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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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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美国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ＳＳＣＩ) 收录的 １１ 种中东研究领域刊物共刊发论文 ３ １３９ 篇ꎮ 基于上述

研究样本ꎬ 使用文献计量学工具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其分析并以可视

化方式呈现ꎬ 我们可以看出: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

的研究主题ꎬ 集中于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国别研究ꎬ 主要围绕政体、 民

主、 身份等政治理论研究议题ꎻ 研究热点的时序变化ꎬ 不仅有以色列国

家合法性、 土耳其国民身份认同与威胁等现实问题研究ꎬ 也有反思国际

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ꎻ 研究内容与观点存在着先天性不足和内生性缺

陷ꎬ 即理论工具的选择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思维ꎬ 价值取向也体现出西

方所谓 “普世价值” 的优越性ꎬ 带有明显的 “西优东劣” 的文化霸权

思想和 “改造” 中东的强烈意愿ꎻ 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

方法ꎬ 且具有趋于程式化和同一性的特点ꎮ 基于此ꎬ 在国际学术话语权

竞争中ꎬ 我们要以开放包容、 兼收并蓄的态度ꎬ 既要理性认知 “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 的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本质ꎬ 也要选择地借鉴西方中

东研究的可取之处ꎬ 以期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和学术

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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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ꎬ 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体系过

程中ꎬ 我们需要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ꎬ 作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中东而言亦

如此ꎮ 从国内中东学界现有研究状况看ꎬ 学者对于英国、 美国等西方国家中

东研究情况的评价ꎬ 助力国内学界了解这些国家中东研究的议题、 观点与方

法等动向ꎮ 这些综述类研究成果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对文献占

有的多寡和分析综合的水平ꎬ 更有赖于学者自身的深厚学养和丰富的研究经

历ꎮ 由于分析工具的限制ꎬ 综述类研究成果呈现出 “所见即所得” 的特点ꎮ
而近些年ꎬ 现代科学计量学的发展为大样本文献分析提供了高效的工具ꎬ 也

为探寻中东研究动态与趋势注入了新活力ꎮ

分析工具及研究样本的选取

本文拟借鉴科 学 计 量 学 ( Ｓｃｉｅｎｔｏｍｅｔｒｉｃ ) 和 信 息 可 视 化 (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技术ꎬ 使用由华裔学者陈超美教授 (Ｃｈａｏｍｅｉ Ｃｈｅｎ)
创制的文献计量学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①ꎬ 通过提取研究文献中的相关

信息ꎬ 如关键词、 学科、 领域分类等ꎬ 采用定量统计分析和定性描述结合的

方式ꎬ 进而重构信息单元间的联系类型和强度ꎬ 透视出西方学界中东研究的

热点议题、 研究前沿、 研究演进路径等ꎮ
对于研究文献的选取ꎬ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数据库——— “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ＳＳＣＩ)② 无疑是我们考察英、 美等西方国家学界中东研究动态的重

要窗口ꎮ 这是因为ꎬ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数据库由美国研制与出版ꎬ 共收录

了 １１ 种中东研究期刊 (参见表 １)ꎬ 除具有一定西方文化背景的土耳其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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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教授在 ２００４ 年开发ꎬ 它是

一款多元、 分时、 动态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大连理工大学将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引入国内ꎬ 其

应用领域不局限于科技领域的引文分析ꎬ 而且在政治学、 文学、 管理学、 医学等学科中均有应用研究ꎮ
该款软件至少被超过 ６０ 个国家的用户上万次启用ꎬ 已经成为科学计量学普遍采用的新工具ꎮ 在中国ꎬ
该软件的使用范围迅速扩大ꎬ 中国已经成为该软件全球访问量第一的国家ꎮ 参见陈悦、 陈超美、 胡志

刚、 王贤文等: «引文空间分析原理与应用»ꎬ 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６ 页ꎮ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ＳＣＩ) 论文数据来源于美国科睿唯安

(Ｃｌａｒｉｖ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ｓ) 公司开发的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数据库ꎬ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ａｐｐｓ ｗｅｂ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ｍ / ＷＯ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ｐｕｔ ｄ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 ＝ ＷＯＳ＆ｓｅａｒｃｈ＿ ｍｏｄ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ａｒｃｈ＆ＳＩＤ ＝ ５ＢＴ４６ＶｑＮｐａ１ＪＣ
ｋｇＥｊｘＲ＆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Ｓａｖｅｄ ＝ 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２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ꎬ 本文正文中所列论文数据源于该数据

库ꎬ 所有图和表为软件算法得出并已作汉化处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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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新视角» 杂志以外ꎬ 其他 １０ 种主办方均来自美国和英国ꎮ 与此相

对应ꎬ 美国、 土耳其、 以色列、 英国、 德国、 加拿大为中东研究论文第一作

者分布最为集中的国家 (参见图 １)ꎮ 这种态势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国际学术话语权ꎬ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西方学界中东研究

视点ꎮ

表 １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收录的中东研究期刊

序号 期刊名称
出版
周期

论文
数量

主办方 语种

１ 英国中东研究学刊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季刊 ２５６ 英国 英语

２ 国际中东研究学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季刊 ２４９ 美国 英语

３ 伊朗研究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双月刊 ３８０ 英国 英语

４ 以色列研究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季刊 ３５９ 英国 英语

５ 中东妇女研究学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Ｗｏｍｅｎ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三期 /
年

１３６ 美国 英语

６ 地中海政治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三期 /
年

２２０ 英国 英语

７ 中东学刊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季刊 ２０１ 美国 英语

８ 中东政策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季刊 ３９０ 美国 英语

９ 中东研究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双月刊 ４９３ 英国 英语

１０ 土耳其的新视角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 半年刊 １１８ 土耳其 英语

１１ 土耳其研究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季刊 ３３７ 英国 英语

　 　 　 说明: 刊名按首字母顺序排列ꎻ 本数据只限于期刊论文ꎬ 不包括会议论文、 会议综述等其他文

献类型ꎻ 论文数量指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刊载的论文ꎮ

基于此ꎬ 本文选取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内 １１ 种中东研究领域的学术期

刊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刊载的 ３ １３９ 篇论文ꎮ 数据截取时段基于文

献半衰期ꎬ 一般社科类文献的半衰期为 ８ 至 １０ 年ꎬ 因此数据截取时段选取为

十年ꎮ 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和可重复性ꎬ 本文详细记录了图谱绘制的算法

参数和优化方式ꎬ 以便读者使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获取彩色矢量图进一步了

解相关图谱包含论文的详细情况ꎬ 由此以可视化空间知识图谱的形式直观地

展现西方学者的中东研究动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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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研究论文第一作者国家分布图谱

研究议题与热点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的研究热点随着中东地区形势变化而变化ꎬ 在历时层

面呈现出研究主题的变化ꎬ 在共时层面呈现出不同国家和研究机构共同关注

的研 究 热 点ꎮ 研 究 主 题 在 学 术 期 刊 论 文 中 则 集 中 体 现 在 “ 关 键 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当中ꎬ 因为 “关键词” 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提炼ꎬ 也是一篇论文当

中反复出现的高频词ꎮ 通过梳理分析论文当中的关键词ꎬ 我们可以基本把握

论文的整体面貌ꎬ 对论文关键词进行空间引文分析ꎬ 则能够发现关键词空间

网络中的研究议题和研究热点ꎮ 将时间切片定为一年ꎬ 采用 “ｇ － ｉｎｄｅｘ” 的提

取算法 (规模因子 ｋ ＝ ５)ꎬ 使用寻径算法 (ｐａｔｈ ｆｉｎｄｅｒ) 对单个时间切片和复

合时间切片剪裁后生成的论文关键词分布图谱 (参见图 ２)ꎬ 共得到节点 １２１
个ꎬ 节点间连线 １３３ 条ꎮ 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ꎬ 节点半径越大说明

该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ꎬ 节点年轮深浅不同代表出现该关键词论文发表的不

同年份ꎬ 年轮中心向周边年份逐渐递增ꎮ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出

现在同一篇论文中的共现关系ꎬ 连线越粗共现关系越强ꎬ 反之亦然ꎮ
由图 ２ 可以看出ꎬ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注度最高的两类研究主题: 国别

研究和政治理论研究ꎮ 由于中东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和不同国家政体差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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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研究对象层次划分的习惯ꎬ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注

度最高的研究主题是国别研究ꎮ 研究国别按照出现频次由高到低排序为以色

列、 土耳其、 伊朗、 埃及、 巴勒斯坦ꎮ 同时ꎬ 政治、 民主、 身份、 国家、 选

举等涉及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也是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注度较高

的研究议题ꎮ 聚类明显的高频研究热点如下:

图 ２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键词分布图谱

(一) 以色列国别研究: 聚焦安全议题

以色列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现实安全风险决定了将以色列作为研究主

题的论文多以安全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ꎬ 涉及政治安全、 能源安全、
意识形态安全等多个领域ꎬ 既有关于巴以问题针锋相对的学术回应ꎬ 也有关

于移民身份认同、 宗教与互联网等潜在风险的应用研究ꎮ
第一ꎬ 意识形态安全是重点关注领域ꎮ 在意识形态安全领域ꎬ 防范由苏

联移民带来的与民主价值观相悖的价值理念ꎬ 以及活跃在周边国家的反犹太

主义是研究成果相对集中的议题ꎬ 因为这二者对以色列民主价值观构成潜在

威胁ꎬ 深入分析并评估其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影响是维护以色列意识形态领

域安全的现实需要ꎮ 菲利普迈克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ｖ Ｍｉｃｈａｅｌ) 和娜费曼安娜

(Ｋｎａｆｅｌｍａｎ Ａｎｎａ) 在 «新祖国的旧价值观: 以色列苏联移民的政治态度»①

５３１

① Ｐｈｉｌｉｐｐｏ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ｎｄ Ｋｎａｆｅｌｍａｎ Ａｎｎａꎬ “Ｏ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ｏｆ
ＦＳＵ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８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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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指出ꎬ 在以色列的苏联移民在政治取向和选举行为上与同龄的以色

列人具有明显的差异ꎬ 由于移民的苏联背景造成了对民主价值观态度的人

口特征差异ꎮ 苏联移民在以色列社会政治 重 新 社 会 化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 －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过程中ꎬ 他们的价值观不会受到影响ꎮ 虽然价值观有明显的

延续倾向ꎬ 但在对于以色列部分社会化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ｐａｒｔｌｙ) 的苏联移民后代而

言则倾向于民主的观点ꎮ 加斯帕鲁西 (Ｊａｓｐａｌ Ｒｕｓｉ) 在 «伊朗的反犹主义和

反犹太复国主义»① 中认为ꎬ 反犹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是伊朗意识形态的

两个重要基石ꎮ 加斯帕通过分析社会心理动机ꎬ 讨论了反犹主义意识形态

如何帮助伊斯兰世界恢复归属感与群体内外自我效能 ( ｓｅｌｆ －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波

斯人维护什叶派穆斯林和霍梅尼思想的社会心理动机ꎬ 以及犹太人和以色

列对穆斯林群体延续性的威胁ꎮ
第二ꎬ 移民问题是重要研究视点ꎮ 来自苏联 (或俄罗斯) 的以色列移民

颇受研究者受关注ꎮ 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差异使得俄罗斯移民更具特殊性:
在意识形态上ꎬ 来自苏联的以色列移民在接受民主价值观过程中存在障碍ꎻ
在文化背景上ꎬ 俄罗斯移民带有苏联或俄罗斯的文化特征ꎮ 俄罗斯移民的特

殊性体现在政治倾向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差异ꎬ 也是增强移民对以色列国民身

份认同中的障碍ꎮ 勒纳茱莉亚 (Ｌｅｒｎｅｒ Ｊｕｌｉａ) 在 «作为解体后苏联时期的

主体———在以色列的俄罗斯人: 文明保留者»② 一文中ꎬ 通过考察当年生活在

以色列的俄罗斯人的社会行为来理解极端集体社会文化的异质性ꎬ 在关键文

化 (ｋｅｙ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和社会学范畴内将 “俄罗斯性” 进行解构ꎬ 讨论知识分子

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及其在俄以交流中的影响ꎮ 尼兹尼克玛瑞纳 (Ｎｉｚｎｉｋ
Ｍａｒｉｎａ) 在其撰写的 «以色列 “俄罗斯青年” 的文化习俗和偏好»③ 一文中ꎬ
把青年群体作为研究重点ꎬ 通过问卷和深度访谈方法研究了 １６ 至 ２４ 岁之间

的俄罗斯移民ꎬ 剖析了俄罗斯青年与以色列文化融合的非线性特征ꎬ 以及相

当一部分俄罗斯年轻人选择保留俄罗斯文化身份的原因所在ꎮ 他否定了学习

希伯来语的困难造成俄罗斯青年移民文化融合障碍的假设ꎮ 这种采取按年龄

６３１

①

②

③

Ｊａｓｐａｌ Ｒｕｓｉꎬ “Ａｎｔｉ － Ｓｅｍｉ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ｎｔｉ －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２３１ － ２５８

Ｌｅｒｎｅｒ Ｊｕｌｉａꎬ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ｓ ａ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１ － ３７

Ｎｉｚｎｉｋ Ｍａｒｉｎａ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８９ － 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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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划分研究对象的方法ꎬ 特别是针对青年群体的研究 (上文提到的菲利

普迈克尔和娜费曼安娜也讨论了价值观延续对青年的影响)ꎬ 实质上是研

究不同文化背景人群对以色列主流价值观的接受机制ꎮ
实际上ꎬ 移民研究分为移民流入与流出双向度ꎮ 学者除了研究流入以色

列移民的认同机制以外ꎬ 还有关于犹太移民流出的类似研究ꎮ 比如ꎬ 科恩
伊农 (Ｃｏｈｅｎ Ｙｉｎｏｎ) 等人在 «由苏联到以色列、 美国和德国的犹太移民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① 一文中ꎬ 运用自我选择理论 ( ｓｅｌ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ꎬ 将犹太

移民到达移入地国家的教育水平作为参考指标ꎬ 运用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回

报正相关模型ꎬ 讨论了 ３ 个国家对犹太移民的相对吸引力ꎬ 指出: 由于美

国的劳动力市场更为灵活、 技能回报率高于以色列或德国ꎬ 受过高等教育

的犹太移民更有可能移居美国ꎮ 双向的移民研究表明ꎬ 以色列国民身份认

同是国家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来源ꎬ 也是犹太文化对外传播的基础ꎬ 因此移

民的国民身份认同和对以色列主流价值观的接受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紧密

相关ꎮ
第三ꎬ 国内政治是重点研究方向ꎮ 研究者对于以色列国内政治、 政策的

研究ꎬ 一方面着眼于国内政治运行机制的研究ꎬ 另一方面着眼于政策评估和

政策调整ꎮ 这类研究通常运用统计分析和调查访谈的定量研究方法ꎬ 分析政

治体制和政策制定的有效性ꎮ 例如ꎬ 阿奇拉夫奥斯奈特 (Ａｋｉｒａｖ Ｏｓｎａｔ) 在

«以色列议会议题使用研究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６ 年)»② 一文中ꎬ 从政府回应效率、
有效性、 补充质询、 回应结果宣传四方面分析了 １９９２ 至 １９９６ 年间 １ ０４１ 个议

会议题ꎬ 发现了第 １３ 届议会使用议题工具的效率更高ꎬ 但议会议题作为控制

政府的手段还有很多不足之处ꎮ 科恩尼辛 (Ｃｏｈｅｎ Ｎｉｓｓｉｍ) 等在 ２００８ 年爆

发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ꎬ 调查了 ９４０ 人对于以色列福利国家政策的看法ꎮ
他在 «公众对福利国家和公共政策的态度: 以色列的经验»③ 一文中指出:
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政府包括提供公共服务、 支持公共投资和福利事业、 提

７３１

①

②

③

Ｃｏｈｅｎ Ｙｉｎｏｎꎬ Ｈａｂｅｒｆｅｌｄ Ｙｉｔｃｈａｋ ａｎｄ Ｋｏｇａｎ Ｉｒｅｎａꎬ “Ｗｈｏ Ｗ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ｈｅ ＵＳＡ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ｙ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７ － ２０

Ａｋｉｒａｖ Ｏｓｎａｔꎬ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１９９２ － ９６”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５９ － ２７７

Ｃｏｈｅｎ Ｎｉｓｓｉｍꎬ Ｍｉｚｒａｈｉ Ｓｈｌｏｍｏ ａｎｄ Ｙｕｖａｌ Ｆａｎｙ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６２１ －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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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社会救助等在内的公共福利政策表示支持ꎬ 但为国家提供福利政策而多缴

纳税款的意愿较弱ꎬ 这一调查结果也解释了过去十年以色列社会经济政策与

大多数民众对福利国家预期之间的差距ꎮ
第四ꎬ 巴以问题是重要研究课题ꎮ 研究者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考证和回

应针对巴勒斯坦难民问题、 反犹太主义宣传等涉及巴以问题的现实关切ꎬ
这类研究立场和倾向性比较明显ꎬ 更多从以色列角度出发为其争取良好的

国际舆论环境ꎮ 卡什艾福瑞 ( Ｋａｒｓｈ Ｅｆｒａｉｍ) 在 «巴勒斯坦难民究竟几

多?»① 中通过大量解密的阿拉伯语、 希伯来语和英语文件ꎬ 多方印证估算

１９４８ 年战后巴勒斯坦难民数量ꎬ 挤出其中 “水分”ꎮ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

争结束后ꎬ 以色列政府将巴勒斯坦难民人数估算在 ５５ 万至 ６０ 万人之间ꎬ 英

国外交部估计难民数量也在 ６０ 万左右ꎮ 但由于对国际援助资金的需求ꎬ 一

年内在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登记的难民数量已经达到了 ９６ ２ 万ꎮ ５０ 年后ꎬ
联合国统计巴勒斯坦难民数字总数攀升到 ３７５ 万ꎬ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公布

的难民数字更高达 ５００ 万ꎬ 而以色列政府非正式估计难民及难民家庭人数

接近 ２００ 万ꎮ 费什曼乔尔Ｓ (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Ｊｏｅｌ Ｓ ) 在 «反犹太复国主义、
反亲犹太主义化和煽动歧视的 “ＢＤＳ”② 信息»③ 一文中指出: 抵制、 撤资

和制裁运动 (ＢＤＳ) 不承认 «奥斯陆协议» 的前提ꎬ 包括与以色列通过谈

判实现和平或达成任何形式和解的可能性ꎮ 该文批评抵制、 撤资和制裁运

动是 “将孤立和摧毁犹太国家的战略目标巧妙地隐藏在寻求正义的幌子

下”ꎬ 认为这是 “极具危险的”ꎮ
第五ꎬ 社会现实问题是重要研究关切ꎮ 能源安全、 网络自媒体、 宗教和互

联网的关系等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是以色列主题研究论文的重要关切ꎮ
这类论文更多从社会现象出发ꎬ 运用深度访谈、 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ꎬ 分

析社会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内在成因ꎬ 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ꎬ 对于妥善应对

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比如ꎬ 巴达特戈达特 (Ｂａｈｇａｔ

８３１

①

②

③

Ｋａｒｓｈ Ｅｆｒａｉｍꎬ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２４ － ２４６

“ＢＤＳ” 全称为 “Ｔｈｅ Ｂｏｙｃｏｔｔꎬ Ｄｉ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抵制、 撤资和制裁运动)ꎬ
是一项致力于结束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的支持ꎬ 并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的全球运动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ｂｄｓ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ｎｅｔ / ｗｈａｔ － ｉｓ － ｂｄｓ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２９ꎮ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Ｊｏｅｌ Ｓ ꎬ “Ｔｈｅ ＢＤ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ｏｆ Ａｎｔｉ － Ｚｉｏｎｉｓｍꎬ Ａｎｔｉ － Ｓｅｍｉｔ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ｔ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１２ － 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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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ｗｄａｔ) 在 «以色列的能源安全: 里海和中东»① 中分析了 １９７９ 年以前以色列

和伊朗之间的能源合作ꎬ 以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能源合作ꎬ
指出能源安全受地区形势影响的不确定性ꎬ 并提出从战略合作的高度加强与里

海国家的能源合作ꎬ 以保障以色列的能源安全ꎬ 弥补本国能源不足的建议ꎮ 曼

诺斯维奇伊内特 (Ｍａｎｏｓｅｖｉｔｃｈ Ｉｄｉｔ) 在 «以色列在线新闻产业新情况: 用户

产生内容»② 一文中ꎬ 关注以色列网络新闻领域用户生成内容的新情况ꎬ 通过

对新闻编辑人员的访谈和对用户生成内容的案例分析ꎬ 给出了完善用户生成内

容的数据搜集ꎬ 分析以色列文化在用户生成内容中的方法ꎬ 以便更精准地研究

自媒体现象ꎮ 坎贝尔海蒂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Ｈｅｉｄｉ) 在 «在正统犹太教语境下的以色

列宗教和互联网关系»③ 一文中指出ꎬ 互联网对以色列宗教界带来挑战ꎮ 该文

作者在访谈正统犹太教团体过程中发现ꎬ 虽然有许多正统犹太教团体使用互联

网ꎬ 但仍有部分正统犹太教团体对互联网表示恐惧ꎬ 甚至限制使用以减少网络

对宗教社会规范和权威构成的潜在威胁ꎮ 该文分析了不同宗教团体解决宗教和

互联网之间问题的策略ꎬ 以使以色列宗教团体更好地了解和使用互联网ꎮ
综上ꎬ 西方学者有关以色列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研究ꎬ 重视该国国民身

份认同和民主价值观的接受ꎬ 选取建构主义视角ꎬ 从身份认同和文化融合的

目的出发ꎬ 将移民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ꎬ 重点关注青年一代移民向以色列文

化的靠近和融入ꎬ 推动其从移民身份转化为以色列国民身份ꎮ 关于以色列国

内政治和社会问题ꎬ 研究者从加强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ꎬ 对政治

机制运行、 网络舆论引导、 宗教与互联网关系上进行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了相

应的建议ꎮ 在研究方法上ꎬ 他们更多采用实证主义方法ꎬ 综合运用深度访谈、
结构化问卷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ꎬ 以及文本话语分析、 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

方法ꎬ 以支撑构建模型的效度和研究结论ꎮ
(二) 土耳其国别研究: 以宗教与世俗关系为研究主线

凯末尔在建立现代土耳其之时便确定了国家世俗化发展的方向ꎬ 但宗教和世

俗力量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土耳其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ꎮ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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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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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ꎬ 土耳其执政党是具有伊斯兰背景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以下简称 “正发

党”)ꎬ 由此正发党的内政外交政策走向遂成为西方学界土耳其研究的关注点ꎮ
第一ꎬ 正发党的政治治理是研究重点ꎮ 正发党通过自身的转型将伊斯兰

主义融入社会政治结构当中ꎬ 在宗教保守势力坚持的伊斯兰主义和世俗精英

坚持的新自由主义中间寻求平衡点ꎬ 在此基础上团结了土耳其保守的中右翼

政治力量ꎬ 将政治民主化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加以推进ꎬ 为长期执政打下了

稳固的基础ꎮ 森穆斯塔法 (Ｓｅｎ Ｍｕｓｔａｆａ) 在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转型和

正义与发展党的崛起»① 一文中ꎬ 以土耳其伊斯兰主义与伊斯兰教综合体、 宗

教领域的永久性扩张、 新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结合为研究切入点ꎬ 解读了

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融入社会政治结构的方式ꎬ 并得出结论———伊斯兰主义融

入社会政治结构为正发党的崛起并执政拓展了巨大的社会政治空间ꎮ «正发党

“征服” 中右翼: 前景及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② 一文ꎬ 通过反思 ２０ 世纪六

七十年代正义党的先例ꎬ 评估了正发党实现其政治战略的前景ꎬ 预测阻碍土

耳其全面民主化的因素可能是中右翼有关伊斯兰教的遗留问题ꎮ 塔斯肯尤

艾科索 (Ｔａｓｋｉｎ Ｙｕｅｋｓｅｌ) 指出ꎬ 正发党将民粹主义作为施加政治战略影响力

的手段ꎬ 利用民主党的政治遗产来填补自身政治布局内中右翼的空白ꎮ
正发党在宗教保守派和世俗精英的博弈中找到平衡ꎬ 获得了各方的支持ꎬ

落实到具体社会政策上ꎬ 则更加需要找到各派政治力量的 “最大公约数”ꎬ 以

获取长期执政的民意基础ꎮ 社会福利政策、 医疗改革等涉及社会发展中效率

与公平的问题是观察正发党平衡各方政治力量具体举措的切入点ꎬ 学者通过

政策研究也能对土耳其国内社会稳定情况作出宏观判断ꎮ 布格拉艾什

(Ｂｕｇｒａ Ａｙｓｅ) 和阿达尔塞纳姆 (Ａｄａｒ Ｓｉｎｅｍ) 在 «非成熟福利国家的社会

政策变化研究———以土耳其为例»③ 一文中指出ꎬ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

中ꎬ 出现了社会福利政策制度ꎬ 其特点是强调工作福利而不是单纯福利ꎮ 这

种制度模式需要国家和私营企业自愿地提供社会关怀和公共服务ꎬ 对欠发达

国家的社会政策产生深远影响ꎮ 而社会保障制度是土耳其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０４１

①

②

③

Ｓｅｎ Ｍｕｓｔａｆａꎬ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５９ － ８４

Ｔａｓｋｉｎ Ｙｕｅｋｓｅｌꎬ “ＡＫＰ’ｓ Ｍｏｖｅ ｔ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ｒｉｇｈｔ: Ｉ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５３ － ７２

Ｂｕｇｒａ Ａｙ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ａｒ Ｓｉｎｅｍꎬ “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ｔｕｒ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８３ －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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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制度变迁重要的一部分ꎬ 是奠定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一ꎮ 随着在社会领域

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提升ꎬ 土耳其政府重视非政府组织对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的关切与诉求ꎬ 学者亦有此方面的研究著述ꎮ 耶尔马兹沃尔坎 (Ｙｉｌｍａｚ
Ｖｏｌｋａｎ) 在 «改变土耳其医疗保障服务不平等根源: 从地位到收入»① 一文

中ꎬ 认为土耳其的医疗保障体系并没有实现社会各层级民众获得医疗服务机

会的平等性ꎮ 土耳其正发党 ２００３ 年启动了健康转型计划ꎬ 承诺改善民众在社

会领域的不平等待遇ꎬ 通过政策转型努力消除以收入差别为基础的社会不平

等现象ꎬ 减少社会不平等因素给国内政治带来的潜在威胁ꎮ 该文评析了正发

党在医疗保障政策转型计划中应对由民众职业地位带来的享受公共医疗服务

不均等现象而采取的方法: 一是基于全民健康保险制度ꎬ 实施全国统一的公

共医疗保险制度ꎬ 以实现公共保险的福利待遇均等化ꎻ 二是取消了由民众职

业地位不同带来的医疗保障服务的差异性做法ꎮ
第二ꎬ 宗教力量与世俗精英的政治理念差异成为研究者突出的研究线索ꎮ

虽然正发党在宗教力量和世俗精英中找到了平衡点ꎬ 但是两种政治力量对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则有很多不同之处ꎮ 世俗精英坚持西式政治民主化方向ꎬ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ꎬ 而宗教保守势力重视奥斯曼帝国留下的伊斯

兰遗产ꎬ 及其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ꎮ 两大政治势力在理念上的不同体现在

城市建设、 发展模式、 媒体宣传等方面ꎮ 比如ꎬ 卡丹因弗巴图 (Ｃａｎｄａｎ
Ａｙｆｅｒ Ｂａｒｔｕ) 和卡洛古巴瑞 (Ｋｏｌｌｕｏｇｌｕ Ｂｉｒａｙ) 在 «新自由主义的新兴空间:
伊斯坦布尔的封闭城镇与公共住房项目»② 中ꎬ 以两个城市空间作为考察的样

本ꎬ 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在推进私有化过程中ꎬ 城市治理呈现出新的财富积累

与贫困现象相伴而生的情况ꎬ 并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以社会和空间隔离为表

现形式的新城市化标志ꎬ 以政治形式之间的差异解释了城市发展空间的不同ꎮ
又如ꎬ 豪斯格艾福润 (Ｈｏｓｇｏｒ Ｅｖｒｅｎ) 在 «安纳托利亚之虎: 伊斯兰首都的

过去与现在»③ 一文中ꎬ 批判性地回顾了作为 “伊斯兰首都” 的土耳其ꎬ 采

用非文化主义的叙述方式确定 “伊斯兰首都” 的独特标准ꎬ 讨论了无息银行、

１４１

①

②

③

Ｙｉｌｍａｚ Ｖｏｌｋａｎꎬ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Ｆｒｏｍ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ｏ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５ － ７７

Ｃａｎｄａｎ Ａｙｆｅｒ Ｂａｒｔｕ ａｎｄ Ｋｏｌｌｕｏｇｌｕ Ｂｉｒａｙꎬ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 Ｇａｔｅｄ Ｔｏｗｎ ａｎｄ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５ － ４６

Ｈｏｓｇｏｒ Ｅｖｒｅ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Ａｎａｔｏｌｉａｎ Ｔｉｇｅｒｓ: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４３ － ３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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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坊、 宗教网络和社区关联之间的共生关系ꎬ 在此基础上理解伊斯兰资本的

独特积累方式ꎬ 这种方式又与伊斯兰文化紧密相关ꎮ 研究 “伊斯兰首都” 的

过去可以预测其未来的发展可能ꎬ 也可以评估 “伊斯兰首都” 这一术语的解

释能力ꎮ 研究者采用历史角度观察宗教网络与资本结合的方式ꎬ 描述 “伊斯

兰首都” 的特性ꎬ 并将其作为现代土耳其选择继承传统的发展方式之一ꎬ 即

突出伊斯兰特征展现出宗教保守主义对社会发展的看法ꎮ 桑默米瑞特

(Ｓｏｍｅｒ Ｍｕｒａｔ) 在 «媒体价值观与民主化: 宗教保守派与世俗精英统一还是分

裂?»① 一文中ꎬ 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４ 年土耳其 ３ 种宗教保守

派报纸和两种亲世俗派报纸进行内容分析ꎬ 发现了在宗教保守派和世俗精英

两个阵营当中都存在多元化的情况ꎬ 各自内部在宗教、 世俗主义、 社会多元

化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ꎻ 二者对于民主存有共识ꎬ 但对民主形式和具体设

计这一层面仍存在分歧ꎻ 出现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价值观转变ꎬ 但宗教保守派

对社会发展仍持保守立场ꎻ 世俗精英中也存在分歧、 互相嘲讽的情况ꎻ 而两

派对库尔德问题的看法则无本质差别ꎮ 宗教保守派和世俗精英在价值观上并

非尖锐对立而是互有转化ꎬ 各自派别中也非 “铁板一块”ꎬ 存在着政治价值观

上的分歧ꎮ 新闻媒体在两派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ꎬ 通过搭建讨论、
思考、 辩争的平台ꎬ 促成两派在价值观上发生转变ꎬ 也就是说ꎬ 媒体展现的

价值观既受到政治发展的影响ꎬ 又影响着政治发展ꎮ
第三ꎬ 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是研究焦点ꎮ 正发党上台执政后ꎬ 重新审视了

土耳其在中东地缘政治变化格局中的定位ꎮ 以埃尔多安和时任总理达武特奥

卢为核心的正发党调整了土耳其的对外政策ꎬ 以一种更积极作为的区域大国

姿态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ꎬ 争取在欧盟、 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国际组织中获

得更大的影响力ꎮ 因此ꎬ 土耳其在地区地缘战略格局中的定位调整、 在国际

组织中发挥影响力的策略ꎬ 以及正发党领袖个人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等议

题成为学者研究的焦点ꎮ 格瑞纳艾林Ｓ (Ｇｏｒｅｎｅｒ Ａｙｌｉｎ Ｓ ) 和乌可迈尔

腾Ｓ (Ｕｃａｌ Ｍｅｌｔｅｍ Ｓ ) 在 «埃尔多安的个性和领导风格对土耳其对外政策

的影响»② 一文中ꎬ 分析了埃尔多安在办公室的口头表述实录ꎬ 系统地描述了

２４１

①

②

Ｓｏｍｅｒ Ｍｕｒａｔꎬ “Ｍｅｄｉａ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Ｕｎｉ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ａｔ Ｄｉｖｉｄｅｓ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 －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Ｅｌｉｔｅ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５５５ － ５７７

Ｇｏｒｅｎｅｒ Ａｙｌｉｎ Ｓ ａｎｄ Ｕｃａｌ Ｍｅｌｔｅｍ Ｓ 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５７ － 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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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个性和领导风格ꎬ 认为埃尔多安已经有效地削弱了对其权力的大部分监督ꎬ
其个人影响力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有显著优势ꎬ 体现在土耳其对外政策走向

等方面ꎮ 这一研究将个人层面变量引入对外政策分析模型当中ꎬ 将领导风格

作为研究对象ꎬ 是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现实应用ꎮ 耶斯提斯米瑞特 (Ｙｅｓｉｌｔａｓ
Ｍｕｒａｔ) 在 «土耳其对外政策中地缘政治视野的转变»① 一文中ꎬ 以土耳其外

交政策两种不同地缘政治视角为切入点ꎬ 解释了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如何基于

土耳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影响其在地区乃至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地位ꎬ 由此来

解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走向ꎮ 马弗图勒迈尔腾 (Ｍｕｆｔｕｌｅｒ － Ｂａｃ Ｍｅｌｔｅｍ) 和

格罗斯亚波拉克 (Ｇｕｒｓｏｙ Ｙａｐｒａｋ) 在 «准备加入欧盟的土耳其对外政策是

否会走向欧洲化?»② 一文中ꎬ 回顾了 ２００５ 年以来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后该国

与欧盟关系和国内社会政治转型的变化ꎬ 重点分析了土耳其的对外政策是否

朝着欧洲化的方向发展、 土耳其针对哪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欧洲化的变

动、 对外政策欧洲化变动的主要限制因素等问题ꎮ 该文从欧盟一体化背景出

发ꎬ 对比欧盟成员国和候选国ꎬ 从土耳其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加强与北

约和欧盟的合作、 土耳其与中东邻国关系 ３ 个视点ꎬ 考察分析了土耳其对外

政策欧洲化的倾向ꎮ 此外ꎬ 伊吉特阿什利 ( Ｉｌｇｉｔ Ａｓｌｉ) 和欧扎西斯奇 － 塔

纳宾那尔 (Ｏｚｋｅｃｅｃｉ － Ｔａｎｅｒ Ｂｉｎｎｕｒ) 在 «土耳其在联合国安理会: “周期性

外交” 与寻求全球影响»③ 一文中指出ꎬ 土耳其在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席

位彰显其大国地位ꎬ 并充分利用上述情势在特定问题上施加影响ꎮ 该文采用

案例分析法ꎬ 选取 ２０１０ 年加沙自由船队事件④和伊朗核问题作为考察案例ꎬ
研究土耳其如何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席位提升地区乃至全球领导力

等土耳其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的路径ꎮ
从上述研究选题与观点可以看出ꎬ 西方学者抓住了当下土耳其政治文化

面临的两种力量的博弈: 即宗教保守力量与世俗精英之间的对抗ꎬ 这深刻地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Ｙｅｓｉｌｔａｓ Ｍｕｒａｔ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６６１ － ６８７

Ｍｕｆｔｕｌｅｒ － Ｂａｃ Ｍｅｌ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ｕｒｓｏｙ Ｙａｐｒａｋꎬ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
Ａｄｄｅｎｄｕｍ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ＥＵ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４０５ － ４２７

Ｉｌｇｉｔ Ａｓｌｉ ａｎｄ Ｏｚｋｅｃｅｃｉ － Ｔａｎｅｒ Ｂｉｎｎｕｒ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ｈｙｔｈ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８３ － ２０２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３１ 日早晨ꎬ 以色列军方拦截一支驶向巴勒斯坦加沙救援船队ꎬ 强行登船后立即开

火ꎬ 造成至少 １９ 人死亡ꎻ 随后国际社会对此谴责ꎬ 土耳其召回驻以大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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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走向ꎮ 而土耳其正发党则在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对

抗中找到了平衡点ꎬ 实现了新自由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妥协与合作ꎬ 其

自身也因此获得了长期执政的基础ꎬ 同时也实现了权力向正发党核心的高度

集中ꎮ 在外交领域ꎬ 由于受到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影响ꎬ 现代土耳

其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一种大国思维和大国姿态ꎬ 这一点在中东地区甚至在

国际舞台上体现得较为突出ꎬ 尤其是地缘政治定位、 申请加入欧盟、 增强在

联合国安理会中影响力等具体问题ꎮ
(三) 政治发展研究: 以推进民主化手段和政策评估为核心

２０１０ 年底始自突尼斯且被西方学者称之为 “阿拉伯之春” 的所谓民主化

浪潮席卷中东多个国家ꎬ 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 也门等国发生了政权更迭ꎮ
直至今日ꎬ 叙利亚的内战硝烟仍未熄灭ꎮ 那么ꎬ 如何研判中东民主政治发展

的方向? 西方学者亦应时而需ꎬ 进行了跟踪研究ꎮ
奥坦 － 奥奇欧扎勒姆 (Ａｌｔａｎ － Ｏｌｃａｙ Ｏｚｌｅｍ) 和伊克都古艾哈迈德

(Ｉｃｄｕｙｇｕ Ａｈｍｅｔ) 在 «中东公民社会图谱: 以埃及、 黎巴嫩、 土耳其为例»①

一文中ꎬ 从公民社会是政治自由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原点出发ꎬ 以公民社

会运动与国际民主建设之间的矛盾为切入点ꎬ 通过比较分析埃及、 黎巴嫩、
土耳其三国公民社会的活动ꎬ 认为公民社会组织不能发挥政权更迭催化剂的

作用ꎬ 它对公民整体价值观的预期影响与实际公民运动行为体的经验存在很

大差距ꎬ 而其他潜在力量对社会政治转型有所帮助ꎮ
阿卜杜拉赫曼玛哈 (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 Ｍａｈａ) 在 «埃及左派与伊斯兰主义

者间的合作»② 一文中ꎬ 敏锐地发现: 埃及的左翼势力、 伊斯兰组织和民族主

义派别属于传统的对立政治力量ꎬ 三者虽在意识形态、 政治主张等方面存在

着结构性根本性矛盾ꎬ 但仍能结成联盟ꎬ 并以反对派的形式出现在埃及政坛ꎮ
霍夫曼安雅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Ａｎｊａ) 和科尼格克里斯托夫 (Ｋｏｅｎｉｇ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
在 «揭开民主的假面: “二二○” 运动的战略目标»③ 一文中ꎬ 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０ 日发生在摩洛哥的街头政治运动为研究对象ꎬ 着重分析了街头政治运动

４４１

①

②

③

Ａｌｔａｎ － Ｏｌｃａｙ Ｏｚｌｅｍ ａｎｄ Ｉｃｄｕｙｇｕ Ａｈｍｅｔꎬ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ｇｙｐｔ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５７ －１７９

Ａｂｄｅｌｒａｈｍａｎ Ｍａｈａ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Ｎｅｖｅ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Ｅｇｙｐｔ”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７ － ５４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 Ａｎｊａ ａｎｄ Ｋｏｅｎｉｇ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ꎬ “Ｓｃｒａｔ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ａｃａｄ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 － ２２



基于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的中东研究动态可视化分析　

挑战既有政权合法性的方式ꎬ 他认为 “二二○” 街头政治运动挑战了摩洛

哥国王划定的政治话语红线ꎬ 对政权合法性的话语权进行解构ꎬ 动摇了既有

政权的民意基础ꎬ 颠覆政权与进行民主化改造是该运动的最终目标ꎮ 特蒂
安德里亚 (Ｔｅｔｉ Ａｎｄｒｅａ) 在 «欧盟对 “阿拉伯之春” 的第一反应: 对共享民

主与共同富裕的批判性话语分析»① 一文中指出ꎬ 民主与共同繁荣之间的关系

(ＰｆＤＳＰ) 是 “阿拉伯之春” 后欧盟中东政策的新定位ꎬ 这一概念是基于民

主 － 公民 － 政治、 社会 － 经济权利两种实现民主的途径而提出的ꎬ 因此他建

议欧盟对中东国家提供 “民主援助”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ꎮ
西方学者认为ꎬ 突尼斯的 “茉莉花革命” 是中东地区民主化运动高潮的

发端ꎮ 关于这一运动爆发的原因和未来走向ꎬ 西方学者更倾向于将其作为验

证独裁 －民主政体二元对立理论模型的新案例ꎮ 在对 “茉莉花革命” 的分析

过程中ꎬ 西方学者发现: 将独裁政体与民主政体放置在二元对立的话语环境

下ꎬ 对其进行能力评估和价值判断是僵化和刻板的ꎬ 有些现象无法解释ꎮ 中

东地区民主化进程缓慢的原因ꎬ 不仅仅在于 “独裁政权” 的打压ꎬ 而政治反

对派力量内部的分裂也是重要因素ꎮ 比如ꎬ 卡瓦托尔塔弗朗西斯科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和豪格波尔李克克霍斯特鲁普 (Ｈａｕｇｂｏｌｌｅ Ｒｉｋｋｅ
Ｈｏｓｔｒｕｐ) 在 «突尼斯神话和本阿里独裁统治的终结»② 一文中ꎬ 回顾了

本阿里执政 ２０ 年来突尼斯在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创造的神话ꎬ 并指出这

些绩效掩盖了突尼斯社会的复杂性ꎬ 独裁 － 民主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存在僵

化的缺陷ꎬ 研究突尼斯乃至阿拉伯政治的学者需要有整体观和微观学术视角ꎮ
又如ꎬ 豪格波尔和卡瓦托尔塔在 «真正的突尼斯反对派会崛起吗? 独裁统治

下反对派联合的失败»③ 一文中ꎬ 提出突尼斯反对派的分裂与独裁政府的压制

对民主化运动的阻碍作用是等效的ꎮ 由于意识形态、 战略分歧和领导人个人竞

争以及反对派内部的分裂ꎬ 致使反对派在 “茉莉花革命” 爆发之时未取得革命

领导权ꎬ 也提出反对独裁政府的革命存在必然性ꎬ 不能夸大政治反对派的作用ꎮ

５４１

①

②

③

Ｔｅｔｉ Ａｎｄｒｅａꎬ “Ｔｈｅ ＥＵ’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６６ －２８４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ａｎｄ Ｈａｕｇｂｏｌｌｅ Ｒｉｋｋｅ Ｈｏｓｔｒｕｐꎬ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ｕ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ｕｎｄｅｒ Ｂｅｎ Ａｌｉ”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７９ － １９５

Ｈａｕｇｂｏｌｌｅ Ｒｉｋｋｅ Ｈｏｓｔｒｕｐ ａｎｄ Ｃａｖａｔｏｒｔａ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ꎬ “Ｗ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ｔａｎｄ
Ｕｐ?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３２３ －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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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ꎬ 秉持西方民主价值观ꎬ 以西式民主手段来改造中东

地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倡导的中东国家民主化方向ꎬ 建设公民社会、 推动街

头政治革命、 打造政治反对派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途径ꎮ
然而ꎬ 这些途径在中东地区使用的实际成效与期望效果之间存在差异ꎬ 出现

了一些实践与理论预测相异的情况ꎮ 通过比较分析中东地区 “民主化” 运动

案例ꎬ 一些西方学者不得不承认: 公民社会、 街头政治、 政治反对派等手段

在中东推行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有相当的局限性ꎮ
(四) 身份主题研究: 以多角度认同观念分析非物质因素对政治发展的

影响

身份主题研究的重点在于关注认同观念这种非物质因素对政治运行及政

策制定的影响ꎮ 以世俗化为改革方向的凯末尔主义者将 “脱亚入欧” 作为国

家发展目标ꎬ 而土耳其曾经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则难以摆脱伊斯兰文明的

影响ꎮ 相比欧洲的基督教文明ꎬ 土耳其则显得格格不入ꎮ 现代土耳其向世俗

化发展ꎬ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全盘欧化的过程ꎮ 土耳其在政治、 经济领域的改

革方面对接欧盟标准ꎬ 然而在文化领域全盘欧化则意味着与伊斯兰文化的割

裂ꎮ 由此ꎬ 土耳其作为伊斯兰国家在政策上转向欧化ꎬ 而文化传统和社会认

知仍受到伊斯兰文化背景的强大影响ꎬ 也就造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混乱ꎮ
研究者从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两个角度来分析认同机制ꎬ 认为非物质因素

是土耳其在国际关系中未获信任和拥有不安全感的原因ꎬ 这种情况会对政府的

对外政策产生影响ꎮ 比尔因皮纳什 (Ｂｉｌｇｉｎ Ｐｉｎａｒ) 在 «土耳其安全保障: 以

西方外交政策为导向»① 一文中ꎬ 从大卫坎贝尔 (Ｄａｖｉｄ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对他者赋

予的 “外国” 观念和管理与他者之间关系的观念进行了区分ꎬ 分析了西方国家

对土耳其身份认识给该国国民带来的不安全感ꎬ 认为这种不安全感不同于军事

力量等物质性因素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但在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导向上影

响深刻ꎮ 亚维肯巴萨科 (Ｙａｖｃａｎ Ｂａｓａｋ) 在 «对移民和欧盟的公众意见: 土

耳其移民因何如此不同?»② 一文中ꎬ 将公众对外来移民和欧盟扩张两个事件的

态度关联起来ꎬ 研究欧洲民众对其看法ꎮ 该文作者将德国作为研究对象ꎬ 发现

６４１

①

②

Ｂｉｌｇｉｎ Ｐｉｎａｒꎬ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０３ － １２３

Ｙａｖｃａｎ Ｂａｓａｋꎬ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 Ｈｏｗ ａｒ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５８ －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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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民众反对土耳其移民入境的态度比反对其他欧盟成员国移民的态度更为强

烈ꎮ 一些学者运用输入性文化差异的观点解释这种现象ꎬ 而亚维肯巴萨科以

民意调查的结果说明欧洲本土民众对于欧盟扩张存有恐惧感ꎬ 这是产生反欧盟

主义 (Ｅｕｒｏ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的重要原因ꎬ 具体到对土耳其籍移民的排斥则是内生性

的ꎬ 是反对欧盟扩张的外化效应ꎬ 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多元文化ꎮ 科斯塔利斯

克凡诺 (Ｃｏｓｔａｌｌｉ Ｓｔｅｆａｎｏ) 在 «海权: 新古典现实主义与欧洲 －地中海关系的适

用性»① 一文中ꎬ 认为 “巴塞罗那进程” (Ｔｈｅ Ｂａｒｃｅｌｏ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和 “欧洲邻

里政策”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 Ｐｏｌｉｃｙ) 都是建构主义理论支持下的对

外政策ꎬ 权力和支持权力运行的逻辑对于此类政策尤为重要ꎮ 在一些学者看

来ꎬ 对于危机四伏的地中海政治生态ꎬ 应运用现实主义的权力观来分析巴塞

罗那进程和欧洲邻里政策中的观念因素ꎬ 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欧洲 － 地中海

国家间关系ꎮ
公民身份认同、 对外政策制定的观念基础和理论视角都属于影响国际关

系及政策制定的非物质因素ꎬ 在建构主义思想者看来ꎬ 非物质因素在国际关

系行为体互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ꎬ 且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ꎮ 非物质因素

能够从多层面对国家政策产生 “双向” 影响: 一方面ꎬ 对于民众个体的认同

观念研究能够帮助政府了解民众对政策的真实想法ꎬ 使当政者在制定政策时

能充分考虑民意基础ꎬ 以期获得更多的支持ꎬ 这对于依靠选举上台的领导人

尤为重要ꎻ 另一方面ꎬ 一国可以通过了解他国对双边或多边国际关系的认知ꎬ
寻找到与他国或国际组织对话和交往的共识平台ꎬ 这既有助于推进国家间关

系发展ꎬ 也有利于营造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环境ꎮ

研究主题的时序变化

前文在共时性层面以关键词聚类的方式ꎬ 对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

研究期刊论文进行解读和分析ꎬ 在历时层面呈现出围绕同一研究主题的论文

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集中出现ꎬ 以及引文关系上的相关性ꎮ 为了更好地观察研

究主题的时序性变化ꎬ 保持时间切片、 “ｇ － ｉｎｄｅｘ” 的提取算法和寻径算法不

７４１

① Ｃｏｓｔａｌｌｉ Ｓｔｅｆａｎｏꎬ “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Ｅｕｒｏ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２３ －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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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 将可视化图谱选择时间轴视图模式 (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 ｖｉｅｗ) (图 ３)ꎮ 软件根据论

文的关键词和引文的共现关系自动找出 １１ 个聚类ꎬ 同一聚类的论文被放置在

同一条水平线上ꎮ 论文发表时间位于图谱最上方ꎬ 从左至右依次递增ꎮ 水平

线的实线长度代表该聚类研究的时间跨度ꎬ 也就是该聚类主题研究兴起、 繁

荣和衰落的过程ꎮ 水平线上的节点表示同一关键词ꎬ 节点半径大小代表该研

究主题论文数量的多少ꎬ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不同关键词之间的共现关系ꎮ

图 ３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关键词聚类时间轴图谱

(一) 以色列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的理论建构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２ 年ꎬ 学者围绕着以色列的国家权利及其合法性的研究相对集中ꎬ

在理论上论证了巴以和谈失败和冲突升级的原因ꎮ 在他们看来ꎬ 以色列的国家

权利及其合法性是以方在和谈中的核心关切ꎬ 也是和谈成功的前提ꎮ 而巴勒斯

坦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并无意愿和能力承认由单一犹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
以色列ꎬ 反犹太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一直存在于中东地区ꎮ 以色列认为这种

对犹太民族权利的无视和侵害ꎬ 是另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ꎮ 例如ꎬ 科恩劳埃

德 (Ｃｏｈｅｎ Ｌｌｏｙｄ) 在 «巴以谈判中丢失的筹码»① 一文中指出ꎬ 巴以和谈成功

的前提是阿拉伯人必须有意愿和能力承认以色列的国家权利ꎬ 才能得到以色列

对其国家主权的尊重ꎮ 而现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无法成为这个和谈的 “筹

８４１

① Ｃｏｈｅｎ Ｌｌｏｙｄꎬ “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４５５ －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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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ꎮ 劳埃德提出ꎬ 以色列国家权利对巴以和谈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ꎮ 卡什埃

弗瑞姆 (Ｋａｒｓｈ Ｅｆｒａｉｍ) 在 «对犹太人的战争»① 一文中ꎬ 将这一观点进一步阐

发为ꎬ 反犹太主义就是剥夺犹太民族自决的权利ꎮ 格罗斯阿农 (Ｇｒｏｉｓｓ
Ａｒｎｏｎ) 在 «巴勒斯坦教科书对以色列合法性的消解»② 一文中ꎬ 对比了阿拉伯

国家、 伊朗和以色列的教科书ꎬ 发现了其中对于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消极立场ꎬ
即便是埃及、 巴解组织、 约旦等和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的国家或组织ꎬ 在它们

的教科书中仍然没有改变这种立场ꎮ 泊勒尼德拉 (Ｐｏｌｌｅｒ Ｎｉｄｒａ) 在 «对以色

列种族灭绝的攻击意图»③ 一文中ꎬ 将以色列的国家权利、 反犹太主义和种族

灭绝整合在一起ꎬ 形成了完整的理论逻辑ꎮ 他认为反犹太主义是对犹太民族权

利的剥夺ꎬ 是种族主义的表现ꎬ 对于以色列的严厉批评以及希望通过和谈方式

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做法都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手段ꎬ 而以色列作为 “自
由世界” 的堡垒应该得到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和帮助ꎮ

(二) 解决巴以冲突的谈判模型 (２０１２ 年)
几十年的矛盾积累和巴以居民犬牙交错式的分布ꎬ 大大增加了解决巴以

冲突的难度ꎮ 在完成以色列国家权利及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建构后ꎬ 西方学者

提出 “ＭＯＰ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谈判模型ꎬ 并据该模型分析

后提出搁置历史积怨ꎬ 强调尊重巴以双方的意愿和现有人口分布情况ꎬ 从现

实需求出发以缓和冲突实现和平为目标ꎬ 在冲突地区的基层展开对话谈判ꎬ
采取自下而上、 从局部到整体谈判模型设计ꎬ 将巴以冲突 “化整为零”ꎬ 从政

治地理的角度逐个解决冲突地区矛盾ꎬ 达到减小冲突规模和烈度的目的ꎮ 莱

维塔尔 (Ｌｅｖｙ Ｔａｌ) 在 «政治地理与基层冲突解决»④ 一文中ꎬ 重点分析了

政治精英提出的 “ＭＯＰＥ” 谈判模型的内在机理ꎬ 认为它是克服破解谈判困

境、 推动冲突解决的有益尝试ꎮ 卡恩阿农 (Ｃａｈｅｎ Ａｒｎｏｎ) 在 « “ＭＯＰＥ”:
基层冲突解决法»⑤ 一文中ꎬ 详细描述了该模型的性质、 目标和程序ꎬ 评估了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ａｒｓｈ Ｅｆｒａｉｍꎬ “Ｔｈｅ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Ｊｅｗ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１９ － ３４３
Ｇｒｏｉｓｓ Ａｒｎｏｎꎬ “Ｄｅ － ｌｅｇｉ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ｂｏｏｋ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４５５ － ４８４
Ｐｏｌｌｅｒ Ｎｉｄｒａꎬ “Ａｔｔａｃｋｉｎｇ Ｉｓｒａｅｌ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ｃｉｄａｌ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６３ － ３７１
Ｌｅｖｙ Ｔａｌ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４０ － １５３
Ｃａｈｅｎ Ａｒｎ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ｅａ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ｕｐ”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１８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８８ － 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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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影响冲突的能力和应用在巴以基层对话中的适应性ꎮ 巴以冲突的根源

是什么? 冲突的利益攸关方有哪些? 冲突方的基本诉求是什么? 唯有厘清上

述问题ꎬ 恐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ꎮ
(三) 经济自由化带来的阶级分层研究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选择经济自由化发展路径的中东国家ꎬ 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了深刻的

政治、 社会阶层的变化ꎬ 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不同阶级在政治、 经济权利方面

的变动趋势ꎮ 经济自由化的推进导致财富迅速向资本集团和政治寡头聚集ꎬ
加速了社会底层民众的贫穷化ꎬ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催生了中产阶级ꎮ 在中

东ꎬ 经济自由化发展给中东国家带来了包括阶级分化、 贫富差距拉大的重大

影响ꎬ 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ꎮ 格科瓦里沃汉 (Ｇｏｋｏｖａｌｉ Ｕｍｍｕｈａｎ)
和丹妮斯曼艾素 (Ｄａｎｉｓｍａｎ Ａｙｓｕｎ) 注意到土耳其女性贫穷化的问题ꎮ 在

«土耳其真的存在女性贫穷化吗?»① 一文中ꎬ 作者运用计量经济学等研究方

法ꎬ 通过对比男、 女在家庭预算调查中的数据ꎬ 证实了土耳其确实存在女性

贫穷化的现象ꎬ 并认为其主要致因是社会、 经济、 人口等因素ꎮ 唐纳亨利

克 (Ｄｏｎｎｅｒ Ｈｅｎｒｉｋｅ) 关注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带来更多中产阶级的出现ꎮ 他在

«究竟是谁的城市? 中产阶级的想象力与 ２１ 世纪加尔各答的城市重建»② 一文

中指出ꎬ 中产阶级通过市场语言重新定义了自身的社会关系ꎮ 安金梅里

(Ａｎｇｉｎ Ｍｅｒｉｈ) 和贝蒂汗格鲁皮尔 (Ｂｅｄｉｒｈａｎｏｇｌｕ Ｐｉｎａｒ) 在 «意识形态时

刻: ２０００ 年开始的土耳其大型国企私有化的障碍»③ 一文中ꎬ 将土耳其 ４ 家

特大型国有企业作为研究样本ꎬ 通过分析这些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面临的阻

力ꎬ 认为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也牵扯到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ꎬ 各种政治压

力集团在意识形态也展开了激烈交锋ꎬ 促进国内阶级分化ꎮ
(四) 土耳其国民身份的认同危机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５ 年)
国民身份的内涵对于国家至关重要ꎬ 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ꎮ 对于

国民身份的叙述随着国家发展一直不断地传承下去ꎬ 任何缺失和中断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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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ｏｋｏｖａｌｉ Ｕｍｍｕｈａｎ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ｓｍａｎ Ａｙｓｕｎꎬ “Ｆｅｍ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Ｄｏｅｓ ｉ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７９ － ２０１

Ｄｏｎｎｅｒ Ｈｅｎｒｉｋｅꎬ “Ｗｈｏｓ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Ｉｔ Ａｎｙｗａ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Ｋｏｌｋａｔａ”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２９ － １５５

Ａｎｇｉｎ Ｍｅｒｉｈ ａｎｄ Ｂｅｄｉｒｈａｎｏｇｌｕ Ｐｉｎａｒꎬ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 Ｓａｌｅｓ
ｏｆ Ｌａｒｇｅ － ｓｃａｌｅ Ｓｔ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００ｓ”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３９ － １６７



基于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的中东研究动态可视化分析　

造成国民身份认同的混乱ꎮ 作为国民身份的重要内容ꎬ 身份属性和归属标

记一方面会因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被削弱ꎬ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政治、 文

化等影响方式得到增强ꎮ 对于一直以来坚持世俗化发展方向的土耳其ꎬ 国

民身份认同受到宗教的影响ꎬ 成为国家面临的一个难题ꎬ 同时如何增强在

海外侨居的土耳其人的国民身份认同也引发了学者的思考和研究ꎮ 怀特珍

妮 (Ｗｈｉｔｅ Ｊｅｎｎｙ) 在 «对土耳其国家想象力的恐惧和厌恶»① 一文中ꎬ 提出

要警惕国民身份意识的消失ꎬ 包括对国民身份的遗忘和对其内涵阐发的中断ꎮ
文章从影响国民身份的因素入手ꎬ 分析了以传教士和头巾作为隐喻的宗教因

素对国民身份的威胁ꎮ 司麦慈凯文 (Ｓｍｅｔｓ Ｋｅｖｉｎ) 研究了政治电影如何影

响海外侨民的国民身份认同ꎬ 在 «跨国的 “土耳其兰博”: 在比利时的土耳其

移民对主流政治电影的分层接受研究»② 一文中ꎬ 以电影 «狼谷» 为例ꎬ 通

过对安特卫普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ꎬ 分析了 «狼谷» 是如何将地缘政治因素

融入其中ꎬ 并如何影响侨民的身份认同的ꎮ 作者研究发现: 侨民对于电影中

地缘政治因素暗示的国民身份认同呈现极度的两极分化的态度ꎮ 巴尔达奇
穆罕默德 (Ｂａｒｄａｋｃｉ Ｍｅｈｍｅｔ) 关注到土耳其正发党在处理阿莱维地区问题上

因受制于宗教因素影响而采取过于软弱的态度ꎬ 在 «阿莱维倡议: 土耳其正

义与发展党政府在民主和认同之间走钢丝»③ 一文中ꎬ 他指出逊尼派中的哈乃

斐教法学派已经将其对伊斯兰教的阐释融入国家和社会当中ꎬ 并且已经以法

律形式确定下来ꎬ 因此在处理阿莱维问题上ꎬ 土耳其正发党政府不愿得罪哈

乃斐派选民ꎬ 显示出软弱的态度ꎮ 由于民主政治制度的安排ꎬ 土耳其政府不

得不在国民身份和选民选票中小心地寻求平衡ꎬ 成为彻底解决阿莱维问题的

障碍ꎮ
(五) 土耳其的社会排斥与贫困阶层 (２００８ 年)
土耳其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社会排斥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和贫困阶层的原

因主要如下: 一是政策制度设计造成的不公平使得低收入群体负担过重ꎬ 引

发他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ꎻ 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加剧了贫富差距ꎬ 社

１５１

①

②

③

Ｗｈｉｔｅ Ｊｅｎｎｙꎬ “Ｆｅａｒ ａｎｄ Ｌｏａ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２１５ － ２３６

Ｓｍｅｔｓ Ｋｅｖｉｎ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ａｍｂｏ Ｇｏ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ｚ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ｉｎｅｍａ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Ｂｅｌｇｉｕｍ”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２ － ２８

Ｂａｒｄａｋｃｉ Ｍｅｈｍｅｔꎬ “Ｔｈｅ Ａｌｅｖｉ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Ｋ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ａ Ｔｉｇｈｔｒｏｐ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３４９ － 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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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排斥在现实空间中呈现为 “永久放逐空间”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ｓｐａｃ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ꎮ
隐性的社会排斥最终形成了显性的 “永久放逐空间”ꎬ 构成贫困阶层的人群迁

移到城市谋求生路ꎮ 格克森法托斯 (Ｇｏｅｋｓｅｎ Ｆａｔｏｓ) 等人运用定量和定性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ꎬ 通过定量分析了土耳其统计研究所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公布的 ２００３ 年家庭消费调查中交税情况ꎬ 对土耳其不同地区居民对

税制的公平性、 透明度等方面态度进行深度访谈ꎬ 将质性研究结果与数据分

析结果对比得出结论ꎬ 土耳其现行税制将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困问题ꎮ 作者

在 «税收制度对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影响研究———以土耳其为例»① 一文中指

出ꎬ 土耳其现行税制严重依赖消费退税ꎬ 低收入群体支付间接税比例过高ꎬ
在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南部地区的低收入群体已无力交税ꎻ 不公平的税制、
政府公共服务的退化以及腐败现象进一步降低了贫困群体交税的意愿和对

政府的信任ꎮ 耶尔马兹贝迪兹 (Ｙｉｌｍａｚ Ｂｅｄｉｚ) 从贫困和排斥两个核心概

念出发ꎬ 观察到隐性的社会排斥导致显性的 “永久放逐空间”ꎬ 形成了贫困

阶层的空间固化形态ꎮ 在 «陷入多方面的排斥: 伊斯坦布尔移民聚居区的

永久贫困»② 一文中ꎬ 作者从政治、 经济、 社会等多领域分析了社会排斥现

象ꎮ 在上述各因素相互叠加的作用下ꎬ 伊斯坦布尔内城区的贫民窟成为城

市贫民的 “永久放逐空间”ꎬ 而库尔德移民则是这一贫困群体的主要来源ꎮ
社会排斥将加剧两极分化ꎬ 伊斯坦布尔的内城移民聚居区的贫困状况将长

期存在ꎮ
(六) 国际关系理论在中东的反思和实践创新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研究论文的作者从宗教因素出发ꎬ 在思想层面

寻找伊斯兰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内在的关联性ꎬ 并运用国际关系理论ꎬ 分析

阐释中东国家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ꎬ 以及国家形象建构方式ꎬ 发现中东国家

在国际体系互动中的特殊性ꎮ 比如ꎬ 巴迪萨米 (Ｂａｒｏｕｄｉ Ｓａｍｉ Ｅ) 选取了谢

赫优素福卡拉达维 (Ｓｈｅｉｋｈ Ｙｕｓｕｆ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和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

因法德拉 (Ｓａｙｙｉ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Ｆａｄｌａｌｌａｈ) 两位伊斯兰思想家作为研

２５１

①

②

Ｇｏｅｋｓｅｎ Ｆａｔｏｓꎬ Ｏｅｚｅｒｔａｎ Ｇｏｅｋｈａｎꎬ Ｓａｇｌａｍ Ｉｓｍａｉｌ ａｎｄ Ｚｅｎｇｉｎｏｂｕｚ Ｕｅｎａｌꎬ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９

Ｙｉｌｍａｚ Ｂｅｄｉｚꎬ “Ｅｎｔｒ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ａｎ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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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ꎬ 在 «伊斯兰现实主义思想研究»① 一文中ꎬ 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核

心假定出发ꎬ 将出自 «古兰经» 的相互制约的法则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理论

相比较ꎬ 对比伊斯兰教宗教思想、 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ꎬ 强调现实主

义理论中的宗教思想来源ꎬ 得出现实主义不应该被视为西方经验和世俗思想

的产物ꎬ 而应该被视为超越文化边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结论ꎮ 伊匹克
沃尔卡恩 (Ｉｐｅｋ Ｖｏｌｋａｎ) 和比尔特金刚卡 (Ｂｉｌｔｅｋｉｎ Ｇｏｎｃａ) 在 «土耳其对

撒哈拉以南非洲外交政策的执行: 非国家方式»② 一文中ꎬ 将土耳其与撒哈拉

以南非洲关系作为研究对象ꎬ 考察了土耳其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ꎮ 作者指出ꎬ
土耳其政府在外交文件中未系统阐述该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ꎬ 而

实际上以土耳其的商界和民间组织为依托ꎬ 开展与该地区的交往与合作ꎻ 土

耳其选择非国家行为体推动双方关系ꎬ 超越了传统的国家间政治行为体ꎬ 符

合当下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变化ꎮ 阿卡恩泽恩普 (Ａｒｋａｎ Ｚｅｙｎｅｐ) 和肯纳齐奥

卢马格 (Ｋｉｎａｃｉｏｇｌｕ Ｍｕｅｇｅ) 运用批判建构主义理论ꎬ 分析了达武特奥卢的

对外政策ꎬ 在 «雄心勃勃的行动主义者: 达武特奥卢的土耳其对外政策新定

位»③ 一文中指出ꎬ 达武特奥卢对土耳其国家历史和地理位置重新解读ꎬ 将其

塑造为特定群体的全球代表ꎬ 以外交话语建构方式重塑土耳其在国际社会的

国家形象ꎬ 明确了其国际角色及其国际责任ꎮ
研究主题的时序变化是主题聚类上的另一种展现形式ꎬ 两者聚类的网络

关系是一致的ꎬ 时间轴视图和关键词视图是从两个维度来观察同一网络ꎮ④ 时

序变化的特点与研究对象国的政治、 经济、 社会发展情势密切相关ꎬ 也与

期刊定位和选题导向有关ꎮ 一般说来ꎬ 期刊论文研究主题的变化受两方面

因素的影响ꎬ 一方面ꎬ 期刊在一段时间内围绕某一主题开设专栏征集稿件ꎬ
从多角度深入分析该主题ꎬ 以期推进这一主题的学术研究深度ꎻ 另一方面ꎬ
某一主题引发了学者的研究兴趣ꎬ 由此期刊上出现了不同作者渐进式研究

３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ｒｏｕｄｉ Ｓａｍｉ Ｅ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Ｓｈｅｉｋｈ Ｙｕｓｕｆ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１９２６ － ) ａｎｄ Ｓａｙｙｉｄ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Ｆａｄｌａｌｌａｈ ( １９３５ － ２０１０ )”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９４ － １１４

Ｉｐｅｋ Ｖｏｌｋａｎ ａｎｄ Ｂｉｌｔｅｋｉｎ Ｇｏｎｃａ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 Ｐｏｓｔ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２１ － １５６

Ａｒｋａｎ Ｚｅｙｎｅｐ ａｎｄ Ｋｉｎａｃｉｏｇｌｕ Ｍｕｅｇｅꎬ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Ａｍｂｉｔ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Ｄａｖｕｔｏｌｕ’ｓ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３８１ － ４０５

笔者认为空间引文图谱是一个高维度空间结构 (四维至五维)ꎬ 本文中的图谱是以选定维度

展示的二维图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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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ꎮ 在英国主办的 «以色列研究» 明显是为以色列

争取国家权利、 推动巴以问题朝着有利于以方的方向发展提供学术发声的

平台ꎬ 承认以色列国家权利是保证以方在巴以和谈中利益的前提ꎬ 西方学

者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以色列的合法权利ꎬ 给反犹太主义贴上了 “种族灭绝”
的标签ꎬ 其中的立场和指向是很明确的ꎬ 而 “ＭＯＰＥ” 模型则是学者在技术

层面上为推动巴以和谈所做的努力ꎮ 先明确谈判前提再提供推动谈判技术

模型ꎬ 是这两个聚类时序变化的内在机理ꎮ 而在土耳其主办的 «土耳其的

新视角» 聚焦国内经济变革带来的社会发展问题ꎬ ２００３ 年正发党上台执政

后ꎬ 埃尔多安采取 “新自由主义” 经济方针全面启动 “土耳其私有化战

略”ꎬ 明显加快了全面私有化进程ꎬ 虽然在较短时间内减少财政赤字拉动经

济增长ꎬ 但加剧了土耳其社会分层和贫富差距ꎬ 多领域的社会排斥叠加产

生了城市空间中的绝对贫困阶层和贫民窟ꎬ 经济自由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也

显现为城市按照收入差距形成的地理空间区隔ꎮ 而经济自由化不仅带来了

经济权利和地理空间的分层ꎬ 随之而来的还有西方文化对土耳其民众传统

观念的冲击ꎬ 以国际文化为标榜的西方文化成为社会精英追捧的对象ꎬ 与

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割裂造成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危机ꎮ 新自由主义作为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化、 政治化的工具ꎬ 给土耳其的经济结构、 社会结构和文

化结构带来了深刻影响ꎬ 影响的层次从物质层面的社会分层深入到精神层

面的国家认同ꎬ 这就是研究主题时序变化的内在机理ꎮ

结　 语

由于西方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和研究范式的限制ꎬ 很多非英语语种的

中东研究学术期刊并未被收录到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目录当中ꎬ 事实上ꎬ
除了以英语为主要语种的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目录外ꎬ 包括阿拉伯国家

在内的其他国家也有很多高质量的中东研究刊物并未被纳入其中ꎬ 因此分

析样本的来源决定分析结果只能代表西方学术标准下的中东研究领域的趋

势和走向ꎮ
第一ꎬ 从研究选题看ꎬ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更多关注

民主化、 选举、 政党政治、 外交政策等宏观理论研究ꎬ 其成果数量多于针对

“阿拉伯之春” “伊斯兰国” 等地区突发性事件的追踪研究ꎮ 我们由此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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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际中东研究领域对阐释和评估中东政治的 “宏理论” (Ｇｒ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研

究热情较高ꎬ 即便对于 “阿拉伯之春” 这样对地区形势带来巨大影响的突发

性事件的研究ꎬ 也将其放置在政治体制变革、 政治发展模式等历史背景下加

以分析和考察ꎮ 此外ꎬ 在名词性术语图谱当中ꎬ “奥斯曼帝国” “１９ 世纪”
“２１ 世纪” 这些关键词说明国际中东研究的历史跨度较大ꎬ 也是为提出、 验

证、 完善 “宏理论” 提供可置信的理论效度空间ꎮ
当然ꎬ 西方学界历来有微观国别研究传统ꎬ “土耳其” 和 “以色列” 是

高频次出现的中东国别研究关键词ꎮ 这主要是由于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收

录中东研究领域期刊存在系统性缺陷ꎮ 我们统计梳理 ３ １３９ 篇论文第一作者和

论文所属研究机构发现ꎬ 除了土耳其、 以色列、 伊朗、 黎巴嫩外ꎬ 作者集中

分布在西方国家ꎬ 研究机构集中在以色列和土耳其两国ꎮ 西方国家作者刊发

论文数量占统计样本的 ５９ １９％ ꎬ 如果将以色列计入在内ꎬ 西方国家作者发表

论文数量则占总量的 ７３ ２３％ ꎮ 如前所述ꎬ 这一现象与期刊样本选取 (未收录

在阿拉伯国家创办的中东研究类期刊) 有关ꎬ 致使在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学术评价体系内阿拉伯国家研究力量的 “集体失声”ꎮ 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地区

领土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ꎬ 是中东最重要的地区事务参与者和利益攸关方ꎬ
阿拉伯国家中东研究领域期刊未被收录进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ꎬ 这一现象反

映出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评价体系的缺陷性ꎬ 也说明美国通过学术评价体

系的建设将非西方的研究排除在外ꎬ 维护和强化学术垄断地位ꎮ
第二ꎬ 研究观点彰显西方学者对于中东现实问题研究的普世 “改造” 情

结ꎮ 从民主化、 公民社会、 社会运动等研究热点可以看出ꎬ “社会科学引文索

引” 中东研究论文中带有强烈的西方 “普世价值观”ꎬ 不仅体现在西方中心主

义的理论工具上ꎬ 而且在论文中表现出 “改造” 中东地区的强烈意愿ꎮ 西方

学者从威权 －民主政体的二元对立逻辑出发ꎬ 将 “阿拉伯之春” 视为对中东

国家 “民主改造” 的机遇①ꎬ 充分讨论了公民社会、 街头政治运动、 打造政

治反对派等 “民主改造” 手段的有效性和可行性ꎬ 对中东国家的威权政治向

民主政治转型提供实践模型ꎮ 除了研究推动 “民主改革” 的具体方式外ꎬ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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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１６ 年爆发的反对奥斯曼帝国、 争取民族独立的阿拉伯大起义被称为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ꎬ “阿
拉伯之春” 爆发之初ꎬ 西方学者曾使用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或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ｓ” 的提法来描述这一社会

运动ꎬ 由此种命名方式可见西方学者将 “阿拉伯之春” 视为同阿拉伯大起义一样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

重大事件ꎬ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的提法出现后逐渐被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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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中东地区推行政治民主化、 建立选举制度、 推动政党政治等民主政体建

设的宏观设计ꎬ 将世俗精英阶层、 政治反对派作为推动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力

量ꎬ 将西方所谓 “普世价值” 描述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出路ꎬ 将中东地区

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描述为阻碍社会发展的落后思想ꎮ 对西方所谓 “普世价

值” 优越性的描述对中东世俗精英阶层具有相当的吸引力ꎬ 使他们中的部分

了放弃了从本土角度探索非西方道路的意愿和可能性ꎬ 也是西方文化霸权主

义在学术话语体系的表现ꎮ 这种以 “居高临下” 的视角审视和 “改造” 中东

的研究取向ꎬ 存在着先天性不足和内生性缺陷ꎮ
第三ꎬ 从研究理论工具看ꎬ 西方学者大多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色彩ꎮ

现实主义、 自由主义、 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是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论

文主要的理论工具ꎮ 从研究议题热点来看ꎬ 土耳其外交政策调整、 俄罗斯撤

军属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学派关心的问题ꎻ 民主化、 冲突解决方式

属于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学派关心的问题ꎻ 而身份认同、 文化偏好则属于

建构主义学派关心的问题ꎮ 但 “国际关系是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情境的ꎬ 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扎根于欧洲和西方的战争、 政治和经济实践ꎬ 并非全知全

能”①ꎬ 面对宗教文化背景复杂的中东地区难免产生 “水土不服” 的现象ꎮ 由

此ꎬ 西方学者对于伊斯兰文化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和反思ꎬ 也局限于对经

典理论的验证和修补ꎬ 仍旧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ꎬ 在理论工具的使用过程中

有意无意地融入了权力意识ꎬ 站在西方看中东的研究难免贴上了 “西优东劣”
的文化标签ꎬ 透露出西方文化霸权理念ꎮ 事实上ꎬ 中东研究应强化 “本土情

怀”: 站在中东的角度看中东ꎮ②

第四ꎬ 从研究范式看ꎬ 分工协作的程式化研究方法较多见ꎮ “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中东研究期刊论文在研究方法上体现出程式化和同一性特点ꎮ 研究

者在定量研究方法上ꎬ 更多运用统计分析和回归模型描述研究对象ꎻ 在样本

划定、 对照选择、 数据分层与识别方面ꎬ 则更多依靠统计数据搜集和分析软

件的应用ꎬ 增强了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分析可信度ꎬ 能更为精确地计算模

型和结论的效度ꎮ 在定性研究方法上ꎬ 质性研究和案例研究的运用可更加细

致地划定研究对象分层ꎬ 适用于社会认同、 公民身份等数据统计办法无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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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程亚文、 王义桅: «天命 一个领导型国家的诞生»ꎬ 群言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７２ 页ꎮ
王泰: «文明视野下的中东与复杂多元的 “交往” ———中国特色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学术体系

构建　 议»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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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测不准的研究对象ꎬ 能够在操作上以最小样本达到 “理论类属饱和”①ꎮ
以统计分析为基础的定量研究技术和以调查访谈为基础的质性研究ꎬ 都属于

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接受度和普及度较高的程式化方法ꎮ 定量研究技术是实

证主义思想的产物ꎬ 而定性研究技术则是行为主义思想的结果ꎬ “社会科学引

文索引” 中东研究领域论文两种方法 (包括形式方法和博弈论) 交叉使用情

况较多ꎬ 两种高度程式化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具体问题上趋于同一性ꎮ 此外ꎬ
基于民意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源于田野调查的质性研究ꎬ 都需要一定数量掌握

专业技术的研究人员参与分析对比ꎬ 客观上促进了科研分工与协作ꎬ 从论文

作者数量上也能反映出这一情况ꎮ②

当下ꎬ 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竞争与争夺日趋激烈ꎬ 而美国编制的 “社会科

学引文索引” 等 “权威期刊引文数据库” 期刊评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掌控着

国际学术话语权ꎬ 并输送着西方意识形态ꎬ 也是我们观察西方学者中东研究

动态的重要平台ꎮ 在中国学术研究 “与世界接轨” 的进程中ꎬ 需要中国建设

一批有国际话语权的学术期刊ꎬ 体现国内学界对中东研究的 “中国立场” “中
国价值”ꎮ 与此同时ꎬ 对于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中东研究领域期刊论文的使

用和借鉴ꎬ 应该本着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③ 的立场: “不忘本

来” 就是要坚持从中东看中东、 从中国看中东、 从世界看中东的视角ꎬ 充分

考虑中东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ꎬ 从中东国家实际出发以合作共赢的人文

理念为导向ꎬ 构建中国特色的中东研究话语体系ꎻ “吸收外来” 就是要充分借

鉴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研究方法ꎬ 以开放包容、 兼收并蓄的态度ꎬ 学习西方

中东研究中的有益成分ꎬ 既包括以数据模型和形式方法为主要技术的定量研

究方法ꎬ 也包括以扎根理论和民族志为主要技术的质性研究方法ꎬ 向一手资

料和一线田野贴近ꎬ 提高研究成果的客观性ꎻ “面向未来” 就要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ꎬ 着眼于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东地区的落实ꎬ 不断推

动中国特色中东研究体系向前发展ꎬ 开创新时代中东研究的中国学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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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当搜集新鲜数据不再能产生新的理论见解时ꎬ 也不能解释核心理论类属新的属性时ꎬ 类属就

“饱和” 了ꎮ 参见 [美国] 凯西卡麦兹: «建构扎根理论: 质性研究实践指南»ꎬ 边国英译ꎬ 重庆大

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４４ 页ꎮ
本文所列举的论文中ꎬ 除了常见的第一作者与通讯作者共同署名外ꎬ 第三、 四名作者同时在

一篇论文上署名的情况也很多见ꎮ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

版ꎬ 第 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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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ｏ Ｙｕｚｈｕｏ ＆ Ｌｕｏ 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ꎬ ３ １３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１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ＳＣ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ｖｉｓｕａｌ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ꎬ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ｍ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ꎻ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ｓ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ＳＳＣ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ｄｅｆｅｃｔ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Ｗｅｓｔｅｒ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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