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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问题】

论阿拉伯人的多样性

张 西 虎

(陕西理工学院 文化与传播系
,

陕西 汉中 7 230 00 )

摘 要 : 阿拉伯人的多样性是其 内部利 益差别 的重要原 因之一
。

其多样性 主要表现在三 方面
:

( l) 方言林立
。

阿拉伯语是阿拉伯人的通用语言
,

但在不同阿拉伯 国家
,

甚至在 同一国之内有多种

方言
。

( 2) 种族成份迥异
。

虽 同属一个民族
,

但各国阿拉伯人在形成过程中融合的其他民族成份

不一
。

( 3) 宗教信仰复杂
。

大多数阿拉伯人信仰伊斯兰教
,

少数信奉基督教
,

阿拉伯人教派繁杂
。

阿拉伯人多样性的形成
,

与阿拉伯民族在发育过程中的不健全
、

异族的频繁入侵以及各异的 自然地

理条件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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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发祥于阿拉伯半岛
,

其含义在历史的

不同时期有所不同〔̀ 〕。

在阿拉伯半岛统一及阿拉

伯帝国建立时
,

是指说阿拉伯语
、

在血统上属于阿拉

伯部落且本身或祖先出生于阿拉伯半岛的人
。

公元

8 世纪后
,

随着阿拉伯化的不断推进及完成
,

阿拉伯

人已演变为指除波斯人等少数未阿拉伯化的民族以

外的阿拉伯帝国辖区内所有民族的总称
。

现在阿拉

伯领袖对
“

阿拉伯人
”

的定义是
: “

凡是生活在我们

的国土上
、

说我们的语言
、

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
、

并

以我们的光荣而 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 〔2了。

到 2 0 0 0 年
,

阿拉伯人有 2
.

79 亿
,

主要分布在 22 个

阿拉伯国家
。

纵观 20 世纪阿拉伯人的发展历程 〔’ 习 ,

风云变幻

莫测是其首要特点
。

在一个个仁人志士为阿拉伯统

一大业东奔西走
、

统一与合作的大戏接连上演之时
,

阿拉伯人内部的分歧
、

乃至血腥屠戮也屡屡发生
。

毋需赘言
,

阿拉伯统一与合作的基础在于当今的阿

拉伯人都承认其阿拉伯属性
,

即对阿拉伯民族身份

的认同
。

而阿拉伯人之间的分歧与冲突
,

则体现了

他们内部利益的差别
。

阿拉伯人之所以具有不同的

利益
,

固然有多种原因
,

但阿拉伯人 自身的差异性不

容忽视
。

本文试从语言
、

种族成份和宗教信仰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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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分析阿拉伯人的多样性
。

一
、

方言林立

阿拉伯语是阿拉伯人的共同语言
,

属闪含语系

闪语族
。

它是在古老 的阿拉伯语基础上
,

以《古兰

经》语言为标准而最终得以形成的
。

在伊斯兰教产

生前
,

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所使用 的阿拉伯语
,

分南北两支
,

各支内又分为若干方言
。

南阿拉伯语

与埃塞俄比亚语和阿卡德语比较接近 ;北阿拉伯语

则与希伯莱语和奈伯特语较为相似
。

二者之间的差

异很大
。

南阿拉伯语用木斯奈德文字拼写
,

有 29 个

字母
,

只有辅音
,

没有元音
。

该文字的历史可上溯至

公元前 8 世纪的赛伯邑国
,

公元前后几个世纪一度

盛行于阿拉伯半岛
。

公元 3 世纪起
,

木斯奈德文渐

渐被北方的奈伯特文所取代
。

奈伯特文得名于公元

前 2 世纪初到公元 2 世纪初存在的奈伯特国
,

属北

阿拉伯语
,

借用经过修改的叙利亚阿拉米语的文字

表达
。

这种新的文字是现代阿拉伯语的前身
。

现代阿拉伯语的规范化是随着 《古兰经》的整

理
、

定本而实现的
。

《古兰经》在穆罕默德在世时并

没有整理成书
。

当时的阿拉伯文不完善
,

没有统一

的标点符号
,

对经文的读法和解释也不一致
。

奥斯

曼任哈里发时
,

命令栽德在麦加古莱氏人的帮助下
,

以古莱氏方言为准统一定稿
,

形成
“

奥斯曼定本
” 。

这不仅使《古兰经》的经文得到统一
,

也使阿拉伯文

趋于统一
。

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
,

阿拉伯文字有所

改进
,

用符号标明了元音字母
,

一开始是圆点
,

随后

是连字符
,

这就完全消除了诵读中可能产生的错误
。

到公元 10 世纪时
,

又经 7 位伊斯兰学者的共同努

力
,

给每个字母都标明了读音符号
。

至此
,

阿拉伯标

准语得以形成
。

由上可 以看出
,

《古兰经》是最早
、

最规范的阿拉伯语读本
,

它使阿拉伯人的语言实现

统一
,

使阿拉伯文字成为大众化的文字
。

虽然形成了以 《古兰经》为基础的阿拉伯标准

语
,

但现在这种语言基本上已成为书面语言
,

主要用

于著书立说
、

朗诵《古兰经》和新闻广播
。

普通百姓

只能听
,

而不能讲
,

也没有把它当作 日常社交语言
,

只有少数高级官员和部分教师在演讲和授课时继续

使用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标准语的使用范围 日趋缩

小
,

电影
、

戏剧
、

音乐几乎都用方言表述
,

方言小说大

量涌现
,

甚至《古兰经》和圣训也用方言讲解
。

因为

方言的语法和发音趋于简化
,

容易表达内心思想感

情
,

而标准语十分繁杂
,

难以掌握
,

何况标准语在阿

拉伯穆斯林的眼里
,

是神圣经典的语言
,

不能进行语

言文字改革
,

因而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的发展
。

阿拉

伯各国都有自己的方言
,

各国人民在 日常生 活中都

操 自己的方言交流
。

就是在一国内部
,

也有不同的

方言
。

如在沙特阿拉伯
,

就有汉志
、

内志
、

阿西尔和

哈萨四种方言
。

标准语和方言在语法
、

词汇和发音

上有很大的差别
,

各方言之间的差异也相当大
,

以致

一些方言彼此不能相通
。

阿拉伯语多种方言的形成
,

缘于阿拉伯语在传

播过程中对当地语言的吸收
。

在阿拉伯人人居前
,

西亚北非地区的语言不尽相同
。

波斯操中古波斯

语
,

两河领域流行中古波斯语和阿拉米语
,

沙姆地区

(今叙利亚
、

黎巴嫩一带 )和埃及以古希腊语为官方

语言
,

但 日常用语沙姆地区为阿拉米语和古叙利亚

语
,

埃及为科普特语
,

而马格里布地区的官方语言及

其沿海地区居民的 日常用语是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

内陆地区仍操柏柏尔语
。

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 卜杜
·

马立克 ( 685 一7 0 5 年在位 )和瓦立德一世 ( 705 一
7巧 年在位 )时

,

强制推行阿拉伯化
,

规定阿拉伯语

为官方语言
,

各级政府部门的公文一律用它书写
。

这样
,

阿拉伯帝国内原有的
、

被征服的民族都被迫学

习阿拉伯语
,

阿拉伯语成为帝国内的通用语言
。

在

阿拉伯帝国分裂后
,

原帝国区域多次被异族征服
,

但

阿拉伯语一直是阿拉伯人的通用语言
。

阿拉伯语在

传播
、

普及过程中
,

也渐失去了它自然的音节和昔 日

的纯正
。

为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

它废弃了一些词

汇
,

改变了另一些词汇的词义
,

同时从中古波斯语
、

希腊语等语言中吸收了大量单字和词句
,

甚至修改

了语法结构
,

由此形成了多种方言
。

二
、

种族成份迥异

阿拉伯人绝大部分属欧罗 巴人种地中海类型
。

今天的阿拉伯人
,

主要是源 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

人与当地原有民族的阿拉伯化并相融合的后裔
。

阿

拉伯半岛统一后
,

阿拉伯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征服运

动
,

阿拉伯人大批迁徙到被征服地区
。

同时
,

阿拉伯

帝国大力推行阿拉伯化政策
,

被征服的许多民族纷

纷接受了伊斯兰教
,

实现了阿拉伯化
,

现代的阿拉伯

民族得以最后形成
。

但各地阿拉伯人的种族融合成

份存在重大差异叫
。

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主要是原来半岛居民

的后裔
,

但仍包含一些各国各异的其他民族成份
。

沙特阿拉伯人中约 10 % 具有尼格罗人成份
,

在阿曼

沿海的居 民混有尼格罗人
、

禅路支人
、

印度人和波斯

人成份
。

巴林人包括当地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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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人
,

部分人具有尼格罗人成份
。

卡塔尔沿海的居

民混有尼格罗人
、

印度人和波斯人成份
。

也门人主

要是当地古老先民和来自北方的阿拉伯部落的后

裔
,

帖哈麦地区和沿海地区的部分也门人混有尼格

罗人成份
,

在该国索科特拉岛的居民混有印度人
、

希

腊人和葡萄牙人成份
。

阿拉伯半岛以外的阿拉伯人都是从阿拉伯半岛

移出的阿拉伯人和当地原有民族的阿拉伯化并融合

而形成的
,

但各地原有民族差异很大
。

伊拉克人融

合了苏美尔人
、

阿卡德人
、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

叙利

亚人是古代阿拉米人
、

亚述人
、

迎南人
、

排尼基人的

后裔
,

并混有赫梯人
、

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成份
。

黎巴

嫩人的先人是排尼基人以及来 自爱琴海
、

叙利亚的

部落
,

后又混入埃及人
、

巴比伦人
、

亚述人
、

波斯人和

罗马人的成份
。

巴勒斯坦人是古代迎南人
、

排力斯

丁人及其它古代居民混血阿拉伯化的后裔
。

约旦人

是相继征服并留居该地的赫梯人
、

排力斯丁人
、

亚述

人
、

巴比伦人
、

波斯人
、

希腊人和拜 占廷人的后裔阿

拉伯化的结果
。

埃及人是古埃及人同移人的阿拉伯

人融合的结果
,

并混有喜克索斯人
、

波斯人
、

希腊人
、

罗马人和拜占廷人的成份
,

11 世纪后又混人赫拉尔

人
、

苏莱曼人
、

努比亚人和柏柏尔人的成份
。

苏丹阿

拉伯人是来自埃及的阿拉伯人同当地尼格罗人种的

尼罗特人北支的努比亚人之一部分相融合
、

阿拉伯

化的结果
。

马格里布地区的阿拉伯人
,

主要是移人的阿拉

伯人同当地的柏柏尔人相融合
、

阿拉伯化的结果
。

除柏柏尔人外
,

各国融合的其他民族成分也不同
。

利比亚人还混有排尼基人
、

犹太人
、

希腊人和罗马人

成份
,

突尼斯人则混有土耳其人和 同化的犹太人成

份
,

阿尔及利亚人混有排尼基人
、

犹太人
、

汪达尔人
、

罗马人
、

摩尔人和土耳其人成份
,

摩洛哥人则混有汪

达尔人和伊比利亚人的成份
。

阿拉伯民族在形成过程中融合的民族成份的差

异
,

使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人在肤色
、

风俗习惯
、

社

会风情等方面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
。

与其他阿拉

伯人不同
,

苏丹阿拉伯人皮肤黝黑
,

而住在毛里塔尼

亚的阿拉伯摩尔人的肤色则介于白人和黑人之间
。

身穿大袍
,

外加披风
,

包头巾戴头箍
,

是阿拉伯男子

的传统装束
。

阿拉伯大袍多数为白色
,

衣袖宽大
,

袍

长至脚
,

有棉布
、

纱类
、

毛料
、

呢绒等面料
。

宽松舒适

为阿拉伯大袍的共性
。

但各地区在做工
、

装饰方面

存在差异
。

沙特阿拉伯人的大袍为长袖
、

高领
、

镶里

子
。

苏丹人的长袍则无领子
,

胸围和袖子都很肥大
,

呈圆筒形
,

长至脚裸
,

前后都有胸兜
,

侧面有腰兜
,

可

以两面轮换穿
。

阿曼人的长袍无翻领
,

领 口处有一

条垂在前胸的约 30 公分长绳穗
,

绳穗底部有一花警

状的开 口
,

可在里面喷洒名贵香水
,

施放芳香
,

令人

心旷神怡
。

但在叙利亚
、

约旦等地
,

长袍通常是深

蓝
、

深灰或深棕色
,

偶尔还有黑色
。

各地阿拉伯人的

节日也有所不同
。

除了穆斯林传统节 日
、

国际节日

外
,

一些地方的阿拉伯人还过 自己独特的民俗节日
,

如埃及人的尼罗河感恩节
、

突尼斯人的撒哈拉联欢

节
、

摩洛哥人的献羊节等
。

三
、

教派繁杂

从大的方面看
,

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可分为基

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宗教
。

但由于两大教内部的教

派繁多
,

使阿拉伯人的宗教情况十分复杂冈
。

基督教徒是阿拉伯人中的少数派
,

约占阿拉伯

人总人 口 的 3% 一 4 %
,

主要分布在地中海东岸的阿

拉伯地区
。

阿拉伯基督教会分属东派基督教会和东
-

仪天主教两大派别
。

东派基督教会是当地产生的教

会组织
,

保持着独立性
。

在阿拉伯人中
,

该教会分为

正教
、

基督一性论两派
。

正教也称东正教或希腊正

教
,

包括安提阿正教会
、

耶路撒冷正教会
。

安提阿正

教会始建于 4 世纪拜 占廷帝国教区的基础上
,

由宗

主教领导
,

其驻地在大马士革
。

该教会在叙利亚
、

黎

巴嫩各设 1 个教区
。

在阿拉伯人中信徒约有 50 多

万
,

主要集中在叙利亚
、

黎巴嫩
,

在海湾一些国家也

有少数信徒
。

耶路撒冷正教会 5 世纪产生于巴勒斯

坦
,

信徒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

教会上层均为希腊

人
,

由宗主教管辖
,

其驻地在耶路撒冷
。

该教会在约

旦设有 2 个教区
,

叙利亚有 3 个
,

共有信徒约 10 万

人
。

基督一性论派是从基督教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派

别
,

5 世纪时由一修道院院长尤迪克创立于君士坦

丁堡
。

该派认为基督只有神性
,

其人性已融合于他

的神性之中
,

被正教会斥责为异端
。

该派流行于叙

利亚
、

亚美尼亚等地
。

在阿拉伯人中
,

信奉该教的是

叙利亚雅各教会 (也称叙利亚正教会 )
,

6 世纪产生

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
。

现有信徒约 巧 万
,

主要分布在叙利亚
、

黎巴嫩
,

在伊拉克有数万名信

徒
,

约旦也有数千信徒
。

大主教掌管该教会权力
,

其

驻地设在霍姆斯
,

辖叙利亚 4 个教区
,

伊拉克 2 个
,

黎巴嫩和约旦各 1 个
。

东仪天主教
,

基本上是由 16 和 17 世纪从正教
、

基督一性论派等东派基督教会中分裂出来的部分教

徒与天主教合并而形成的教会
。

承认罗马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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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

接受天主教的基本信条和梵蒂冈宗主教的领导 ;

但仍保持原有的东派教会的礼仪和典制
,

保留内部

的自主权和传统的祭祀语言
。

该派教会在西亚北非

地区共有信徒 巧 0 万
,

主要集中于地中海东岸和美

索不达米亚
。

在阿拉伯人中
,

包括马龙派教会
、

希腊

天主教会
、

叙利亚天主教会等
。

马龙派教会由叙利亚人马龙创建于 5 世纪
,

原

为东派基督教中的一个特殊教会
,

持基督两性论

(神性和人性 )和一志论 (一个意志 )
,

介于正教和一

性论教会之间
。

据说
,

12 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
,

马

龙派就倾向于罗马天主教
,

18 世纪时正式加人天主

教
,

成为东仪天主教会
。

该派的所有教典都承认罗

马教皇的隶属关系
,

但祭祀和仪典仍保留基督教东

派教会的传统
。

其宗主教由主教会议选举产生
,

神

职人员可 以结婚
。

宗主教驻地设在贝鲁特附近的开

尔贝
,

统辖黎巴嫩的 7 个教区
,

叙利亚 3 个
,

塞浦路

斯 1个
。

此外
,

在以色列
、

约旦
、

伊拉克
、

也门等国也

有部分信徒
。

马龙派教会在黎巴嫩约有信徒 80
-

9 0 万
,

占该国人 口的 24 %
,

是黎重要政治力量
,

自

19 43 年独立以来
,

历届总统均由该派人士出任
。

希腊天主教会
,

由部分从希腊正教分裂出来的

教徒组成
,

18 世纪接受罗马天主教信条
,

承认罗马

教皇权力
。

该教在西亚有信徒 20
一
30 万

,

在黎巴嫩

设有 7 个教区
,

叙利亚 5 个
,

约旦 2 个
。

另外
,

在以

色列和土耳其各有 1 个
。

叙利亚天主教会是由东派

基督教会中的基督一性论派中的叙利亚雅各教会于

17 世纪初分裂出来的部分信徒
,

接受天主教信条
,

从而成为东仪天主教的一个教会
。

其宗主教驻地设

在阿勒颇
。

该派教徒有七八万人
,

在叙利亚有 4 个

教区
,

在伊拉克有 2 个
,

在黎巴嫩
、

约旦和土耳其各

有 1 个教区
。

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
。

阿拉伯穆斯

林可分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派 (也有说法是分为

三派
,

还包括哈瓦立及派 )
。

什叶派又可分为十二

伊玛 目派
、

伊斯玛仪派和宰德派
,

在各派中还分为许

多小派
,

逊尼派现无教派之分
,

但内部分为四大教法

学派
。

什叶派是阿拉伯穆斯林中的少数派
,

但信徒

众多
,

分布广泛
,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中比重很大
。

在

伊拉克和北也门
,

该派 占人 口的半数以上
,

巴林 占

48 % 左右
,

在科威特
、

叙利亚
、

黎巴嫩等国也有一定

数量
。

十二伊玛 目派是什叶派中的主流派
,

占伊拉

克什叶派穆斯林的 60 %
、

巴林近 50 %
,

科威特约

20 %
,

黎巴嫩 40 %
。

另外
,

在沙特阿拉伯
、

阿曼
、

叙

利亚
、

约旦
、

卡塔尔
、

阿联酋等国也有部分阿拉伯人

信奉该派
。

伊斯玛仪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小

支派
,

现在在阿拉伯人中有影响力的是阿拉维派和

德鲁兹派
。

阿拉维派信徒超过百万
,

其中 23/ 在叙

利亚
。

德鲁兹派现拥有信徒 40
一
50 万

,

主要分布在

叙利亚和黎巴嫩
,

该派在黎巴嫩被视为一个独立的

宗教社团
。

宰德派信徒现主要分布在北也门
,

占当

地人 口的 55 % 以上
。

另在沙特阿拉伯有数万人
。

哈瓦立吉派是从拥护阿里的人中分裂出来的派别
,

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众多派别
。

国内外学者普遍

认为当今易巴德派是现存的
、

在阿拉伯人中仍有影

响力的哈瓦立吉派
。

该派现主要分布在阿曼
,

是该

国的国教
,

占当地人 口的大多数
。

阿拉伯穆斯林多数信奉逊尼派
,

该派有哈奈斐
、

马立克
、

沙斐仪和罕伯里 四大教法学派
。

现在
,

哈奈

斐学派盛行于伊拉克阿拉伯人中
,

在埃及
、

突尼斯等

地也有广泛影响
。

马立克学派流行于摩洛哥
、

阿尔

及利亚
、

突尼斯
、

利比亚
、

苏丹
、

上埃及等地的阿拉伯

人中
。

沙斐仪学派现在流行于下埃及
、

叙利亚
、

伊拉

克
、

巴勒斯坦
、

阿拉伯半岛南部
。

瓦哈比派属罕伯里

学派
,

现主要流行于沙特阿拉伯
,

是该国国教
。

另在

海湾其他国家也有不少信徒
。

阿拉伯人不仅宗教信仰复杂
,

而且就是在同一

国家中
,

阿拉伯人的信仰差异也很大
。

面积仅 1 万

多平方公里
、

人 口约 428 万 (据 19 99 年统计的数字
,

阿拉伯人约占 90 % )的黎巴嫩是最好的例证
。

从大

的信仰来看
,

该国可分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大教
。

穆斯林分为逊尼派
、

什叶派
。

什叶派又分为十二伊

玛 目派
、

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
。

德鲁兹派和阿拉维

派只是从根源上看属 于什叶派
,

其教义与宗教活动

已与什叶派存在重大差异
。

基督教徒分属东派基督

教会和东仪基督教会
。

前者又分为希腊东正教派
、

叙利亚东正教派
,

而后者又分为马龙派
、

希腊天主教

派
、

叙利亚天主教及罗马天主教派等
。

阿拉伯人复杂的宗教信仰
,

缘于基督教
、

伊斯兰

教两大教派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教派
。

而基督

教徒之所以能在阿拉伯穆斯林世界里生存
,

主要是

由于阿拉伯民族在形成过程中阿拉伯化的差异
。

在

阿拉伯化过程中
,

虽然绝大多数被征服民族接受了

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
,

但还是有个别民

族或只接受了伊斯兰教
,

或只接受了阿拉伯语
。

阿

拉伯帝国对其它宗教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
,

使一

部分信仰虔诚的基督教徒保留了原来的信仰
,

但接

受了阿拉伯人的语言和文化
,

同穆斯林一道生存下

来
,

形成阿拉伯基督教徒
。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 3年

四
、

结 语

综上所述
,

虽同属一个民族
,

但阿拉伯人的内

部差异十分明显
,

具有多样性
。

阿拉伯人多样性

的形成
,

主要原因有三
:
其一

,

阿拉伯人发育过程

的不健全
。

阿拉伯人是源 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

人与被征服地区的多 民族相融合而形成的
,

种族

成份十分复杂
,

而 阿拉伯人的大统一仅维持了一

百年左右 (公元 7 世纪中叶一8 世纪中叶 )
,

历史上

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

这使阿拉伯化的进程很不彻

底
,

原有民族的许多特征都保留下来
,

又 因各地阿

拉伯人融合的民族成份迥异
,

教派繁杂
,

这 自然使

阿拉伯人呈现出不同特征
。

其二
,

频繁的异族人

侵
。

阿拉伯地区地处三大洲枢纽地带
,

自古为兵

家必争之地
。

阿拉伯帝国建立前
,

波斯帝国
、

亚历

山大帝国
、

罗马帝国等先后在此征战
。

公元 H 世

纪后
,

该地区又遭十字军
、

蒙古帝 国
、

奥斯曼帝 国

的蹂踊
。

近代以来
,

英国
、

法 国
、

意大利等西方殖

民者相继人侵
。

一战后
,

英
、

法又在阿拉伯地区实

行委任统治
。

异族的接连人侵与统治
,

不仅加剧

了阿拉伯人的分裂状态
,

而且使其原有的差异进

一步固定化
。

其三
,

自然地理条件 的差异
。

阿拉

伯地区环绕印度洋
、

地中海
、

大西洋
,

这使阿拉伯

人具有开放性
,

而非封闭性
,

自古与欧
、

亚
、

非三大

洲交往十分频繁
,

加上 阿拉伯地区本身幅员辽阔
,

地形
、

气候
、

植被
、

动物等 自然环境各不相同
,

这使

阿拉伯人在历史
、

生活方式
、

社会习俗等方面均呈

现出多彩画面
,

继而影响到阿拉伯人的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
。

阿拉伯人 自身的多样性
,

是阿拉伯人

产生不同利益
,

进而导致分歧
、

乃至冲突的重要原

因
。

但需指出的是
,

阿拉伯人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

是阿拉伯人在认同阿拉伯

民族身份基础上的多样性
。

只有看到这一点
,

才

能理解阿拉伯人虽然分歧与冲突不断
,

但统一与

合作仍屡屡再现
、

冲突与合作交相辉映的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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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园文化建设要与时俱进
,

不断创新

校园文化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继承
,

对于各校

多年形成的传统的经典的文化活动要继承
,

但要提

高层次
、

品位
,

增强感染力
。

校园文化的生命力在于

创新
。

随着我国进一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
,

市场经

济体制逐步完善
,

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人
,

高校的师

生员工正经历着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

学生的思想
、

心

理
、

行为
、

价值观等已不能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待
,

脱

离学生实际的校 园文化内容和活动形式
,

是难以与

广大学生产生共鸣的
,

也不可能产生有效的教育引

导作用
。

因此
,

校园文化建设既要反映一个学校多

年的办学传统与办学特色
,

也要不断顺应时代潮流
,

体现出时代性
,

一个 良好的学校校园文化也应该具

有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
,

其内涵要不断丰富发展
,

其

形式也要推陈出新
。

校园文化创新要尊重群众的首

创精神
,

提供宽松的环境
,

让广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

创造
,

真正做到百家齐放
,

百家争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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