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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人文交流机制建设: 发展、挑战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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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北京 100007)

【摘要】近年来，中阿关系疾速发展，其中人文交流成为新亮点。尽管中阿人文交流初显勃兴之势，但总体而

言，其发展仍相对滞后且缺乏协调性。为推动中阿成为中文交流的典范和标杆，亟需优化既有举措，改进交流质

量，其中首要的就是要着手构建中阿人文交流机制，以此统筹人文交流的各行为体和各项目，为中阿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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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rgentina:
Advances，Challenges and Proposals

GUO Cun － hai
( Institute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China － Argentina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rapidly，with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 becoming new highlights． This kind of exchange is just begining to boom，while its develop-
ment，generally speaking，is still relatively lagging behind and lacks effective coordin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rgentina and set a good example for China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it is pressing to improve its existing measures and the performance of ex-
changes． First and foremost，however，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the China － Argentina high － level people －
to － people exchange mechanism so as to coordinate different actors and projects of exchanges and subse-
quently set a solid basi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a － Argentin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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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拉

关系疾速发展且呈现明显的 “两高”特点，即拉

美在中国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尤其是人

文交流，在中拉关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阿根廷

是中国对拉关系中极具标杆意义的国家，从 2014
年至 2018 年，中阿两国元首连续五年实现高层访

问。其间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人文交流、政治交

往和经济合作共同成为驱动中阿关系稳步发展的

“三驾马车”。加强中阿人文交流，构建中阿高级

别人文交流机制，不仅有利于夯实中阿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民意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将产生巨大的辐

射作用和示范效应，促进中国同整个拉美地区的人

文交流。

一、中阿人文交流的发展现状

中国与阿根廷不仅相距最为遥远，而且文化差

异巨大，这为两国“民心相通”制造了客观障碍。
然而，“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经济结构的互

补性和共同发展的强烈需求推动着两国愈走愈近，

逐渐形成一种全方位、宽领域、多元化的合作格

局。中阿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虽然 “小荷才露尖

尖角”，却呈现出一种热火朝天的喜人景象。总的



来看，建交 47 年来，中阿人文交流呈现以下三个

方面的典型特点。
( 一) 中阿人文交流相对滞后

无论国土面积，还是经济体量，阿根廷都堪列

拉美大国。自 1972 年建交始，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

以来，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加速发展。经济上，双

边贸易增速迅猛。政治上，高层互动频繁，政治互

信不断增强。2004 年，中国和阿根廷就建立了战略

伙伴关系并在十年后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然而，与政治和经济合作的火热现实相比，中

阿人文交流却显得相对滞后。首先，进入新的世

纪，甚至 2015 年之前，中阿始终止于零星的、偶

发的、非常规化的互动，人文交流的频度、宽度和

深度都相对较弱。其次，由于长期受签证问题的困

扰，中阿在教育、旅游、文化和学术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始终缺乏活力。最后，人文交流的领域分布不

平衡，而且政府主导色彩比较明显。如何适时地从

政府向民间“导热”，是未来发展中阿人文交流的

一大挑战。
( 二) 发展中阿人文交流具有较好民意基础

虽然中阿人文交流相对滞后，发展不平衡且面

临一系列挑战，但民调发现: 十多年来密切的政治

和经济联系为深化中阿人文交流打下了较好的民意

基础。这里主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 “拉美晴雨表”
( Latinobarómetro) 的数据予以阐释。通过分析新世

纪以来的民调数据 ( 图 1 所示) ，可以发现:

图 1 阿根廷对华态度调查 (2001 － 2017)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拉美晴雨表”调查数据制图，
［EB /OL］．［2019 － 1 － 21］． 原数据参阅: http: / /www． latino-
barometro． org

1． 进入 21 世纪以来，阿根廷总体上对华持正

面态度且呈稳定上升趋势。在所有时期，持正面态

度 ( “非常好”和“好”) 的受访者比重均超过持

负面态度 ( “非常坏”和“坏”) 的比重。
2． 持负面态度的比重虽在某些年份略有起伏，

但始终稳定在 20%左右。这说明阿根廷对华负面认知

存在某种“刚性”，即某些群体对华持有刻板印象。
3． 提升阿根廷对华正面态度有极大空间。数据

发现，尽管阿根廷对华持正面态度的受访者比重呈总

体上升趋势，对华认知空白的受访者比例也呈相应下

降态势 ( 从 2003 年高峰时的 44. 3%降至 2011 年低谷

时的 17% ) ，但仍有相当比重 ( 大部分时期稳定在

20% －30% ) 的受访者缺乏对华认知。这充分表明:

一方面发展对阿人文交流有着良好的民意基础，另一

方面加强对阿人文交流仍大有工作可做。
( 三) 中阿人文交流在新世纪蓬勃发展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阿人文交流都相对

滞后，但进入新的世纪，特别是 2015 年以来，中

阿人文交流呈蓬勃发展之势。
中阿人文交流首先得益于中拉人文交流的蓬勃

发展，且是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自 2012 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

交流”，特别是 2014 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提出以 “文明交流互鉴三大原则”为核

心的新文明观以来，人文交流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

新亮点和新焦点。在对拉美政策方面，表现特别显

著。早在 2013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墨西哥时就曾指出

“人文上，中拉要加强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1］2015
年 1 月，第一届中国 － 拉共体论坛正式将“人文上

互学互鉴”作为构建新时期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

局的有机组成部分。2018 年 1 月第二届中拉论坛发

布的《中国与拉共体成员国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行动

计划 ( 2019—2021) 》则将 “人文交流”列为七大

“优先合作领域”。①

在政策驱动和指导下，中国首倡了一系列人文

交流项目并得到拉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这些项目

所涉领域相对广泛，规模相对庞大，时效相对较

长，且以中方单向为主，逐步推动中拉人文交流向

常规化和机制化迈进。阿根廷作为拉美大国，每年

均有代表稳定入选这些项目。受益于此的中阿双边

交流异常火热，堪称中拉人文交流的先锋。
1． 青年领域

阿根廷可以说是中拉青年人文交流的标杆，因

其以点带面，以青年组织为载体制造了群体效应，

影响不仅遍及阿根廷全境，而且辐射到域内其他国

家。这类机构的典型代表是拉丁美洲中国政治经济

研究中心 ( CLEPEC，通常简称 “中研中心”) 和

阿中学会 ( ADEBAC，前赴华留学生组织) 。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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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2013 年，总部设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一个旨在推动中国和拉美相互理解与交流合作的

非营利性组织。“中研中心”的成立及其后续系列

活动②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化在阿根廷的传播，促进

了阿根廷的对华认知。更为重要的是， “中研中

心”模式还产生了溢出效应，巴西、智利、墨西

哥、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等国均设立了 “中研

中心”的分支机构。
“阿中学会” ( ADEBAC) 成立于 2017 年，是

一个以 “团结前赴华留学生，传播中国文化，增

进中拉青年理解”为目标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

尽管更加年轻，但更加活跃，号召力也更强。“阿

中学会”不仅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线下沟通网络、
分享中国文化和中国机会、组织 “留学中国”主

题推广，还建立了阿中学会网站。③凡参加过赴华

留学、培训或交流项目的阿根廷人均可在线登记注

册，加入该学会。更重要的是，该网站还随时更新

中国各类奖学金计划和培训交流项目的信息，为更

多的阿根廷人提供深入了解和体验中国的机会。
“阿中学会”同样产生了示范效应，带动了 “秘中

学会” ( ADEPEC) 在利马、委内瑞拉中国问题研

究中心 ( CVEC) 在加拉加斯和新生代基金会 “中

阿战略合作观察站” ( Observatorio Sino － Argentino)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创立。
2． 文化领域

中阿关系使两国文化和旅游交流力度不断增

强。阿根廷的两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探戈和彩绘

目前均已挺进中国，特别是以探戈为代表的阿根廷

文化自 2015 年以来更是得到广泛传播。据不完全

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定期以探戈为主题的舞会

或俱乐部已高达 79 个，广泛分布于全国 ( 含港澳

台) 20 个省 ( 直辖) 市的 27 座大中城市，其中北

京和上海分别设有一处阿根廷文化空间。此外，为

推动探戈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提供交流平台，自

2013 年以来几乎每年都举行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

探戈大赛中国选拔赛暨阿根廷探戈全国锦标赛。需

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探戈赛事还是文化空间或探戈

俱乐部，均是由民间发起、私人运行的，这充分展

示了阿根廷文化在中国的魅力。
在阿根廷，中国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喜爱

和欢迎。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中国文化活动是自

2005 年开始举行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欢乐春节”

庙会。该活动是阿根廷集中展示中国文化的一大城

市名片，也是全球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海外

春节庆祝活动之一。2019 年该活动再上新台阶: ［2］

不仅参与人数首超百万，而且在参与机构数量、媒

体宣传力度、内容丰富和创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

越。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 “中国春节文化之旅”，

即参与者到八处著名的中国文化景点之一免费领取

“中国文化护照”，就可以巡回体验中国历史、艺

术、汉语和美食等。需要特别提及的一处是由阿根

廷国会大学创办的中国文化之家，几乎所有重要的

中国文化活动都会优先选择在这里举办，它成了阿

根廷华人华侨和热爱中国文化的阿根廷人的精神家

园和人文交流基地。
3． 学术领域

近年来，中阿学术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广泛，

一方面引发一股“中国研究热”，另一方面又带动

了中 阿 学 术 交 流。随 着 中 阿 关 系 的 日 益 密 切 和

2009 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及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相继成 立 孔 子 学 院，④ 阿 根 廷 学 界 开 始 掀 起 一 股

“中国研究热”。这股中国研究的热度和广度是拉

美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
首先，中国研究相关机构遍布布宜诺斯艾利斯

大都市区及其以外的主要大学和学术机构。根据作

者在阿根廷的走访调研，截至 2018 年，阿根廷各

大学或智库已建有 9 个中国研究 “中心”，3 个中

国研究硕士课程，另有 5 所大学设立了包括中国在

内的东方研究机构。
其次，这些中国中心大多是近三年新设的，而

中国研究硕士课程是近两年才设的。事实上，阿根

廷的“中国研究热”是中阿关系日益密切的一种

客观 反 映，但 这 种 热 度 或 其 发 展 速 度 堪 称 拉 美

先锋。
第三，“中国研究热”的背后是新生代的整体

崛起。可以说，孔子学院和汉语教育机构在阿根廷

的迅速发展引发了留学中国热，更间接催生了研究

中国热。相对而言，青年学者更积极主动、更注重

学术网络建设，更善于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及时

发声，日益显示出其在语言、能力、视野方面的比

较优势。阿根廷新生代中国研究学者的关注领域更

加深入、更加多元，体现出其对中国与阿根廷、中

国与世界关注的广阔视野。与此同时，中国的阿根

廷研究也不断发力。201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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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个阿根廷研究中心，随后该中心又联合 5 家

大学的拉美中心成立了中国阿根廷研究共同体，定

期举行年会。
4． 出版领域

中阿在出版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直至 21 世纪才

开始持续发力。中国对阿根廷作品的翻译和出版首

先源于文学作品。根据楼宇博士的统计，［1］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2017 年 8 月，在 740 种中国出版

的拉美文学图书中，有 138 种为阿根廷文学作品，

占比近五分之一，阿根廷由此成为拥有最多汉译作

品的拉美国家。研究还发现，博尔赫斯凭借 62 种

作品汉译本成为拥有最多汉译作品的拉美作家。数

据还显示，阿根廷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热潮主要出现

在 21 世纪，因为 138 种在华出版的阿根廷文学作

品有近 70%是在 2000 年至 2017 年间出版的。
随着中国西班牙语学习者的数量日益增多，对

西班牙语印刷物的需求也不断扩大。在拉美作品汉

译之 外，阿 根 廷 作 家 芥 末 ( Guillermo Bravo ) 于

2017 年 6 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班牙语书店 “仟

雨集” ( Mil Gotas) ; 阿根廷诗人马济民 ( Salvador
Marinaro) 则于 2018 年 12 月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

西班牙语文学评论杂志 《杂烩》 ( Chopsuey) 。相

对而言，中国主题图书在阿根廷的出版就比较滞

后，不仅数量较少，品种也较单一，大多属于政治

宣传类读物。不过，目前这一趋势开始发生改变。
5． 媒体领域

中阿媒体交流与合作相对频繁，也更加丰富多

彩。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

的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电视台均在阿根廷有常

驻记者。中国外文局旗下的 《今日中国》 ( China
Hoy) 杂志 ( 月刊) 西班牙语版在阿根廷均有展示

或销售; 国际广播电台还有专门面向阿根廷读者的

不定期出版物《桥》 ( El Puente) ; 《中国日报》英

文版同阿根廷 《纪事报》 ( El Cronista) 合作出版

《中国周刊》 ( China Watch)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

同阿根廷国家广播电视台签订协议，互相制作并播

放彼此的电视节目。⑤特别是 2018 年 G20 峰会前夕

双方合作制作的 《魅力中国》和 《魅力阿根廷》
取得了非常好的传播良好的效果，极大地增进了中

阿两国观众对彼此的了解。［3］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中阿商会的 《东方 － 阿根

廷》 ( OrientAＲ) 月刊杂志和古斯塔沃·伍 ( Gusta-

vo Ng，中文名伍志伟) 等人创办的《当代》 ( Dang
Dai) 杂志。《东方 － 阿根廷》是中国 － 阿根廷商会

的官方刊物，主要刊登跟中国和阿根廷有关的商业

资讯和两国合作动态。而 《当代》杂志 ( 季刊) ［4］

则聚焦文化，这是阿根廷第一份、也是整个拉美唯

一的一份致力于中国和阿根廷 ( 以及拉美) 的文化

交流与传播西班牙语的杂志。自 2011 年创立以来，

该杂志已经连续出版了 24 期。不惟如此， 《当代》
杂志还拥有同名网站，每日更新中阿资讯，每周发

布中阿通讯，内容广泛覆盖经济、政治、社会、文

化等诸多领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当代》已经

不止是一份杂志，而是当下寻找和发现中阿文化交

流和中阿关系资讯的主要信息平台。

二、当前中阿人文交流中面临的挑战

尽管近年来中阿人文交流的确呈现一片繁荣景

象，但这繁荣背后潜藏的一些问题亟需给予特别注

意，藉以在保持和增强这种良性发展态势的同时提

高中阿人文交流的质量。
( 一) 对阿人文交流缺乏有效协调

当前，无论是中拉多边人文交流项目下的阿方

参与，还是中阿双边人文交流项目，都开始逐渐增

多。但这些交流项目，大多既缺乏整体设计又缺乏

有机衔接，导致交流项目的分散化和碎片化。更重

要的是，当前中阿人文交流尚处于初兴阶段，也亟

需相应机构和部门的专业指导。当前暴露出来的主

要问题有二: 一则部门间缺乏协调和互动，导致参

加交流项目的阿方成员出现多头重复，特别是在青

年和学术领域; 二则部门间缺乏协调和互动导致疏

于后期追踪，特别是没有构建人文交流项目的人才

数据库，导致一些交流项目形式主义严重。
( 二) 阿根廷中国研究机构的碎片化

21 世纪以来，阿根廷的中国研究机构和学者

从 2000 年前屈指可数发展到今天已经 “初兴”并

呈继续发展态势。然而，这蓬勃发展背后难掩一个

基本现实，这些研究中心大多是非实体，其目前发

挥的功能主要是一种研究或协作平台。目前，只有

中国文化之家和中阿商会是具有实体性质的中国文

化传播或商业研究机构，这两家机构均有专门资金

支持，可以持续运行。在这类 “非实体”的中国

研究中心之外，分布着在亚洲、亚非或者亚太、东

方框架下从事中国研究的各类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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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阿根廷的中国研究机构普遍缺乏资金支

持，但尤其缺乏的是关于中国主题的图书和文献资

源。这就意味着，阿根廷的中国研究虽已呈初兴态

势，但其研究力量仍比较分散，并没有形成一个可

供大家分享机会和资源以及凝聚力量的中国研究

“学会”“联盟”或“共同体”。2018 年 12 月 “世

界中国学论坛拉美分论坛”首次进入拉美地区便

选定在阿根廷举行，是对阿根廷中国研究发展的充

分肯定，但是筹办过程中暴露出阿根廷的中国研究

机构和学者之间严重缺乏协作。
当然，上述问题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学术并没有让政治走开。在阿根廷，政治极化已

经影响到了学术界，导致学术界的左右分野和意识形

态化。反映到中国研究领域就是意识形态纷争有时影

响到研究中国的立场和态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

的问题。除此之外，阿根廷的中国研究还有一个特别

的新现象，即老一代中国研究者已经或即将老去，而

新生代学者呈整体崛起之势。新生代学者的活力、热

情和对华态度更友好，但他们普遍处于中青年，还没

有成长起来，更需要指导、关注和扶持。
( 三) 人文交流的民间活力不彰

就中阿人文交流的实际而言，其具有鲜明的中

方主导性，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则在中阿人文交

流方面，中方占据主动甚至主导; 二则在中国方

面，政府占据绝对主导，甚至领导地位，民间沦为

辅助、协作的角色。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这

是有害而无益的。要保持中阿人文交流的蓬勃态

势，就亟待激发和保护民间热情。
不妨以阿根廷最具影响力的 《当代》杂志为

例。这份杂志的启动始于具有中国血统的创始人古

斯塔沃·伍的一种难以割舍的 “寻根情怀”。从实

际效果来看，这份致力于中阿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杂

志对于增进中阿乃至中拉间的认知和理解发挥了巨

大作用。但没有相应支持的文化杂志要想持续运营

下去，其艰辛可想而知。即使这样，这份杂志仍然

高质量地运营了 6 年之久，直到 2017 年因为经营

困难被迫入主中国文化之家，成为该机构旗下的子

品牌。对于这种依靠民间热情而致力于人文交流的

的媒体或机构，就需要通过或委托或扶持或合作的

方式给予支持，以保护和进一步激发他们的交流与

传播的热情。

三、加强和改进中阿人文交流的建议

当前，中阿人文交流尚处在初兴阶段，亟需给

予保护、扶持和巩固。随着近期中阿两国互发商务

旅游十年签证，以及阿根廷向中国普通公务护照推

出免签政策，中阿人文交流的便利化条件获得进一

步保障，人文交流的客观障碍基本扫清。基于各种

有利形势，认为应当着力从以下诸方面加强和改进

中阿人文交流。
( 一) 构建中阿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和其他地区相比，拉美是中国开展人文交流相

对滞后的一个地区。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同任何一

个拉美国家建立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更不用说建

立中拉人文交流机制了。人文交流机制的缺乏严重

影响了中拉民心相通，使之既无法有效协调人文交

流机构或项目，又无法整合人文交流力量，以致难

以形 成 中 拉 人 文 交 流 的 合 力，更 无 法 产 生 复 合

效果。
中阿人文交流尽管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速度

惊人，且呈持续发展态势。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阿

根廷已经具有较好的对华民意基础，渴望了解中国

的愿望日益强烈，知华友华的力量基础愈益扩大。
与此同时，阿根廷是拉美第二大国，也是 G20 成

员国，在地区事务及全球事务上的话语权不断增

强。阿根廷传统上对美国交好，受美国影响较深，

但近年来中国成为影响阿根廷的一个积极因素。构

建中阿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有利于发挥榜样和示范

作用，带动中国同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文交流，进而

推动中拉人文交流机制的建立。
( 二) 支持中国研究，助力阿根廷的中国研究

网络建设

当前阿根廷的中国研究尚处在新兴阶段，亟需

精心培育和大力扶持，特别是在人才培养和研究文

献方面。基于此，建议就此两方面提供坚实支持，

比如向主要的中国研究机构捐赠国内出版的多语种

中国主题图书; 开放国内有关中国主题的中外文数

据库; 将中国研究人才培养同政府奖学金计划相结

合，向阿根廷的中国研究机构提供特别名额。
鉴于阿根廷的中国研究的碎片化，建议重点支

持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推动成立拉美中国研究学

会，以此发挥示范和协同作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

学是拉美最有声望、最有影响的高水平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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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最早设立孔子学院的拉美高校之一，早在新世

纪初就积极投入亚洲研究。2018 年该校重点设立

校级“中国计划”并据此成立阿根廷 － 中国研究

中心。负责该中心的两位青年教授都是拥有国际教

育背景的中国问题专家，有热情、有活力，也有较

强的组织能力。未来，拉美中国研究协会可以同中

国拉美学会对接，共同打造中拉学术交流、联合研

究以及翻译出版的立体化网络。
( 三) 激发民间活力，倡导成立中资企业社会

责任联盟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亟需激发民间活

力，让民间力量充分参与中阿人文交流。这就需要

保护和鼓励民间人文交流的热情并向民间力量提供

支持。尤其要发挥阿根廷中资企业的独特作用，鼓

励中资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支持中阿

人文交流。
调查数据显示，［5］阿根廷正面评价中资企业对

自身经济影响的比重只有 37. 4%，在受访的 21 个

拉美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这一数字甚至远低于拉

美平均数 ( 56. 6% ) 。对于当前在阿根廷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基于此，建议倡

导成立中资企业社会责任联盟并以此名义向致力于

中阿人文交流的民间机构提供赞助或资助，如此既

可以树立企业的社会责任形象，同时又帮助缓解了

民间人文交流机构的困境，保护其从事人文交流的

热情。比如重点支持阿根廷 《当代》杂志，企业

冠名向中国研究机构捐赠中国主题图书角 /室 /馆，

或者投资未来，支持中阿青年的创新交流项目等。
尤其要保护或激发青年的交流热情，因为阿根廷青

年是对华态度最友好的力量。
( 四) 构建中阿人文交流口述史数据库

目前中阿乃至中拉人文交流中存在的一个基础

缺陷是: 缺乏对中阿人文交流的故事进行系统性挖

掘和传播。也就是说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境况是:

要讲好中阿人文交流故事却面临无故事可讲。让中

阿人文交流史上的代表性人物现身说法，特别是邀

请那些早期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口述中阿 /拉交流故

事，既是为抢救记忆，又是为中阿 /拉人文交流史

丰富素材。更重要的是，这些代表性人物的生动故

事无疑会为中阿民心相通找到历史依据，同样也会

树立榜样作用，激发或鼓励后来者或青年一代将中

阿人文友好交流的传统接替下去。
2018 年， 《我们和你们: 中国与阿根廷的故

事》的受托主编经历就颇让人振奋。［6］两国的每位

作者都欣然接受邀请，讲述他们和对方国家的故

事，新书的面世更令他们非常激动。的确，那些中

阿友好交往的见证既是历史的一部分，又是指向未

来的航标。基于此，建议构建中阿人文交流口述史

数据库，优先收集整理早期中阿人文交流文献，优

先从那些亟需抢救其记忆的中阿友好人士入手，逐

步扩大到当前活跃在中阿人文交流舞台的各行各业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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