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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 18-20 日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世界史所和阿拉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武汉大学首届阿拉伯问题国际

学术研讨会。来自埃及 、叙利亚 、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学者 、外交官和来自中国外交部 、中联部 、北京大学 、西北

大学 、云南大学 、宁夏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等 10余所高校的阿拉伯问题研究专家出席了会议。有 20

多位中外学者做了精彩的大会发言和自由发言 , 就国际战略中的中东 ,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进程 , 中

阿关系的历史 、现状和前景 , 苏丹及其达尔富尔问题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 , 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

点和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一)国际战略中的中东

研讨会上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顾问 、中国前驻也门 、叙利亚大使时延春先生深刻分析了中东的地位 、形势及美

国的中东战略意图。他认为 ,中东阿拉伯世界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 、悠久历史 、灿烂文化 、丰富资源和巨大市场及

诸多热点问题方面。他指出 ,美国在这个地区发动战争是出于其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需要 、保持独超地位的军事需要 、

控制阿拉伯油田的经济需要 、继续反恐的全局需要 、推销中东计划的政治需要。阿拉伯世界呈持续紧张 、和平在望的发

展趋势。

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张维秋就伊拉克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 石油作为当今世界必不可少的能源 ,已经成

为一种战略资源 ,而中东石油出口就占了世界总量的 60%。因此 ,“谁控制了中东 , 就控制了世界” 。美国出兵伊拉克 ,

虽有借反恐之机推翻萨达姆政权的目的 ,但从深层次来看 ,美国更希望借打伊拉克改造中东 , 控制世界。北京外国语大

学何英琴副教授认为 ,中东热点地区的军事斗争虽然存在 ,但以语言文化为地标的尚武时代的和平业已到来。与会代表

普遍认为 ,中东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其成为全球最动荡的热点地区 ,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之一。在该地区 , 大国之间

既有合作又有争斗 ,在对中东阿拉伯政策上产生互动效应 ,从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二)阿拉伯国家民主化改革

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改革 ,是构建阿拉伯社会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环节。早在 19 世纪 , 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影响下 ,阿拉伯国家业已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进入现代社会后 ,由于东西方在价值观 、文化观上的

差异性 ,阿拉伯国家与西方国家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丁隆博士认为 ,美国推行的大中东计

划 ,客观上给中东带来了新的民主理念 , 推动了阿拉伯独裁政权的政治民主化。但这种美国式的民主外衣难掩其谋求霸

权的实质。从短期目标看 ,美国在中东推行民主是为了消除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该地区的影响;但就长期目标而言 ,

美国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控制中东 ,确立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顾问 、叙利亚著名学者 、阿拉伯

文学家协会秘书长阿里·阿尔桑博士指出 ,美国炮制的大中东计划 ,首先是为了分化阿拉伯 、北非和中东 , 故遭到阿拉伯

人民的一致拒绝。所谓改造中东不过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美国欲通过该计划获得中东石油等资源 , 改变伊斯兰国

家特色 ,其人权计划也有相似的目的;美国在这个计划上没有原则 ,如果独裁政权支持它 , 美国就支持 , 所以美国没资格

谈民主。美国总是打着“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干涉中东地区。美国在中东阿拉伯地区有三个利益要求:石油 、市场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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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而大中东计划的出台 ,正是美国基于其战略需要考量 ,借对中东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革之机 , 获取对该地区的

控制权 ,进而掌握石油等重要战略物资。

厦门大学范鸿达博士对中东存在反美主义作了精辟分析。他认为 , 反美主义的出现主要责任在于美国 , 包括它在阿

以冲突中的不公正立场 、对独裁政权的支持以及对阿拉伯世界的负面认识。他指出 ,美国针对反美主义推行反恐 ,用武

力推进中东民主政治 ,才是其陷入反美怪圈的根源。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问题 ,北京大学梁雅卿副教授以埃及为例 ,阐述了埃及民主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她认

为 ,穆巴拉克总统推动了埃及改革进程;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 , 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 , 值得其它国家借鉴。时大使指出 ,

阿拉伯国家有民主传统 ,最初的四位哈里发就是民主推选出来的。现在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民主改革只是政治做秀 ,是表

面工作 ,没有触及实质 , 只是形式上模仿西方 ,民众看不到改革的成效 ,不能从改革中获益。从长远看 , 不利于国家政权

的完善和民主化水平的提高。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 ,阿拉伯国家进行民主改革是必要的 ,是适应时代潮流的。但民主化改革不是全盘西化 , 更不是

对阿拉伯历史 、阿拉伯传统的否定 , 阿拉伯国家应该结合本国国情实行渐进式的改革。

(三)苏丹及达尔富尔问题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郭宝华先生认为 ,达尔富尔问题实际上是苏丹国内矛盾的一个缩影。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 , 苏

丹实行阿拉伯社会主义 ,企业国有化 , 石油收归国有 ,但效果不佳 , 于是转向资本主义私有化方向发展 , 结果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下降 ,国内贫富差距加大。 20世纪 80 年代 ,苏丹为了寻求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援助 , 实行伊斯兰化政策 ,

但收效甚微。国内改革的失败直接影响了南北双方的关系 , 而南北方在民族 、宗教 、文化 、政治等方面的差异性更使双方

矛盾激化。

关于苏丹的前途问题 ,与会代表们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统一 ,二是分裂。促成统一的因素包括:(1)多年的战争使

人心思和 ,人民希望国家能在稳定中求得发展。(2)南北双方目标趋于一致。(3)周边邻国希望苏丹早日实现和平 ,也支

持苏丹各方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和谈。可能引起分裂的因素有:(1)种族和宗教矛盾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在苏丹这样一

个多种族国家里 ,存在阿拉伯民族主义与非洲民族主义的矛盾。(2)苏丹南方的不稳定因素。南方拥有独立的军队 , 修

有机场和输油管道 ,一旦“南方独立”的思想成为定势 , 苏丹的统一就会难上加难。

通过对比各种因素 ,与会代表们认为 , 苏丹统一虽然是主流 , 但是单靠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政府

若能考虑全体苏丹人民的利益 ,协调各方矛盾 ,苏丹的前途是光明的。

(四)中阿关系的历史 、现状和前景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李荣建先生从总体上回顾了中阿关系的历史 , 解读了中阿关系的现状 , 展望了双方关

系的发展趋势。

阿拉伯国家代表也就阿中合作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利比亚驻华使馆参赞穆罕默德·欧贝迪先生首先清楚地勾勒了

阿拉伯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主线。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穆斯塔法博士在发言中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中线 ,分两个阶段

回顾了中国对巴勒斯坦人民事业的一贯支持 , 并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作了美好展望。埃及驻华使馆新闻参赞马

尔旺·拉哈尔先生全面 、具体地论述了中阿关系的发展现状。索马里学者伊格· 艾哈迈德先生则深情回顾了中国支持

索马里经济建设的动人事迹 ,并真诚表达了对中非人民美好情谊的良好祝愿。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钱学文副研究员从政治 、经济 、文化和安全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亚洲新战略伙伴关系中的

中阿合作。他认为 ,中阿经济有着较强的互补性 , 双方合作发展空间大 , 而中阿在政治 、文化方面的深厚历史积淀和根基

也必将有利于新型中阿伙伴关系向前发展。李荣建进一步指出 , 如果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持续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利益

和关切 ,积极扩大文化 、科技交流和经济贸易往来 ,便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美好的未来。

本次学术研讨会为国内外阿拉伯问题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 拓宽了学术研究的信息通道 ,增进了

中阿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此外 ,会议突破了学科研究的固定模式 , 实现了历史学科与政治 、经济等相关学科的交叉与

互融 ,从而为阿拉伯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找到了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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