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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由埃及著名学者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著，朱威烈、丁俊译的《十字路口》一书已由上海外语教育出

版社于 2005 年 4 月出版，特选录其中的“序言”、“译后记”及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序   言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驻华大使 

    阿 里·胡萨穆丁·侯夫尼 

     
我不是第一次拜读侯赛因·卡米勒·巴哈丁博

士的著作，相信也不是最后一次，只是我有幸为像

《十字路口》这样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为其汉译本

作序，却是第一次。这部著作的问世，不是为了罗

列各种国际事件，或对问题和征兆作出判断，而是

为了同我们大家交谈，不只是埃及人，它超越了这

个范围，是要同各种文化和民族对话。在一个我们

与理性——我们的理性和别人的理性——的对话中

需要客观逻辑的时期，这是一本颇富逻辑性的著

作。 

《十字路口》的书名，乍一看或许显得有点费

解，脑子里会想到的是“道路”，或它的另一义项

“途径和目标”。在开始琢磨这条我们应该踏上的

道路的方向之前，我不由自主地首先将关注点放在

我们这个十字路口所处的位置，我们究竟位于何

处？“十字路口”是个路头，并非中途或终点。大

家都有明确的目标，都在为之努力，目标可能是和

平，也可能是发展与稳定。这些都是人类理性思维

的目标。只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巴哈丁博士

先前在他的《无身份世界中的爱国主义》一书中提

出的问题，在这个新秩序和新的十字路口，我们究

竟处于何处？ 

本书严密而富有文采的科学风格，将具体的枯

燥科学术语与形象的比喻手法结合起来，让非专业

读者读毕全书，不从中获得求知欲的满足就不释

卷。而学者则能非常轻松地理解学术标题后的含

义，跟上作者的条分缕析和评点论述，在路尽头找

到一个新的视角，最终能与被喻为“十字路口”的

现实世界的政治、科学和道义的各种事实——它们

到头来将形成世界新秩序——联系起来，尽管这种

“世界新秩序了无新意”，正如本书为我们所引述

的。 

《十字路口》使读者注意到普世观念已发生变

化，我们改变处事方式的必然性也随之出现。本书

提醒我们，在新秩序中，消费者市场比生产者更重

要；阿拉伯被占领土上的现状，是过去 11 世纪十

字军进攻该地区时我们曾面对过的，他们卷土重来

是为攫取东方的宝藏。本书提出的建议和方法，让

我们尽可能地致力于改革。本书号召建设自身力

量，并着眼于一些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具体提到

了中国，然后是欧盟，主张将教育当作开发潜能、

激励志向的现实基础。作者最重要的呼吁，是立足

共同愿望和统一行动以构建“民族理想”，没有它，

国家不会成功，民族无从崛起。 

很显然，从消极的现实中提出这样一些观点并

呼吁积极的行动，不啻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清醒的

召唤，接下来，只是将它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使

之变成一种具体的现实，或者至少是希望这具体的

现实能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传媒和外交的

综合实力汇合起来，从羁留的十字路口转向改革的

共同愿望。这里，我愿从本书中引证一下讲述这些

有关人们工作和需求要素的必要性，即使我有幸从

事的外交工作，都正如巴哈丁博士所说：“我们不

能把外交工作和国际关系同人们的问题及目前必

不可少的需求隔离开来。”这就加深了人民外交的

形象，其宗旨是要在古老而崇高的埃及外交中，反

映人民的需求和忧虑。外交已被视为这个世界新秩

序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本书不仅值得一读，而且值得掩卷深思，那会

便于人去参与实现这个共同的理想，并会相信，这

一理想并非难以企及。 

2004 年 10 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