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东研究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10 期)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东史研究*

王铁铮**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中东史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阶

段。 第一阶段是 1949 ～ 1978 年, 主要是培养和储备人才, 设立相关研究机

构, 组建最基本的研究队伍。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是推出了一批高质量

的译著, 为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 1978 ～ 2010 年,
中东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轨道, 围绕中东史开展的各种相关研究全面铺开,
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 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东史研究新学科。 第三

阶段是 2010 年至今, 中东史研究不断向纵深领域拓展, 主要研究对象开始

转向综合性的地区或中东国家通史, 以及对区域性大国、 重大事件和重大

问题的专题性探索, 一些成果体现出较高的研究水准。 另外, 我国的中东

史研究仍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尚需国内中东

学界同人们不懈地共同努力。
关键词 新中国 中东史 70 年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东研究, 国内学者在不同时期撰写了一些专

题文章, 其中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主要包括: 柯蒂的 《我国中东研究的历史

与现状》, 《西亚非洲》 1988 年第 2 期; 张毓熙的 《新时期十五年我国中东

学著作出版情况综述》 (一) 和 《新时期十五年来我国中东学著作出版情况

综述》 (二), 分别发表在 《西亚非洲》 1994 年第 4 期和第 5 期; 姚大学、
李芳洲的 《新中国中东史研究五十年》,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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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2005 年第 1 期; 李芳洲、 姚大学的 《改革开放 30 年中东史研究述评》,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年第 1 期; 李荣建、 方长明的

《近 30 年来中国阿拉伯史研究综述》,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09
年第 4 期; 宫少朋的 《新中国中东研究六十年》, 《西亚非洲》 2009 年第 10
期; 等等。 总体而言, 上述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全面介绍和评述新

中国中东研究的状况, 其中也涉及中东史研究的相关内容; 另一类是专门

论述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 而后者以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姚大学

和李芳洲撰写的两篇文章最为突出。 这两篇文章比较全面、 系统地勾勒了

新中国中东史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 同时,
文章提供的文献资料和统计数字丰富而翔实, 基本囊括了新中国不同时期

中东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此外, 文章还对我国中东史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

题, 以及未来的重点研究方向提出了看法。 本文是在吸纳上述各类研究信

息的基础上, 根据笔者多年来掌握的一些相关资料, 综合梳理和分析而

成的。
中东史研究属于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 也是我国世界历史研究

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的一个新兴学科。 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大致可划

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949 ～ 1978 年为第一阶段; 1978 ～ 2010 年为第二阶段;
2010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1949 ～ 1978 年), 我国初步建立了最基本的中东史学研究队

伍, 同时推出了一批重要的基础性研究成果。 随着 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
对内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建设, 对外发展同周边和友好国家的关系, 成为新

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 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上半期逐步确立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外交政策。 1954 年 9 月,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第

一次会议上指出, 中国希望同中东、 近东国家和非洲国家发展事务性的关

系, 以增加互相的接触和了解, 并创造建立正常关系的有利条件。 正是从

1954 年起, 京、 沪两地一些高校开始陆续设立与中东国家相关的语言专业,
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等。 此外, 北京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也开始招收我国

首批亚洲史和世界上古史的研究生, 其研究领域涉及埃及和土耳其等。 一

批苏联专家亦曾帮助中国培养这些早期的研究生。 这些研究生中的一些人

后来成为中国中东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并为我国的中东史研究做出了开拓

性贡献。 1955 年万隆会议后, 新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在此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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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下, 国家选派留学生赴中东国家深造的工作得到加强, 后来也有一批学成

归来的留学生成为中国中东史研究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 我国也在酝酿设立相关研究机构。 1956 年, 国际关系研究

所成立, 内设西亚非洲组; 1959 年, 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筹建亚非研究

所, 内设西亚非洲室; 1961 年, 中联部建立西亚非洲研究所 (现中国社会科

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1964 年,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建立宗教研

究所 (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成为该

所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此外, 1963 年底至 1964 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亚、
非、 欧 14 国, 国内的高校于 1964 年又建立了一批国际问题研究机构, 包括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 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 (1978 年改名为中东研究

所)、 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等。 这些机构成为中国高校中第一批以中东历

史和现状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尽管上述研究机构的陆续建立为中国的中东史研究创造了重要前提条

件, 但由于起步较晚, 基础薄弱, 特别是受 “文革” 的严重干扰, 各相关研

究机构对全面的中东史研究尚不能做出切实的规划和付诸实施。 在这一阶

段, 国内学界虽然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关中东的一般性或普及性读物, 但尚

不能进行比较细化的成果分类, 因而也不能体现出真正意义上的中东史研

究。 然而, 在遭受 “文革” 严重干扰的情况下, 政府有关部门在 20 世纪 70
年代组织全国高校、 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等单位的力量, 集中翻译的 30 余

部有关中东国家的著作为新中国开展全面的中东史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译著大多经过认真筛选, 分别译自英语、 俄语、 法语、 阿拉伯语等语

种, 主要由商务印书馆、 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陆续出版。 这批译著有以

下突出特点。 一是所选著作几乎涉及所有中东国家, 其中包括地区史、 国

别史、 人物传记和各类专题研究等, 内容涉及政治、 经济、 军事、 地理、
文化、 宗教等, 是迄今为止新中国启动的有关中东国家著作翻译的最大工

程。 二是译著涉及多个语种, 译者多为国内各语种和相关专业人员中的骨

干。 同时承担翻译任务的各单位都予以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这些措施确

保了所出版的译著普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 三是所译原著大多由相关国家

的著名学者或是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专家撰写, 所用文献史料丰富而翔

实, 能够比较全面、 客观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基本史实, 使它们在很长时间

内成为从事中东问题和中东史研究者的重要参考文献, 同时也成为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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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东史研究初期的标志性成果。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新中国的中

东史研究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步的。
第二阶段 (1978 ～ 2010 年), 我国的中东史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中

东史研究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取决于多种因素。 一是中东地区的重要

战略地位、 丰富的石油资源, 以及作为世界三大一神教即犹太教、 基督教

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 尤其是伊斯兰教固有的政教合一特点, 使中东伊斯

兰教的动向对世界穆斯林具有 “风向标” 的作用。 因而在 “二战” 后中东

地区一直是国际政治中的 “热点”, 其扑朔迷离的政局变化对地区乃至世界

政治和经济都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 二是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中国

和中东国家在政治、 经济、 宗教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往不断加强, 中东成

为中国重要的经贸交往和能源供应地。 仅以石油进口为例, 中国自 1993 年

成为石油净进口国, 2004 年石油进口突破 1 亿吨; 2007 年石油进口达到

1. 98 亿吨。 而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一直占中国石油进口的大约一半,
2008 年中国从中东地区的石油进口约占原油进口总量的 56% 。 在经贸来往

方面,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六国业已成为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
在政治方面,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之后, 国际社会需要在世界政治舞台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这当然也包括

中国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等。 上述因素决定了中国急需相应加深对中东国

家的认知。 2002 年 “中共十六大” 后, 中国提出了 “大国是首要, 周边是

关键, 发展中国家是基础” 的外交方略, 中东国家被界定为 “周边国家的

延伸”, 中国外交部在这一年首次设立 “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至今已更换

四任, 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对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的重视。 同时这也为国内

中东学界进一步全面和系统研究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

件。 故此, 1978 年后, 国内的中东史研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变化。
1. 新增的中东研究机构相继在国内高校成立。 例如, 西南大学西亚地

理研究所和伊朗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 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 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研究所 (主

要侧重对中东史的研究)、 宁夏大学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等, 在 1978 年之后

陆续成立。 这些新增机构大多依托于高校, 并以中东史和相关的中东专题

为研究对象, 从而增强了中东史研究的力量。
2. 中东史学科点的设立及其对博、 硕士研究生等各类人才的培养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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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我国学术界对中东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 中国高等

教育重新恢复招收和培养研究生的制度。 80 年代初, 培养中国中东史方向

研究生的工作在国内开始启动。 1986 年, 西北大学彭树智教授由国务院学

位办公室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该校被授权设立属于世界史二级学科的 “世界

地区国别史、 中东·南亚史” 博士点。 西北大学由此成为中国最早专门招收

和培养中东史专业博士生的单位。 1995 年, 该校又经国家批准设立 “历史

学科研流动站”, 开展中东史及相关专业博士后科研合作与指导工作。 西北

大学中东研究所逐步发展为我国从事中东史研究和中东研究高层次人才培

养的重要基地。 90 年代中后期, 教育部调整研究生专业和招生范围, 组成

历史学一级学科, 世界史成为隶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 这次调整使一些

高校获得招收和培养中东史方向研究生的授权。 一些相关大学就是在这次

调整后相继开始招收和培养中东史方向或相关方向研究生的。 博士点和博

士生招生人数的逐年增长使我国的中东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3.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为中东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营造了宽松环境和

有利条件。 中东研究的专业人员有更多的机会留学深造, 参加国际研讨会,
开展合作研究, 获取大量最新图书文献资料和各种研究信息, 从而为我国

开展中东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1978 年后, 我国的中东史研究出现繁荣局面, 一大批新的较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据不完全统计, 1978 ～ 2008 年, 各类报纸杂志发表中

东史研究论文 1989 篇, 占中东研究论文总数 5878 篇的 34% ; 公开出版中

东史研究著作 310 部, 占中东研究著作总数 758 部的 41% 。 已发表和出版

的中东史研究论著大致分为中东通史类、 中东断代史类、 中东国别史类、
中东专题史类, 以及工具书类。 现就中东史研究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扼要介

绍如下。
1. 中东通史类。 主要著作有: 郭应德著 《阿拉伯史纲》, 1991 年; 彭树

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简史》, 1991 年; 纳忠著 《阿拉伯通史》 (上、 下卷),
1997 年、 1999 年; 姚大学、 王泰主编 《中东通史简编》, 2001; 彭树智主

编 《阿拉伯国家史》 (研究生教学用书), 2002 年; 等等。 这些著作诠释了

中东国家尤其是阿拉伯民族怎样由分散状态, 逐渐发展为彼此联系的、 综

合的和整体的阿拉伯世界, 同时兼及其他与阿拉伯世界密切相关的中东国

家的历史发展轨迹。 1999 年,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启动该校 “211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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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资助的中东历史研究基本建设项目———13 卷本 《中东国家通史》 的研

究和写作, 彭树智教授担任主编, 全书包括 《阿富汗卷》 《沙特阿拉伯卷》
《以色列卷》 《伊拉克卷》 《巴勒斯坦卷》 《伊朗卷》 《土耳其卷》 《约旦卷》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塞浦路斯卷》 《也门卷》 《埃及卷》 《海湾五国卷》,
共计约 400 万字。 全书各卷以历史叙述方式阐明各国历史变迁的过程、 特

征和规律, 并以文明交往论为线索, 探讨相互间内在的互动关系。 全书在

2000 ～ 2007 年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中的 8 卷先后被多次重印。 这套

著作在 2009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 二

等奖。 此外, 彭树智教授还在 2010 年主编了独卷本 《中东史》 等。
2. 中东断代史类。 此类成果主要有: 郭应德著 《阿拉伯中古史简编》,

1987 年; 刘文鹏著 《古代西亚北非文明》, 1999 年; 彭树智主编 《二十世

纪中东史》 (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 2001 年。 这些成果对特定阶段或特定

时期中东国家历史演进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进行了深入探究。
3. 中东国别史类。 此类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东区域性大国或重要国家

的研究。 主要成果包括: 杨灏城著 《埃及近代史》, 1985 年; 刘文鹏著 《古
代埃及史》, 2000 年; 杨兆钧编 《土耳其现代史》, 1990 年; 徐向群、 余建

华主编 《第三圣殿: 以色列的崛起》, 1994 年; 孙正达等著 《以色列国》,
1998 年; 张倩红著 《以色列史》, 2008 年; 彭树智主编 《阿富汗史》, 1993
年; 马晋强编著 《阿富汗今昔》, 1993 年; 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亚室编著

《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 1985 年; 王铁铮主编 《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

治》, 1997 年; 李铁匠著 《伊朗古代历史与文化》, 1993 年; 赵伟明著 《近

代伊朗》, 2000 年; 冀开运、 蔺焕萍著 《二十世纪伊朗史———现代伊朗研

究》, 2002 年; 等等。
4. 中东专题史类。 此类著作影响较大的有: 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史》,

1990 年; 彭树智主编 《中东国家和中东问题》, 1991 年; 杨灏城、 朱克柔

主编 《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1996 年; 吴

云贵、 周燮藩著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 2000 年; 杨灏城、 朱克柔

主编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宗教与世俗》, 2000 年; 刘中民著

《挑战与回应———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 2005 年; 东方晓主

编 《伊斯兰与冷战后的世界》, 1999 年; 刘靖华、 东方晓著 《现代政治与伊

斯兰教》, 2000 年; 彭树智主编 《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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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成主编 《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 2000 年; 哈全

安著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 2006 年; 刘竞、 安维华主编 《现代海湾国

家政治体制研究》, 1994 年; 王京烈主编 《当代中东政治思潮》, 2003 年;
王彤主编 《当代中东政治制度》, 2005 年; 王三义著 《工业文明的挑战与中

东近代经济的转型》, 2006 年; 刘竞等著 《苏联中东关系史》, 1987 年; 张

士智、 赵慧杰著 《美国中东关系史》, 1993 年; 江淳、 郭应德著 《中阿关系

史》, 2001 年; 赵克仁著 《美国与中东和平进程研究》, 2005 年; 徐向群、
宫少朋主编 《中东和谈史: 1913—1995》, 1998 年; 季国兴、 陈和丰编 《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战争史》, 1987 年; 车效梅著 《中东中世纪城市的产

生、 发展与嬗变》, 2004 年; 张俊彦著 《古代中国与西亚、 非洲的海上往

来》, 1986 年; 沈福伟著 《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 1998 年; 蒲慕州

著 《法老的国度: 古埃及文化史》, 2003 年; 潘光等著 《犹太文明》, 1999
年; 等等。 上述著作体现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5. 工具书类。 中东史研究中重要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也取得了突

出成绩。 其中包括: 刘竞主编 《中东手册》, 1989 年;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编委会主编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 1994 年; 赵国忠主编 《简明西亚北非

百科全书》, 2000 年; 钟冬编 《中东问题 80 年》, 1984 年; 尹崇敬主编

《中东问题 100 年》, 1999 年; 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小辞典》, 2006 年;
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2002 年 8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各研究所

和相关机构联合组成 《列国志》 工作室, 承担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国家 “十五” 重点出版项目 “ 《列国志》 丛书” 的研究和撰写任务, 这套

丛书截至 2013 年 9 月出版了 144 卷, 其中包括 20 余个中东国家。 《列国志》
丛书各卷统一设定为七章的构架, 即国土与居民、 历史、 政治、 经济、 军

事、 教科文卫和外交。 有关中东国家的 《列国志》 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牵头组织各方力量撰写, 提供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数据堪称

中东史研究入门的指南。 2013 年起, 新版 《列国志》 丛书开始陆续出版,
截至 2019 年 12 月, 已出版的中东国家的新版 《列国志》 包括 《科威特》
《巴林》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土耳其》 《以色列》 《约旦》 《阿曼》 《巴勒

斯坦》 《卡塔尔》 等。
除此之外, 1978 年以来中国学者还翻译一批有关中东史的著作, 主要

包括: 〔美〕 费希尔著、 姚梓良译 《中东史》 (上、 下册), 1979 年、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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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美〕 希提著、 马坚译 《阿拉伯通史》 (上、 下册), 1979 年; 〔英〕 伯

纳德·路易斯著、 郑之书译 《 中东: 激荡在辉煌的历史中》, 2000 年;
〔德〕 卡尔·布罗克尔曼著、 孙硕人等译 《伊斯兰教各民族与国家史》,
1985 年; 〔英〕 理查德·艾伦著、 艾玮生等译 《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背景

和前途: 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在肥沃的新月地带》, 1981 年; 〔英〕 伯纳

德·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 1982 年; 〔以〕 阿巴·埃

班著、 阎瑞松译 《犹太史》, 1986 年; 〔英〕 沃尔特·拉克著, 徐方、 阎瑞

松译 《犹太复国主义史》, 1992 年; 〔美〕 大卫·鲁达夫斯基著、 傅有德等

译 《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 1996 年; 〔美〕 乔纳森·D. 萨纳著、 胡浩译

《美国犹太教史》, 2009 年; 〔日〕 田上四郎著、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

部译 《中东战争全史》, 1985 年; 〔英〕 迪利普· 希罗著、 叶进等译 《中东

内幕》, 1986 年; 〔美〕 高斯坦主编、 肖宪等译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 年》, 2006 年; 等等。 上述译著为中国的中东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新思路和参考系。
第三阶段 (2010 年至今), 我国的中东史研究不断向纵深领域拓展。 这

一时期的中东史研究逐渐转向对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综合性的通史研

究。 同时, 对于中东的地区性大国、 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的专题性探索更

趋全面、 系统和深入。
2010 年底, 以北非突尼斯的 “布瓦吉吉事件” 为导火线, 在中东地区

引发的政治剧变, 瞬间在阿拉伯国家蔓延, 并先后在突尼斯、 埃及、 利比

亚、 也门和叙利亚形成五大 “热点”, 最终导致前四个阿拉伯共和制政权的

垮台和更迭, 而叙利亚则长期处于旷日持久的血腥内战中。 此次阿拉伯变

局显示出内生性、 突发性、 连锁性和颠覆性四大特点。 但可以肯定的是,
它是由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积压的内外各种矛盾酿成的。 人们需要从历史的

维度对其进行多层面、 多视角的解读和反思。 另外,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剧

变及其后衍生的一系列变化, 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也是超常的, 它使中

东政局更加扑朔迷离, 充满了不确定性。 上述因素进一步凸显了对中东的

区域性大国和重大事件、 重大问题, 以及对整个中东地区和中东国家综合

性通史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这种状况促使国内的中东史和中东问题研

究又呈现了一个小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 2010 年至今, 国内中东学者陆续出版的各类涉及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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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中东问题的著作在 200 部以上。 这些著作可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中

东地区国别史研究, 主要集中于对埃及、 土耳其、 沙特、 海湾国家、 巴勒

斯坦和以色列、 阿富汗、 叙利亚、 黎巴嫩和伊拉克等在中东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国家的研究; 第二类是专题性研究, 包括中东政治、 经济、 国际关系、
宗教、 现代化、 社会治理、 思想文化等; 第三类是中国驻中东各国的一些

使节撰写的回忆录, 这些著作以亲历者的身份论述了在各国的所见所闻,
并对相关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评价, 很有

参考借鉴价值。 在发表论文方面, 根据对国内有关中东研究的三大专业期

刊, 即 《西亚非洲》 《阿拉伯世界研究》 《中东研究》, 以及其他相关刊物

发表的有关中东史和中东问题的论文的粗略统计, 近十年国内学者总计发

表论文约 2000 篇。 和之前的同类论文相比, 这些论文的一个共同特点是,
它们在史料占有、 理论阐释和观点解析方面大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对中

东史和中东问题的探究更加系统和深入, 基本能够反映中国中东学者的治

学风格。
与此同时, 这一阶段国内各级出版社出版的有关中东史和中东专题研

究的各类译著纷纷问世, 比较重要的译著超过百部, 其中分量最大的是由

商务印书馆、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和东方出版中心联合出版的 “世界历

史文库”, 其中包含了数十部中东国别史和地区史的译著。 这些译著为 21
世纪中国中东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养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 历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 通史研究则被喻为历史

学学科建设的龙头。 历史学及其分支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标志, 往往就表现

在具有代表性的通史性学术著作上。 因为从更整体、 更综合和更宏观的角

度看, 通史的研究和编著,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所能达到的学术高

度, 并且在不同侧面代表了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史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水

平。① 故此, 通史研究难度较大, 需要具备各种相应条件。
中国的中东史学者经过多年的人力、 智力和物力的积蓄, 自 2000 年开

始展开对中东国家的通史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引人关注和具有较大影响力

的成果。 这些成果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部著作: 一部是前文提到的由我国

著名史学家彭树智教授主编, 商务印书馆陆续在 2000 ～ 2007 年出版的 13 卷

22

① 彭树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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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中东国家通史》; 另一部是由南开大学哈全安教授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于 2016 年出版的 8 卷本 《中东国家史: 610—2000》。 这两部著作体例不一,
各有特色, 均是国内中东学界通史类研究的重要成果。 除此之外, 自 2010
年以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有三项属于中东通史类研究: 一是

由笔者本人主持的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 项目, 该项目已结项, 成

果将由商务印书馆于 2020 年出版; 二是由郑州大学张倩红教授主持的 “犹

太通史” 项目, 2015 年立项; 三是由西北大学韩志斌教授主持的 “中东部

落社会通史研究” 项目, 2015 年立项。 未来几年, 上述三个通史类项目的

成果陆续出版将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添砖加瓦, 也将进一步丰富世界史研

究的内容。
从已出版的两部规模较大的多卷本中东通史著作来看, 两部著作各自

蕴含的重要价值无可置疑。 但由于撰写时受某些主客观因素的局限, 这两

部著作仍有一些缺憾或薄弱之处。 例如 13 卷本 《中东国家通史》, 当时笔

者作为主编彭树智先生的助手和 13 卷的主要策划者和组织者, 出于仿效现

代西方通史类著作一般少设或不设注释先例的尝试, 同时也出于对出版方

注重可读性和读者面的考量, 因而 13 卷本基本上不设注释, 只对一些关键

性的资料和著作做文内注。 但根据该著出版后反馈的信息, 不设注释确实

给研究者引用书中的文献史料和相关数据带来了一些不便和麻烦, 甚至多

少会影响对其学术性的认定。 此外, 由于当时占有图书文献史料和研究力

量的局限, 13 卷中的 《海湾五国卷》 涉及五个国家,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涉及两个国家, 这对深入探讨各国综合性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很大阻碍。
受篇幅所限, 卷中不得不删减对一些问题的论述,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其完整性和系统性。 再以 8 卷本 《中东国家史: 610—2000》 为例, 这部

著作是作者在前后 30 年的时间里陆续完成的, 各卷体例不很一致, 仅就其

整体性来说, 似乎尚有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空间。 另外, 这两部著作写作的

内容最晚到 2005 年, 之后中东国家又经历了巨大变化, 作为通史性著作亦

应有所反映或补充。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加之近年来不断推出的大量新的图书、 各种数据、

信息资料和解密档案等, 以及多年来的人力、 智力和物力储备, 现已具备

充分的资源条件启动新的大型中东国家通史的研究和撰写。 故此, 西北大

学中东研究所目前正在酝酿和论证这一工程的可行性。 基本思路是: 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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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 《中东国家通史》 进行重大修订, 将 13 卷扩大为 18 卷, 即一国一卷。
书名暂定为 18 卷本 《新编中东国家通史》; 同时根据 13 卷本 《中东国家通

史》 出版十多年来不断反馈的信息意见, 对全书各卷逐一认真修订, 包括

对其中反馈意见比较多的个别卷本予以重写。 我们希望在吸纳前人优秀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 并以开拓创新的精神, 努力做好 18 卷本 《新编中东国家

通史》 的研究和撰写工作。 同时, 我们也殷切地渴望得到世界史学界诸位

专家学者的支持和帮助, 恭听来自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 为我们启动 18 卷

本 《新编中东国家通史》 的研究和撰写出谋献策, 提供指导意见, 以便我

们对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上, 新中国 70 年来的中东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新学科, 推动着我国的中东史研究向纵深发展。 然而, 这

些成绩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例

如: (1) 中东史研究属于基础研究, 中国的中东史研究机构目前主要分布在

高校, 专业研究的队伍和力量分布不均衡, 相互交流也不够充分, 加之其他

因素的局限, 对有效规划和开展中东史研究的实质性合作构成一定制约。 特

别是国内真正能够担当中东史学科带头人和领军人物的学者太少, 还不能

满足中东史研究发展的需要。 (2) 主要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高校少数研究

单位, 中国需要更多的中东史研究成果, 以利于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相

互促进, 推动中东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3) 研究队伍和人力资源有待进一

步加强。 此外, 各研究机构中缺少阿拉伯语、 波斯语、 土耳其语等语种的学

者也影响着中东史研究持续健康地发展。

[责任编辑: 刘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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