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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外交文化 1

在当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的相互依存度大大加深，

文化与一国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有学者在世纪之

交断言 21 世纪是文明冲突的世纪，文化将决定未来世界

的发展格局 [1]。换句话说，文化对于一国的外交具有深

刻的影响，甚至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化是界定一国外交利益。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

说是其发展的动力源泉，优秀的文化传统可以推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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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而落后的文化则会限制社会经济的进步。文

化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形成，而在国家

发展过程中其价值观外溢到国际社会，必然会使一国

在国际上的价值取向和道义取向产生影响。塞缪尔·亨

廷 顿（Samuel Huntington） 认 为 国 家 利 益 包 括“文 化 ”

（Culture）、与“信仰”（Creed）两部分，文化是国家利

益界定的总要标准之一 [2]。我国学者对文化与国家利益

之间的价值评判也有相应论述，王辑思也认为文化是一

国的宗教信仰追求、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和对物质利益

的界定标准的源起，而三者之间相辅相成难以分离 [3]。

文化是外交软实力重要构成因素之一。美国战略学

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其对国际实力评判中认为

一国的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部分，其中软实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以文化为源头的人权、民主这类价值

观 [4]。我国在近年来也注重对软实力的建设，提出了坚

持正确的外交“义利观”，稳步推进我国文化发展，有效

增强了我软实力，进而有效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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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文化差异是国际冲突的一大根源。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国家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国际冲突中往往伴随

着文化的影响。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当前世界由

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将是未来冲突的主要原因 [5]。

二、印度文化特点、哲学观念与价值观

印度文化是印度这一文明古国数千年的文化沉积，

并且丰富的文化底蕴洗礼了印度人民的性格。同时，印

度历史充满了苦难，是一个不断被异教所征服的历史。

印度独特的历史进程对印度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民族优越

感和宽容大度的民族性格，并产生了一些独特的印度文

化特点、印度文化哲学观点和价值观。

印度文化特点具有宗教性、包容性和区域性等特点。

第一，印度文化的主体是印度教，宗教性特点突出。印

度教又称新婆罗门教，其文化起源于婆罗门教，兼容部

分佛教、耆那教等教义和民间其他文化。当前印度教在

印度形成了机构庞大和多派别的特点，为印度文化提供

了非暴力、艰苦修行和追求真理等观点。第二，印度文

化具有包容性。印度文化形成了一种内省包容的文化，

主张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印度文化追

求“梵我同一”、精神解脱和包容世间万物等，当前的印

度文化的包容性还在影响如今印度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精

神追求。第三，印度文化还具有区域性特点。印度由于

其三面环山，一面靠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形成了当地居

民对大自然力量无可奈何，感叹自己渺小的普遍思想，

最终产生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梵我同一”。

印度文化的哲学理念具有包容性。印度现代哲学受

多方面因素影响，主要包括印度哲学理念包含唯物主义

传统哲学理念、印度教“梵我合一”和唯心主义哲理相

关理念。第一，印度哲学观念中的唯物主义逻辑反映出

来印度人认知上的双重真理：一方面印度哲学既承认感

性认知和理性认知中改造自然的相关观点，另一方面又

追求思想追求。第二，印度伦理宗教相关哲理提倡善、

美。印度哲学在印度哲学理念和伦理宗教反复杂糅，提

倡“行动吠檀多”理念，号召印度人民团结起来吧印度

改造为世界一流的大国；印度教教义“坚持真理”、“戒

杀”和“自制”等理念发展出如今非暴力的哲学思想。

第三，印度哲学还融合唯心主义相关理念，将人对自身

精神的追求融入到哲学思辨之中，形成了印度哲学中唯

心主义的相关哲学主张，即提出“梵”这一哲学理念。

印度文化价值观具有较强的历史连续性。一国文化

的特点离不开一国文化内部价值观的塑造，印度文化价

值观在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沉淀中塑造了其具有明显的历

史延续性特点。第一，印度文化中物质价值是人实现自

身追求目标的介质而不是目的。印度由于历史上受西方

殖民，在物质价值观上一方面受西方思想影响，另一方

面又受到本土传统文化影响，最终导致印度文化价值观

将物质价值界定为一种追求人最终目标的一种介质。第

二，印度文化中政治社会价值是提倡人努力奋斗。印度

政治社会价值起源于公元前 6-5 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

期佛教思想的塑造，后在印度教的影响下逐步形成其内

涵。印度政治社会价值激励人民为改变自身环境和社会

环境去努力拼搏，担负起家庭和国家的责任。第三，印

度文化中精神价值提倡人精神的修行。印度文化价值观

中对精神价值的定义为“梵我同一”，主张通过精神的修

行达成人与自然和万物的和谐共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逐步形成三种修行方法——实践、智慧和虔诚之道。实

践之道主张精神修行之人严守修行之道的规范戒律，全

心全意将自己奉献为集体工作之中，在实践中达成修行

的目的。智慧之道主张人对真理追求，使人的精神世界

与物质世界和谐共存，在“梵我同一”状态下认识到绝

对真理。虔诚之道则主张修行之人对神的爱和服从，通

过对神的虔诚祷告获得神对修行之人的恩宠，最终使修

行之人达到对精神修行中最终真理的探求。

三、印度文化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

印度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沉淀的国家，印度数

千年来的文化积淀使印度的外交政策具有强烈的文化特

性。杜特（V.P. Dutt）认为外交是一国历史、地理、过

去的经历、现实的需要、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等

扭结在一起的相互作用的产物 [6]。国内学者肖军认为印

度当前的政治文化影响印度外交实践，形成了坚持“印

度中心观”、南亚次大陆“门罗主义”、重视防御和坚持

“不结盟”的外交思想和实践 [7]。尽管学界对印度文化对

印度外交政策影响研究角度有所不同，但学者普遍研究

印度外交文化时考虑印度独特地缘环境和文化价值观。

印度区域性文化特点塑造印度外交政策强烈的地缘

政治属性。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地缘特点较为封闭，

数千年来印度文化的积淀是该地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辐

射圈——印度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包括印度、巴基斯坦、

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部分中国西藏和缅甸地区。

印度独立以来印度历届视印度文化圈内的南亚诸国视为

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允许他国染指，甚至一度形成了印

度版的“门罗主义”[8]。这种外交文化使印度警惕印度文

化圈内国家与其他国家交往，并对这些国家政治、经济

和军事横加干涉。虽然印度如今虽然部分配合美国“印

太战略”在南亚的推行，但仍不信任域外大国对南亚事

务的干涉，时刻关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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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化价值观塑造印度外交政策价值取向。印度

独特的文化价值观随着印度外交政策的实践，先后形成

了不结盟外交政策、古杰拉尔主义和印度人民党民族主

义实力外交政策。印度在建国之初，尼赫鲁将印度文化

价值观中的取向融入到印度外交政策制定和处理大国关

系中去，创造性地提出了“不结盟”这一外交政策。“不

结盟”外交政策通过避免与他国的结盟反对帝国主义和

殖民主义，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引进外援促进

印度经济发展等外交政策将印度文化价值观中善、正义

和对真理的坚持融入到印度外交实践，有效地提高了印

度的国际地位 [9]。尼赫鲁时代后，随着外交环境的变化

和印度文化价值观继续与印度外交融合，印度外交政策

又发展出了古杰拉尔主义。古杰拉尔将印度外交实践与

印度文化提倡改变环境的理念相结合，认为印度要想成

为南亚有声有色的大国需要对邻国采取刚柔并济的政策，

加深与南亚诸国间双边关系。通过提倡牺牲部分印度利

益以改善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具有强烈的主动改变印

度环境色彩。如今，印度外交政策发展与印度文化结合

更加深刻，并发展出了印度人民党民族主义外交政策。

人民党外交政策以印度文化价值观为取向，将印度教中

文化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党的

基本纲领。莫迪上台后，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外交领域实

践取得了不少成果，着力将印度打造成为一个充满实力、

文化优越和受世人崇拜的大国形象 [10]。

印度文化造就印度独特外交实践。印度文化体系

中包容的哲学观念，在当前印度外交实践中体现地淋

漓尽致。印度政府在美国“印太战略”背景下，一方

面，以战略融合思想为导向，提出与美国战略相融合理

念。印度基于此理念，在 2017-2020 年之间，先后加入

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机制（QUAD）和印太战略经济框

架（IPEF），并加速构建美印政府间对话机制，不仅在

特定议题上建立双边对话机制，还在政府综合事务上建

立“2+2”对话机制，以图与美国“印太战略”深度融

合。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美国“印太战略”观念进行

了融合。印度在融合的哲理基础上，不断将其理念融入

自身的外交实践之中，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宗旨与自

身战略主张进行了一系列的融合，提出了自身的“印太

构想”。印度主张在印太地区建立一个自由，开发，包容

的地区机制，包容地区国家参加，不排外。2018 年 6 月，

印度总理莫迪就在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上明确表示印

度认为印太地区是一个自由、开放、包容的场所，并认

为为了地区繁荣印度和中国必须共同努力 [11]。如今，印

度独特的文化底蕴使印度对美外交上保持了既独立和合

作，既融合又有特点的现状。

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都有其智慧和创新机制，印度

文化也不例外。正是印度文化中悠久的历史积淀和蕴含

的智慧不断推动着印度文化自我创新，使得印度文化如

今仍充满勃勃生机。印度外交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受到印度文化这一无形力量所影响，未来印

度文化还将持续影响印度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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