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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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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２０２２ 年是埃及学诞生 ２００ 周年。 埃及学虽然已有 ２００ 年

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门探究古代历史、 了解人类文明走向的学问， 仍然

生机勃勃， 极富魅力， 研究前景广阔。 从日本学者柴四郎著的 《埃及近

世史》 中译本问世至今已有 １２０ 年历史， 中国学者对埃及历史与现代化

道路的研究愈来愈深入系统。 在历史巨变中透过中国的埃及史研究， 可

以得出世界现代化进程某些规律性、 普遍性的理论认识。 中国的埃及史

研究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之劫难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 在其主流

发展中， 始终表现出与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 共命

运的特点和优点。 作为中国的世界史学者， 要牢记世界历史学在新时代

的新使命， 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的埃及史研究， 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知

识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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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
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战略任务。 六年多来， 习近平总书

记在多种场合就这一重大时代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要以中国为观照、 以时代为观照， 立足中

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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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推进知识创新、 理论创新、 方法创新， 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

世界学术之林。”① 立足中国实际， 解决中国问题， 把学问做在把中国的事情搞

清楚、 说明白的基础之上， 做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有用、 能用、 管用的基础之

上， 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这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一

步指明了方向， 有助于我们融合本土视野、 世界视野、 历史视野、 当代视野和未

来视野， 提升知识体系对 “中国特色” 和 “世界共性” 的阐释能力。 简要回溯

近代以来中国对埃及历史和现代化的研究， 可使我们对上述论断有更深刻的认识

和启迪。

中华民族危机加剧和埃及史研究萌生

１９ 世纪中叶， 西方列强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 加快对外侵略扩张。 英国在

１８４０ 年发动了罪恶的侵华鸦片战争， 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强烈的侵略性和掠夺

性。 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群拥而至， 中国遭到全世界几乎所有大中小帝国主义

国家的侵略， 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在 １８９４ 年甲

午战争中惨败， 英国、 俄国、 德国、 法国、 美国、 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急于瓜分

中国， 使中华民族面临 “亡国灭种” 的空前危机。 １９０３ 年 ５ 月， 陈独秀在安徽

爱国会发表演说， 明确指出 “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 的严峻现实，
呼吁国人要清醒地认识到 “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 其惨状何堪设想！ 我中国人如

在梦中， 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②

在中华民族危机加剧的历史时刻， 中国学者开始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

容， 为拯救民族危亡这一时代主题服务。 ２０ 世纪初， 中国出现了介绍研究世界

弱小民族 “亡国史” 的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 １９００ 年后的 １０ 年间， 国内至少出

版了 ５０ 种以上的亡国史， 其中梁启超的系列弱小民族亡国史尤为引人关注， 诸

如 《亚西亚南部衰亡史》 《世界亡国小史》 《近世亡国史》 《朝鲜亡国史略》 《越
南亡国史》 《缅甸灭亡小史》 《印度亡国史》 《菲立宾亡国惨状记略》 《波兰衰亡

战史》 等， 向国人敲响亡国警钟。 当时编纂亡国史的主要目的， 是用确凿的史实

说明这些国家亡国的主要原因， 在于 “因循守旧” “不图自强”， 希望借此警醒

国民， 从中吸取教训， 引以为鉴， 救国救民。
这些书籍对于激发中国人民自强自立、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情感， 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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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第 １ 版。
《陈独秀著作选》 第 １ 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版， 第 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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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危亡有积极作用。 当民族危亡的形势日渐迫近时， 研读 “亡国史” 比研读

“建国史” 更有意义。 这是因为， “读建国之史， 使人感， 使人兴， 使人发扬蹈

厉。 读亡国之史， 使人痛， 使人惧， 使人怵然自戒。 虽然， 处将亡之势， 而不自

知其所以亡者， 则与其读建国史， 不如读亡国史”①。 这些研究亡国史的著作不

仅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结合中国现实， 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
２０ 世纪初， 当中国出现亡国史研究的热潮时， 一些学者译出了日本学者柴

四郎 （１８５３—１９２２） 的 《埃及近世史》 作为警戒。 该书有多种中文译本： 玉瑟

斋主人译 《埃及近世史》， １９００ 年 ５ 月发表在 《清议报》 第 ４５ 期； 麦鼎华译

《埃及近世史》， 上海广智书局 １９０２ 年出版； 还有留洋学生所编 《埃及近世史》，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０２ 年出版， 为 “帝国丛书” 之一。 著者认为， 埃及原为独立国

家， 但在 １８ 世纪中叶沦为英国的半殖民地， 究其原因， “实由借外债而任外

人”， 结果 “一切内权皆归其手”， “坐招外人之干预， 反复相寻， 遂藩其邦而奴

其族”。 还有章起渭翻译的 《埃及近世史》，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０３ 年出版， 为 “历史

丛书” 之一。 此外， 《童子世界》 自 １９０３ 年 ４ 月起， 分 ９ 期连载了叶锦清译撰的

《埃及近世史》。
麦鼎华认为， 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文明古国， 在不少方面十分类似， 要研究

中国的未来不可不读埃及的历史， 中国的发展前途完全可以把埃及作为借鉴。 麦

鼎华在其译本的 《自序》 中， 分析埃及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大量向外借

债， 大量雇佣外国人， 让外国人治理自己的国家， 进而丧失国家主权， 为异族所

奴役。 麦鼎华之所以翻译此书， 是因为感叹自己国家 “时事之艰危， 悲国权之屈

辱， 用译是书以助戒惧”②。 他希望以埃及亡国的历史作为一剂良药， 使中华民

族警醒。
张元济 （１８６７—１９５９）， 浙江海盐人， 光绪进士， 曾任刑部主事。 １８９７ 年在

北京创设西学堂 （通艺学堂）， 戊戌政变后被清廷革职， 后曾任南阳公学 （交通

大学） 校长、 商务印书馆馆长。 他为商务印书馆 １９０３ 年出版的 《埃及近世史》
写了序言， 认为近代埃及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大到国家的 “典章制度”， 小

到 “居处服御”， 无不极力迎合欧人欢心， “惟以不获青睐为惧”， 结果沦为西方

殖民地。 埃及统治者 “自亵其独立自主之尊”， 使民族自尊心荡然无存， 皮之不

存毛将安附焉？ 张元济还指出， 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都是 “欧人兼并弱国歼除异

族之具”， “欧洲之帝国主义、 民族主义已由近东而推至远东， 凡与结接为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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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新民丛报》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第 ６ 号， 关于上海广智书局 《埃及近世史》 的介绍。
《新民丛报》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第 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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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无履霜坚冰之惧乎？ 虽然， 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 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

也”。① 张元济认为， 当时中国与埃及曾经面临的情势极为相似， 中国以 “至诚

恻坦之意” 向西方学习时， 切忌盲目照搬， 丧失民族自尊。 张元济的观点在当时

产生了很大反响， 并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
柴四郎 《埃及近世史》 中文本面世后， 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广泛反响。 一些

人总结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时， 已经敏锐地看到， 拯救国家于危难中， 仅仅依靠

少数志士仁人是不够的， 关键是全国人民都要有爱国之心。 他们提出， “国之立

也， 必人人心中有爱国之思想， 人人目中有爱国之观念， 然后仆者起， 废者兴，
死者生， 亡者存， 而埃及之民何如哉？”② 这种认识在 ２０ 世纪初难能可贵， 对当

时努力救亡图存、 自强自立的中国来说， 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不仅应从

中吸取教训， 还要学习埃及人民的反抗精神， 与外国侵略者展开坚决斗争。
对于柴四郎的 《埃及近世史》， 《东方杂志》 《新民丛报》 等有较大影响的报

刊多有介绍。 《新民丛报》 １９０２ 年第 ９ 号刊登的广告写道： “埃及文明开化最古

之邦， 今几不国矣。 观其近世国权所以外流， 实有足令吾华人梦醒者。” 当人置

一册， 以作前车之鉴。 当论及埃及亡国的原因时， 大多数人认为埃及之所以亡

国， 并非偶然： 其弊在国是不定， 舍己从人， 一切变法， 皆为取悦外人之具。 故

其事有损而无益， 终不免于亡国之惨， 诚吾国之殷鉴。 中国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 仅仅少数人有爱国心是不够的， 重要的是全民族的觉醒。
除柴四郎 《埃及近世史》 以外， 关于埃及亡国历史的著述还有一些。 例如，

日本学者北村三郎著， 赵必振 （１８７３—１９５６） 翻译的 《埃及史》， 由上海广智书

局 １９０３ 年出版， “史学小丛书” 之一。 译者在述及翻译此书的目的时， 主要强

调国人应汲取埃及亡国的历史教训， 救亡图存。 认为 “其历史可为隆替兴亡之

鉴” “我国人者， 唯鉴埃及之衰亡， 以大奋起， 一变外交之局面， 则诚国家之幸”。
又如 １９０３ 年文明书局译刊的 《埃及惨状》， 此书是希望唤起国人猛醒， “厥以借

镜， 庶吾民之早为警觉”。 此外， 还有 《埃及百年兴衰记》， 《经济丛编》 １９０２—
１９０４ 年连载； 《埃及亡国惨状记》， １９０３ 年在 《游学译编》 连载。

与时代同行的中国埃及史研究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通过了具有宪法性质的 《共同

纲领》， 规定新中国的国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同时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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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篇序言的题目是 《读 〈埃及近世史〉 感言》， 发表于 《外交报》 １９０３ 年第 ３ 卷第 １２ 期。
陈怀： 《读 〈埃及近世史〉 跋尾》， 《新世界学报》 １９０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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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用科学的历史观点， 研究和解释历史、 经济、 政治、 文化和国际事务”。
这两方面的统一确立了新中国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始自 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埃

及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 发扬和升华， 包括埃

及历史研究在内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掀起高潮， 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化建

设高潮。 新中国的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 首先迎

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 １９５４ 年 《历史研究》 创刊时， 郭沫若撰写

了 《开展历史研究， 迎接文化建设高潮》 发刊词：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对全

世界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我们须得满足内外人民的需要， 把世界史上的白页

写满， 我们须得从历史研究这一角度来推进文化建设， 促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

现。”① 新中国埃及史研究硕果累累， 从整体上反映出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中满怀信心地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的时代风貌。 新中国埃及史研究的成

果， 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 在世界通史性的著作中， 埃及史占有重要地位。 如 １９６３ 年人民出版

社出版周一良、 吴于廑主编的 ４ 卷本 《世界通史》 中， 上古部分有专章阐述埃

及国家的产生和发展， 包括早期王国和古王国时期的埃及、 中王国时期的埃及、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 以及古代埃及文化， 如文字、 宗教、 文学、 建筑、 雕刻、 绘

画等。 中古部分主要讲述 ７—１５ 世纪的埃及历史。 近代部分包括埃及人民反抗奥

斯曼帝国统治和法国侵略的斗争， 穆罕默德·阿里当政时期的埃及， 外国资本入

侵和埃及沦为殖民地， 资本主义国家瓜分非洲， 列强对埃及的干涉， 英国在埃及

的殖民统治等内容。 此外，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周谷城的 《世界通史》， 还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吴于廑、 齐世荣、 王斯德、 武寅等主编或编著的多

种世界通史性著作， 埃及史在其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其二， 在非洲地区史研究中， 埃及史研究始终是重要内容。 如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出版杨人楩所著 《非洲通史简编： 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 作者提出，
“埃及史在世界史著作中阐述较详， 所以在 《非洲通史简编》 中所占篇幅稍有压

缩， 对非洲各地区的历史， 尽量给以一定的地位。”② 但从实际内容来看， 各章

节有关埃及的内容十分丰富。 如 《古代埃及的文明》 包括古代埃及王朝时期的

社会发展和文化、 托勒密王朝等， 《１１—１５ 世纪的埃及》 主要内容有法提玛王朝

的灭亡、 阿尤比王朝和马木路克统治时期、 １１—１５ 世纪埃及社会发展等， 在述

·３２１·

①

②

郭沫若： 《开展历史研究， 迎接文化建设高潮———为 〈历史研究〉 发刊而作》， 《历史研
究》 １９５４ 年第 １ 期。
杨人楩： 《非洲通史简编： 从远古至一九一八年》，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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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１６—１７ 世纪的北非时， 辟有专节 《土耳其统治下的埃及》。 作者指出， １５１７
年土军占领开罗， 从此埃及变为土耳其的一省。 土耳其统治时期， 埃及的社会制

度基本上没有改变， 但这三百年是埃及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１８—１９ 世纪的埃

及》 主要内容是： １８ 世纪的埃及和法国的入侵、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及其争取

独立的失败、 埃及对欧洲资本的依赖、 苏伊士运河的开凿。 《埃及沦为英国殖民

地》 则重点阐述了埃及财政的国际监督、 阿拉比领导的抗英战争、 英国在埃及的

殖民统治、 埃及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等。 此外， 中国

非洲史研究会编写的 《非洲通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 何芳川、
宁骚、 艾周昌等主编的 ３ 卷本 《非洲通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也都有丰富的埃及史研究内容。

其三， 在数以百计的世界断代史研究中， 无论古代中世纪史、 近代史或现当

代史， 埃及史从来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天津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出

版林志纯主编的 《世界上古史纲》 （上下）， 就有相当系统的埃及上古史内容。
作者认为： “埃及是今所知道的又一个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 其进入文明， 与西

亚几乎同时。 ……文明时代古埃及地理范围主要在尼罗河第一瀑布以北至地中海

沿岸的狭长谷地。”① 有关 《古代埃及》 的主要内容是： 尼罗河文明之起源， 巴

达里文化， 埃及的奴隶制城邦———州的产生与发展， 早王朝时代的埃及， 埃及帝

国的形成及其全盛时代， 统一帝国的开端， 古王国时代的埃及， 中王国时代的埃

及， 第一次和第二次人民大起义， 帝国的霸权， 埃及帝国的衰落与波斯帝国的统

治， 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希腊罗马和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埃及， 托勒密王朝

的统治、 经济制度和人民的起义斗争， 埃及的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过渡。 在高等

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世界现代史》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版、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版） 中， 埃及独立运动、 １９１９ 年三月起义、 １９２３ 年宪法、 埃及七月革命和苏伊

士运河战争等， 都有专节阐述。
其四， 在世界专门史研究中， 如世界文明史研究， 埃及史也占据一席之地。

２００４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马克垚主编的 ３ 册 《世界文明史》， 埃及文明是其重

要内容之一， 包括法老的土地和人民， 古代埃及的历史、 语言与图画， 仪式化的

文学与史学， 古埃及的宗教信仰， 古埃及的造型艺术等。 在 《伊斯兰文明对西欧

工业文明的吸收和冲突》 一章中， 重点分析了欧洲工业文明冲击尼罗河农业文明

及后续改革和半殖民地化。 在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东伊斯兰世界》 中， 探

讨了纳赛尔主义对埃及的影响， 还分析了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争取文明复兴的努

力。 作者指出， 埃及早期就有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使埃及得到飞速发展，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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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志纯主编： 《世界上古史纲》 （上）， 天津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第 １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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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被英国殖民者入侵打断。 纳赛尔主义是在反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压迫，
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过程中形成的， 其核心是消灭帝国主义， 建立一个自由和

公正的民族国家， 纳赛尔的社会革命是指在埃及社会中实现公正和平等的民主

革命。①

其五， 在世界历史国别史研究中， 有多种 《埃及史》 专著， 既包括通史性

研究， 也包括断代史研究、 专门史研究。 如 ２００３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彭树智主编

的 《中东国家通史》， 即包括雷钰和苏瑞林所著的 《埃及卷》。 作者强调， 埃及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曾经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代埃及文明，
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 至今， 埃及仍在中东地区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② 本书的一大特点是有较多篇幅阐述埃及与中国的关系， 其中既有历史回

溯， 如古籍中的友好交往记录、 两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交往、 晚清中国人笔下的埃

及、 日益密切的宗教文化交流等， 也有现当代埃及与中国的关系， 如两国人民在

反帝反霸斗争中相互支援、 不断拓展经贸往来、 扩大文化交流、 携手跨进新世纪

等。 此外， 通史性的埃及著作还有王海利的 《埃及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２０１４ 年版）， 哈全安的 《中东国家史·埃及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版）， 王泰、 郭子林的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埃及史》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２ 年

版） 等。
在埃及国别史研究中， 继纳忠著 《埃及近现代简史》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１９６３ 年内部发行）， 杨灏城著 《埃及近代史》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出版， 这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埃及近代史专著。 １７９８—１９１８ 年是埃

及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 这期间发生了法国入侵、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西方资

本渗透、 苏伊士运河开凿、 英国占领以及奥拉比、 卡米勒和法里德领导抗英斗争

等重大事件。 《埃及近代史》 论述这段历史， 主要贯串着两条主线： 一是西方殖

民主义的入侵和埃及人民的英勇反抗， 二是埃及在经济、 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
全书以这两条主线展开论述， 系统有序、 层次分明， 从而使读者对埃及近代历史

有完整深入的认识。
刘文鹏著 《古代埃及史》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版）， 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古

埃及史著作。 该书在内容和体系上都有新的突破， 被评为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古代埃及史》 详述了古代埃及自旧石器时代起，
到公元 ７ 世纪阿拉伯化之前的社会政治、 经济、 文化生活诸方面， 内容十分丰

富。 它以文明研究为主线， 在揭示埃及文明起源的同时， 论述了古埃及人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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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垚主编： 《世界文明史》 （下），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３０５ 页。
彭树智主编： 《中东国家通史·埃及卷》，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 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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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理环境的关系， 以及古埃及由城市国家发展到统一王国和王国由盛到衰的过

程。 作者认为： “埃及文明的形成只不过是近五千多年前的事情。 在古埃及文明

兴起之前， 还有一个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漫长的所谓史前时代。 ……古代埃

及人正是由那个原始的阶段开始起步的。”① 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 作者首先

分析了古代埃及的地貌、 生态环境和民族， 史前埃及与尼罗河文明的起源， 并

在此基础上详尽地论述了埃及古代历史， 对我国埃及学建设具有重要推动

作用。
此外， 埃及断代史、 专门史研究的著作还有周启迪的 《古代埃及史》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刘文鹏的 《埃及学文集》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杨灏城、 江淳的 《纳赛尔和萨达特时代的埃及》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 年

版）， 颜海英的 《守望和谐： 古埃及文明探秘》 （云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李晓东的 《埃及历史铭文举要》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７ 年版）， 王海利的 《尼罗河畔

的古埃及妇女》 （中国青年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刘文鹏的 《埃及考古学》 （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８ 年版）， 王海利的 《法老与学者： 埃及学的历史》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和 《图坦哈蒙 ３０００ 年》 （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郭丹彤的 《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周启迪的 《文物中的古埃及文明》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 年版）， 郭丹

彤、 马晓敏的 《法老的诅咒———探寻古埃及神秘的巫术与宗教》 （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３ 年版）， 温静的 《尼罗河的赠礼》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 郭丹彤的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郭丹彤主编

的 《古代埃及新王国时期经济文献译注》 （中西书局 ２０２１ 年版）， 等等。
其六， 关于埃及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或学术性文章难以计数。 这些论文视野开

阔， 内容广泛， 涵盖埃及历史的各个阶段。 随着中国埃及史学科建设迅速发展，
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不仅数量明显增加， 而且在研究的深度、 广度和高度上都大幅

提高。 其中的代表作有： 纳忠 《埃及人民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斗争与民族的觉醒》
（ 《人文科学杂志》 １９５７ 年第 １ 期）、 郑道传 《纳赛尔的反殖民主义思想》 （ 《学
术论坛》 １９５７ 年第 １ 期）、 刘文鹏 《古埃及的早期城市》 （ 《历史研究》 １９８８ 年

第 ３ 期）、 颜海英 《托勒密时期埃及奴隶制评析》 （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６
期）、 郭丹彤 《纳尔迈调色板和古代埃及统一》 （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５ 期）、
王海利 《古埃及 “只娶不嫁” 的外交婚姻》 （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２ 年第 ６ 期）、 郭

子林 《托勒密埃及的法律与司法实践》 （ 《历史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金寿福

《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 （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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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文鹏： 《古代埃及史》，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版， 第 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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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近年来， 埃及历史研究的论文呈现出视野更加广阔的多元发展趋势， 如刘

金虎 《试论史前时代至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与努比亚地区的交往》， ［ 《杭州师范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赵丁琪 《埃及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

历程及经验教训》 （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陈天社、 常晓东

《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时期教育改革探究》 （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王泰、 任钰 《１９ 世纪埃及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互动》 （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孔妍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应对》 ［ 《郑州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２ 年第 ４ 期］， 何志龙、 田丹 《马穆鲁克王

朝时期黑死病在埃及和叙利亚的传播及其影响》 （ 《史学月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等， 在此不一一列举。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埃及现代化研究

１９０１ 年， 梁启超高举 “史界革命” 的旗帜， 倡导用进化史观研究中外历

史， “现代化” 成为 “新史学” 的重要内容之一。 １９２６ 年， 柳克述 （１９０４—
１９８７） 撰 《新土耳其》， 洋洋 ３０ 万言，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其主要内容是通过

实证研究， 阐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 “亚洲病夫” 转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过

程。 该书在中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在西方流行的 “现代化” 概念。① 鉴于近代以

来中国和土耳其的共同遭遇， 两国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有很多相似之处。 作

者撰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明确， 那就是 “警策国人” “唤醒民众”， 推动中国走

向现代化。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后， 李达、 何干之、 范文澜、 胡

绳、 黎澍等学者对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深入探究。 新中国成立后， 在

１９５４ 年、 １９６３ 年、 １９７１ 年多次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 “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工业国家”。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

程全面展开， 中国的前途命运已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广阔的世界眼光， 埃及现代化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迅

速发展。
２０００ 年车效梅撰文 《埃及的现代化历程》 （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指

出， 埃及是中东、 非洲最早着手现代化的国家， 又是当今该地区现代化程度较高

的国家之一。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变革主要包括政治结构、 经济结构和教育结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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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柳克述： 《新土耳其》，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６ 年版， 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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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 这三个结构变化力度和深度的不同使埃及现代化进程从穆罕默德·阿里

到纳赛尔呈现出明显差异。 作者以 １９５２ 年七月革命为界， 从政治结构、 经济结

构、 教育结构三方面变革着手， 展示了埃及现代化在两个不同时期的差异， 并总

结其经验教训。
吕翊欣撰文 《论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的特征》 （ 《唐都学刊》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 分析了近代以来埃及现代化的特征主要是： 埃及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 经

历了由自发向自觉阶段的转换； 国家独立、 享有主权是推进现代化的首要前提；
战争是埃及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威胁； 政治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进程滞后， 领导

人个人地位和作用突出； 人才培养与普通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 是国家现代化

进程推进的坚实基础； 而资金、 经验和技术的缺乏则是制约埃及现代化的重要

因素。
王恋恋撰文 《近代以降埃及现代化的探索》 （ 《外国问题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指出， 埃及是中东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之一， 在近代西方的冲

击下， 成为西亚北非地区最早着手现代化的国家， 也是该地区现代化程度较高的

国家， 埃及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伊斯兰世界的一个缩影。 作者通过梳理近代以来

埃及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现代化轨迹， 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

挫折困难的原因、 教训和启示进行了分析总结， 为中东地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借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钱乘旦总主编的 １０ 卷本 《世界现代化历程》， 由江苏人民出

版社出版。 王铁铮主编其中的 《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 第一章即是 《埃及

的现代化模式： 从 “西化” 到宪政民主的历史轨迹》， 探讨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

到来， 埃及现代化模式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 在此之前， 姜桂石、 姚大学、 王泰

等在 《战后中东史》 《改革与现代化———历史经验与现实趋向的探索》 《中东通

史简编》 《全球化与亚洲现代化》 等著述中， 以及彭树智主编的 《二十世纪中东

史》 （修订版） 和 《阿拉伯国家史》， 对埃及现代化和埃及社会变迁进行了深入

研究。
《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 指出，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波及全球的一股不

可抗拒的时代潮流， 它既是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的必由之路， 也是世界各国文明演

进的方向。” 但是， 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 自近代以来 “在内外合力的排挤

和冲击下”， 成为 “现代化运动的后来者”， 其现代化发展战略 “是一种无法回

避的被动回应”， 埃及的现代化 “具有外源性和后发型的基本特点”。① 一般认

为， 拿破仑入侵埃及揭开了埃及现代化的序幕， 从 １９ 世纪殖民主义时代至今的

·８２１·

① 钱乘旦总主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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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多世纪， 埃及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 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文化

等方面都出现了历史性变化。 与此同时， 也应清醒地看到， 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崛

起对埃及社会、 政治构成巨大挑战。 学者对于埃及现代化发展模式的研究， 主要

通过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近代埃及的西方化和七月革命的路标性转变； 发展战略

视角下埃及经济发展模式的嬗变； 宪政体制下个人威权主义统治的政治模式； 埃

及政治体制改革及权威主义的发展趋向。① 这样就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基础上，
较系统地阐释了埃及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做到 “论从

史出”， 探讨了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埃及近代历史的改革运动， 历来是埃及现代化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 杨灏城

著 《埃及近代史》 的主线之一， 即埃及历史上在经济、 政治等方面进行的三次

改革：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 伊斯梅尔改革、 奥拉比 （现多译为阿拉比） 改革。
穆罕默德·阿里曾执政 ４４ 年 （１８０５—１８４９ 年在位） 之久， 对埃及农业、 工业、
商业等进行了全面改革。 对于这些改革的性质， 作者认为， 这既不是代表农业资

产阶级利益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也不是代表新贵族地主和新兴商业资产阶级

利益的封建性质的改革， 而是代表以土耳其族和契尔克斯族埃及人为主的新地主

阶级利益的封建性质的改革， 因为当时工厂的工人与 “封建社会中的农奴相

似”， 他们 “被束缚在工厂里”， “工人和工厂主———封建国家的关系是封建的人

身依附关系， 不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②

关于伊斯梅尔改革的评价问题， 在中外学术界都有歧义。 伊斯梅尔是穆罕默

德·阿里的孙子， 在位 １６ 年 （１８６３—１８７９）。 有人认为他的 “欧化” 改革为埃

及文明发展建立了 “伟大功勋”， 作者则认为这种评价 “显然是言过其实”。 伊

斯梅尔改革有其积极的一面， 如发展经济作物、 凿通苏伊士运河、 发展内外贸

易、 推行世俗教育等， 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埃及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增长。 另一

方面， 伊斯梅尔改革有其致命弱点： 他的权力 “是用金钱买来的”， 他企图通过

接受西方贷款， 大举外债， 来实现埃及的 “欧化”。 结果在他执政期间， 英法等

殖民列强加紧渗透， 逐步控制了埃及的政治、 财政和司法大权， 使之进一步沦为

欧洲列强的半殖民地， 并最终被英国武装占领。③

关于奥拉比改革， 作者也给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独立判断。 奥拉比于

１８７９ 年任祖国党主席， 率先提出了 “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 口号， 并致力于

“把祖国从屈辱、 贫困、 痛苦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奥拉比担任祖国党主席后，

·９２１·

①
②
③

钱乘旦总主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中东卷》， 第 ３８—８９ 页。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 第 ２—３ 页、 第 ７７—７８ 页。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 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 第 １３４ 页。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于 １８８１ 年领导了 “二月请愿” 和 “九月兵谏”， 还支持巴鲁底于 １８８２ 年组阁

等， 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 “奥拉比革命” 或 “奥拉比起义”。 作者认为， 奥拉比

所领导的斗争， “既非暴力革命又非武装起义， 而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因

为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 进行某些改良， 以求得民族资产阶级

的生存和发展”①。 虽然奥拉比宣布的一些除旧布新的措施和主张有进步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英法殖民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 但他寄希望于英法殖民主义

和土耳其素丹的同情支持， 企图通过和平方式自上而下实行改良， 这样的路是走

不通的。 事实确是如此， １８８２ 年 ８ 月英军大举进攻埃及， 奥拉比失败被捕， 最

后被判处终身苦役流放。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 都会不断产生并积累各种矛盾与问题。 在现代

化变革中保持社会秩序的总体稳定， 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在西方现代化进

程中， 社会发展往往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 阶级矛盾扩大、 生态环境恶化、 社会

动荡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一些发展中国家采用了西方发展模式， 脱离国情照

抄照搬西方， 甚至全盘西化， 导致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丛生， 社会动乱。 西式民

主、 三权分立在一些国家成为不断引爆民族、 种族、 宗教冲突的导火索。 基于

此， 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埃及现代化研究的重点之一。 近年来， 我国有不少这

方面的成果问世， 如昝涛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社会———以埃及革命为中心》
（ 《领导者》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 詹晋洁 《埃及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干政与政治稳

定》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 段学品 《埃及

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转型》 （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等。 此外， 关

于现代化视角下的埃及政治、 社会稳定等问题的研究， 也成为国内硕士、 博士研

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 如徐茜萍的 《威权政体下的埃及 ２０１１ 年政局动荡分析》
（西南交通大学 ２０１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一些学术专著也涉及埃及现代化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如王彤主编的 《当代中

东政治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较详尽地分析了战后中东国家

政治制度的多样性， 包括纳赛尔军人政权与埃及一党制的确立、 萨达特与穆巴拉

克时代埃及政党制度的演变， 如何从一党制变成一党独大的多党制， 并分析了

“一党独大” 的利弊得失。
王林聪著 《中东国家民主化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通过对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国家历史发展进行深入考察， 探究中东国家民主化道

路的独特性， 分析中东国家民主化迟缓的原因， 思考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前景，
主要内容包括中东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历史考察、 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关系、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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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灏城： 《埃及近代史》， 第 ２１３—２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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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与中东国家民主化、 权威主义与中东国家民主化、 外部因素与中东国家

民主化， 以及对中东国家民主实践的若干思考等。
毕健康著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是

一部专门探讨埃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稳定问题的专著。 作者广泛使用了中、 英、
阿文资料， 认真汲取了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

理论探讨， 提出了许多新的学术见解， 使人们深切认识到埃及政治稳定或政治失

稳的因素， 存在于错综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中。① 该书主要内容包括 １８０５—
１９５２ 年间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问题， 纳赛尔时代一党制军人政权与政治稳定

问题， 当代埃及的总统独大制与政治稳定问题， 当代埃及的政治参与、 政党制度

与政治稳定， 当代埃及的伊斯兰、 政治暴力与政治稳定问题， 当代埃及的城市

化、 城市边缘区与政治稳定， 艾斯尤特的发展与稳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埃及经

济改革与政治稳定， 当代埃及的失业与政治稳定问题， 当代埃及的贫困与政治稳

定问题， 影响埃及政治稳定的外部因素。 在结束语中， 作者就当代埃及政治稳定

进行了理论分析， 涉及的主要问题是： 当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当

代埃及政治稳定问题的政治因素、 宗教因素、 军事因素、 经济和社会因素等， 这

些可视为对稳定与发展关系探讨的进一步深化。

结　 语

今年是埃及学诞生 ２００ 周年。 埃及学虽然已有 ２００ 年的历史， 但是作为一门

探究古代历史、 了解人类文明走向的学问， 仍然生机勃勃， 极富魅力， 研究前景

广阔。 从日本学者柴四郎的 《埃及近世史》 中译本问世， 到今天中国学者对埃

及历史与现代化道路越来越深入系统的研究， 已经过去了 １２０ 年， 中国和世界都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这些历史巨变中透过中国的埃及史研究， 可以得出世

界现代化进程某些规律性、 普遍性的理论认识。
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 包括埃及史研究， 是在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 文明蒙

尘， 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之劫难的历史背景下萌生的， 在其主流发展中始终表

现出与中国政治、 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展同呼吸、 共命运的特点和优点。 中国的

埃及史、 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精神， 亦即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

年的发展中， 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 自强

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历史记忆是民族精神传播的主要形式。 中国世界史编纂的

·１３１·

① 毕健康：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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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 自 １９ 世纪中叶萌生时， 就关注现实、 服务大局、 求真求实、 经世致用，
在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 这一切在新时代发

扬光大， 远非昔日可比。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有不同的内容。 今天， 我们站在一个

新的历史起点上， 世界历史研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关系到

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命运。 新中国的埃及史研究，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埃及史

研究， 已经走出近代， 告别对西方学术的 “模仿” 和 “跟跑”。 中国的埃及史研

究， 自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 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和

世界一系列复杂问题的思考上。 广大埃及史学者不忘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

知识体系这一历史使命， 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 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

风格、 中国气派。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 也正在进行

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 中国社会日新月异、 一日千里， 推动

史学进入大繁荣、 大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世界史学者要有社会担当， 让我们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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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承

和弘扬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不断深化构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的自觉认

识， 铭记世界历史学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为繁荣发展中国的埃及史研究， 努力作

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吴传华　 责任校对： 李若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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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Ｓｈｉｂａ Ｓｈｉｒｏ， ｗａ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ｓ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ｗｅ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ａｌａｍｉｔｙ，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ｅｅｐ ｉｎ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ｕｔｈｏｒ：Ｙｕ Ｐ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ａ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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