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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
开启新篇章，展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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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独立铸就文化自
信，促进文化交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和民族的独
立，正是新的文化自信、文化交流的起点。
周恩来总理对中外文化交流有清醒的认识，
1954年，在他的倡议下，成立了由中国人民
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文联、全国总工
会、全国妇联、外交学会等10个人民团体联
合发起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这就是后
来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要负责对外
文化交流工作。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在于向
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1955年10
月20日，周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大会讲话中
说，出访的文化团体是“文化使节”，文化工作
者是“国际活动中的先锋”。这一时期，中国除
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外，还重视与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交流的形式除频
繁的艺术表演团体互访之外，还在教育、体育、
文学、科技、宗教、广播、新闻、电影等领域展开
了广泛的交流。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交流，秉承了“丝
路精神”的内核，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体现了
特定时期的文化交流的合作原则，文化交流
呈现出全方位、立体交往的新特征。2009

年 11月 3日，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蔡武同志在
总结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交流时指出：“这
一段时间的对外文化交流往往扮演了非常重
要的‘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
色，这是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性决定的。”

改革开放推动文化交流
繁荣与发展

改革开放后，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以更
加急迫、更加渴望的胸怀拥抱世界，中外文
化交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78 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敞开了大门，
对外文化交流事业蓬勃发展。据周丽娟 《对
外文化交流与新中国外交》 一书的数据，
1966年前，中国派出和接待的各种文化团体
平均每年约一二百起、五六百人次，改革开
放初期的10年间，仅文化部办理的文化交流
项目就达 7500 起、60000 余人次。甘肃省歌
舞团以“丝绸之路”为题材创作了大型历史
舞剧 《丝路花雨》，从1979年12月到1985年
9 月，连续 6 次出访，先后到过日本、朝鲜、
法国、意大利、泰国、苏联等地，每到一
处，都受到热烈欢迎。意大利 《米兰日报》
曾报道：“台上的高潮刚结束，台下便掀起了
高潮，所有的人都站起来，疯狂地鼓掌。”

“一带一路”倡议是文
化交流的新宣言

伴随中国近来年国际影响力的迅速提
升、奥运会等大型国际文化活动在中国的纷
纷落地，中国力量开始在世界的舞台秀出自
己的精彩。正是在这个时候，2013年，习近平
主席高瞻远瞩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自此，
中外文化交流展现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快速
化、多元化、品牌化是其发展的鲜明趋势。

据文化部年度文化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12 年文化部审批国外文化交流项目 1072
起，20062 人次参加；到 2013 年，全国文化
系统批准对外文化交流项目就增长到 2159
起，66338 人参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3
年来，全国文化系统批准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5493 起，147900 人参加。全国文化系统在
开展“一带一路”主题文化活动以及创立

“一带一路”文化品牌方面，着力颇多。如
2014 年，文化部主动把对外文化工作放到
国家外交整体战略中谋划定位。“欢乐春
节”活动在 112 个国家和地区、321 个城
市，举办了 570 多项大型活动。组织开展庆
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音乐会、第十四届“相
约北京”联欢活动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积

极践行“亲诚惠容”和“真实亲诚”理念，
成功举办第五届中俄文化大集、首届“东亚
文化之都”、2014 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
第二届中俄文化论坛、中印友好交流年等活
动。围绕中央战略部署，积极开展“一带一
路”文化品牌的创立工作，成立“丝绸之路”
经济带西北五省区文化发展战略联盟，举办
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海上“丝绸
之路”国际艺术节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2015年，文化部明确提出服务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并进行了针对性部署，成功
举办了第十四届亚洲艺术节暨第二届海上丝
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东亚文化之都”、中国
—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等活动。举办中
加、中英文化交流年、中美文化论坛、南非
中国文化年、赫尔辛基艺术节中国主宾国等
重点文化外交活动。推动地方政府与企业参
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2015年海外中国
文化中心总数达到25个。据统计，25个海外
文化中心全年共举办培训班 221 次，培训
16035 人次；举办讲座 197 次，参加 16147 人
次；组织各类文化活动924次，参加280多万
人次。

为配合国家的“一带一路”建设，教育
部 2016 年发布了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教育行动》，设计了四个推进计划，作为支
撑性举措，开展人才培养培训合作。一是实
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将设立“丝
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未来 5 年，每年
资助 1 万名沿线国家新生来华学习或研
修，为沿线各国专项培养行业领军人才和优
秀技能人才。将以国家公派留学为引领，未
来 3 年，每年面向沿线国家公派留学生 2500

人。二是实施“丝绸之路”合作办学推进计
划。将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配合高铁、电
信运营等行业企业走出去，探索开展多种形
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培养当地急需的各类

“一带一路”建设者。三是实施“丝绸之
路”师资培训推进计划。将加强“丝绸之
路”教师交流，推动沿线各国校长交流访
问、教师及管理人员交流研修，推进优质教
育模式在沿线各国互学互鉴。四是实施“丝
绸之路”人才联合培养推进计划。将鼓励沿
线各国高等学校在语言、交通运输、建筑、
文化遗产保护等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专业领
域联合培养学生，推动联盟内或校际间教育
资源共享。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来，在世界各个
地区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热”。从这个
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中外文化交
流的新篇章，在未来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刚
刚结束的杭州G20峰会，不但是国际经济合作
论坛，更是一次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会。习近平
主席表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同
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繁荣。“一带
一路”倡议，正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有
理由期待，“一带一路”倡议必将开花、结果，为
人类的文明交流互鉴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
所、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
副研究员）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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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张骞“凿空”西域

提起“丝绸之路”，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张
骞“凿空”西域的故事。实际上，在张骞之
前，“丝绸之路”就以民众自发的形式开通，
张骞的“凿空”，只不过是史书上第一次记载
官方与中亚的往来。

汉武帝即位后，在前几代财力积累和国内
较为稳定的基础上，力图改变之前的妥协策略，
转而实施以进攻为主的大战略，派遣张骞作为
使臣出使西域，即是这个大战略中的一环。

张骞于公元前 138 年奉命出使西域，被匈
奴扣押了十几年，后寻找机会逃出，完成了出
使使命，这一次出使虽然没有完成汉武帝联合
大月氏攻击匈奴的目标，但因为他是官方派往
西域的第一个使臣，“凿空”西域的成绩显而易
见。后张骞又为联合乌孙，第二次出使西域，这
次出使还派遣副使分别出使大宛、康居、大月
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与各国加强联系。

张骞的两次出使，不但加强了汉朝与西域
各国的联系，建立了持续的外交关系，而且使
得中亚和汉朝的商旅不绝于途，为各民族的交
流、交往、交融打下了基础。张骞的出使，也
为和平外交奠定了基础，此后，中原王朝与西
域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张骞出使表现出的坚
韧、爱国、勇敢等精神表明，一个国家制定大
的战略，还要有能人与决策者一起实现，张骞

与汉武帝就互相成就了“凿空”西域与雄才大
略的千古美名。

❷ 玄奘西行求法

2016年高考历史题中有一道题，就是通过
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的故事，让学生解读材
料，提炼观点，并结合中国古代史的其他相关
史实，加以论述。其中就广泛涉及到“丝绸之
路”繁荣时期的大唐盛况。此时的中国，正主
导着世界潮流，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辐射世
界。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交
汇、融通，玄奘西行，鉴真东渡，一来一去，
书写的是各种文化互学互鉴的光辉历史。这一
时期的“丝绸之路”， 在世界交流史上是浓墨
重彩的一笔。

玄奘出生于隋朝末年。他年少出家，立志
弘扬佛法，但因为派别众多，各派对经义的理
解也不同。当时的长安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常有印度僧人来讲经，佛法的精微释讲给玄奘
耳目一新的感觉，他决定到佛教的诞生地——
印度去求法。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梵夹装佛经520夹、657
部，以及佛舍利 150 粒。在回国后的 19 年里，
他一共翻译出75部、1335卷佛经。尤其是佛教
在印度短暂消亡后，这些正确翻译的佛经意义
更为重大。由于他译经传教的努力，很多国家
的留学生到他门下学法，长安也成为当时世界
佛教的中心。除了翻译佛经，玄奘还根据自己
在印度见到的风土人情，撰写了 《大唐西域

记》，记载了他亲身经历和传闻得知的138个国
家和地区、城邦，不仅包括今天中亚的一些国家
和地区，还包括巴基斯坦北部、几乎整个印度地
区、孟加拉国以及尼泊尔南部地区，内容涉及政
治、经济、宗教、风俗、气候等，是古代西域和印
度的大百科全书。

❸ 鉴真东渡日本

鉴真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 （688年），扬州
人。鉴真14岁的时候，随父亲入寺，或许是与
佛天生有缘，他见到佛像就觉得有莫名的感
动，所以就恳求他的父亲也让他出家，父亲大
为惊异，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当时恰好武则天
诏于天下诸州，广度僧人，于是鉴真就从智满
禅师出家做了沙弥。708 年 3 月 28 日，在长安
实际寺，鉴真随弘景禅师受具足戒。此后，他
到处学法，很快就成为一位著名的高僧。

742 年 10 月，两位日本僧人风尘仆仆地赶
到扬州，此行他们要完成一个任务：迎请鉴真
东渡。这两位日本僧人就是荣叡和普照，他们
是 732 年随第 10 次遣唐使至唐留学的留学僧，
他们来到大唐，不但为了学习，还肩负着一个
重要的任务——寻访戒律律师赴日本。听完日
本僧人的来意后，鉴真欣然应允东渡传法，但
就是这一点头，竟然六次才成功东渡。

753年12月20日，66岁的鉴真历经千辛万
苦，终于踏上日本国土。鉴真的到来，对日本
的佛教影响甚巨：一是开创了日本的律宗；二
是向日本介绍了天台宗；三是为日本密宗的勃
兴奠定了基础。另外，在医药、建筑、书法、
雕塑、语言、饮食等方面，鉴真对日本都有积
极影响。

❹ 郑和七下西洋

如果说秦汉到元朝是“丝绸之路”的 1.0
时代，以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为主，那么
明清时期是“丝绸之路”的 2.0 时代，变为以
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为主。对中国来说，
这个转变是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的。

郑和，1371年出生于云南昆阳州 （今昆明
市晋宁县） 的一个小村庄里。1382年，明军平
定云南，在进入云南时，明军把当地幼童掳
去，郑和正是其中之一，被作为宦官服役。之
后因缘际会，郑和赴燕王朱棣藩邸，由此和朱
棣有了联系，两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互相成就
了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佳话。

永乐二年 （1404） 正月，正是“靖难之
役”功成之日，论功行赏，郑和被朱棣赐姓

“郑”。此时的朱棣刚即位，百废待兴，为了向
海外诸国传达和平理念，使诸国来朝贡，以增
加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便决定派人出使西洋。
因为郑和有勇有谋，无论姿貌还是才干，在宦
官中无有出其右者，故委任郑和为正使。

郑和七次下西洋，在很多国家留下了遗
迹，并传播和平理念，引进先进文化。如满剌
加是郑和船队开拓的重要据点，据说满剌加人
就是从郑和一行中学会的建造城市和掘井取水
的本领，至今当地还有三宝城和三宝井的遗
址。另外郑和使团还给当地人治病和传授种田
知识。除了在海外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郑和
使团还注意吸收借鉴海外的优秀文化，如使团
成员撰写的《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
国志》等，就处处留意各国的风土人情，并记
载下来，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民族志。

郑和所开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占
城、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建立了海洋交通
中转站，并在满剌加、古里等建立了贸易基
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贸易。中国的瓷器、丝
绸、漆器等出口到海外，刺激了相关手工业的
发展，而海外的玉石、香料等也在中国扩大了
市场，对相关产业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人类的成长本身就是一部文化交流的历史，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才使得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和
谐合作的大家庭。“丝绸之路”正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显著的标签。

自秦汉开始，中国专注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远达欧亚，为世界文化交流贡献了前所未
有的东方文明与智慧；至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快速发展，“丝绸之路”的文化、经济交流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
神”。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下，中国陷入一个被欺凌的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文化不自
信的时代。中国处处学习西方，“丝绸之路”也随之衰落，这一情况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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