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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
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
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
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
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
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
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
融入世界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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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巴林是海湾地区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但其重要性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
处于东西方文明交往中的巴林，在中东地区占有重要的地位。
巴林被称为“海湾的新娘子”，其独特的地缘、经济与文化的魅力，吸引着学者用宏观的视角、炽热
的情感和富有诗意的笔触，勾画着巴林古老而年轻、传统而又现代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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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志斌，1975年生，内蒙古太仆寺旗人。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东历史、现代化、国际关系以及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的研究。
先后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
大课题等六项科研项目。
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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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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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国土与人民　　第三节 居民与宗教　　一 人口　　巴林人口在2005年为72.5万，外籍人
占40％，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菲律宾和阿曼。
巴林人口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城乡人口界限模糊。
短距离的联结、交通和运输设施的改善，市场体系的整合使巴林成为由一系列小村庄连接起来的大都
市，巴林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
这些村庄在历史上是农业中心，位于阿瓦利海岸北部和西北部地区。
村庄居民中文盲较多，识字率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居民都低，他们说阿拉伯方言。
　　二是人口以城市为中心聚集。
20世纪30年代中期，杜汉山北部的阿瓦利等石油生产区扩大为城镇，人口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巴林8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巴林是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目前有90％居民住在城市，麦纳麦和穆哈拉格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8
％。
　　三是巴林人口集中于三个不同的社区，即贝都因社区、里法社区和阿里社区。
这些社区建于19世纪中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
由于许多王公贵族到这里定居，于是政治中心从麦纳麦转移到贝都因、里法社区及其周围地区。
阿拉伯海湾大学和警察训练学院均位于这些社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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