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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20 日，由韩志斌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东

部落社会通史”开题报告会在西北大学举行。课题组邀请中国社科院世界

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北京大学李安山教授、内

蒙古民族大学姚大学教授、外交部前驻也门、埃及、约旦外交官戴新平先

生，以及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黄民兴教授、王铁铮教授担任评议专家。

开题报告会由西北大学社科处刘丰处长主持，陕西省社科规划办副主任安

海胜在会上致辞。

韩志斌教授首先对课题的总体设计进行介绍。他认为，在中东历史上，

部落与国家以及中东文明存在紧密的互动。在当前，部落社会仍是影响中

东地区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我国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

下，中东地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因此，不了解中东部落社会，就难以

解读中东深层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可以说，系统研究中东部落社会史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我国对于中东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史、

国别史、断代史和专题史等领域，对于部落社会史的研究关注不够。韩志

斌教授还指出，本课题主要按地区性的特点分为四个子课题，即中东北层、

新月地带、海湾地区和北非地区。在研究上，以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

东部落社会系统阐释，相关研究突出中东部落社会发展的规律，以及部落

与国家、中东文明的互动。子项目负责人分别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闫伟

博士、蒋真副研究员、浙江大学吴彦副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王新刚

教授。

* 李宝凤，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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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从不同角度对本课题进行评议，并且对后续研究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建议。

于沛研究员指出，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难度和独特性。在主要的世

界史研究成果都来自欧美国家的情况下，如何对西方的学术成果进行甄别、

选择、吸收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在多位研究者参与课题的情况下，要加

强对重要概念、重要理念交流与讨论，将共同学术理念真正渗透到学术成

果中。他认为，课题中的 “通”字要慎重使用。韩志斌教授也提到参照剑

桥世界史来写作。其中，最有名的 “剑桥三史”，即 《剑桥世界古代史》

《剑桥世界中世纪史》《剑桥世界近代史》代表了英语国家世界历史研究最

高水平的作品。但这些著作没有使用 “通史”这个词，其内容建立在高水

平的专题研究基础上。部落社会通史和一般的中东地区通史研究有很大的

区别。后者以叙述为主; 而前者对于理论的要求更高，在原有研究的基础

上要进一步深化。因此，本课题最终以 “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还是

“中东部落社会史研究”为名称，还需要继续斟酌。

于沛研究员建议课题组参照白寿彝先生主持的多卷本 《中国通史》的

写法，把西方历史写作的长处和中国传统史学的长处结合起来。 《中国通

史》第一卷基本没有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将相关研讨会上的理论准备单

列成册。它既是本书的导言，也是整套丛书的写作手册。另外，剑桥史的

特点是，作者将每本书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以及具有争议的问题提炼出

来，作为全书的第一章，这样就回答了读者在阅读中可能提到的问题。因

此，本项目可以以总导言阐明各卷之间的内在联系、基本观点等，从而将

各卷有机联系起来。于沛研究员最后指出，完成这个课题是一件值得珍惜

的事，课题的完成将会对新一代专家的成长，对学科的发展，对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学科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他对课题的顺利完成充满信心。

李安山教授认为，要充分认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客观水平。我国在中

东部落方面知识储备不够，因此本课题要着眼于学科建设，希望成为填补

空白之作，做出特殊贡献。李安山教授对于下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议。

第一，课题设计的最终成果十分全面，既有译著、论文，也有通史性的专

著。译著的选择最好以本土为主，但水平不能降低。第二，课题组要思考

“部落社会通史”的落脚点是 “部落”还是 “社会”。如果强调部落的演

变，它就和政治制度的演变、经济发展、文化、宗教、社会结构存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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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第三，要加强理论建设。史学研究不过度强调理论，但是要把握相

关概念和理论。比如说彭树智先生提出的 “文明交往论”。对中东研究中盛

行的观点和理论是全盘接受，还是有批判性的接受，提出自己的理论，在

研究中要进行考虑。第四，建议写一个总论卷，包括研究范围内的重要概

念、框架结构的内在逻辑，以及重大问题和重大事件。最后，希望课题的

研究要使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尽量避免失误。

哈全安教授指出，这个重大项目要对各子项目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

提炼和升华，要有针对性地解释当前的中东问题。通过本课题的研究能够

解答中东部落问题，那么这个项目就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哈教授提出了一

些针对性的建议。第一，如果本课题是通史，那么最终成果一定要 “贯

通”，难度极大。“部落社会”一词也存在歧义，建议将课题的最终名称改

为“中东部落史”或者“中东部落史研究”。第二，每个子课题都要突出问

题意识，避免平铺直叙，提炼重大问题会使课题完成效果更好。同时，可

以将课题的总论化解到各卷中，加总论可以锦上添花，不加总论也可以。

第三，要对认同问题进行研究。中东地区有部落认同、宗教认同、民族认

同、国家认同。其中，宗教认同可能是从部落认同到国家认同的纽带。伊

斯兰教在这里起到重要作用，让部落社会突破了部落的狭隘的目光。部落

成员通过宗教看到了国家，看到了领袖。第四，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两

个问题: 即威权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经济的封闭状态是部落存在的

基础，一旦这种封闭状态被破坏，部落赖以生存的条件就不存在了。因此，

经济市场化是从根本上摧毁部落社会的重要动力。最后，对于部落内涵的

界定非常重要。原始部落具有群婚、公有、民主的特点。现在的中东部落

绝不是以此为内涵的原始部落，具有一些不同于上述要素的新特点，需要

在研究中探讨。

姚大学教授向以韩志斌教授为首席专家的 “中东部落社会通史”课题

组成员表示祝贺。课题预期成果———多部译著、高质量的论文，四卷本的

最终成果，值得期待，意义重大。他指出，做史学研究一般都强调 “理论

决定成败，细节体现高低”。从理论角度而言，题目中的社会和部落是两回

事，去掉“部落”照样可以做这个题目，去掉 “社会”也可以做，所以需

要审慎处理。此外，四个子课题的框架结构不太平衡，各个子课题在设计、

论证尤其是写作框架方面还有进一步修改、加工、提炼的空间。不要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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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做成四个地区的部落社会通史，而是要写成一部真正的中东部落社会

史。此外，他还指出，要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阅读与提炼。在文献方

面，课题组列出了中文、英文、阿拉伯文、波斯文等 380 余种文献。随着研

究的深入，还会发掘大量文献资料，所以做起来非常艰苦。另外，作为社

会史研究，还需要田野调查。要通过调查真正深入中东了解部落的情况，

课题组在这方面要有思想准备，有吃苦的精神。他指出，本课题的首席专

家和主要成员皆年轻有为，这是完成课题的重要保证。

戴新平先生认为，本课题由表及里地体现了我国中东研究，这对于中

东问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意义。他根据自己在也门和苏丹的长期工作经

历，介绍了两国的部落情况。部落是也门最基层的社会组织，部落拥有自

己的传统和武装，在经济上也有自己的组织和商业活动。此外，也门部落

也具有军事组织，它承担着保护部落属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责任。部落

也负责协调对外关系，解决内在冲突。一般认为，也门有五个大部落，其

中三个部落在北方，两个部落在南方，其中哈希德部落是规模最大的部落。

也门部落并非一成不变，在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中也发生着变化。戴新平

先生还对也门部落与当前也门乱局，以及也门部落与胡塞武装的关系进行

了深入的介绍。根据 1994 年苏丹人口报告，苏丹大概有 597 个部落，主要

归属三个大部落，即阿拉伯部落、地中海部落和黑人部落。戴新平先生对

这些部落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王铁铮教授对本课题的研究提出六点建议。一是文献资料是从事史学

研究的重要前提。本课题组列举了几十页的文献资料，可以说有一定的资

料基础。但对待史料需要鉴别，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二是建议按照专

家的意见，将课题最终名称修订为 “中东部落社会史”或 “中东部落社会

史重大问题研究”。三是适当淡化对部落史的叙事，强化对不同历史时期重

大问题的研究。四是建议采取 “厚今薄古”的写法，对古代部落史只讲最

重要的问题，强调近代以来的中东部落，处理好古代和近现代的关系。五

是建议总体成果四卷本不变，但适当减少译著的比重，可以将最精华的部

分收集起来，汇编为译本。最后，建议处理好几对关系，即通史与专题研

究的关系，伊斯兰教产生之前与之后部落社会的关系，共和制国家和君主

制国家部落社会的关系，阿拉伯部落和非阿拉伯部落的关系，部落习惯法

与宗教法的关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王铁铮教授希望课题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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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几年的努力，顺利完成课题。

黄民兴教授认为课题组要处理好中东部落与中东历史的关系，古老文

明与现实问题的关系。中东历史悠久，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文字和文明皆

诞生于此。但当今中东是世界最动荡和不安的地区，面临着很多问题。这

与中东部落存在哪些联系，课题组要认真思考。此外，还要探究中东部落

与中东社会的关系。中东社会结构演变有两大趋势: 传统力量的衰落和新

力量的兴起，这实际上是社会变迁的问题。部落是传统社会组织，其发展

方向必然走向衰落。部落与族群的关系，在理论上需要关注和探讨。从政

治学的角度看，部落与国家的关系是辩证的。早期国家可能来自部落的联

合，国家一旦形成部落自治就是对国家的挑战。国家要想强大，必须建立

起独立于部落之外的强有力的国家机器。这实际上就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问

题。另外，从类型上看，中东部落具有平等和等级制两种类型。前者以阿

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为代表，后者以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为代表。此外，

黄民兴教授建议，本课题可以设计一卷作为总论卷或有分量的导言，课题

组最好进行一些田野调查等。

这次开题报告会进一步丰富了课题组对于本项目的认知。各位评议专

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为本课题的研究破除了一些盲区，同时也使课

题组更加明确了本项目的责任与重要性、艰巨性和面临的具体挑战。本次

会议有助于进一步完善课题的研究内容，从而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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