院、市场、商店、车站、军营、清真寺、教堂和公共交通工具”。⑤ 他仅建议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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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场所采取专家提出的自我防护措施,而没有强制关闭这些场所的计划。
马古富力之所以没有选择全面的社会封锁举措,以至于破坏了政府防疫

政策的连贯性,原因并不在于马古富力本人对宗教信仰之医疗功能的非理性

坚持。相反,这恰恰是理性考量之后的选择。事实上,作为一名在达累斯萨拉

姆大学接受过系统性科学训练的化学博士,他显然信任并采纳了专家基于科

学精神和专业知识提供的政策建议。他也在电视讲话中明确表示,“我本人相

信,按照我们所作的准备,只要每名坦桑尼亚人都对专家的指导意见予以重

视,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战胜疫情,就像曾经战胜过那些企图伤害我们国家的

敌人那样”。① 只不过,作为国家元首与执政党领袖,卫生绩效与经济绩效都是

国家治理与选举竞争所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正如讲话开篇所言,他意识到

疫情对社会“造成了各种影响,特别是在健康与经济领域”。② 在经济绩效目标

的约束下,马古富力无法完全推行专家以卫生治理为导向的防疫政策主张。
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决不允许疫情伤害我们的经济,所有的经济与生产活

动必须继续!”③

至于马古富力为何在同一天提出两套几乎互斥的政治修辞话语,其原因

很可能是马古富力在疫情发生之初因信息有限,难以对疫情发展和影响做出

准确的预判,而不得不采取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的话语策略。换言之,这是为

了给后期可能做出的政策调整留出话语空间,在政策转向到来之际重建修辞

话语的连贯性,避免因话语断裂引发民众对其执政合法性的质疑。与此同时,
坦桑尼亚民众相对普遍的宗教信仰也使得宗教经典与祈祷实践能够在疫情引

发社会恐慌时起到一定的社会安慰作用。正因如此,马古富力才一方面称,坦
桑尼亚仅发现12名确诊病例,且患者恢复状况良好,因此是否需要实施更加

严格的防疫政策也有待观察,当务之急是避免疫情影响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
另一方面,在演说最后部分,马古富力通过引述《圣经》与《古兰经》经文,向各

派宗教领袖与信徒发出了为国祷告的号召:“我们绝不接受魔鬼以新冠病毒迷

惑我们,使我们忘记全能的神明!”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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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压制专家:替代疗法、数据延宕与人事调整

2020年3月31日,坦桑尼亚卫生部长乌米·阿里·姆瓦利穆(Ummy
 

Al-
ly

 

Mwalimu)宣布,该国共确诊19例新冠肺炎病例,当日还出现了首个死亡病

例。① 4月2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弗斯廷·恩杜古利莱(Faustine
 

Ndugulile)
表示,虽然已累计确诊20例病例,但坦桑尼亚短期内并不会采取封锁措施,也
不会进行大规模筛查,只会从出现感染症状的隔离患者身上采集检测样本。
他表示,政府当前采取的防控政策足以应对疫情,这也是为了兼顾社会弱势群

体的生计问题:“大多数坦桑尼亚人都生活在温饱线上,他们必须外出工作才

能生存下去。因此,实行完全的封锁政策意味着会有人饿死。”②

这一考量也在马古富力本人的表述与政策主张中得到印证。2020年4月

10日,马古富力在家乡查托(Chato)表示,截至当日,确诊病例总数上升至32
例,其中死亡病例增至3人,但大多数感染者恢复状况良好。③ 与之相比,经济

事务更加值得人们关心。“在新冠肺炎的冲击下,世界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

饥饿问题,因为有些国家将人们关在家里,他们无法外出,当然也无法工作。”④

故此,政府决定不采取封锁措施,而是呼吁民众在采取专家建议的预防措施的

同时努力工作,生产粮食。此外,马古富力还声称,为了不切断与坦桑尼亚接

壤的八个国家的商品与服务供应,政府也不会封闭边境。“经济必须继续运

转。至于新冠肺炎,上帝会消灭掉它。”⑤

2020年4月16日,马古富力在推特上号召国民从次日起进行为期三天的

祷告活动,祈求神明让人们免受疫情的侵害。⑥ 但4月19日祷告结束时,坦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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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的病例总数已达到171例。① 随着确诊与死亡病例数不断上升,马古富力

政治修辞的有效性也随之动摇。为了巩固经济绩效优先的政策主张,马古富

力在继续强调宗教信仰的同时,采取了多种压制专家权威的策略。
一是倡导替代疗法。替代疗法主要指汗蒸和草药等本土医学方法,以及

生姜、柠檬和青柠等食材的药物性使用。但在以恩杜古利莱为代表的科学观

念倡导者看来,这些未经科学方法验证的疗法都是无稽之谈。早在2020年4
月1日,恩杜古利莱就曾敦促卫生部门继续向公众开展防疫科教活动。他举

例说,“我不知道生姜、青柠水和柠檬之类的东西能够治疗新冠肺炎……维他

命C能增强人的免疫力,但并不是治愈新冠肺炎的方法”。② 4月14日晚,他
在一场电视节目中表达了对汗蒸疗法的观点:“汗蒸既不能治疗新冠肺炎,也
不能杀死新冠病毒,而是会灼伤人的呼吸道……我认为这不是(防治疫情的)
正确途径”。③

但从修辞能力的视角看来,在宗教祷告效果不彰的情势下,替代疗法恰好

可以作为马古富力政治修辞的补充。2020年4月22日,马古富力对卫生部门

的人事安排做了重要调整,任命了新的卫生部常秘和政府首席医疗官。④ 当

日,他在查托向国防与安全部门官员发表演讲。除了否定卫生部门采取的消

毒措施,以及强调“永远”不会封锁该国经济中心达累斯萨拉姆外,他还对“汗
蒸”等传统疗法表达了明确支持:“我恳请国民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使用传统

疗法,我也请卫生部加强对这些疗法的宣传和介绍,包括汗蒸。汗蒸背后的

‘科学’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会产生100摄氏度以上的水蒸气。新冠病毒是

油构成的,它遇到100摄氏度以上的水蒸气就会马上变成碎片。”⑤这一表态也

被认为是对恩杜古利莱的回应。⑥ 后者最终在5月16日被马古富力免去了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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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副部长的职务。①

二是延宕数据公布。2020年4月29日,总理马贾利瓦宣布,该国累计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跃升至480例。② 但此次公布距离上次报告疫情数据已

经过了四天时间。为了确立延宕公布的正当性,马古富力对国家卫生实验室

的主责官员采取了更加猛烈的压制措施。

5月2日,马古富力提名姆维古卢·恩琴巴(Mwigulu
 

Nchemba)担任司法

与宪法事务部长。③ 3日,在恩琴巴的宣誓就职仪式上,马古富力从国家安全

的角度,对国家卫生实验室的工作提出质疑。他表示,“(实验室里)有很多有

争议的地方,非常奇怪。他们公布的样本检测结果常常是阳性,阳性,阳性。
于是我就让安全部门去检查一下,看看这些检测和设备究竟怎么样。之前我

曾多次强调,不是所有别人给的东西都是好的,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些人员和设

备来蓄意破坏(国家建设),因为这是场战争!”④

除了提到委托安全部门执行监察任务外,马古富力还指示新上任不久的

卫生部常秘负责技术层面的审查工作。马古富力说:“我们采集了山羊、绵羊、
木瓜、汽车用油等物体的样本,将它们送到了国家卫生实验室,那里的工作人

员对此毫不知情。我们还给这些样本起了名字……那个木瓜感染了新冠肺

炎,它的果汁中含有新冠肺炎病毒! 我们还把鹌鹑的样本送去检测,结果也是

阳性。兔子样本的结果不明。至于山羊,它也是阳性,而绵羊样本的检测结果

则是阴性。”⑤

在科学逻辑上,旨在检测人类样本是否含有新冠肺炎病毒的试剂和仪器

在设计上并不具备检测非人类样本的功能。因此,这种测试方法并不能说明

实验室的专业人员和设备存在问题。这很可能只是马古富力施加政治权力,
打压专家权威的托词。他宣称:“要么实验室的相关人员已经被帝国主义者收

买了;要么他们专业知识不过关———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卫生实验室

也被用于检测其他疾病;要么就是这些(他们之前检测的)样本有问题,因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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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试剂和取样用的棉签都是从国外来的。”①

三是针对专家权威的人事调整。除了前文提及的几次任免外,在上述演

讲结束几小时后,马古富力便免除了药品储备部负责人的职务。② 5月4日,卫
生部表示,承接马古富力前一日的讲话,卫生部长宣布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国家

卫生实验室的整体运行状况展开调查,包括新冠病毒样本的收集检测工作。
同时暂停了实验室负责人和质量监控官员的职务。③ 这些人事调整及其规训

效应进一步扰乱了新冠病毒样本检测与病例统计数据公布的进程。此后,仅
桑给巴尔革命政府在5月7日报告了29例新增感染病例,这也使得该国确诊

病例总数增至509例。④ 此后,直到2021年3月17日政府宣布马古富力病逝,
坦桑尼亚政府再未对疫情数据进行过任何更新。

(三)
 

说服选民:替代疗法实践与执政绩效评价

针对专家权威的压制策略为经济优先政策的巩固奠定了基础。从2020
年6月1日起,坦桑尼亚正式恢复举办体育赛事,⑤所有大学、学院和准备高级

中学教育证书期末考试的中学学生开始返校学习。⑥ 7日,马古富力宣称,“坦
桑尼亚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全能神明的力量消灭了”。⑦ 16日,马古富

力宣布,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各级学校将从6月29日起恢复线下教学工作。⑧

这也标志着时隔3个月,坦桑尼亚的经济社会秩序回到疫情前的状态。
在压制了专家权威之后,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能否成功说服选民? 民众

会否认可马古富力和革命党政府疫情期间的执政绩效? 尽管美联社也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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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大多数坦桑尼亚人如何看待马古富力对新冠肺炎所持的怀疑态度绝非

易事”,①但在难以获得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民众的防疫实践取向和治理绩效评

价依然可以从侧面反映出革命党修辞能力的说服效果。
一方面,政治修辞说服效果直接体现在马古富力倡导的替代疗法为部分

民众接受与认可。根据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莉萨·里奇(Lisa
 

Richey)等人5
月26日记录的田野笔记,当时坦桑尼亚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商业化的汗蒸服务

点:人们支付1千先令,即可获得10分钟的汗蒸服务。也有一些人在家中自发

开展汗蒸实践。特别是当政府在5月8日从马达加斯加引入了据称可以防治

新冠肺炎的草药制剂Covid-Organics后,坦桑尼亚国内市场上涌现了一批号

称有类似功能的本土药物,包括 Mafuta
 

ya
 

Mchaichai、NIMRCAF、Covidol、

Baycaro,以及各种混合了姜、大蒜、辣椒和青柠等原料的药品。② 美国之音5
月22日也报道称,坦桑尼亚有越来越多的人宣称发现并实践了本土疗法。③

尽管也有一部分人并不认同马古富力的政治修辞和防疫方式,但他们也

不得不承认,的确有许多当地人相信并亲身实践着总统所倡导的个人防护措

施。例如,非营利组织“好邻居”(Good
 

Neighbors)一位项目官员表示,虽然他

本人通过遵守专家建议的预防措施来照顾自己,但他的确“有一些朋友和亲戚

通过吸入蒸气来应对疫情”。④ 因此,无论是马古富力所倡导的汗蒸方法的家

庭化实践,还是传统草药制剂的本土化生产与商业化推广,都能从侧面反映出

部分民众对马古富力政治修辞话语的直接认同与接受。
另一方面,政治修辞说服效果还间接体现为马古富力拒绝实施社会封锁

政策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国民生计,巩固了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政策路线

和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认同。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社会发

展造成巨大冲击。⑤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规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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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收缩了1.9%,经济增长率跌至1970年以来的最低点。① 世界银行也

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活动在2020年减少了2.0%。这也是该地区过

去25年来首次遭遇的经济衰退。②

坦桑尼亚的情况虽然也不容乐观,但与东非共同体其他国家相比,该国主

要宏观经济指标仍相对较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坦桑尼亚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而同期东共体内其他国家均为负增长。③ 这

与实行宽松的疫情管控政策不无关系。此外,由于在疫情下坚持进行生产活

动,坦桑尼亚也没有发生饥荒等大规模社会危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

医疗资源挤兑,避免了其他公共卫生问题可能造成的健康危害。
此外,马古富力优先稳定生计的防疫逻辑在低收入群体中得到了共鸣,其

政策路线的说服力甚至持续到了选举之后。2021年1月底,一位摩的司机曾

对美联社表示,“大多数坦桑尼亚人是低收入者”,“如果我们国家真的出现了

病毒,那么我们将生活在恐惧之中”。其恐惧的原因并不在于病毒本身有多么

致命,而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将停止工作”。④

更为系统的民调数据也显示,多数民众肯定马古富力政府疫情期间的经

济治理表现,对总统和政府的评价甚至比疫情前还要好。2021年2月23日至

3月26日,知名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与坦桑尼亚减贫研究所(REPOA)合
作,围绕政府绩效等议题在该国开展了第八轮调查。⑤ 结果显示,尽管疫情在

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但受访者普遍认可国家整体发展方向和经济卫

生治理表现。首先,有78%的受访者认同国家发展的整体路线,坦桑尼亚政府

在经济治理(84%)、提升基础医疗服务(75%)、缩小贫富差距(65%)、提高贫

困人群生活水平(65%)、稳定物价(58%)和创造就业(52%)等领域的表现均

获得超过半数受访者的肯定。⑥ 其次,越来越多的受访者对当前国家经济状况

和个人生活条件表示满意。有49%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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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或“非常好”,约是2017年的两倍。另外,3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生活条

件有所改善,较2017年上升了13%。再次,53%的受访者对下一年的国家经

济形势持乐观态度,较2017年提高了15%。①

以上证据表明,尽管马古富力通过构建政治修辞话语打压医学专家,拒绝

推行有助于保障民众生命安全的社会封锁政策的做法在价值层面有待商榷,
但这种修辞方式所导向的经济优先的防疫政策实际上保障了居民的基本生

计,提升了政府治理成效的说服力,从而巩固了选民的政治支持。

(四)
 

马古富力病逝与革命党修辞能力的减退

2021年3月17日,时任副总统萨米娅·苏卢胡·哈桑(Samia
 

Suluhu
 

Hassan)在电视讲话中宣布,马古富力因患慢性心房颤动于傍晚6时许不治去

世。据称,马古富力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受该疾病的困扰。② 但由于马古富力在

2月27日出席公开活动后再未现身,③也有传言称其真正死因是新冠肺炎。这

些传言的出现时间虽貌似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由于传言指向的依然是大

选前围绕疫情治理的政治修辞与政策主张之争,所以有必要专门探讨民众在

经历了疫情治理和传言争议后,对马古富力与革命党的总体评价。
反对人士依托的消息源有两个:一是已于2020年11月10日前往比利时

的前民主发展党总统候选人 利 苏,④二 是 肯 尼 亚 媒 体《民 族 日 报》(Daily
 

Nation)。3月7日,利苏开始要求政府公布总统的健康状况。⑤ 9日,利苏援

引多位前总统及时公布就医进展的做法,敦促政府通报总统的健康状况。⑥ 10
日,肯尼亚《民族日报》刊文称,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因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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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病情恶化,已于8日飞往肯尼亚,并在内罗毕医院接受治疗,同时暗指这位

领导人正是马古富力。① 利苏转发了这篇报道,并在11日的推文中称,马古富

力已转至印度就医。②

至此,以利苏为代表的政治反对派提出的马古富力死因叙事已初具规模:
面对新冠疫情,一味拒斥科学理性,隐瞒感染数据,压制医疗专家,同时号召宗

教祈祷,提倡替代疗法的民粹主义总统马古富力,自己却讽刺性地感染了新冠

肺炎,而且很可能会因此不治身亡;与此同时,执政党和政府正极力隐瞒马古

富力的真实健康状况。显然,利苏等人正试图通过构造马古富力或将死于新

冠肺炎,并且革命党政府公然侵犯公民知情权的修辞话语,彻底否定马古富力

与革命党过去一年间的政治修辞,破坏民众对革命党执政合法性的承认。
需要指出的是,利苏和《民族日报》均未能提供实质性证据来证明上述话

语的真实性。虽然其爆料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③但这些媒体也都表示

无法独立核实其言论的真实性。
然而,坦桑尼亚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做出正面回应。事实上,在2020年的

疫情治理中,马古富力曾采用了一元化的话语生产和权力压制模式,并成为革

命党修辞能力生产和运用的中心。但随着马古富力持续缺席公开活动,革命

党无法通过党的领袖直接生产权威性的政治修辞话语,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

接说服效果有所减退。为了弥补马古富力在现实层面的缺位,革命党政府只

能通过“转述”马古富力言论的方式,在修辞层面延续马古富力的存在状态,勉
强维系政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

反对党则抓住马古富力本人未能现身的机会窗口,对其本人与革命党政

府展开猛烈抨击。在2021年3月12日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坦桑尼亚民

主发展党总书记约翰·姆尼卡(John
 

Mnyika)援引《宪法》有关条例,敦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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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公布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官方信息。① 当日晚些时候,总理马贾利瓦在一场

主麻日祷告仪式后回应了有关马古富力健康状况的关切。这也是坦桑尼亚政

府高层首次正式就该问题发表声明。②

马贾利瓦首先谴责了某些“居住在国外的坦桑尼亚人”,称其散布谣言的

动机是对国家发展的仇视。随后他称赞了马古富力执政期间取得的治理成

就,将其近期没有露面的原因归结于繁忙的公务。按照他的说法,各级官员各

司其职,不至于让总统本人事必躬亲,本就是政府正常的运行逻辑。“总统有

自己的工作安排,他又不是街溜子! ……不能你让他出来他就出来,况且你人

还在国外。”③

哈桑也在2021年3月15日呼吁民众保持团结。她表示,“我们国家现在

充斥着来自外部的谣言,但人们应该忽略它们……一个人患流感、发烧或任何

其他疾病是很正常的……如果需要我们保持团结,现在就是时候了”。尽管并

未直接提到马古富力的名字,但这些言论也被理解为哈桑为防止社会进一步

撕裂而对总统健康问题做出的委婉让步和承认。④

然而,总理与副总统的表态并没能彻底打消民众对总统健康状况的疑虑。
由于直接说服的作用有限,政府只得选择成本更高的镇压能力打击异见修辞

主体。3月15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坦桑尼亚警方自12日起逮捕了

四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散布有关总统健康谣言的人。⑤ 16日,时任司法与宪

法事务部长恩琴巴重申了政府的强硬立场,表示将依据《刑法》和《网络犯罪

法》继续逮捕违法律师:“这既不是请求,也不是讨论。”⑥

到17日,随着哈桑宣布总统离世的消息,有关马古富力健康状况的猜测

终于告一段落。在这一轮的政治修辞竞争中,由于马古富力本人持续缺席,革
命党未能取得理想的直接说服效果。为了尽可能维持马古富力通过经济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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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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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21,
 

ht-
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56405313,

 

2022-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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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2021,
 

https://twitter.com/mwigulunchemba1/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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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巩固的执政合法性,政府选择对总统的健康信息进行隐瞒和扭曲。但反对

派提供的信息也并不可靠。综合来看,马古富力既没有如革命党政府高层所

言,在2021年3月中旬仍能正常工作;也没有证据表明马古富力最终讽刺性地

死于新冠肺炎。没有任何一方在对民众的直接说服上具有明显优势。
虽然直接说服效果不佳,但依托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效果依然显著。

2021年“非洲晴雨表”民调数据显示,多达92%的受访者认可马古富力“过去

一年间”的执政表现,其中61%表示“强烈同意”,①两个数字较2017年分别提

升了7%和10%。② 此轮调查还问及如何看待政府在保护公共健康和预防疾

病暴发方面的表现,有84.6%的受访者给出了正面评价,并且城市和农村地区

的反馈几乎一致。当被问及若第二天举行总统选举,自己会支持哪个政党时,
有81.6%的受访者选择支持革命党。③

由于2021年民调的访谈时间为2月23日至3月26日,因此“过去一年

间”应指2020年2或3月到2021年2或3月。这一时间段恰好包含了马古富

力在选举年开展疫情治理并运用修辞能力的过程,同时基本涵盖了从马古富

力最后一次露面到被确认离世的时段,故可以作为理解民众在经历了有关总

统健康状况的修辞争议后,评价其选举年经济与卫生治理绩效的重要参考。
以上证据再次印证了马古富力是疫情下革命党修辞能力的源泉,但后者

也因过度依赖领袖一人而变得脆弱,他的病逝削弱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直接说

服民众的效果,对革命党的政权存续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不过,与运用政治

修辞话语试图直接使民众信服所言之物相比,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径

影响更为深远。正因如此,多数民众认可马古富力经济绩效优先的政治修辞

与政策逻辑,进而支持其连任。

结  语

2020年坦桑尼亚总统选举前围绕疫情治理展开的政党政治博弈,本质上

是政治权威与专家权威的修辞竞争。两种权威主体所采用的修辞话语导向了

迥然不同的防疫政策。反对党领袖与医学专家多采用专家权威的修辞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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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从科学角度认识疫情,将其视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与传播引发的公共卫

生危机。如果政府选择将卫生治理绩效设定为主要政策目标,那么,现代医学

技术与科学防疫政策将是管控疫情的必要手段,人员流动和经济活动的限制

也是整个社会所必须付出的政策代价。
马古富力与革命党的政治修辞话语则提出,新冠肺炎本质上并不是由病

毒引发的疾病,而是某种超自然的“魔鬼”,或是魔鬼借以迷惑世人,削弱其对

神明信仰的手段。人们无法单纯依靠自身力量抵抗超自然的疫情,只有神明

的力量才能最终击败魔鬼。人们只有通过笃定信仰,坚持祈祷,才能得到神明

的回应、庇佑和疗愈,与之相违背不啻于向魔鬼投降。作为补充,努力工作和

建设经济也是民众同疫情抗争的重要方式。这种形式的集会不仅不会有违反

政府防疫政策的风险,相反,马古富力已在演说中为其背书,甚至在科学观念

主导的防疫政策中为宗教活动留出了充分的集会空间,从而为其经济绩效优

先的政策主张奠定了实践基础。
然而,作为超自然存在的神明力量作用难以证实。随着疫情不断蔓延,马

古富力与革命党的原初修辞面临消解的风险。为了提高政治修辞的可信度,
巩固政府的经济治理绩效,马古富力凭借其作为政府首脑的行政权力,通过倡

导以本土医药为核心的替代疗法,延宕疫情相关统计数据的公布,以及对关键

防疫部门进行针对性的人事调整等手段,对专家权威进行了系统性的压制。
这些措施帮助该国取得了相对于周边国家更好的经济治理成效,最终成功实

现了对选民的政治说服。因此可以认为,马古富力与革命党对修辞能力的有

效运用是其政权存续的主要原因。
而在这位备受争议的总统生命最后20天里,确有传言称其罹患并最终死

于新冠肺炎。这些传言破坏了革命党修辞能力的直接说服效果,凸显了革命

党修辞能力的脆弱和衰退。但民调证据显示,民众依然普遍认可马古富力政

府疫情期间的经济与卫生绩效合法性,并且支持马古富力政府与革命党政权。
这说明,与通过政治修辞投射直接进行说服相比,基于治理绩效的间接说服路

径影响更加深远。
综上,本文证明了对修辞能力的有效运用是坦桑尼亚革命党在疫情下以

创纪录的高得票率实现政权存续的原因。权威竞争视角和政党修辞能力概念

有助于理解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政策过程,并能对政党政治的一般理

论提供补充。未来或可以围绕修辞能力概念进行历时性或跨区域的比较,进
一步探索修辞能力的缘起以及政治权威和专家权威的分化时机等问题,从而

对本研究进行必要的修正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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