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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历史话语与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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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关于“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再次强调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一

带一路”倡议正是由中国文化符号与形象的典型案例“丝绸之路”的概念发展衍生而来，其发展历程中重要的倡议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都是这一价值观在实践领域的生动体现。因而进一步拓展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国际传

播核心概念的话语体系构建和演进的研究，借助核心概念的传播意义和濡化社会的重要功能，可为构建国际传播话语权路径、

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提供启示与镜鉴。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国际传播

1、“一带一路”话语建构的历史背景

1.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建设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我国制定改革开放国策，逐渐加

快现代化建设，国人不断解放思想，发展经济，我国进入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新阶段。文化建设逐渐步入正轨，开始探索一
条崭新的复兴之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解放发挥核心作
用，是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思想解放，则需
要建立在文化力量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之上。1979 年 3 月，邓小
平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必须贯彻“双百”方针，
倡导理论问题探讨的百家争鸣，并且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
得益于上述文化思想的引导，1992 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核心理论，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
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键强调建设”
等，从本质上阐述了社会主义和精神文明建设内在关系，将精
神文明建设提升到战略高度。1996 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对
精神文明建设当前形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对文化建设方面的经
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总结，从战略目标、指导理论、重要措施等
方面进行了整理，标志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全面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也为“一带
一路”的历史话语“丝绸之路”在当代中国传播提供了广阔的
历史舞台，学者通过梳理归纳这一概念中的若干问题，探寻其
历史研究的走向，使得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不断上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学日益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强烈影
响，1980 年，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召开，我国历史学会
以此为契机，和西方学术界加强了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大量
国外著作开始被翻译成中文，涵盖中国古代和近代史、世界古
代和近代史、考古地理、研究方法等各个领域的内容，极大推
动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历史话语的学术探讨愈发深入。外
来学术思想的不断涌入，带来了中国学者思想的解放和治学路
径的开放，逐步解决了对历史问题的现实把握和承袭，使之在
学术层面上贴近现实，并与之对话，从而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
发展提供有力的学术支持。杨念群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历
史学的若干沉思》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同时
也是如何引进、努力吸纳西方观念和思想，并使其合法化的历
史。这一时期观念的开放使得中西概念之间的渗透交融彻底摆
脱了以往纠葛不清的状态，同时对相关知识的辨析与讨论也呈
现出更加全面的态势。中国历史学在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
影响下，越发倾向于运用诸多历史事件的现实意义解决当下的
实际问题，随着社会各界对中西交流最典型的文化符号“丝绸
之路”的深入探讨与传播，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核心概念的
话语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和时代基础，其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相互重叠交集，这一概念成为真正属于中国自身的、具有历史
演变特色的表达方式。

1.2  西部开发构建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为实现全国经济

的均衡发展，解决地区发展失衡的问题，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
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
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
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第二亚欧大陆桥的修建，打
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门户，甘肃、新疆以及陕西等“丝绸之路”
沿线地区开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在全新发展观念的指导下，
充分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重构再创，以
实现外引内联的发展局面，和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建立高效的
经济贸易交流机制。“丝绸之路”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成果，
承载着开放的思想和意识，故而对这一时期 “丝绸之路”沿线
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态势的关注，使得荒废多年的古“丝
绸之路”再次迎来发展良机，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经济
发展重新规划，实现经贸层面上的概念传播。随着我国经济水
平的提升，“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状况
都有了较大改观，也促使相关地区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大力发
展第三产业，文化产业、旅游经济、文化贸易有关的活动逐渐
增多，“丝绸之路”的概念也通过旅游、民俗等多方面的渠道
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营造了受众
基础，意味着“一带一路”的核心概念是基于现实和民众的切
实需要基础之上提出的，体现了中国在这一话语体系之中的主
导地位。

2、“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历史重构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世界多极格局的逐
渐形成，世界经济正向全面合作的态势发展，在这种背景下，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建设构想。通过加大区域经济的合作，实现市场的高度融合，
推动亚洲、欧洲以及非洲大陆的经济联系，实现互通有无，增
加投资机会，改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各国的文化交流，
实现更大范围的共同富裕，实现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一带
一路”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2000 多年的交往历史
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
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
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在处理“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时，中国坚持“丝绸之路”
所蕴含的宏观思维。“丝绸之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培育出
深厚的历史情感和文化积淀，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一带
一路”创造了良好条件和外部环境，也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构建合作体制提供了共同的心理基础。“一带一路”依托于“丝
绸之路”，从 2013 年起中国各领域展开了对其的密切关注，
并在国际上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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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提出后，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
“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并阐述了我国有超过五千年的文
化积淀，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源泉。在随后的工作中，
习近平在多次重要会议上都提及“文化自信”的概念。从第
十八次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新一代领
导人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建设文化强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
重要战略目标，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将迎来发展良机。无论是
历史意义，还是现实意义，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的
核心概念，都承载了中国海纳百川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丝
绸之路”已经不再是西汉时期国家视野下的政府行为，也并非
一条贸易交流之路，这一概念的意义已经上升为一种不同文明
的融合之路，即中国话语体系之下的新时期的“一带一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形象和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倡议均向
世界充分展示出了中国的强大国家实力和文化自信。新的时代
背景下，在世界文化融合的巨幅画卷中，“一带一路”赋予了“丝
绸之路”时代意义，实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通过全新的方
式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彰显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
气度和胸怀。可以预见，秉承着“丝绸之路”的历史积淀，“一
带一路”将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发展和传播，并通过更多元的媒
介形象，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

3、“一带一路”的文化认同与国际传播

2005 年 11 月，“丝绸之路”中亚段申遗被提上日程，一年后，
随着“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的
召开，我国签署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吐鲁番初步行
动计划》，正式启动“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工作。2014 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申遗成功 !
在此期间，国家文物局多次召开相关会议，并组织考察组对相
关遗产点展开多次考察。漫长的申遗之路进一步提升了“丝绸
之路”的关注度。随着申遗的成功，“丝绸之路”再次受到国
内外的广泛关注。同时“丝绸之路”作为连接东西方文化的网
络内涵也由此得以确定。

申遗的成功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有力回应。
沉寂多年的“丝绸之路”再次承载全新的时代内涵。新时期“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周边各国反应强烈，其国际化程度越
来越高。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参与者来自亚、欧、非
甚至美洲等几乎全球所有地区，涉及地域日益广泛。参与者身

份也日趋多元，代表性日益增强，涵盖政界、智库、国际组织、
企业界等不同的领域。“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时空，展现出新
型国际合作的无穷魅力和广阔前景。这一倡议也是对人类发展
未来的美好憧憬，闪烁着全新的理念和思想的光辉。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目标。“一
带一路”倡议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找到了伟大的“天
下情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找
到了现实路径。讲好“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中所蕴含、所体
现的核心理念，讲好“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之间的这一内在逻辑，是新时代国际传播工作者光荣的历
史使命，也是思想理论界应予重点研究、阐释的十分重大的理
论课题。

目前中国对“丝绸之路”的认知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
史阶段。“一带一路”的提出，是 21 世纪“丝绸之路”的中
国表达，是中国对“丝绸之路”认识的超越，也是经济全球化
背景下中国对丝绸之路精神的发扬光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中强调的：“一带
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
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
纵观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其过程的阶段性、传播
内容的发展性，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传承，也体现了中
国在这一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兼容并包的胸怀和对中华
文化的理性自信。

4、结语

在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之下，准确把握“一带
一路”的历史话语与国际传播，将其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的建构视阈下，在文化共享、共建的语境中展开，有助于寻求
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认同之间的共同
域，建立二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是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的社会镜像，有助于搭建国际传播话语的有机框架，树立中
国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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