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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
内在意蕴、时代价值与实践进路

杜俊华,龚　 宇,索海杰
(重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复杂国际环境滋生了一些西方国家

主张的文化“排异”反应,“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论调时有发生。 对此,应积极进行深入的对外文明交流。

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通过求同存异,加强沟通了解,互

相吸收各文明的优秀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明的现代性基因让其“走出去”,把外国优秀文明“迎进来”,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于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深刻认识“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阂;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之内在意蕴。 极力彰显

新时代“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之诉: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代价值。 积极推进新时代“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

相通;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并处

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之实践进路。 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础上不

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促使中

外文明以交流实现互鉴、以互鉴促进发展,促进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优秀文明“迎进来”,推进世界

各国文明深度交流交融,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

和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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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与学术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是我们党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

断。 特别是党的二十大之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 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
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 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

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1] 。 应对

这一国际局势,正确的出路就是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 新时代十年,中国日

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携手全球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参与“一带

一路”倡议;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有近 70 个国家加入;众多国家对全球文明倡议

积极响应。 新时代新征程,加强中外文明交流,对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建以及世界共性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22 年 8 月,中办、国办印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

划》,就“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作出“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一系列战略部署[2] 。
在此背景下,学界围绕中外文明交流、中外文化交流、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概念的科学内涵、

经验启示及其实现路径等问题展开了系统探讨。 如:何星亮就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中的重要作用展开深入探讨,认为不同文明国家之间的交流互鉴更能促进彼此之间的认同、尊
重,加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3] ;陈健、郭淑新立足多元文化场域视角,指出中外文明交流间

应拒斥各类文化中心主义错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坚定文化自信[4] ;康继军强调,孔子学院跨文化

传播对中国在“一带一路” 沿线的出口贸易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对邻近国家也有显著的正溢出效

应[5] ;石俊杰研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

思想内涵,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并摒弃了

其中的不合理因素[6] ;王婧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时强调,中国共

产党积极探索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希望在此基础上各国各党能够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
了各国各党的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网络,最终能够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强大力量[7] ;马忠、达雅楠研究认为,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站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高度,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8] 。 此外,常
晶、孙录宝从人类社会交流的历史回顾、文明冲突本质是政治冲突的现实反思、文明交流是历史必

然的未来展望三个方面展开了讨论[9] ;陈明琨从打造人类文明交往新范式、反对阻碍文明交流错误

观念、维护世界和平、实践驱动理念落地四方面围绕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重要论述展开讨论[10] ;谢
清果则详细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明交往互鉴相关重要论述的缘起、逻辑、立场以及基本论

域[11] ;肖燕飞详细阐释“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实

践方案,结合文明交流探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案[12] ;刘建飞强调不同文明互动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构成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其中的积极作用[13] ;刘勇、章钊铭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追求、使命与担当[14] 。
总体看来,目前学界关于通过中外文明交流来推进更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成果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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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尤其是学界综合深入分析和研究“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涵、价值与路径”的成果非常少,
亟待进一步研究拓展。 本研究对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由宏观至微观,从内在意蕴、时代价值、实践

进路三个方面多维度展开讨论,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

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之需、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践行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诉。

二、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内在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引用《诗经·小雅·鹤鸣》
中的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强调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

要动力[15] 。 在救亡图强、上下求索的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虽是“舶来品”,但通过联系中国革命

和建设实际的中国化时代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以这些理论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

建设的辉煌成就。 而在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众多文明交流交融的事例,促进了中外

文明的共同发展,也促进国与国的良好关系。 唐朝和尚玄奘到天竺(现印度)取经,历经 16 年把 657
部佛经带回中土,促进了佛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 唐朝和尚鉴真先后 6 次东渡日本,带去了大量书

籍和文物,向当时落后的日本传播唐朝多方面的文化成就,促进中日交流。 这些都是世界文明史上

交流互鉴的典范,对当前中国的对外文明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
明因互鉴而丰富” [16]10。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开幕式中提出,“坚持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 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 [2] 。 这一论述洞悉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规

律,阐发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思考,点明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国文明的相处之道。
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中,只有坚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方能实现“美美与共”,最终达到天下大

同的境界。 这一理念为重塑国际社会文明秩序提供了重要参考,突显了国际社会对文明交流应有

的态度、应展现的情怀以及应采取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逻辑与内在规律。
 

(一)各美其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为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 [2] ,“各美其美”是国际社会对人类

文明交流应当持有的态度。 既是对他者文明的意义、价值的了然,也是对中华文明的自我觉察、自
我发展。 “各美其美”的文化思维意味着既承认其他各个国家文明的“美”,力求各个文明平等对话,
更要求对自身文明的“扬弃”,在接纳他者的现实意义上反思与国外文明的动态结合。 同时,这一切

都建立在尊重各国文化主权的前提下,追寻世界文化动态交流下的静态独立。 应当认识到,每种文

明都是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不断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智慧结晶,都蕴

含着独一无二的特性与价值。 因此,文明不分民族、没有国界,“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

明成果都要珍惜” [2]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不分强弱、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

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 [17] 。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因各国现阶段生产

力所决定的社会历史演进与发展历程的不同。 文明因交流而不同,“各美其美”既体现了文明的多

样性、多彩性,也指出了文明的对等性、平等性,把文明交流的可能与必要推向现实。 希腊总统帕夫

洛普洛斯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演讲时表示,真正的文明尊重世界各民族、国家各自文化的不同。
“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 [18] 。 这充分表明希腊深刻认识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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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展的时代境遇,主动摒弃了自身文明作为西方文明起点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也说明在文明交

流中应尊重文明多样性、承认文明多样性,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文明、接受文明、拥抱文明

是抹去文明隔阂的鲜明底色。
(二)美人之美: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 [2] 。 “美人之美”是国际社会文明交流

应采取的方式。 所谓“美人之美”就是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将各国文明在其现有的价值体系之下结

合实际去评判。 而不是以本国文明的标准去评判他国文明的优劣,彼此积极主动发现美、欣赏美、
称赞美。 所谓“厚德载物”,谦虚、平和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对优秀他者文明的包容与认可是文

化自信的体现,同时道德性、包容性的传统文化为吸收国外优秀文化提供了土壤。 在文明的互鉴互

赏中发现不同文明所蕴藏的奥秘,汲取不同文明所蕴含的智慧,通过互鉴互赏的方式彻底消除文明

隔阂,防患文明冲突。 “互鉴”不仅是文明交流的方式,而且是文明繁荣、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 习

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

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19] 。 文明是活的,需要继承、传播与创造,流动是文明的本质属性,这一属性使

文明交流成为必要,也为文明互鉴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宏大的视野。 文明的活性体现在交流,文
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互鉴。 如若将中华璀璨的文明“深藏闺中人不识”,便无从交流互鉴,无法防范

偏见、诋毁乃至于徒增隔阂,也无法与时俱进直至陷入停滞状态乃至产生倒退。 同时,应当意识到

“美人之美”在中外文明交流中并非纯粹的交换,更不是单向的交替,而是坚持底线原则的平等互

动。 是坚守自身文化的内涵、特质、核心精神与价值,通过与其他文化相交而使文明得以流动、传
播。 应当“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

播出去” [2] ,展现中华文明的魅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文会友,最终“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

文共同体” [20] 。
(三)美美与共: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2] 。 “美美与共”彰显了人类文明开放

包容的人文情怀。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 不论是中华文明,
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21] 。 可以认为,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也是

人类的文化、世界的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社会信息化、政治多极化、文化

多样化的背景下突破民族、国家的视野局限,立足于人类与全球的宏伟视野对新时代人类文明发展

所提出的憧憬与展望。 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

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 [22] 。 “美美与共”不是“唯我独

美”,更不是“从人之美”,而是充分“了解和借鉴世界上各种文明,做到博采众长、开阔胸怀、拓宽思

路、启迪灵感” [23] ,遵循中华文明居于本体的立场,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体多元” 的共同体格

局[24] 。 同时,应当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不是一些西方国家以我为尊、高人一等文化霸

权的“再版”“翻版”,而是秉持天下为公的人文情怀,由全世界各国文明共聚、各国人民共建共享,一
种世界范围内新型人类文明形态的“原版”。 因此,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旨在凝练全人类所追

求的共同价值,不断促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其核心就是要坚持平等态度、采取互鉴方式,在平

等互鉴中取长补短,在交流碰撞中促进文明发展创新,以开放包容的人文情怀共求最大公约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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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最大同心圆,实现各种文明“美美与共”。

三、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时代价值

当今世界,人类的交往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深入,国家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要更加紧密。 中国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不仅是创造继承与传播交流的复合整体,
也是内在多样性与外在多样性的有机整体。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发展

中突显出巨大的时代价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之需;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这一中国梦的题中之义;也是引领国际交流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之诉。
(一)现实之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之需,更是历史使然。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在包容、吸收世界其他国家先进发展经验、技术、文化等方面展示出广阔的胸怀以及巨大的潜

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推进,充分彰显了中国在

中外文明交流方面的卓越成就。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

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

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

类文明新形态” [1] 。 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与实现需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强大精神

引领。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立足于一元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着力于时代性与创新性相促进,坚持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

撑” [25]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此外,吸收和借鉴是发展先进文

化的重要途径。 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向前推进,必然需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最新成果。 在思想

上保持双向开放,基于高度的文化自信进行多元对话,互相学习、互相完善。 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

验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一座“孤岛”,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交流互鉴史。 新时代中外文明

交流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思维、方法,采取“求同存异、互利双赢”的文明交流方式,吸收和

借鉴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助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精

神指引和精神动力。
(二)题中之义: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是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中国梦也是世界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

来最伟大的梦想” [2] ,“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中国人民圆梦必将给各国

创造更多机遇,必将更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6] 。 中国梦助力世界梦,中国梦也是世界梦。 中国

梦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离不开各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与帮助。 “友好型”的

国际环境必将极大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有助于向世界展现中国形象,表明和

平、发展的中国态度,从而打破语言壁垒,使“中国梦是扩张梦、霸权梦”的言论不攻自破。 对于“文

化霸权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 。 “以和为贵”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华民族深入骨髓的基因。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坚持以中华

文明的“基因”为基本点,逐步扩展至各个领域,形成中外全领域“以和为贵”的人文交流。 促进政

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深入交流,加强世界范围内医生、学者、文艺工作者等各界人员往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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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 通过各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实现共同发展,聚集人

心、汇集力量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三)时代之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是回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诉求,也是应当顺应的时代之势。 世

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促进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世界文明秩序与体系的重构,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人
类命运休戚相关,但同时世界发展的鸿沟不断加大、非传统安全威胁逐步蔓延。 习近平总书记在联

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了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7] 。 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是全球化进程中维持人类文明共生共存状态呼之欲出的时代趋势。 建立一个开放包

容的世界,“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16]544,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根基。 文明的

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塑造全人类所认同和追求

的价值观念,而文明交流互鉴就是以文化交流的方式实现民心相通,凝思想、聚共识形成全人类的

共同价值观。 从根本价值指向上看,文化交流互鉴是以人为主体的从精神层面着手凝聚全人类的

思想共识,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着共同的责任、义务与利益,关系着民族与世界的未来,追求

的是自由、平等、发展等共同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启迪是:沟通协商是

化解分歧的有效之策,政治谈判是解决冲突的根本之道。 只要怀有真诚愿望,秉持足够善意,展现

政治智慧,再大的冲突都能化解,再厚的坚冰都能打破” [16]540。 因此,以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共同

价值的形成是全球化、时代化视域下重塑人类思想指引与精神引领的必然诉求,对于推进人类文明

进步与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深远意义。

四、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面临着许多新变化,世界局势呈现许多新特点,带来了许多新挑战和

新机遇。 在百年未有之世界大变局背景下,世界文明交流虽然不断强化,但也有一些西方国家依托

“强势文化”实行文化霸权主义,提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等错误论调,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着文明之间的交流。 在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立场,发展

共性文化、开展人文合作、践行“一带一路”、坚持政府主导的实践进路。 在相互平等、开放包容的基

础上不断推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互鉴,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持续深化与他国的人文交流与

合作,让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为中外文明交流构筑坚实的民意和社会基础。
(一)加强文化传播,促进文明交融

文化传播是促进社会发展、引领社会思潮、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

力的重要手段[28]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1]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推动

和创新文化传播方式,取得显著成效:孔子学院遍布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除夕的烟花在世界各

国盛开;2022 北京冬季奥运会以中国国宝大熊猫和中国传统的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的吉祥物“冰墩

墩”和“雪容融”获得了各国人民的喜爱;冬奥会充满中国风元素的运动员比赛服饰;滑雪跳台的“如

意”和“飞天”造型等。 此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 [1] ,为我国文化事业发展、传播指明了新方向。 同时普及全民健身,弘扬体育精神;传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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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等方面内容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向和主要内容。 在传播进程中,一方面,能
够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历史底蕴,深入传播和理解中华文明、中国精神,增强我国群众的民族认同

感、自豪感;另一方面,文化传播推动我国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往来,推动世界不同

文明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29] 。
(二)发展共性文化,促进文化相通

文化差异是引起质疑、产生误解,甚至发生冲突的重要因素。 世界文化虽风采各异,但也有相

通之处,世界文明新秩序需要世界寻找最大公约数。 面对各国文化差异的现实情况,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应“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

点” [16]464。 以中印文化交融为例:中印文化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首先体现在宗教信仰的“类同”。
汉代人们开始接触佛教时,把佛经中的“空”,用老子的“无”来解释;佛教的水、火、地、风四种物质及

“天地始终谓之一劫说”也和汉代方士“五行始终说”相似。 其次是文化体系的“相似”。 譬如佛教

发源于古印度,在广阔的区域进行传播后,形成了数条支系。 如今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严格意义

上都属于汉藏语系,在文化内核、文化呈现和文化基因上反而更接近中华民族文化,与当今印度主

体民族文化有所疏远。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不同的宗教应该展开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2] 。
“爱、慈悲、舍己为人、仁慈和宽恕等构成了各大宗教传统的基本伦理原则,并非由超自然的权威强

加的不相容的理念,而是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理念,我们的人性在宗教传统中被加强、净化和提升到

新的层次” [30] 。 尽管世界各国的宗教各有所异,但在人类社会道德的价值和基本的道德信念方面,
已具有相通之处,它可以展示世界诸宗教在伦理方面已有的共性,这种共性都强调美德善行、相互

平等,只是修行方式有所不同,完全可以进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不同

宗教应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 [3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宗教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不动摇,积极推进

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人士交流互动,并以宗教互动推动各国彼此文明深入交流。
(三)践行“一带一路”,构建文明之路

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西方的往来日益频繁,一代又一代“使者”用善意和友谊架起了东西方

往来的桥梁。 到了唐、宋、元时期,丝绸之路在海、陆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古代丝绸之路不仅仅是

物质的交换,更是文明的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是许多宗教信徒的汇集地,天文、立法等也是通过丝

绸之路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明、宗教的共生共荣。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演讲中提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

任[18] 。 促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岸的各国家积极弘扬丝绸之路精神,
深入推进在宗教、教育、文化、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合作,致力于构建一条现代化的文明之路。 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32] ,人文交流合作是中外良好关系长远发展的保障。 “一带一

路”倡议是新时代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汉朝的丝绸、瓷器通过西域远销地中海海岸,明朝时期

郑和的船队达到非洲的索马里、莫桑比克和肯尼亚,在非洲东海岸建立了中非人文交流的纽带。 新

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习近平等领导人高度重视对外人文交流合作。 尤其是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全球视野、致力于解决人

类问题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各国构建了一条现代化的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时刻

注重每个民族国家的差异,在践行的实际中不断寻找、磨合为沿线各国认可、尊重、接受的文化切入

点。 截至 2023 年初,已有 151 个国家与我国签署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内容涵盖人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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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等诸多领域。 近十年的各方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倡议增添了世界增长新动力,是
文化交流、思想传播,推动发展,合作共赢,实现世界经济、文化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四)开展人文合作,促进多元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深入开展各领域人文合作,形
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33] 。 首先便是通过文化活动,发挥传统节日在人文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传统节日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底蕴来影响人、感染人、打动人,发挥春

节、中秋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在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积极向世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

中外友好关系,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为此,中国还先

后举办了美、英、法、俄、意、埃及“中国文化年”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通过举办各种文化年、搭建文

化交流平台以及文艺创作,以人们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使人们在欣赏文艺作品、增进彼此友

谊的同时开阔视野、达成共识。 习近平总书记还提出,“推动教育合作,扩大互派留学生规模,提升

合作办学水平” [16]514。 孔子学院就是推动教育合作的产物,为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增进对中国

文化的认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平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同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进程与步

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上表示,希望孔子学院“继续秉承‘相互尊重、友
好协商、平等互利’的校训,为传播文化、沟通心灵、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4] 。
此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还采用加强科技领域交流以促进国家间科技力量协同创新,促进旅

游领域交流以实现跨境旅游新增长等形式,不断开辟人文合作新领域、新模式,以促进多元人文

交流。
(五)坚持政府主导,拓宽传播渠道

坚持政府主导即坚持“地方服从中央”,强调处理好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摸着石头过河”的

关系。 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是政府管理一切、主导一切,而是发挥规范和引领作用。 对外文明

交流要继续坚持以政府为主导,进一步完善政府制订前瞻性策略与提供战略指导的职能,为对外文

明交流创造良好的环境,建立完善的保障和激励机制,提供政策、法律的支持。 政府的首要任务就

是为对外文明交流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根据国家现阶段文化发展实际,制定文

化对外交流的短、中期目标以及长期性、系统性战略。 同时,政府应该紧紧围绕“服务型政府”的角

色,充分发挥监督作用以保证交流的公平、公正,充分发挥服务作用以保证交流的通畅、顺利,而不

可过度地干涉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交融。 在全局性层面,政府要加强引导,形成中外文明交流链路

上一切资源、力量都为推进中外文明交流服务的局面。 在创新层面,政府要激励社会各界多方参与

形成多元创新的局面,这意味着文明交流主体的多样性同样不可忽略,应充分发挥民间团体、企业

等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激发其交流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外文明交流的目的是使不同国家与民

族文化构建起价值共识,仅靠政府官方的文化交流,政府的严肃性会使得国外民众难以接受,甚至

是出现抵制、排斥的情况。 反观民间和非官方组织的交流则更加多样、灵活、“接地气”。 首先,非官

方性质的民间交流能够采用更丰富的方式方法深入外国民众的生活实际,从而更加真实地了解外

国民众的文化生活,以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方法满足其文化需要,在文化交流的实际中开辟出文化交

流新路径。 其次,相比于政府官方交流,民间交流规模虽小但形式多样,使小众文化也能得到很好

的传播。 因而坚持政府主导,以非政府为主体的文化交流组织、团体充当政府与社会衔接的“中介”
与“桥梁”,更有利于拓宽文明传播的渠道、创新文明交流的方式方法,既能够灵活满足民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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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诉求,又能坚决执行政府主导的政策。

五、余论

当代世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外文明应高举文明交流旗帜,共同致力于世界文明的最大公约

数。 文明不区分种族、不评比高低,文化因多样而多彩,应尊重文化多样性,平等对待所有文化,实
现各种文化的共存发展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题中之义。 我们应当立足高远,以世界眼光看待人类

发展的历程,在新的时代浪潮下,以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吸纳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在深远浩瀚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掘出适宜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基因,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在新时代,中外文明交流应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与各种文化的平等对话,在发展共性文化、践行

“一带一路”、开展人文合作、坚持政府主导的实践中不断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实现新时代

中外明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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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of
 

world
 

multi-polarization 
 

social
 

information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s
 

bred
 

the
 

culture
 

rejection
 

reaction 
 

which
 

was
 

advocated
 

by
 

some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
 

wrong
 

arguments
 

such
 

as
 

China
 

threat
 

theory 
 

has
 

been
 

occurred
 

from
 

time
 

to
 

time.
 

To
 

these
 

questions 
 

we
 

should
 

actively
 

engage
 

in
 

in-depth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of
 

human
 

civilizations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nd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By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and
 

mutually
 

absorbing
 

the
 

excellent
 

achievements
 

of
 

various
 

civilizations 
 

Chinese
 

excellent
 

civilization
 

should
 

explore
 

its
 

modernity
 

genes
 

to
 

go
 

global 
 

and
 

welcome
 

in 
 

foreign
 

excellent
 

civilizations 
 

to
 

jointly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For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new
 

era 
 

we
 

should
 

ha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meaning
 

of
 

 the
 

beauty
 

of
 

each
 

other 
 

transcending
 

cultural
 

barriers
 

through
 

cultural
 

exchange 
 

the
 

beauty
 

of
 

believing
 

that
 

others
 

are
 

excellent 
 

transce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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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nflicts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of
 

civilizations 
 

beautiful
 

together 
 

transcending
 

cultural
 

superiority
 

through
 

coexistence
 

of
 

civilizations .
 

We
 

should
 

vigorously
 

highlight
 

the
 

era
 

value
 

of
 

the
 

new
 

era 
 

that
 

is 
 

realistic
 

needs 
 

promot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meaning
 

of
 

the
 

topic 
 

helping
 

to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ppeal
 

of
 

the
 

times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
 

We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practice
 

approach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 
 

always
 

adhering
 

to
 

the
 

main
 

for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arrying
 

out
 

people
 

to
 

people
 

cooperation 
 

developing
 

common
 

culture
 

to
 

promote
 

cultural
 

connectivity 
 

practic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build
 

a
 

civilized
 

road 
 

carrying
 

out
 

people
 

to
 

people
 

cooperation
 

to
 

promote
 

diversified
 

exchanges 
 

adhering
 

to
 

the
 

government  s
 

leading
 

role
 

in
 

broadening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top - level
 

design
 

and
 

the
 

local
 

 trial- and - error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mutual
 

equality 
 

openness
 

and
 

inclusivity 
 

we
 

will
 

continuously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purposefully
 

and
 

systematically
 

deepe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promote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through
 

exchanges 
 

and
 

promote
 

development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This
 

will
 

promote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the
 

welcoming
 

in 
 

of
 

world
 

excellent
 

civilizations 
 

and
 

promote
 

deep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let
 

the
 

consciousness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ake
 

root
 

in
 

vari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build
 

a
 

solid
 

public
 

opinion
 

and
 

social
 

foundation
 

for
 

the
 

exchange
 

of
 

civiliz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Key

 

words 
  

new
 

era 
 

exchang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
 

new
 

model
 

for
 

human
 

progres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

5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