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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尊重:
关于构建我国对中东研究

话语体系的思考

朱 威 烈

� � 内容提要 � 构建我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 应注意一些基本要素。以中国的主流人文

理念为指导: 与美国和欧洲某些国家那套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话语体系相比, 中国平等待

人的话语体系更能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接受, 因而也应得到我国从事中东研究的专家学者们

的重视和珍惜; 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文献资料: 既要重视引证国外资料文献的平衡性, 也得

关注中国穆斯林已形成的一套有别于基督教、天主教的语汇和译名; 注意符合时代精神: 构

建中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 须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国

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趋势等要素所形成的时代精神, 在分析阐述美国与伊斯兰世界这对矛盾

时, 必须关注它们在时代精神这一涉及国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方面的表现和分歧。探讨

构建社会主义中国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实际上也是读解  中国特色 !内涵的一个组成

部分。

关 键 词 � 中国 � 中东研究 � 话语体系 � 人文理念 � 文献资料 � 时代精神

作者简介 � 朱威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阿拉伯世界研究 # 主编

(上海 � 200083)。

� � 2006年 12月, 我参加了上海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举办的以  和合共生! 为主题的宗教对话与交流
研讨会。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东研究的工作者, 对中东问题中的宗教性, 感受自然既多且深, 但怎样

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 来构建中国的中东学和伊斯兰学的话语体系, 却一直理不出个头绪来。

 和合共生! 的宗教对话与交流研讨会, 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 我国宗教人士和学者从他们所从事

或研究的宗教发展历史与实践经验出发, 注意结合当代中国的人文理念与核心价值观, 正在尝试建立

一个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交流平台; 对我的启迪是, 构建中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 理应以

中国的主流人文理念为指导, 应重视研究对象自身的文献资料, 也应注意符合时代精神这样一些基本

要素。在这里, 谨想对这些粗浅的看法作些勾勒和阐述, 以求能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以 中 国 的 人 文 理 念 为 指 导

研究工作以怎样的人文理念为指导, 关系到研究话语体系的特色, 更直接涉及学科建设中的思维

方法问题。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人们在想事、想问题时必然有的观念、价值观和原则。人类社会在跨入

新千年的门坎时, 联合国于 2000年 9月 8日通过了一个 ∀千年首脑会议宣言 #, 该宣言共 8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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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条, 在谈及人类社会新千年要达到的主要目标, 如和平、安全与裁军, 发展和消除贫困, 保护我

们共同的环境, 人权、民主和廉政等共同任务目标前, 首先确定第一部分就是  价值观与原则 !∃。

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与原则, 对世界各国制订各种政策无疑具有指导性, 都应当参考, 至少得

做到不致违背。就从事中东区域研究而言, ∀千年首脑会议宣言 # 中的  容忍 ! 价值观就很值得重
视:  人类虽然信仰、文化和语言不同, 都必须相互尊重。对于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差异, 不应害

怕, 也不应压制, 而是应视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积极地提倡各种文明之间的和平与对话文化。!

这在我看来, 是为世界各国研究中东问题设置了一个前提条件: 尊重与理解。关于尊重, ∀宣言# 中

已经表述; 而理解则显然是  不害怕、不压制 ! 的知识性基础。

进入 21世纪以来, 中东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也是美国对全球战略的重点, 因为相继发生的九

一一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以黎战争, 都与中东、与伊斯兰教有关。在美国占有唯一超级

大国地位, 并握有西方舆论话语主导权的情况下, 不仅中东一些国家被贴上了  无赖 !、  邪恶! 的

标签, 而且伊斯兰教也被直接或间接地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甚至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 广大

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群众更成了美国推出的  大中东倡议 ! 欲加以改造的对象。这里, 有下列两个

现象值得关注:

1�伊拉克战争四年多来, 美国政府当年开战的理由:  萨达姆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与基

地组织有联系!, 均已查明缺乏事实根据, 美国国内舆论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率遂不断大幅下降, 连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都在自己的回忆录 ∀动荡时代: 新世界中的冒险# 里明确指出:

 令我感到悲哀的是, 发动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 (政府 ) 在政治上

又不便承认。!% 因此, 伊拉克战争实际上是美国布什政府在九一一事件后高奏的  反恐战争 ! 变调

的转折点, 是用来遮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和对全球事务主导权的借口。但往前一点看, 美国对伊拉克

开战时, 为什么能在美国国内受到两党和舆论几乎一致的支持, 为什么国际上竞还有那么多国家愿意

配合, 为这场缺失公理和道义的战争提供人力、物力的支持?

2�美国社会舆论对伊斯兰中东, 特别是被美国政府列为对立面的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基本看法并

没有实质性改变。尽管为数不少的新保守主义强硬分子已陆续离开白宫, 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政府便将

彻底舍弃  单边黩武 ! 的政策选项, 一俟决策部门宣称伊朗、真主党、哈马斯等触犯了美国利益的

底线或核心价值观, 美欧舆论也未必就会不与它保持一致。

实际上, 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 是与长期以来美欧西方国家已形成传统的有关伊斯兰的东方学

话语体系分不开的。

著名的东方学家爱德华� W�萨义德在他于 20世纪 90年代出版的专著中曾作过精辟分析。他认

为, 他所关注的伊斯兰东方, 对生活在电子时代的西方公民来说, 已  变得越近, 现在它已不再是

一个神话, 而是一个被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利益弄得支离破碎的地方 !,  这一电子的、后现代的社会

的一个特征是, 东方化形象的类型化趋势不断增强。电视、电台和所有媒体资源都将信息塞进越来越

标准化的模式之中。就东方而言, 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 19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 &妖魔

化 ∋ 东方的倾向 !。他指出,  有三个因素导致人们将阿拉伯和伊斯兰哪怕最简单的问题高度政治化,

把一潭清水搅得浑浊不堪: 第一, 西方流行的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的偏见, 这直接反映在东方学研究

的历史之中; 第二, 阿拉伯和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及其对美国犹太人与西方人文主义文化, 以及

公众的影响; 第三, 由于不存在任何文化特定的立场, 人们既可以认同的姿态, 又可以无动于衷地谈

论阿拉伯或伊斯兰。!( 归纳起来, 似可看到这样一种产生中东政策的场境: 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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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利益的驱动, 一面炮制有关政策, 一面让它们所有的媒体资源都把阿拉伯、伊斯兰对象塞入已越

来越标准化的妖魔化模式, 鼓动原已充斥着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偏见的社会舆论, 使之在不是采取认

同就是无动于衷的观众中得以通过。这种政策制作环境的形成, 萨义德认为是源于欧美东方学研究的

历史。再细究一下, 也许应归结为它们用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权力话语体系, 因为它用以

表达、显现、交流和描述的手段, 总是围绕着创造西方的利益, 传达出来的是控制、操纵, 甚至是吞

并的愿望和意图。∃ 这种话语体系是一种定式、一种传统, 也是当今美国政治和学术文化中一个至关

重要的组成部分。客观上,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要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话语体系实在很难想象, 因

为对它们谋求的全球利益而言, 这套话语体系是再得心应手、相得益彰不过了。

中国则不然,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与中东人民有密切的文化和文明交往, 近代以降双方的历史遭遇

很相似, 半个多世纪来又面临共同的发展任务, 彼此间通过交流与合作, 结有深厚的传统友谊, 因

此, 也拥有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

对我国研究中东伊斯兰教的学术发展史, 虽至今尚未充分展开, 但学界已形成不少重要共识。列

为国家  七五!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项目的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 是集上百位著名学者之力、

历时 6年才编纂而成的巨著, 其中明确指出,  明末清初之际, 随着回回的民族社会的发展, 伊斯兰

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而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特点 !;  结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阐释伊

斯兰教的教义、教理、教史与文化这一学术活动, 大约开始于明末, 经清代、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约 300余年!。% 在当时  学通四教 ! (佛、儒、道、伊斯兰 )、通过  以儒译经! 形式的学
者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王岱舆 (约 1584~ 1670年 ) 和刘智 (约 1655 ~ 1745年 ) 两位学者。王岱

舆  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理学相结合, 阐明了伊斯兰教的本体论、宇宙论、

认识论, 为建立中国伊斯兰教哲学和教义学的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理论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现

实, 表现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的交融互补, 开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之先河!; 刘智的 ∀天

方至圣实录 # 更是被后人推崇为  中国人编著的第一部穆罕默德传略 !。( 这里, 可以看出, ( 1) 中

国研究伊斯兰教的学术活动, 正是伊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 ( 2) 中国对伊斯兰教的研究, 自始

就高度重视与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相结合, 努力做到交融互补, 而不是对立排斥。因此, 中国自近代

以来由这种研究特色构建起来的研究话语体系, 与欧洲殖民主义为控制、掠夺伊斯兰地区的东方学话

语体系是迥然不同的。

中国从 20世纪起, 对伊斯兰研究除有宗教经典著作的翻译, 也注意向历史、文化、民族等领域

扩展, 以深化中国国民对伊斯兰文化的了解。这些学术成果的话语体系, 始终保持了尊重、平等相待

的基调。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与中东国家外交关系的迅速发展, 双方交往的范围大拓展, 涉及政治、

外交、经贸、能源、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 国内出版的有关中东的著作、译作、论

文, 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 1979年以来, 研究成果更趋丰硕, 不仅出现了研究中东、伊斯兰问题的

∀西亚非洲#、 ∀阿拉伯世界研究 # 那样针对性很强的刊物, 而且在 ∀世界宗教研究 #、 ∀回族研究 #、
∀西北民族研究#、∀新疆社会科学# 等综合性明显的学术刊物上, 也常刊载有关中东研究的论文。中

国对外政策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反映在对中东的学术研究方面, 是更加

自觉地维护并发展了以中国人文理念和价值观为指导的研究特色, 坚持以求同存异为原则表现出对对

象国及其人民的尊重, 并尽可能客观、准确地进行描述, 以增进我国人民对不同文明体系的理解, 增

进双方的友谊。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不仅见诸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与伊斯兰国家政府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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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外交文件及媒体报导, 而且就是在文人、作家的笔下, 也有充分的反映。∃

近年来, 我国已经构建起既适应联合国 ∀千年首脑会议宣言# 规定的价值观和原则, 也符合中

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的核心价值体系% ; 在 ∀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 中把  真诚友好, 平

等相待。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尊重非洲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 支持非洲国家联合自强!, 放在
中国对非洲政策的总体原则和目标的第一条( ; 在 2004年 9月通过的 ∀中国 -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

宣言# 中, 也明确规定了  尊重各国人民的文化和文明特性, 维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呼吁不同文

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营造合作、和谐的国际环境, 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可见, 以相互尊重

和增进理解为前提的交往、合作, 是中非、中阿都认同的积极立场, 由此形成的交往、研究话语体系

既符合历史传统, 也符合彼此的价值理念和现实利益, 是双方应当坚持和维护的重要资源之一。在中

东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伊拉克重建、巴以和平进程, 以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日趋具有国际共治

性质的 21世纪初期, 我国在积极参与过程中, 已越来越证明中国的平等待人的话语体系, 比美国和

欧洲某些国家那套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话语体系, 更能为中东伊斯兰国家所接受, 因而也应得到我

国从事中东研究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和珍惜。

重 视 研 究 对 象 自 身 的 文 献 资 料

我国研究伊斯兰教是从译经、释经开始的。明清时期的王岱舆、刘智、伍遵契 (约 1598~ 1698

年 )、马德新 ( 1794 ~ 1874年 ) 等是如此, 进入 20世纪后的王静斋 ( 1879 ~ 1949年 )、庞士谦

( 1902~ 1958年 )、马坚 ( 1906~ 1978年 ) 等人的学术道路也是如此。他们的学术动机明确, 讲究原

著的版本和注释本的权威性, 大多是在自己出国游学或留学期间多方求证后才着手搜集的。这种重视

掌握研究对象自身第一手资料的做法, 虽然其成果会受到译者、注释者自身知识结构、思想倾向等方

面的影响, 但毕竟完全不同于欧洲的东方学  被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 控制着人们的

想象, 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 !∗ , 因而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就更纯粹, 更令人信服。

1949年以后, 我国学术界对中东的关注开始从较单纯的宗教角度转向更广泛的领域。在 1956年

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新中国培养的一批批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人才, 陆续走上外交、经贸、

文化、新闻、教育等岗位, 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交流遂得以不断拓宽和发展。只是在学术研究方面,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除对 ∀古兰经 #、 ∀一千零一夜# 及一些诗歌、短篇小说的翻译介绍外, 并未

见到中东国家学术著作的译作, 真正意义上的中东学术研究成果也不多。自 20世纪 70年代起, 为增

加对世界各国的了解, 中央布置过翻译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著作的任务。我曾被分配译 ∀阿拉伯马
格里布史#, 后还应西北大学之邀, 参与翻译 ∀苏丹# 和 ∀埃及# 两本地理专著。但这些书出版时内

页都标明  内部读物!,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 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

原著版本!。显然, 要靠这两套书来开展中东研究, 仍很困难, 且有限制, 更何况, 当时选择、确定

样书时, 来源品种有限, 译者也没有发言权, 只能奉命行事, 因此, 这些译作对学术研究的作用和影

响都很有限。直至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解除了许多禁锢后, 文化学术活动才真正迎来了一个空前繁

荣的发展阶段。我曾在 1990年 ∀阿拉伯世界# 第 2期上写过一篇 ∀十年辛劳, 一园硕果 #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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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述了阿拉伯文学翻译的众多成绩外, 特别提到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译作, 如纳忠的 ∀阿拉伯

+ + + 伊斯兰文明史#、马金鹏的 ∀伊本�白图泰游记 #、马坚、林松的两种 ∀古兰经 # 全译本等, 也

曾谈及我国学者编写的学术专著。如季国兴、陈和丰的 ∀二战后中东战争史 #、郭应德的 ∀阿拉伯中

古史简编#、金宜久主编的 ∀伊斯兰概论 # 等, 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 由于我国参加了联合国的版权

组织, 现当代的中东文学译作数量明显减少, 但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形势备受世人关注, 21世纪初

期, 随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较量不断加剧, 我国研究中东的论文、专著大大增

多, 内容涉及中东领袖人物传记、国际反恐、中东历史、社会、宗教、政治制度、文化、文学、艺术

等, 种类繁多, 内容广泛, 其中有很多力作、精品, 可以说是我国自开展中东研究以来最繁荣的一个

时期。

这里, 在取得上述成绩和已形成繁荣景象的同时, 谨从构建我国中东研究话语体系的视角, 提出

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

1�须重视引证国外资料文献的平衡性。 � 研究中东问题离不开美国, 因为美国当前处在中东许

多矛盾的主要方面, 就此而论, 言必称美国, 并没有什么不妥; 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 无论是现实主

义、新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客观上占据着国际关系研究的强势地位, 且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具

有明显的影响, 是不容回避的重要方面。但与此同时, 从遵循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立场出发的中国

学者, 也得兼顾和重视美国对中东政策的受体 + + + 中东国家及其民众的感受和反应, 它们政府、学者

的观点及舆论的走向, 否则, 就很难做到兼听则明, 表现不出对中东国家的尊重和理解, 也就离开了

不能继承和维护中国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传统方法和以明辨是非、客观公允为特色的话语体系。有

的研究中东的论文、专著, 全篇都是美国的文献资料, 有关中东国家的资料即便是译文、译作都只字

不提; 我看到的不少课题申报表, 在国外研究状况概述中, 往往也只有美欧的专著和论文, 而对象国

的文献资料一篇都没有。这显然有失偏颇。英国诺丁汉大学郑永年教授在 ∀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
化 # 一文中认为,  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

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化地用于中国, 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 更难发展

中国的社会科学。!∃ 同样, 用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搬来用于中东, 也解释不了中东的现实, 而且事实

证明, 由美国概念和理论制订的中东政策, 已经在中东屡屡受挫, 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在作调整。

我国对中东研究对象国资料的匮乏, 书市上见不到多少直接从阿拉伯文、波斯文译出的理论著

作, 由来已久, 客观上是由交流不多、译者少、出版难等诸多因素造成的。要想改变这种状况, 就得

不断提高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度。眼下, 中东的战略地位、资源、极具特色的信仰和价值观, 已越来

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史看, 任何大国的崛起, 都离不开中东; 从中国实现建设

全面小康社会、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中长期目标看, 加强与中东地区之间的政经交往合作和人文对

话, 也已益显重要和迫切。中东研究要跟上形势的发展或居于前沿, 做出一些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

分析判断, 资料问题是必须设法解决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中东研究工作者都懂得当地语言, 当然不

现实, 但中东国家的政府、研究中心、主流媒体都设有英文网站, 应可以参考; 我国新华社参编部采

集、翻译的不少中东国家的政论和学术文章, 也很有价值。从长远计, 可能还得从加强与中东国家的

学术交流与合作着手。我国专门研究中东的机构和人员并不多, 许多研究工作是由研究国际关系、外

交学、经济学、宗教学、战略学及从事其他区域研究的人员承担的。他们如果能在开展国际交流时,

不定期地到中东国家走一走, 看一看, 至少能领略一下当地穆斯林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 听一听当

地学者对涉及他们本国、本地区事务的分析和评论, 逐步收集一些资料, 相信会有收获, 对推动构建

中国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2�中国近现代中东研究的发轫, 是基于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需要, 学者们关注的是中国伊斯兰教的

�21�

理解与尊重: 关于构建我国对中东研究话语体系的思考 �

∃ 郑永年: ∀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 #, 载 [新加坡 ] ∀联合早报 #, 2007年 8月 21日。



生存和发展。 � 通过三四百年的学术积累, 中国穆斯林已形成一套有别于基督教、天主教的语汇和译

名, 汉族学者、译者在落笔行文时需予以关注。比如, 真主 (安拉 ) 不要写成上帝, 易卜拉欣不译

作亚伯拉罕, 中国穆斯林已确定的许多名词, 如阿丹 (亚当 )、穆萨 (摩西 )、麦尔彦 (马利亚 )、

阿甸园 (伊甸园 ) 等, 也不必去改动。这种学术上的关照, 从政治角度看, 其实是一种必需。伊斯

兰教虽然是外来宗教, 但在传入中国千百年来, 已经历了自觉不自觉的中国化过程, 广大信众早已融

入中华民族大家庭, 且形成了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但伊斯兰教毕竟是国际性宗教, 中国 2 000多万

穆斯林与国外, 特别是与中东地区有强烈的感情联系, 他们在国内的境遇往往会受到国外舆论和有关

组织的注意, 而国际上发生的宗教事件, 如丹麦小报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的漫画事件, 罗马教廷对十字

军战争的不当讲话, 乃至黎巴嫩伊斯兰教什叶派组织与基督教徒占多数的政府间的矛盾和冲突, 都会

或多或少地引起中国穆斯林民众的关注。而且事实上, 据我所知, 我国著名的穆斯林学者, 都一直很

留意中国中东问题专家的观点、分析和评论。因此, 在我国的中东研究工作中, 统筹国内政治与国际

两个大局, 应是专家学者们都必须高度重视的原则, 而且可以说是推动我们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

重要指导方针。

注 意 符 合 时 代 精 神

我之所以在前文对中国宗教界提出的  和合共生 ! 主题表示钦佩, 是因为它反映了时代发展趋

势和朝代精神。  和合共生 ! 的提法, 顾名思义,  和合! 当不是指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的和合之神

或和合之仙, 而是  和谐合作 ! 的简约之谓;  共生! 则是共同生存发展的节略。  和合共生 ! 对我

国宗教界而言, 不但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 而且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指明了各教未来

发展的方向, 符合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

从宏观层面看, 中国研究中东, 制订有关中东的各项政策, 构建中国对中东研究的话语体系, 都

必须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趋势等要素所形成

的时代精神; 在分析阐述美国与伊斯兰世界这对矛盾时, 须关注它们在时代精神这一涉及国家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内涵方面的表现和分歧。

现在人们都已可以看清, 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 既违背了联合国 ∀千年首脑会议宣言# 的价

值观与原则, 也不符合当前的时代精神。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推出的  大中东倡议 !, 更是试图将美
国的价值观通过此倡议设定的民主程序强加给伊拉克和大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 其结

果是遭到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几乎一致的拒绝。它们公开声明的理由是  改革不能由外部强加 !、

 民主不应从国外进口 !, 实际原因是美国用以解决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民主缺失 ! 的办法,

与该地区已经形成且仍保持的核心价值体系不相符合, 而且, 美国在伊拉克打造中东民主样板的政治

重建实践, 夹杂着太多的丑闻和暴行, 如阿布格里布监狱的虐囚、强奸伊拉克少女事件、滥杀伊拉克

平民事件, 等等, 更是严重违背了伊斯兰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 致使美国四年多来深陷于伊拉克安全

困境而难以自拔。这清楚地说明, 美国逆时代潮流而动, 虽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推翻了萨达姆政

权, 却征服、改变不了当地民众的核心价值观。美国非但不能为中东带来和平, 反而激起了伊斯兰激

进势力的强烈反弹, 在美国国内也遭到越来越广泛的批评和反对。 2006年 11月初的美国国会中期选

举, 执政的共和党惨遭失败, 即是明证。

中东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面对美国高压, 它们的执政当局和精英人士一方面对美国现行中东政策

保持高度警觉, 小心地应对; 另一方面也都意识到了在全球化进程深入发展的阶段, 自身却处在滞后

地位, 观念、体制和机制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也都提出了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文明特性的前提下

实现现代化、文化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等命题。很显然, 他们愿意, 也主张通过改革选择适合自己的

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亦即改革必须与已经存在、发展了 1 400多年的伊斯兰信仰相吻合, 必须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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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民族、波斯民族国家的特色。其中最深层次的难题在于怎样用符合时代精神的话语来解读、诠

释他们的核心价值观。

伊斯兰教是历史悠久的天启宗教, 它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明, 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积

极贡献。这一个文明的显著特点是, 其经典著作及历代大师所作的注释、研究成果, 可谓是汗牛充

栋。历史地看, 伊斯兰教半个世纪来始终拥有广大的信众, 仍然在不断地传播和发展, 其根本原因是

它跟上时代的进程, 能适应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种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仰仗了它不断

发展的教法学与教义学才得以保持的, 亦即与宗教人士、宗教学者密切关注社会进步促成的客观环境

变化, 及时准确地选择经典教义作出解读, 并正确地引导信众分不开的。但具体而言, 中东的宗教人

士和学者要开展这样的工作, 每每会遇到非常巨大的客观阻力, 很难顺利进行。

不说得太远, 即以现当代而言, 20世纪 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所掀起的一场伊斯兰运动,

几乎席卷了整个中东北非地区, 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学者曾为它定过各种名称: 伊斯兰复兴运动、伊

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实质上, 它是伊斯兰国家民众不满现状, 为反对外来干涉、追求社会公正

所参与的一场群众运动, 目的是要改变自身处境, 但因被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教权主义者所利用,

因而具有暴力色彩。要想在那急风暴雨般的环境中来研究、讨论核心价值观的调整或重构, 自大非易

事。但 90年代美国亨廷顿教授提出  文明冲突论 ! 后不久, 阿拉伯国家方面即不断作出回应。 1995

年我在参加约旦皇家伊斯兰文明 (现改名为  伊斯兰思想! ) 研究院年会时, 时任王储的哈桑亲王就

倡议  要为伊斯兰教正本清源, 正面阐述伊斯兰主张的宽容、和平、仁慈、中庸和公正等信条, 开

展文明对话, 从各种文化中汲取符合本民族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他还特别引证了 ∀圣训# (穆

罕默德言行录 ) 中的话:  学问即使远在中国, 亦当求之。!∃ 21世纪初九一一事件发生后, 伊斯兰

世界更是遭受了空前罕见的压力, 但阿拉伯、伊斯兰各国政府都一致表示, 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 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也致力于弘扬伊斯兰教中有关和平、温和、宽容与中间主义的教义, 以铲除

导致暴力的极端主义思想和行为。约旦于 2002年倡建了  中间文化论坛 !, 2007年 9月又举办了主

题为  ∀古兰经 # 中的爱 ! 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5年 4月, 阿曼苏丹国宗教基金部举办了主题为

 全球化与伊斯兰教! 学术研讨会, 会议纪要呼吁要实现  天启 (真主的启示 ) 与理性、物质与精

神、权利与义务、个人与集体、求主启示与责任、经典文本与创制、现实与理想、恒定因素与变数、

联系教义与联系时代之间的九大平衡 !。可见, 政府、学术机构和文化精英们事实上已在对中东伊斯

兰国家的核心价值做符合时代精神的定位与解读。伊斯兰世界作为国际体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宗教、

民族和政治力量, 其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正在出现创新变化, 当引起研究中东问题人员的充分重视, 也

是中国学者在构建中东研究话语时应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只是, 译经和学术研究的圈子毕竟窄小, 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要想为广大穆斯林群众所接受, 一方

面需要有政策和制度的保障, 需要借助传媒、教科书等更广泛、更有影响力的资源; 另一方面也是更

重要的方面, 即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对伊斯兰国家的改革, 我的印象是需要最基本的内外条件各有两条。内部条件: 一是必须维护自

己固有的信仰和价值观; 二是必须维护自己的身份, 包括民族属性、国家身份、文化身份。外部条

件: 一是要结束外国占领; 二是要消除外来侵略和外来干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

厥人等主体民族, 不仅怀有炽热、真挚的宗教感情, 而且都怀有强烈的民族尊严感。凡事涉及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 涉及他们的信仰与核心价值观, 他们必不甘忍气吞声, 逆来顺受, 而是必然会誓死抗

争。正因为此, 尽管阿拉伯各国都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却始终坚持不同意把反抗外来侵略与占

领的斗争说成是恐怖主义, 在自杀性袭击已受到各国严词谴责的当今, 一些中东国家的清真寺主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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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时或在宗教团体内部, 却仍然片面引证有关抵抗和杀身成仁的经文。这说明, 想要和平降临中东,

推动伊斯兰核心国家的改革, 使之尽快融入全球化的和平发展主潮流, 必须首先妥善解决当前巴勒斯

坦和伊拉克的外国占领问题。这个先决条件不具备, 中东的热点问题就难以降温。其次, 国际社会,

特别是欧美等世界大国都必须尊重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信仰、核心价值观、民族身份和文化身

份, 尊重它们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而决不可居高临下, 颐指气使, 强加于人。

那么, 中国在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过程中, 应以怎样的人文理念为指导, 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呢? 2006年 4月 23日, 胡锦涛主席访问沙特阿拉伯在协商议会发表的题为 ∀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

谐世界 # 的演讲, 就是一篇极富现实意义和启迪的范文。文中既阐明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三个条件,

即致力于实现各国和谐共处, 致力于全球经济和谐发展和致力于实现不同文明和谐进步, 又从中东国

家的现实关切出发, 提出了三个努力方向, 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 大力倡导相互尊重和积极鼓励发展

合作。
∃
这篇以中国构建和谐世界核心价值观为指导, 又密切结合时代精神的演讲, 受到了沙特议员

们的热烈欢迎和一致好评。沙特朋友说, 议员们长时间地起立鼓掌, 是协商议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中东国家的不少大使和学者都告诉我, 中国提倡和谐社会的理念, 他们作为穆斯林, 追求的最高

目标则是公正, 这两者是一致的。因此, 我们不妨试作这样的归纳, 尊重与理解, 是包括宗教界人士

倡导的和合共生在内的和谐社会、中国中东研究话语体系应当体现的和谐地区、和谐世界理念的共同

基础, 因为缺失了尊重与理解, 便不能形成平等相待, 而离开了平等, 便谈不上公正, 而公平、正义

恰恰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和目标。

探讨构建社会主义中国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是一个大题目, 实际上也是读解  中国特色 ! 内

涵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中东研究范畴谈一点粗浅的体会和认识, 不全面、不深刻是肯定的。

祈能得到方家指正, 以集腋成裘, 推动中国对中东研究话语的构建。

(责任编辑: 徐 � 拓 �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 � 参见胡锦涛: ∀促进中东和平, 建设和谐世界 #, 载 ∀人民日报 #, 2006年 4月 24日。

�资料库 �

埃 塞 俄 比 亚

成 为 非 洲 第 二 大 花 卉 出 口 国

� � 埃塞俄比亚目前已成为仅次于肯尼亚的非洲第二

大花卉出口国。 2007年, 埃塞花卉出口额预计将达到

1�2亿美元, 这一数字是五年前的 6倍。目前, 埃塞

鲜花出口额已逼近肯尼亚的 50% , 照此速度发展下

去, 埃塞将在十年内取代肯尼亚, 成为非洲最大的鲜

花出口国。据悉, 最近两年, 荷兰、德国、印度、以

色列等国的投资者竞相前往埃塞, 发展种植出口花

卉, 连非洲花卉出口大国肯尼亚和乌于达的种植者们

也因更加优惠的投资条件而纷纷前往埃塞开设农场。

� � 为大力发展花卉种植业, 埃塞政府自两年前起就

开始为花卉业投资者们提供政策支持, 包括出口收入

所得免税 5年, 设备进口免税、放宽贷款条件及廉价

租赁土地等。目前, 埃塞全国约有 70个鲜花农场,

其中 45%为当地人所有, 另外 55% 为外国投资者所

经营。

(资料来源: 国际在线, 2007年 9月 20日 )

(名 � 士 � 摘编 )

�24�

� 西亚非洲 � 2007年第 12期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Beijing Summ it of Sino- African Cooperation

Forum on Sino- African Relations
+ + + A Comment in the firstAnniversary of Beijing Summ it

Yang Fuchang pp�5- 9

� � Be ijing Summ it o f S ino- A frican Cooperation

Forum is a m ilestone in the h istory of Sino- A frican

re lations. The open ing of the Summ it is the time de�
manding and common needs of China and A frican

states. The importan t achievemen ts of Be ijing Sum�
m it are to set up new�type siro�A frican strateg ic Part�
nersh ip, and make sure the clear a im s in nex t 3

years or more for the common cooperation fie lds.

China has enhanced the assistances to A frica. For

Examp le, Ch ina has set up S ino- A frica Deve lop�
men t Funds, and en large the zero tariff item to the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 of A frica under the com�
mon efforts by China and A frican countries. The fu�
ture of Sino- A frica re lation w ill face all kinds o f

challenges for the reasons thatA frican states may be

frustra t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e H igh O il Price and Econom ic Developm ent in

O il Export Countries in theM idd le East

+ + + One ofEconom ic Development in theM iddle East in the New Century

Yang Guang pp�10- 16

� � The o il price in in ternational market has m ain�
tained a h igh level since 2000, and wh ich has

brought a historica l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chances

for in o il expo rt states the M iddle Eas.t The o il ex�
port states has enforced some new regu lations: to

keep macroeconom ic env ironm ent stable, to pro tect

nat ive employmen,t to improve foreign investment

env ironm ent, to promote industria ld iversity and etc.

But o il export sta tes should try to reso lve such eco�
nom ic development problems as the so le econom ic

structures, the forb idden po lic ies for fo reign invest�
men t in upper oil industry, to enlarge the level o f e�
conom ic freedom, so as to ensure the econom ic sus�
tained developmen.t

Understanding and Respect: Thinking How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Ch inese Voice on theM iddle East Studies

Zhu W eilie pp�17- 24

� � What basic e lements shou ld be considered in

estab lish ing the system of Ch inese vo ice on theM id�
dle East studies? To set up the gu ide of Ch inese es�
sentia l human ism system: Ch inese scholars o f the

M iddle East studies should emphasize and treasure

the equa lity o f system o f vo ice�To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documentation and m aterials in the ob ject

states of studi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of fore ign materia ls and documentat ion, in the m ean

time, attach impo rtance to Chinese M oslem ∋ s

speech commun ications and interpretat ions, w 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using in Christ ianity and C a�
tholic ism�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 fCh inese

vo ice on theM idd le E ast studies, it is necessary to

acco rd w ith the demands o f times sp irits� It is also

the composition to understand  Chinese Characteris�
t ics! in exp lor ing into estab lish ing Ch inese socialist

system of vo ice on theM idd le Ea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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