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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化外交是一国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或实现某种特定战略意图,以自身文化为载体,通过政府或民

间渠道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它是从属于并服务于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安全利益为核心的整体外交战略的。在文化

外交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新时期,中国政府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以此来指导国际关系与外交活动的方

方面面。浅析了文化外交的概念,梳理了中国文化外交的历程,总结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并在

此基础上,展望了构建和谐世界目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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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diplomacyisakindofdiplomaticactivity,throughgovernmentornon-govern-
mentalchannels,withitsowncultureasthecarrier,andtoachieveaparticularpurposeoraparticular
strategicintention.Itissubordinatetoandservestheoveralldiplomaticstrategywiththecoreofmain-
taininganddevelopingtheinterestsofnationalsecurity.Inthenewerawhenculturaldiplomacyplaysan
increasinglyimportantrole,theChinesegovernmentputsforwardtheideaofconstructingaharmonious
world,inordertoguide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iplomacyinallaspects.Thisarticleanalysesthecon-
ceptofculturaldiplomacy,studiesthehistoryofChineseculturaldiplomacy,summarizesChinesecultur-
aldiplomaticachievementsinthenewcentury,andonthebasisofthese,looksforwardtothethepros-
pectsofChineseculturaldiplomacyinconstructingaharmonious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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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除了政治外交、经济外交和军事外交之外

的第四种外交方式,文化外交实践在中国古已有之,
如张骞出使,玄奘求法,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等。
但是对文化外交理论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直到

进入新世纪,中国政府才把文化外交作为一个明确

的概念提出来,把文化发展战略看作是国家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文化外交提高到与政治外

交、经济外交同样重要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上来[1]。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更深

了,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领域的竞争也逐步

转向无形的“软实力”的对抗。在新的时期,我国在

延续了一贯的和平外交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

出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成为我国文化外交的旗帜

和战略目标。

  一、文化外交的定义与内涵

“文化外交”作为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形态,
自古有之。例如:早在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

就为我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极大的

贡献;还有佛教的东传、隋唐时期日本的遣隋使、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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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使、入宋僧、入明僧,以及近代中国人的留学日本

热潮等等,都是文化外交生动的范例。但“文化外

交”作为一种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
当时,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Tumer)
首先明确提出了“文化外交”的概念。他认为“文化

外交”是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2]。它不是传播某一种知识,
而是一种完整的价值观,是集思想和观念为一体的

外交。通过“文化外交”,一国政府可以影响他国民

众心态和他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从而输出一种文化

价值观及其信仰。
但是,要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对于“文化外交”

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

法或侧重点。有人认为,文化外交“是以文化传播、
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是主权国家利用

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

外交活动”[3];也有人认为:“文化外交就是围绕国家

对外关系的工作格局与部署,为达到特定目的,以文

化表现形式为载体或手段,在特定时期、针对特定对

象开展的国家或国际间公关活动。”[4]不论如何定

义,所谓“文化外交”,应该是一国为达到某种特定目

的或实现某种特定战略意图,以自身文化为载体,通
过政府或民间渠道而展开的外交活动。它是从属于

并服务于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安全利益为核心的整体

外交战略的。
在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日趋深入,国与国之间

的全方位竞争愈加激烈,一国能否在国际舞台上成

为主角,文化外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国

际政治学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

治———为权利与和平而斗争》中指出,帝国主义对世

界的控制分为三个方面,即政治帝国主义、经济帝国

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是最微

妙的,如果他曾单独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一定是最成

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政府领土和

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

两国之间权利关系的手段[5]。20世纪90年代,哈
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了著名

的“软权力”理论,在1990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一本

专著《世界权利的变革》、《软权力》和《必定要领导:
正在变化着的美国权利的性质》中最早阐述了关于

软权力的理论。他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除了物

质力量之外精神、行为等力量的总和,包括价值标准

(自由、民主、人权)、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及

其运行体制)和西方文明(文化、宗教等影响)。具体

地说,软实力包括: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价值观的感

召力、文化的感染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声望以及

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软权力是通过吸引别人

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
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中,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
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权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

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权力”,它具有相互性、扩
散性、共享性、渗透性等特点。历史证明,能在国际

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历来是两种实力兼备的国

家[6]。“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尔·亨廷顿把文

化因素提到国际关系的核心位置上,认为:“世界进

入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国际冲突的基本

根源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也不再是经济上的,而
是文化上的。”[7]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文化外交

走到国际政治的前台奠定了基础,从此国家对文化

外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二、我国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

中国文化外交的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历朝政府

都很重视文化外交的开展。例如:汉代张蓦、班超出

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汉唐高僧西游印度取经,
东渡日本传道;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到了近现代,黄
遵宪从事中日文化交流;1930年梅兰芳的赴美京剧

演出等等,中国正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从未中断。
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对于宣扬中国文化、扩大国际影

响起到了重大作用。同时,通过与其他国家之间进

行文化交流,使中国优秀的文化成果为世界文明做

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传递了中华民族珍视友谊、
乐于交流、崇尚和平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非常

重视文化交流的作用。在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中

明确规定了发展与各国之间的文化关系是中国外交

的重要内容。并在20世纪50年代明确提出了“互
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积极发挥

文化外交无疑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以对外文化

交流形式出现的文化外交当时已经成为国家整体外

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使用各种途径与其他

国家展开积极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塑造了中国独立

自主、奋发图强的新形象。这一阶段中国的对外交

往主要集中在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的亚

非拉国家。中国和多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协定,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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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和艺术团出国访问和演出。与苏联、东欧的

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科技、文化艺术等领域进行了

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当时,中国向以苏

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派出留学生及各种交流人员

达数万人。中国的一些艺术作品,如电影、广播节

目、杂技、歌舞、戏剧和文学作品等也先后出国展示,
受到热烈欢迎。同时,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对我国的外交封锁与包围,我国政府积极采用

文化交流的手段来促进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

英、中法及中日关系就是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定的

突破。例如:1956年以著名京剧家梅兰芳为团长的

中国京剧团访日,揭开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序幕。即

使对于当时处于长期对立的中美关系上,文化外交

也起到了“破冰”的作用。中美双方通过所谓的“乒
乓外交”改变了相互封闭与对抗的局面,为尼克松总

统访华和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中国的文

化外交为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做出了巨大贡

献,即使是在象“文化大革命”这样困难的时期,中国

也没有中断对外的文化交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综合国力

不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并深化。根据

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邓小平及时提出和平与发

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并对中

国的总体外交战略做出了调整,改变了过去以社会

制度划分阵线或以价值观念定亲疏的做法,确立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指出,中国“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

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

化关系”[8]。发展文化关系就是通过开展对外文化

交流,广泛吸收世界各国各民族一切对我国人民和

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为我国与各国人民的繁

荣、幸福与进步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服务。1979
年,邓小平访美期间,与美国亲自签订了《中美文化

交流协定》。通过文化交流这一较易为大家普遍接

受的方式,加强中国与世界头号强国相互沟通与了

解,促进两国关系的深入发展。此后,对外文化交流

事业开始进入空前活跃时期,文化外交的内容也多

种多样。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中国与外国

共签订了79个文化合作协定。
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与发展成为

时代的总特征。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开展和经济

全球化的深入,世界越来越走向相互依存,国与国之

间逐步由政治、经济、军事等传统领域的竞争转向无

形的、较少强制性和危险性的、低成本而又高效能的

“软实力”对抗。而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核心。
文化外交不仅作为节省成本的外交手段被越来越倚

重,而且文化外交还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不

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时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出于国际战略

利益考虑,在世界上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

霸权论”。为了反击这一宣传攻势,中国充分利用文

化外交这一方式,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以和为贵”的文化伦理及“和平发展”的国家

战略,取得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中国

充分认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提出了明确的文化

建设及发展规划。1997年9月,在党的十五大上,
江泽民总书记就指出:“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

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

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9]以文

化交流的形式宣传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巨大成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当代中国的伟

大形象,从而为对外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是这一时期文化外交的主要任务。

  三、现状与展望:构建和谐世界中的
文化外交

  1.构建和谐世界目标的提出

在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最值得称道、最
能为今日国际关系和外交所借鉴的就是源自“和合”
思想的和平外交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诸

侯国之间的交往中就已经出现。“和合”思想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

的思想,如《尚书》中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儒家思

想和道家思想都主张和谐,和睦。孔子说:“礼之用,
和为贵”,还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0]

即强调多样性统一,表现了重和趋同的价值取向。
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

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1]的思想。《中庸》说: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2]中和、和为贵的思想对

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体现

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和谐。对中国

人来说,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一般世事,和谐都是

关键。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处处体现“和合”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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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无论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崛起和和平发

展理论,都是“和合”文化的表征。而“和谐世界”的
理念与此一脉相承,并把这一外交文化推向了顶峰。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拓展了全新的

国际视野和国际身份。如何解决在中国崛起的过程

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就需要我们加快国际关系

理论建设,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搞好软实力的建设。
中华文化可以成为中国增强实力的宝贵的软权力资

源。在此背景下,和谐世界理念应运而生。它是中

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思想与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和

平外交思想的发展。2005年9月15日,胡锦涛主

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题为《努力

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

系统地阐述了建设和谐世界理念,通过追求公正与

平等、包容与民主,通过对话与合作、和平与发展,以
实现人自身身心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

自然的和谐,最终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与繁荣发

展[13]。2006年元旦胡锦涛主席的新年贺词倡议“构
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向世界传

达了中国追求和谐世界的崇高思想,成为了我国政

府的外交宣言,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好评。

2.和谐世界目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矛盾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局
部战争不断,仅靠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的方

式并不能完全实现和平与发展的目标。理解了“和
谐世界”理念的内涵,我们不难看出,文化外交在新

的时代更能体现出它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生命力,它
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起到其他外交手段不能达到的战

略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借鉴西方

发达国家成熟的文化外交手段,深入阐述我国和平

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世界等治国理念和

内外方针,努力增进各国民众对我国内外政策的了

解和支持,进行了一系列淡化政治色彩的柔性平等

的文化外交,如展览、展会、演讲、教育等,主办“文化

年”、“文化节”等对外文化活动,建立“孔子学院”和
海外文化中心。在文化外交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发

展。

2003—2005年,历时两年、覆盖两国全境、先后

举办700余场活动、被誉为“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创

举”的中法文化年的成功举办是中国政府在世纪之

初进行文化外交的典范。历时7个月、覆盖非洲22
个国家的2004年“中华文化非洲行”是中国文化外

交史中的又一盛事。2005年在华盛顿揭幕的“中国

文化节”被《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称之为“艺术

中心历史上最大胆,投入最多的国际文化合作项目,
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14]。2006年、2007年,中
俄两国成功互办“国家年”,2006年在中国举办了

“俄罗斯文化节”,俄方选派了22个演出团体和6个

艺术展览来华交流;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了“中国

文化节”,中国选派了14个演出项目和7个展览项

目赴俄交流。直接参与的民众超过百万人次。中俄

文化交流使两国民众增进了对彼此的了解,加深了

彼此间的尊重和友谊,为中俄两国关系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通过绚丽的艺术手段,满载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
向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向世界展示了中

国发展的社会动力和价值观。中国还将在2010年

举办亚运会和世博会,意大利也将在2010年举办

“中国文化年”,中国必将利用这些契机,更多的用文

化语言向世界展现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思想。
中国有着许多具有传统特色的手工艺品(如年

画、风筝)、古典音乐(如古筝、二胡)、中国医学(如针

灸、中药)、中国戏剧(如京剧、黄梅戏)、中国服饰(如
旗袍、唐装)、中国功夫(如气功、太极拳)等,我们通

过一系列的展览、展示、演出、文体活动的方式把中

国几千年的勤劳智慧的结晶传播于世人。
这些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引起了国内外主流媒

体的关注与称赞,中国文化的热潮在西方国家也因

此迅速升温。自2004年11月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

韩国成立以来,已有百余家孔子学院遍布全球40多

个国家,成为传播中国文化和推广汉语教学的全球

品牌和平台。孔子学院是在借鉴国外有关机构推广

本民族语言经验的基础上,在海外设立的以教授汉

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它

秉承孔子“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理念,推动中外文

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

和谐世界为宗旨。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中国热”是
中华文明恒久魅力的真实写照,更是中国国际地位

显著提高的充分体现。它说明世界在用积极、善意

的目光,注视着中国,关心着中国;“中国热”还是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良好契

机。
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文化外交上,虽然已经取得

了初步的成就,但是我们也面临着一些问题。由于

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的文化外交政策尚存在许多

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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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的文化产业还很弱小。根据联合国贸发

会议《2008世界经济创意报告》提供的数字显示,

2005年,中国的文化产品出口量占全球市场总额的

19%,中国已成长为文化产品最大的出口国。但如

果联系起当下版权贸易5∶1的赤字状况,我国文化

产业在全球的地位现状是:复制能力强大,但原创能

力不高。文化部部长蔡武近日称,当前我国文化产

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大量呈现“为他人做

嫁衣”的“纽扣现象”[15]。西方文化以产业形态对中

国的殖民化,构成了现实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整个国家战略的高度,实行

国家产业政策的战略性调整,制定国家文化产业战

略,构建中国的文化产业体系,与西方文化及其商品

形态大举入侵中国市场的力量抗衡,达到维护国家

文化安全、发展文化产业和提高经济实力的目的。

21世纪的外交不是一场硝烟战火的外交,而是

一场“和平环境”下的“和平外交”。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生命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独立

自主和平外交的国际影响力是我国重要的软实力。
制度、文化、外交(行为)三位一体,紧密联系,社会制

度是核心,文化是支撑,外交是手段,构成了我国对

外文化交流的强大力量,对当前国际舞台产生了积

极而深远的影响。未来,我们要积极利用各种手段

来推行我们的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外交思想。我

们要加大传统文化的保护力度,在保护好中华民族

优秀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大力推动文

化创新,使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信息时代相结合,建构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使其更好地为国

家利益服务。我们要加强国际文化交流,面向世界、
广收博采,文化多样性是和谐世界的基石,我们要吸

收异质文化的精华,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使中华文化

与其他文化共存、互动、平等对话,永葆旺盛的生命

力。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大众传媒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信息输出和观念渗透已经成为国家力争

扩大对外吸引力的重要方式。我们要利用各种传播

技术和传播工具,如报刊、图书、电影、电台电视台、
互联网等,用不同的文字和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国,大
面积、高强度地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
我 们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作

为一种文化外交理念去指引21世纪我国的对外关

系。我们要让世界知道,中国是利用文化手段来宣

传中国,通过与世界的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理解世界,认清中国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只
想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并没有称霸世

界的野心。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中国政府和人民愿

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共同应对风险挑战,共同分

享发展机遇,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

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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