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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 的 一 天 清

晨， 经历了枪

弹声的上海市

民， 被一种场

景 深 深 震 撼 ，
这场景就是解

放上海的人民

子弟兵为了不

扰民而合衣露

宿 街 头 ；1963
年 8 月， 毛泽

东因为感动于

南京路上 “霓

虹 灯 下 的 哨

兵”，挥毫写下

“八连颂”！ 这

两个已经深深

镌刻在上海历

史中的经典图

景， 其揭示的

本 质 在 于 ：国

防军队建设永

远是经济社会

发展与人民幸

福安宁的坚强

保证！再请看：
这几年， 举国

上下为一个又一个航天成就欢呼，为

饺子般下水的高新舰船惊叹……而在

这些成就的背后，矗起的是上海企业、
上海科技、 上海力量为国防与军队建

设贡献的丰碑！ 上述事例毫无疑义地

表明：军民融合发展，既是国家之路，
也是上海之路；既是富国之举，更是强

军之策。
军民融合发展， 就是经济建设和

国防建设统筹协调发展， 核心是军民

科技、产业实现互转、互通、互融，民为

军用、军为民用、军民两用。放眼世界，
军民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 甚至成为

一种发展“秘诀”：美国军民科技、产业

的高度融合，让人们对诸如波音、通用

等知名大企业， 已经分不出究竟是民

企还是军企；以色列通过“以军带民”
模式， 令其军事和经济傲视中东乃至

世界；至于日本“藏军于民”的体制机

制， 早已引起世人对其国家实力与战

争潜力的高度警觉。这几年，上海市委

市政府对军民融合发展高度重视，采

取了不少实际举措， 其成效与影响都

有目共睹。 但毋庸讳言，在战略谋划、
顶层规划方面，在建立体制、完善机制

方面，在法规配套、政策健全方面，在

塑造文化、营造环境方面，尚需加大力

度，面临着深度发展、加速发展的现实

必要性与时代紧迫性。
当前，经济新常态呼唤新思路，军

队大改革呼唤大视野。我认为，这两个

呼唤的交响，就是军民融合发展。正是

适应新常态新形势的要求，去年 7 月，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出台了

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意见， 而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在 2015 年就鲜明提出“把
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上海有着独特的经济优势、 技术

优势、产业优势、人才优势以及传统优

势， 在军民融合发展上没有理由不走

在前列，而要实现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四个中心”的目标，更必须在

军民融合发展上大做文章， 真正当好

排头兵、先行者。军民融合发展应当也

必将成为上海实现“四个中心”目标的

增压机与倍增器！ 为此，我建议：
第一，上海，应当在军民融合发展

中打造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方位。上海，
不只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也不只是

上海驻军的上海。在国防军队建设上，
上海应该面向全国、 上海可以服务全

军！上海，不仅要当好“经济中心”、“金
融中心”，上海也理当努力成为全国乃

至全球的军工重地、国防重地！
第 二 ，上 海 ，应 当 在 军 民 融 合 发

展中打造“科创中心”建设新高地。 建

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核心

是科技 、关键在 人 才 ，而 科 技 与 人 才

正是国防与军队建设的两大支柱，显

然，军民融合发展可以成为也应当成

为 “科创中心 ”建 设 的 天 然 引 擎 与 制

胜高地。
第三，上海，应当在军民融合发展

中打造应急管理与公共安全建设新品

牌。从上海近几年的经验教训看，把应

急管理与城市公共安全建设作为军民

融合发展的突破口与示范点， 既十分

可行也十分必要。 将应急系统与国防

动员系统的力量、 资源、 机制融合起

来，可以有效打造现代化、国际性大都

市安全管理新品牌。
第四，上海，应当在军民融合发展

中打造上海文化、上海精神新名片。军

民融合发展，不仅要融科技、融人才、
融资源， 也要甚至更要融思想、 融文

化、融精神。当前，天下并不太平，世界

很不安宁。 我们要通过创新拓展双拥

共建活动特别是国防教育的内涵、方

式，让全市上下牢固树立“富国必欲强

军”、“国防建设人人有责” 的意识，让
上海文化、上海精神注入拥军报国、强
军富国的时代基因。

（作者为驻沪空军某部政治委员）

文化外交的蕴意与实现路径
陆建非

“和平性”、 “柔软性” 是文化外交最为显著的特点

“文化外交” 一词最早见诸 1934
年 的 《牛 津 英 语 大 词 典 》， 即 “英 国

议 会 创 造 了 一 种 新 的 文 化 外 交 手 段 ，
就 是 致 力 于 海 外 英 语 教 学 ”。 这 个 概

念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后来美国

外 交 史 学 家 拉 尔 夫·特 纳 （ Larf
Turner） 在 20 世 纪 40 年 代 对 这 一 概

念加以丰富， 从文化服务于政治的目

的这一角度来解读， 并由美国外交史

学 家 弗 兰 克·宁 科 维 奇 （ Frank
Ninkovich） 系统地阐述和发展 ， 这标

志着文化行为已经正式纳入美国整体

外交活动中。 文化外交普遍作为国家

外 交 工 作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 ， 得 益 于

1961 年 《维 也 纳 外 交 关 系 公 约 》 的

规 定 ： 各 国 使 领 馆 的 职 责 之 一 就 是

“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之友好关系，
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 文化与科技关

系 ”， 由 此 ， 文 化 外 交 得 到 了 国 际 法

的确认。
但是，文化外交的内涵并不仅限于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规约的使领馆

职责，而是被越来越多地引入国家的对

外政策中，与传统的政治外交、经济外

交相辅相成，在国家整体外交实践中共

同担负起实现国家利益的重任，成为外

交事务及活动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分支。
许多欧洲国家习惯把文化外交称为“第
三外交”， 把对外文化关系作为国家对

外政策的“第三根支柱”（在政治、经济

之后）。 美国官方和学界则将文化事务

（继政治 、经济 、军事之后 ）当 作 “第 四

外交”。 也就是说， 文化外交逐步获得

了独有的内涵、外延及特征，它的蕴意

超出我们原先的想象。
曾任中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孟晓驯

将文化外交定义为围绕国家对外关系

的工作格局和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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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

一定义可以看出，文化外交必须具备以

下几个基本特性： 一是以维护国家利

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根本出发

点的外交行为， 二是以政府为主导、面
向对象国政府和民众的官方行为，其行

为主体是一国政府，政府是文化外交活

动背后的主推手；三是以文化为表现形

式，通过和平的、非武力手段加以实现

的公关活动。
毋庸赘言， 作为外交的一种活动

形式、手段和策略，文化外交服从和服

务于以维护和发展国家安全利益为核

心的整体外交战略。 然而，与传统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外交相比，文化外交最

大的特征就是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文

化软实力，具有“和平性”、“柔软性”的

重要特征。 在国际关系领域，学者一般

把 文 化 概 括 为 “软 权 力 ”，以 区 别 传 统

意义上的政治、军事等“硬权力”。 在世

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 软权力

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愈来愈突出 。 正

如有的学者所说：“文化成为了一个舞

台，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

这个舞台上较量。 文化不但不是一个

文雅平静的领地 , 它甚至可以成为一

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

逐。 ”但是，这种角逐或战争是不见硝

烟的。 一方面因为其终极战略目标遥

远而显得非功利性，另一方面，其手段

的 选 择 因 文 明 而 显 得 和 平 ， 可 以 说 ，
“和平性”或者说“柔软性”是文化外交

最为显著的特点 。

一是“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关系。
在跨国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必须要有

文化自信，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

喜爱中国的文化传统特质，这也是当前

我国文化外交的重点，唯有如此，才能

让中国文化在未来全球文化版图上占

据一个有影响力的地位，否则，将难以

达到文化外交的目的，甚至有可能失去

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国家的文化身份认

同。 但是一味强调“走出去”也有弊端，
似乎有着过于明显的“扩张意图”，这一

点常为国际社会所曲解和诟病。 因此，
我们也要加大学习力度，把国外的优秀

文化“请进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大胆

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
以之作为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

新鲜要素，使我们的文化更具有国际性

和现代化色彩，从而更好地获得世界认

同，转化为软实力。 比如，孔子学院除了

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之外，也要有

“学习意识”，况且，孔子也说过“教学相

长”。 以孔子学院为载体，适当引进外国

文化，互相学习与欣赏，何乐而不为。 这

点歌德学院做得很不错，他们很注意请

中国的诗人、 作家群体去德国交流，加
强中德双方的互动，让双方的利益相关

群体都有意愿参与到交流过程中去。
二是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关系。

谈到中国文化， 很多人都会强调“5000
年悠久的历史文明”，诚然，我们有非常

伟大的古代文明，但我们不能总活在古

代。 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成果在哪里？ 我

们今天的发展在哪里？ 实际上，很多当

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同样出

类拔萃，但他们缺少展示的平台。 比如，
莫言的文学作品，一开始并不为国内所

重视，经由意大利、西班牙语等小语种

的翻译、推广，赢得了国外学者的认可，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据不完全统计，
他 的 作 品 现 在 已 被 译 成 40 多 种 外 国

语。 所以，我们不能言必称孔子或者老

子， 总是谈论中国 5000 年以前怎样，

2000 年以前如何， 要对中国今天的文

化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
三是政府主导与民间交往的关系。

对比中欧间的文化交流，欧洲更倾向于

民间交往，重视人与人的沟通，这是保

持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方式。中国当前开

展较多的是官方主导下的文化交流项

目，这样容易带来一定的生硬感和疏离

感，有时候会形成场面上很热闹，微观

上不走心的尴尬局面。我们常常讲的美

国的“三片”：薯片、大片、芯片，就是从

个体上抓住人心、功能上输出文化的成

功样板。因此，应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更

多、更广泛的民间交流，通过政策法规

杠杆等， 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符合国际

惯例的市场运作走向世界，通过“长流

水、不断线”的文化外交，和风细雨，润

物无声， 增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互相

信任， 扩大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互

相了解， 巩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

统友谊。

【背景新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22 日

召开会议， 决定设立中央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任。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是中央

层面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题的决

策和议事协调机构， 统一领导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向中央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

发展我国文化外交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近代以来西方优先发展及其扩张

的历史， 也建构了西方价值观的世界

性强势地位， 使其他文化的价值观处

于结构性弱势之中。 在这样的现实背

景下， 我国的文化外交能否将文化转

化为软实力， 关键在于文化价值观能

否被认同。 我们可以做的， 就是通过

争取更大的国际话语权来阐释中国文

化价值观的世界性意义。 那么， 如何

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呢？ 撇除国家实力

这一基础不谈， 我个人更看重学术上

的理论研究、 语言上的教育推广， 以

及传播上的媒介创新。
一是要加强理念层面的理论阐发

和研究。 文化外交不仅是一种外交类

型， 更应是一种外交理念。 直到目前，
我们谈论的 “文化外交” 基本仍停留

在所谓的政治 （军事）、 经济 （金融）、
文化 （教育） 等三分层面。 文化固然

有其作为等分领域的概念属性， 更有

其涵盖人类文明各领域的大属性。 尤

其是在政治、 经济、 社会各领域的发

展中， 真正运用 “文化” 思维和眼光

去看问题， 实现从依靠文化到为了文

化的转变， 才可以更好地发挥文化的

柔性强势。 中国本就有 “怀柔远人”、
“仁义之道” 的传统， 如何以传统文化

为理论资源， 推动文化外交理念创新

发展， 给世界带去一种新的声音 ， 不

仅有助于消除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
更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在世界思想领域

的实质占位。 就现状而言， 目前中国

文化外交的理论研究与蓬勃发展的实

践相比， 仍显单薄和滞后。 无论是文

化外交概念本身， 抑或是软实力 、 文

明冲突论等理论， 都是舶来品， 我们

国家率先提出的和谐世界、 人类命运

共同体等概念， 亟需学理层面的进一

步阐发和研究。 需要引入社会和学术

界的力量， 加强对于文化外交工作内

涵和外延的深入研究， 逐步形成实践

丰富理论， 理论指导实践的良性互动。
二是加强基础层面的汉语教育和

文化交流。 语言作为文化的传播工具，
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 ， 在

我 看 来 ， 可 以 借 助 民 间 资 本 和 力 量 ，
派遣更多优秀的师资， 创办更多的孔

子学院、 孔子课堂和其他汉语教学组

织， 强化民间各种基金会、 研究会等

社会组织的作用， 只要做好办学章程

的审定和办学过程的监督， 既可以扩

大力量， 又可以淡化官方特色， 凸显

文化润物细无声的功能。 甚至于可以

在适当时候考虑筹建老子学院 、 达摩

学院等， 使得文化外交执行机构多元

化， 不仅能与西方哲学进行学术对话，
也能与佛教界开展宗教文化交流， 展现

中国文化的多元气象、 有容乃大的特

质， 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回击西方人所谓

“孔子学院” 是中国人来传教的说法。
三是加强操作层面的形象和媒介

创新。 文化交流与文化外交 ， 本质上

都是人际、 族际、 域际等的文化互动，
它是有情感和温度的， 它需要有趣的

形象和美丽的载体， 而不是冷冰冰的

说教， 也排斥乏味的形式。 在这方面，
中国做得还不够。 从宏观上来说 ， 中

国提出了很多的外交理念和主张 ， 但

是对国家形象， 还缺乏一个非常具体、
明晰的概括， 一些不了解中国的其他

国家对我们的宣言和主张并不完全认

同。 从微观上看， 我们走到国外 ， 常

常很难用一个词来指称中国的特点并

与对方进行深入的交流， 用 “熊猫”，
我 们 没 话 说 ， 用 “京 剧 ”， 对 方 不 了

解。 因此， 对于中国的一些适合对外

交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的推广

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传播手段还

有待进一步创新。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争取更大国际话语权阐释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

谈到中国文化外交的典型案例，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中国于 1971
年 4 月通过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对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试探性接触，即

所谓“乒乓外交”。 结果“小球震动了

大球”，两个月后基辛格秘密访华，为

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两国关系的正常

化铺平了道路。 可以说，文化外交结

束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之间 20 多

年的持续对立，为双方的国际战略调

整作出了贡献。 实际上，早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运用 “烤鸭

外交”，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使中

缅边界问题得到合理解决，成为运用

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此类问题的第一

个成功范例，也是流传于外交界的一

段佳话。
当然，文化外交不是一段段佳话

的汇编，而是有思想指导和完整框架

的政策实践。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

政府在国内积极推动文化的保护、复

兴与发展，并以此为基础在国际上积

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例如，至 2007
年为止，中国与 123 个国家签定了有

效期 5 年的文化合作协定 ， 签署了

430 个 年 度 文 化 交 流 执 行 计 划 ，与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不同形式的文

化交往，与世界数千个文化组织保持

着各种联系，涉及文学 、艺术 、文物 、
图书、博物馆、广播、卫生、教育 、工 、
青、妇等诸多方面。 每年经文化部批

准 的 文 化 交 流 项 目 有 1200 多 起 ，
22000 多人次。 通过与不同的国家协

议举办互惠的 “文化节”、“文化周”、
“文化季”、“文化年”等活动 ，展现了

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魅力，增加了

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对彼此文

化的了解，成为巩固中国与相关国家

友谊的重要途径。
除了奥运会、世博会这两个重大

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平台之外，汉语言

的推广和孔子学院的创办更具有基

础性和长远意义，已经成为提升中国

软实力的有效途径。 截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 ，国家汉办在 134 个国家 （地

区） 建立了 500 所孔子学院和 1000
个孔子课堂 。 孔子学院设在 125 国

（地 区 ）共 500 所 ，其 中 ，亚 洲 32 国

（地区）110 所，非洲 32 国 46 所，欧洲

40 国 169 所，美洲 18 国 157 所，大洋

洲 3 国 18 所。 孔子课堂设在 72 国共

1000 个，其中，亚洲 18 国 90 个，非洲

14 国 23 个，欧洲 28 国 257 个，美洲

8 国 544 个，大洋洲 4 国 86 个，极大

增进了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广度和

深度。 此外，国务院侨办、文化部等部

门也积极筹划各自职能范围内的汉

语国际推广工作，汉语国际推广工作

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 目前国外学习

汉语的人数已经超过 3000 万人 ，大

约 100 个国家的各级各类教学机构

都教授中文课程， 其中大学 2300 余

所，中小学增设汉语课也成了新的趋

势。 中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等院

校目前已经达到 330 多所。 作为国家

级汉语水平认证的中国汉语水平考

试 （HSK）至 2004 年 已 在 35 个 国 家

和地区的 87 个城市设立了考点 ，在

国内 30 个城市设立了 52 个考点，参

加考试的人数累计 37 万人次。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新时期

我国文化外交的规模持续扩大，内容

不断丰富 ， 对外文化关系进一步加

强； 在 98 个驻外使领馆设立了文化

处和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海外中国文

化建设和阵地建设不断加强，为文化

外交工作向纵深化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文化外交工作越来越着力于宣

传我国文化价值理念，提升我国在国

际文化事务中的话语权；尤其令人欣

慰的是， 文化外交越来越得到重视，
手段日益娴熟 ，方式日趋活跃 ，中华

文化品牌效应显著增强。 可以期许，
我国的文化外交必将在总体外交格

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赋予中国外交

更多的中国特色。

作为新一轮文化软实力竞争的

积极推动者，美国、英国、法国 、意大

利、日本等发达国家和韩国 、印度等

新兴国家中的文化大国都在调整对

外文化方针政策，一方面制订国家文

化发展战略，加强文化建设 ，一方面

加大资金和人力投入，大力开展人文

交流和文化外交，以期不断增强文化

软实力。如今，美国的迪士尼、英国的

莎士比亚、日本的机器猫 、德国的歌

德学院、俄罗斯的普希金学院 、英国

的 British Council、 法国香榭丽舍大

街的时尚等，或家喻户晓 ，为普罗大

众所喜爱，或享誉全球 ，被各国精英

热捧。它们不仅成为传播本国文化的

符号和载体，在推动本国与世界各国

的经济合作、文化互动和人文交往方

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然，文化

交流是双向的，除了输出之外 ，吸收

与运用也极为重要， 西方一 些 发 达

国家将非洲不少部落文化的符号比

如图腾，融入到自己的文化比如流行

服饰当中，又如对非洲原生态音乐的

借鉴与发展等等，也为其文化外交助

力良多。
作为长期从事教育和外事工作

的人，我虽然也关注一些发达国家的

文化外交战略和政策，但更为关注它

们文化外交中的语言推广和形象代

言。 因为，语言除了是思维的模式、交
流的工具， 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载体。
而形象则是文化的高度具象或抽象

的结果，成功塑造的形象具有过目不

忘、易于传播的效能。
从语言推广来说，法国非常注重

法语在国际社会的传播。 1883 年，法
国建立了法语联盟，以促进法国殖民

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法语教学活动。
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法语联盟已经

形成一个遍及全球的教学网络，在全

世界 136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1040

个法语联盟， 接收了近 4 万名学员。
所有的法语联盟都坚持采用不同的

形式介绍法国文化，并致力于同所在

国开展文化交流。 法语联盟的设立和

运行主要接受法语联盟基金会的监

督，其办学章程中规定的 ，诸如理事

会的工作不取报酬，不介入当地的政

治、宗教和种族争议 ，与一所当地大

学结为合作伙伴等条款，确保了其各

级法语课程的高质量，它颁发的学习

证书得到了法国国民教育部的承认，
也获得了一些欧洲组织，如 ALTE（欧

洲语言测试协会）的认可。 这为法语

联盟推广法语地区文化和“文化交流

计划”提供了可能和基础。
从文化外交的形象代言来说，与

中国的大熊猫相比，日本的机器猫则

更具时代性和文化性，运作也非常成

功。 1979 年，《哆啦 A 梦》 在日本首

播，播出后随即掀起热潮。 时至今日，
“蓝胖子” 在全球 35 个国家播出过，
包括美国。 2002 年，“蓝胖子”被美国

《时代》周刊评选为十大 “亚洲英雄 ”
之一，是唯一一个入选《时代》排行榜

的日本虚拟角色。 为此，日本发动并

开展了所谓的漫画外交，试图运用动

画片和漫画书向世界推广日本文化，
设计的内容真可谓“老少咸宜”。 2008
年日本外务省任命哆啦 A 梦为日本

史上首位“动漫文化大使”，2013 年哆

啦 A 梦又成为日本申办 2020 年夏季

奥运会的“特殊大使”。 时至今日，从

凯蒂猫到“蓝胖子”，从《铁臂阿童木》
到《千与千寻》，这些动漫在征服各国

观众的同时，也为日本的国家形象塑

造，以及旅游和外交事业发展立下了

显赫战功。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文化外交

是当今国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中， 占据着不可

或缺的地位，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迪士尼、 机器猫与歌德学院
———外交中的文化软实力不容小觑

从 “乒乓外交” 到孔子学院
———中国文化外交的发展与特色

诺 丁 汉

大 学 孔 子 学

院 参 加 诺 丁

汉 大 学 校 园

开放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