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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活动及其启示
王学佳  李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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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经济行动计划，旨在加强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文化关系。2013 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而文化在“一带一路”中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

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更是进一步表明了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与经济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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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economic action plan aimed at strengthening trade and cultu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in Asia, Africa and Europe. In 2013,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of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2016-2020)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Keywords: Belt and Road; The Silk Roa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一、“一带一路”倡议形成的历史逻辑
先秦时期，东西方就已经开始通商，并形成连通东

西方的通道，这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雏形。西汉初期，
联通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
出使过程虽然艰辛，但张骞最终还是顺利归来，带来了
西域众多资料，后来汉军击败匈奴，使东西方的通道再
次联通，张骞也再次出使西域，这次张骞与西域诸国进
行了友好交流，并有使者随张骞回汉，西域使者见汉物
产丰富，开始于汉进行密切交流，汉与西域开始联系频
繁起来，“丝绸之路”正式形成。后来，西域诸国断绝
了与西汉新莽政权的联系，东汉班超出使西域 30年“丝
绸之路”才再次联通。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的联系
经常被阻断，直至隋唐时期。隋唐时期，采取开放的对
外政策，大量的商人和学者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
进行交流，使“丝绸之路”畅通繁荣。宋元时期，当时
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快速发展，使得海上“丝绸之路”
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发展。
明清时期，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以及海禁政策
日趋严格，使得“丝绸之路”的经贸往来遭到限制，“丝
绸之路”大受影响，甚至与东西方断绝了交流。到了现
代，“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提出的，
但是“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简单地拿来，“一带一路”
倡议是国家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将沿线的国家和地
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活动
从公元前 2029年到 1911年，从夏朝到清朝，中华

民族经过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这个千年的历史中朝代更
迭，许许多多的风流人物创造了众多的优秀作品，形成
了许多渊源流传的优秀传统文化，如：汉字、儒家思想、
茶道精神、中医理念、瓷器等等，其中许多都已经闻名

内外，为此选择了几个影响大、知名度高、传播度广的
经典文化进行具体阐述，如文化、饮食、科学技术的交
流等等。

（一）文字的交流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的，是历史的载体，更是精神文

明的载体。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学习汉语和想学习汉语，“汉语热”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汉语作为象形文字可以说是世
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这导致许多外国人在学习的过
程中却学不到精髓。1987年，中国政府为推广汉语特意
设立了国家汉办。2004年到 2022年，孔子学院已经成
立了 18年之久，孔子学院作为我国与其它国家进行文化
交流的桥梁、传播传统文化的媒介、学习汉语的重要场所，
搭建了世界上最正规的汉语学习平台，并以非营利和中
外合作的形式正式成立。在这 18年里，孔子学院取得的
成绩是显著的，2020年初，孔子学院已在全球 162个国
家和地区合作设立了 540所孔子学院，全球共有 180多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学习中文的人数超过 2000
万。与此同时，对外汉语专业正在越加火热，每年报考
人数正在逐年增加，汉语在全球得到普及。

（二）饮食的交流
中国作为饮食大国，通过数千年的发展，我国的饮

食种类已经很丰富了。在世界的文化交流中，美食是重
要的文化载体之一，相比其他文化，美食更易于民众接受。
早在先秦时期，东西方饮食就已经开始进行交流，西域
的胡桃、胡蒜、胡萝卜等农作物流传进中国，中国的茶叶、
桃等流入西域，极大丰富了饮食的食材，也为饮食种类
的丰富奠定了基础。今在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中，我国饮
食的美味已经深入人心，吸引着世界各地人民去品尝，
中国的“茶文化”、“八大菜系”便在国际中影响深远，
从中衍生的中餐更是华侨华人生存的支柱。据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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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餐的华人人数占华人总数的九成以上，全球的中
餐馆超过 40多万家，吃中餐在各个国家已经成为潮流，
重大节日各个国家的人纷纷走进。

（三）科学技术的交流
经过多年奋斗，我国在许多科技领域都已经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我国科技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得到显著提高，
中国已成为世界科技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设计
了一系列鼓励中国科技发展的顶层设计，许多科技领域
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杂交水稻、青蒿素、超级计算
机等科技成就闻名国内外，中国铁路、手机、无人机、
太阳能等更是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2017年，我国启用
了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开始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科技合作。2021年底，我国新签了
21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已和 84个国家建立了科技
合作关系。2022年初，我国新签了近 80个政府间科技
合作关系，我国已和 160多个国家建立科技合作关系在
抗击疫情方面，我国已与和 17个国家开展疫苗、临床等
方面的合作。通过科技交流、项目合作等形式，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科技人才、科技实验室等方面开展
合作，在农业、卫生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创新丝
绸之路”建设朝气蓬勃。

三、“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活动及其
启示

（一）坚持文化引入，突出交流先行
两千多年连接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被张骞

“凿空”，古代“丝绸之路”以政治、经济带动文化交流，
外交使者秉持政治军事目的，携带特有资源促进中西交
流，以政治交流、经济外交为文化交流的载体，形成了
以政治交流、经济交流促进文化交流的格局，使东西方
文化得以交融。古代“丝绸之路”一条商业和文化之路，
推动了中西方物质繁荣，并为世界各族优秀文化沟通搭
建了交流平台。古代“丝绸之路”与现代“一带一路”
倡议相比，现代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代“丝绸之路”
相反，“一带一路”倡议以文化活动为引领，为政治、
经济活动搭路。文化具有多样性，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
留下了许多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思想、
茶道精神、中医理念、瓷器、传统音乐等等众多的优秀
传统文化。“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交流活动可以让
世界全面地中国，通过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隔阂，以文化
先行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歧视，减轻意识形态冲突，加
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联系。在文化交流中，
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获得他国情感上的认同，通过
文化交流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增强我国文化的影响力。  

（二）传承丝路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交

流之路。从秦朝到清朝，在这近 2133年里，我国一共有
10多个朝代从兴盛到衰弱，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也
随着这些朝代的兴衰起起落落，但是古代“丝绸之路”
一直在延续，一直联通着东西方，一直充当推动各国进
行友好往来的角色。我国与其他沿线的各个国家和人民
通过“丝绸之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赋予了“丝绸之
路”新的时代内涵，逐渐形成了“丝绸之路精神”。自
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一个不断追求和平的国家，这与中华

民族一直强调“和”文化和“和”理念等是分不开的。“丝
绸之路精神”充分体现了“和为贵”、“天下大同”、“海
纳百川”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
化深深的影响着我国政府的实践活动，中国外交政策也
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受这些传统文化的影响，
所以我国政府一直奉行着“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一
直主张世界和平，一直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
国历史文化虽然底蕴深厚，但是受意识形态、历史等因
素的影响，我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还不算大，西方国
家对我国存在偏见，我们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就是
一个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减轻文化冲突、消
除文化偏见、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过程，这一过程充分彰
显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想要在全世界倡导“一带一路”
倡议，使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积极主动的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过程，就是要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传承中
华传统文化，就是要坚持文化自信。  

（三）提高国家改革开放水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从“丝绸之路”发展历程来看，闭关锁国、天朝上

国的行为和想法是大错特错的，最终只会导致我国与世
界的脱轨，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为此我们已经付出了惨
痛的代价，验证了闭关锁国政策的错误。我国政府深刻
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以史为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坚
持改革开放，主动承担国际社会责任，高度重视经济发
展。1978年，我国正式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
沿海、沿江等城市逐渐对外开放，使东部城市赫然成为
对外开放的起点，加强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交往。
回顾改革开放 40年取得的成就，中国从世界舞台边缘逐
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体制改革不
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我国在新时代进
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措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
地区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将自身独特优势转化市场优势，
实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
方面的交流合作，从而不断深化对外开放，经济不断发展。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相互配合与均衡发展使
经济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一带一路”倡议不仅
能够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推动各区域之间
均衡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一带一路”倡议将沿
线地区所拥有的丰富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这种做法将有效的促进地方发展，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
发展差距。  

（四）扩展文化传播途径，增加国际影响力
文化可以商业活动、互联网等等各种各样的途径对

外传播，“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国际上进行文化传播的
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我们还应加大力度扩展文
化传播的途径，增加国际影响力。对于传播途径，首先
政府要重视，政府是文化传播的主导者，政府应该立足
新的国际背景，健全文化管理体制，加大文化对外传播
的支持力度，搭建文化对外传播平台，推动文化内容创新，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其次，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都是
人创造的，个人才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力量，我们要努力
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凝聚爱国情感，坚定文
化自信，承担起向世界传播我国优秀文化的责任，同时
对国外的文化要有甄别的能力，学习先进文化，摒弃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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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化。最后，我们要善于使用互联网、电视等媒体途径，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等途径是人民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
它拉近了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如果我们不能适
应历史潮流，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传
播，最终弱化我国在国际上传统文化的竞争力。中华传
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我们必须要扩展文化传播途径，
创新文化传播方式。  

四、总结
“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促进了沿线各个国家进行政

治、经济、文化等等众多交流活动，但是文化交流活动
是其中的重要和要点。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交流活动可以促进世界文化的
繁荣和昌盛，可以增强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可以通过文化交流代替文化冲突，减轻意识形态对立，
促进世界和平。“一带一路”倡议在“丝绸之路”的基
础上，为沿线各个国家和人民搭建了平等、互利的交流
平台，推动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和提高增强了我
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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