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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齐鲁文化"走出去"的路径探索 

庞亚平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摘要:当前世界处于激烈的变革与调整时期,我国的最高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倡议。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多极化日益
推进的趋势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经济的文化含量也越来越高,文化已然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体系主流是儒家思想，这正是齐鲁文化的核心。文章依托于"一带一路"的大背景,分析了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现状
和目前面临的困境,以期能为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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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所提出的
宏伟构想和中国方案[1]。在该倡议的引导下,山东提出齐鲁文化"走
出去"战略,以助推打造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一、齐鲁文化"走出去"的现状 

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在齐鲁文化中,以孔子
开创的儒家思想可谓影响深远。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
仁",致力于创办大同社会。"大同"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大道畅行,天下
为公。而实现"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梦想,"一带一路"建设将发挥前
所未有的作用。 

(一)竖立自身品牌 
重大文化交流活动是齐鲁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山东重视

对交流活动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和宏观管理,着眼建立稳定的交流
合作机制,持续打造内涵精深、影响显著的品牌项目。实施"山东省
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库工程",打造"齐鲁文化丝路行"文艺演出品牌、"
来自孔子家乡"文化展品牌、"印象山东"影视展映品牌等,以体现当
代山东和齐鲁文化发展新貌。 

(二)对外交流合作 
"一带一路"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世界各国开放,是新时

期中国助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的一项国际产品,可以汇集各国力量,
共谋发展进步,维护世界和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7 年山东省制
定出台了《山东省"融入‘一带一路’大战略,齐鲁文化丝路行"实施
意见》[2],自《意见》实施以来,山东致力谋划、统筹推进"一带一路
"的文化交流,迅速健全对外的文化机构、设立文化专项经费、出台
相关政策措施、打造高端项目品牌、开展交流活动。实施文化和旅
游部 2018 年"对非文化工作部市对口合作计划",加强与南非、莱索
托、纳米比亚等区域的文化交流。 

二、齐鲁文化"走出去"面临的困境 

"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分一条中心线、一条中线、一条南线以
及两条北线共五条线路展开,涵盖 60 多个成员国,同时吸引了上百个
国际组织参与,文化圈层明显,依托于此的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想
要扩展推进,仍面临诸多困境。 

（一）思想理念僵化 
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合称,齐文化尚功利,鲁文化重伦

理。两种文化有机融合形成内涵丰富的齐鲁文化。儒学影响下的人
民一方面与人为善、淳朴厚道,同时又存在循规蹈矩、偏执狭隘的特
点。齐鲁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观
念的影响,在触及东亚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西方文化圈、南
亚文化圈、东南亚文化圈、东欧文化圈等多种文化理念冲突时[3],
面对各个文化圈层内教派、宗派、学派、流派众多,差异化明显的现
状,呈现出"唯我独尊"的僵化推进,难以与其他相互交融。 

（二）整体统筹管理缺乏 
在众多差异化的区域文化中,孔子的儒学文化一直居于领先的

中心地位,全国各地人民都热衷于拜孔、祭孔,山东省内对儒学更是
推崇备至,因此民间出现了非常多的祭孔学孔团体,这些团体都宣称
依托于齐鲁文化,大肆宣扬孔子与儒家思想,然而其中大多数组织并
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和专业的指导,大都是基于带头人的内心夙愿。
由于很多团体是各方人员聚集到一起自发宣传,相互之间并不统一,

层次也是参差不齐,导致齐鲁文化的整体影响并不完全如预期,个别
地方践行时甚至把齐鲁文化走偏而不自知。 

（三）过硬的文化品牌不多 
山东省自《意见》实施,着力打造了很多文化品牌,然而真正走

出国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也只有孔子学院以及尼山书屋两个。其
他品牌反响一般,影响力较低。而孔子学院相对来说官方倾向性更高
一些,在一定程度上不被个别国家所接受,他们出于文化侵略的担忧
对孔子学院具有一定排斥心理。尼山书屋虽然也走出国门了,但销售
情况并不乐观。其他品牌走出国门甚少,对齐鲁文化"走出去"的助推
力也是微乎其微。 

三、齐鲁文化"走出去"的对策建议 

（一）创新文化交流观念。 
齐鲁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依托"一带一路"走出去时

要诠释中国价值理念,同时要融入不同国家和地区差异化的文化圈、
避免出现"西方经验"局限,就必须坚持"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交
流理念。尊重彼此文化传统和精神创造,大力创新文化交流理念、思
路、政策,把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坚持共性和个性具体历
史的统一。 

（二）体系化管理 
"一带一路"战略是当下中国对外开放总纲领,"一带一路"战略

的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的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都是齐鲁文化"走出
去"的重要契机,为防止治理本身被"短视"市场消解,应该研究制定儒
学思想传播体系的整体发展规划,吸纳民间自发组成的儒学传播组
织,并对他们进行统一管理,定期进行正规的齐鲁文化讲堂培训以及
宣讲活动,确保民间组织声音一致、正确传扬正统的齐鲁文化。 

（三）打造多个拳头品牌 
学术界公认: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尊为"孔圣人"。故而大力

推行孔子学院和尼山书屋,也取得良好成果。但其实"圣人之下",是大
批贤哲。孔子弟子就有 72 贤,管仲、晏婴之后的稷下学者多至数百
人,是这批圣贤之士再造了齐鲁文化的辉煌。[4]每一位学者的思想都
是齐鲁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打造拳头品牌时,可以立足各位圣贤的
具体思想成果,作为齐鲁文化的分支一起"走出去",拓展宣传角度和
途径,增加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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