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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交流与中国 

在阿拉伯世界的软实力 

闵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一

、 伊斯兰文化交流与构建中国在阿拉伯世界软实 

力的逻辑关系 

伊斯兰教对中国而言，原是一种外来宗教，唐代之后 

逐渐从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从宋至明，一些信仰伊斯兰 

教的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在中国长期居住、和中国人通婚 

并繁衍，甚至有不少人熟悉汉族文学、思想及典籍。到了 

明清两代，以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学者自觉地尝试 

思考儒家哲学和伊斯兰教义的互通之处，用汉语翻译、,fi0 

作了一批中国伊斯兰典籍，这些典籍至今影响着中国穆斯 

林的思考和生活方式。自此，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也很重视伊斯兰文化 

交流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如在1955年4月，时年82岁高 

龄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大阿訇作为伊斯兰 

事务顾问，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 

的亚非会议，增进了国际伊斯兰社会对新中国及穆斯林的 

了解，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友谊，意义重大。 

阿拉伯国家作为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区，在伊斯兰教的 

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当前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核 

心地区，伊斯兰文化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而在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中，只有深入研究不同国 

家、不同受众群体文化信息接受习惯，才能真正使文化传 

播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因此，如何运用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伊斯兰资源，对伊斯兰文化圈中的核心地 

区——阿拉伯世界产生积极的交流效果，成为当前中国提 

升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重要契机和现实挑战。 

尽管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相 

比较，是 “源”与 “流”的关系，但如果不主动对伊斯兰文 

化进行正确的引导，进而作为软实力构建的资源和阿拉伯 

世界对话，那么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极端思潮就可能影 

响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发展走向。因此，做好中国与阿拉伯 

世界间的伊斯兰文化交流，提升中国在该地区的软实力， 

不仅必要，而且迫切。而如何有效地推进中阿之间的伊斯 

兰文化交流，从中阿长期交往的史料和经验得出，教育交 

流、朝觐交流、商贸交流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中国赴阿穆斯林学生与中阿教育交流 

新中国建立后，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 

代表团参加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国家 

首脑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会晤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在 

发展两国关系和中阿关系以及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方面 

达成广泛共识。同年5月，埃及政府派出宗教基金部长艾 

哈迈德 ·哈桑·巴库里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中国，寻求 

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途径。访问结束后，双方签订了互助 

合作和文化交流协议，决定互派留学生和教师，这也是新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文化交流协定。中国教育 

部迅速着手留学生的选派工作，在最初的人选方案中，没 

有穆斯林学生，对此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第--tLl：派去 

埃及的留学生中一定要有穆斯林学生，他指出：“中国有 

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一千多万穆斯林，新中 

国成立后，国外反动派造谣说，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进 

行了大规模屠杀，尤其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更是 ‘残 

酷’，因为他们是有神论者，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这当然 

完全是造谣污蔑了。然而在派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第 

-- tLl：留学生和教师中，却连一个穆斯林学生都没有，这样 

就给国外敌人一个机会和借口，对新中国进行恶意的攻 

击和中伤。”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至12月底，首批赴 

阿的七名留学生最终确定，其中就有两位穆斯林同学。24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这批留埃学员，时 

间长达两个小时，勉励大家努力学习，为中埃、中阿友谊 

架设桥梁。 

在埃及的五年时间，第--tLt：．赴埃留学生遵照周恩来 

总理的勉励，不仅承担了国内代表团访问埃及的陪同和 

翻译工作，而且以实际表现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了新中国理 

解并尊重对方国家的民情、主流人文理念和生活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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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此后，随着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相继建交和中 

阿关系的日趋发展，除埃及外，我国也开始向叙利亚、伊 

拉克、利比亚等国陆续派遣留学生，赴阿留学日趋有序。 

改革开放后，自费留学生逐年增多。中国穆斯林青年 

往往选择阿拉伯国家作为留学对象国，所学专业也日益 

广泛，阿拉伯语、宗教、历史、法律、经济等都有涉及。以 

伊斯兰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学府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为例， 

2013年就读于爱资哈尔初中部、高中部、预科、以及爱资 

哈尔大学本部的中国穆斯林留学生总人数已达到1000人 

左右，进人大学学习的学生有270多人，其中公派学生70 

多人，自费生约为200人。在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们大多都 

能够秉承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穆斯林在阿学习的传统，增 

进了留学国家大学生和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其中部分留学 

生成为了参与到中国对阿公共外交中的学术精英。 

三、以朝觐为纽带的中阿穆斯林交流 

根据伊斯兰教教义，每位穆斯林在其一生中，在能力 

允许的情况下均要前往麦加朝觐，而伊斯兰教的两座圣 

城麦加和麦地那均位于阿拉伯国家之一 特阿拉伯 

王国境内。因此，以朝觐为纽带，加强与阿拉伯国家在宗 

教文化领域的交流，成为拓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公共外 

交、促进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重要途径之一。 

1952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组织了一个由达 

浦生大阿訇为团长的16人朝觐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由中国伊协筹委会组织的第一个朝觐团。由于当时我国 

与沙特王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朝觐团需经巴基斯坦卡 

拉奇到麦加去朝觐。虽然经过当时中国驻巴大使韩念龙 

与巴方的共同努力，但在卡拉奇仍未能获得赴沙特的签 

证，朝觐团没能成行。1 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 

理、纳赛尔总统和沙特国王费萨尔共同商讨中国穆斯林 

赴麦加朝觐问题。费萨尔国王表示欢迎，并当即决定，邀 

请中国穆斯林于当年7月赴麦加朝觐。于是，中国伊协于 

1955年组派了第一个朝觐团，此后每年均组派朝觐团前 

往圣地麦加朝觐 (“文革”中被迫停止十年)。 

为了落实周总理、纳赛尔总统和费萨尔国王在万隆 

会议期间达成的协议，1955年7月19日，中国伊协副主任 

达浦生阿訇率领19位穆斯林组成的中国伊斯兰朝觐团赴 

沙特朝觐。沙特方面给予高度重视，费萨尔国王在几个不 

同场合接见并宴请了朝觐团。1956年7月9El至11月16日，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主任包尔汉率37人的朝觐团赴麦加朝 

觐，期间，除完成各项朝觐功课外，还访问了麦地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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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官方进行广泛接触，阐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 

交政策，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对增进和发展中国 

人民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好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沙特国王三次接见包尔汉，并邀请他参加了清洗天房的 

盛典。此外，包尔汉还在吉达拜会了沙特内政大臣阿 卜杜 

拉。沙特电台组织了对中国伊斯兰朝觐团的采访，希望借 

此机会了解新中国和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从1955至1964 

年间，中国伊斯兰教会组织朝觐10次，共132人次。 

改革开放后，中国前往沙特朝觐的穆斯林不断增加， 

1979年10月在朝觐中断了14年后，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一 

行1 6人在安士伟阿訇率领下前往麦加朝觐，面对沙特对 

朝觐中断多年的疑虑，中国哈吉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仅 

将朝觐活动纳入正常轨道，还对推动中沙关系起到积极 

作用。1985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7次穆斯林朝觐团 

与各族自费和探亲朝觐者约1900人前往麦加朝觐。朝觐 

团40人中包括5位在政协等部门的省部级干部，除他们持 

有外交护照外，其余团员均持公务护照。沙特亲王、麦加 

地区长官哈米德在接见朝觐团后说：“我们没想到穆斯林 

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 

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哈米德亲 

王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民族宗教政策大加赞赏。 

中国穆斯林朝觐团正是以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 

外交，增强了中国和沙特间的了解和信任。1990年7月中 

国与沙特阿拉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全面开展两国间的 

政治、经济、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沙特方面为中国穆斯林 

赴麦加朝觐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优厚礼遇。2006年起中 

国哈吉的民航包机直抵麦地那入境，沙特方面为人数逾 

万的中国朝觐团的活动进行安排，千方百计提供方便。国 

家宗教局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均内设朝觐办公室，新疆、 

宁夏、甘肃等省区也相继成立了朝觐办公室，从组织上保 

证朝觐工作的规范化、机制化、常态化，并开展相关朝觐 

培训工作，使朝觐人员懂得旅行知识、安全知识、朝觐的 

意义、程序、禁忌、沙特政府关于朝觐的有关规定等，从 

而有助于中阿穆斯林交流。在朝觐人数上，1986年，中国 

赴沙特朝觐人数有2000余人，1 993、1 997年的朝觐团人 

数均超过5000人，2006年超过7000人，2008年朝觐人 

数近1．2万，2015年已达到1．45万。 

四、在华旅居的阿拉伯商人与中阿伊斯兰文化交 

流——以义乌为例 

2014年6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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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到一个阿拉伯商人扎根中 

国义乌的故事。他说道：“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 

方普通人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阿拉伯商人 

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 

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 

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的成功，最终同 

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 

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 

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 

梦的完美结合。”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真实地反映了在华旅 

居的阿拉伯商人群体通过和中国伊斯兰文化以及中国社 

会的互动，从而了解中国、亲近中国、传播中国。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 

入，义乌等地的阿拉伯商人大量增多，而从这一时期起， 

中国西北地区的清真寺与民间阿语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以及官办学校培养出的一定数量的穆斯林阿语人才，除一 

部分成为了清真寺阿訇、阿语教师外，大部分处于懂阿语 

而没有机会利用阿语就业状态的穆斯林青年抓住了这一 

历史发展机遇，秉承中国穆斯林的商业传统，自发至义乌 

等东部地区城市从事阿语翻译或相关的商务代理，有的 

则开公司办企业，架起了中阿客商国际贸易沟通的桥梁。 

比如，仅宁夏吴忠市~J2004年底时就有700多名回族青 

年在义乌当阿语翻译。大批中国穆斯林成为了来华阿拉伯 

商人的翻译和商业伙伴，使得这些回族青年身上所体现 

的中国伊斯兰文化成为了阿拉伯人了解中国的途径。 

不仅和中国穆斯林的商业交流促进了阿拉伯商人对 

中国伊斯兰文化、中国社会的了解，中国清真寺文化也在 

阿拉伯人在中国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近2010年 

时，每年来义乌进出境短期购货的外国商人多达27万人 

次，常驻的外国人达1．6万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穆斯 

林，单是伊拉克就有约700多人在义乌。在清真寺参加聚 

礼的外国穆斯林数量约1万到1．2万人，中国穆斯林约5万 

人左右，众多中外穆斯林的集聚形成浓烈的宗教氛围。而 

清真寺的中国阿訇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受到中国伊斯兰 

传统的影响，阿拉伯人通过在清真寺的交流能够了解到 

伊斯兰宗教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嬗变。 

与此同时，随着与阿拉伯商人接触的增多，义乌居民 

越来越熟悉阿拉伯人的宗教习俗。当地媒体还专门开设了 
一 个 “跨国姻缘”栏目，阿拉伯青年与义乌姑娘的爱情故 

事成为义乌当地民众广为传播的佳话。对于住得很近的 

中阿居民，阿拉伯人家里做祷告时，他们就会肃静下来， 

以免打扰到对方；到了春节，附近的阿拉伯人也会和义乌 

当地人一起聚餐，共同收看春节联欢晚会等。此外，义乌 

阿拉伯人中学习汉语的人数也不断增多，以义务工商学院 

为例，2014年时，该学院的留学生人数达~J938名，其中 

40％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留学生，该学院也在浙江省高校 

留学生人数前10名的榜单上位列第8，是该省上榜的唯一 

高职院校。而更多义乌阿拉伯商人对中国语言的掌握，对 

于中阿问宗教文化交流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小结 

当前，国际社会互动的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跨国 

公司、社会团体、商人乃至普通民众都能够对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产生影响。其中，由于宗教思想在大多数国家社会 

层面影响的广泛性，能够有效传播反映本国思想与传统 

的宗教文化对于构建一国软实力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有着 

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深厚的传统宗教文化积淀以及长期 

的中外宗教文化交流史，因而在对待宗教文化的跨国传 

播中，是有资源、有底气、有能力应对的。在对阿拉伯世界 

软实力的构建上，中国于20世纪50—70年代全面支持阿拉 

伯国家的外交政策被阿拉伯国家铭记，成为21世纪中国 

继续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坚实基础。 近些年来国 

家宗教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文化部等组织的反映中国 

穆斯林历史文化和时代风采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展演、文 

艺演出在所在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013年以来，习近 

平主席提出了 “一带一路”的倡议，而宗教文化交流正是 

促进民,bill通的重要方式。2016年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 

布了(《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文件中指出 “文明 

和宗教交流”意义重大，提出了“宗教交流”的倡议，即搭 

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倡导宗教和谐和宽容，探索去极 

端化领域合作，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由此可见， 

在对阿宗教交流中不断总结经验，以我为主，形成交流与 

对话机制是未来中国深入推进伊斯兰文化交流，进一步 

提升在阿拉伯世界软实力的目标与挑战。 

(本文为教育部2015重大攻关课题 “深化中外人文交 

流的战略布局与运行机制研究”的中期成果，项目批准号： 

15JZD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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