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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东国家通史》是12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
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组成，既介绍了一国家的过去，也介绍了其现在。
    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历来是中东文明交往史上的最核心内容。
民族与宗教矛盾是当代中东地区动荡不宁的主要内在原因。
当代中东的民族与宗教矛盾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持久，还在于它是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和各
种文明交往的聚散地区。
　　中东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复杂性，从内部交往而言，主要表现为五大民族和三大宗教的错综交织。
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波斯民族、库尔德民族这四大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不但教
派林立，库尔德族也毗连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并兼有社会和国际因素。
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在人数上虽不是大民族，但它建立的以色列国却使之成为强势民族。
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埃及的科普特族也称不上大民族，然而这两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所在国处于
重要地位，尤其是前者在塞浦路斯，堪称举足轻重。
　　中东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激化为冲突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
之间的交往类型。
这一类型交往有的成为中东问题核心，如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之间的长期冲突；有的成为
久悬不决的问题，如塞浦路斯的希腊民族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争执。
第二类型是不同民族的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
这一类型的最突出和有影响的事件，是产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前的库尔德民族和阿拉伯、土耳其、波
斯民族之间的广泛而持久的争端；还有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之间的纠纷，以至于发生了伊拉克和伊
朗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第三类型是同一民族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
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多次纷争与和解，都属于这一类型。
　　中东的民族与宗教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历史上形成的积淀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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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西方列强维持中东霸权的手段
。
　　20世纪50～60年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在西方殖民体系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这本是中东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大好时机，不幸的是，曾经在建立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起了前导和
推动作用的民族主义，独立以后，却向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
这种非理性的极端性，也在教派之间蔓延，并且和民族冲突相结合，表现为宗教价值系统的强烈政治
归属性。
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利己和排他性，民族和宗教负面作用的情绪化、盲动性、狂热性，被政治集团或大
国干涉行动所利用，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
新建立起来的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
它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局经常变动的脆弱体系。
塞浦路斯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员，表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在民族与宗教交往中的共同点和独特性。
　　塞浦路斯问题必须从上述大背景下观察，才能寻找到它的位置。
它的特点是历史性、国际性和长期性。
它的根本而内在的悲剧在于因缺乏塞浦路斯国籍认同而演化为民族主义的极端性。
深入探讨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交往问题，不能不从时间、空间和人间这三个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上
，去探究其联系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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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 绪论：塞浦路斯概况 　　一、自然环境 　　　　地形地貌与矿产资源—
—气候与物产 　　二、社会构成 　　　　人口、民族与宗教——行政区划与教育 　　三、国家现状 
　　　　南北分治状态——只有一个国家承认的“国家”——中东地区的惟一欧盟成员国 第一章 早
期移民和王国时期的文明交往 　　一、史前移民交往 　　　　基罗基提亚文化和索特拉文化——安
纳托利亚难民带来的变化——迈锡尼—阿卡亚人成为文化主体——阿拉西亚王国与塞浦路斯—米洛斯
文字——希腊移民文化及其影响——腓尼基人移民的特点 　　二、亚述的征服和埃及的短暂统治 　
　　　亚述的宽松政策——埃及的文化遗存 　　三、波斯帝国统治时期的文明交往 　　　　波斯帝
国的宽松政策——奥勒西洛斯起义——希腊文化的传播者：萨拉米斯国王埃瓦哥拉斯一世 第二章 希
腊化、罗马和拜占廷时期的文明交往  　一、希腊化时期的文明交往 　　　　亚历山大大帝与塞浦路
斯——托勒密与安提俄克对塞浦路斯的争夺——“科伊农”制度的传入——罗马帝国的首次占领和最
终兼并——塞浦路斯的文化成就 　　二、罗马帝国时期的文明交往 　　　　罗马帝国的元老院行省
——罗马帝国的宽容政策——罗马帝国的文化遗产——犹太人移民与基督教的传播——犹太人起义及
其影响 　　三、拜占廷帝国统治下的塞浦路斯 　　　　行政区划与管理——基督教地位的确立——
阿拉伯帝国和拜占廷帝国对塞浦路斯的争夺——地方总督的独立尝试和外敌的劫掠——塞浦路斯的拜
占廷艺术——艾萨克·科穆宁自立为王——狮心王理查占领塞浦路斯 第三章 法兰克人统治时期塞浦
路斯的交往性特征 　　一、鲁西格南王朝的建立 　　　　盖伊获得塞浦路斯——统治阶级的形成和
农民的状况——西欧封建农奴制度的移植——罗马天主教会对希腊东正教会的迫害 　　二、鲁西格南
王朝的对外交往 　　　　鲁西格南王朝与十字军——彼得一世的战争交往 　　三、鲁西格南王朝的
衰亡 　　　　热那亚占领法马古斯塔——埃及的入侵及其影响——詹姆斯篡夺王位——科内罗逊位威
尼斯 　　四、威尼斯统治的特点 　　　　威尼斯统治的特点——土耳其人的威胁 第四章 奥斯曼帝国
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和统治 　　一、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征服 　　　　征服首府尼科西亚——攻
克法马古斯塔——威尼斯人失败的原因 　　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特点 　　　　统治初期的宽容政
策——土耳其人统治的特点——西方势力企图恢复对塞浦路斯统治的努力——大主教兼任埃思纳克—
—土耳其人奥格鲁、哈利起义和巴基之乱 　　三、希腊革命对塞浦路斯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
素丹的大屠杀——塞浦路斯人民的抗税起义——坦齐马特时期的塞浦路斯 第五章 英国对塞浦路斯的
占领和统治 　　一、从占领到直辖殖民地 　　　　英国占领的背景——英土《塞浦路斯条约》——
英国占领初期的改革与困境——英国、希腊族、土耳其族三者关系——早期“意诺西斯”运动——英
国对“意诺西斯”的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塞浦路斯——土耳其在《洛桑条约》中放弃对塞浦路
斯的主权 　　二、1931年希腊族人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 　　　　起义的原因——起义的经过——起义
失败后总督的独裁统治——岛外的“意诺西斯”运动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塞浦路斯的影响 　
　　　希腊首次要求合并塞浦路斯——土耳其首度关注塞浦路斯问题——希腊族和土耳其族政党的出
现——英国的宪法改革 　　四、“意诺西斯”的发展 　　　　希腊族“意诺西斯”全民公决——马
卡里奥斯的崛起——希腊族要求民族自决——联合国两度拒绝讨论塞浦路斯问题的原因 第六章 塞浦
路斯的独立历程 　　一、“埃欧卡”的武装斗争与土耳其的介入 　　　　“埃欧卡”的建立——英
希土三国伦敦会议与土耳其的介入——英国放逐马卡里奥斯 　　二、两族冲突与寻求解决方案 　　
　　拉德克利夫建议——“几尼耶利村事件”两族开始全面冲突——麦克米伦方案 　　三、《苏黎世
—伦敦协定》的形成 　　　　《苏黎世—伦敦协定》的背景——马卡里奥斯独立思想的产生——《苏
黎世—伦敦协定》的签订及其内容 　　四、艰难的独立历程 　　　　马卡里奥斯面临的挑战——“
狄尼兹号”偷运武器事件——塞浦路斯共和国的诞生第七章 共和国权力分配之争 　　一、共和国宪
法危机 　　　　建立单独市政之争——英国高级专员支持废除《苏黎世—伦敦协定》——马卡里奥斯
的“十三点修正案”——“赫姆斯街事件”土耳其族退出联合政府 　　二、各方调解与维和 　　　
　英希土三国维和——伦敦会议——美英“桑迪斯—鲍尔方案”——联合国派驻维和部队——普拉萨
给联合国的调解报告——约翰逊书谏——美国的“艾奇逊方案” 　　三、1968～1974年的两族和谈 　
　　　“圣锡奥多罗斯—科菲努村事件”——两族和谈的背景——两族和谈的经过——两族和谈失败
的原因 　　四、对外政策与经济建设 　　　　亲西方的不结盟政策——摆脱依附型经济 第八章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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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80年代的塞浦路斯 　　一、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 　　　　马卡里奥斯的“意诺西斯”立场—
—马卡里奥斯与希腊军政府关系恶化——希腊军政府的“赫米斯”行动 　　二、土耳其的入侵与大国
反应 　　　　土耳其的“和平行动”和“阿提拉”计划——1974年塞浦路斯危机 　　三、南北分治局
面的形成 　　　　马卡里奥斯回岛复职——土耳其族邦的建立 　　四、对外关系与紧急经济行动计
划 　　　　塞浦路斯与希腊关系——塞浦路斯与土耳其关系——塞浦路斯与美国关系——塞浦路斯与
苏联关系——土耳其入侵造成的破坏——紧急经济行动计划第九章 塞浦路斯和平进程 　　一、70年代
后期的和平进程 　　　　维也纳会谈——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四点协议——美英加三国方案——基
普里亚努—登克塔什十点协议 　　二、80年代的和平进程 　　　　联合国的“过渡性协议”——“北
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成立——两族“间接会谈” 　　三、塞浦路斯问题的新变化 　　　　土
耳其族争取国际承认——申请加入欧共体导致两族矛盾激化——联合国的“整套设想”——“建立互
信措施”第十章 冷战后的塞浦路斯 　　一、塞浦路斯与欧盟的政治经济交往 　　　　希腊族奋力加
入欧盟进入欧洲文明圈——土耳其族坚决反对凸显两种文明差异——欧盟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 　　
二、两族关系趋紧 英美与联合国促和 　　　　“冲击绿线事件”与“导弹风波”——英美与联合国
促和 　　三、塞浦路斯问题的未来走向 　　　　两族关系的内部因素——希土两国在塞浦路斯的利
益——美国对塞浦路斯问题的影响——希腊族否决安南统一方案 　　四、对外政策的调整与经济状况
　　　　对外政策的调整——快速发展的塞浦路斯经济——“北塞”经济发展状况 第十一章 塞浦路
斯与中国关系 　　建交前的两国交往——建交后的两国关系——两国文化交流——两国经贸往来——
全面发展的两国关系 主要参考书目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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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卷》按照时间顺序，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塞浦路斯的发展历史：早期移
民和王国时期的文明交往；希腊化、罗马和柏占庭时期的文明交往；法兰克人统治时期塞浦路斯的交
往性特征；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征服和统治；英国对塞浦路斯的占领和统治；塞浦路斯的独立历
程；共和国权利分配之争；1974年至 80年代的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冷战后的塞浦路斯；塞
浦路斯和中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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