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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举行

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图①：9月9日，在山东省东营市吕剧团的舞台上，国际友人在吕剧艺
术表演者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吕剧的魅力。

周广学摄（人民视觉）
图②：7月5日，江苏理工学院的20余名留学生来到江苏省常州寺墩

遗址，参观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存。 史 康摄（人民视觉）
图③：7月 15日，来自西班牙的华裔学生（左二）在四川省遂宁绿然

学校学习太极拳。 钟 敏摄（人民视觉）
图④：9月8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漫画节中国馆展区展出的唐三彩玩偶。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摄

2023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指出“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
价值，体现了“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彰显了大党
大国领袖的天下情怀和责任担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9月22日，以“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推动人类文
明发展进步”为主题的202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在北京举
行，近400位思想文化和国际传播领域人士参会并进行深入交

流。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中华文化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故
宫博物院、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指导，中
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中华文化学院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北
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

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要主动担负新的文化使命，推动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
更好走向世界；要加强文明对话，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
通，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中华文明孕育了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艺术。恢宏如长城故宫、
精美如瓷器丝绸、多彩如唐诗宋词，这些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穿过历史长河
依然魅力不减，成为国际受众可感、可知的中华文化标识。”中国外文局局长
杜占元说，正如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所说，“中华文化就像一个宝藏，我想
要和大家分享我发现的这个宝藏。”

杜占元表示，中华文明是独具魅力的人类文明代表，是读懂中国式
现代化的一把钥匙；中华文化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也为应对人
类共同挑战提供有益启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认为，中华文化在当前来讲是非常适应这个时代
需要的，我们要传播一个重要的观点——和谐，和是包容，是补充，是相互尊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其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建筑风
格、民间技艺、传统习俗、医药文化等历久弥坚，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
他民族的独特标志。”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说，这些独特的精神文化标志
不仅为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也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梅谦立来自法国，在他看来，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历
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
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 5 个突出特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渊源与驱
动力所在。”原文化部部长、“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
蒙说。

王蒙认为，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善于结合优良传统，达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境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本国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现代化、全球化是必然的。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有深切的体悟
与关切。”王蒙表示，中国对现代化道路模式多样性与自主性的理解，是对世
界变局的担当与合理认知，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贡献。

中国当代文学已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在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看来，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中国当代文学已在世界文学版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莫言结合自身创作经历介绍了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历程，“借
助电影这一传播媒介，大量中国文学进入海外读者的视野。”他认为，和
过去相比，当前中国文学“出海”的数量和品质大大提高。

莫言说：“为什么中国读者在阅读 《战争与和平》 和 《静静的顿
河》两部不同的作品时都会深受感动？因为它们以故事和艺术手法表现
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邪恶丑陋的恐惧，反映了人类的本质。”

外文出版社荣誉英文主编大卫·弗格森来自英国，是首届兰花奖获奖
者。他表示，文化覆盖了广泛的领域，从宏大到细微，从美术到民间艺
术，长城、故宫、兵马俑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绘画、书法、
陶瓷、文学、音乐也是如此，风筝制作、泥塑、剪纸、民歌舞蹈等也都是
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文化并不都是古老的，当代电影也是中国文
化的一部分，社交媒体上体现普通人真实生活和追求的抖音视频也是如此。

“无论你是惊叹地凝视莫高窟，赞叹地欣赏《清明上河图》，或是着迷地
观看手工艺人将一颗小橄榄核雕刻成船只，都会发现所有形式的文化有一个
共同点，能在个人情感层面与你对话。”大卫·弗格森说，因此让我们运用好
中国文化，无论是宏大的还是细微的，无论是古老的还是当下的，与外国受
众进行人文层面的交流，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保持联系，促成对话的实现。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
江天际流。’这首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的诗，改变了一个著名的汉学家，
他就是德国汉学家顾彬。”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欧阳江河讲述了顾彬因
为李白爱上中国文学的经历，“顾彬的一生在20多岁时被李白的一首诗
改变，这就是诗歌的力量。”

欧阳江河认为，中文诗人应该置身于当代世界不同语种共有的写作
现场，成为同时代诗人同行的一分子，成为我们自己的读者，成为将母
语中文与英文、法文、德文融为一体的作者，进入人与人之间心灵、心
智、认知的深处进行原创性交流，这样我们写的诗翻译出去后才能被其
他语种的读者所接受，所深读。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认为，我们要深刻把握世界文明发展新形
势、新特点，探索新理念、新路径，践行新使命、新任务。从尊重世界
文明多样性出发，扎实做好区域国别研究；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着
眼，主动将中国立场与国际表达深度融合；从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发
力，自觉将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融合研究；从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着
手，积极与国际学者携手合作。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人
文讲席教授安乐哲出生在加拿大，因为喜欢写诗，上世纪 60 年代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雷德兰兹大学攻读诗歌，后来通过学校的交换项目前
往香港中文大学，从此与中国、中国哲学、中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他认为，要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外国去，首先要把最基本的词汇讲清
楚。比如儒家格言“和而不同”中体现出来的公平和多样性，正是支
持了优化共生的价值观。公平和多样性，可以使特定社区内人们之间
的文化差异，扩大到国际社会，使得人类能够获得复杂性体验。

“要建设文化强国必须使我们的文化走向世界。”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丰子义认为，应当适应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深入阐释中国文化
资源的当代价值，使其所表达的一些观念价值更好代表世界发展和人
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变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文化资源这种转
化过程既是丰富发展人类文明的过程，又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自身文
明的过程。“文化能不能走出去，重点是看能不能融入当地的生活。所
以不仅要研究我们的文化，同时也要研究对方的文化，使双方能得到
更好的衔接，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真正走向世界。”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宝贵的就是其底蕴。”国际说唱艺术联盟主
席、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说，“中国几千年留下来了很多耳熟能详的诗篇，
一个人说一句，另一个人马上就能接下去，好比你说‘床前明月光’，他就
接‘疑是地上霜’；你说‘朝辞白帝彩云间’，他就接‘千里江陵一日
还’……这些千古名篇流传了多少年，几乎印刻在每个人的心里头。我们
应该用新的艺术形式，易于接受的形式，更生动地讲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

“中国的书法艺术具有人类艺术共同具备的魅力。”中国书法家协会原
分党组副书记、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晓华讲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有一次，一个来自澳大利亚的工程师，不会汉语，却突然跟我发邮件说要
到北京来学习。他来了之后就说要学习颜真卿的楷书，因为觉得中国书法
很神奇，想探索一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建筑师，也来到
北京向我学习书法，因为他认为中国书法里有跟建筑相通的地方，要来研
究一下。”

郑晓华说，我们要加强阐释，在交流中实现沟通、理解、认同，
让更多的人能够认知中华文明的绚烂多彩。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文化学院第一副
院长吉林说，我们要立足中国大地，坚守中华文化立
场，讲好中华文明故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
持久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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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4月1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活动上，外国友人展示他学习书写的汉字“人”。 新华社记者 金马梦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