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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校長的閱讀分享： 

 

踏出香港，走向世界：中東行紀(上) 

 

暑假剛去過中東地區的以色列，整個行程中很少遇見華人特別是香港人。感覺

上，港人較喜歡去日本、台灣及東南亞，因為他們出外旅遊較喜歡吃喝玩樂，特

別是購物。中東這些沒甚麼好吃，天氣又熱又乾，又要捱苦的地方，不會受港人

歡迎。可能因為這個原故，港人較少到這些地方旅遊，對這些地方所知也不多。 

 

其實，香港雖號稱國際大都會，可視野非常狹窄，祇要看看幾份最暢銷的報紙便

知道。這幾份報紙的頭版一般都是報導一些本地新聞（甚至是一些沒有新聞價值

的娛訊或「故事」）。至於國際新聞及大事，一般都被放在內頁，報導的篇幅亦不

多。市民長期閱讀這類報紙，不單閱讀水平下降，對國際大事的認知及關注亦自

然越來越低。至於本港的大學，也是非常功利，對開闊學生的國際視野方面，所

做的工作甚少（課程和交流對象主要是西方國家，近年也擴展到東南亞國家，比

以前確實進步了！）。可惜，對中東各國及伊斯蘭文明的介紹和接觸，則非常欠

缺。真不知道我們如何應對全球化的挑戰？ 

 

想不到前香港城市大學校長張信剛教授，一位知名的科學家竟寫成了《大中東行

紀》一書，帶給我一些驚喜。張教授雖然是著名生物醫學工程專家，卻同時具有

人文氣質及博雅的識見，令人佩服。這本書是作者在 2010 在《信報》發表的三



十多篇《遊走於文明之間》專文， 再增寫六篇文章，結集而成。全書共 332 頁，

更附有地圖、大事年表及索引。 

 

這本書是記述作者在「大中東」地區的旅行和居住的經歷，並介紹各地的歷史、

政治、文化、經濟及社會概況，並對這個地區文明發展作了一些綜述（頁七）。

作者提出「大中東」的概念，是人類歷史上和現今世界不同文明交融和衝突最明

顯的地方，總共三十一個國家，橫跨歐、亞、非三大洲。 

 

本書作者透過到當地旅行，將所見所聞，寫成遊記。雖然書中也有介紹一些旅遊

名勝，卻不夠一般旅遊天書豐富，但又不同於一般介紹旅遊的書籍。作者透過本

人親身經歷、考察及訪談，搜集資料，再加上自己的看法而寫成的一本旣是遊記，

也是文化及歷史考察。 

 

全書共分四篇，分別介紹由非洲到土耳其及東地中海，以至伊拉克及伊朗的三十

多個國家，也是作者所提出的「大中東」地區。最後一篇主要是作者個人對這個

地區的歷史和地理的一些看法。 

 

作者認為中東的現在和未來，與它的歷史和地理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這地區是

世界上的戰略地位極重要，能源儲存又最豐富，但國際衝突熱點偏偏又最多的地

區。這裏也是過往不同文明衝突與交融的歷史舞台。種種因素，令「大中東」成

為當今最危險的「火藥庫」。展望未來，作者提出「三條道路和兩個選擇」，他提

出這地區的國家現代化的出路是應是「伊斯蘭 + 民主 + 科學」（緒言）。 

 

我對這本書產生興趣主要是因為暑假剛去過中東地區的以色列，所以，我也特別

留意書中有關以色列的部分。主要有三篇文章與這課題有關。包括以色列作為猶

太人的國家的特色，耶路撒冷的歸屬和以巴衝突問題。看完這本書後，我對以色

列及以巴關係多了一些認識。可惜，由於本書衹是對「大中東」地區作「走馬看

花」式的介紹，內容易明但不夠深入，始終感到意猶未盡。 

 

幸好，我在最近一期《讀書好》雜誌(第 50 期)(2011 年 11 月)  中讀到「書寫戰

爭與和平」一篇對記者張翠容專訪報導後，知道張翠容原來是本地少數的戰地記

者之一（果然是女中豪傑！），曾冒生命危險，隻身走到中東衝突現場採訪，並

寫成《中東現場：揭開伊斯蘭世界的衝突迷霧》一書。前幾天，我跑到旺角的二

樓書店買到這本書，花了兩天假期的時間，看完這本有關中東地區的第一手著

作，大大豐富了及補充了我想知道的部分。下次再作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