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中东研究和犹太研究

潘　 光

　 　 编者按　 潘光研究员，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 同

时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同济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 联合

国文明联盟大使， 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成员， 美国 “中国 － 欧亚论坛”
高级顾问，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等。 潘光研究员是我国犹太史和中东

问题专家， 编著 《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 《来华犹

太难民资料汇编》 （四卷）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史述、 理论与模式》 《犹

太文明》 《犹太民族复兴之路》 《２００３： 美国对伊战争透视》 《重要国际问

题探源》 《当代国际危机研究》 《犹太人在中国》 （中、 英、 法、 德文） 《犹

太人在上海》 （中英文） 等上百篇部。 潘光研究员的研究成果七次荣获上海

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四次荣获上海社科院优秀成果奖。 此外还曾

获美国詹姆斯·弗兰德基金会、 加拿大政府暨国际加拿大研究委员会、 俄

罗斯总统普京颁令授予的圣彼得堡 ３００ 周年荣誉勋章等。 本刊特邀潘光研究

员撰文介绍治学与学科建设的经验， 以期为我国的中东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读了民兴所长来信， 我觉得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的 “中东问题研究专

家访谈” 项目很有意义。 我们这些人确实应该把自己的学术经历写出来，
为年轻人留个记录， 也许对他们会有所帮助。 这里要说明， 我把 “犹太研

究” 单列出来， 是因为犹太人遍布全球， 因此犹太研究的一些问题也许已

不限于 “中东研究” 的范围。 不过， 由于犹太人源于西亚北非， 犹太研究

又与以色列研究密切相连， 所以我认为它从整体讲还是属于 “中东研究”
的大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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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早年经历

我祖籍海南文昌， 生于上海， 应该算是个上海人。 我父亲幼时随祖父

去越南西贡 （今胡志明市） 谋生， 在那里长大， 因此精通越南语和法语，
当然也会说广东官话 （即香港、 广州等地的通行话语） 和海南话 （与广东

官话不一样）， 还会讲潮州话和客家话， 但是他的上海话却始终说不好。 父

亲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初来到上海， 进入法国人办的震旦大学学习， 在学校参加

了中共地下党， 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我母亲祖籍浙江绍兴， 是一位

教师， 与父亲结婚后也参加了中共地下党。
我出生于 １９４７ 年， 当时父母正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为迎接解放而

艰苦奋斗。 两年后， 我们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 我

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优良， 先后就读于三所名校： 徐汇区第一中学小学，
上海中学和五十一中学 （位育中学）。 这三所名校培养的人才遍布全球， 如

已故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生前就是位育中学校友会名誉

会长。
令家人和亲友惊讶的是， 我在中小学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国际问题。

他们至今还记得， 那时我能背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首都、 人口、 面积， 能

认出所有国家的国旗。 正是基于这样的兴趣爱好， 我于 １９６５ 年考入中国人

民大学国际政治系， 从此进入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殿堂。
孰料不到一年， “文革” 就爆发了， 于是我们不得不走出校门， 在摸爬

滚打中学习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 １９７０ 年我被分配到辽宁海城一所农村中

学当教师， 一干就是七年。 那段时间虽然身处山沟十分闭塞， 但却有许多

时间读书， 又自学了英语 （以前学的是俄语）， 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１９７７ 年， 高考恢复了。 次年， 高等院校开始招收研究生。 当时我已经

３０ 岁， 但还是决心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那时我的母校人民大学还没有复

校 （ “文革” 中被解散）， 国内仅有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有国际政治系， 但

竞争非常激烈， 于是我决定报考比较接近国际政治的世界史专业。 经过一

番拼搏， 我居然考取了实力雄厚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 成了

“文革” 后首届研究生。 三年学习虽然艰苦， 但经过浩劫之后， 我们对之倍

加珍惜。 １９８１ 年毕业， 我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后在工作中继续在职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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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获同专业博士学位。

二　 进入中东研究

说起进入中东研究的缘由， 还与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密切相关。 当时我

的导师起先是陈崇武、 艾周昌两位教授， 后因陈老师赴法国访学， 便由德

高望重的王养冲教授来指导我的硕士论文。 王老师早年在法国获得博士学

位， 归国任教历经坎坷， 改革开放后重振雄风， 推出了一批力作， 成为法

国大革命史和西方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 艾老师当年才 ５０ 岁

左右， 已发表了一系列著述， 成为国内非洲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 硕士

论文写什么题目， 我再三考虑， 为获得两位导师的得力指导， 决定选择一

个将法国与非洲联系起来的题目——— 《关于拿破仑远征埃及的几个问题》。
在写论文的过程中， 得到王、 艾两位老师的悉心辅导， 阅读了大量关于中

东的资料， 有些史实特别引起我的兴趣。 例如： 拿破仑的远征虽然是一场

侵略战争， 却打破了埃及闭关锁国的状态， 使埃及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随拿破仑去埃及的一批学者在考古方面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 奠定

了现代 “埃及学” 的基础； 拿破仑是欧洲第一个解放犹太人的皇帝， 他赋

予法国犹太人与其他民族成员、 宗教信仰者同等的待遇， 带兵打到中东时

又解放了现今黎巴嫩、 叙利亚、 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 拿破仑远征埃及

导致英法在中东展开激烈争夺， 揭开了马克思所说的 “东方问题” （即列强

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角逐） 的序幕。
此后， 我对中东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感兴趣， 特别对埃及的穆罕默

德·阿里改革和奥拉比起义、 １９ 世纪中叶黎巴嫩的教派纷争和列强干预、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与俄土关系、 政治锡安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 的产生和

发展、 “东方问题” 的后遗症对今日中东的影响等题目做了研究并发表了若

干文章， 还主编了一本 《阿拉伯非洲历史文选》。 回过头来看， 确实是那篇

硕士学位论文把我带进了中东研究和犹太研究。

三　 研究三层次

１９８１ 年年底， 我进入著名的思想库和智囊机构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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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干就是 ３０ 多年， 先后任世界史研究室主任、 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和欧亚研

究所所长， 成为资深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 还兼任过由汪道涵任主席的上

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并被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政

法学院等高校聘为兼职、 客座或特聘教授。 ３０ 多年来， 我的研究逐渐形成

了三个层面： 国际关系与世界史综合研究； 以中东、 中亚为主的地区和国

别研究； 犹太、 以色列特色研究。
在第一层面， 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冲突与危机管理、 国际关系中

的民族宗教因素和文明对话、 各国现代化进程比较、 恐怖主义和反恐问题

等方面。 我的专著 《当代国际危机研究》 （１９８９） 是国内最早的专门研究国

际危机的力作。 我在现代化进程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是 １９９２ 年出版的 《走出

封闭的怪圈》， 对亚、 非、 拉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进程做了比较研究。 近年

来， 我在文明对话和恐怖主义问题方面做了比较多的研究， 发表了多篇关

于 “一带一路” 沿线不同文明对话的论文， 并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 “联
合国文明联盟大使”， 还完成了公安部的国家反恐怖软科学课题 “国际反恐

怖合作研究”， 并出版了专著。 上述研究均与中东密切相关。
在第二层面， 我担任欧亚所所长 １５ 年， 自然注重对欧亚地区的研究，

特别在中东、 中亚、 俄罗斯、 丝绸之路与亚欧关系等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

著述。 苏联解体后， 中亚五个伊斯兰国家独立， 这五个国家有四个属突厥

语系， 一个属波斯语系， 形成了中东的延伸地带， 欧美学界也称之为 “大
中东”。 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的上海社科院欧亚所由原历史所的世界史研究人员

和原苏联东欧所的研究人员组成。 世界史研究人员的优势主要在中东和犹

太研究， 而原苏联东欧所研究人员则有俄语优势。 作为首任欧亚所所长，
我立刻发现了一个优势互补的学术结合点———中亚研究。 抓住这个切入点

有两个有利因素： 一是中亚与中东、 东亚、 俄罗斯、 欧洲、 美国均有密切

联系， 还有着 “丝绸之路” 这一厚重的历史底蕴， 因此原两单位的学者可

优势互补； 二是中国特别是我国新疆与中亚的关系迅速发展， “上海五国”
机制正在酝酿之中， 我们开展中亚研究， 也可为国家建言献策， 发挥智库

作用。
此后几年， 我着力研究将中东与中亚结合在一起的亚欧关系和 “丝绸

之路”， 承担了国家课题， 推出了专著 《从丝绸之路到亚欧会议———亚欧关

系两千年》。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我应邀到中央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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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现场直播嘉宾， 向全球观众介绍这个新组织的来龙去脉。 在此前后， 我

领衔建立了国内也是国际上第一个 “上海五国” 研究中心， 上合组织成立

后改名为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此后， 我承担了多个上合组织研究国家

课题， 推出了 《稳步前进的上海合作组织》 等专著。 从 １９９３ 年起， 我们每

两年举办一次中亚问题国际研讨会， 后发展为中亚与上合组织国际研讨会，
至今已举办了十三届， 在国际上颇有影响。 我们的研讨会与中东密切相关，
如 ２００３ 年第六届会议的主题就是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亚和上海合作组织”。
随着伊朗成为上合观察员国以及土耳其成为上合对话伙伴国， 中东许多国

家都申请加入上合组织。 ２０１７ 年， 我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 《上合组织走

进中东》， 产生了较大影响。 ２０１３ 年，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宣布在

上海政法学院建立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 我出任该

基地的首席专家。
第三层面是我的研究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 前面提到， 我的硕士论

文不但将我引入了中东研究， 也使我对犹太历史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 １９８８
年， 我和同事们建立了国内第一个犹太研究机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ＣＪＳＳ）， 我担任中心主任至今。 起先， 我们的研究几乎涵盖犹太研究的各

个方面———历史、 文化、 宗教、 当代以色列等。 后来， 我们的研究重点逐

步转向中国， 尤其是上海的犹太人， 因为只有在这个领域， 我们才拥有相

对的优势———掌握有关中国、 上海犹太人的第一手资料。 沿着这个方向，
我们不断推出成果， 成为中国最具影响的犹太学和当代以色列研究机构，
不仅协调中国学者的研究活动， 而且与世界各国的同行开展着富有成果的

合作。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６ 年， 我们每年都举办以色列研究学术研讨会， 西北大学

的阎瑞松等教授都来参加过。 此后， 我领衔推出的犹太研究中心重要成果

包括： 《犹太人在亚洲》 （中英文） 《犹太人在上海》 （中英文） 《犹太人在

中国》 （中、 英、 法、 德文） 《犹太人忆上海》 《犹太民族复兴之路》 《犹太

文明》 《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上海犹太人》 《犹太研究在中国： 三十年回顾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犹太人与中国： 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 《纳
粹大屠杀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犹太人在美国》 《离散与避难： 犹太民族难

以忘怀的历史》 等。 ２０１０ 年底，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１９３３ － １９４５）” 被正

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由我担任首席专家， 使我们的研究

质量和水平得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提升。 项目组先后完成阶段性成果 《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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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 资料性成果 《来华犹太难民资

料汇编》 （四卷）， 到 ２０１７ 年完成最终成果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１９３３—
１９４５）： 史述、 理论与模式》， 项目顺利结项， 获得普遍好评。

上面三个层面是从研究内容而讲。 从研究的类别来说， 我的研究又可

分为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三类， 上面主要讲了基础研究， 下文

还要介绍应用研究。 就对策研究而言， 有些内容无法公开， 但也应简单介

绍。 我直接参与的主要有： 中以建交的学术及政策准备、 改善中美关系的

若干新思路、 上海五国———上海合作组织升格进程、 中国—中东关系对策

建议、 “东突” 问题和反恐战略、 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安保工作、 上海 “亚
信” 首脑会议、 国家领导人出访中东等方面的相关研究。 对策建议受到中

央领导重视， 多次获得批示， 有些被采纳。

四　 走向世界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我们的国际交往迅速发展。 这在犹太研究特

别是关于犹太人在中国研究方面表现特别突出。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发起或

参与组织了多次国内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犹太人重聚活动， 以及有关犹太

名人、 纳粹大屠杀和今日以色列的展览会。 还在中国首次举办了犹太学青

年论坛和希伯来文班， 并与影视界合作制作影视作品， 与旅游界合作编制

犹太遗址游览图。 近年来， 以色列总统和总理， 德国总统和总理， 奥地利

总统和美国第一夫人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名流访问了上海犹太研究中心

并参观中心举办的展览会。 不仅如此， 设在上海社科院四楼的上海犹太研

究中心也登上了以色列、 美国、 德国等许多国家编写的 “中国旅游指南”，
成为众多外国游客， 尤其是犹太游客在上海的 “必游之地”。 经常有白发苍

苍的犹太老人， 由一句英语也讲不来的门卫领着上研究中心来， 已成为社

科院一景。
寻找何凤山的成功， 是我和犹太研究中心团队走向世界的得意之作。

１９６３ 年， 以色列议会通过法令， 向曾经在纳粹大屠杀时期救助过犹太人的

非犹太人颁发 “国际义人” 奖。 截至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共有 ８６１１ 人被授予了这

一荣誉， 然而其中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 以色列政府对于这项荣誉的授予，
有十分严格的资格审查要求， 获奖者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一是非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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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不能通过救助犹太人来谋利； 三是从未迫害过犹太人。 除此之外， 还

必须提供救助犹太人的书面证据或其他旁证。 尽管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那

段历史人人皆知， 但要为某人找到救助犹太人的书证或旁证却异常困难。
而且， 由于 １９３７ ～ １９３９ 年犹太难民进入上海无须签证， 因此不太会想到要

在中国外交官中寻找线索。 １９９５ 年， 事情突然有了转机。 我应邀赴奥地利

萨尔茨堡参加 “纪念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 ５０ 周年” 会议。 开会期间， 我

从与会的前犹太难民口中得知， 当年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虽无须签证， 但离

开粹控制区却必须持有他国发出的签证。 许多与会的犹太朋友都提到了一

个名字———何凤山 （时任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 他们称， 他发出的签

证让数千名犹太人逃脱了纳粹的屠刀。
这实在是个太大的惊喜！ 于是， 我们便开始积极寻找一切关于何凤山

的资料， 并向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和大屠杀研究机构发出了寻求帮助的信

息。 在专门寻找救助犹太难民外交官的 “生命签证” 组织的帮助下， １９９８
年， 我与定居美国的何凤山之女何曼礼取得了联系， 只可惜， 何凤山已于

一年前离开人世。 经过多方努力与通力合作， 有关何凤山救助犹太人的完

整资料渐渐成形。 １９９９ 年， 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 “犹太人在上海” 系列

活动上， 我们首次公布了何凤山救助犹太难民的史料， 中国 “辛德勒” 的

义举震撼了世界！ 此后， 以色列有关部门根据我们提交的资料及有关线索，
对何凤山的事迹进行了周密的审核。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以色列正式授予何凤山

“国际义人” 称号。 次年， 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隆重举行 “国际义人———何

凤山先生纪念碑” 揭碑仪式， 石碑上的铭文刻着： “永远不能忘记的中国人。”

五　 讲好中国故事

早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我们就想编撰一本 《犹太人在上海》 的画册，
但是碍于经费制约， 只得一再搁置。 直到 １９９５ 年， 上海画报出版社 （后更

名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找到了我， 双方一拍即合， 于纪念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５０ 周年之际推出了画册。 画册再现了犹太人在上海走过的历程， 特

别是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难忘故事， 出版后受到各界广泛好评。 此后 《犹
太人在上海》 画册又进一步拓展为 《犹太人在中国》 画册。 对这一拓展，
我必须要介绍一下两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老市长汪道涵和原国务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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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办主任赵启正。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赵启正赴京履新， 随身带去了我送的那本

《犹太人在上海》。 他阅后问我： “为什么不把画册内容拓展到 ‘犹太人在中

国’？” 从 《犹太人在上海》 到 《犹太人在中国》， 就要把哈尔滨、 天津、
开封、 香港等中国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历史都纳入其中。 当然， 研究基础和

资料积累已不成问题， 但是让人拿捏不定的是开封犹太人涉及比较敏感的

宗教、 民族政策问题。 汪老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 很快把这个问题向时任

国家领导人做了汇报， 中央领导的回复是 “让他们放心、 大胆地做”， 相信

专家能把握好政策问题， 这让我们稳稳地吃了一颗定心丸。 此后， 赵启正

同志和国务院新闻办还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犹太人在中国》 中英文双语版面世；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犹

太人在中国》 中法文、 中德文对照版同时出版。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在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６０ 周年和 ７０ 周年之际， 《犹太

人在中国》 和 《犹太人在上海》 画册又两次再版。 这些年来， 《犹太人在中

国》 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相关国家时送给外国领导人的礼品。
各方人士对画册给予了高度评价。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多次赞扬

此书， 说这是 “用一本书感动了一个民族”， 并在全国外宣工作会议上多次

提到这本书在对外宣传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看到

画册中他父亲的照片时非常激动， 表示要十分珍惜中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

传统友谊。 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阅读画册时回忆起了在上海度过的

难忘岁月， 表示要为促进中国人与犹太人友好和中美关系继续努力。 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专门致信赵启正主任， 对这本

画册的出版表示祝贺。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谢夫斯基说： “我们将把这本画

册作为传家书来保存。” 加拿大温哥华大屠杀教育中心已决定将画册中的部

分内容作为教材。 董建华先生十分赞赏画册的创意， 认为画册有利于调动

香港 ６０００ 犹太人的积极性， 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做贡献。
我们中心还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单位合作， 把画册变成图片展

览， 在美国、 加拿大、 以色列、 澳大利亚、 德国、 奥地利、 意大利、 波兰

等许多国家举办展览会， 引起了轰动。 近年来， 还出现了关于这个题材的

小说、 纪录片、 电视剧、 音乐剧等。 这正是我们积极促进的 “公众史

学” ———将史学研究从书斋推向大众。 由于我们的研究在国际上影响越来

越大， 我也受邀到世界各地参加会议和讲演。 我讲演的地方遍布全球，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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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不清所有的学校和机构， 只记得最著名的有哈佛大学、 剑桥大学、 牛

津大学、 斯坦福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 美

国兰德公司、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 阿

联酋战略研究中心、 埃及开罗大学、 土耳其安卡拉战略研究中心等。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联合国举行纪念 “碎玻璃之夜” （１９３８ 年 １１ 月纳粹大肆迫害犹太

人之夜， 因砸碎许多玻璃得名） ７０ 周年活动， 我还应邀在联合国的讲坛上

作讲演， 介绍了 “碎玻璃之夜” 后数万犹太难民逃往上海获得救助的故事。
当然， 犹太人在中国特别是犹太人逃亡上海的故事只能算是我讲的诸

多题目中的一个。 近年来， 我讲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在中东的作用和上海合

作组织。 具体的题目五花八门， 主要有如下这些：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以来中

国在中东的上升作用” “ ‘一带一路’ 与中国—中东关系” “中国对中东热

点问题的观察和政策” “中国—以色列关系与 ‘一带一路’ 在东地中海的拓

展” “中国的能源政策与中国—海合会 （ＧＣＣ） 关系” “中东乱局与中国的

反恐政策” “上海合作组织与中东” “中—俄—中亚关系与上海合作组织”
“中土关系与东突问题”， 等等。 ２０１６ 年， 我就应邀到联合国讲了 “中国在

中东的上升作用”。 碍于篇幅所限， 这里无法对这些讲演一一详述。
需要提一句的是， 我在讲演中还经常碰到话语权的问题。 以犹太难民

在中国这个问题为例， 由于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是缺位的，
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可乘之机。 于是， 国外有些声音便说， 当犹太

难民涌入上海时， 是日本人占领着上海， 因此 “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
在一家国际知名犹太博物馆内有一幅 “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 其中在 “上
海” 注明救了 ２５０００ 犹太人， 但却插了一面日本国旗。 后来， 在我们的一再

要求下， 这面旗帜才被挪走。 这种 “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 的说法是完全

错误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中国人生活的弄堂里， 无疑是中国人民接纳

了来华犹太难民。 何凤山给犹太难民发了数千张签证， 其中许多人来到了

上海。 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海的一部分， 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拒绝犹太

难民的进入。 但到了 １９４３ 年 ２ 月， 日本当局设立了虹口隔离区， 强迫两万

余犹太难民迁入该区。 应该指出， 有少数日本官员是同情犹太人的， 如当

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暗中帮助犹太人， 被日本当局逮捕， 遭严刑拷

打后押送回日本。 令人欣慰的是， 经过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勤奋研究和

耐心宣讲， “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 的说法基本已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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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中东同样有这类问题， 例如有些人一直宣称 “我们在中东反恐， 中

国在中东赚钱”， 还有人称 “‘一带一路’ 就是要掠夺中东的资源”。 当我讲

到 “一带一路” 对中东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 中国有 １０００ 多士兵

在黎巴嫩南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有三艘军舰在亚丁湾打击海盗， 以及

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第一个补给基地等等之后， 许多听众十分惊讶， 有些

人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 看来， 我们在宣传中国的中东政策和中国在中东

的作用方面还要做许多工作。

六　 著述和荣誉

这些年来我发表的论文总计有数百篇， 难以一一列举。 关于著作， 前

面已提及许多， 这里再补充若干： 《国际反恐怖合作研究》 《重要国际问题

探源》 《２００３， 美国对伊战争透视》 《以色列与犹太学研究》 《犹太学和以

色列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英文和希伯来文） 《龙象共舞： 对中国和印度两

个复兴大国的比较研究》 《欧亚研究论萃》 《犹太之旅》 《外国著名战役故

事》 等。
因科研成就卓著， 我十多次荣获上海市社科优秀成果奖和其他奖项，

并获得美国詹姆斯·弗兰德中犹研究学术奖和加拿大政府授予的加拿大犹

太人研究特别奖金。 ２００４ 年， 俄罗斯总统普京颁令授予我圣彼得堡 ３００ 周

年荣誉勋章。 ２００５ 年， 我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２００６ 年， 奥地利政府授予

我奥地利大屠杀研究纪念奖。
现在我已不再担任欧亚所所长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但仍有一大

堆职务在身， 主要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 上海政

法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
“一带一路” 项目主任， 中国—上合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首席专

家、 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 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 上海联合国研究会会长、
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国家反恐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 上海市政府外办咨询专家、 上海市政府侨办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反恐研究中心

副主任等。
在国际上， 我目前还担任美国亚洲协会国际理事会委员、 联合国文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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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大使、 麦克米兰出版集团 《现代中国政治与发展丛书》 联合主编等职务。

七　 想法和建议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我国的中东研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希望中东研究

的年轻一代和后起之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 取得更大的成就。 为

此， 我想谈三点想法， 也是对中东研究青年学者的建议。
第一， 深化研究就是要探索、 把握规律性因素。
把握历史脉络、 找到发展规律、 推动理论创新， 正是我们深化中东研

究的重要目的， 也是我们的研究是否达到了 “深化” 的评判标准。 中东自

古至今的发展史， 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蕴含着无数文明智慧的浪花，
是我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宝库。 一幕幕王朝与共和的兴衰成败， 一个个伟人

与枭雄的功过是非， 重大历史事件深处的内幕轶事， 伟大发明创新背后的

艰辛努力， 无不折射出深刻的道理和重要的规律。 研究并认识它们， 我们

就能更好地以史为鉴、 温故知新、 把握形势、 开创未来。 目前越来越多的

中东热点问题呈现出新的、 非传统的特点， 如气候变暖、 环境污染、 信息

安全、 资源短缺等。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中东剧变的乱象显示 “西方模式” 不可

照搬照抄， 也刺激新右翼和民粹主义急剧膨胀。 面对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

的泛滥， 促进文明对话互鉴对中东更具有战略意义和紧迫性。 随着中国的

发展和崛起， “一带一路” 成为中东的热点， 但对此的解读形形色色。 对这

些发展， 媒体的任务可能是解读和评论， 不过中东研究学界就不能停留在

这一层次， 而要发掘其中的规律性因素。
当然， 现实发展的规律与历史事件的规律不尽相同， 具有许多变数。

不过， 深入研究历史或现状之中的规律性因素， 都要求我们有扎实广博的

理论功底， 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做出睿智深刻的分析判断， 并具有

与时俱进的调整能力。
第二， 深化研究要注重构建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
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 我们特别要在以下五方面有所改进。 其一，

不要关门研究， 要主动、 积极介入国际学术、 文化、 科研、 传媒舞台。 其

二， 不要因循守旧， 要创造性、 建设性地提出我们自己的主张、 构想和战

略。 其三， 不要照搬西方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 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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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角， 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和世界故事。 其四， 不要停留在一般性、
重复性的论述上， 要着眼于追求卓越、 强于创新， 凭借扎实的文史底蕴和

宽广的国际视野推出 “高品位” “有深度” 的精品。 其五， 不搞八股文和大

批判， 要通过摆事实、 讲道理， 让人家听得懂、 听得进， 特别要重视中东

各民族、 宗教语言文字翻译的精确度。
第三， 深化研究必须将基础、 应用、 对策三个方面密切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一切有理想、 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

该立时代之潮头、 通古今之变化、 发思想之先声， 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

论、 建言献策， 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本着这一精神， 年轻学人深

化中东研究必须将基础、 应用、 对策三方面密切结合。
深化基础研究就是要系统地、 持之以恒地加强学科基础建设， 构建中

国自己的中东研究理论框架、 研究路径和教学体系。 在此基础上， 也要对

本学科研究中的一系列热点、 难点和疑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提出中国人

自己的见解。 有些热点问题至今仍处于见仁见智的讨论之中， 一些难点问

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还有些疑点问题则需

要发掘更多的材料加以佐证。 要解决这些问题， 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是不

行的。
深化应用研究关键是要使我们的研究走出书斋， 走向社会， 面向大众，

为人民服务。 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 成千上万的国人走出国门， 同时又有

许许多多的老外走进国门， 世界上的大事与国内的发展密切相关， 社会大

众对中东的兴趣日益强烈， 这就为应用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年轻学人

特别要注意用自己的研究为外事、 外宣工作服务， 为拓展对外交流服务，
为 “以史为鉴” 的重要纪念活动服务。

深化对策研究就是要为国家的政治、 经济、 安全等方面利益服务， 特

别要为党和国家领导及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的决策服务。 由于具有广泛的

国际联系， 中东研究学者在这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比较突出的是

在以下几种情况发生时及时提出对策建议： 重大国际活动举行之前、 国际

上出现突发事件之时、 影响国家安全的活动 （如暴恐活动） 出现时， 等等。
上述几点， 仅是个人想法， 仅供从事中东、 犹太研究的青年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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