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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中阿文明上千年的和平交往历史后发现，中阿之间的民间交往主要通过宗教之旅、学术之旅和商贸
之旅等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断地进行，并形成独特的“三轨并存”交往模式，在中阿民间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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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阿文明上千年交往的历史后发现，中阿之间的民间交往主要通过宗教之旅、学术之旅和商贸之

旅等方式时断时续、绵延不断地进行，并形成独特的交往模式，在中阿民间交往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且产

生了深远影响。

一、三种交往方式的绵延传承

教旅，主要是指来自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伊斯兰传教士来华传播伊斯兰教、中国穆斯林远赴麦加朝觐

的双向之旅。学界多以唐高宗永徽二年( 651 年)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唐朝作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开

始。唐代穆斯林来华，主要在长安、扬州、广州、泉州、海南和川滇等地，多为商人，也有传教士、士兵、工匠，唐

廷善待穆斯林，尊重其宗教信仰，不少“住唐”的阿拉伯穆斯林定居不返，以宛葛斯、普哈丁为首的一批圣门弟

子、圣裔来华传教，广州怀圣寺、扬州仙鹤寺、泉州清净寺、北京牛街清真寺等名寺的出现，表明“已有大批阿

拉伯、波斯、中亚等地穆斯林把伊斯兰教移植到中国。他们之中不少人世居中国，他们和中国的关系由是建

立起来，伊斯兰教和中国的关系也就随之日渐密切”［1］( P133)。事实上，在伊斯兰教经陆海两路传入中国的过

程中，因伊斯兰教不主动向外传教，而主要靠先知穆罕默德的弟子或后裔等特殊信奉者自身的繁衍生息发

展。在这些传教士漫长的“求知、传教”的历史过程中，既不攻击其他宗教，也不诋毁儒家，赢得底层民众好感

和认同。此外，据考证，中国穆斯林朝觐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郑和的祖父和父亲，这父子俩出国朝觐时间，

应在元朝中后期( 14 世纪) ，取道海上，远涉重洋。清朝马德新于 1814 年赴麦加朝觐后撰写的《朝觐途记》
“记述了阿拉伯和西亚的一些文物古迹、史地沿革、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是研究清代中阿关系不可多得的文

献”［1］( P150)。王宽于 1906 年赴麦加朝觐后，创办了回文示范学堂及京师清真两等小学堂，并因拥护辛亥革命

而受到孙中山的接见。中阿民间交往中的这条双向的宗教之旅表明，“历代阿拉伯—伊斯兰谢赫来华传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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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穆斯林去阿拉伯朝觐、访问，造就了不少学识渊博的回族学者，推动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促进了中国

和阿拉伯，乃至西亚的文化交流，同时也增进了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1］( P152)。
学旅，主要是指中阿一些学者、旅人、政治家等为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

相互了解、彼此沟通和友好情谊而编撰的见闻游记、地区考略等，涌现出一批重要论著，如唐代的《经行记》
《中国印度见闻录》，宋代的《岭外代答》《诸蕃志》《地理书》，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伊本·白图泰的《伊

本·白图泰游记》，明代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藩国志》，清代林则徐编辑的《四洲志》、徐继畲编撰

的《瀛洲考略》、龚荣的《阿拉伯考略》等等。其中，“杜环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到阿拉伯地区游历的人，他的《经

行记》真实可信，很有价值，是研究西亚北非古代史和中国与西亚非洲关系史的珍贵文献。他最早把阿拉伯

和伊斯兰教确切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堪称中阿关系史上的瑰宝”［1］( P52)。“《中国印度见闻录》是迄今我们知

道的第一部记录中国情况，称道中阿友谊的阿拉伯文著作，受到阿拉伯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广泛喜爱”［1］( P54)。
伊本·白图泰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述了中国泉州、杭州、广州等城市的市场贸易、清真寺、穆斯林生活、
民族关系等，以及对当时中国与印度、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等各地的贸易与当时航船的记载，对研究中国伊斯

兰教史、元代中外关系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郑和下西洋之伟大壮举被其团队成员所撰写的《瀛涯胜览》
《星槎胜览》《西洋藩国志》等作了最直接的历史记录，还记载了沿途所历各国的山川景色、物产资源、风土人

情、宗教信仰以及社会制度、人民生产和生活状况等，成为研究当时亚洲诸国民族、民俗、地理、历史的重要

文献［1］( P55 － 57)。
商旅，是指往来于陆、海两条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大宛、康居、印度、安息、阿拉伯、西突厥等国家和地区普

通商人开展跨境贸易之旅，在唐、宋、元时，在长安、广州、泉州等地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 10 万人以上，

大体历经几个阶段: 普通慕华者随商队或商船来中国→蕃坊的形成→蕃客家族巨富的出现 →移民的流动

等。丝绸之路上的商队从中国主要运出铁器、金器、银器、镜子和其他豪华制品等，运入中国的有葡萄、核桃、
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稀有动物和鸟类、植物、皮货、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等，中阿文明物质

层面的交往已经惠及双方民众的日常生活，如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就在异域他乡看到了“绫绢机杼，

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吕礼等。”［2］这些在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传播

造纸、丝绸等传统技术的中国工匠，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者。
蕃坊( 亦称蕃巷或蕃市) ，是中国唐宋时期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侨民在华聚居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早

期组织形式，因来华的大食、波斯商贾被称作“蕃商”“蕃客”而得名，且多位于沿海港埠( 如泉州、广州等地) ，

坊内有清真寺、集贸市场及公共墓地等。其领袖“蕃长”或“都蕃长”，多由侨商推荐德高望重、有才干、有宗

教学识的穆斯林长老担任，经中国当朝皇帝诏命认可。蕃长既是处理俗务的社会领袖，又是处理教务的宗教

领袖。作为伊斯兰教华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之一，蕃坊内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习俗密切结合，初现政教合

一特色，尤其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政府管辖并为之服务，更被视作中国伊斯兰教史上最早的穆斯林组织

形式。经研究发现，唐廷对包括阿拉伯穆斯林在内的外商实施优待和保护政策，只要外商有地方官员和市舶

主管人员开具的身份、钱物证明等，就可在政府许可的城市、港口进行贸易; 宋承唐制，继续对阿拉伯等外商

实行保护和扶持政策，大食商人多巨富，在外商中位居首要，并涌现出蒲希密、蒲亚里、蒲罗辛以及蒲寿庚等

人即为明证，尤其是宋末明初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及其家族则成为外商中势力最大、财力最雄厚、社会影响

力最广泛者，并为发展中阿航海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泉州成为中阿民间商旅往来的重要港口。明清之

际，中阿官方的经济交往日趋衰落，但民间商旅一直未断。
进入近现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均遭到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致使两大文明的官方交往严重

受阻，但双方的文化交流并未中断［3］，尤其是双方在宗教、学术、经贸等领域人员往来，为当代重启中阿文明

交往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 1) 宗教领域的人员往来主要表现在朝觐上: 达浦生阿洪于 1937 年 12 月只身出国

宣传爱国抗日，撰写《告全世界穆斯林书》来揭发日本 60 年来侵华史实和近年日寇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穆

斯林兄弟给日寇以舆论上的谴责及经济上的制裁，引起中近东各国的极大关注; 1939 年 1 月，留学埃及的中

国穆斯林学生组织了“中国回教朝觐团”赴麦加期间，在履行宗教功课的同时宣传抗日爱国思想，赢得途经伊

斯兰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日伪政权此后再也不敢组织朝觐了，就连国民党政府主席都不得不于 1940 年签署

文告肯定“我忠勇之回教同胞”，“搏国人之敬爱，国际方面之同情”［4］( P163 － 164)。( 2 ) 中阿学术领域的人员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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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主要有: 1919 年 8 月 14 日陈毅等 30 人、12 月聂荣臻及 1920 年 11 月 7 日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往返都经

过苏伊士运河; 1922 年，伊斯兰教学者王静斋入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后在天津创办中阿大

学; 1931 年，阿拉伯学者马坚、纳忠等人前往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学习，1930 年代共有六批 36 人前往该校学

习; 1932 年和 1936 年，北京阿洪马松亭两度赴麦加朝觐，事后前往埃及等国考察伊斯兰教育和文化，曾谒见

埃及国王福德一世、国王法鲁克以及艾资哈尔大学校长，力促派遣来华阿拉伯语教师以及给予 20 名中国学

生奖学金等事宜，回国后创办了福德图书馆等。可见，近代中阿文明交往呈现出“由盛到衰、由官至民”的这

一基本趋势。但中阿民间的教旅、学旅和商旅一直在持续，中阿文明交往并未中断，且形成了中阿民间交流

的独特方式与途径。

二、独特交流模式的显著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人民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阿民间交流进入新的历史时期［3］，尤其是他在

倡导并贯彻“文化、贸易为外交的两翼”思想的具体实践中，不仅赋予中阿民间交流以新的时代内涵，还使得

中阿民间“三轨并存”的交流模式最终得以定型。1955 年 4 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达浦生阿洪以伊斯

兰事务顾问的身份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万隆会议”，为中国穆斯林完

成朝觐天命创造了契机。达浦生阿洪和其他成员向伊斯兰教国家的代表介绍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

中国各族穆斯林在新中国得到的进步和发展。在周恩来总理、埃及纳赛尔总统和沙特费萨尔亲王的共同努

力下，1955 年 8 月，新中国第一个朝觐团一行 20 人，由达浦生阿洪任团长前往麦加完成了朝觐天命，受到世

界各国、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普遍关注，朝觐团又应巴库里的邀请从沙特转道埃及进行访问，归国

途中还顺访了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埃及于 1955 年 5 月 15 日派出第一个由宗教基金部长巴库里为首的宗

教代表团正式访华，双方讨论了政治、贸易、文化和宗教问题，商讨了贸易代表团互访、签订贸易协定、互设官

方贸易代表处等，并签署了“文化会谈纪要”，包括双方互派教师、聘请埃方宗教学者来华讲学、互派留学生和

文艺团体互访等内容。巴库里的此次成功访华，开启了新中国与非洲、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发展中国

家友好交往的大门。满载着中国人民兄弟般情谊而回国的巴库里，在埃及报刊上发表了《在人民中国的见

闻》，盛赞新中国公民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特别是中国穆斯林可以在经学院和清真寺研习《古兰经》等伊

斯兰文化典籍……巴库里的这篇访华见闻一经发表，就被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媒体争相转载，有助于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民众了解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也有助于清除西方媒体蓄意炒作“中国没有信仰自由”所造成的负

面影响。考虑到让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穆斯林的真实情况，促进中外穆斯林的友好交往，早在中国伊斯兰教

协会成立之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根据会议决议，组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但未

能成行。1956 年，由包尔汉任团长的新中国第二个朝觐团一行 37 人抵达麦加后，曾受到沙特国王 3 次接见，

全体中国哈吉吻了天房玄石，包尔汉还应邀参加了“洗天房”仪式，并接受了沙特国王赠送的天房幔帐和阿拉

伯民族服装……此后，中阿双方加快了文明交往的步伐。1955 年 8 月，埃及工商部长努赛尔率贸易代表团来

华访问时双方签订了“中埃两国政府贸易协定及议定书”，促成两国于 1956 年初正式互设商务代表处; 1955
年 9 月，中国主管部门选派 1 名教师和 7 名学生开始了赴埃前的集训工作，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指示师

生们同商务代表处人员一起赴埃，并对出国后的学习和工作做了重要指示。1956 年 1 月初新中国首批赴埃

师生和商务官员到达埃及，中国驻埃商代处正式成立，8 名中国师生也开始了在埃及的工作和学习; 1955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和叙利亚签订贸易协定; 1955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和黎巴嫩签订贸易协定，规定双方互设商

务代表处; 1956 年 1 月，中国驻埃及商务代表处成立，同年 2 月，埃及驻华商务代表处成立; 1956 年 2 月，埃及

驻华商代处在北京成立，同时派 4 名埃及人来华学习和交流; 1956 年 2—4 月，中国政协副主席兼中国伊斯兰

教协会会长的包尔汉率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 80 余人访问埃及，双方签订了“中国埃及文化合作协定”，沿途

顺访了苏丹、埃赛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等国; 1956 年 3 月，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率团参加开罗博览会，并进

一步落实购买埃及棉花等事宜; 1956 年 4 月 15 日，中国与埃及签订两国文化合作协定……1956 年 5 月 30
日，中埃正式建交，因其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明、特殊而重要的地缘因素，埃及成为新中国外交开辟新天地

的重要国家之一。
中埃建交不仅带来了中阿第一次建交高潮，还使得中阿民间交流模式轮廓凸显，并极大地带动了中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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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在教育、宗教及经贸等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
在教育领域的往来，主要包括互派教师、留学、访问、教研合作、联合办会以及设立孔子学院或中国文化

中心等，并向其他伊斯兰国家辐射( 参见表 1)

表 1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近五年设立孔子学院一览表( 2005—2010 年)

设立时间 设立双方 共建学校 其 他

2005 年 5 月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兰州大学—塔什干国立东方学院

2006 年 2 月 中国—孟加拉国 云南大学—孟加拉国南北大学

2006 年 9 月 中国—马来西亚
上海交通大学—马来西亚全球教育管理

集团

由 2005 年底合作成立的“全球汉

语中心”纳入

2007 年 2 月 中国—黎巴嫩 沈阳师范大学—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
阿拉伯、中东地区的第一所 孔 子

学院

2007 年 4 月 中国—巴基斯坦
北京语言大学—伊斯兰堡国立现代语言

大学

2007 年 9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海南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雅加汉语教

学中心

2007 年 10 月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新疆大学—比什凯克人文大学

2007 年 11 月 中国—埃及 北京大学—开罗大学 北非地区首所孔子学院

2007 年 12 月 中国—哈萨克斯坦 西安外国语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

2008 年 1 月 中国—阿富汗 孔子学院总部与喀布尔大学

2008 年 4 月 中国—埃及 华北电力大学—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

2008 年 9 月 中国—巴基斯坦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巴基斯坦穆扎法尔

格尔市短波收听俱乐部

巴基斯坦穆扎法尔格尔短波收听

俱乐部广播孔子课堂

2008 年 10 月 中国—苏丹 西北师范大学—苏丹喀土穆大学

2008 年 10 月 中国—塔吉克斯坦 新疆师范大学—塔吉克斯坦国立大学

2008 年 11 月 中国—土耳其 厦门大学—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
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第一所孔

子学院

2009 年 1 月 中国—伊朗 云南大学—伊朗德黑兰大学

2009 年 2 月 中国—哈萨克斯坦 兰州大学—哈萨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

2009 年 4 月 中国—约旦 沈阳师范大学—约旦安曼 TAG

2009 年 5 月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新疆师范大学—吉尔吉斯民族大学

2009 年 9 月 中国—突尼斯

孔子学院总部、广播孔子学院、突中友好

CRI 听众俱乐部—突尼斯斯法克斯 UNI-
VERSAL HOUSE 继续教育中心

广播孔子学院在阿拉伯世界建立

的第一个孔子课堂

2009 年 11 月 中国—阿联酋 北京外国语大学—扎伊德大学

2009 年 12 月 中国—摩洛哥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穆罕默德五世

大学

2010 年 4 月 中国—土耳其 上海大学—土耳其海峡大学

2010 年 4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华中师范大学—泗水国立大学

2010 年 6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福建师范大学—阿拉扎大学

2010 年 6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东北师范大学—丹戎布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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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6 月 中国—阿联酋 宁夏大学—迪拜大学
阿拉伯半岛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

第一所孔子学院

2010 年 8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广西大学—玛琅国立大学

2010 年 10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河北师范大学—马拉拿拉基督教大学

2010 年 10 月 中国—印度尼西亚 南昌大学—哈山努丁大学

宗教领域往来仍以朝觐为主，从 1955—1964 年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 10 次，人数 132 人次。
但在“文革”期间，朝觐活动陷入停顿，直到 1979 年 10 月才得以恢复，中国朝觐团时隔 14 年后再访沙特，在

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并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展示了“中国拨乱反正后

宗教信仰自由重新得到尊重和保证的可喜进步”［4］( P164)。从 1979 年至 1990 年，中国与沙特等 6 国建交，实现

了中阿建交的第三次高潮，尤其是“中国穆斯林通过朝觐活动对增进中沙相互了解、加强友谊、加速实现关系

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4］( P164 － 166) ，使得 1990 年的中沙建交成为水到渠成之举。从 1985 年起实行有组织

有计划的朝觐政策，“近些年来，在外交、公安、海关、外汇管理、中国银行、民航等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朝觐活

动逐步走上有序、规范、正常的道路”［4］，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朝觐外交，为对阿宗教外交打下坚实基础( 参

见表 2) 。
表 2 中国赴沙特朝觐人数表①( 2006—2011 年)

年 份 朝觐人数( 人)

2006 年 7 000

2007 年 10 318

2008 年 11 800

2009 年 12 730

2010 年 13 500

2011 年 13 700

在经贸领域，中阿民间交流与合作明显弱于官方层面，彼此的合作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据一些伊斯

兰经济学家预测，2020 年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将增长 10． 4%。原因在于伊斯兰世界拥有占

世界 73%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丰富。而伊斯兰银行在国家间金融融资方面，又发挥了越来越积极的作

用［6］。这些都为进一步扩大并深化中阿民间经贸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文明交往在正规化、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

进展，并在论坛框架下确立了“中阿全面合作，共同发展”的战略合作关系框架，极大地推进了双方政治、经
贸、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多边合作，并建立了部长级会议、高官委员会、企业家大会、专题经贸研讨会、能源合作

大会、文明对话研讨会、文化交流、高教与科研合作、新闻合作论坛、环境保护合作、人力资源培训以及民间交

流等 13 个合作机制［2］。其中，关涉人文交流的合作机制多达 7 个，为中阿双方开展行之有效的民间交往提

供了制度保障，中阿民间交往呈现出“积极、有序、活跃、持久”的总体态势，主要表现为: ( 1) 在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内的中阿民间交往日趋理性与规范化，自 2006 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的中阿友好大会已举行了四届，并

就经贸、文化、教育、地方政府等开展进一步交流与合作达成共识; ( 2) 中阿合作论坛对推进中阿民间交往向

纵深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中阿友好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开展的对阿民间交往取

得了长足进步，为落实论坛行动计划发挥了特殊作用; ( 3) 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又为中阿民间交往提供

了新的历史契机，加深了中阿社会精英、青年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未来的中阿民间交往奠定了一定的

社会基础。
也正是得益于日趋机制化的中阿民间交往，目前“双方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中方坚定地支持阿拉伯国

家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致力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支持阿拉伯国家维护合法民族权利。阿拉伯国

家也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和关切问题上给予我们宝贵支持; 双方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中阿贸易额快速攀升，

2011 年达 19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7%。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能源合作大会等机制为双方搭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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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务实合作平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下，中阿经贸合作逆势而上，充分显示了双方务实合作的强大

活力和广阔前景; 双方人文交流日趋活跃。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中阿文

化节等一系列人文活动精彩纷呈，在中阿人民之间特别是青年之间架起了一座座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桥梁。
现在有近 8000 名阿拉伯留学生在华学习。每年还有 1 000 多名来自阿拉伯各国的各类人才在华接受

培训。”［7］

三、“中阿友好大会”的回应之策

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中阿文明交往中面临一些需要经过双方努力加以克服的障碍性因素。
1． 彼此的认知和理解尚待加强。由于文化传统、意识形态、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中阿双方对彼此的

认知和理解均存在一定的偏差: 就阿方而言，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期望过高，希望中国扮演平衡或

对抗美国霸权的国际角色等。就中方而言，突出表现在对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文化、战略地位特别是发展现状

等缺乏足够的了解等。此外，西方对国际舆论的强势主导地位，也对中阿双方的认知产生了十分消极的

影响。
2． 官方交往与民间交往不平衡。目前中阿文明交往的主体及其途径仍主要以官方为主，民间交往虽有

一定发展，但相对中国与欧美和东南亚地区的民间交往，中阿文明交往的发展亟待进一步推动、引导与提高。
事实上，在中阿文明交往史上，民间交流历史悠久、绵延不断，并对维护中阿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只

有民间交往的动力不断增强，渠道日趋多样，中阿文明交往才能更具活力与影响力。
因此，如何“在新形势下努力开拓双方合作的新领域，打造新亮点，不断提升论坛对中阿关系发展的示范

和促进作用”则成为当务之急。
在中阿文明上千年交往史上所形成的民间交往模式，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 1) 由商旅、教旅和学旅所

构成的交往框架，涵盖了普通民众间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以及社会精英间的核心价值观沟通，满足了不

同群体主要的社会诉求，夯实了民意基础; ( 2) 它具有从宗教、经济、教育→社会、从草根阶层→社会精英、从
物质诉求→精神诉求等，全方位地服务于官方大外交、潜移默化的作用; ( 3) 中阿民间持续开展的互惠共赢的

商旅、包容异己的教旅以及尊重他者的学旅，为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形成“相互支持的政治伙伴、互利共赢的经

济伙伴、交流互鉴的人文伙伴”［8］奠定了社会基础; ( 4) 和平性、互惠性与包容性，既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基本

特征，也是中阿交往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并由此成为中阿民间交往模式的基本特征。
质言之，“三轨并存”的交往模式，既是中阿民间交往史上历史经验的产物，也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基本途

径与方式，更成为新中国对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人文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在“中阿友好大会”这一民间

交流框架下日趋机制化，获得更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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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表根据国家宗教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等网站汇总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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