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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资源在中东研究中的基本使用途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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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查找文献资料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中东研究也是如此。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

天，如能熟练使用电子资源，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电子资源有着快捷、高效的特点，克服了查找

纸质资源费时、费力的不足。本文从如何检索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论著、查阅国内外第一手资料以及利用

档案馆、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的网络资源等方面入手，探讨与中东研究相关的电子资源的基本使用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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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受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1 资助。 

 

任何科学研究领域都离不开对资料的搜集、梳理以及对前人成果的了解和评估，中东研究也

是如此。20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国内外学界掀起的“中东研究”热潮持续至今，涉及外交学、政

治学、经济学、历史学、宗教学和民俗学等广泛领域。随着中东研究持久深入的展开，研究者对

文献的需求日益迫切。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文献数量日益膨胀、载体日益多样、检索日

益便捷、共享日益普及，研究者若能广泛了解、熟练查找、科学评估与合理使用相关资源，其研

究就会事半功倍。笔者试图从如何检索学术论文和专著、查阅国内外第一手资料以及利用档案馆、

图书馆和教研机构的网络资源等方面，探索与中东研究相关电子资源的基本使用路径等问题，以

期对研究者有所裨益。 
 

一、利用电子数据库检索学术论文的基本途径 
 

    论文（包括期刊、学位和会议论文）是学术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仅改革开

放 30 多年来，国内用中文发表的有关中东研究的期刊论文达 1.1 万余篇。
[1]
数量庞大却又良莠不

齐的论文让研究者无所适从。电子数据库的开发和利用，为检索已有研究成果提供了捷径。研究

者在选择同样数量庞大而又良莠不齐的数据库时一般要注意以下几个基本原则：1.针对性，即数

据库必须与中东研究有密切的关联度；2.涵盖性，即数据库时间跨度要尽量长，覆盖面要尽量广；

3.权威性，即数据库应尽可能包罗中东研究领域的权威与核心期刊或重要学术机构发布的学位和会议

论文。目前国内公认建设得比较成功的中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主要有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和万方数据资源系统等三种，这也是查询与中东研究相关的中文期刊论文的主要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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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 
    由清华大学和清华同方始建于 1999 年 6 月

[2]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集期刊杂志、

博硕士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报纸、工具书、年鉴、专利、标准、国学和海外文献资源为一体、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网络出版平台，其中作为国家“十一五”重大网络出版工程的《中国学术文

献网络出版总库》于 2006 年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鉴定验收。该《总库》由若干专题库构成，

以下几个专题库与检索中东研究学术论文有关。 
   （1）《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Database，简

称 CAJD)。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3]
，截至 2011 年 1

月，共收录国内学术期刊 7696 种（包括创刊至今出版的学术期刊 4600 余种）共 995547 期，全

文文献总量 30951871 篇；核心期刊收录率为 96%；特色期刊（如农业、中医药等）收录率为 100%；

独家或唯一授权期刊共 2000 余种，约占中国学术期刊总量的 30%。所收论文分为基础科学、工程

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

信息科技和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十大专辑，下分 168 个专题，其中与中东研究关联度较大的哲学与

人文科学专辑 434 种，社会科学专辑 1630 种，经济与管理科学专辑 1019 种。社会科学专辑中，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类有 108 种。国内中东研究的专门刊物，如《阿拉伯世界研究》（原名《阿拉

伯世界》）和《西亚非洲》以及与中东研究有关的权威和核心刊物，如《国际政治研究》、《世界经

济与政治》、《国际观察》、、《回族研究》、《外交评论》和《世界历史》等都有收录。该库提供了快

速、标准、专业、作者、科研基金、句子和来源期刊等多种检索路径，可便捷检索相关论文，搜

索到的论文均可用 PDF 或 CAJ 格式在线、下载或打印阅读。 
   （2）《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s Full-text Database，简称

CDFD）。该数据库被认为是国内内容最全、质量最高、出版周期最短、数据最规范和最实用的博

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
截至 2010 年 10 月，共收录来自 388 家培养单位的博士学位论文 13 万

余篇，时间上限始自 1984 年，内容分为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医药卫

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和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十大专辑的

168 个专题。该数据库几乎囊括国内与中东研究有关学术机构所有的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供了多

种检索路径，查阅既集中又便捷，如截至 2010 年 10 月，以关键词为检索路径，键入“中东”，可

以查阅到相关的 46 篇博士论文；键入“中东研究”，可以查阅到 9 篇；键入“中国－阿拉伯”，可

以查阅到 5 篇；键入“中国－阿拉伯关系”，可以查阅到 1 篇。以博士生导师为检索路径，键入“朱

威烈”，可以检索到 7 篇他迄今指导的博士论文。 
   （3）《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China Master’s Theses Full-text Database，简称

CMFD）。该数据库同样被认为是国内内容最全、质量最高、出版周期最短、数据最规范和最实用

的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截至 2010 年 10 月，共收录 561 家培养单位的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07
万余篇，重点是“985”和“211”高校、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一些重要特色学科的

优秀硕士论文，时间上限始自 1984 年，内容分为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

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和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十个

专辑共 168 个专题。该数据库收录了国内与中东研究有关机构的硕士学位论文，使用起来也很便

捷，如以关键词为检索路径，键入“中东”，可以查阅到相关的 254 篇硕士论文；键入“中东研究”，

可以精确到 22 篇；键入“中国－中东”，可以查阅到相关的 31 篇；键入“中国－中东关系”，可

以查阅到 3 篇。 
   （4）《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截至 2011 年 1
月，共收录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定期或不定期出版的成套论文集 106 种共 1126 期，累积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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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69097 篇。时间上限始自 1979 年，内容分为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

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和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十个

专辑共 168 个专题，提供快速、标准、专业、作者、科研基金、句子、来源辑刊等检索路径，同

时提供专辑导航、核心辑刊导航、主办单位导航和首字母导航等不同的导航路径。 
   （5）《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重点收录了自 1999 年以来由中国科协系统及

国家二级以上的学会、协会、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举办的重要会议以及在国内召开的国际

会议上发表的文献。截至 2010 年 10 月，已收录出版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集近 15000 本，累积文

献总量 130 多万篇，其中国际会议文献占全部文献的 20%以上，全国性会议文献超过总量的 70%，

部分重点会议文献回溯至 1953 年。内容分为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农业科技、医

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十个专

辑 168 个专题。提供快速、标准、专业、作者、科研基金、句子、来源会议等检索路径，同时提

供会议导航、论文集导航、主办单位导航等路径，是检索中东研究会议论文的便捷工具。 
   （二）《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http://www.cqvip.com/productor/pro_z k.asp)。 
    在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 1989 年创建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最初只能提供论文篇目和文摘。经过不断开发和完善，现已收录中文报纸 600 余种、中文期刊 8000
多种、外文期刊 5000 余种，分三个版本（全文版、文摘版、引文版）定期出版，并定期加以更新。

该数据库采用“尚唯全文检索系统”进行管理，可以通过快速检索、传统检索、分类检索、高级

检索、期刊导航等路径，利用题名、关键词、题名或关键词、文摘、刊名、作者、第一作者、参

考文献、分类号、机构和任意字段等 11 个字段以及各字段间的组配，便利地对所需要的文献加

以检索。该数据库还通过参考文献检索入口，实现与引文数据库的无缝链接操作，通过检索参考

文献获得源文献，并可查看相应的被引情况、耦合文献等。全文数据全部采用国际通用的 PDF 标

准格式，可以方便快捷地下载、阅读和复制。在内容上，该数据库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

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药卫生、经济管理、教育科学和图书情报等 8
个专辑并细分为若干个专题。研究者可利用上述多种检索路径和检索手段，便利查找与中东研究

相关的中文论文，如输入“中东政治”，马上可检索到 41 条结果；输入“马丽蓉”，可检索到 38
篇论文；为去除歧义项，通过高级检索在作者栏输入“马丽蓉”，关键词栏输入“清真寺”，可以

精确检索到马丽蓉撰写的与清真寺研究相关的 8 篇论文。 
   （三）北京万方数据资源系统（www.wanfangdata.com.cn）。 
    万方数据集团公司依托中国科技信息所建立、以科技信息为主，集经济、金融、社会和人文

信息为一体，以 Internet 为网络平台的大型学术信息和商务信息服务系统。
[5]
数字化学术论文是该

系统着力打造的重要部分，包含《数据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类数据库》和《中国

学术会议类数据库》等专题数据库，是检索与中东研究有关的学术论文的重要平台。 
   此外，就英文期刊而言，EBSCO (http://www.ebscohost.com)是目前国内外公认的具有较高学

术价值的电子资源收藏和使用平台。EBSCO（E. B. Stephens Company）由 Elton B. Stephens 夫妇

于 1944 年创办，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
[6]
，其主要业务之一是文献和信息服务，该项

业务由 EBSCO Industries, Inc 旗下的一个重要分支 EBSCO Information Services（缩写 EIS，在图书

出版与信息情报学界内俗称EBSCO）承担。EIS最早从事期刊代订服务，1984年其分支机构 EBSCO 
Publishing 成立后开始专注于文献数据库的发展，并于 1994 年率先推出网上全文数据库—EBSCO 
host。目前 EBSCO Publishing 已开发 100 多个在线文献数据库，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

和艺术等学术领域，其中与中东研究关联度最大的英文期刊数据库是 Academic Search Premier（学

术期刊集成全文数据库），该数据库共收录期刊 7699 种，其中提供全文的期刊有 3971 种，经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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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鉴定的期刊有 6553 种（提供全文的有 3123 种），被 ISCI 和 SSCI 收录的核心期刊为 993 种（提

供全文的有 350 种），有 100 多种期刊可追溯到 1975 年或更早年代的 PDF 过期案卷，并提供了

1000 多个题名的可检索参考文献，还可通过 EBSCO host 进行每日更新。中东研究领域有影响的

英文期刊，如《中东季刊》（Middle East Quarterly）和《阿拉伯 2000》（Arab 2000）等都有收录，

所发表的重要论文都可查阅。 
    ProQuest 公司(http://proquest.umi.com)与国内相关机构合作开发的博硕士论文共享平台

PQDT（http://pqdt.calis.edu.cn）是检索外文（主要是英文）学位论文的重要渠道，该数据库覆盖

大部分北美高校和世界其他地区数千高校每年发布的博硕士论文，目前通过 PQDT 平台累积可查

阅的学位论文已达 25 万余篇，其中不少与中东研究相关。 
    要查阅阿拉伯文期刊，قاعدة بيانات العلوم الاجتماعية لعربية（阿拉伯社会科学研究）是国际知名的

阿语社科期刊数据库，其网址是 http://www.assr.org。该数据库提供关于政府、性别、人权、经济、

宪法学、环境和能源等方面的期刊论文，但需要购买其使用权。 
 

二、利用电子书查阅学术著作的基本途径 
 

    学术专著是学术研究的结晶。同样的统计源显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仅国内用中文发表的

有关中东研究的著作就有 1200 多种，如果加上不同时期、不同语种和不同地区出版的专著，其数

量相当可观。纸质书的购置、收藏和借阅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电子书的开发和利用在相

当程度上为研究者查阅学术专著提供了便利。目前国内开发比较成熟、使用比较普及的中文电子

书数据库是“超星数字图书馆”。 
超星数字图书馆（http://www.ssreader.com）成立于 1993 年，是国家“863”计划中国数字图

书馆示范工程项目，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兴建，2000 年 1 月在互联网

上正式开通。经过多年发展，超星数字图书馆已数字化中文图书 170 余万种，覆盖哲学、宗教、

社科总论、经典理论、民族学、经济学、自然科学总论和计算机等各个学科门类。读者在获得授

权后，可通过技术平台下载“超星阅览器”，在超星电子图书馆上便利地检索、下载和阅读所需

要的中文图书。 
就中东研究而言，超星数字图书馆所能提供的中文图书目前也是最丰富的。研究者可通过开

发商提供的各种检索路径和检索方法，快捷而便利地检索相关文献，如在超星数字图书馆的“检

索”栏中输入关键词“中东”，进行书名检索可得到 61 条结果，进行字段检索可得到 186 条结果，

进行全文检索可得到 17920 条结果。当然，这些检索结果都还需要经过去除歧义项的技术处理，

如以“中国—中东”作为关键词检索，则有 3 条检索结果。 
想要查找英文图书，Ebrary（http://www.ebrary.com）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电子书平台。Ebrary

公司于 1999 年 2 月正式成立，由 McGraw-Hill Companies，Pearson plc 和 Random House Ventures 三
家出版公司共同投资组建。Ebrary 电子图书数据库整合了来自 400 多家学术、商业和专业出版商

的权威图书和文献，内容覆盖商业经济、社科人文、历史、法律、计算机、工程技术和医学等多

个领域，数量已有 10 多万册。Ebrary 支持关键词搜索，使用者只需在 search（检索）中输入与中

东研究有关的关键词，就能获得相关英文图书的信息，如键入“Middle East”（中东），会搜索到

33405 种结果；键入“Middle East China”（中东—中国），则有 19943 种结果。如果读者要查询阿

以冲突和阿以关系的书，输入关键词“Arab Israel”（阿拉伯—以色列），可获得 6413 种结果。如

果研究者对中东能源感兴趣，可输入“Middle East oil”（中东石油），会显示出 20385 种相关的搜

索结果。下表是在 search 中输入“Syria”(叙利亚)后出现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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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书  名 

Naomi Weinbeger Syria Intervention in Lebanon《叙利亚对黎巴嫩的介入》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大叙利亚：一个雄心

勃勃的历史》 

Anoushiravan Ehteshami, Raymond A. 

Hinnebusch 

Syria and Iran : Middle Powers in a Penetrated Regional System

《叙利亚和伊朗：渗透区域体系中的中等强国》 

.Itamar Rabinovich Brink of Peace: The Israeli-Syrian Negotiations《和平的边缘：以

色列—叙利亚和谈》 

Michael Provence Great Syrian Revolt : And the Rise of Arab Nationalism（大叙利亚

反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崛起） 

Barry Lubin The Truth About Syria《叙利亚探微》 

Youssef Chaitan, Patrick Seale Post-Colonial Syria and Lebanon : The Decline of Arab 

Nationalism and the Triumph of the State《后殖民时期的叙利亚

和黎巴嫩：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衰落和国家的胜利》 

Eyal Zisser Commanding Syria : Bashar al-Asad and the First Years in Power

《领导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和他掌权的最初几年》 

     
    East View 公司提供的阿拉伯语电子书数据库（ 是全球迄今最大的阿拉伯语电（ " آتب عربية"

子书平台之一，已收录了中东和其他地区 1,200 多个作者、非政府组织、出版社和杂志社出版的

9,700 多种阿拉伯语电子书，按照 29 个主题进行检索：企业管理（68 种）、政治（697 种）、文学

（2259 种）、健康（55 种）、媒体（205 种）、心理学（97 种）、誊本（33 种）、科学（60 种）、社

会学（760 种）、哲学（1296 种)、经济学（523 种）、哲学与神学（117 种）、历史（1060 种）、艺

术（1389 种）、家政学（17 种）、法律（337 种）、伊斯兰遗产（157 种）、语言（174 种）、学习与

教育（31 种）、文明社会（150 种）、技术与信息（14 种）、报纸与杂志（159 种）、文化（470 种）、

剧院（373 种）、伊斯兰教（330 种）、图书馆（43 种）、基督教（17 种）、热点话题（113 种）、趣

闻（45种）、地理学与地质学（45种）。该数据库的网址是 http://kotobarabia.eastview.com/Default.aspx，
注册用户可查阅全文，非注册用户只提供检索服务，目前上外、北外和广外等都拥有使用权。 
 

三、利用网络平台查阅外交档案的基本途径 
    

外交档案是政府部门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留下的历史记录，也是研究者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外交档案通常由外交部门的档案管理机构负责保管，如中国由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美国则是美国

国务院历史办公室。外交档案一般是保密的，但若干年后可以依据法律向社会解密，解密的时间

各有不同，目前中美都是 30 年。读者通常要到档案保管地才能查阅所需的外交档案。为便于读者

查阅和使用，一些国家的档案保管部门已陆续对解密档案进行整理和编辑，有些也已公开出版。

在未经数字化加工前，由于经费、场地和时间限制，研究者查阅这些公开出版的纸质档案仍存诸

多不便。随着信息化的飞跃发展，一些档案保管机构陆续对所拥有的档案进行数字化加工，并经

由互联网向使用者开放，这也为中东研究者尤其是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美国在外交档案的数字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美国国务院历史办公室早就陆续将其所收藏的

解密外交档案按时间、地区或国家、专题等方式加以整理，并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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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缩写为 FRUS）为名公开出版。近年又陆续对这些档案进行数字化加

工，在其网站（http:/history.state.gov）公布，使用者可便利地在线或下载阅读和使用这些档案，

如下表列出的 9 卷档案，基本涵盖 1955～1960 年间美国政府对中东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

阿以冲突、苏伊士运河危机、黎巴嫩事件等）的外交决策和实施过程，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美

国中东外交提供了最基本的第一手资料。 
 

FRUS 中东卷部分目录（1955～1960） 

卷宗名 网址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Near East 

Region; Iran; Iraq: Volume XI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5-57v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Near East: 

Jordan-Yemen: Volume XII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5-57v1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Arab-Israeli 

Dispute, 1955: Volume XIV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5-57v14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Arab-Israeli 

Dispute, January 1-July 26, 1956: Volume XV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5-57v1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Suez Crisis, 

July 26-December 31, 1956: Volume XV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5-57v1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Arab-Israeli 

Dispute, 1957: Volume XVI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5-57v17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Lebanon 

and Jordan: Volume X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8-60v1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Near East 

Region; Iraq; Iran; Arabian Peninsula: Volume XI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8-60v1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Arab-Israeli 

dispute; United Arab Republic; North Africa: Volume XIII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

8-60v13 

 
除政府机构外，一些数据库商也致力于将解密的政府外交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如美国的解

密档案就可在 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DDRS）和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DNSA）这两个数据库中查找。 

DDRS 由 Gale 公司（http://www.gale.cengage.com）开发，起初为缩微胶卷，后将其数字化并

编成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自二战结束以来白宫、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

委员会、国防部、司法部和商业部等政府机构的解密档案达 10 余万份，计 60 余万页，内容包括

内阁会议记录、中央情报局情报研究及报告、通信、日记、首脑文章、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政

治分析、总统会议信息以及技术研究等，其中不乏冷战期间美国与中东关系的第一手资料。DNSA
（http://nsarchive.chadwyck.com/home.do）由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研究和收藏机构）和 ProQuest 公司合作开发，其合作方式是由国家

安全档案馆提供档案，ProQuest 对其数字化之后编成数据库，供研究者使用。 
到目前为止，DNSA 已公开发布 34 个专辑档案，其中与中东研究关系密切的论文包括以下专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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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与中东有关专辑 

1 阿富汗：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形成，1973-1990 

7 伊朗：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形成，1977-1980 

8 伊朗门事件：丑闻的形成，1983-1988 

9 伊拉克门事件：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对伊政策与海湾战争的前奏，1980-1994 

16 国家安全机构：组织与行动，1945-2009 

20 关于国家安全的总统令，第一部：从杜鲁门到克林顿 

21 关于国家安全的总统令，第二部：从杜鲁门到乔治·布什 

24 恐怖主义与美国政策，1968-2002 

25 谍报活动与情报机构，1947-1996 

26 “9·11”以后的美国情报系统 

27 美国情报系统：组织、运作与管理，1947-1989 

28 美国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从二战到伊拉克战争 

29 美国对太空的军事利用，1945-1991 

30 美国的核历史：导弹竞赛年代中的核武器与政治，1955-1968 

31 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1945-1991 

     
由 Adam Matthew Digital 公司获英国政府授权开发的《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中东 1839-1969》
（Confidential_Print: Middle East, 1839-1969），是 AMD 经营的第二个完整的外交档案数字化项目。

该数据库收集的文献全部来源于英国外交部自 1820 年以来的已解密的机密档案，其资料类型有报

告、急件、通讯信件、政治领导策略描述报告、每周政治总结、月度经济报告等，内容涉及默罕

默德·阿里与 19 世纪埃及改革、1921 年中东大会、巴勒斯坦与美索不达米亚托管地问题、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巴勒斯坦的分割、后苏伊士时期的西方外交政策及阿以冲突等。所有档案均

支持全文检索，既可以在线阅读原始文档，也可以 PDF 格式下载使用。
[7]
其具体卷目如下：  

 
英国外交部机密文件：中东，1839～1969 

CO 935/1-25 Middle East General 中东地区总论, 1920～1956 

FO 402/1-33 Afghanistan, 阿富汗 1922～1957 

FO 406/1-84 Eastern Affairs(Middle East)东方问题（中东地区）1812～1946 

FO 407/1-237 Egypt/Sudan 埃及/苏丹, 1839～1958 

FO 416/1-113 Persia 波斯, 1899～1957 

FO 423/1-70 Suez Canal 苏伊士运河, 1859～1947 

FO 424/1-297 Turkey 土耳其, 1841～1957 

FO 437/1-9 Jordan 约旦, 1949～1957 

FO 464/1-12 Arabia 阿拉伯半岛, 1947～1957 

FO 481/1-17 Iraq 伊拉克, 1947～1969 

FO 484/1-11 Lebanon 黎巴嫩, 1947～1957 

FO 487/1-11 Middle East General 中东地区总论, 1947～1957 

FO 492/1-11 Israel/Palestine 以色列/巴勒斯坦, 1947～1957 

FO 501/1-10 Syria 叙利亚, 1947～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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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Quest 公司与英国外交部合作开发的《英国海外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 缩写为 DBPO, http://dbpo.chadwyck.com/home.do）目前已建成三个专辑，即关于一战起

源的英国文件专辑（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关于二战前的英国外

交政策文件集（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和战后英国外交政策文件集

（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其中不乏英国与中东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目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 1949～1965 年的外交档案已解密，部分文件开始结集出版。目前出版

的有四部：《1954 年日内瓦会议》、《建国初期的外交部》、《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交档案：1949～1955》、《解密中国外交档案》。不过未出版的外交解密档案还不能在网上查阅。要

查阅中国与中东关系的全部解密档案资料，必须办理手续前往外交部档案馆。 
 

四、利用数据库查阅其他学术资源的基本途径 
    

 依托网络平台建立的各种类型的学术资源库，已成为我们搜集研究资料、了解研究信息、交

流研究心得的基本渠道，熟悉并熟练地使用这些资源也成了研究者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新闻报道和评论是了解中东的主要渠道，也是研究中东历史和现状的重要窗口。有了建立在

网络平台上的电子资源，研究者就可免除专程去图书馆查阅纸质报章的劳顿。目前全球最大与增

长最快的报纸数据库是美国 News Bank 公司(http://infoweb.newsbank.com）开发的《世界各国报纸

全文库》（Access World News），该数据库收录世界各地的主要报纸 4000 多份，包括《金融时报》、

《经济学家》、《泰晤士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著名大报，还包括免费赠送的 100
家左右全球主要电视台的视频节目。除英语外，还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葡萄牙

语等语种，并同时提供英语和西班牙语检索界面，一些非英语报纸还同时提供英语版，内容涉及

政府、政治、国际关系、商业、财经、法律、环境、能源、科技、文化、人口、社会、教育、体

育、艺术和健康等领域。该数据库时效性很强，每天都会及时更新；其回溯内容丰富，最早为 20
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报纸可提供全文；其技术功能也很强大，可提供多种组合的检索方式，任

意选定数据库内报纸进行检索。 
    如果要查阅中东地区英文报纸，以色列《国土报》(http://www.haaretz.com)必不可少。《国土

报》有英语和希伯来语两种版本，英语为 Haaretz ，希伯来语为הארץ 。中东地区最有影响的阿拉

伯文报纸是埃及的《金字塔报》（الاهرام），登录 http://www.ahram.org.eg 网站，就可便利查阅该

报的及时新闻和回溯报章。通过网络，研究者可便利登录全球最大的阿拉伯语电视台——卡塔尔

半岛电视台（www.aljazeera.net），该平台可以提供阿拉伯文版的检索（ حثب ）和细化检索（ بحث
服务，研究者只需在检索栏内输入关键词就可得到相关信息，在细化检索栏里还可设定（تفصيلي

“所有词语”（جميع هذه الكلمات ）、“句子”（هذه الجملة ）、“词语的任意字段”（ يا من هذه الكلماتأ  ）
和“日期”（  。的检索服务（لتاريخا
    目前国内开发比较成熟的中文报纸数据库是 CNKI 建立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英文

缩写为 CCND，网址是 http://acad.cnki.net/kns55/brief/result.aspx?dbprefix=CCND）。该数据库以国

内重要报纸刊载的学术性、资料性文献为收录对象并连续动态更新，目前已累积收录自 2000 年以

来国内公开发行的 500 多种重要报纸的文献 600 多万篇，按基础科学、工程科技Ⅰ、工程科技Ⅱ、

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Ⅰ、社会科学Ⅱ、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

科学等十大专辑加以编辑，下分 168 个专题和近 3600 个子栏目。要了解中国关于中东问题的报道

和评论以及中国—中东关系的新闻和历史，这是一个很便捷的平台。 
国内、西方和中东的专业网站也是中东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源，主要包括：政府机构网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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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机构网站、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公共事业单位网站等。通过专业网站，研究者可便利获得政

府公开信息、科研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以及国内外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馆藏文献信息。 
    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cn/chn/gxh/tyb）是中国外交信息最为权威的政府网站，

该网站分为通用版、媒体版、出国版、学生版、资料版和文字版等六个版面，分别适用于不同的

读者群，分列外交动态、国家和组织、资料、服务等栏目。在资料版可以查找到国家领导人讲话、

中外政府发布的声明与公报、中国政府签署的条约和法规、新中国外交历程等珍贵资料，其中与

中东有关的资料均可通过检索获得。 
美国国务院网站（http://www.state.gov）是了解美国外交动态和历史的官方网站，其主页设置

的栏目包括政策（Policy Issues）、国家和地区（Countries & Regions）经济与能源（Economics & 
Energy）、军控与安全（Arm Control & Security）、民主与全球事务（Democracy & Global Affairs）、
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Public Diplomacy & Public Affairs）、援助与发展（Assistance & Development）
等，只要在“国家与地区”检索框输入有关的中东国家，就可获得相关资料。 

埃及外交部网站（http://www.mfa.gov.eg/MFA_Portal）有三个版本：法文、英文和阿拉伯文。

在阿文版里，“重要信息”（ 栏每天都会发布埃及外交的最新动态，如 “埃及在人权（هم الاخبارأ

委员会对朝鲜人权的立场”（2010.11.23）、“埃及对朝韩延坪岛海战的态度”（2010.11.24）等；“埃

及与世界”栏目（مصر والعالم）主要介绍埃及和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等。 
与中东研究有关的学术机构的网站，是研究者了解学术信息以及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如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和中国中东研究的权威学术机构，

其官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网”（www.sh-mideast.com）和“中国中东研究网”（http://  
research.shisu.edu.cn/s/13/t/13/main.htm），不仅定期发布该所研究动态、信息和成果，而且及时发

布中外有关中东研究的动态、信息和成果。该所与上外图书馆合作开发的特色数据库《中东研究

特色文献》以及《全球清真寺研究特色数据库》对授权读者开放。该所主办的中文期刊《阿拉伯

世界研究》和与美合办的英文期刊《中东与伊斯兰研究》也可在线浏览。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中东研究所网站（http://www.columbia.edu/cu/mei/index.shtml）向读者开放该所所有研究成果的电

子版（e-resource）等，在其电子资源页面（http://www.columbia.edu/cu/mei/eresources.shtml）上，

可以查阅到“伊朗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等专题的学术信

息，包括系列讲座安排及其提纲和参考书目等。再如以色列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研究与信息中心（英

文简写 IPCRI）的网站（http://www.ipcri.org/）上开设有多个专栏，如“Articles on the Israeli-Palestine 
Water Issue”（巴以水资源问题）等，对研究巴以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源。 

国家、地区和学校图书馆、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部门，也是研究者获取中东研究资源的

重要渠道。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http://www.nlc.gov.cn/）除可为读者提供图书和报刊的网上检索

和在线阅览服务外，还与多家著名数据库商，如万方、中国知网和参考消息数据库等实现联网。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http://www.lib.uchicago.edu/e/index.html）提供的电子资源包括：14.6 万

类获授权的全文期刊，38 万册获授权的专著，近 900 个参考数据库。主要的中东国家图书馆和档

案馆都建有网站，但目前一些中东国家的图书（档案）馆所提供的网上服务仅限于图书（档案）

馆的历史介绍、馆藏信息、书目检索、联系方式等，而在以色列，授权读者还可以在线浏览或下

载犹太国家与大学图书馆（http://jnul.huji.ac.il/eng）的电子资源。下表是主要中东国家图书馆（档

案馆）的名录和网址： 
 

埃及国家图书馆与档案馆（英语、阿拉伯语） www.darelkoto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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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图书馆（英语、阿拉伯语） http://www.kfupm.edu.sa/library/ 

约旦国家图书馆（英语、阿拉伯语） http://www.nl.gov.jo/ 

以色列犹太国家与大学图书馆（英语、希伯来语） http://jnul.huji.ac.il/eng/ 

伊朗国家图书馆（英语、波斯语） http://www.nlai.ir/ 

土耳其国家图书馆（英语、土耳其语） http://www.mkutup.gov.tr/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家图书馆（英语、阿拉伯语） http://www.cultural.org.ae/ 

 
                          五、结语 
 
对于中东研究者而言，资料搜集是熟悉与研究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文献，也是了解目前已有研

究成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因此，熟悉使用电子资源的基本方法和路径，有助于中东研究者快捷

查寻所需文献资料，了解、评估中东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查找纸质资料费时费力之不足。随着

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更多更好的电子资源被开发出来，为研究者更好地进行中东研究提

供服务，有助于中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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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Electronic Resources and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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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documentary resources is the basic work of international, as well as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Today, there are never-ending changes and improvement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f the researchers know how to use the electronic database, they will do with their works with high 
proficiency. Electronic resourc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efficiency, which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paper resource. In order to introduce the electronic resource about the Middle East Studies and the way 
of use,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first-hand documents, resources from the 
libraries (archives) and the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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