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践行“小学科、大内涵”理念，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学术档案

朱威烈，1941年生，浙江嘉善

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阿拉

伯语专业，1978-1980年公派赴开

罗大学进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执

教逾50载。现为上外中东研究所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名誉所长，中国—阿拉伯国家合

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中阿改革发

展研究中心理事，上海高校一类智

库首席专家，曾任上外阿拉伯语系

主任、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中东研

究所所长、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出版发表

《站在远东看中东》《学思刍议》《中

东研究管见》《岁月留痕：朱威烈译

作选》等大量专著文选、译作、教

材、工具书以及中外文论文，多次

获省部级学术奖项和国际荣誉。

中国的阿拉伯语学科一方面
仍应继承发扬马坚、刘麟瑞、纳忠
等先辈们垂范后人的优良师德和
学风，扎实地掌握专业语言、文学、
文化的基本功和基础知识，继续在
非阿语国家中保持一流水平，培养
出一批又一批种子选手；另一方
面，则要不断加强和发展阿拉伯问
题研究的科研队伍，其中既要有通
晓阿语、能阅读阿拉伯语文献资
料、用阿语与对方交流的人员，也
要有深谙国际关系、历史学、宗教
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专家，唯
有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才能产出
有质量、有特色的学术成果。
——摘自《木欣欣以向荣，泉

涓涓而始流——阿拉伯语学科建
设30年回眸》

必须郑重指出的是，东方学所
包含的三个方面：一种学术研究学
科，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权力话语，
却都无不烙有难以磨灭的殖民主
义深痕。

当前，有待我国东方学家继续
努力的，也许是应当积聚力量去完
成一种建构——研究对象的建构，
对其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这
个过程牵涉到许多具体问题，如政
治体制、个人行为规范、正统观念
的形成、教育的特点和内容以及内
外政策的走向等等，并且运用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
方式，实事求是地对研究对象进
行描述，形成我们与欧美东方学
那种霸权话语截然不同的话语体
系——平等相待而非居高临下，
客观公允而非偏颇武断，进而从历
史和社会意义角度确立起我国东
方学的地位和特色。
——摘自《打破欧美“东方学”

的霸权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东方
学”》（《文汇报》，2002年11月2日）

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摒弃
美西方价值观外交那套强加于人
的做法，而应坚持平等包容地各国
交流合作，要从尊重并理解它们的
文明文化着手。现下国内高校和
学界正在加强国别区域研究，希望
能尽快组织项目和人手翻译或编
写以对象国本身资料为主的文明
文化史读物，以增进中国读者和对
外人文交流工作者对世界文明特
别是发展中国家文明的了解。
——摘自《“一带一路”建设应

重视构建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

学人隽语

1960年，19岁的朱威烈考入北京大学
东方语言文学系，师从我国东方学大师季
羡林和阿拉伯语学科奠基人马坚等著名学
者。当时正值国家大力发展亚非拉国家友
好关系的时期，“阿语很难，但是国家很需
要”，季羡林主任在新生入学动员会上的讲
话，深深刺激了当时在场的150位新生，也
在朱威烈心中种下了为新中国外事外交服
务的家国情怀：“那时阿语专业办学点少，
人数也不多，属于小语种，但却是国家需
要。我们学习阿语专业的目的是为中国外
交外事事业服务，家国情怀理应是每个阿
语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季羡林的
“人生四要”——爱国、孝亲、尊师、重友，也
成为朱威烈一生为人为学的准则。

在朱威烈看来，学语言没有什么所谓
的天赋，靠的就是“下死功夫”。譬如，原
先发不好卷舌音，他苦练了一个星期，终于
将这一关过掉。有段时间，能接触到的文
献资料有限，朱威烈只能背字典，“里边的谚
语俗语，我还要省着背，背完了就没东西看
了”。周恩来总理曾对外语工作者提出过三
个基本功要求，朱威烈时刻铭记于心：“第
一，政治上要过硬；第二，外语要过硬；第三，
文化知识要过硬。而文化知识是没有底的，
我幸运的就是我一辈子在学，学而时习
之。中国的文明讲到底是学习的文明。”
1965年，毕业后的朱威烈赴上海外国

语学院任教。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
始终耕耘于阿语教学和中东研究。“从报
效祖国的高度回望一生，作为高校教师，
我从事着有意义的工作，主要体现在推动
学科发展、建设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和参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工作这三个
方面。”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道路，他这样
总结道。

对阿拉伯语学科发展的思考贯穿了
朱威烈的整个学术生涯。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尽管当时我国的阿拉伯语专业培养
了一大批为新中国外交服务的优秀人才，
但受限于研究资料，学术活动仍停留于
练“术”，即听说读写译的技能训练，而难
以谈“学”。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学
术对外交流的“破冰”才有所改观。

事实上，秉持“小学科、大内涵”的理
念，让阿语学科走内涵发展之路，是朱威
烈一以贯之的思考和努力方向。“建设中
国特色东方学应重视把掌握对象国的语
言文化与研究它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等
应用性明显的学科结合起来，亦即要走小
学科大内涵的发展道路，才能符合国家改
革开放的需要。”他这样说。
1978年，朱威烈公派赴埃及开罗大学进

修。在开罗，朱威烈跑得最多的地方是书
店。进修回国，他没带回什么“大件”，而是
背回了重达60公斤的一纸箱书，其中以文学
类图书居多，还有好几种权威性和时代性都
很突出的阿拉伯文学史著作，这令他颇为自
豪。后来他主持并参与编写《当代阿拉伯文
学词典》，这些文献资料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国外带回的不仅仅是珍贵的文献资料，
还有对学科建设的国际经验体察。他在回
国后便向时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校长的王季
愚建言：“光注重听说读写的外语学校不是
大学，大学应讲学科，课程应有史有论。”此
后，朱威烈更是见证并推动着上外向多科
性大学发展的历程。
1980年，朱威烈被聘为《阿拉伯世界》

期刊主编。办刊三十多年，接触上千万字
稿件，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迫使他不得不去
寻索阅读、查资料核对，“有点像是在走杂
家之路，不过这对我接受并确立新时期学

科交叉融合的理念帮助很大”。
1984年，阿拉伯语专业在上外独立建

系，朱威烈开始走上管理岗位，从主持上外
阿语专业的学科建设，到建成硕士点、博士
点、市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再
到他创建的上外中东研究所跻身于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这些学科
建设的斐然成绩背后，都离不开他殚精竭
虑的身影。

朱威烈意识到，要建成重点研究基地，
仅仅依靠阿拉伯语言文学是支撑不了的，
必须以国家问题为导向，关注中东外交的
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入新世纪，他积
极推动整合校内资源，建成以国别区域研
究为特色的国际关系博士点、政治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让阿拉伯语
从最初仅七八所高校开设的冷门专业，进
入当前社会的显学之一国际问题研究领
域，使其在对接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加重要
的作用。“朱威烈教授是国内外语院校中
最早依托多语种比较研究优势，将学术领
域从传统语言文学向国别区域和全球问
题研究拓展的学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礼忠教授看来，朱威烈推动学科交叉融
合发展的一系列创举，对于当下推进“多
语种+”发展战略、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发展
都有积极意义。

新时代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开启了中阿合作的新篇章。2017年，中阿
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建立，年逾古稀的朱威
烈作为参与者和亲历者，仍持续为中心建
设贡献智慧和力量。“我想我们能够发挥作
用的，是为党和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为党
和国家中东政策的不断调整、提升、发展，
当好配角。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持，这是
我们的工作。”朱威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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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瑜

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
以语言为媒，促进中阿文明交流互鉴，这正是朱威烈毕生的学术追求与思想底色。作为我国阿语学科带头人，他坚持走学科内涵发展之路，推动学

科交叉融合发展，让阿拉伯语从冷门专业进入区域国别研究这一“显学”，使之更加切中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翻译家，他将大量阿拉伯国家的经典名
著引介给国人，在中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桥梁，增进中阿民心相通；作为中国特色中东学的倡建者，他始终在思考如何超越“西方中心论”
的窠臼，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指导思想，在理解和尊重中推动中国中东研究话语的构建和中阿文明的互学互鉴。
“像我这样一个学小学科的人，当时的初心使命是什么？我想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服务。到了今天，这个任务没有变，仍然要推

动中阿关系的发展，而且要深入到文明交流上来，深入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来。”那颗“以学报国”的赤忱之心，是指引着朱威烈一路前行的灯塔。

朱威烈：为新中国的外事外交服务

2023年4月，朱威烈荣获“翻译文化终
身成就奖”，这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
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作为一
名阿拉伯语工作者，能为新中国的外事外
交服务，恪尽职守，推动中阿文化文明交
流合作，是我初心使命题中应有之义。”在
发表获奖感言时，他这样说。

朱威烈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涉及的种
类繁多。早在1969年起，他就被选派到上
海电影译制厂去为《南京长江大桥》《熊
猫》《白毛女》等影片翻译和配音。80年代
上半期，他担任过阿拉伯国家部长、议长、
总统、国王等高级代表团访沪活动的主
译。他还译注了流传中国约200年的《古
兰经》选读本《亥听》，该书（《〈古兰经〉
选》）自1981年问世后在短短几年间多次
印刷，发行量达数十万册。

朱威烈的学术翻译始于史地著作。
1972年，国家组织翻译各国历史、地理的任
务，上海承担的是翻译非洲区域国别史，将
其中唯一的阿拉伯文著作《阿拉伯马格里
布史》分配给了朱威烈。那是一本考证类
史学专著，通篇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涉及
大量专有名词。为了达到“准确、通顺、易
懂”，朱威烈反复研读、到处查询，耗费一年
多时间，终于将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国人对外国文化的需
求如饥似渴，外国文学翻译空前繁荣。而从
事阿拉伯文学教学和翻译也是朱威烈一直以
来的旨趣所在。他翻译了大量文学类作品，
如以笔名元鼎发表的中篇《卡尔纳克咖啡
馆》，是埃及纳吉布 ·马哈福兹1988年获诺
贝尔奖前，我国最早（1981年）发表其作品
的译作；他还翻译了《回来吧，我的心》《杜
鹃钟》《贝克阁下》《鸦片》等现当代作品。
“我翻译文学，一是社会需要，当时社

会对国外的文学感兴趣；另外就是我们的
学科叫阿拉伯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得规范
化，语言和文学都要搞好。”在阿拉伯文学
之外，推动和做强比较文学是朱威烈很长
时间以来的心愿，“外国语院校没有中文
系，是走不远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是
我们的根本。”早在1981年，朱威烈就发表
了《简述比较文学的产生》一文，强调比较
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发掘着民族文
学和世界文学创新时的实质和倾向”，“开
展对这门课的研究，无疑会进一步促进本
民族文学的发展”。

文学作品也是拉近和深化中阿关系的
有力纽带。一件往事令朱威烈记忆犹新：
1988年，纳吉布 ·马哈福兹荣获诺贝尔文学
奖。翌年5月，朱威烈到埃及亚历山大大学

访问并在文学院作演讲，当地记者进行了
报道，用的题目是：“朱威烈教授说：我们了
解纳吉布的价值，早在他获诺奖之前”。“当
时这个标题，学生们和老师们都非常高
兴。中国对阿拉伯文学是关注的，这有利
于拉近双方的感情。”

朱威烈认为，中阿交往要通过接触和阅
读对方的作品，真正的了解对方，“该讲学问
还是要讲学问，该讲知识还是要讲知识，
要细下去，要有真材实料”。唯有如此，才
能达到应用的深度，使得双方的感情能够
上升到文明交流的层面，这会有助于消除
认知赤字。在史地和文学著作之外，朱威
烈还翻译了《中东艺术史 · 古代》《中东艺
术史：从希腊入侵至伊斯兰征服》《无身份
世界的爱国主义——全球化的挑战》等社
科艺术类著作。2013年出版的《岁月留
痕：朱威烈译作选》，收录了他总计200多
万字的译文。

作为中阿文化交流的使者，朱威烈曾获
埃及高教部、文化部表彰，“海湾合作委员
会奖”和“沙特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
等多项海外荣誉。2014年5月，朱威烈荣
获沙特第七届阿卜杜拉国王世界翻译奖，
颁奖词说：“朱威烈的卓越贡献，为中阿文
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桥梁。”

加强中阿全方位的友好往来和合作，是
我国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阿之间
不仅经济互补性突出，而且各自的战略地位
和国际影响也都十分重要。正如朱威烈在
阿语学科发展上始终强调“以国家问题为导
向”，这也是他一直身体力行的治学原则。
1990年爆发海湾危机、海湾战争之后，

朱威烈逐步转向国际问题研究，著文提出
“为建设我国中东学而奋斗”。进入新世纪，
“9·11”事件的发生使得美国将对中东地区
的控制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中东一些国
家也被西方“妖魔化”，这加快了朱威烈思考
构建坚持中国立场的中东学研究的步伐，
“只有通过深入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文
化，藉以准确理解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核
心价值观，才能在从事中东研究时做到科
学、客观，而不是照搬美国观点，人云亦云。”
他出版的《站在远东看中东》《学思刍议——
朱威烈文选》等著作，正是他倡建中国特色中
东学的思想结晶。

朱威烈认为，要以中国的人文理念为
指导思想，在理解和尊重中推动中国中东
研究话语的构建。中国的人文理念，其核
心就是“求同存异”——从上世纪50年代
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今天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求同存异作为中
国外交立场的精神底色，始终没有变。这
也决定了中国特色中东学的话语体系的

基本态度，“不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平等相
待的，是向前合作、向前发展的”。朱威烈
还指出，中国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也是伊
斯兰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自始就高度
重视与中国的主流文化观念相结合，努力
做到交融互补，而不是对立排斥。因此，
中国自近代以来由这种研究特色构建起
来的研究话语体系，与欧洲殖民主义为控
制、掠夺伊斯兰地区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是
迥然不同的”。

中东地区是世界文明交融荟萃之地，
同时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中的战略要
地，各种问题错综复杂，这无疑对中东研
究学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兼容并蓄、融
会贯通，是朱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思想和学
术精神之一。他一贯强调，学术研究要有
宽广的视野，博大的胸怀，绝不可囿于一
隅，盲人摸象。”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
究所丁俊教授看来，中国的中东研究和阿
拉伯研究长期存在倚重西方文献资料的
短板，而朱威烈在治学中特别注重跨学
科、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尤其强
调在中东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深入开展实
地考察调研、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避免闭门造车。用朱威烈自己的话来说：
“要关注当地的舆情、观点和主流看法。
不光要看美国的主流看法，还要知道对象
国的观点，否则做不到知己知彼，兼听则

明。”在他看来，“三大体系”建设最终要落
实于自主知识的教材体系，也就是要系统
编写以对象国本身资料为主的文明文化
史的教科书。
2014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中阿命

运共同体的倡议，得到阿拉伯世界的热烈
响应。朱威烈认为，实现构建命运共同体
的宗旨，既涉及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
政治经济秩序这一“经济基础”，也涉及构
建世界文明价值共同体这一“上层建筑”。
当今世界，“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依
然盛行，这种不平等不包容的文明秩序又
为维护和固化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创造了条
件。在他看来，当前的学术研究要特别重
视“紧密结合新时代中国确立的全球治理
观与文明互学互鉴观，努力践行‘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中国理念，
不断深化和开拓研究领域，推进民心相
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古老文明的复兴与现代化进程是同向
而行、相得益彰的。“在今天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候，我们也在推动阿拉伯
国家伟大的民族复兴和文化复兴。双边
做，把他们的人才培养出来。中国作为
一个世界级的大国，责无旁贷。我希望能
有这样一个站位，我这一生就无憾了。”朱
威烈说。

【在中阿之间架起了一座文明交流的桥梁】

【以中国人文理念为指导，构建中东研究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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