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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ꎬ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

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ꎬ 是 “全球南方” 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ꎮ 在百年变局背

景下ꎬ “全球南方” 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主体自

觉意识ꎬ 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 “现代化等于西方化” 的神话ꎬ 用事

实证明了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ꎬ 拓展了 “全球南方” 国家实现现代化的

思路和途径ꎬ 亦成为中阿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内容ꎮ 在现代化视阈

下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具备深厚的历史基因、 广泛的

价值共识与有力的政治保障ꎬ 且受到双方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诉求、 不断增强

的经济联系及中国在中东和平大国角色等因素的推动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

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目标ꎬ 加强两大文明的积极价值观互鉴ꎬ 具体内容包括:
加强道德观互鉴可为双方合作注入东方特色的价值观准则ꎻ 加强包容性互鉴

是学习对方现代化成功经验的真正精神动力ꎻ 加强和平观互鉴可为双方现代

化进程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ꎻ 加强创新性互鉴可增强各自现代化进程的道路

自信ꎻ 加强生态观互鉴有助于探索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方案等ꎮ 总之ꎬ 以

现代化发展合作为主轴深化文明价值观互鉴ꎬ 有助于为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

奠定稳固的共同身份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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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ꎬ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体现出更强的

主动性与主体自觉意识ꎬ 但很多国家对走何种现代化道路依然充满迷惘与困

惑ꎮ 以阿拉伯国家为例ꎬ 大部分国家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求索ꎮ 而 “中国

式现代化ꎬ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ꎬ 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

征ꎬ 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ꎮ”① 中国式现代化有与其他国家分享现代化

经验的价值旨趣ꎮ②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之一ꎬ 就是 “打破了 ‘现代化 ＝
西方化’ 的迷思ꎬ 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ꎬ 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

化的路径选择ꎬ 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ꎮ”③ 文明间对

话与交流是推动现代化经验分享与发展合作的重要路径ꎬ 也是习近平文化思

想的重要内涵ꎮ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ꎮ 全球文明倡议

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ꎬ 倡导文明间加强对话与交流以增进互学互鉴ꎬ 其中

蕴含着深邃的现代化发展观ꎮ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取决于文明的多样性ꎬ 这

是加强文明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的理论与逻辑支点ꎮ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ꎬ 在

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ꎬ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ꎮ”④

文明对话交流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本质上体现的是交往力对推动人类历史发

展的基础性作用ꎮ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指出ꎬ “不仅一个

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ꎬ 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

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ꎮ”⑤ 交往力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横线ꎬ
与生产力一起共同创造了文明的多样性与共生特点ꎮ

交而通、 交而和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互学互鉴、 和合共生

的历史主轴ꎮ 由此ꎬ 有关两大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发展现状也受到国内外

学术界关注ꎮ 原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先生认为ꎬ 从明清时期开始的回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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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２２ 页ꎮ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主旨演讲中指出ꎬ
“ ‘全球南方’ 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ꎬ 增进世界各国不同

文明沟通对话ꎬ 加强治国理政交流ꎬ 深化教育、 科技、 文化、 地方、 民间、 青年等领域交往ꎮ” 参见习近平: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７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

的讲话»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ꎮ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８ 日ꎮ
«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习近平主席致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贺

信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指引»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５ / ｃ＿ １１２９９９２
９５３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２５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２ 年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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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实践ꎬ 即使在西方学界ꎬ 也认可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之间相互借鉴、 良

性互动和真正合作的真实可能ꎮ① 马来西亚学者奥斯曼巴克尔 (Ｏｓｍａｎ

Ｂａｋａｒ) 曾专门探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ꎬ 他主编的论文集体现了一批

国际汉学家与伊斯兰学者对两大文明对话的思考ꎮ② 沙特阿拉伯学者哈姆德

本穆罕默德阿里阿勒奈吉丁梳理了历史上中阿文明间开展的一系列交

往活动ꎬ 认为中阿文明都崇尚对话、 富有智慧ꎬ 两大文明长期平等、 和平的

交往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ꎮ③ 兰德贾尔 (Ｔ Ｌａｄｊａｌ) 与卜拉希米

(Ｔ Ｂｒａｈｉｍｉ) 在研究古丝绸之路时ꎬ 发现中阿两种文明代表了和平合作、 相

互尊重的和谐共存典范ꎬ 历史上形成的友好形象至今仍对中国与阿拉伯世界

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ꎮ④ 本辛芬德费尔 (Ｂｅｎ Ｓｉｍｐｆｅｎｄｏｒｆｅｒ) 利用亲身经历

叙述了中阿经济合作的加强源于双方现代化发展的共同需要ꎬ 与之伴随的是

语言、 文化上的交流碰撞增多ꎮ⑤ 然而总体而言ꎬ 国际学界对中阿两大文明对

话的研究较少ꎬ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主流学界对中阿文明交流的忽视甚至

意识形态偏见ꎮ 国内研究文明交往的代表性人物是彭树智先生ꎬ 其 “文明交

往论” 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是基于古丝绸之路上中东地区与中国及周边国

家发生的众多文明交往案例ꎬ 从中得出了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ꎬ

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ꎬ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的根本性结

论ꎮ⑥ 近年来ꎬ 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⑦、 全球文明倡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杜维明著: «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１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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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熙国、 陈绍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２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２６ ~４２ 页ꎻ 王义桅: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逻辑»ꎬ 载 «探索与争鸣»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１０５ ~
１１５ 页ꎻ 项久雨: «世界变局中的文明形态变革及其未来图景»ꎬ 载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２６ ~４７ 页ꎻ 赵可金: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与超越性»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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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与现代化发展合作①、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与交流②等方面作了不少

探索ꎬ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 文明对话与交流推动现代化等问题上已

形成理论化的认识ꎬ 但结合具体案例的研究仍显不足ꎮ 上述情况构成了本文

写作的逻辑起点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应在习近

平文化思想有关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精神的指引下ꎬ 结合两大文明的整体性、
连续性及可持续发展性ꎬ 在现代化实践中进一步深化文明价值观互鉴ꎮ 鉴此ꎬ
本文拟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为什么能在现代化视阈下进行文明对话、 交流

与互鉴? 现代化视阈下双方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动力是什么? 双方

应主要围绕哪些文明价值观深化互鉴?③

一　 中阿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历史基础

尽管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主要受地理及语言、 宗教、 习俗等文化因素

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ꎬ 但双方基于中阿文明交流深厚的历史基因、
价值共识与政治保障ꎬ 厚植了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主轴、 深化中阿文明对话

与交流的基础ꎬ 且在合作发展中有助于促进基于共同价值观身份意识的生成ꎮ
第一ꎬ 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及近代以来屈辱的现代化探索为中阿文

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奠定了历史基因ꎮ 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最早可追溯

至秦代ꎮ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ꎬ 开辟了中国与中亚、 西亚的商道ꎬ 即陆上

古丝绸之路ꎻ 东汉时期甘英出使大秦ꎬ 到达条支 (当时对阿拉伯地区的称

谓)ꎬ 使得古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延伸ꎮ 从汉代到蒙元时期ꎬ 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的商旅团队在古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ꎬ 促进了双方的商品贸易、 人员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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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夏莉萍: «全球文明倡议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２３ 年第８ 期ꎬ 第２１ ~２６ 页ꎮ
朱威烈: «文明对话与大中东改革»ꎬ 载 «回族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 ~ １６ 页ꎻ 丁俊、

朱琳: «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 成就与意义»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６ ~ ４８ 页ꎻ 丁俊: «新时代中阿文明交流共铸世界文明共处之道»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 ~ １８ 页ꎻ 王宇洁、 秦政: «全人类共同价值视域下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明对话»ꎬ 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８８ ~ １９６ 页ꎻ 张倩红、 王铁铮、 丁俊、 李洪峰: «全球

文明倡议的理论基础、 价值意蕴与实践探索»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５ ~ ２０ 页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ꎬ 从文明体系来讲ꎬ 伊斯兰文明不仅包括阿拉伯国家ꎬ 也包括土耳其、 伊

朗等非阿拉伯国家ꎬ 中亚国家及部分南亚、 东南亚国家ꎮ 限于篇幅ꎬ 本文仅以更具有文化同质性特征

的阿拉伯国家为案例进行探讨ꎮ 进一步讲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ꎬ 对整个伊斯兰

文明区域都具有普遍性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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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及文化融合ꎮ 对古丝绸之路促进双方及世界文明发展的成就ꎬ 习近平主席

作出过精炼概括ꎬ “丝绸之路把中国的造纸术、 火药、 印刷术、 指南针经阿拉

伯地区传播到欧洲ꎬ 又把阿拉伯的天文、 历法、 医药介绍到中国ꎬ 在文明交

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ꎮ”① 明初郑和下西洋ꎬ 是古代中国与包括阿拉伯

国家在内的亚非地区文明交往的高峰ꎮ 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过忽鲁谟斯 (今霍

尔木兹海峡周边) 及亚丁湾附近ꎬ 同阿拉伯半岛诸国发生过直接的交往活动ꎮ
阿曼历史协会理事会成员穆罕默德本赛义德利用翔实的阿拉伯文献ꎬ 证

明郑和船队曾 ５ 次到过阿曼并访问了多个城市ꎬ 促进了中国与阿曼及印度洋

区域的贸易、 经济与文化交流ꎮ② 郑和下西洋奉行 “仁和为先、 宽容开阔、 以

义统利、 太平共享” 的精神ꎬ 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包容性、 平等

性、 利他性、 共享性等特征ꎮ③ 与同时代欧洲开启的大航海及殖民扩张运动相

比ꎬ 郑和下西洋代表的中华文明和平交往精神更显弥足珍贵ꎮ 研究证明ꎬ 历

史上凡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与中国中原王朝建立经贸和文化联系的国家、 地区

和民族ꎬ 在为古代中西或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同时ꎬ 也促进了它们

自身文明的发展ꎮ④ 伊斯兰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萨勒姆本穆罕默德马利克

认为ꎬ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证明中国及其人民在人类交往的意志和智慧方面

有先例可循ꎬ 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ꎬ 是连接不同文明的关键纽带ꎬ 促进了

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 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发展ꎮ⑤ 然而ꎬ 主要受沿线国家政治

动荡、 战乱、 商道关闭等因素的影响ꎬ 古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ꎮ １５ 世纪以

来ꎬ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ꎬ 古丝绸之路最终被取代ꎮ
近代以来ꎬ 中东地区不断地遭受西方大国的侵略ꎬ 逐渐沦为西方大国的

殖民地ꎮ 奥斯曼帝国从 １８ 世纪开始进行军事现代化改革ꎬ 到 １９ 世纪中期发

展为 “坦齐马特改革”ꎬ 试图通过对西方宪政制度的有限模仿挽救濒于危亡的

封建王朝ꎮ⑥ 但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运动并未扭转命运ꎬ 西方列强采取 “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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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之” 政策ꎬ 对其领土不断蚕食分割ꎬ 帝国在一战后分崩瓦解ꎮ 另外ꎬ 在 １９
世纪早期ꎬ 埃及也发生了由穆罕默德阿里领导的现代化改革运动ꎬ 并在短

期内令埃及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ꎮ 马克思曾对阿里的现代化改革运动给予了

高度评价ꎬ 认为当时埃及是 “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ꎮ① 然而ꎬ 阿

里改革终究是昙花一现ꎬ 在英国的外部干涉下ꎬ 埃及现代化运动被迫中止且

沦为英国的保护国ꎮ 中国比阿拉伯国家遭受殖民入侵的时间要晚ꎬ 但在 １８４０
年鸦片战争之后ꎬ 中国被迫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ꎮ 为摆脱统治危

机ꎬ 晚清政府先后推行了 “洋务运动” “维新变法” 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现

代化改革运动ꎬ 但始终无法阻止西方殖民者的步步入侵ꎮ 到这一时期ꎬ 中国

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几近中断ꎬ 内忧外患下双方都丧失了对外交往的主动性

与自主性ꎮ 但在一战结束之后ꎬ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逐渐增多ꎬ 在争取

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相互支持ꎮ 新中国成立后ꎬ 第一波建交热潮就来自阿拉伯

世界ꎮ １９５５ 年ꎬ 在印尼万隆会议上ꎬ 周恩来总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的

“求同存异” 演说ꎬ 获得了与会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赞扬ꎮ 万隆会议之后ꎬ 中国

与阿拉伯国家迎来建交高潮ꎬ 双方经贸文化互动开始增加ꎮ② 中国与阿拉伯国

家还在不结盟运动框架下加强合作ꎬ 对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ꎮ 在冷

战格局之下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能够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实现相互

尊重、 平等友好的交往ꎬ 一方面是基于历史上文明交往形成的深厚积淀ꎬ 另

一方面拥有共同的遭受西方殖民入侵及相似的屈辱性现代化探索经历ꎬ 因此

在反帝、 反霸与谋求国家自主发展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的诉求ꎮ
由此可见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正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促进了

两大文明的成长与进步ꎻ 曾经相似的屈辱性现代化经历则为两大文明重新重

视对话交流奠定了历史认同与身份自觉ꎬ 并在文明对话与交流中融入了自主

发展、 共同发展、 创新转化等价值内涵ꎮ
第二ꎬ 发扬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中阿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

鉴奠定了价值共识ꎮ 虽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悠久的文明积淀ꎬ 但现代化的

开启并非源于自身文明的内在质变ꎬ 而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下被迫启动

的ꎮ 因此ꎬ 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ꎬ 中国与不少阿拉伯国家都曾将西方文明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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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正现代化的模式加以模仿ꎮ 例如ꎬ 中国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ꎬ 都以西

方资本主义宪政精神与制度作为现代化标准进行效仿ꎮ 埃及、 伊拉克、 叙利

亚等阿拉伯国家在 ２０ 世纪上半期都曾参照西方现代化模式ꎬ 政治上实行政教

分离制度ꎬ 经济上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ꎮ 但在没有真正独立之前ꎬ 这些国家

的现代化改革都是依附性的ꎬ 因此成效不彰ꎻ 这也导致这些国家在赢得完全

独立之后ꎬ 纷纷转向模仿苏联现代化模式ꎬ 从而形成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ꎮ
“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ꎬ 而是一种思想成分复杂的特殊的社会

主义理论ꎬ 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

组成ꎮ”① 尽管阿拉伯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尽相

同ꎬ 但中阿现代化模式仍存在某些共性ꎬ 如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经

济上采取计划经济模式等做法ꎮ 实践证明ꎬ 模仿西方现代化或苏联现代化模

式ꎬ 给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带来了诸多弊端ꎬ 尤其传统文化价

值观的衰落导致社会认同的虚无甚至断裂ꎬ 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以 １９７８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ꎬ 中国进入了改革

开放的新时期ꎬ 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ꎮ 改革开放不仅

是 “开拓创新”ꎬ 更准确地讲是 “守正创新”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平稳有序发

展ꎬ 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明价值的重视与弘扬ꎮ 中华传统文明借助现代化的

丰富实践实现了超越与创新ꎬ 逐渐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ꎮ “两个结合” 精

神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哲学升华与理论总结ꎬ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ꎬ 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ꎬ 必须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ꎮ②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在于不盲目学习外来模式ꎬ 立

足于本国现实国情ꎬ 将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转化ꎬ 融会贯通为独

树一帜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ꎮ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 “第二个结合” 的重要

意义ꎬ 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ꎬ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

现代化以深厚底蕴”ꎮ③ 可以看出ꎬ 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

明视为表里映衬、 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ꎮ 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传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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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守正创新经验ꎬ 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也在发生重大转向ꎬ 即

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了高潮ꎮ 这股表面复古的运动ꎬ 是对半个多世纪来现代

化道路的反思与批判ꎮ 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质上是倡导走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北非阿拉伯国家如苏丹、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摩洛哥等国ꎬ 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政党与组织ꎮ 埃及穆斯林兄

弟会在沉寂多年后ꎬ 重新加强了组织活动能力ꎮ① 在约旦ꎬ 具有伊斯兰背景的

政党或组织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ꎮ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各国的表现并

不一致ꎬ 但都主张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的价值内核ꎮ 然

而ꎬ 这种试图通过复兴伊斯兰传统思想来实施国家治理与推进现代化的实践ꎬ
同样存在很多问题ꎮ 上台执政的伊斯兰代表人物、 组织或政党在国家治理方

面通常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ꎬ 容易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ꎬ 即使掌

握了政权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推翻ꎮ 苏丹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重新向世俗化道路回

归ꎻ 埃及在 ２０１３ 年曾由出身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人物穆尔西执政ꎬ 但该政府

在一年后就被代表世俗力量的军方势力推翻ꎮ 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盛况不

再ꎬ 但其留下的对伊斯兰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仍在继续ꎮ 总体看ꎬ
将伊斯兰教包容进现代化并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ꎬ 现代化进程

相对平稳有序ꎻ 而将伊斯兰教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ꎬ 或者全面伊斯兰化却

不兼容世俗化合理诉求的国家ꎬ 现代化进程比较动荡ꎮ 从现代化视角审视海

湾阿拉伯君主国会发现ꎬ 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整体平稳有序ꎬ 除了有丰富

的油气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外ꎬ 它们大多自觉地将伊斯兰教融入了现代化进程ꎮ
这些国家大体形成了以伊斯兰文明为本位ꎬ 同时兼容吸收其他现代文明合理

元素的现代化发展道路ꎮ
比较得出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ꎬ 都需要面对传统文明与现

代化关系的主题ꎮ 传统文明不仅不能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ꎬ 传统文明对

现代化的适应与创新构成了古老文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内核与身份自觉ꎮ
推进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现代化主题容易在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间引发共鸣ꎬ 从而奠定双方文明对话与交流的价值共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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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新时代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为中阿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提供了思

想遵循与政治保障ꎮ 进入新时代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政治互信的不断提升与

文明交往的不断深入得益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与垂范作用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连续 ５ 次面向阿拉伯世界发表重要讲话ꎬ① 历次讲话中都对中阿文

明交往交流与互学互鉴作了深刻论述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

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回顾了中阿双方悠久的交

往历史ꎬ 概括总结出 “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共赢” 的丝路

精神ꎻ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在到访开罗阿盟总部时ꎬ 习近平主席指出 “中华文明与

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 各具特色ꎬ 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

念和共同追求ꎬ 都重视中道平和、 忠恕宽容、 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ꎮ 我们应

该开展文明对话ꎬ 倡导包容互鉴ꎬ 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

当今时代的共鸣点ꎮ”② 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的精神在中阿文明交流领域的具体体现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习近平

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ꎬ 对中阿文明对话的重要性尤为关

注ꎮ 他指出ꎬ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ꎮ 历史上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

明交相辉映ꎮ 今天ꎬ 我想要更多向对方汲取智慧与营养ꎮ”③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要加强文明交流ꎬ
高度概括了 “守望相助、 平等互利、 包容互鉴” 的中阿友好精神ꎬ 明确指出

要共同反对 “伊斯兰恐惧症”ꎬ 并提出了包括 “文明对话” 在内的推进中阿

务实合作的 “八大共同行动”ꎬ 强调中阿文明交流 “要弘扬和平、 发展、 公

平、 正义、 民主、 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ꎬ 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

范”ꎮ④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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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５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弘扬丝路

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 的重要讲话ꎻ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２１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 的重要演讲ꎻ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

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携手推进新时代中阿战略伙伴关系» 的重要讲话ꎻ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９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 －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

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讲话ꎻ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

议开幕式上发表题为 «深化合作ꎬ 继往开来ꎬ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 的重要讲话ꎮ
习近平: «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第 １２５ 页ꎮ
习近平: «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ꎬ 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４８４ 页ꎮ
习近平: «弘扬中阿友好精神　 携手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在首届中国—阿拉伯

国家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 (二○二二年十二月九日ꎬ利雅得)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１２ 月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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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讲话中提出了中阿构建包括 “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 在内的 “五大合

作格局”ꎬ 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ꎮ 概言之ꎬ 习近平主席一系列

重要讲话持续为新时代中阿战略合作与文明交流把舵定向ꎬ 引航前行ꎬ 也为

推进全球文明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实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ꎬ 同时引发了阿

拉伯国家领导人和政商学界的广泛共鸣ꎮ 埃及塞西总统在出席首届中阿峰会

时ꎬ 充分肯定了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ꎬ “我们地区的法老文明、 美索不达

米亚文明和其他文明ꎬ 与中国古代文明代表了人类的方向ꎻ 我们地区国家之

间的关系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及与中国古代文明的人文与商业交流

而增强ꎮ”① 值得一提的是ꎬ 加强中阿文明互鉴、 尊重文化多样性、 反对对特

定文明的偏见与歧视、 反对文明冲突论等观点被列入首届中阿峰会联合宣言

之中ꎮ② 苏丹前驻华大使加法尔也认为ꎬ “ ‘全球文明倡议’ 为人类文明长河

注入了新的活力ꎬ 促进了文明之间的良性和谐ꎬ 造福于人、 自然和地球的和

平ꎬ 营造了和平共处的全球环境这一倡议也属于阿拉伯人民ꎮ”③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ꎬ 中国同阿尔及利亚 (２０１４ 年)、 埃及 (２０１４ 年)、 沙

特阿拉伯 (２０１６ 年) 和阿联酋 (２０１８ 年) 四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同

卡塔尔 (２０１４ 年)、 伊拉克 (２０１５ 年)、 约旦 (２０１５ 年)、 苏丹 (２０１５ 年)、
摩洛哥 (２０１６ 年)、 吉布提 (２０１７ 年)、 阿曼 (２０１８ 年) 和科威特 (２０１８
年) 八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④ 中阿伙伴关系网还在继续扩大ꎮ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ꎬ 中国与叙利亚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中国与巴林建

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
政治互信为双方协商搭建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制度平台奠定了基础ꎮ

中国已经与阿拉伯国家搭建了整体性文明对话机制ꎮ “中阿合作论坛” 的整体

框架就包含以发展促进文明对话的内涵ꎮ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０ 日ꎬ 沙特外长费萨尔

亲王在参加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时指出ꎬ “阿中合作论坛体现了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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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塞西总统在首届阿中峰会上的讲话» (阿拉伯文)ꎬ 载埃及国家新闻处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ｓ
ｇｏｖ ｅｇ / Ｓｔｏｒｙ / ２４７０３４ / ? ｌａｎｇ ＝ ａｒ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９ꎮ

«沙特与中国峰会发表联合声明» (阿拉伯文)ꎬ 载沙特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ｖ
ｓａ / ａｒ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Ｐａｇｅｓ /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１０ꎮ

[苏丹] 加法尔卡拉尔艾哈迈德: «了解中国全球文明倡议» (阿拉伯文)ꎬ 载金字塔政治

与战略研究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ｃｐｓｓ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 / ２０９３２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３ － ０６ － ２２ꎮ
«新时代的中阿合作报告»ꎬ 载中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

０４ / 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 / ｚｃｗｊ＿６７４９１５ / ２０２２１２ / 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１＿１０９８３９９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１２ － ０１ꎮ



现代化视阈下中阿文明互鉴的理路与进路　

拉伯国家与中国共同合作的文明框架ꎮ 以往双方所有的活动与项目都基于联

合国宪章原则ꎬ 旨在实现世界的和平、 安全、 繁荣与进步ꎮ”① 中阿合作论坛

专设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机制ꎬ 至 ２０２４ 年 ８ 月已举办 １０ 届ꎬ
由中国与不同阿拉伯国家轮流主办ꎮ 文明对话会的主题聚焦中阿文明交流的

历史与现实意义ꎬ 同时结合双方现代化发展与地区热点问题ꎬ 从文明对话角

度商议解决之道ꎮ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ꎬ 中阿文明对话会围绕共建现代丝

绸之路、 去极端化与反对恐怖暴力、 弘扬和平文化等方面由浅入深展开对话ꎮ
实践证明ꎬ 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促进了阿方对中国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积极认知ꎬ 并增强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动力ꎮ 在第十届中阿文

明对话会上ꎬ 阿联酋国务部长艾哈迈德本阿里萨耶格指出ꎬ “阿联酋与

中国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 宽容、 平等原则之上并致力于和平与稳定ꎮ 两

国有许多共同的目标ꎬ 如促进可持续发展、 增长与繁荣等ꎮ”②

元首外交和中阿文明对话的制度化促进了多元平台的搭建ꎮ 其中ꎬ 最有

代表性的是孔子学院的数量在阿拉伯国家不断增多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已有近 ３０
所ꎮ③ 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ꎬ 如由孔子

学院参与组织的 “汉语桥” 国际大中学生中文比赛项目ꎬ 埃及已经成为参与

该项目次数最多的阿拉伯国家ꎮ④ 除此之外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也形成了定期

互办文化节机制ꎮ 文化节内容形式丰富多样ꎬ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下的阿拉伯艺术节ꎬ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已举办了 ５ 届ꎮ
综上所述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曾在历史上通过交往促进两大文明走向共

同繁荣ꎬ 而交往的中断则成为文明衰落的诱因ꎻ 在西方殖民入侵下两大文明

经历的屈辱性现代化探索ꎬ 构成了当代中阿重启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身份自

觉ꎮ 作为世界上最成熟、 影响最悠久的两大文明体系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

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化的共有议题ꎬ 这构

成了两大文明深化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价值共识ꎮ 而元首外交引领的政治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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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外交部长殿下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 (阿拉伯文)ꎬ 载沙特通讯社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ａ ｇｏｖ ｓａ / Ｎ２１１３２５９ꎬ ２０２４ － ０５ － ３０ꎮ

«阿联酋主办第十届 “阿中关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 (阿拉伯文)ꎬ 载阿联酋通讯社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ｍ ａｅ / ａｒ /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１３９５３０３２１３３３７ꎬ ２０２３ － １０ － ２４ꎮ

数据来自 “孔子学院”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ｉ ｃｎ / ｑｑｗｌꎬ ２０２３ － １１ － ０９ꎮ
« “汉语为桥ꎬ 天下一家” ———第二十二届 “汉语桥” 埃及赛区决赛圆满落幕»ꎬ 载汉语桥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ｎ / ｃ２２ / ４８３ / ４８３＿１７０９５＿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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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机制建设ꎬ 则为中阿深化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ꎮ

二　 中阿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动力

立足当下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源自双方现代化

发展诉求的共同推动ꎬ 得益于双方密切的经济联系及利益共同体的构建ꎬ 同

时受到中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和平大国外交的有力推动ꎮ
第一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深受各自现代化发

展诉求的内在驱动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ꎮ 中国式现代

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主要依靠对外侵略与殖民扩张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与发展

资本主义的道路模式ꎬ 也打破了亨廷顿 “现代性意味着稳定ꎬ 而现代化意味

着动荡” 的传统信条ꎮ① 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来的新文明形态ꎬ 是中华文明崇

尚和平、 开放包容、 和而不同、 崇尚大同等理念对现代化进程的融合与塑造ꎮ
中国式现代化认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根源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ꎮ 中国式现

代化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中国方案” 之一ꎬ 就是启迪发展中国家要重视传

统文明对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塑造作用ꎬ 对外来模式的吸收、 融合都要以本

国传统文明及自身国情为本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ꎬ 要求与世界其他现代

化模式开展对话ꎬ 通过文明交流互鉴ꎬ 深入挖掘不同类型传统文明的当代价

值ꎬ 为现代化发展服务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式现代化仍然是未完成的现代化ꎬ
仍需要继续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ꎬ 赋予现代化不断进步的活力ꎮ

与此同时ꎬ 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也增加了它们与中国深化

文明对话与交流的意愿ꎮ 从长时段历史看ꎬ 中东地区二战结束以来就成为世

界上爆发战争与冲突高发的区域ꎮ 很多国家面临久不能解的安全困境ꎬ 被迫

将大量物力、 财力、 精力用于国防建设与军备竞赛ꎬ 不能集中精力于发展经

济与改善民生ꎮ 长期的动荡与冲突也促使中东国家开始反思ꎬ 转而寻求国家

间的和解与和平共处ꎮ 近年来ꎬ 中东国家间兴起一股顺应时代发展、 谋求和

平发展的 “和解潮”ꎮ ２０２１ 年初ꎬ 沙特、 埃及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

系ꎬ 历时 ４ 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获得解决ꎻ ２０２３ 年初ꎬ 中东两大宿敌———沙

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ꎬ 该地区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局面得以缓和ꎻ 同年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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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辛向阳: «中国式现代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影响»ꎬ 载 «理论与评论» 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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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重回阿盟ꎬ 部分阿拉伯国家重新与之建交ꎬ 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的

和解进一步扩大ꎮ 另外ꎬ 沙特、 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也改善了一度恶

化的关系ꎮ “和解潮” 是对中东地区国与国之间出现的以和解代替对抗、 以沟

通代替猜疑、 以合作代替竞争的新趋势的描述ꎬ 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东地区

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ꎬ 其背后是对本国现代化建设的强烈安全诉求ꎮ 迄

今为止ꎬ 中东也是世界上贫富分化严重、 国家间存在巨大发展鸿沟的地区ꎬ
地区国家都面临不同的现代化阶段任务与挑战ꎮ 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ꎬ 阿拉

伯国家大致分 ４ 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以海合会为代表的富国集团ꎮ 沙特、 阿

联酋、 卡塔尔等海合会六国ꎬ 属中东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列ꎬ 但其现代

化的任务远未完结ꎮ 这些国家都希望在油气资源枯竭之前ꎬ 加快经济多元化

的转型ꎮ 为了尽早摆脱对油气资源的依赖ꎬ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ꎬ 这些国家

相继出台了中长期愿景规划ꎬ 如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巴林 “２０３０ 愿景”、 科威

特 “２０３５ 愿景”、 卡塔尔 “２０３５ 愿景”、 阿曼 “２０４０ 愿景” 及阿联酋 “２０７１
百年愿景” 等ꎮ① 在世界各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 促进碳减排的大背景

下ꎬ 新能源时代的加速到来给海合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压力与

动力ꎮ 第二层次是中等发展程度国家ꎬ 如埃及、 约旦、 阿尔及利亚、 摩洛

哥等国ꎮ 这一层次的国家发展水平与海合会集团、 发达国家及全球新兴经

济体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差距ꎮ 受制于自身或外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ꎬ 它们

的现代化进程普遍比较缓慢ꎬ 但谋求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ꎮ 第三层次的国

家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或内乱ꎬ 希望重建国家并改善经济民生ꎬ 渴望和平与

发展ꎬ 代表性的国家是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ꎮ 第四层次的国家至今仍处在

战乱之中ꎬ 尚没有能力与精力开展现代化ꎬ 如也门、 利比亚、 苏丹等国ꎮ
因此ꎬ 从现代化发展阶段审视ꎬ 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 “未完成的现

代化” 或需要 “重新开始” 的现代化ꎮ 这是中东 “和解潮” 发生的重要经

济与社会根源ꎮ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殊途同归ꎬ 都希望将本国建设

成富强、 文明、 美丽的国家ꎮ 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的发展倡议与它们的现代

化发展战略对接ꎮ 沙特商业和投资部部长马吉德卡萨比表示ꎬ 中国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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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全球东西两端 “丝绸之路” 的努力ꎬ 符合沙特 “２０３０ 年愿景”ꎮ① 埃及总

统塞西对中国多年来支持埃及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ꎬ 并希望在推进产业

本地化、 技术转让等基础上ꎬ 推动两国关系开启新阶段ꎮ② 另外ꎬ 塞西政府推

行的经济改革计划也积极效仿中国发展模式ꎬ 希望加快本国现代化进程ꎮ③ 黎

巴嫩学者阿德汉赛义德 (Ａｄｈａｍ Ｓａｙｅｄ) 认为ꎬ “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

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ꎮ 中国模式强调 ‘共赢’ꎬ 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多方

共同获益ꎮ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ꎬ 中国政府不仅仅关注自身发展ꎬ 也考虑到

了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ꎮ”④ 由此可以看出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

正从经济务实合作发展到对彼此现代化模式的交流ꎬ 这一趋势必然走向两大

文明之间的深入对话ꎮ
第二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不断深化的经济联系为加强现代化发展合作的

文明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动力源泉ꎮ 阿拉伯国家是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天

然伙伴ꎮ 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ꎬ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人民生活是各个国

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务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ꎬ 致力于

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对于广大阿拉伯国家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ꎮ
能源供需关系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纽带联系的基础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之后ꎬ 中国从能源出口国变为进口国ꎬ 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大幅度提

高ꎮ ２０００ 年ꎬ 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已占全部进口比例的 ５３％ ꎮ⑤ 此后ꎬ
中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比例一直保持在 ５０％左右ꎮ 沙特是中国第一大原油进

口国ꎬ 其他国家如阿曼、 伊拉克、 阿联酋、 卡塔尔也是中国主要的原油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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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 玛雅格雷迪尼: «什么是丝绸之路? 为什么会命名为丝绸之路?» (阿拉伯文)ꎬ Ｓ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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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春荣: «２０１４ 年中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出口状况分析»ꎬ 载 «国际石油经济»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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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气供应国ꎮ 但能源仅仅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厚经济联系的一部分ꎬ 双方

广泛交织的经济关系逐渐覆盖到多个领域ꎮ 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ꎬ 中国

对阿拉伯联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由 ２００４ 年的 ３ ０３８ １ 亿元增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２ ８ 万亿元ꎬ 增幅高达 ８２０ ９％ ꎮ① 当前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已经深入

到数字经济、 绿色能源、 现代金融、 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ꎮ② 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经济关系的深化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ꎮ 阿拉伯国家积极响应 “一
带一路” 倡议ꎬ 将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 视为加速本国现代化的重要机遇ꎮ
２０２２ 年中沙峰会期间ꎬ 沙特与中国企业签署了 ３５ 项投资协议ꎬ 覆盖绿色能

源、 氢能、 太阳能光伏、 信息科技、 云服务、 交通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ꎮ 沙特投资部部长哈立德法利赫 (Ｋｈａｌｉｄ Ａｌ － Ｆａｌｉｈ) 表示ꎬ 根据沙特

“２０３０ 年愿景”ꎬ 沙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ꎬ 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之间

的投资ꎮ③ 而阿拉伯国家也日益认识到现代化发展合作对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

对话的意义ꎮ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ꎬ 沙特文化部长巴德尔阿勒亲王在穆罕默德本
萨勒曼王储中沙文化合作奖颁奖典礼上指出ꎬ “沙特 ‘２０３０ 年愿景’ 和中国

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创造巨大的机遇ꎬ 我们可以共同投资以实现更大的文化

融合ꎮ 设立该奖项的目的是弘扬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观ꎬ 为促进两大文明

的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ꎮ”④

综上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已经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共同

体ꎬ 而双方超越经济关系、 对文化合作与文明对话的需求也在增强ꎮ 当下ꎬ
除了少数产油富国ꎬ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仍然徘徊在现代化进程的边缘ꎬ 它们

对中国创造的和平崛起、 持续增长的现代化发展奇迹十分欣赏ꎬ 对中国式现

代化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理念及其背后的文明逻辑也产生了更多了解的兴趣与

学习的愿望ꎬ 从而形成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推

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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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货物贸易 ２０ 年增长超 ８ 倍»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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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德刚、 武桐雨: «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科技外交»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０８ ~ １３４ 页ꎮ

«沙特与中国企业签署 ３５ 项投资协议» (阿拉伯文)ꎬ 载阿拉伯新闻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ａ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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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长殿下宣布北京大学设立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亲王中国— (沙特) 王国文化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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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中国在中东发挥的和平大国角色是推动阿拉伯国家深入了解中华

文明内在精神的现实动力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

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ꎮ 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内部统一体的构建上ꎬ 也体现在协和万邦的共享理念的传播上ꎮ 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体现在国与国关系上ꎬ 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共享文明与协和万邦的

天下文明的有机融合ꎬ 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 命运与共、 合作共赢的人类

命运共同体秩序的构建ꎮ①

多年来ꎬ 中国中东外交的基本原则是 “劝和促谈”ꎬ 为动荡中东注入了一

股和平的力量ꎮ 与美国在中东搞联盟政治与阵营对抗不同的是ꎬ 中国与大部

分中东国家都在平等、 自愿基础之上建立了伙伴关系ꎮ 伙伴关系与联盟关系

最主要的区别在于ꎬ 不以针对任何第三方为目标ꎬ 是开放、 包容、 平等、 互

利的双边关系ꎬ 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可发展为多国参与的合作关系ꎬ 是

“真正的多边主义”ꎮ 事实证明ꎬ 中国在中东构建的伙伴关系网不仅没有加剧

不同阵营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对抗ꎬ 反而促进了它们的和解ꎮ
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ꎮ 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例ꎬ 几十年来ꎬ

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正当权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ꎮ 习

近平主席指出ꎬ “中国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ꎬ 支持建立以 １９６７ 年边界为基

础、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 享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ꎮ”②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ꎬ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ꎬ 中国政府随即宣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途径

是真正落实 “两国方案”ꎻ 在联合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ꎬ 推动安理会举行巴

以问题高级别会议ꎮ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中国政府发布了 «中国关于解决巴

以冲突的立场文件»ꎬ 提出了落实 “两国方案” 需要全面停火止战、 切实保护

平民、 确保人道主义救援、 加大外交斡旋、 寻求政治解决的五点建议ꎮ③ 随着

加沙危机的持续ꎬ 中国通过埃及向被围困的加沙难民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ꎮ
从文明观角度看ꎬ 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外交立场体现了中华文明尚仁爱、
重人道、 讲公正、 厚德行等传统伦理精神ꎮ 阿拉伯国家也积极回应了中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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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丰: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四个向度»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９ 日ꎮ
习近平: «弘扬丝路精神ꎬ 深化中阿合作»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ꎬ 外

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３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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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公正立场ꎬ 阿盟秘书长盖特对中国在各种国际论坛ꎬ 特别

是联合国框架下根据政治与人道主义原则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公开表示感

谢ꎮ① 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会议发布了中阿关于巴勒

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ꎬ 呼吁国际社会 “应共同努力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停火止

战ꎬ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ꎮ② 这一联合声明向

国际社会充分彰显了中阿双方共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文明、 携手推进地区

治理和全球治理实现善治的高度共识ꎬ 对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ꎮ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 ２３ 日ꎬ 中方邀请巴勒斯

坦 １４ 个派别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ꎬ 最终签署了 «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

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ꎮ 它为巴以冲突的解决带来新希望ꎬ 也为巴勒斯坦

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助力ꎮ
无论是促成沙特与伊朗的历史性和解ꎬ 还是推动巴勒斯坦内部签署 «北

京宣言»ꎬ 均表明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的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上述

两大事件还可从文明演进角度思考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及意义ꎬ 它们在某种程

度上喻示着伊斯兰文明崇尚宽容、 中道、 和平、 安宁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ꎬ
不同民族、 教派、 政治团体睦邻友好相处的团结和睦理念重新受到了重视ꎮ
而中国促成沙伊和解、 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行为ꎬ 体现了中国外交寻求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ꎬ 这深植于中华文明 “尚和合ꎬ 求大同” 的和平主义

价值观ꎮ 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和平大国角色ꎬ 为该地区缓解安全困境、 摆

脱地缘政治冲突开辟了崭新的思路与实践进路ꎮ 阿拉伯国家逐渐对中国外交

背后的文明逻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ꎬ 这就成为双方开展更广泛深入文明对

话、 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动力ꎮ

三　 中阿文明价值观的包容互鉴之道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与交流虽然具备深厚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动力ꎬ
但进一步深化对话与交流仍然面临一些挑战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阿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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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联盟秘书长会见中国外交部长» (阿拉伯文)ꎬ 载沙特通讯社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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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差异性及对彼此文明的认知不足决定的ꎮ 文明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独立

的认同体系ꎮ 例如ꎬ 汤因比认为ꎬ 文明是一个作为政治、 经济、 文化共同体

的 “社会”ꎬ 文明之间存在形态上的差异ꎬ 这奠定了其文明形态比较史观的基

础ꎮ① 文明之间的差异也表明克服对方文明带来的异质感并增进彼此认同并不

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ꎮ 不容置疑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既具有

共通性ꎬ 也存在差异性ꎮ 两大文明因所处地理环境及历史发展的条件与具体

进程不同ꎬ 在民族认同、 宗教信仰、 语言体系、 风俗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

差异ꎬ 并赋存于各具特色的政治体制、 经济结构及社会生态之中ꎮ 这种差异

性使得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当前要加深对彼此文明的了解与认知并不容易ꎮ
具体而言ꎬ 一些中国人对阿拉伯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过于浅薄甚至负面ꎬ
而阿拉伯国家的不少民众对中华文明源流演变的认知也极其有限ꎬ 双方学界

对对方文明系统研究亦不充分ꎮ 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ꎬ 双

方了解彼此文明的渠道大多是从西方媒体获得的ꎬ 因此彼此间不自觉地对

对方文明产生了某些偏见ꎮ 例如ꎬ 西方国家长期炒作 “伊斯兰威胁论”ꎬ 甚

至将暴力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关联的做法对少数中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ꎻ 而近年来西方加大炒作不实的 “中国威胁论”ꎬ 包括污名化 “一带一

路” 项目的行为ꎬ 也令阿拉伯国家不少人士对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

影响力产生疑虑ꎮ 除此之外ꎬ 在西方中心论的长期影响下ꎬ 中国与阿拉伯

国家民众还存在对彼此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的问题ꎬ
甚至仍然将对方视为 “边缘落后的文明”ꎬ 没有意识到两大文明同在复兴及

创新进程之中ꎮ 但这也表明ꎬ 中阿文明形态上的差异及相互认知不足使得

深化价值观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变得更加迫切ꎮ 在现代化视阈下探讨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加强文明对话与交流ꎬ 本质上是以双方共有价值观融合为基础

构建基于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共同身份ꎮ 换言之ꎬ 双方政治交往与经济合作

需要有共同价值观来夯实ꎮ 只有深入文明底层的价值观对话ꎬ 才能弥补因

利相交所带有的短暂性、 宜变性与不确定性ꎬ 增加双方交往的理性深度与

人文厚度ꎬ 丰富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内核ꎮ 这也同时说明ꎬ 将两大

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在现代化发展合作中实现深度融合ꎬ 增强各自传统文明

０２

① [英国] 阿诺德汤因比著: «历史研究»ꎬ 郭小凌等译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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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 转化、 创新能力并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共生繁荣ꎬ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第一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需围绕现代化发展合作进一步加强道德文明观

互鉴ꎮ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有讲道义、 重义轻利的优秀道德传

统ꎮ 囿于中阿双方经济合作相对活跃的现实ꎬ 阿拉伯国家不少民众对当代中

国人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务实、 理性与重商文化上ꎬ 他们对中华传统文明的道

德伦理观缺乏深刻的理解ꎬ 或仅限于表面或形式化的理解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

对阿拉伯国家的传统道德伦理观的认知也有待继续深化ꎮ
中华民族自古尊崇仁德博爱之心ꎬ 倡导 “德不孤ꎬ 必有邻” 的精神追

求ꎬ 坚守 “亲仁善邻、 讲信修睦” 的处世之道ꎬ 奉行 “义利并举、 以义为

先” 义利原则ꎮ① 以 “一带一路” 倡议为例ꎬ 对中国来讲ꎬ “一带一路” 倡

议不仅是经济合作项目ꎬ 其蕴含的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 互利

共赢的 “丝路精神”ꎬ 是中华文明道德观向外传播的有形载体ꎻ 其倡导的共

商、 共建、 共享三大理念ꎬ 是中华文明义利统一观的集中体现ꎮ 与西方媒

体不同ꎬ 阿拉伯国家媒体对 “一带一路” 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客观、
理性的特征ꎬ 但同时也存在信任不足、 疑虑犹存等问题ꎮ 阿拉伯媒体最初

完全持肯定立场的报道比例并不高ꎬ 其中不乏持观望与质疑态度者ꎬ 特别

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受西方影响较大ꎬ 对 “一带一路” 的负面报道偏多ꎮ②

也不容否认的是ꎬ 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媒体对 “一带一路” 正面积

极报道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ꎮ③ 尽管如此ꎬ 质疑中国在中东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及其意图的声音ꎬ 在阿拉伯国家中仍不乏认同者ꎬ 如对沙特智库的研究证明

了这一点ꎮ④ 由此彰显阿拉伯国家部分人士对中华文明的道德观还缺乏深入的

了解ꎮ
鉴此ꎬ 中国不但需要阿拉伯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的道德观ꎬ 也需要

１２

①

②

③

④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ｏｖｗｅｂ / ｚｈｅｎｇｃｅ / ２０２３０９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９０６３３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９ － ２６ꎮ

张岩: « “一带一路” 峰会期间阿拉伯网站舆情调查分析———以三家主流阿拉伯网站为例»ꎬ
载 «对外传播» ２０１７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３０ ~ ３２ 页ꎮ

刘辰、 孔令严: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阿文频道涉华经济报道研究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ꎬ 载 «亚
非研究»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８ ~ １１１ 页ꎮ

姜颖、 王栋: «沙特主流智库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认知评析»ꎬ 载 «智库理论与实践» 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４５ ~ １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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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深入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道德观ꎮ 事实是ꎬ 两大文明的道德观有

很多相通之处ꎬ 值得深入对话、 交流与互鉴ꎮ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蕴含着

丰富的道德伦理思想ꎬ 如提倡宽恕、 诚实、 公正、 无私的个人美德ꎬ 倡导人

与人之间互助合作ꎬ 奉行利他主义ꎬ 要结交好人等ꎮ 这些思想已经内化为大

多数穆斯林行为规范的一部分ꎮ 伊斯兰市场行为尤其强调道德与公正ꎮ 伊斯

兰国家要求其市场参与者ꎬ 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仅能够符合教法规定ꎬ 同时

还能积极传播善行ꎬ 成为敢为正义的勇士ꎮ 善行意味着不仅仅要遵守公正、
正义的要求ꎬ 还要时刻助人为乐ꎬ 心怀他人ꎮ① 例如ꎬ 不少阿拉伯国家建立

了以 “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 为原则的伊斯兰银行制度ꎬ 这源于伊斯兰教

禁止收取利息、 反对高利贷盘剥的道德传统ꎮ 基于此ꎬ 中阿双方应围绕现

代化发展合作加强道德观对话ꎬ 深入挖掘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

崇尚利他主义、 集体主义等传统美德ꎬ 为以利相交的经济合作注入东方特

色的共有价值观准则ꎮ 中方应更为积极地推动双方文明对话ꎬ 通过政府与

企业双层联动的具体合作ꎬ 持续向阿拉伯国家传播中国讲诚信、 重道义的

伦理观ꎬ 获得后者更强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ꎬ 为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塑

造共同身份基础ꎮ
第二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需在尊重现代化道路多样性方面加强两大文明

包容性互鉴ꎮ 围绕现代化发展模式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的前提是尊重彼此

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ꎮ 毫无疑问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表现出巨

大的差异性ꎬ 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内部ꎬ 在共有的伊斯兰文化认同下ꎬ 现代化

道路也呈现出多元特征ꎮ 因此ꎬ 加强包容性互鉴是必要的ꎬ 同时也是可能的ꎮ
事实上ꎬ 两大文明在成长过程中除保持自身特色以外ꎬ 都曾兼容吸收过众多

文明的精髓ꎬ 彰显突出的包容性ꎮ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ꎬ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取向ꎬ 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ꎬ 决定了中华文化对

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ꎮ”②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ꎬ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

２２

①

②

[印度] 贾米尔伊克巴尔、 阿巴斯米拉胡著: «伊斯兰金融理论与实践»ꎬ 刘艳芬等编译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４８ ~ ４９ 页ꎮ

«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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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文明不断碰撞、 交流、 融合ꎬ 在取长补短、 择善而从、 兼收并蓄中丰富发

展ꎮ① 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ꎬ 体现了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 海纳

百川的包容特质、 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ꎮ② 中华文明尚和合ꎬ “和合” 的前

提就是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性ꎮ “和而不同” 既是君子之道的隐喻ꎬ 也是中华

文明的要旨ꎬ 更是中国式全球化探索与重建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点ꎮ③ “和而不

同” 理念也使得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能够秉持尊重、 理解、 学习与

吸收的包容态度ꎮ
与此同时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有很强的包容性ꎮ 阿拉伯—伊斯兰文

明在其上升时期曾广泛吸收古希腊罗马文明、 波斯文明、 印度文明、 基督教

文明的智慧与成果ꎬ 被誉为 “承前启后ꎬ 沟通东西” 的文明典范ꎮ④ 早期阿

拉伯—伊斯兰文明之所以能够兼容并蓄其他文明ꎬ 是由其自身的开放性与求

同存异的特性决定的ꎮ 伊斯兰文明最基本的精神是中道思想ꎬ 其引申意义包

括和平、 包容、 忍让、 团结、 友善、 求同存异等内容ꎮ 其中 “包容” 的思想、
方法和态度ꎬ 在伊斯兰教义学特别是在认识论或知识论当中得到充分的体

现ꎮ⑤ 在实践中ꎬ 伊斯兰文明有 “以和为贵” 的传统ꎬ 尊崇求同存异、 包容

异己的精神ꎮ 伊斯兰教主张对非穆斯林秉持宽容立场ꎬ 允许与之结交ꎬ 必要

时予以帮助与支援ꎮ 阿拉伯国家非常重视开展文明的包容性对话ꎮ 阿联酋宽

容部部长谢赫纳哈扬本穆巴拉克指出ꎬ 包容与宽容是阿拉伯国家与中

国及其他国家加强文明交流、 探讨共同价值观的基本原则ꎮ⑥ 阿盟助理秘书长

海法阿布格扎拉积极评价阿中关系和阿中文明对话成果ꎬ 强调尊重文明

的多样性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ꎮ⑦

从以往文明对话的内容看ꎬ 中阿之间并不缺乏对包容性的重视并以此为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丽蓉: «从中华文明特性看丝路人文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 页ꎮ

范周: «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内在意蕴、 时代价值与实践遵循»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４
期ꎬ 第 ３０ 页ꎮ

余潇枫: « “和而不同”: 中国式全球化的探索»ꎬ 载中国社会科学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ｓｎ ｃｎ /
ｚｔｚｌ / ２０ｄａ / ｍｙｇｔｔ / ２０２２１０ / ｔ２０２２１００９＿５５４５８８１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２ － ０７ － ０５ꎮ

彭树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史»ꎬ 第 １４８ ~ １５４ 页ꎮ
吴云贵: «中道是伊斯兰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ꎬ 载 «中国宗教» 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６ 页ꎮ
«阿拉伯与中华文明对话会在阿布扎比结束» (阿拉伯文)ꎬ 载阿提哈德新闻中心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ｅｔｉｈａｄ ａｅ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１１０９ / ２０１９ / ꎬ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１８ꎮ
«第九届 “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 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 (阿拉伯文)ꎬ 载阿拉伯

新闻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ａｒａｂｉｃ ｎｅｗｓ ｃｎ /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４ / ｃ＿１３１０１８７５５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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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搭建对话的价值观基础ꎮ 将深化文明包容性对话进一步引入现代化发展

合作的必要性在于ꎬ 包容性应成为尊重各国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共识ꎬ
而坚持包容性的最根本意义应是从对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中自觉加强学习与借

鉴意识ꎬ 通过对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反思本国现代化的不足并进行改进ꎮ 包

容性对话的核心精神类似于 “拿来主义”ꎬ 是能够借鉴对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的

真正精神动力ꎬ 也是本国现代化进程不断获得外部智慧滋养并保持自我革新

活力的重要源泉ꎮ
第三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在现代化发展合作中加强文明和平观互鉴ꎮ

从文明对话角度强调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和平性ꎬ 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

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ꎮ 中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性质ꎬ 是由中华

文明的内在基因决定的ꎬ 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趋势也促使中国必须进一步证

明自身发展的和平性ꎮ
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就是 “和”ꎬ 即和平性的原则和理念ꎮ “和” 既体现

为人的心平气和ꎬ 也是社会乃至世界化解冲突和对立ꎬ 建立一种和平的秩序ꎻ
同时也是多种价值和观念、 多种文化和文明达到一种丰富而和谐、 和平的理

想状态ꎮ① 中华文明对和平的重视是中国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的关键原因ꎮ 中国历代先贤深知 “穷兵黩武必亡” 的道理ꎬ 对战争的态度一

贯是 “慎战不战”ꎮ② 习近平主席指出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ꎬ 从根

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ꎬ 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ꎬ 决定了中国不

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ꎬ 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 不搞对抗ꎬ
决不搞 ‘党同伐异’ 的小圈子ꎮ”③ 但当前ꎬ 中国谋求和平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ꎬ 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改变现有世

界秩序的重大威胁ꎬ 不断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对外交往合作蓄意抹黑ꎬ
如西方长期存在将 “一带一路” 倡议描述为地缘政治意图项目的话语叙事ꎮ
中国需要利用各种国际平台ꎬ 特别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对话机制ꎬ 进一步

彰显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和平性宗旨ꎮ

４２

①
②

③

张颐武: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ꎬ 载 «红旗文稿»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２９ 页ꎮ
邢广程: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意义»ꎬ 载 «理论学习与探索»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２ 页ꎮ
«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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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相比ꎬ 阿拉伯国家更需要对伊斯兰文明的和平性加强宣传ꎮ 伊斯

兰教本身是崇尚和平的宗教ꎬ 在伊斯兰教经典著作里ꎬ 有很多内容要求人们

恪守和平的精神ꎮ 但是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暴力、 动荡与冲突ꎬ
其中既有极端组织以伊斯兰 “圣战” 之名实施的恐怖活动ꎬ 也有不少国家内

部发生政权更迭及地区国家间爆发冲突ꎬ 导致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发展环境

极其恶劣ꎮ 这也促使阿拉伯国家对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和平导向十分关注ꎮ 叙

利亚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哈巴什指出ꎬ 阿拉伯地区的变革运动导致了冲突

甚至部分国家的毁灭ꎬ 这给阿中关系带来了更多的责任ꎮ 他呼吁在文明对话

框架内举行专门研讨会ꎬ 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推动者ꎬ 需要通过丝绸之路项

目推进思想上的对话与交流ꎬ 不应仅仅局限于贸易ꎮ① 卡塔尔多哈国际宗教对

话中心董事会主席易卜拉欣本萨利赫努埃米在第七届中阿文明对话会上

指出ꎬ 中阿之间的文明对话有助于打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ꎬ 促进宽容价值观、
和平文化的传播ꎬ 有利于那些遭受冲突的国家回到发展与重建的道路上来ꎮ②

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与大国竞争、 地区性冲突交织在一起ꎬ 使得维护

和平、 安宁的发展环境面临更多困难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围绕现代化发展合作

进一步开展和平观互鉴ꎬ 不仅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友好宽松的国际环境ꎬ
也有助于破除西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 崛起意图的恶意抹黑ꎬ 同时也能令

阿拉伯国家进一步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明底色ꎬ 也能给它们带来更

多的启发ꎬ 促使它们充分发掘自身伊斯兰文明的和平基因ꎬ 以理性、 宽容、 平

和的精神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ꎬ 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ꎮ
第四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在现代化发展合作上加强文明创新性互鉴ꎮ

“创新性” 应是当前中阿现代化发展合作的重点方向ꎬ 但创新性不应仅局限于

实务领域的合作ꎬ 从文明对话角度也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价值ꎮ 这尤其关系

到中阿两大文明能否在新时代现代化发展语境下树立文明自信的问题ꎮ 在西

方现代化语境下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被视为 “缺乏生命力与

创造力的没落文明”ꎮ 在这一错误认知基础上构建的话语体系ꎬ 甚至也一度被

５２

①

②

« “中阿关系研讨会” 探讨丝绸之路倡议及中阿双方未来合作的基础» (阿拉伯文)ꎬ 载卡塔

尔通讯社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ｑｎａ ｏｒｇ ｑａ / ａｒ － ＱＡ / Ｎｅｗｓ － Ａｒｅａ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１１ / １０ /
ꎬ ２０１５ － １１ － １０ꎮ

«卡塔尔参加阿拉伯与中华文明对话会　 并强调消除恐怖主义的必要性» (阿拉伯文)ꎬ 载卡

塔尔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ｆａ ｇｏｖ ｑａ /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６
ꎬ ２０１７ － ０８ －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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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民众接受ꎮ 但事实是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

文明在历史上都曾是极富创造性的文明ꎬ 同时都具有重新焕发创新能力的深

厚基因ꎮ 习近平主席指出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ꎬ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

华民族守正不守旧、 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ꎬ 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ꎮ”① “几千年来ꎬ 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

历史时期ꎬ 体现在中华文明各个方面ꎮ”② 过去的一个多世纪ꎬ 中华文明在现

代化进程中面临外来强势文明的挑战ꎬ 但并未丧失创新性ꎬ 在经过多次对外

来文明的选择性吸收之后ꎬ 正在创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ꎮ
就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而言ꎬ 早在阿拉伯大帝国的鼎盛时期ꎬ 阿拉伯知

识分子博采众先进文明之长ꎬ 在宽容优越的学术环境中ꎬ 创造出当时世界上

高度发达、 富有创新精神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ꎮ 如在自然科学领域ꎬ 阿拉

伯世界的数学、 天文学、 地理学、 物理学、 化学、 医学等都具有极高的造诣ꎬ
大大超出同期欧洲各国的水平ꎮ③ 但自 １１ 世纪之后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

创制大门关闭ꎬ 创新性下降ꎬ 曾经开放进取的文明日趋因循守旧ꎮ 在西方文

明的入侵下ꎬ 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经历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ꎬ 但阿拉伯—伊斯

兰文明的创新性也在重新焕发ꎮ 例如ꎬ 以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ꎬ
正在实现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创造性融合ꎬ 伊斯兰现代文明重新呈现出

强大活力ꎮ 因此ꎬ “尽管 ‘创制大门’ 有时关闭ꎬ 排他性增强ꎬ 导致兼容性丧

失ꎬ 然而开放终究再使之具有活力ꎮ”④

时至今日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 “数字丝绸之路” 初显成效ꎬ 在数字

基础设施、 大数据、 电子商务、 物联网、 人工智能、 航空航天、 新能源等领

域取得了务实的合作成果ꎬ 证明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创新性在

共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被激活ꎮ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

长级会议开幕式上ꎬ 将 “创新驱动格局” 视为中阿现代化发展 “五大合作格

局” 的主要内容之一ꎬ 得到了阿拉伯各界的广泛认可ꎮ⑤ 中阿现代化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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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ꎮ
何星亮: «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ꎮ
彭树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史»ꎬ 第 １４２ ~ １４６ 页ꎮ
彭树智著: «文明交往论»ꎬ 第 ４３７ 页ꎮ
«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阿拉伯国家各界热烈

反响»ꎬ 载中阿合作论坛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ａｒａｂｃｆ ｏｒｇ / ｚｙｈｄ / ２０２４０６ / ｔ２０２４０６０３＿１１３７５５２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４ －
０６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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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性本质上体现的是两大文明创新基因的复兴与演进趋势ꎮ 中阿文明创

新性价值互鉴ꎬ 应在从历史角度发掘双方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创造性

贡献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将创新性视为当代中阿现代化发展合作推动文明进步

的重要引擎ꎮ 中阿文明对话发掘创新性价值互鉴的意义在于ꎬ 同作为古老文

明的发源地ꎬ 中阿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或前沿科技领

域的跟随者、 效仿者ꎬ 正在从现代化的边缘走向创新性发展的中央ꎮ 两大文

明的创新性价值互鉴有利于增强各自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与文化自信ꎬ 培育作

为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创新身份ꎮ
第五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在和谐生态发展观上寻找文明价值互鉴的基

点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ꎬ 走的是保护自然与生态环

境、 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ꎮ 中国式现代化尊重自然规律、 保护自然的理念有

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根基ꎮ 中华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神圣性ꎬ 其要旨在于

要建立人与自然相互默契的和谐共生关系ꎬ 追求 “天人和谐” 的崇高境界ꎮ
因此ꎬ “天人和谐” 是中华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总则ꎮ 在 «易经» «老
子» «孟子» «荀子» 和 «齐民要术» 等众多中国古代经书典籍中ꎬ 都体现了

“天人合一” 的思想ꎬ 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ꎮ① 其中ꎬ 以老子、 庄子

为代表的道家思想ꎬ 包含了 “道法自然” 的生态本体观、 “天人合一” 的生

态自然观、 “自然无为” 的生态实践观ꎬ 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保护思想

产生了积极影响ꎮ② 中华传统文明的朴素生态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

了创新性发展ꎮ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列入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内涵之中ꎮ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进一步强调ꎬ “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ꎬ 协同推进降碳、 减污、 扩绿、 增长ꎬ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ꎬ
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ꎮ③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也有相似的体现ꎮ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人类有崇高的定位ꎬ 认为全体人类是人间大地的 “治
理者”ꎬ 肩负着治理世界的重大使命ꎮ 自然界与人类一样ꎬ 同为被造物ꎬ 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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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瑞雪: «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ꎮ
田艳平、 李雨燕: «先秦道家生态观及其现实启示»ꎬ 载 «长江论坛»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２ 页ꎮ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二○二四年七月十八日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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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森罗万象ꎬ 无不承担着辅助人类治理世界的使命ꎮ 因此ꎬ 大自然同样具

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ꎮ 破坏自然ꎬ 就是破坏人的使命ꎬ 损害自然ꎬ 就是损害

人的利益ꎮ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是: 人既要尊

重自然ꎬ 敬惜自然ꎬ 做自然的朋友ꎬ 不可神化自然ꎬ 崇拜自然ꎬ 做自然的奴

仆ꎻ 同时ꎬ 又要合理取用自然ꎬ 享受自然ꎬ 做自然的邻居ꎬ 不可征服自然、
侵害自然ꎬ 做自然的主宰ꎮ 总之ꎬ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视野中ꎬ 整个宇宙

万象ꎬ 都演奏着经久不衰的和谐之音ꎮ 人类作为宇宙间最高贵的被造物ꎬ 不

仅不能危害和破坏这种和谐ꎬ 不做自然的主宰ꎬ 还要精心维护这种和谐ꎬ 要

与自然为邻、 为友ꎬ 善待自然界的一切ꎮ 这些价值理念显然与中华文明的生

态观有异曲同工之处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中华文明的生态观已经引发了阿拉伯

国家有关人士的共鸣ꎮ 有阿拉伯学者认为ꎬ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 ‘天人合一’
‘和谐共生’ꎬ 注重社会整体的利益和稳定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

国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和借鉴ꎮ”① 沙特通讯社 (ＳＰＡ) 发言人也提出ꎬ
沙特愿借鉴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ꎬ 增进各国相互了解和友谊ꎮ②

由此可以看出ꎬ 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有尊重自然、 保护自

然、 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等相似的积极生态理念ꎬ 双方的生态文明观具备充分

的对话与交流互鉴条件ꎮ 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实现可

持续发展方面的现代化实践ꎬ 则为生态文明观互鉴奠定了现实基础ꎮ 迄今ꎬ
中国在防污治污、 动植物生态保护、 荒漠化治理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ꎬ 而不少阿拉伯国家在城市环境治理、 污染防治、 防沙治沙等方面也付出

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效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面临因全球

气候变暖、 能源转型、 城市化等带来的现代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ꎮ 在全世

界呼吁碳减排、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ꎬ 中国需要继续践行生态发展理

念ꎬ 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ꎬ 以期实现至 ２１ 世纪中叶碳达峰及之后碳中和的目

标ꎻ 而阿拉伯国家ꎬ 特别是能源生产国面临的能源转型任务更加迫切ꎬ 亟需

实现向可再生及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转变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ꎬ 需共同探索

传统文明的积极生态观ꎬ 在此基础上制定契合本国国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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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之间为何需要更直接的文明对话?»ꎮ
«世界媒体峰会对话会强调媒体在文明互鉴中的重要性» (阿拉伯文)ꎬ 载沙特通讯社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ａ ｇｏｖ ｓａ / Ｎ２００９０４８ꎬ ２０２３ － １２ － ０５ꎮ



现代化视阈下中阿文明互鉴的理路与进路　

四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人口规模巨大、 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里ꎬ 通

过独立自主与和平模式实现的发展成就ꎬ 打破了必须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才

能实现发展与进步的神话ꎮ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ꎬ 也推动着国际格局的转型ꎬ
西强东弱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ꎮ 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ꎬ
其成功经验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ꎬ 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探索出一条在尊重

本土传统文明之上ꎬ 以鲜明的身份自觉与主体意识为根本遵循的现代化道路ꎬ
从而推动世界走向多元互鉴、 和平富足、 和谐共生的文明前景ꎮ 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具备在现代化视阈下深化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与条件ꎬ 双方需要在

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与合作的宗旨下加强文明价值观互鉴ꎬ 塑造基于道义、
包容、 和平、 自信、 和谐等价值观的共同身份ꎮ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也能为中

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类似的交流提供具有普遍

意义的借鉴ꎮ 当然ꎬ 任何文明没有高低之别ꎬ 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双向互

动性ꎮ
从现代化实务层次的合作发展到文明价值观互鉴ꎬ 是从 “术” 到 “道”

的提升ꎬ 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ꎬ 也是中阿合作不断深化的必然

趋势ꎮ 自近代以来ꎬ 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ꎬ 包括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

斯兰文明在内的大部分传统文明都被标上 “保守” “落后” 甚至 “野蛮” 的

标签ꎬ 并在与西方文明的不平等交往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明的自

信ꎬ 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一度丧失主体性ꎬ 同时对自身文明的未来产生了

焦虑感ꎮ 现代化视阈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ꎬ 通过交流与互学互鉴ꎬ
能深入发掘两大文明的积极价值遗产ꎬ 增强对自身文明的自信ꎬ 提升对对方

文明的欣赏ꎬ 相互借鉴彼此之优点ꎬ 深化合作与友谊ꎬ 共同推动各自现代化

进程ꎮ 现代化视阈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 交流与互鉴ꎬ 需要绵绵用

力、 久久为功ꎬ 助力于推进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ꎬ 并促进阿拉伯—伊斯兰文

明的现代化转型ꎬ 推动中阿增强共同的理念、 价值与情感认同ꎬ 促进作为中

阿命运共同体的身份意识的构建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史晓曦)

９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ｎ Ｊｉａｎｗｅｉ ＆ Ｄｉｎｇ 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ｏａ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ｕｎｓｅｅｎ ｉｎ ａ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ｌ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ꎬ ａｎｄ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ｕｔｈ”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ｓꎬ ｂｒｏａ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ꎬ ａｎｄ ａｒ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ｆｏｒ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ａｎ ｉｎ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ｄｅ 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ｔｏ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ｒｉｅｎｄｌｙ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ｓ ｃａｎ ｈｅｌｐ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ｈｏｒｔꎬ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ｌａｙ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ｎａ － Ａｒａｂ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５５１



Ｗｅ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Ｎｏ ６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ꎻ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ꎻ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Ａｒａｂ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ｕｊｕ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ｃｒａｄｌｅｓ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ｌｅｎｄｉｄ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ｅｖｅｌ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ｓａｙꎬ ｂｏ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ｓ ｏｎｅ”ꎬ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ａ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ｅｙ ｂｏｔｈ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ｆｒｏｍ “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ｓ ｏｎｅ” ｔｏ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 ｏｎ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ｒｅ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ｕｐｏｎ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ｔｈａ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ｋｉｎｓｈｉｐ － ｂａｓｅｄ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ｂｏ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ｍｏｎｙꎬ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ꎬ ａｄｈｅｒ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ｏｆ “ ｏ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ｍａｎｙ”ꎬ 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ｏｖｅ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ｅｍｂ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ｙ”ꎬ ａｎ ｅｔｈｉｃ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ａｇｅ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ａ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ｄｅｅｐ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ꎬ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ｃｏ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ꎬ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ｂｏｔｈ ｓｉｄｅ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ｔｈｓ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ｆａｍｉｌ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ꎻ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ꎻ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ꎻ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６５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