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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13 至 14 日，河南大学犹太研究所成立

十周年暨犹太学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古都开封

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南京大学

犹太文化研究所

—

‘



人经常被迫害。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学者各抒己见。湖南

师范大学罗衡林教授指出，德国社会是一个基督教社

会，在研究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时，有必要研究新教教

会的态度与立场。西南大学冀开运教授指出现代伊朗反

对犹太人与欧洲的反犹主义有很大的区别。每当伊朗从

民族和宗教认同的角度打造国家认同时，国内歧视犹太

人便加剧；当以公民认同打造国家认同时，犹太人就可

以获得相对平等的机会，以、伊双方的国家关系也影响

伊朗对犹政策。当前双方关系敌对，但伊朗国内对犹太

人的政策还算温和。陕西师范大学宋永成老师指出，“犹

委会案”是冷战时期苏联反犹政策的典型案例之一，苏

联出于冷战而掀起的反犹浪潮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产生

了严重后果。上海社会科学院汪舒明博士分析了纳粹屠

杀犹太人与伊朗核问题的关联。他认为西方国家出于道

义上的负罪感，对伊朗强烈谴责、同情以色列，企图通过

谈判的方式解决伊朗核问题。
犹太教是理解犹太文化和犹太民族的钥匙，多名学

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山东大学傅有德教授认为犹太

教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而是圆融兼收，近现代犹太教

调和了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普世性之间的张力，犹太

人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南昌大学哲学系刘精忠

老师认为哈巴德教是 18 世纪兴起的哈西德运动中的卢

巴维奇派，是近代犹太神秘主义的复兴。天津师范大学

郑阳博士指出，第二圣殿时期（BC516- 70）是世界各大文

明交流、碰撞时期，犹太文化呈现出希腊化、大众化的特

点。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所徐新教授认为自犹太启蒙

运动以来，犹太教逐步实现了世俗化，这为犹太人在现

代社会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犹太人散居中国是中犹两个民族友好的见证，中国

犹太研究的兴起与此密切相关。在会议上，来自北京、上
海、哈尔滨等地的学者专题研讨了犹太人散居中国的问

题。中国社科院殷罡研究员不赞成学术界提出的宋代犹

太人定居开封说，而根据历史上开封城市名称的历史沿

革，提出大致是明代的皇帝允许犹太人“留遗汴梁”。河

南大学刘百陆老师认为犹太人来中国和犹太人定居开

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研究开封犹太社团史时一定要

区分这两个概念，由于史料的限制，犹太人何时定居开

封需要进一步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余建华研究员从民

族学视角解析了上海犹太难民问题，认为大屠杀的恐惧

是上海犹太难民身份认同的外在力量，形成了犹太人身

份认同的独特的“上海模式”。
此外，黑龙江社科院张铁江研究员、鲁东大学张淑

清教授、河南师范大学饶本忠教授还综述了国际学术界

对犹太妇女、犹太人对西方文明的贡献和哈尔滨犹太人

等问题。

以色列研究是犹太历史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参会学者就以色列的宗教、政治和外交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华东师范大学沐涛教授概述了以色列与

黑非洲之间的关系演变，认为以色列建国后与黑非洲之

间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7—1972 年的“蜜月时

期”、1973—1982 年的“低谷时期”、1982 年至今的缓慢

恢复、发展的时期。西北大学韩志斌教授就阿尔及利亚

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论述，认

为巴勒斯坦问题是双方关系的症结所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章波研究员阐述了苏丹与以色列的

关系演变。虽然犹太复国主义者旨在建立一个世俗化的

国家，但是以色列宗教是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政治和文

化力量。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王宇老师认为能否处理好

世俗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关系到当前以色列的民主性和

公平性。此外，北京钱币学会理事、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徐

龙在会上介绍了他的著作《犹太以色列国钱币》，通过钱

币了解一个国家，视角独特。
当前的中东乱局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会学者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讨。北京大学陈贻绎老师从

当前中国外交形势以及中美对比角度解读了中国在巴

以和谈中的地位。在与参会研究生进行探讨的过程中，

上海社科院余建华研究员将中东乱局的起因概括为“民

族、民权、民生”，通过进一步对叙利亚、伊朗问题的分

析，准确把握了当前中东局势。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所长杨光根据石油供应的“版块化趋势”，分析当前

中东石油三大出口国沙特、伊朗、伊拉克局势对中国能

源安全的影响，进而提出中国在应对能源危机时采取的

应对之策。中国社科院殷罡研究员从中东地区民族、宗
教冲突入手，分析了中东问题的错综复杂，加之伊朗问

题、叙利亚问题更使这一问题复杂化。面对复杂的中东

局势，各方应谨慎处理，以免造成中东局势的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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