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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65个国家中的53国已经建立了137所孔子学院——

从语言入手 用心灵沟通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强化顶层设计 推动社会参与

人文交流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
要内容。在民心相通方面，文化交流是最
有效、最受欢迎的桥梁和纽带。2016年12

月份，文化部发布《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
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 年）》，提出要
建成“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完善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带
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
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
合作五个方面的任务。“有了这个顶层设
计，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在‘一带一路’倡
议下更加有效地开展好中外文化交流和合
作。”文化部副部长丁伟说。

近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日益完善，到2016
年底已经和“一带一路”相关64个国家签
订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同时，我
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还建立了各种区
域性对话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文
化部长会晤、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部长
合作论坛、中阿文化部长论坛等。

“一带一路”合作需要社会组织的广泛
参与。目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重要
文化机构间也建立起了直接合作关系。如
正在推动成立的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
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节联盟、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和
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五大专业联盟，
这些务实有效的交流合作将直接惠及所在
国民众。

文明交流提速 人员往来频繁

5 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民心

相通不断深入，我国
广泛开展人文交流与合
作，设立了“丝绸之路”中国
政府奖学金，培养大批行业领
军人才和优秀技能人才。

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交流互鉴，
智库交流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据不完
全统计，中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一带
一路”研究平台达300家，参与“一带一路”
研究的外国知名智库已有50多家。目前，
中国智库出版了 400 多本“一带一路”图
书，国外知名智库发表了100多份专题研
究报告。

教育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另一项重
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大力
实施“丝绸之路”留学推进计划，设立“丝绸
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承诺每年向相关国
家提供 1 万个奖学金新生名额。数据显
示，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相关国家
在华留学生达到 20 多万。与此同时，
2012年以来，我国共有35.19万人赴“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留学。仅2016年我国就公
派了42个非通用语种的1036人出国学习
培训，填补了9个国内空白语种。

在出版、影视剧翻译方面，我国已经
与“一带一路”相关16个国家和地区签
订了互译出版协议，翻译出版了近100种
优秀图书，与15个国家签订了电影合拍
协议，与一些国家签订了电视合拍协议。

“国家还在加强影视剧的译制播出工作，
用对象国观众熟悉的语言，用对象国喜爱

的演员完成
中国影视作品
的配音。”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副
局长童刚说。

“一带一路”相关旅
游资源极其丰富，拥有近
500 项 世 界 自 然 和 文 化 遗
产。截至 2017 年 7 月份，中国已与 24 个
相关国家实现公民免签或落地签。据不完
全统计，仅 2016 年一年，中国与“一带一
路”参与国家之间就有3400万人次的游客
往来，其中中国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家贡
献了2400万人次的出境游客，同时吸纳了
将近1000万人次的入境游客。

打造文化品牌 文化精品迭出

柬埔寨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近年来，柬埔寨成为中国老百姓出国旅游
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在距离柬埔寨“国宝”
吴哥窟仅5公里的地方，一座写着中柬两
国语言的吴哥大剧院拔地而起。去年 12
月份投运以来，这座大剧院每天都会上演
汇聚了中柬两国众多艺术家创作灵感的舞
台剧《吴哥王朝》，精彩的舞台剧使这里成
为游客们游览柬埔寨的新“打卡”胜地，也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又一文化品牌。

5年来，“一带一路”国家彼此合作，打
造了一批文化精品。第四届“阿拉伯艺术
节”日前在成都正式启动，通过集中展示中
阿在“一带一路”文化合作框架下的最新交
流合作成果，进一步推动了中阿文化关系
发展。中阿双方还合作举办了阿拉伯艺术
节、中埃（埃及）文化年、中卡（卡塔尔）文化
年等重大文化交流活动，着力打造“欢乐春
节”“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意会中国”
等品牌项目。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正
是“一带一路”加强文化品牌建设、打造文
化精品的缩影。丁伟表示，计划到2020年
能够实现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文
化交流规模达到3万人次，建立1000家中
外文化机构、开展100项大型文化年、文化
节、文化周、文化日。可以预见，将有更多
文化精品持续涌现。

人文交流、互学互鉴，“一带一路”
是一条文明之路。一座座孔子学院、中国
文化中心引人瞩目，一次次博览会、旅游
节热闹非凡，一场场论坛峰会、交流对话
精彩纷呈……文明的种子正在“一带一
路”上播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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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
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
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人文基础。民心相
通能够有力增进相关国家
民众的友好感情，推动相关
国家的经济合作。“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5年来，中国传
承和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同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科
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
交往等各领域开展合作，为

“一带一路”建设夯实民意
基础，筑牢社会根基。

孔子学院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平
台。从2004年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协议
在乌兹别克斯坦签署至今，孔子学院始终
坚持中外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办学模式，
从语言入手，以文化交融，用心灵沟通，为
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人民友谊作
出了重要贡献。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相关国
家孔子学院持续培养语言人才、开展文化
活动、推动民间交往，成为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力量。截至目前，“一带一路”
65个国家中的53国已经建立了137 所孔
子学院和130个孔子课堂，约占全球孔子
学院总数的四分之一。

汉语传播是孔子学院的立院之本，孔
子学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大批精通
汉语、了解中国的人才。数据显示，孔子学
院累计派出院长、教师和志愿者3.4万人，
赠送汉语教材451万册，并通过“孔子学院
奖学金”等渠道，培养培训汉语教师6万多

人次。孔子学院立足大学，面向社区，建立
了从幼儿园到大中小学，从学历教育到非
学历教育，从“零起点”到高端翻译、学术研
究等系列汉语教学体系，累计培养培训各
类学员204万人次。

不少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兴趣源于对中
国文化的喜爱。孔子学院累计组织72所
高校团组赴各国孔子学院，开展“文艺巡
演”“专家巡讲”“文化巡展”等文化活动，受
众达到23万人。在坚持汉语教学的同时，
各国孔子学院根据民众实际需求，灵活多
样地开展了 5 万多场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参与人数达到 2000 万人。经过多年
发展，除了以语言传播为主题的孔子学院
以外，很多孔子学院发展成为中医、商务、
旅游、科技等特色学院，成为当地民众了解
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在推动民间交往方面，孔子学院每年
组织 5000 多名“一带一路”国家教育官
员，大、中、小学校长和师生“汉语桥”团组
来华亲身体验中国文化、感受当代中国发
展脉搏；同时，各国孔子学院每年组织10
多万名青少年朋友，踊跃参加“汉语桥”世
界大、中学生和在华留学生中文大赛预决
赛。各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政要数百
次出席相关活动，盛赞孔子学院在促进中国
与相关国家人民友好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外，孔子学院致力于深化“一带一
路”研究，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智力支
持。“孔子新汉学计划”招收相关各国250
多名优秀青年学者，来华攻读博士学位和
访学研修，开展“一带一路”学术研究。相
关各国孔子学院每年举办有关“一带一路”
学术讲座、高端论坛、国际会议200多场。

柬埔寨王家研究院孔子学院经过两年努
力，翻译出版了柬文版《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匈牙利罗兰大学成立“一带一路”研究
中心；泰国曼谷博仁大学等26家教育机构
联合承办“海上丝路孔子学院”，成为东南
亚地区“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基地等。

孔子学院培养的大批人才也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相关各国孔子学
院主动为当地中资机构培养培训本土员
工、提供信息咨询。如泰国孔敬大学孔子
学院创办高铁汉语培训项目、乌克兰孔子
学院为乌航培训本土员工、白俄罗斯孔子
学院为入驻中白工业园区的中资企业输送
汉语人才、塔吉克斯坦孔子学院为海成集
团本土员工提供职业培训等。这些努力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直接帮助，产生了
深远的社会影响。

“‘一带一路’建设行稳
致远，在由理念愿景转化为
现实行动的过程中，离不开

‘民心相通’提供的社会基础
和长久保障。”在接受经济日
报记者采访时，北京第二外
国语学院国家“一带一路”数
据分析与决策支持北京市重
点实验室主任梁昊光教授表
示，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的关键点与落脚点，积
极推进相关国家民心民意的
沟通，不断深化理解互信，为
构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休
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积
聚了条件。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
率先取得成果的地方，都是
民心相通基础好、政治互信
水平高的地区。”梁昊光说，
通过开展文化交流，加强民
心民意相通，有助于减少战
略误判，从民心上增进政治
互信，营造良好的国际政治
氛围。梁昊光表示，“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
化习俗等相差甚远，如何明
确相关国家在“一带一路”建
设中的战略地位与发展定
位，协调各方的利益关切是

“一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
义。民心相通有助于加深每个国家对丝路精神的理
解，凝聚发展共识，增强向心力，从而调动共建“一带
一路”的积极性。

民心相通还有助于深化相关国家文明互鉴。梁
昊光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物质性的，也是精
神性的；既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文明
互鉴的“软”助力。开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有助于
使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
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动力。

展望未来，梁昊光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架设“一
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连心桥”。首先是重视顶层设
计，实现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并举。梁昊光说，应重
视顶层机制的合理设计，加强官方合作与民间交流
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努力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参
与、民间促进”多层次全方位的“一带一路”民心相
通合作网络。通过集成整合和改革创新，进一步汇
聚资源、丰富内容、贴近民众，探索新的交流形式和
合作领域，以民间人文往来促进官方人文外交。

其次，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正
面传播。既要运用传统媒体进一步夯实对“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影响力，提升对

“一带一路”倡议等热点议题的舆论引导力；也要充
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强大传播功能，通过多元表达方
式，增强传播的多样性，提高传播的可信度，从而使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接受和认同中国声音。
再次，要加强统筹协调，保障民心相通项目的顺

利开展。梁昊光认为，目前民心相通工程的实施还缺
少有力的抓手，应考虑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国内、国
际合作机制，统筹协调相关工作。比如，加强语言互
通，建议构建“一带一路”语言交流互通工作机制，研
究制定“一带一路”国别和区域语言服务平台、数据库
等，开辟多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推动我国与世界
各国语言交流。又如，加强文化产业合作，加大培育
文化产业新业态，促进文化贸易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