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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年来中国阿拉伯史研究综述

李荣建　方长明

一 、阿拉伯史著作述要

近 30年来 ,中国世界史学家编著的世界通史著作或教材中 ,均含有关于阿拉伯历史的章节 ,这里略

而不论。此处仅提及中国阿拉伯史研究专家编撰 、出版的一系列阿拉伯史著作 、教材 ,其中阿拉伯通史

有:郭应德的《阿拉伯史纲 610—1945》 、彭树智的《阿拉伯国家简史》和《阿拉伯国家史》 、纳忠的《阿拉伯

通史》 。断代史著作有:郭应德的《阿拉伯中古史简编》 、杨灏城的《埃及近代史》和《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

的埃及》(与江淳合著)、姜桂石的《战后中东史》 、肖宪的《1945年以来的中东》等 。地区国别史著作有:

彭树智的《二十世纪中东史》 、《中东国家通史》13卷本 ,以及姚大学 、王泰的《中东通史简编》等。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一直是我国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出版的成果也较多 ,其中有:纳忠 、史希同 、

朱凯合著的《传承与交融 ———阿拉伯文化》 、杨灏城的《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

史探索》和《宗教与世俗———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吴云贵的《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郭应德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 、孙承熙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纲》 、钱学文的《简明阿拉伯伊斯兰

史》 、蔡伟良的《灿烂的阿拉伯文化》 、曲洪的《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 、许晓光的《天方神韵:

伊斯兰古典文明》 、李荣建的《阿拉伯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等。

在专门史方面 ,研究领域涉及阿拉伯哲学史 、阿拉伯国家政治经济史 、阿拉伯国际关系史以及人物

传记等方面。其著作主要有:蔡德贵的《阿拉伯哲学史》 、李振中 、王家瑛的《阿拉伯哲学史》 、王京烈的

《动荡中东的多视角分析》 、王彤的《当代中东政治制度》、王林聪的《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 、黄民兴

的《沙特阿拉伯 ———一个产油国人力资源的发展》 、安和芬的《海湾战争后的中东经济与政治》 、刘竞的

《苏联中东关系史》、张士智的《美国中东关系史》、肖宪的《当代中东国际关系》、江淳等的《中阿关系史》、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编《中东风云人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阿拉伯新生代政治家》等。

此外 ,我国阿拉伯史方面的学者和专家还翻译了大量的阿拉伯文献和阿拉伯史著作 ,这些文献和著

作为阿拉伯史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处不一一列举。

二 、阿拉伯史部分专题研究扫描

近 30年来 ,我国阿拉伯史研究工作者刻苦钻研 ,勤奋著述 ,对从古到今的许多阿拉伯历史问题进行

了探索。但限于篇幅 ,本文仅对研究相对比较集中的几个专题进行扫描。

1.原教旨主义研究。原教旨主义是我国阿拉伯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问题之一 ,已发表的重要论文有:

杨灏城的《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关系》 ,哈全安的《伊斯兰圣战思想探

源》 ,以及王建平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全球化》等。已出版的专著有:蔡佳禾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运动》 ,吴冰冰的《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它们以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为核心 ,全

面讨论了什叶派的历史演变 、基本信仰 、基本制度以及当代热点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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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拉伯现代化研究 。阿拉伯现代化是我国学者近年来高度重视并且下大气力研究的焦点课题。

已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杜红的《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的特点 、问题及发展前景》 ,王铁铮的《关于中东国

家现代化问题的思考》 ,韩志斌的《利比亚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等 。已出版的研究著作有:彭树

智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高鸿钧的《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 ,张铭的《现代化视野中的伊斯

兰复兴运动》 ,王京烈的《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 ,陈德成的《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

索》 ,毕健康的《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 ,以及哈全安的《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等 。它们分别从政治 、

经济 、文化等角度对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和模式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3.伊拉克战争研究。伊拉克战争是阿拉伯当代史重大历史事件之一 ,自然成为我国学者研究的当

代热点问题。研究伊拉克战争的重要论文有:殷罡的《伊拉克战争和战后重建的人文因素》 ,安维华的

《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强势与弱势》 ,王京烈的《伊拉克谁主沉浮》 ,朱威烈的《伊拉克战争改变了什么?》 ,

李伟建的《伊拉克教派冲突背后的宗教文化博弈及对地区形势影响》 ,以及笔者的《伊拉克战争与国际局

势》等 。已出版研究伊拉克战争的专著有:郭隆隆 、潘光 、金应忠的《美国对伊战争透视》 ,汪波的《美国中

东战略下的伊拉克战争与重建》 。它们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 ,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以及伊拉克

战后重建中出现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进行了全面分析。

4.阿拉伯城市研究。对阿拉伯城市的历史和功能进行研究 ,是我国阿拉伯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山西师范大学车效梅教授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 ,并且撰写了专著《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生 、发展与嬗

变》 。该书以开罗 、伊斯坦布尔 、德黑兰三大城市为基础 ,系统地论述了自 7世纪伊斯兰城市创立到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中东城市发展史 ,并对中东伊斯兰城市的起源 、类型 、结构 、社会功能 ,西方文明冲击

下伊斯兰城市的嬗变与现代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此外 ,孙培良 、赵培森 、王泰等学者以及笔者

也分别在《世界历史》 、《阿拉伯世界》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阿拉伯城市的论文 。

除了上述专题研究外 ,我国阿拉伯史研究工作者近年来对阿拉伯历史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 、重

大事件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著作。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 、与阿拉伯史相关的其它学术活动

目前 ,我国阿拉伯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上海外

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等 。这

些研究机构及其研究人员 ,分别举办了多场阿拉伯问题学术研讨会 ,并与境外阿拉伯史专家进行了富有

成效的学术交流 。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于 1961年 7月 4日成立 ,原名亚非研究所。2000年 11月 14日 ,

西亚非洲研究所与中国中东学会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大国与中东关系”国际会议 ,着重探讨世界大国

对中东的政策以及中东石油对世界经济的影响。2002 年 8月 1-4日 ,该所和中国中东学会在北京主

办“东亚与中东:政治变革 、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围绕中东政治发展趋势 、伊斯兰的作用

和影响 、阿以和平进程的前景 、大国在中东角逐的态势 、下一步反恐斗争对中东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中

东国家对国际石油供应安全的影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 。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是 1964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高校首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之一 ,原名伊

斯兰国家研究所 ,1978年改为今名。2004年 10月 23—25日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中国中东学会在

西北大学联合举办了“中东与世界全球化进程”学术研讨会。2007年 11月 16-18日 ,西北大学中东研

究所在西北大学召开了“中国与中东”学术研讨会 。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于 1980年 9月成立。2001年 11月 23-25日 ,中东所举办了“全球化

与中东”全国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对原教旨主义 、经济全球化等问题进行了研讨 。2002年 10月 30-

31日 ,中东研究所和沙特阿拉伯王国驻华使馆联合主办了“国际恐怖主义及其缘由”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3年 10月 12-14日 ,中东所主办了“中东局势国际学术研讨会” ,与会专家学者就“阿以冲突与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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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计划 、伊拉克战后重建 、伊朗核问题和中东恐怖主义”等热点问题展开了探讨。2007年 11 月 2-4

日 ,中东研究所与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在上海联合举办了“冷战后中国中东政策与文明对话”国际研讨会。

就中国与中东国家双边和多边关系研究 、中国中东政策与中阿关系研究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 、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以及文明对话与和谐地区的理论研究等五个议题进行了研讨 。

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于 2005年 1月 10日成立以来 ,相继举办了武汉大学首届阿拉伯问题国

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 10月 18-20日)、卡扎菲著作学术研讨会(2006年 11月 18-20日)等 ,对伊拉

克战争 、中国阿拉伯关系 、美国“大中东计划” 、卡扎菲思想等议题进行了研讨。此外 ,该中心积极开展国

际学术交流 ,于 2008年 5月组织学者代表团访问了利比亚 。代表团访利期间与利比亚专家学者就中国

与利比亚关系 、中国在非洲的作用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

其它与阿拉伯史研究相关的重要学术会议还有:2005年 4月 21日 ,中国亚非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

院国际合作局共同举办的“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50周年暨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回顾及前瞻”国际学术研

讨会。2006年 7月 27-31日 ,中国中东学会与内蒙古民族大学在通辽联合举办的主题为“世界历史视

野下的中东现代化进程”研讨会。中国中东学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 、上海市世界史学会 、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于 2007年 8月 24-27日在上海联合举办的“文明对话与中东发展”学术研讨会等。

此外 ,我国还出版多种中东和阿拉伯问题刊物 ,其中包括《西亚非洲》(双月刊)、《中东研究》(半年

刊)、《阿拉伯世界研究》(双月刊)、《亚洲论坛》(季刊)等刊物 ,均发表了不少阿拉伯史研究论文 。

四 、对阿拉伯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回顾近 30年来我国阿拉伯史的研究历程 ,我们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解决

这些问题将有利于我国阿拉伯史的研究 。

第一 ,加强阿拉伯史的系统研究。我国学者在阿拉伯通史 、断代史 、专题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但很多研究人员将注意力集中于阿拉伯国家热点问题的研究上 ,而忽视对阿拉伯史进行系统的研究。

比如 ,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研究 ,我国学者已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著作 ,但对于伊拉克政治史 、经济史 、国际

关系史等的系统研究就比较缺失 ,容易造成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后果 。因此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将热点

问题与系统研究相结合。

第二 ,加强阿拉伯史的资料建设。资料不足是制约阿拉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关于

阿拉伯史方面的原始资料比较缺乏 ,而现存的资料也主要集中于欧美国家对阿拉伯问题的研究 ,阿拉伯

国家自身研究阿拉伯史的资料尤为匮乏 ,应当采取措施引进一些重要的资料。

第三 ,加强阿拉伯史研究队伍建设 。纳忠 、郭应德等我国老一辈阿拉伯历史研究专家均年事已高 ,

或相继去世;杨灏城 、史希同 、黄运发等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二代阿拉伯史专家都已届花甲之年 ,即将或

已经退休;而目前我国从事阿拉伯历史教学 、研究的中青年专家寥若晨星 ,屈指可数 。因此 ,我国有关大

学和研究机构应有计划 、有步骤地培养阿拉伯历史研究人才 ,以补急需 ,并逐渐满足这方面的需要 。

第四 ,加强国内阿拉伯史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目前 ,我国虽设有若干家研究中东 、阿拉伯和阿

拉伯 —伊斯兰文明的机构 ,但缺少一个协调全国阿拉伯史研究队伍和科研活动的组织 。由于彼此缺乏

了解 ,疏于交流 ,大家各自为战 ,重复研究一些课题 ,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 。有鉴于此 ,应在合适的时候

组建中国阿拉伯史研究会 ,以便团结全国各地的阿拉伯史教学 、研究工作者 。

第五 ,加强国际交流 ,扩大我国阿拉伯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学术论坛既是交流学术成果 ,又

是进行思想 、理论交锋的战场 ,论坛上应有我国阿拉伯史专家的声音。因此 ,我国有关部门宜继续酌情

选派业务能力强 、外语水平高的阿拉伯史专家出席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 ,以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与

交流 ,不断扩大我国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

(责任编辑　桂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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