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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彭树智先生是我国中东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 在地区史、国别史、专题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文

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他对中东史研究的贡献: 引领学术前沿; 建构/ 文明交往论0 ;注重学科建设; 富有学术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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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对中东地区的关注与研究一直是国

外学术界的热点。新中国的中东史研究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很快。彭树智先生作为我国中东史研究

的拓荒者之一,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深刻的思想见

解、扎实的治学功底,从民族主义思潮史、政治史、文

化史、地区史、国别史等多角度展开多层次的研究,

成果丰硕,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

一、引领学术前沿

彭树智先生出生于 1931年,特定的时代背景与

家庭状况使他很早就对生活、社会、历史有了自己的

思考。怀着浓挚的求学兴趣,彭先生在本科、研究生

阶段刻苦学习,勤于钻研,从而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1957 年彭树智先生从北京大学亚洲

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 回到母校西北大学工作。不

久,随着政治运动全面开展, 学术研究被打入冷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科学的春天来临,彭树智先生也

赢来了自己的学术黄金期。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两个邻邦的战争引起

了彭树智先生的注意, 阿富汗问题从此进入了他的

学术视野。彭树智先生充分认识到阿富汗是一个非

常典型的中东国家, 是东西方文明的十字路口, /它

四面受着东西方各种文化的冲击, 时而是游牧世界

的火光,时而是波斯人伊朗文化的火炬,时而是希腊

文化的阳光,时而是印度文化的星光,还夹杂有中国

文化的余晖,这许多文化的光芒,都先后在阿富汗闪

烁,并经过它不断打开古代闭塞之路。0 [ 1]
尽管由于

种种原因,阿富汗在近代走向了衰落,但阿富汗历史

是中东民族国家艰难历程的缩影。彭树智先生首先

把近代阿富汗的政治变迁作为自己的科研出发点。

1980年,他发表了5阿富汗第一次抗英的历史意

义6[ 2]、51841 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斗

争6[ 3]
、5阿富汗第二次独立战争百年祭6[ 4]

。随后几

年又相继发表了5阿富汗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塔尔

齐6[ 5]、5青年阿富汗派的历史作用6[ 6] 等, 这些文章

把阿富汗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第一次呈现给中国

读者,也推动了中国学界对阿富汗研究的进一步拓

展。1993年,彭树智先生出版了5阿富汗史6[ 7] , 这

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阿富汗的学术著作, 涉及了

阿富汗从远古时代到 20世纪 90年代的历史进程。

1999年,彭树智先生又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 完成

了5中东国家通史 ) ) ) 阿富汗卷6[ 8]。5阿富汗卷6的

独特之处在于, 从历史交往的角度来考察阿富汗的

社会演变,不仅描述了阿富汗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

分析其复杂的民族构成、人口分布、社会结构和经济

形态,而且特别关注了阿富汗在世界文明交往中的

特殊地位, 探讨了原始宗教、祆教、希腊宗教、佛教、

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阿富汗的碰撞、交流与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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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彭先生认为阿富汗文明与东西方文明的交往充

分体现了文明发展的多元共存的特点, 本土文明吸

收了新的血液,外来文明趋向于本土化。

民族主义是影响中东历史的最持久、最深刻的

因素之一,也是改变中东格局的主要力量。民族主

义在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环境中有独特的历史根源

与现实表现。彭树智先生在他的一系列著述中以中

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为宏观视野, 梳理了阿拉伯

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波斯民族主义和犹太复

国主义在争取民族独立、构建民族认同方面的所起

的作用。在民族主义研究方面, 彭树智先生最突出

的贡献体现在对凯末尔主义的研究上。

中国学者对土耳其的关注在 20 世纪初就已开

始,对凯末尔的评价也经历了一波三折。早在 1923

年,柳克述就发表了5东方国家恢复国权之先例6
[ 9]一文,并于 1926年出版了5新土耳其6[ 10]一书,对

凯末尔革命和改革进行了详细论述和比较研究, 肯

定了凯末尔的贡献。1942 年, 边理庭出版了5新土
耳其建国史6[ 11] ,对凯末尔的改革同样持肯定态度。

后来,由于毛泽东5新民主主义论6中指出了非无产

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前途的, 凯末尔革

命也被描述成一次/失败的革命0。从此, 学术界对

凯末尔的评价转为否定,许多学者发表文章,讨论民

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凯末尔革命的局限性
[ 12]

,

大多数教科书也都持这样的观点。改革开放初期,

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仍没有得到

我国史学界的普遍认可 ¹ , 直到 1981年彭树智先生

在5历史研究6上发表了5凯末尔与凯末尔主义6一
文,情况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文首先分析了

一战后土耳其的社会危机,指出凯末尔是在内忧外

患的情况下, 把握住了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

凯末尔本人的政治功绩是不可埋没的。文章还着重

分析了凯末尔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及其内涵实质,

所得出的结论是: 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民族资产阶

级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对内进行适应

现代社会改革的进步思想体系, 是符合土耳其人民

的根本利益的。在此论文的基础上, 彭树智先生又

陆续发表了5凯末尔的改革6[ 13]、5论凯末尔的世俗

化改革6[ 14]
等文章。彭树智先生指出, 凯末尔改革

开创了亚非史上民族革命和现代化改革的先例, 是

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彭树智先生

的上述文章意义非常重大, 彻底扭转了学术界对凯

末尔主义及凯末尔改革的评价,此后发表、出版的关

于土耳其的论著中都沿用了他的观点。不仅如此,

彭树智先生也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运动

中的领导权问题,从而标志着我国学者对民族解放

运动的研究有了重大的突破, 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

层次。后来,彭先生在回顾这一过程时指出: /在未

弄清史实、内涵及国情的情况下,有关书文即对凯末

尔主义予以教条主义的批判。这种不恰当处理政治

与史学关系的情况, 使史学失去了自己的本体地

位。0 [ 15]

中东地区历来是冲突与战争的策源地, 20世纪

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候, 中东地区仍

然战火不断。彭树智先生一直关注战争与文化交流

之间的关联性。他认为, 战争并不总是和文明对立,

而是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政治交往的形式

之一,或者说战争是/以军事语言表达了政治需要0。

战争无疑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与痛苦,但是战争的作

用是多重的。他进一步指出: /战争在深远地影响着

历史,它是历史季节的标志,它时而在打开, 又时而

在关闭着历史时间的大门。它和人类的历史进程如

影随形,表面上好像消失但实际上依然存在。0 [ 16] 200

在中东历史上, 我们会反复看到战争的结果与过程

无不与文化交往密切相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阿富汗作为东西方陆路交通大动脉 ) ) ) /丝绸之

路0的枢纽,战争作为一种政治交往形式往往与文化

交往交织在一起。在周边大国的争夺战中, 阿富汗

是战场, 同时又是文化交往的舞台。/早期的祆教

化、希腊化、佛教化、伊斯兰化,以及近现代以来的欧

化、苏化和当前的伊斯兰复兴,都反复说明了文化交

往是伴随政治交往而来的深远变化。0[ 8] 352
发生于天

宝十年(公元 751年)的怛逻斯之战是中国与阿拉伯

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其结果是唐军大败。

其后,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除元代外)基本对中东

地区处于防御性的守势状态, 但也正是在怛逻斯之

战后,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西亚, 后来又传到

欧洲,同时,中国也出现了第一本记载伊斯兰教与穆

斯林生活的汉文书籍5经行记6, 成为后人研究中国

伊斯兰教发展史的重要原始文献。当然, 多方面地

探讨战争的后果, 并不等于为战争开脱罪责。面对

54

¹ 1960年彭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中作用的文章,其中就涉及到对凯末尔革命的评价问题。作者认

为,硬要把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多彩的现实,填压在中国革命模式的单一框架中去是不符合现实的,但此观点并没有引起足够的思考, 反而遭来

批判。参见彭树智: 5土耳其研究三题6 , 5亚非论坛6200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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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错综复杂的争端与冲突, 彭树智先生一再

呼吁和解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 /要谴责暴力,

剥夺暴力的合理性,停止一切暴力冲突0, /互唱互合
的文明交往之歌, 如春江之水,柔能克刚0 。[ 17] 369

二、建构/ 文明交往论0

综观后冷战时代以来的世界学术发展史,不难

看出, /文明0成了最热门的语汇之一。

彭树智先生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 逐渐地认识

到人类的交往活动是世界历史横向发展的纬线, 如

果把交往与人类生产活动的纵向经线结合起来考察

历史发展的进程, 就会更加全面地反映人类社会的

客观面貌 ¹。后来,他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

5德意志意识形态6等论著中关于交往的论述以及国
内外学术界关于交往问题的讨论, 并结合自己多年

来从事世界史教学与研究的切身体会, 逐步厘定了

/文明交往论0的内涵。一方面, 通过一系列有代表

性的事件来印证、充实这一历史哲学概念, 同时又运

用这一理论来开阔史学研究的视野, 多元化地去探

寻世界历史演变的轨迹。彭先生认为, 历史交往是

指/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个人、
团体、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物

质文明交往和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和生态

文明交往0 [ 18] 410
。换句话来说, 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

可分为物质文明交往、精神文明交往、制度文明交往

和生态文明交往, 这些内容反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

自然之间的/主体 ) 客体 ) 主体0的多方位的和普遍

性的社会联系。

文明交往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的方式, 它不断

消灭人类的孤立与封闭状态, 不断强化人的社会联

系和世界的整体化进程。正是基于对历史交往的社

会历史意义的高度认识,彭树智先生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 /人类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的核心问题。它在

世界历史学科建设中居重要地位。文明交往是人类

历史发展的动力, 是人类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

人类文明发展的中轴线0 [ 18] 485
。在彭树智先生看来,

过去研究人类历史不是没有注意到交往, 而是从理

论层面思考不够, 仅仅局限于对多种交流活动的白

描或考证。他还把文明交往论归结为/ 文明自觉
论0,即由自发向自觉性的演变, 在趋向上日益摆脱

野蛮而逐步文明化;在发展上从封闭走向开放; 在活

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 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

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

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领域中, 由对

立、对抗走向合作与对话。

彭树智先生对交往问题的探讨集中体现在他的

5文明交往论6一书中。全书分为总论与分论两个部

分。总论部分汇集了作者对于文明交往论的理论思

考,分论则选择世界历史尤其是中东历史中的一些

典型个案来进一步阐释他的思想。

在对阿拉伯历史的探讨中,他认为由于历史交

往的普遍性,决定了阿拉伯史研究要体现/综合性0

特征。具体说来, 就是要利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

学、宗教学、民族学、文化学、军事学和国际关系学等

多种方法对阿拉伯地区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综合

考察,以阿拉伯地区为中心,有联系、有区别地处理

好宏观、中观与微观的关系,外究它同全球和中东的

联系,内通阿拉伯国家由古及今的变化,这样才能找

出其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在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上, 彭先生认为,

过去研究东西方文化冲突所持的文化形态史观的一

般哲学取向已经不适应了, 应当从社会形态史观的

社会学取向出发,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为

视角,来考察现代化进程中的伊斯兰世界,尤其要注

重从纵横两条主线上来观察伊斯兰教与社会变革之

间那种极其微妙的依存关系。纵线是伊斯兰教的变

迁,横线是中东现代化进程, 其间是政治、社会、人

口、文化、国际交往等非经济因素和经济、资源、技术

等网络线索的交织。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过程中,伊斯兰社会贯穿了许多伟大的文明交往, 伊

斯兰教正是在交往之中不断变迁,现代化事业正是

在交往之中曲折演进。彭树智先生特别强调, 伊斯

兰教正是长期历史交往的直接结果,伊斯兰教兼容

的深义性与边义性文化传统则是思想文化交往的典

型产物。正是在历史交往的实践活动中, 伊斯兰教

表现出了它固有的凝聚力与感召力,阿拉伯民族也

正是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之下, 完成了空前性的世界

性的历史交往活动。

在分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时, 彭树智

先生认为,阿以和平进程是当代历史交往中最复杂、

最漫长的典型案例,它涉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 又

涉及阿以双方以及外部势力的利益、意愿、信任程度

及干预力度。在各方和解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 协

55第 5期

¹ 国内史学界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已故史学家吴于廑先生。彭树智先生花费了十几年的心血苦苦苦探索,系统并深化了这一观点,

并把/ 文明交往论0作为一种集哲学、历史学、文化形态学、社会学于一体的综合历史观来探讨一系列典型的历史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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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与备忘录的签署并不说明和平的到来。因此, 中

东和平进程是一个逐步追求的目标, 进程本身比最

终目标更为现实, 应该从历史交往中估量其发展的

阶段性。彭树智先生把犹太哲学家布伯的对话主义

与社会本体论称之为/ 希伯来精神在交往理性上的

再现0。他在5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6

文中写道:冲突虽是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严重通病,但

也表现出人们从困扰和损失中挣脱困境的努力。

/那种认为宗教冲突不能谈判、不能和解的观点, 是

不符合多元文明共存的文明交往规律的。世俗性的

和宗教性的冲突, 同和解总是伴随在一个共同交往

过程之中。人类文明交往史证明:无冲突便无和解,

无和解难以化解冲突。冲突之车运行有其惯性, 和

解刹车需要时间。勇气、智慧和理性是通向和解之

桥。巴以冲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思考空

间的不同文明的交往个案, 对它进行追踪研究, 可以

从中获取解决冲突问题的规律性的启示。0 [ 8] 484

三、注重学科建设

彭树智先生一向注重学科建设。1986 年西北

大学世界地区、国别史博士学位获得授权点以后,彭

先生把中东史学科建设正式提上了日程, /为了加强

学科建设,,中东史的通史编著和研究被列为学科

建设的首要任务。0 [ 19]
并一再强调学人/ 自应意识

到自己的职责与使命, 为读者负责,提高质量,把史

书写好、改好,,学术史告诉我们: 学要薪传,一代

代接力向前; 学如积薪,后来者应当居上;学贵创新,

我们国家应该有自得之见的多卷本中东史。总之,

中东史的学科建设,应有扎实的基础。为了奠基,我

们应当努力, 以便早日步入世界学界之林。0 [ 19]

彭树智先生先后主持出版了5中东国家和中东

问题6[ 20]
、5阿拉伯国家简史6[ 21]

、5二十世纪中东
史6[ 22]、5阿富汗史6、5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

程6[ 23]等多部教材, 被多所高校作为研究生教材用

书,为中东史学科建设作出了极大的贡献。5二十世

纪中东史6是中东地区史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为五

个时期,论述了 20世纪以来中东社会历史进程, 对

中东现代和当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介绍。5阿拉

伯国家简史6论述了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与现状, 力图

用全局观点阐释阿拉伯地区的社会演进过程及发展

规律,又以各国的特殊风貌来丰富阿拉伯世界的历

史内容。该书对伊斯兰教、阿拉伯民族主义、现代化

进程都有详细的论述。5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
程6以中东地区固有的宗教文化地域特点为背景,系

统地考察了伊斯兰教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作用、变迁及影响,探讨了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之间的

双向互动关系, 从而就传统与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课

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

为了适应教学与研究的需要, 彭树智先生与他

的学术团队,潜心耕耘, 十年一剑( 1997- 2007) , 推

出了他的/跨世纪0的力作 ) ) ) 5中东国家通史6, 为

我国中东史学术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中东国家通史6全书共 13卷本,每卷由一个国家或

国家群组成, 共计 378 万字。全书采用历史的叙事

方式,由古及今地阐释现有中东边界范围内不同国

家的发展过程。重点是不同人群如何在交往中加强

联系,最终形成文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 以及不同

文明之间相互交往和彼此影响的历史。5中东国家
通史6的出版,与以往注重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宗教等方面探讨中东地区的一般发展模式与共有特

征的地区史研究相比, 揭示了不同国家的多元性与

差异性,弥补了/大地区史0的缺陷。我们知道,史学

研究的通常方式是从特殊个案到一般共性, 从国别

史到地区史。地区史研究固然重要,但不能代替国

别史的研究,而且通过对某一个国家深入、系统、全

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大地区史0的缺陷, 还能为

地区史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学术史和学科史的发展

充分证明,对各国通史的撰述,最能反映一个国家、

一个学术群体的研究水平。其作用具体表现为: 国

别史研究能使我们从各国的国情出发, 获得系统、全

面、深入和厚重的历史知识,避免/地区中心史观0的

偏差;能使我们对有关国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

内在文化传统的连续性有系统理解,对于时空的变

迁和世代的兴衰更替有理性的认识,从而为地区史

研究打下更厚实的基础。5中东国家通史6依照国家

通史的体例,来把握中东地区的整体面貌,各卷自成

一体,又互为联系。通过对不同国家进行全方位、多

层次的扫描, /扩展对中东地区的视野, 丰富中东史

的内容,活跃和深化对有关中东史许多问题的思考。

入史的众多事实和历史细节, 也是增强厚重的历史

感、正确认识中东历史和做出科学评价不可缺少的

前提条件0 [ 24] 5。马克思曾说: /现代历史著述方面

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代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

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才得到的。0 [ 25] 450

5中东国家通史6注重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小

历史0与/大历史0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展示了中东国

家的独特风貌, 勾画了中东社会的多元化特征,因而

成为奠定我国中东史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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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富有学术情怀

史学情怀向来是个宽泛的概念。中东地区扑朔

迷离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边界矛盾的交织使中东

史研究体现了更为复杂的认同差异与价值分歧, 这

就更加要求史学家具有一种超越偏见、求同存异的

宽广情怀,而彭树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即具有学术

洞见又不乏学术情怀的智者。

第一,对研究对象的深切同情。国学大师陈寅

恪曾以/了解之同情0的名言抒发对学术研究的见

解。中东史研究则更需要对研究对象的真同情、真

热爱,也只有倾注了情感与心血的学术成果,才能更

具感染力度, 也更富审美情趣;但同时又需要一种摆

脱种族偏见、宗教偏见与文化偏见的普遍价值观,这

样的研究成果才能更为客观、更为真实。彭先生多

次指出,动荡与暴力冲突是中东大地生灵涂炭的根

源,只有和平才是中东人民的福祉。在/民族和宗教

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 有历史上的积

淀因素,其中不乏交往活动中诸多负面遗留,但最重

要的和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是西方殖民体系统治的

-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殖民政策或加
深、或引发、或制造了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

了西方列强维持中东霸权的手段0 [ 16] 251。在矛盾即

已存在的情况下, 彭先生认为中东国家要特别警惕

狭隘民族主义、极端主义等思潮的发展, 呼吁以理

性、积极、务实的心态对待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彭

先生对文明交往理论的阐释以及在该理论指导下对

中东地区多种历史个案的研究, 无不体现出一种向

善的历史观, 一种圣洁、博爱的和平主义情怀。

第二,立足现实的强烈使命感。我国的中东研

究依然存在着历史研究与现状研究的脱离,出现了

历史研究低估现状研究,而现状分析又忽略历史探

源的现象。彭树智先生一向主张学术研究应注意从

通识、综合、比较等不同层面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有机

统一,这既是整体史观的表现,也会使历史具有现实

的鲜活感,使现实具有历史的凝重感。正如他在5中
东国家通史6的卷首叙意中所指出的: /要注重历史

与现实的双向考察与反思, 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

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注重-关照现实.与-反思历
史. 的一致性。0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从没

有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而是紧密关注一个又一个

的现实问题。彭树智先生在5二十世纪中东史6、5伊

斯兰教与现代化进程6、5阿拉伯国家通史6等一系列
著述中,深入探讨中东国家的现代化历程、总结其经

验教训,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上

述论著从社会形态史观的社会学取向出发, 以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为视角, 一一考察了现代化

进程中的国家个案,重点描述了不同国家政治模式

的确立与演变, 经济现代化的曲折历程以及国民文

化建设的不同道路, 突出了以色列、埃及、约旦、伊

朗、伊拉克、阿富汗、也门等国的现代化特征。同时,

也关注了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等国在处理伊斯兰性

与现代性的关系方面所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

彭树智先生强调中东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现

实。他指出: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又是一个实

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了保证我国对外政

策最大限度地符合国家利益, 维护世界和平, 同时加

强我国同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的交

往,必须准确了解中东各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动向, 对

中东地区随时可能出现的突发重大事件具有预见

性,及时作出符合实际的反映。0 [ 26] 298
彭先生的学术

研究,注重为我国制定中东政策及进一步发展同中

东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特别强调要为

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经验或教训。在文化建设问题

上,彭先生认为,中东国家与中国都要面对民族文化

和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在全球化文明交往中, 西

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势文化, 它要求其他民族接受这

种文化,而不是平等的交往关系。所谓-西化. 就是

西方文化-化掉. 东方文化的民族特性, 使其失掉民

族精神, 从而沦为无根感、无方向感的-文化殖民

地. 。0 [ 16] 95因此, 盲目自大和一味西化都是要不得

的,国人在对待我们的民族文化时,要着力传承民族

文化的精华和特色, 保留我们的民族个性。

第三,保持宁静的心态。彭先生多次强调,做学

问的前提是要静心, 要保持内心深处的一份宁静。

文革期间,当学术成为禁区,彭先生却独走蹊径, 在

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系统研读马列原著, 不同寻常的

毅力与坚守使他没有荒废人生中十分特殊的十年,

相继出版了5叛徒考茨基6[ 27]
、5修正主义的鼻

祖 ) ) ) 伯恩施坦6[ 28]
、5无政府主义之父巴枯宁6[ 29]

等著作。

对于当今社会所弥漫的浮躁之风, 彭先生十分

忧心,他提出了做学问的/四不0 ) ) ) 勉励弟子: /一
不为了拿奖而研究;二不为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而

放弃研究;三不会因为失败而放弃研究;四不因为无

好评而灰心0[ 16] 272
。当5中东国家通史6被西北大学

列入 211课题之时, 彭先生已到了/坐六望七0的高
龄,也充分认识到了承担这一课题的困难与艰辛,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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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学志犹在,追求未了,给自己立下了/入地狱,写

中东史0的誓言。总之, 每每读起彭先生书写的文

字,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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