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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从而唤醒了

西方世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现代的阿拉伯世界包括 22 个国家，其所在

的中东地区已日益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热点。现当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云变化，社会现

实变革，在当今多元化的世界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现状、前途⋯⋯都需要我们认真地

探讨、研究、介绍。《阿拉伯世界》肩负的作用可谓大矣！ 

《阿拉伯世界》是一份好杂志，越办越好，学术性越来越强。《阿拉伯世界》很有特色。

迄今为止，据我所知，在我国专门研究、介绍阿拉伯世界诸方面的学术期刊，只此一家，别

无分店。因此，我希望大家今后要更关心它，爱护它，支持它。值此《阿拉伯世界》百期之

际，也希望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阿拉伯世界》百期感言 
 

国 少 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阿拉伯语指导组组长） 

 

100，说起来是个一般的数字，100期，看起来也很平常，但《阿拉伯世界》的一百期，

却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取得了不一般的成就。 

《阿拉伯世界》从 70 年代末创刊，1982 年正式出版发行，至今已是第一百期。期间，

它曾经有过 16开油印本、32开铅印本、16开铅印本、大 16开铅印本几次换装；经历了创业、

成长、成熟的不同阶段；随着国内的改革开放、学术研究的拓宽与深入，《阿拉伯世界》也从

知识性刊物发展到融知识性、学术性于一体，进而提升至今天突出学术性，兼顾知识性的学

术性刊物。《阿拉伯世界》的学术性不断增强，学术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受到相关学术界、

外交界、经济界、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广大师生及中国穆斯林读者的欢迎，投稿者的队伍

日益壮大，读者群不断扩大，《阿拉伯世界》从季刊改为双月刊正是迎合了双方需求的结果。 

《阿拉伯世界》从第一期到第一百期，走过了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创业的艰难，资金

的不足，人手的短缺，资料的匮乏，技术的困难，传播渠道的不畅⋯⋯多么崎岖不平的发展

道路！其中的酸甜苦辣、艰难和压力，外人是难以体察到的。然而，《阿拉伯世界》编辑部的

老师们坚持走过来了，他们克服了一个个的困难，破解了一道道的难题，从中更加坚定了把

《阿拉伯世界》越办越好的决心。是他们开阔的眼界，持久的恒心和睿智的头脑使《阿拉伯

世界》走到了今天，迎来了 100期的华诞。对此，我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从《阿拉伯世界》创办的第一期起就是它的忠实读者，间或也会为它投稿，我自信可

以是它创业、成长、成熟的一个见证人。《阿拉伯世界》创办初期，虽然有些稚嫩、粗糙，但

它毕竟为阿语界师生们开拓了一块处女地，使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在上面辛勤耕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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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植花果；它还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它，我们了解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历史、

地理，阿拉伯民族的宗教、语言、文化、文学和风俗习惯。《阿拉伯世界》不断成长、成熟，

思维、视野日渐开阔，学术研究日益深入，它已经成为研究中东问题、中阿关系的一个重要

论坛，并在对我国对阿关系决策提供有益的咨询，是学习、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阿拉伯

语言文学的一所学校。它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指导了我们的学习；《阿拉

伯世界》又是从事中东问题研究的学者、进行阿语教学的师生一个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的

才华，呈现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对我们从事阿拉伯语语言研究者而言，《阿拉伯世界》更是独

一无二的平台（因为其他刊物无法进行阿文排版），在它的 100期内，刊发了阿拉伯语言文学

方面研究的论文逾百篇，仅 2000～2004年间，发表的语言研究的论文就有约 20篇。对此，

我们应向《阿拉伯世界》表示由衷的感谢。 

《阿拉伯世界》100期取得的成就令人钦佩，可喜可贺！《阿拉伯世界》现在又有了更远

大的志向和更明确的目标，我衷心祝愿《阿拉伯世界》更加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 

 
一面旗帜 

——贺《阿拉伯世界》创刊百期 
杨 言 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院长，教授） 

 

《阿拉伯世界》从创刊到今天已经公开发行了百期。百期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编辑们

20多年的默默耕耘，意味着他们寒来暑往近万个日夜的无私奉献。 

正是这个群体长期来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多年来的打拼与奋斗，才使这本刊物拥有了她

今天的辉煌。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近年来这本杂志的内容与风格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与 10年前或 5

年前相比，我们高兴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间的推移，其规范性日益完善，其学术性

愈趋彰显，她正在由原来的知识性、学术性期刊向纯学术性期刊发展演变。 

若干年前，主编朱威烈先生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的阿拉伯学研究，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为该学科的建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如今，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的上外中东研究所及其

旗下的这本学术期刊，已成为我国阿拉伯学研究的一面旗帜，其学术辐射力不断延伸，学术

影响力不断扩展。 

值《阿拉伯世界》创刊百期之际，我谨代表我的同事与学生们衷心祝愿《阿拉伯世界》

继续高举中国阿拉伯学研究的大旗，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续写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