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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白俄罗斯的文化交流 
徐诺婷 

（白城师范学院  吉林白城  137000） 

摘要：在中方大力推动下，“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有 9 年，文化交流作为“一带一路”交往中的桥梁作用是无法代替的，在
此情形下如何有效解决“一带一路”建设中所产生的文化交流问题是“一带一路”倡议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关键。本文将结合中白
关系的发展，探讨当下白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出现的文化交流问题，以期推动中白双方的经济合作与交流，助力“一带一
路”倡议行稳致远。 

 

白俄罗斯与“一带一路” 

近年来，中白两国由于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谋而合，在对待国际

性重要问题的看法上保持高度一致，双方也多次表明自己的立场和

观点并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种种原因使得中白两国在很短的时间

内，从双边合作关系走向相互信任、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各国关系的发展，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

进入了高速活跃期。[1]在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同时，也致力于运用

文化的力量发展多边关系。在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提“一带

一路”重大倡议，由此，中国与白俄罗斯“一带一路”项目开始落

地发展，并慢慢成为两国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向之一。 

自中方发起“一带一路”倡议开始，许多周边国家积极响应，

白俄罗斯更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国家之一。白俄罗斯总统

卢卡申科强调：“我们完全支持中方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设想，白方愿成为中方‘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支柱。”[2]白俄罗斯地处欧洲腹地，在“一带一路”中发

挥的地缘优势举足轻重，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白俄

罗斯也成为了中国在倡导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这一伟大构想

实施过程中在欧洲的重要战略支点。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鲁德也曾表

示：“白俄罗斯所处地理位置使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发挥

物流枢纽和商品集散地的重要作用。”[3]双方就“一带一路”签署了

《关于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议定书》《中白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措施清单》《关于中白中长期战略规划对接共同发展纲

要的谅解备忘录》等文件，以促进中白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加深合作伙伴关系，而“一带一路”倡议也正和白俄罗斯 2030 年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进行对接。由此可见，作为中国的老朋友，被称

为“白铁”的白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起到十分关键的作

用。 

其中，中白“巨石”工业园作为中白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标志性工程，是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中白“巨石”工业园为

白俄罗斯本国开辟了众多优质的国际投资渠道，将高水平的工业制

造、高科技含量的企业引进园区，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园区入驻

企业数量达到了 71 家，协议投资额超 12.75 亿美元。[4]据中方统计，

2021 年，中白双边贸易额实现逆势增长，规模达到 38.2 亿美元，同

比增长 27.3%，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其标志性项目——中白“巨

石”工业园产值、企业利润、业务领域不断增长，当之无愧地成为

增加就业岗位的“造血机”和推动白俄罗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5]中白工业园为白俄罗斯带来了高新水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

两国人民都殷切期盼中白工业园的蓬勃发展能为人民带来更加美

好的生活。中白“一带一路”建设发展以来，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

为白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建设两

国交通运输渠道，全面发展经贸合作，在科技、投资、农业等领域

都取得了卓越成效的交流成果。“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和白俄罗斯

两国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合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开展与白俄罗

斯的“一带一路”合作，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稳定发展有积极作用，

而且直接造福与白俄罗斯及其底层的人民，对白的经济发展有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更促进了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稳定发展。 

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的不利形势，但两国在中方倡导的“一带一

路”建设下，树立了一个地域不同、文化差异大、社会经济发展水

平和社会制度都不相同的两国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合作典范。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虽然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但白俄

罗斯一直是中国可靠的贸易伙伴，在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白

两方的贸易却增长迅速。杜达连科主任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形

势仍然严峻，这是当前人类面临的头号问题。新冠疫情对世界稳定

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人类需要同心协力共同应对。在如此紧张的形

势下，白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堪称典范，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不断推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6] 

自 2013 年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快速落实以来，国际

社会就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一带一路”的最终目的是想要通过这

一具有历史含义的代表文化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交流，并最终

发展成为政治互信，经济共赢，文化互融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

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全球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两国在各个领域

的交流合作，中白的在各领域的合作也为提升两国文化交流创造了

必要的条件。 

中白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在国际合作中一直充当起桥梁的角色，而“一带一路”

倡议也在客观层面上为两国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平台。白俄罗斯在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曾短暂的沐浴在苏联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白两国

在社会结构方面有着较高的相似程度，使两国建立了友好而深刻的

国际关系。白俄罗斯自独立以来逐渐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

角色之一，同时中白两国在文化交流合作上拥有良好的历史基础，

随着中白关系的深入发展，特别是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发

展以来，中白两国在文化交流方面不断打开新局面，双方文化互通

互鉴，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官方及民间的相互理解。双方都在对方的

首都设置了文化中心，并多次举办“文化日”、“电影节”、“图片展”、

“旅游年”、“教育年”等主题文化交流项目，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

文化互鉴。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助力下两国的学术交流也日益密

切，双方高校开展合作办学，签署互认学位学历协议书，同时互派

留学生到他国进行学术交流，中方在白开设的孔子学院也运作良

好。2021-2022 是中白地方合作年，两国在这一活动框架内举办了

数十项重要活动。在地方合作年框架内，中白双方将实施 100 多项

丰富多彩的地方合作交流项目，涉及中方绝大部分省市和白全部 6

州 1 直辖市以及两国各主要政府部门，其中包括举办建立友城关系

协议书签署仪式、企业商务洽谈会、经济论坛、国际展会、科技创

新论坛、文化节、音乐周、摄影展、传统医药推广、学术研讨会、

媒体交流等活动。[7] 

但中白文化交流蓬勃发展的盛况之下仍存在影响交流进程的

诸多问题。首要问题是两国底层的人民群众对彼此的了解所知甚

少，更有国人把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混为一谈的情况时常出现。纵观

中白两国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白更多是在经济与外交这类顶

层上的交流较多，而基层人民却很少有接触到这类国家顶层交流的

机会。由于两国文化交流大多依靠顶层设计，缺乏民间自发的文化

交流活动，所以两国的底层居民对彼此之间缺乏了解，国家顶层的

文化宣传活动难以抵达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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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白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暴露的第二个问题是双方的文化差异

过大，文化逆差现象严重。我国在与白俄罗斯进行“一带一路”经

济贸易交流的同时，也发展了诸多文化项目，比如中国在疫情期间

举办的线上文化周和中国文化旅游周等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

项目，以及两国共同举办的“文化日”、“电影展”等活动。这些交

流活动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中白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中国在白俄罗

斯设立的“汉语桥”白俄罗斯赛区和孔子学院都卓有成效，但在中

国文化对外输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要主动吸收和引进外来文

化。 

第三个问题主要使由于白俄罗斯的民族特性所造成的。白俄罗

斯作为苏联解体后的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并不为多数国人所熟知。

虽然白俄罗斯一直以来都被外来文化带来的价值观和民族元素所

“更新”，造就了白俄罗斯对其他文化、其他民族有着强大的兼容

并蓄的能力，但他们的语言体系和历史积淀多数时候是在因为被动

接受了外来文化所形成的，这就导致了白俄罗斯没有特别于俄罗

斯、乌克兰、立陶宛等斯拉夫人的民族特征。使得白俄罗斯在与中

国进行文化交流时处于不利地位：没有强大的文化输出能力，文化

贸易结构不合理，缺乏本土文化品牌。 

加之其他第三方舆论的负面影响，这里的第三方舆论尤指除中

白两国以外的官员、学者、媒体等造谣诽谤中国的“一带一路”倡

议包含地缘政治的野心。期望在国际舞台上丑化中国形象，贬低中

国“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普世价值。在西方国家大肆宣传“中国威

胁论”的大背景下，不少“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开始实行抵制方

案，如印度就曾假借主权问题拒绝“一带一路”中的“中巴经济走

廊项目”。 

加强中白文化交流 助力两国民心相同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坚持建立文化交流互动机制，发

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双边合作机制。首先两国政府都需要做好文

化交流的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将文化交流作为“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关键，扩展各级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形成点对点模式，同时要

根据两国地方的文化资源合理设计文化合作产业，建立文化交流平

台，积极发挥媒体、智库和地方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大力宣传，推

动民间交流实现主动的文化互通互融。 

提升两国跨文化交际能力，因为“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必然

是跨文化的。当前的跨文化交际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我们

要主动去认识了解他国文化知识，并客观分析两国的文化差异。我

们可以从白俄罗斯民族的社会风俗、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入

手，从而能够在尊重、了解、认识对方的基础上进行平等的文化交

流。 

丰富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形式。文化交流涉及多个维度的内容，

除了语言、民族、风俗文化还应该关注到两国的宗教差异，以及思

维模式。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许多线下交流项目如丝绸之

路特色旅游项目、中白互派学者游学项目活动很难顺利开展，因此

搭建新的合作交流平台，创新合作交流渠道不为是解决文化交流问

题的途径之一，如开展线上“汉语桥”，还可以在白俄罗斯建立线

上“孔子学院”或在中国的高校开设“白俄罗斯文化”线上课程，

推动两国青年积极参与，让彼此能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解对方文化。

我们还需要继续深挖两国的文化资源，弘扬两国优秀文化，并加以

整合，尽可能使两国的民众都能接纳并欣赏彼此的文化，克服跨文

化交流中所可能产生的障碍。 

其次由于中白两国都有较多数量的人员流动，留学生和在华在

白侨胞人数众多，如果能充分发挥两国在华在白侨胞的能动性，就

能更好地将文化输送到民众的身边，弘扬自己本国的文化。作为在

两国生活已久的侨胞们，无论是对白俄罗斯或是中国都有较为充分

的了解，双方侨胞能够发挥起两国民间交流交往，文明互通的桥梁

作用。 

加强中白两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加强两国价值观层面的交

流。如今“中国威胁论”和恐怖主义抬头，为保证中白两国合作交

流顺利进行，必须加强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以温和和不具

备侵略性的方式向对方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交流过程

中克服意识隔阂，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造

成不利影响。 

小结 

自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发起以来，白俄罗斯就一直作为忠实

的支持者与参与者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国，

我们不仅希望看到“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经济的助推作用，我们

更希望能通过这一倡议，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大国担当。“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恰逢国内外形势巨变，一方面，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

球化导致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全球经济滞后而对国内经济造成的损失使人民生活负担加重。

而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要主导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新体

系，而是作为新体系中的一名建设者，在国际舞台上和众多秉持着

相同信念的国家一道，共同参与到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建设中。 

当前的俄乌冲突让本就不稳定的世界格局愈加动荡不安，为中

国“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了无形的障碍。在此情形下，我们更应高

举和平发展的大旗，并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可能会受到的打击

和影响做出相对应的调整策略。同时我们要合理分析俄乌冲突对中

国发展带来的利弊关系，在挑战中抓住机遇，及时调整中国“一带

一路”发展的方向。 

在动荡中我们呼吁和平，在和平中我们寻求发展，中国希望能

同像白俄罗斯一样的支持者开展切实有效的合作与交流，以实实在

在的成果造福中外人民。“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

在“一带一路”普世价值的倡导下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

体，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让世界看到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化进程参

与者的大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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