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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伟大战略构想，是中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

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 2 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了共建“一带一

路”的宏伟倡议，诚邀沿线国家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他们共同使用了“丝绸之路”，它是

古代东西方文明词汇的延续，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古丝

绸之路是以丝绸为主的商贸之路，以运输形式不同分为陆上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非的商贸之路。随着时

代的变迁，这条贸易之路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发展、政治稳定、

文化繁荣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不仅使中华文化在各民

族内部相互融合、互促互进，同时也与外部世界文化相互交流

交融，实现了跨区域文化多边互学互鉴发展。

2“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华文化跨区域

传播的意义

中华文化是由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它是中华民族精

神深层次的积淀。独具特色的“方块字”则是历史经典著作

最好的“记录者”，书写中华文化华丽诗篇，让中华文化大

胆地“走出去”，增进世界对它深层次的了解、理解和接受，

积极地“引进来”，从外来文化中汲取养分滋养自身肌体，

重获新的生机。人类跨区域文化交流可追寻到远古时代，

人们通过迁徙、通婚、经商、传教多种形式多样化跨区域交

流传播。在新时代对外发展战略下，赋予了文化新的核心

理念，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这是中国与世界谋求共同

发展所秉承的大国精神。跨区域文化传播，地域文化差异

性带来的冲突和困境将使中国“走出去”战略踏上一条不

平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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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文化跨区域传

播与合作交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较多，各个国家都存在一定的文化

差异，这必然会带来目标受众的多样化 [2]，推进中华文化跨区

域传播交流相融、互鉴学习，秉承包容精神与和合之道，尊重

差异和谐发展，不是互相冲突，尊重沿线国家文化特色，各个

民族各国文化的发展都存在着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特性，文

化异同包含着共生的普遍现象，在双边及多边合作中各自发

挥本民族文化优势则是包容共进的不竭动力，共同为全世界

各国人民谋求幸福是参与国共同的使命和责任。高等教育学

府作为培养人才的摇篮，顺应时代需求于 1978年在北京语言

学院开设“现代汉语专业”（本科 4 年制），这是中国首次成立

与对外汉语相关学科，培养汉语教师及汉语教育工作者，从事

汉语教学、汉语翻译。改革开放 40 多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程

度不断加深，来华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的外国留学生人数

不断增多，“只有懂得才能深爱”，只有让中华文化融入思想，

才能形成力量。2004 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落幕，

标志着中国在跨区域文化传播中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有 15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548 所孔子学

院，1193 个孔子课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汉语学习地热

情空前高涨，也加大了对汉语人才的需求量。

4“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华文化跨区域传

播的措施
跨区域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这种传播

是双向的。国之强盛教育为先，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依靠教

育手段实现的，友好国之间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国高校

派遣具有资历的汉语教师，以输送人才的方式，为当地带去先

进的文化思想和技术手段，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注重凸显人才

保障，要加快对于“一带一路”人文交流传播方面的人才培养

力度，加强文博等对外文化援助人才的储备，加大其对于国际

组织，还有国际惯例等方面人才的引进力度，确保能够为更好

的推进文化传播与交流合作，提供良好的人才、智力支撑 [3]。

文化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像一湾轻轻涌动的清泉，流向沿线国

家交汇融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的延续，交融

不是扩张不是掠夺，而是文化的多样性和互补性互学互鉴地

完美诠释，共存共生共发展是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定海神针”。

青年是承载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掌握文化的青年，则是推动时代进步的前行者。“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携手共同发展，互促往来，搭建多边合作发展的包容性

平台，通过经济政治的繁荣，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互相学

习，互相借鉴，互通互惠，实现文化认同，由心而生，指导实践。

文化是传播交流的基础物质载体，人民是文化传播交流

的主体实施者，而民心相通是“五通”延续发展的基石，心贴心

才能增进情感加深交往。沿线各国发展状况不同，基础设施建

设是构山之土，为援建国家输入技术类人才，管理者的新理念

在不断地实践摸索中得以验证，解决当地劳工缺乏技能问题，

人们输出技术人才不仅带去了新的理念，也带去了如何提高

当地的技术水平的技能，让他们做到就地取材，做到本质的改

变当地的状况，这种从本质教会他们技能，为他们提供免费培

训技能及带薪培训的机会，还为他们免费颁发国际认证的资

格证书。技术的改变意味着将来他们的生活会从此改变，这种

新的理念被当地人所接受，提高技能的实质让每个人感受到

真正的实惠，大家对知识的渴求是共同的愿望，从自身的本质

改变才能影响外部环境的改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祈愿。

各种文明各个民族的发展都存在着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

特性，文化的异同则是共生的普遍现象，在多边合作中发挥各

自的优势则是包容共进的不竭动力，共同为全世界各国人民

谋求幸福是人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秉承真诚、友好、互惠、相

容的态度对待每一个合作国。根据战略合作伙伴各国不同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不同的合作领域，因地制宜、因事而建

地建设梦想，向当地人做文化使者。援建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援

建，更是精神的融通，援建工程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基础设施

的援助，更深层次的内涵是影响着当地孩子的成长，给他们提

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孩子们体会到互通是互惠互利的，让合

作国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心灵种下一颗未来希望的种子，让希

望伴随孩子们的成长，让友谊的长河源远流长。

在这个联系与发展共同前进的时代，人们无法作为“单细

胞个体”孤军奋战，要融入这个社会并做这个社会的“群体细

胞的一份子”。事物的发展是因果循环的一个过程，看起来很

简单的每一个工程，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都具有特别

的意义，其可以改变当地人的生活状况、工作薪资、消费产品

的供应结构，可以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和一个国家的国民生

产总值的增长以及在国际地位的提升，每一位建设者都肩负

着祖国对于他们的期望，也承载着文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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