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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关系的发展变化 

if-庆玲 

阿拉伯世界①是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价值、阿拉伯语为交流工具的文明体 

系，与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并称为世界三大文明体系，其中，伊斯兰与儒 

家文明分别位于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自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争 (Battle of 

Talas)后，双方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换言之，古代的伊斯兰与儒家 

文明看起来各自封闭，且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内部事物。② 但 自16世纪以来， 

地理大发现刺激了文明之间的交流，整个世界随之改变。西方社会的技术进 

步不仅方便了西方文明的扩张，也使另外两个古老文明加强了彼此之间的交 

往，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近现代以来，中国和阿 

拉伯各国推翻殖民统治，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彼此相互承认，形成现代 

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分重视与阿拉伯 

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是 1956年中国与埃及建交。改革开 

放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经济与政治合作齐头并进。随着中国从中东输入石 

油数量不断增长，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政府间的教育合 

作和文化交流项 目、民间的商务与私人旅游也频繁起来 ，儒家文明和伊斯兰 

文明的密切交往前所未有。 

对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外学者已做过较深入的研究，本文即试 

本文作者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副教授。 

① 目前加入阿拉伯联盟的国家有 22个，本文研究重点是中东阿拉伯 13个国家，包括阿联酋、 

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黎巴嫩、埃及、叙利亚、也门、伊拉克、约旦与巴勒斯 

坦。但是 ，国内外统计数字所指的阿拉伯国家，大部分包括其他9个阿拉伯国家。 

② 古代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不断地爆发冲突与战争。在人类文明社会早期，战争有利于 

打破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所以古代伊斯兰文明体系与基督教文明体系相对比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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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整理前人研究成果，分析研究中阿关系的理论视角，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 

看法。 

中外学者关于中阿关系的相关研究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家郭应德是较早研究中阿关系的学者，他在 《中阿 

关系史》①一书中，勾画了古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频繁交往的历史画卷，并对 

史书中记载的地名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彭树智先生在从事中东历史研究与 

教学时，十分重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史。在彭先生主编的 (20世纪中东 

史》与 《中东国家通史》等书中，都有专章描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 

展。更加重要的是，他的文明交往论为中阿关系研究提供了理论视角。肖宪 

教授较是中国首位以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学 

者。他在其博士论文 《中国和中东关系研究，1949—1979))中，探讨了中国 

与中东各国关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时期中国对中东的外交政策 

进行审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吴磊教授是近年来以研究中国石油安全而 

知名的学者，他从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与中美关系的角度考察中阿关系，认 

为保障获得长期和稳定的海湾石油供应，将是中国中东战略的核心问题。② 姚 

继德教授对中阿关系的看法也具有代表性 ，他认为中阿关系应该矫正 目前单 

一 的能源优先的外交政策，避免短视和功利性。他主张在 “大周边战略”框 

架下，将中阿关系提升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地位。⑨ 

近年来，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关系有一个关键词，就是 “文明”。2005年 

开始，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每年举办一次 “中阿文明对话”，到2010 

年 12月，已举办了6届。此外，人文因素也成为中国学者的关注点。④ 

穆罕默德 ·胡葳丁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研究中阿关系的阿拉伯学者，来 

自阿联酋，是英国杜拉姆大学博士。2002年，劳特利 ·柯瑞 (Routledge Cur— 

zon)公司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 《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国家关系 (1949一 

① 江淳、郭应德著：《中阿关系史》，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 

② 吴磊著 ：《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 175页。 

③ [阿联酋]穆罕默德 ·胡蒇丁著；姚继德、冀开运译：《中国与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国家关系》， 

线装书局，2008年版，第 1页。 

④ 参见马丽蓉：《中国对中东的人文外交》，载 《国际观察》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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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是为 

了满足自己对石油的需求，获得长期的能源供应，确保经济的发展。在评价 

前人研究成果时，他肯定地指出，西方学者对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进行研究， 

首推以色列的希霍 (Shichor)教授。①继希霍之后，国际学术界又出现了一批 

研究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资深学者，如约翰 ·卡拉布里斯 (John Calabr— 

ese)。他们在史料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大部分学者的著作出版在20世纪90 

年代末以前，较少关注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石油关系。值得一提的还有库马拉 

斯瓦米 (Kumaraswamy)，他长期关注中东问题。在 1999年主编的著作中，他 

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在中东的活动并非想挑战大国的利益，不过是为了寻 

求在中东的影响力。究竟什么是中国寻求的影响力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1972年被联合国接纳以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承担一些国际义 

务。这些学者致力于分析中国在不同时期在中东寻求政治影响力的方法与后 

果。由于他们用英语写作，采用西方学术思想与方法，因而在国际上有较大 

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和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新的命题随着 

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出现，中阿关系的研究也需要选择更多的理论与方法。 

相关理论与案例 

相对其他地区关系来说，中阿关系历史进程相对单一，国内外学者运用 

的史料基本相同。研究中阿关系的学者大部分只是运用已有国际关系理论， 

并不力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 ，而发展变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拓展 

了中阿关系研究的视野。 

(一)相关理论 

研究中阿关系的时候，通常会遇到两种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其一是国 

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按照现实主义理论，国家利益是 国家间关系的根本， 

任何国家对外关系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这个理论虽然是二战 

以后才出现，却风靡全球 ，有许多可取之处。现实主义理论不仅对西方学术 

界影响很大，在中国学术界，乃至阿拉伯学术界，也已得到广泛传播，许多 

① [阿联酋]穆罕默德 ·胡葳丁著；姚继德、冀开运译：前引书，第 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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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都愿意用它分析问题。其二是修正主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这不是一 

种单一的理论，而是修正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群。它们有一些共同点， 

首先，承认现实主义是认识国际关系的有力框架，但是，它们不承认任何一 

种理论是万能的，以至于能够全面解释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它们批评 

现实主义的缺点，提出新的理论与方法。亨廷顿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冷战结束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 ，强调文明对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作 

为一位国际关系处于转变时期的学者，他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是新旧混合。一 

方面，他突出了国际政治中文明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仍旧摆脱不了现实 

主义国家利益观。他认为文明是相互隔绝的，明显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 

互交往。他把西方文明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误认为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 

明将合作对抗西方文明。 

西方学者肯尼斯 ·博尔丁 (Kenneth Boulding)认为，国际关系必须抛弃 

一 个僵化概念——权力政治，威胁和冲突迟早会让位于互利合作和一体化。① 

但是，批评家认为，博尔丁的观点具有更多的哲学意义。 

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影响有所加强，中东研究领域 

也不例外。在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下，人们通常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建构主义认为决策是社会构建的，强调人的主观 

能动性 ，颠覆了传统观念。建构主义的名言是，“决策是决策者所处的社会环 

境通过决策者的观念制定出来的。”②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建构主义并 

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而是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力图重 

新展示国际关系的形成过程。 

上述这些理论常被运用于中国与阿拉伯关系的研究中。 

(二)研究案例：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很有影响力的阿拉伯海湾地区国家，著称 “石油王国”和 

“伊斯兰盟主”。石油王国显示它的经济实力，伊斯兰盟主不仅是因为麦加和 

麦地那在它境内，而且暗示它享有的地位。虽然沙特是最后与中国建交的阿 

拉伯国家，但是近年来两国关系发展很快。 

直到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究其 

① [美国]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 ：《争论中的 

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2O页。 

② 同上书，第 5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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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的确存在。但是，如果我们用建构主义理论分析 

就会发现，两国曾经错误解读了对方，将两国矛盾因素放大，例如沙特误解 

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中国共产党批评沙特君主制等。这些因素在 20世纪 90 

年代以前曾经阻碍双方建交，但是两国建交后，这些因素不再发生明显有害 

的影响。 

现实主义的因素固然存在，但在这些因素后面，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 

崭露头角，发人深思，值得思考，如肯尼斯 ·博尔丁所提到的互利合作和一 

体化。“求学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是圣训记载的穆罕默德先知说过的 

话。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与外界隔绝的文明更是加强了与域外其他文明的 

对话。沙特王室君主大力推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 

他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很清晰，坚定地对外开放，并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 

路。中国的儒家文明是东亚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亚太地区有 自己的 

地位，在整个中东地区影响力比过去增强。同样，沙特也在这个变化中的世 

界寻找着 自己的合适位置，这就如同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尼古拉斯 ·奥努夫 

所言：“我们利用 自然提供的资源，通过彼此之间的行为和话语，使世界成为 

世界。”①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影响中国和沙特关系的重要因素是石油，这是不可 

否认的事实。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存在特定的国家利益，巩固和发展与沙 

特的石油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现实意义。2005年 ，沙特成为中国第一 

大能源供应国，两国贸易额达 160多亿美元，同时沙特成为中国在西亚北非 

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获得保证的同时，两国人民间的交往也闪耀着 

火花。这两个古老民族发挥人类的美德，诸如宽容和平等，慈善与博爱进行 

交往，2006年 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沙特王国协商会议发表题为 《促 

进中东和平 建立和谐世界》的演说，他肯定阿拉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 

思想及其对国际关系的贡献。2008年，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大地震，沙特国 

王阿 b杜拉向灾区捐赠了5 000万美元现金和 1 000万美元的物资，是对中国 

援助资金额最多的国家。在2009年世博会期间，沙特展馆异常火爆，人潮涌 

① [美国]詹姆斯 ·多尔蒂、小罗伯特 ·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 、陈寒溪等译 ：前引书， 

第 158页。 

· 159· 



 

亘 韭 Q 生箜 塑 

动，中国人十分渴望了解这个沙漠中的王国。当前中沙关系的发展趋势十分 

良好，既符合沙特的国家利益又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和沙特需要继续 

加强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并超越石油资源的供求关系，超越政治利益的平衡 

关系。而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有利于中国和阿拉伯民族友好关系保 

持下来。 

结 语 

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比较 ，我们发现，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在 

两个层面上发展，其一 ，是为了谋求现实利益，即获取短期利益。在中国与 

阿拉伯国家关系中，存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辩证关系。如何处理好短期 

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其二，谋求长期合 

作与发展，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和谐世界。这一层次发展的动力，是人们对不 

同文明渴望了解的永恒追求。文明交往论认为，利益是驱动文明交往的因素， 

经济利益是最根本的利益。但是，仅有经济利益是不够的。早在春秋时代， 

墨子就说过：“兼相爱，交相利”，互利与互相敬爱应该并存。开放，不仅是 

中国要面向欧美国家，还包括面向阿拉伯世界。文明交往论，从哲学高度寻 

找到中阿关系发展的持久动力。文明的自觉性，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核心。 

也就是说：“不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类总是要在同一地球上生存发 

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待着通过不同文明思 

维交往，架起彼此理解之桥。”① 它推动了文明交往在精神领域的渗透，有利 

于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和平共处，并将带来人类文明的升华。 

笔者认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是不同的文明体系，需要相互认识， 

相互接受。中阿关系友好合作的局面得来不易，需珍惜、巩固与发展。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彭树智著 ：《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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