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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丝路精神 共促和平发展
“丝绸之路文化行”主题论坛发言摘编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成果

丰硕。它不仅推进沿线国家的经济
合作，增进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
也唤起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为世

界开启了一段穿越时间与空间的新
旅途。如何让世界理解古老的丝绸
之路精神，认同今天的“一带一
路”倡议，关系着“一带一路”建
设的顺利推进。而这些，都离不开
新闻媒体的舆论引导。

近年来，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
领导下，人民日报海外版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积
极探索融合发展，拓展海外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通
过“造船出海”“借船出海”“组船

出海”等多种形式，努力创新话语
体系，拓展传播渠道，讲述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践行增信
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的职
责，初步形成了“一报一网一端两
微”的立体传播格局，并在对外传
播中实现同频共振、协同发力。

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背景
下，人民日报海外版将继续站在对外
宣传的制高点上，讲好历史、讲好传
统、讲好友谊，尊重差异、求同存异；继
续用外国民众听得到、听得懂、听得
进的途径和方式，积极传播中华文
化，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

“一带一路”建设是合作共赢
之路，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实践之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
通”的前提是有效沟通。我们需要更
深入地去认识世界，我们也需要更
好地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是
有效沟通的需要。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丝绸之
路名家精选文库”正是在这样的时
代 需 要 下 应 运 而 生 。 文 库 定 位 于

“丝绸之路的文学读本”，是对当下
中国丝路沿线各地区自然、历史、人
文的生动记录，更是对中国故事的美

丽 讲 述 。 希 望 这 一 篇 篇 优 美 的 文
章 ， 能 够 成 为 城 市 名 片 、 中 国 名
片，传之久远。

作为出版“国家队”，中国出版集
团公司始终把服务大局作为义不容辞
的责任。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后，集团公司及所属各出版单
位围绕“一带一路”做了大量工作。如
创办了中外出版翻译恳谈会暨“一带
一路”出版论坛，现已举办两届；先后出
版了《“一带一路”战略研究》《“一带一
路”年度报告（2017年）》等“一带一路”
相关理论著作。我们将继续努力建设
出版高地，构筑内容高峰，认真落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
化繁荣兴盛的重要要求，共同担负
起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的重要职责。

丝绸之路，既是一条通商之
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讲述
好丝路故事、传承好丝路文脉，是
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
命。“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集萃

了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的散文佳作，
艺术展现了丝路沿线的人文历史和
地域风情，体现了中国当代作家的
文化担当和智慧才情，是一部不可
多得的丝路文化精品。

西安这片土地上，曾上演过中华
民族波澜壮阔、灿烂辉煌的无数故
事，书写过中华文明的精彩华章。西
安，丝路印记深邃久远，丝路情谊历
久弥新。西安也是一座具有光荣革
命传统的城市，红军长征、八路军办
事处、西安事变旧址等多处历史建
筑，述说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
事，蕴藉深厚的革命精神力量，彰显
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当前，西安正在全面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和平
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
路、文明之路”和“五个扎实”的重要
指示精神，秉承丝路精神，传承丝路
文脉，努力打造“丝路文化高地”。“丝
绸之路文化行”系列活动的举办，必
将有力地促进西安的文化建设，必将
在西安“丝路文化高地”建设中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衷心希望各位文化大家名家在西
安多走走，多看看，为我们建设“丝路
文化高地”多指点，多帮助，用各位文
化大师的妙笔，展示丝路文化高地的
新面貌，书写当代丝路文化的新篇章。

现在“一带一路”是最热的
词。千百年来，这些最古老、最壮
观、最伟大的“丝绸之路”，不仅是
东西方经济交流的大动脉，也是文
化交流的大运河。高瞻远瞩的中国
领导人，今天把视野从 960 万平方
公里的国土扩展到海洋，重振海上
丝绸之路，向海洋进发，造福于中
华民族，这是一个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

回望历史，浩浩荡荡，郑和七
下西洋堪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最壮丽的诗篇，也是人类航海史第
一个高峰。在世界史上，航海总是
与探险、发现、征服、掠夺联系在

一起，然而郑和的航海既没有野蛮
的征服与掠夺，也没有血腥的摧残
和杀戮，从没有掠夺他人一分财
富，从没有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
从没有伤害一个无辜百姓。郑和下
西洋的真实目的是与世界各国和平
友好增进友谊，互通有无发展贸
易，传播借鉴交流文化，观天测地
绘制海图，造船航海振兴科技。

郑和是世界上最早的洲际航海
家，过去受全球范围内的“西欧中
心论”的影响被忽视，现在随着亚
太经济时代的到来，“一带一路”中
国驱动新型区域合作机制的拓展，
郑和精神唤起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

热忱。爱国主义是民族进步的灵
魂，国家富强的源泉，郑和鞠躬尽
瘁，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
命的伟大精神，必将引领我们振兴
中华，走向世界。

着手丝绸之路的写作之前很忐
忑，感觉青藏高原和丝绸之路关系
不太紧密。后来发现，仅仅唐代的
丝绸之路就不断从阻塞到通畅，这
时候丝绸之路出现了南线，从成都
起始，到阿坝、青海，又回到丝绸
之路，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也以某
种程度参与丝绸之路不同文化的交
往。

通过对丝绸之路历史的理解，
我确确实实增长了很多见识，得
到很多新启发。“走”在丝绸之路

上的中国人，特别元气充沛，不
光互利共赢，还有开阔的心胸、开
放包容的精神。在开放的胸襟当
中，中国人壮大了精神世界，丰富
了情感表达。今天，我们回顾丝
绸之路时，既要牢记我们祖先创
造的一些辉煌，也要遵循那些创
造辉煌的文化启迪和精神启迪。

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说的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意
经”，尤其包含文化的互相渗透、互
相交融。我们把这个地带看成各个
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在共同
建设共同发展中凝聚我们共同的美
好未来，重建美好生活的地标，这
样的认知符合今天的现代性，更是
继承了中国在汉唐以来创造的伟大
精神，即不同文化之间在竞争的同
时，也可以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今天，支撑这种精神的是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我们拥有越来越强烈
的文化自信。

在 21 世纪第 2 个 10 年，中国
再次让全球的目光吸引到丝绸之路
这条具有非凡历史意义的道路上。
丝绸之路的复兴不仅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梳理，更是东西方文明又一
次大规模的交流交融。

这几年越来越清晰认识到中
国文化是一种维护人类永久性存
在的文化，维护人类群体性生活
的文化，维护人类共和的文化。
她 的 最 大 特 点 是 整 体 性 和 安 全
感。由此整体性和安全感生发出

守中用和的基本生命态度。这种
生命态度细化为人格就是君子之
风、中庸之道，深化为信念就是
厚德载物、自强不息，体现在日
常 生 活 就 是 仁 、 义 、 礼 、 智 、
信、忠、孝、勤、俭、廉。

这一刻，当我们相聚在古都西
安，重建丝路文化的时候，有一个
词冒出来：安详。安详西安、安详
中国、安详世界。“安”，普遍解释
是女人待在家里。在我看来，它更
是一个暗示，那就是只有母亲在家
孩子才有安全感。“详”通“祥”，
在我的理解，它是一种“安”的状
态，是仁爱、和平、智慧、喜悦、
吉祥、如意。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如同
父亲的胸怀、母亲的臂膀，相信
读者朋友会在其中读到大度、包
容、体贴、坚韧、慈爱，通过血
脉相连的丝绸之路，丰润人们已
经疲累的心灵。

丝路给我们提供了开采不尽的
写作富矿。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
许多古代的、现实的、朝气蓬勃的故
事等着我们去写。现在文学的国际
题材很少，“一带一路”给我们的文学
写作带来宏大的国际视野。比如企
业家、文化人去丝路各国，每座城市、
每个故事、每个细节的背后都有黄钟
大吕般的历史回音。

一旦有了世界视野、丝路格局，
又善于在动态中把握，你会发现世界
上很多事情都有关联，都是在运动中
发生血缘交汇而孕育新的生命。写
作有了大格局，具体素材就有了可洞

悉和可感染的力量。
丝路有的地域特别苍凉、苍莽，

这就把人的个体生命推到宇宙空间
的大气场中。孤独使人强大，荒原可
能触发哲思。只有走进荒原，跟风
沙、骆驼、苦难为伍，人的主体意识才
会觉醒、壮大。你会感觉到人是天穹
地幔这个大生存环境中最有力量最
有智慧的。人的内部世界得以丰富
地展示出来。

丝路非常美丽。丝路的美不是
单一的。丝路具备了各种美的形
态。有雄强、古朴、凝重、苍莽之美，
也有繁茂、灵秀、诡异、艳丽之美。应

该很好地发掘这些美的矿藏。
丝路很可能给我们的文学写作

带来一些新的元素，只要好好的体验
和吸收，变成自己创作的营养，笔下
就会大不一样。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层面的
创举，但无疑的，它也是建立在

“传统”基础上的。翻看历史，居江
岸通大海的南京，改革发展一直是
主旋律，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在世界居于领先地位。南京自东吴
建都以来，与其他国家的交往就一
直没有中断过。南京在丝绸之路上
的一些历史断片，确也能带给我们
特别的启示。

郑和七下西洋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高潮。他的“海权论”比马汉的
早了 500 年。1600 年前后来到南京

的利玛窦，与明朝知识界产生了学
术交锋，他与儒、释、道人士有过
多次的聚会和辩论，明朝的高官徐
光启在南京公开受洗为天主教徒。
可以想见，即使是理学盛行的明
代，南京当年的文化还是相当包容
的。清朝宣布立宪后，江苏是最早
成立议会的省份之一。当年的东南
地区特别是南京，已经出现了很好
的中西交融的局面。

世界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
的认同证明，所有的创新都是对传
统的重组。传统一直是敞开的，在
传统面前我们应该更勤奋。中国文
学的丝路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了让今天的我们了解先人在丝绸之
路上曾经的求索、努力、付出，甚
至是牺牲，知道他们曾经错失的机
会甚至犯下的错误。在反思、学习
基础上，才可能有真正现代意义上
的“一带一路”建设。

（付超勇摄）

8月10日，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共西安市委主

办，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和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承办的2017年“丝绸之

路文化行”在陕西西安拉开帷幕。活动期间举行了“一片土地和她的故事”

主题论坛，来自主办单位的领导、“丝绸之路名家精选文库”作家、陕西当地

文化学者相继发表主旨演讲。我们特刊发论坛发言摘编，以飨读者。

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王树成（人民日报社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为“一带一路”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王树成（人民日报社编委、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重振郑和精神与海上丝绸之路
丹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重振郑和精神与海上丝绸之路
丹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

传之久远的丝绸之路文学读本
王涛（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

壮大精神世界 丰富情感表达
阿来（四川省作协主席）

壮大精神世界 丰富情感表达
阿来（四川省作协主席）

努力将西安打造成丝路文化高地
吴键（中共西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丝路给我们提供了写作富矿
肖云儒（文化学者、陕西省文联原副主席）

愿丝路文化丰润人类心灵
郭文斌（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协主席）

“一带一路”的传统与现代
贾梦玮（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

我写过 《北京滋味》，也写过
《成都滋味》。我问自己，你能再写
出篇《西安滋味》吗？哪里敢！

若想写出这片土地的筋骨、神
韵、滋味儿，写出你的陶醉直至让读

者也跟着你陶醉，这不是轻而易举的
事情。我的感慨是读了贾平凹那篇

《老西安》所引发的。贾平凹已经和西
安的“精气神儿”融为一体了。他写出
来的，不光是一座城市的故事，更是一
座城市的筋骨；不光是一座城市的风
貌，更是一座城市的心事；不光是一座
城市的过往，更是一座城市的神韵。
所以，不管我们写的是哪块土地，我们
讲的是谁的故事，我们先要和那土地、
那文化、那历史、那情怀融为一体。

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文学
还是我们的读者，都面临着渴望拓
展的视野。因此，关于一片土地，

无疑应置之于更广阔的天地中去展
现。于地域文化的浸润中养成的个
性，也亟待到别样的风景中去展
示。那样将可能使我们的故事，跃
动起时代的活力和冲动。

在一个喧嚣而骚动的时代，在一
个故事频生色彩缤纷的洪流里，亟待
我们以更高的追求，开展我们的创作
实践。一片土地，经济的腾飞、社会的
发展、环境的保护都不可或缺。但讲好
我们的故事，也在期待之中。中国的大
都市，时不时就为自己所涌现的地标
而惊喜，那么，我们文学的产品，能不
能成为展现时代精神的情感地标呢？

把这片土地的故事讲得更有滋有味
陈建功（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