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建设为地区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注
入了新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与合作成为
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何坚持互利共赢，推进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文化成果共享？9 月 20 日下午，在首
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上，来自亚洲、
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的嘉宾就此举行了讨论。

2000 多年来，丝绸之路见证了东西方文明交流
互鉴的不平凡历程。中国文联副主席丹增认为，在
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
的今天，“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观念仍然具有强大生
命力，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项准则或目
标。人类文化大观园中，只有各美其美，才能百花齐
放、各自精彩；只有美人之美，才能交流借鉴、取长补
短；只有美美与共，才能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心相通。对此，白俄
罗斯格罗德诺州副州长维克多·里斯科维奇深有感
触。他讲了两个故事：璀璨丰富的中国文化对女艺
术家玛丽娜·艾尔娅舍维奇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她能够使用中国传统国画的技艺在宣纸上创作。曾
在格罗德诺国立杨卡·库芭拉大学的学生会中临时
工作的一位中国老师沈鹏，曾多次参加白俄罗斯国
家节日庆典及重要的城市文化演出，并用白俄罗斯
语演唱白俄罗斯民歌《爱的女儿》。他的演出总是可
以博得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这两个例子说明，民间
外交在两国文化交流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里斯
科维奇说。

在印度中国经济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默罕默德·
萨奇夫看来，中印两国作为文明古国，可以更多地展
示联合文化，打造独特文化形象。在文化交流传播
过程中，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还要号召政府以外
的力量参与进来。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并非仅仅是一条道路，
而是一个巨大的道路网络。它不仅运送商品货物和
奇珍异宝，也将渴望相互学习的各国人民联系起
来。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融合使各民族的思想、知
识、文化、信仰彼此融通，对各民族的历史和文明
产生了深远影响。”亚信会议秘书处执行主任宫建
伟说。

亚信会议的 26 个成员国几乎囊括了亚洲古丝
绸之路沿线的所有国家。宫建伟认为，旨在复兴古
丝绸之路不仅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也
将促进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在亚信会议上，亚洲文化的多元性并未导致不和。相
反，它成为力量之源，将推动亚洲成为亚洲人民所共有的、不可分割的安全地区，各成
员国在这里和平共处，人民将在和平、自由、繁荣的环境中安居乐业。

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认为，“一带一路”是历史遗产之路，是文
化交流之路，是经贸合作之路，更是创新未来之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和亚洲
的，也不仅仅是沿线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文明。

“一带一路”惠及沿线国家，得到普遍赞赏和积极响应。吉尔吉斯斯坦劳动党主
席阿斯卡尔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并不单纯取决于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还
在于是否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建立良好的经济战略机制以及充分利用好这一历史
机遇。“我可以确信的是，未来在中国及其商业合作伙伴支持下，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
将进入全盛时期。连接东西方稳定的贸易路线，将成为地区多个国家经济增长的纽
带”。

“沿线各国间关系的发展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软
助力’。”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张伟认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各种优秀文化及和
谐发展、和平共处理念的传播提供了途径，也为文化消费、文化产业跨越国界开辟了
道路。

互利共赢

成果共享

本报记者

熊

丽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
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
在 20 日下午举行的第三场分论坛上，嘉宾云
集，既有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对发展丝绸之
路沿线国家的旅游业提出建议，也有一路受到
追捧的专家学者，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中央民族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副教授蒙曼，还有来自德国、意大
利、英国、俄罗斯、泰国、纳米比亚等国的政
府官员和专家学者，大家济济一堂，围绕关键
词“互学互鉴”贡献了不少真知灼见。尽管大
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文化背
景和肤色，但对于文化及文化交流、文化冲突
的理解是一致的。大家普遍认为，正是来自不
同文明的互学互鉴，共同浇灌了人类文明这棵
参天大树。要坚持互学互鉴，推动丝绸之路沿
线国家文化融合发展。

“当不同国家想要分享彼此间的观点，文
化是这其中最容易被接受的议题。”泰中友好
协会会长、泰国前副总理功·塔帕朗西的观点
激起了大家的共鸣。他表示，很高兴看到中
国如此不遗余力地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加入并且在文化多样性方面交流观点。
泰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有珍视文化遗产的美
德。泰国也因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度重视
方面的工作而闻名于世界，“我十分期待关于
文化方面的交流。泰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

同时我们也将乐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分享想法与观点”。

英国考陶尔德艺术学院教授、中国政府最
高友谊奖项外国专家萨拉·威尔逊也表示，不
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与经济交流在几百年前就已
成为了常态。商人们交换物品，政治家们交流
信息，艺术家们分享音乐与美食，科学家们丰
富彼此的学识。

蒙曼说得更为形象，有东张西望的眼，有
东奔西走的腿，才能看到东邻西舍的好处。她
认为，文明文化的不同不一定导致冲突，而是
丰富，古代敦煌的辉煌就是多种文化碰撞交汇
的产物。

汤若望科学与艺术基金会名誉主席韦德里
奇·里奥表示，“德中两国间富有活力的交流在
我的家族历史上有着独特的传统。丝绸之路是
一个符号，是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动脉，二
者密不可分。除了货物交换这一贸易往来的主
要部分，科技成果、文化产品或是宗教观念的
传播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比如造纸术和印刷
术这样重要的技术、蒸馏和制造黑火药这样的
化学工艺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科技成果都是通
过丝绸之路从亚洲传播至西方的。歌曲、历
史、宗教观念、哲学观点以及不知名的知识也
在旅人之间流传”。

“自然界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人群不能只
有一种声音，社会不能只有一种模式。广袤

大地上源远流长的人类文明，也是多样性的
统一，多姿多彩、万紫千红。其中每一种文
明，都是人类实践的宝贵成果、创造精神的
集中体现，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
历史的合理性，都有其鲜明的特点和优点，
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
献。它们都是当代世界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
部分和未来人类文明机体生长、壮大的宝贵
基因。”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的分析有理
有据有激情。他认为，文明的多样性是历史
发展的动力，而非阻力。一部人类文明史，
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各种文
明相互交流、借鉴、融合而不断从低级走向
高级、从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我
们应当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心
态，更加宽广的视野，大力开展中外文化交
流、各国文化交流，在不同文明的学习互鉴
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莫言是在文博会上的热点人物，他的发言
也同样得到了更多关注。他表示，东西方相互
交流学习才会进步，才会创新。照原样复制没
有意义。1000 年以后，我们的后代也许会
说，他们很好地保护了敦煌文化，但他们创造
了什么？仅仅是个保护者不是创造者，就会有
愧于我们的后代。我们要吸收别人之长弥补自
己之短，在中西方文化充分交流碰撞基础上创
新发展。

互 学 互 鉴 推 动 发 展
本报记者 陈学慧

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期
间，来自丝绸之路沿线近 20 个国家的文化部长
和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畅谈完善文化合作新
机制。近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各种文化节、文化日的成
功举办促进了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展现出多元
文化的当代融合。

20 日举办的部长圆桌会议分论坛议题丰
富，涉及文化在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合
作中的作用和途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地区
的文化遗产联合保护与传承、文化的协同创新
以及如何持续办好敦煌文博会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
合作日益密切，尤其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而言，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的丝路精神，实现彼此间优势互补和共同
发展，已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愿望。

“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文化先行。深化文
化交流与合作将架起友谊之桥，促进不同文化
的彼此欣赏，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为推进
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奠定坚实的基
础。”文化部部长雒树刚指出，全面深化“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符合当今世界全方位
开展互利合作的大趋势。

文化交流作为人类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
梁，是不同文明之间加强对话和交流的渠道，对
于拉近各国人民心灵间的距离，具有难以替代
的重要作用。

“文化觉悟对消除障碍与偏见至关重要，因
为它建立在国家间对话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例
如，文化可以帮助社会在冲突过后重新团结起
来，也能抚平个人或集体的创伤。同时，它有可
能战胜、改变和避免冲突。”对于文化在促进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平合作中的作用，马来西亚
国家旅游文化部副部长拿督·麦斯·爱米亚蒂·
缤蒂·萨姆苏汀认为，基于文化上达成的一致和
共同的努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要通过交流达
成合作与建设规划。

国家间博物馆、档案文献、遗产和文化机构
密切合作，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和相关文化交流
活动日益多样，国家间文化研究和发展方面深
入协作，各国专家交流及人员文化艺术教育和
培训不断⋯⋯其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
化交流从未中断，敦煌文博会搭建起文化合作
的新平台。

“飞越重洋，来到数千公里之外的敦煌，我
感到自己降落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因为我们有
相似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我们有相近的视

觉艺术和表演艺术，这创造出了一个可以自由
交流，没有地域国界之分的共同空间。”阿尔巴
尼亚文化部部长米雷拉·库姆巴罗指出，当今文
化的作用是构建合作与交流的桥梁，从而弘扬
各国最佳价值观，加强友好关系和民主建设。
同时，在增进理解与尊重，激励各方对话，挑战
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和历史距离等方面，文化
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

“此次文博会期间，我们将为各自国家的创
意产业和当代艺术家的推广与流动开拓共同的
国际市场。”库姆巴罗认为，敦煌文博会将在相
互理解过程中突出文化的作用，并成为加强政
治经济合作和举行文化、旅游活动的重要平台。

文化是国家、机构、民族之间合作的桥梁。
保留和倡导文化多元性是人的社会权利和人权
存在的前提。波黑民政部部长助理比利亚娜·
察穆尔·韦塞利诺维奇表示，文化和创意产业是
全球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领域，波黑支持在文化
创意产业领域的交换与合作，提倡文化与旅游
的一体化发展。

“正是因为有了文化遗产，通过开展联合工
程和项目等形式的协作，才有可能加强相互合
作，因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超越了所有界限。”比
利亚娜说。

展 现 多 元 文 化 的 当 代 融 合
本报记者 李万祥

“45 年前，我完成了毕业论文 《四
十二章经：最早的汉语佛经》，从列宁
格勒大学东方学院毕业。我的导师说，

‘年轻人，希望将来你能前往中国，去
敦煌看看，但估计到下辈子了’。今天
我来到这里，作为嘉宾发言，倍感荣
幸。”9 月 20 日，在敦煌文博会第二场
分论坛上，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
汉学家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以一段自白
开始了演讲。

塔夫罗夫斯基说，“我的个人梦想之
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中国人民共同的
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我希望一年一度的敦煌文博会能
够开启开放与包容的新纪元，重现并弘
扬丝绸之路的辉煌”。

坚持开放包容，促进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文化多元共存，正是这场分论坛的
主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党组书记叶
小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释
义，是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同一个地
球，同样的经历、危机和挑战，同样的愿
景——和平、发展、合作，共建、共享、共
赢。其精神要义，就是“开放包容”。在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有无数的秉持

“开放包容”精神的先驱、先行者为我们
树立标杆。比如东晋时期以花甲之年西
行开展文化交流的法显。“‘一带一路’不
只是两点相连，而是立体交叉、多元会
通，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不妨循着法显
的足迹，去认真寻找‘一带一路’久远深
厚的、开放包容的历史蕴涵和文化根
源。”叶小文说。

“大家在敦煌可以实地看到，敦煌
石窟是多种文化、多种宗教交融，多个
民族和谐相处的艺术再现。这对于‘一
带一路’建设的宗旨，不仅是一个生动
地诠释，而且给出了创新的启迪，这是
使古丝路焕发生机的宝贵遗产。”在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循环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吴季松看来，“一带一路”以建设
性的包容弥补今天经济全球化的短板，
它搭起了规模庞大、极具创新性和包容
性的平台，使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蓬勃
生机。这个平台是全方位的，以经济贸
易为支撑，也包括文化和科学技术。

吴季松认为，中国古代的先进技
术——“四大发明”都不同程度地通
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促进欧洲的现代
文明。像历史上一样，“一带一路”建设
不仅是国际产能合作，而且是中国和各
国先进技术的传播，以高技术改造传统
产能。

旺旺集团副董事长胡志强长期参与
政府部门的决策、沟通与管理工作。他
深刻地体会到城市精神文明的演进、多
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并蓄，对推进一座城
市的繁荣发展与和谐稳定的重要性。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仅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高度关注，积极探索未
来与中国大陆共同发展机遇。广大台商
也普遍认为，这是台商企业转型升级、创
新发展的历史契机。尤其‘一带一路’沿
线的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往来、文化资
源、生产要素、创新商机等，都对各地台
商企业形成新的吸引力。”胡志强表示，
更开放、更包容与更便捷的发展策略，可
以让台商企业有机会更深入地参与到

“一带一路”的相关建设行列，并融入区
域经济整合之中。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毅亭认为，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
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
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
运共同体。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
明之间的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
赢，已然成为时代精神。“一带一路”是一
条互尊互信之路，一条合作共赢之路，一
条文明互鉴之路。

开放包容 多元共存
本报记者 李琛奇 熊 丽

③ 来自丝绸之路沿线近 20 个国家的

文化部长和相关负责人齐聚一堂，畅谈完善

文化合作新机制。 本报记者 李万祥摄
④ 西班牙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歌华麓在

文博会高峰会议分论坛谈开放包容，促进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多元共存。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① 与会嘉宾们一致认为，要坚持互学互鉴，推动丝

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陈学慧摄
② 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的嘉宾围绕如

何坚持互利共赢，推进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成果共享

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熊 丽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