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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继德

东亚的中国和西亚的伊朗都是世界级的两大文明古国，两国人民创造的文明

成就璀璨辉煌，曾经独步世界，自古至今，一直照耀着人类文明的天空，为人类

文明的进步贡献至伟。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现代化

建设取得的骄人成就，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开始逐渐东移，同时也顺应

了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所希冀的和平、和谐与发展之大潮。当是时也，文明之间的

对话开始勃兴，尤其是跨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日渐频繁，不仅西方基督教世界的

文明形态放下了自殖民时代以来唯我独尊的傲慢身段，开始寻求与东方文明的代

表———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的对话，而且在东方世界

的各大文明之间，也掀起了文明间平等对话的高潮。其中尤以 “回儒”（伊斯兰

与儒家／Ｉｓｌａｍ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两大文明的对话最为活跃，成就也较大。这场世

界范围内方兴未艾的 “回儒文明对话”大潮，肇端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美国著名

学府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首倡者是著名华裔

学者暨当代新儒学的领军人物杜维明教授。这场文明对话思潮滥觞于北美，盛行

于东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中国，弥漫于西亚和南亚。在其后的１９９９年联合

国成员国首脑会议上，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博士提出在联合国设立 “文明对话年”

的倡议，得到大会全票通过，并在大会决议中把２００１年确定为 “世界文明对话

年”。伊朗领导人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提出的 “文明对话”倡议，代表了东方世

界政治领袖和广大爱好和平正义的国家与人民呼吁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共同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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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场声势浩大的文明对话思潮，正是北美和亚洲思想学术界和政治精英

们对此前西方世界长期主宰世界文化霸权的否定，以及对后来出现的美国哈佛大

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１９２７—２００８年） “文明冲突

论”（Ｃｌａｓ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的一种批判性回应，至今持续地吸引着富有理

性的人们的浓厚兴趣。

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巩固中伊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促进中伊两国学术

界的思想交流，并以此来切实推动中国和伊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全面健

康发展，造福于两国人民，在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暨伊朗研究中心与伊朗驻华

使馆及相关高校长期友好合作的基础上，２０１０年年底，经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

的介绍，我借赴京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在北京与伊朗使馆文化处前专员兼穆斯塔

法国际大学 （Ａｌ－Ｍｕｓｔａｆ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驻华代表萨利赫先生 （现任伊

朗穆斯塔法国际大学副校长）商定了联合举办 “回儒文明对话论坛”系列国际

学术研讨会，轮流由两校联合分别在两国持续举办，每次论坛选定回儒两文明中

的某项核心价值观或价值体系作为主题，邀请两国高校和社科院所的相关专家学

者参与深入研讨，探索发掘出伊斯兰与儒家文明中具有共同现实意义的普世价值

观和价值体系，贡献于国际社会，并以此为契机，共同推动世界的和平、和谐秩

序构建的意向性协议。会谈后经报告各自学校批准，我代表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

心与萨利赫先生正式签署了 《论坛合作备忘录》，并确定首届论坛的主题为 “回

儒文明中的和平、和谐与中庸思想研究”，于２０１１年６月下旬在昆明市云南大学

举办。论坛征文邀请发出后，我们得到了两国学者的积极回应，共有来自伊朗穆

斯塔法国际大学和宗教大学的８位学者，以及来自中国的香港建道神学院 （Ａｌｌｉ

ａｎｃｅＢｉｂｌ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

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宁夏大学、宁夏社会科学院、西南大

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等中伊两国高校和社科院所近

５０位学者提交了论文，有４０余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

论坛的主旨高瞻远瞩，对于促进中伊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受到中伊两国官方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国—伊

朗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先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驻华大使萨法里先生分别给大会

发来书面贺信，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前驻伊朗大使、中国—伊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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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协会副会长刘振堂先生亲临会议，并作了题为 “文明对话与中伊关系前瞻”

的主旨演讲，伊朗驻华使馆代理文化参赞阿里·扎德先生出席大会并宣读了迈赫

迪·萨法里大使的贺信，穆斯塔法国际大学副校长贾法里·尔勒米教授代表阿尔

拉菲校长致辞，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教授代表云南大学致欢迎词。参会的中伊两

国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集中探讨了两国人民借助丝绸之路开展文明交流的

历史、经验和遗产，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中的和平与和谐、中道与中庸思想的

系统论述，伊斯兰文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东渐华夏大地后对中华文明的重要影

响，以及在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进程中，波斯化了的伊斯兰文化对中国回族等

伊斯兰社会的深远影响，如波斯语在中国回族等穆斯林社会的广泛存在和使用；

回回天文、历算、建筑等伊斯兰科学技术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影响；苏菲思想在中

国明清以来穆斯林精英和社会中的流行；中国穆斯林知识精英 “以儒诠经”开

展回儒文明对话的成功实践；回儒文明对话对当今世界新秩序构建的现实意义等

重要命题，学者们都见仁见智，进行了深入有益的学术探讨与交流。

会议期间，经过友好会谈，云南大学副校长肖宪教授与穆斯塔法国际大学副

校长萨利赫先生分别代表两校签署了 《学术教育交流备忘录》，以正式协议确定

了两校今后的学术文化交流后续项目的开展。这是本次论坛取得的另外一项重要

成果。

为展示本次论坛取得的学术成就，根据会议上学者们的论文中集中探讨到的

“回儒文明中的和平与和谐观”主旨，我们特别选编出版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将

有关领导的贺信、致辞、主旨演讲和契合本次会议上述主旨的３０篇学术论文汇

编成册，取名为 《和平与和谐文明对话国际会议论文选集》，由穆斯塔法国际大

学提供出版经费，由本人和伊朗驻华使馆文化处研究员、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

兼职研究员白志所先生共同主编，交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白志所先生不仅出

色地承担了本次国际会议的会场波斯语—汉语翻译，而且在会前负责翻译了本次

会议上伊朗驻华大使、穆斯塔法国际大学校长和伊朗学者们提交的波斯文贺信、

致辞及论文，并将本书的目录翻译为波斯文。伊朗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暨穆斯塔法

国际大学现任驻华代表帕克普尔博士 （ＤｒＰａｋｐｕｒ），则为文集的出版经费事宜，

做出了积极努力。云南大学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在短时间内高质量地出版了这

本装帧精美的论文选集，更是对我们论坛的最大支持，我在此谨代表论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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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中伊两国学者，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只是近年来在中国高校举办的众多跨文明对话国际学术

会议中的一部成果选集，权当抛砖引玉。其中个别学者文章中引用的 “圣训”

未注明具体出处，敬希读者阅读时谅察。我们期待着本论坛的后续会议能够在两

校和中伊两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结合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格局急遽

变化的新形势，深入发掘回儒两大世界文明中的当代普世价值，推陈出新，为世

界的和平、和谐、公平、公正与正义，奉献出我们更多的智慧。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０日

于印度Ｂａｎｇａｌｏｒｅ素菲斋

（作者系云南大学西南亚研究所所长暨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本论坛中

方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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