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的知识谱系。 事实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中国中心主义”的区域国别学

知识体系，东亚地区曾被视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 西方历史学家为摆脱

这一地区的“中国中心论”，将东南亚重构并“想象”为一个独立于中印文化之外

的独特地理区域，随后这一框架被本地区萌生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

接受了。 通过概念创造和叙述建构，西方历史学家就削弱了中国在这一地区占

主导地位的正当性。

我们不仅在知识建构上要打破一个旧世界，也要善于构建一个新世界。 区

域国别学在自主建设中，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构建出符合我们利益的区域。 区域

的存在并不是客观不变的。 人类历史上，区域概念不断变化变更。 大国总是依

据自己的利益和影响力范围来命名地区，任何区域的界定都是有政治目的的。

例如，日本将亚洲称为“大东亚”，是因为当时要搞“大东亚共荣圈”。 美国把亚洲

称为“太平洋”，把自己定位为太平洋国家，是要将势力延伸至亚洲。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美国开始建构“亚太”概念，在 １９８９ 年建立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如今，又出现了将印度洋和亚太相集合的“印太地区”的概念。 因此，我们应该如

何界定全球的区域呢？ 由于中国当前面对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地域

及区域的概念，如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中国“区域国别学”就需要创新

出一套地缘区域的概念，既能实现同既有地缘概念的对接，也能实现自身的创

新，以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不断拓展的需要。

中东区域国别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刍议
∗

刘中民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当代中国的中东研究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亚非地区开展外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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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编号：２２ＪＪＤ８１００２３）和 ２０２３ 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当代中东国家对外关系史研究”
（项目编号：２０２３１１４００５）的阶段性成果。



动的现实需要，蓬勃发展于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之中，并在 ２１ 世纪以来进入向

纵深发展的成熟期。 在此过程中，中国的中东研究在机构设置、科学研究、队伍

建设、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中东研究距离形成完善、成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尚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

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①这一高屋建瓴的论断同样为中国中东研究指明了方向。 当

前，区域国别学在成为一级学科后，更面临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建设，构建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使命。 因此，本文拟在简要总结中

国中东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就中国中东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建设略谈管见。

一、中国中东研究与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同步性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并没有系统的中东研究，其研究主要体现为

中西交通史及哲学、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分散研究，更无专门的研究机构、

研究队伍和学科建制。② 真正意义上的中东研究起步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其形

成、发展、演变具有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同步的特点。

由于中东研究的跨学科性，以及中东民族、语言、宗教庞杂和国家众多等复

杂性，中东研究至今仍未形成内容系统、理论完备的“中东学”。 尽管近年有学者

发出“建设中国特色中东学”的倡议，但在学科内涵和外延方面尚未形成明确的

界定和充分的共识，其学科化程度远不如近代以来备受重视的西方国家研究，如

美国学、日本学、欧洲学等。 与中东相关的国别研究只有对埃及、波斯（伊朗）的

研究有“埃及学”“波斯学”的说法，但其内容较为狭窄，主要为考古和古代文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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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但远未形成类似西方“东方学”或“中国学”等学科那样的综合、全面的多学

科体系，更谈不上系统的中东学。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其发展演

变可大致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当然，如进行系统研究，两

个大的时期内又可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时期）。

首先，从建国初期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是中国中东研究的初创时期。 建国初

期，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外交关系基本上处于空白状况，中国的中东研究主要体现

为非系统性的哲学、历史、语言、宗教、文化等人文研究。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和 ６０

年代初，中国支持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需要，促进了相关研究机构的

建立，开始对包括中东的亚非国家进行相对综合的研究，但政治、经济、国际关系

研究是重点，主要服务于反帝、反殖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外交事业。 当时的学

科主要是历史学、政治学领域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研究，以及外国语言文学领域

以培养外交人才为使命的语言文化教育。 在随后的十年“文革”时期，尽管中国

中东研究受到严重冲击，但中国外交对中东研究仍有重大需求，当然其研究主要

为译介活动，而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则近于停滞。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转型和中东形势的深刻变化对中东研究提出

了新的要求，由此迎来了中国中东研究从复兴到繁荣的深入发展时期。 其突出

表现为：中东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科学研究学科化、专业化特色日益

形成，特别是近十年来区域国别研究从交叉学科到一级学科的明确定位，极大地

促进了中东研究的学科建设，研究专业团体和专业学术期刊建设步入正轨；人才

培养正规化和常态化，人文和社科领域专业建设特别是研究生等高层次人才培

养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智库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国家与社会特别是外交外事工

作做出突出贡献。

二、中东研究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思考

当前，中国的中东研究尽管尚未形成独立的中东学学科，但它作为历史学、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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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经济学、宗教学、外国语言文学以及新近设立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内

的重要研究领域，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初步具备探讨建

设中国特色中东学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以下就中东研究的三大体系建设提出若

干思考。

首先，以中东研究为经、以不同学科为纬，建设从交叉融合到日趋独立的中

东研究学科体系。 当前中国中东研究涵盖的学科主要包括两大门类：其一是人

文科学，如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学（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的中东国家

语言二级学科，如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希伯来语）等学科；其二是社会科

学，如政治学（特别是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二级学科）、经济学（特

别是外贸、金融等）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下的关联研究。 但是，当前中东研究学科

建设存在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学科领域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彼此孤

立和割裂。 这种情况也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

基本确立，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些学科设置同社会发展联系

不够紧密，学科体系不够健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比较薄弱。”①

近年来，我国先是在外国语言文学、政治学学科下分别设立二级学科———区

域国别研究，２０２２ 年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一级学科。 我国在学科建设领域不断

进行调整，最根本的目标是突破学科壁垒，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特别是人才培养体

系的形成。 跨学科研究注定是中东研究的先天属性。 在中东研究的学科建设

中，应该以中东研究为经、以不同学科为纬，建设从交叉融合到日趋独立的学科

体系。 具体来说，中东研究是联结不同学科内具体研究领域的经线，人文和社会

科学下的具体学科是中东研究的学科载体，首要任务是实现跨学科的人才培养

和科学研究。

具体说来，在学科建设方面，中东研究应与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社

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中东历史、中东政治、中

东法律、中东经济、中东社会、中东民族、中东宗教、中东国际关系等中东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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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逐渐建成较成熟的自主知识体系，以满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需要。 在

人才培养方面，中东研究应注重精英教育、实践教育和国际化教育等区域国别研

究的核心属性。 中东研究等区域国别研究的人才培养应注重以研究生培养为主

的精英教育，不宜盲目设立区域国别学本科专业；在研究生教育中也应切实开拓

跨学科的人才培养，且应特别注意科学规划、先行先试、突出重点，避免一刀切和

一窝蜂式的走过场。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根据研究生的学缘、学科结构设立个

性化的交叉学科培养方案；应在注重文本知识学习的同时，加强对学生田野调查

能力、技术手段能力、国际交流能力等综合能力的培养。

其次，建设以理论创新为根基，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的中东

研究学术体系。 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在各自的学科

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学术深度的研究领域，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历史、宗教等，特别是在现代化、文明交往、民族国家建构、政治和社会思潮、

民族宗教问题、社会问题等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学术专著。 但是，中国中东研究

的研究议题仍深受西方影响，存在理论性、原创性不足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重描

述解释、轻学理分析，重动态跟踪、轻理论建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平衡等缺

陷，显然制约了中国中东研究学术体系的建设。

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来看，也存在彼此割裂、各自为战、

相互轻视的问题，在当前突出表现为对智库建设的简单化理解，把政策研究作为

智库建设的主要任务，进而忽视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

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

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 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

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

领发展的高端智库，重点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

策研究。”①

质量和创新是所有科学研究的灵魂所在，中国中东研究应着力建设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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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为根基，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学术体系，尤其要在基础研

究层面增强理论创新的原创能力，在应用研究层面增强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运

筹能力，在政策研究层面增强立足现实、着眼长远的战略素养和战略思维。

最后，建设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中

国的中东研究与中东外交密不可分，并且形成了中国中东研究的独特话语体系，

是中国价值观念、外交原则的深刻体现。 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中东研究核心话

语是民族独立解放，反殖、反帝、反霸，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中

间地带”理论等都对中东研究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的

和平发展时代主题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重大理论，都对形成中国中东研究的

话语特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外交思想中，提出了一系列

对国际体系、全球治理、中国外交的重大论断，其中也包括对中东问题性质和出

路、中国中东外交身份定位、理念、政策等方面的重要论断。 具体来说，坚持公平

正义、倡导相互尊重、坚持对话协商、重视发展合作、倡导互利共赢、主张集体安

全、促进包容互鉴等构成了中国关于中东政治对话、经济发展、安全机制、文明交

流等方面的话语体系。

总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就是“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

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

案。”①对于中东研究而言，学术界既要有利用已有知识和理论诠释中国中东外交

政策话语体系的能力，又要具备吸收、改造、批判外来话语的能力，还要通过理论

创新和学术创新构建易于接受、易于传播的学术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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