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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倡议对于阿拉伯人的重要意
义，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
面。

物质层面：
工业化进程，基础设施，中国产品，商品流
通——



精神层面的意义：
－今日中东正深受动荡与战乱之苦，这既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构成挑战，也赋
予这一倡议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跨国家、跨地区、
收益巨大的共同发展项目，如现代化的交
通网络、互利互惠的自由贸易区、跨国油
气管道、巨大的淡水调送工程等等，有可
能将地区国家联系在一起，组成命运共同
体。



－所以，“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要等解决了区
域问题后才能实施，相反，这一倡议有可能为
解决中东冲突的难题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中东冲突各国未必能在短期心悦诚服地接受、
珍惜这一精神，但是，相信饱受战乱之苦的中
东各国，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旷
日持久的冲突，只可能通往死路，耗尽地区各
国的财富和资源，摧毁地区人民的能力和梦想。

－此外，“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机遇，终将造
福于中东地区人民，为根除贫困、消除极端主
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做出贡献。



－对于今天由于互不信任、互相仇视而饱受
战乱之苦的中东而言，摒弃零和、寻求共
赢具有尤为迫切的意义。

－可以说，“合作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中
国向世界输出的最重要的精神产品，其重
要性不亚于中国的产品、技术、资金、设
施。这种精神产品在当今的中东是一种稀
缺品，它是21世纪的中国“丝绸”，和举
世皆知、人人喜爱的丝绸一样柔软、美好、
珍贵。



－倘若相关国家意识到，较之彼此冲突与争
夺，相互协商合作能带来无可比拟的大收
益，那么，它们无疑会三思而后行，逐步
调整目前这种以邻为壑、损人不利己的外
交政策，以互利共赢的新理念，取代零和
游戏及“你输我赢”的旧思维。

－中东主要国家都加入亚投行，是具有重要
象征意义的事件



+ 中国为什么在当前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 阿拉伯人是否要在“对立的”中美两强之
间选边？

+ 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因为中东乱局而被排斥
在外？

+ “一带一路”能否弥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
不足——更加人道、公正，照顾第三世界人
民的利益？



－对疑惑之一的思考与回应：“一带一路”
倡议能否比主导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更加仁
慈和人道？

－中国应该把这一关注视为一个重要提醒。



－在建设“一带一路”的漫长过程中，如果
不重视环保，以污染环境的代价换取发展，
就不可能将“一带一路”建成绿色之路；

－通过腐败贿赂、盘剥劳工、以次充优等不
正当途径获利，就不可能将“一带一路”
建成文明之路；

－只以赢利为唯一目的，不尊重当地的文化，
不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注意让发展红
利惠及当地人民，就不可能将“一带一路”
建成和谐友好之路。



－坦率而言，当今中国还存在许多不足，中国企
业、个人乃至官方的某些行为，与中国领导人
宣示的“丝路精神”还有不小距离。上述问题
无论在中国国内发展中、还是在与外部世界交
往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
以来的发展道路重新审视、不断改革的过程，
是中国自身不断凝练、学习、践行“丝路精神”
的过程，还是中国与世界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的过程。



－我们不仅要在对外合作、国际交往中弘扬
丝路精神，也应该在国内建设、国家治理
时弘扬丝路精神。

－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国梦”
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多元、公正、
人道，能够凝聚最大共识，让人人心情舒
畅、团结进取的大环境。



+ 机遇：
—阿拉伯语专业数量的增长，

－各类企业走出国门对人才的需求，

－研究机构对中东研究人才的需求，

－高校师资的需求增长

+ 挑战：
－更高的阿拉伯语水平：

－更为全面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

－对国别与区域的各方面情况的更深刻了解

－跨文化交际、理解、营销的能力（胡锦涛
与阿卜杜拉国王的会谈）

－更为全面的跨学科知识：政治、宗教、经
济、贸易、法律、新闻等等（石油大学为
例）

－多语言的掌握：英语、法语、波斯语、希
伯来语、土耳其语（何伟：PETER HESSLER）

－阿拉伯主要国家方言的掌握



+ 传播中国文化与国情的能力
－摆脱自说自话、唯政治论的思维方式，了
解并尊重对外传播的规律。

－对阿拉伯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政治社会
现实、传统观念、习俗禁忌、接受心理、
语言习惯，都有比较深刻的认知；对阿拉
伯人民的理想、期待、困惑、苦难有比较
准确的把握，亦即要了解阿拉伯人的“兴
奋点”与“痛点”所在。

－建立在这种认知和把握的基础上，通过摆
事实、讲道理、说故事的传播方式，才能
产生为阿拉伯民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效应。
只有声音被人听进去、令人信服才算成功。



+ 阿语人才的差异化培养：
－外交官、企业家、学者、记者、翻译、教师、
商人……

－机关、油田、工地、工厂、战场
+ 学术型与应用型
－学术型人才培养是外语专业历来的弱项和短
板，主要体现为如下不足：
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
多语言工具的掌握
跨学科知识的不足，跨学科研究能力不足
长期的田野调查（何伟与垃圾工、上埃及的中
国小贩）



+ 课程建设（北外阿拉伯学院为例）
－中东国别与区域入门

－伊斯兰教：世界与中国

－媒体中的阿拉伯世界（时事阅读）

－阿拉伯方言

－中国文化与国情（阿拉伯语）



+ 教材出版：
－应该顺应新的形势与要求

－一套教材打天下的做法不能再持续了！



阿拉伯语学习建议书目

第一阶段：《新编阿拉伯语》
第二阶段：《莫生气》、《不要忧伤》、
《论持久战》……

第三阶段：《颈椎病康复指南》、《腰椎间
盘突出日常护理》、《心脏病的预防与防
治》、《强迫症的自我恢复》、《精神病
症状学》……

第四阶段：《活着》
第五阶段：《论土的正确食用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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