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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消除了东西交往的政治障碍 , 世界

经济市场被连为一体 ;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广泛应用 , 缩短

了不同地区和国家间的距离 ,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

代 , 改变了国家内外政策的宏观环境。生产关系

基础的经济全球化 , 反映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

领 域 , 表 现 为 文 化 与 经 济 和 政 治 相 互 交 融 , 显 示

出文化全球化的特点 , 文化外交应运而生。本文

拟就文化全球化、文化外交日益突出背景下的中

国文化外交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 经济全球化通过文

化 领 域 , 进 而 影 响 到 国 际 政 治 , 成 为 国 际 政 治 中

的 一 个 热 点 议 题 。 西 方 学 者 哈 维·费 根 鲍 姆

( Harvey Feigenbaum) 在 分 析 这 一 影 响 时 说 , 经

济全球化不仅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的格局 , 而

且“ 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 如社会和政治

结构 , 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 , 爱好和信仰 , 消费方

式 , 和文 化 的 表 达 方 式 ”等 [1] (P19)。 文 化 全 球 化 在

国际政治中的影响体现在两个相反的方面。一方

面 , 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信息上互相交流、彼此

融会、吸纳学习的趋势发展迅猛。这种“ 通过国

家 及 其 人 民 之 间 交 换 观 点 、信 息 、艺 术 以 及 其 他

文化方面的内容来促进相互理 解 ” 的 文 化 交 往

日益活跃 , 成为全球化时代国家间关系领域的一

个显著特点 [2] (P1)。另一方面 , 文化上的碰撞冲突浮

上表层 ,“ 文化安全” 与经济安全一并成为国家

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日益突出。这种冲突最

初也是以经济形式体现出来的。如随着文化产品

贸易额的不断增加 , 文化产品的贸易不平衡也越

来越突出 , 文化产业领域也出现了伴随全球化而

形 成 国 际 化 , 进 而 发 展 到 集 中 化 , 最 后 形 成 经 济

大国对国际文化市场的垄断。对许多国家来说 ,

文 化 已 经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产 业 , 一 种 产 品 , 而 成 为

关 系 和 影 响 到 一 个 民 族 保 持 个 性 和 在 全 球 化 背

景下生存的战略问题。不少国家和民族担心伴随

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将被文化的“ 西化”,

甚 至“ 美 国 化 ”所 代 替 , 都 采 取 措 施 来 强 化 自 身

个 性 , 突 出 自 身 特 点 , 保 护 和 发 扬 民 族 文 化 的 独

特优势 , 以在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占据有利地

位。连发达国家也不例外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

文化不受外来文化的侵犯。如“ 为了补贴电影生

产 而 设 计 的 抽 彩 系 统( 英 国 ) ; 对 电 影 院 的 发 票

征税( 法国) ; 区别对待的邮政收费 , 以鼓励杂志

的本国内容( 加拿大) ; 对商业出版商征税 , 以补

贴 小 本 经 营 的 独 立 出 版 商( 德 国 ) ; 以 及 结 构 基

金与税收减免 , 以鼓励对文化内容企业的私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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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印度等 ) 。”[3][P14- 15]

即使在文化全球化环境中得益最多、在文化领域

处于的统治地位的美国 , 也担心文化全球化对美

国外交的影响 , 为在国际社会改变美国的霸道形

象 , 在对外政策中把文化外交看作是公共外交的

一部分 , 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如 1999 年美国设

立公共外交办公室 , 专门设立一个副国务卿领导

的职位来领导 , 以便协调美国的对外文化交往。

2000 年 11 月 克 林 顿 在 卸 任 前 夕 破 天 荒 地 在 白

宫召开美国第一次文化与外交研讨会 , 探讨拟订

21 世 纪 美 国 对 外 文 化 战 略 。 根 据 美 国 国 务 院

2000- 2003 财 政 年 度 授 权 法 (P.L.107- 228), 国 务

院于 2002 年设立了公共外交顾问委员会 , 设立

了七个成员 , 就推动文化外交的项目和政策向国

务卿提供建议 [4] [P1] 。

在国际文化领域 , 多边机制也成为文化合作

和冲撞的重要平 台 。1998 年 11 月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组织在巴黎总部 发 表《 世 界 文 化 报 告 1998》,

就世界各国文化发展趋势以及与发展的关系 , 进

行了全面调查和分析后 , 以该组织为代表的国际

文化合作机制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日益活跃 , 扮演

着日趋重要的角色 , 影响着各国政府文化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 , 促进了国际文化合作。加拿大倡导

的 为 探 讨 文 化 政 策 和 事 务 的 政 府 间 部 长 级 非 正

式国际论坛 , 从 1998 年开始以来已经召开了七

届部长年会 , 成员国目前已经达到 63 个。国际上

最 大 和 最 有 声 誉 的 体 育 盛 会 奥 运 会 ,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显示其经济效益后 , 希腊在申请和筹办

27 届奥运会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 文 化 奥 运 ”

的 理 念 , 赋 予 奥 运 会 以 文 化 的 内 容 , 使 奥 林 匹 克

精神回归本意。2004 年 , 希 腊 政 府 以 奥 运 为 契

机 , 展 示 希 腊 文 化 , 来 自 34 个 国 家 , 不 同 民 族 和

文 化 的 文 化 艺 术 机 构 在 奥 运 会 期 间 举 办 了 500

多场音乐会和表演 , 文化交流与体育比赛交相辉

映 , 奥运会成为国际文化盛会。世界博览局框架

下 举 办 的 世 界 博 览 会 , 规 模 越 来 越 大 , 文 化 特 色

越来越突出。就连世界经济论坛在 2003 年会上

也 宣 布 , 成 立 一 个 包 括 宗 教 、经 济 、政 府 、媒 体 和

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百人委员会 , 以推动西方和伊

斯兰世界对话。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表示:

“ 我 们 有 义 务 推 动 伊 斯 兰 世 界 与 西 方 国 家 之 间

进行永久的、实质性的对话。我们相信这个委员

会将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作出贡献。”[5]与此

同时 , 由于文化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份额的上升和

地位的日益突出 , 文化也成为多边贸易谈判中一

个争论的议题。如法国早在 1993 年的乌拉圭回

合多边贸易谈判和 1998 年的经合组织关于投资

的多边协议谈判中 , 对美国要求欧洲开放文化产

品 市 场 提 出“ 文 化 例 外 ”的 原 则 , 反 对 将 文 化 和

服务产品等同于一般商品 , 任其自由流通。在得

不到支持后 , 法国从 2001 年将“ 文化例外”的提

法 改 为“ 文 化 多 样 性 ”, 至 今 已 经 得 到 越 来 越 多

国家的支持。文化已经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和外

交的主题之一。

文化交往自古有之。但文化外交概念的产生

和重要性的突显 , 反映了在全球化背景下 , 国际

文化交往从原来的低政治(low politics)范畴到全球

化 背 景 下 成 为 高 政 治 (high- politics)范 畴 的 转 变 ,

它不同与一般的文化交往之处 , 在于它突出了政

府在对外文化交往中的主导作用。外交被认为是

“ 以主权国家为主体 , 通过正式的代表国家的机

构与人员的官方行为 , 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

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 , 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

际事务 , 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

重要手段。”[6]根据这一对外交较普遍的共识 , 本

文同意对文化外交这样的认识 , 即文化外交 , 是

“ 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

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 , 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

导下 , 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7]。外交

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 , 而首要的国家利益

是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从这一点来

说 , 文 化 外 交 的 首 要 目 的 也 是 为 了 维 护 国 家 安

全 , 只是在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安全遭到威胁的时

候 , 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 保持本民族文化特性 ;

其次 , 则是由政府代表主权国家采取措施把对外

文化交往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 通过外交

途径促进文化交流 , 塑造一个有利于自己国家的

良好形象 , 从整体上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政策。本

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

外交的实践。

张清敏: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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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古老文明的中国 , 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 张骞出使 , 玄奘求法 , 鉴

真东渡 , 郑和下西洋等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和 意 义 。 但 西 方 列 强 用 坚 船 利 炮 打 开 中 国 大 门

后, 随着中国地位的下降 , 中国文化也失去了其

应有的国际地位。新中国成立后 , 特别是文革期

间 , 由 于 国 际 和 国 内 环 境 的 变 化 , 一 些 传 统 的 东

西 被 当 作“ 四 旧 ”遭 到 破 坏 和 批 判 , 以 至 于 西 方

学者在贬低中国时提出 ,“ 若以电影、文学或艺术

的角度考虑 , ”在中国文化方面的影响 , 中国大陆

还不如台湾、香港和新加坡。 [8]改革开放后 , 中国

文化开始逐步恢复其应有的国际地位。进入新世

纪以来 , 中国政府提出科学的发展观 , 提出推进经

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把文化发展战略看作

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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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虽然文化外交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是

在 2004 年才被提到这样的高度 , 但冷战结束以来

中 国 对 内 、对 外 政 策 的 主 张 和 行 动 , 清 楚 地 勾 勒

出了中国文化外交的轮廓和内容。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国内巩固中国传

统 文 化 的 根 基 , 弘 扬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 是 在 文 化 全

球化条件下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最基本要求 , 是

确立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和对外推动文化外交

的前提 , 也是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中国

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和理论的重

要源泉 , 中国传统文化中“ 和为贵”,“ 君子和而

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 言必信 , 行必果”, 以及

“ 己所不欲 , 勿施与人”等传统 , 已经成为中国在

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主张 , 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在全

球化背景下的意义。1997 年 , 中共十五大提出文

化建设是综合国力的体现 ,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

产党建党 80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 ,“ 我国几千年历

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 , 做到古为

今用。”[10]

中国文化的内涵是丰富的 , 不仅包括儒家文

化、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等 , 在其历史演

进过程中还融会、吸收了佛教文化和其他少数民

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内容 , 形成和丰富了自己宏大

的思想体系。其中曾在“ 五四”,“ 文革”期间 , 特

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 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批

判 , 而在国际上被当作中国文化象征的孔子地位

的 恢 复 , 和 以 孔 子 招 牌 对 外 推 动 中 国 文 化 的 交

流 , 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个代表。

1994 年 由 国 家 拨 款 作 为 启 动 资 金 支 持 的 中

国孔子基金会 , 通过募集基金、组织或支持国内

及海外儒学研究 ,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 同时北京

还成立了以研究儒学思想 , 继承儒学精华 , 发扬

儒学精神 , 以促进人类之自由平等、和平发展与

繁荣为宗旨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同年 , 山东曲阜

的孔林孔府孔庙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随后它先

是作为一个旅游胜地 , 在每年孔子诞辰之际举办

孔子文化节 , 以文化为平台带动经济发展和开展

商业活动。2004 年 , 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祭孔

活动 , 由原来的民间祭祀首次转为官方主导的大

型公祭。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 2555 周年国

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三届会议上 ,

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强调 ,“ 要以科学的态度、运

用科学的方法 , 努力加强对儒家文化的挖掘、整

理和研究⋯⋯要积极向世界介绍、推广儒学研究

的成果 , 把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宣传生气蓬

勃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 从而

更好地让中国走向世界 , 让世界了解中国。”[11]从

对孔子的态度的转变可以看出 , 中华民族内部正

在悄然复活的对思想先贤、古代文明的那份感情

和热望。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 , 在改革开放后恢复

的对被称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和炎帝陵

墓的祭祀 , 在全球化背景下被赋予了文化内涵。邓

小平 , 江泽民 , 李鹏等领导人先后为陕西黄帝陵

题词。经国家批准于 1992 年成立的黄帝陵基金

会 , 由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担任名誉会长 , 10 年

基金会集资 1 亿多万元 , 对黄帝陵进行了大规模

的整修。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

胡锦涛等领导人都曾前往黄帝陵视察整修工程。

二、文化外交的基础

———巩固传统文化, 丰富中国文化

38- -



第 1 期

由政府主持的公祭活动规模盛大 , 年渐隆重。位

于湖南的炎帝陵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

中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国家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 , 炎帝陵基金会募集资金 2000 多万

元 , 先 后 修 复 了 多 个 馆 、坊 、园 等 人 文 景 观 , 湖 南

省政府自 1993 年起每年举行公祭活动 , 吸引到炎

帝陵瞻仰祭祖和观光旅游的社会各界人士和港澳

台同胞、海外侨胞逐年增多 , 每年达 30 万人次[12]。

正如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所说, 对黄帝和炎帝陵

墓的祭祀 ,“ 体现着广大华夏儿女对中华文化传

统的认同, 对民族团结和睦的企盼 , 对祖国繁荣昌

盛的希望。在同一个祖先面前, 不论有多大的歧见

都可以搁置, 不论有什么样的恩怨都可以化解 , 所

有华夏儿女都可以携起手来 , 万众一心 , 形成民族

复兴的强大力量。”[13]

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还包括丰富的民族和民

间文化。改革开放以来 ,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 , 中国

政 府 支 持 文 化 公 益 事 业 , 加 强 文 化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发 展 各 类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 扶 持 重 要 的 新 闻 媒

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 以及体现民族特色和国

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 , 并采取了一

系列的举措对传统文化 , 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化抢

救、保护和创新。如, 加强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

立法工作 , 1991 年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

法 》进 行 修 订 , 加 大 了 保 护 力 度 , 扩 大 了 保 护 范

围 , 确立了“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

管 理 ”的 方 针 ; 全 国 人 大 组 织 起 草 的《 中 华 人 民

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 草案) , 对民

间民俗文化遗产、少数民族无形文化遗产和民族

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等进行了规定 , 目前正在广泛

征询各方意见 ; 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对以保护“ 口

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对象 , 对具有历史、

文化和科学价值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全

方位的保护 , 对民族民间文化的搜集、整理、保存

的“ 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编纂工

作 , 1979 年开始以来有 5 万 名 人 员 参 与 调 查 , 到

2004 年已出版了 200 卷 3 亿字 [14]。2003 年 2 月

“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在北京

挂牌成立 , 标志着“ 中国民族民 间 文 化 保 护 工

程”的启动 , 到 2005 年初已在全国已经设立了 39

个试点 , 其中包括 6 个综合性试点以及 33 个专业

性试点。民间自发组织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工程的普查工作 , 从 2003 年开始 , 经过两年已经

完成了在全国 90% 以上地区的普查 , 有一些重点

的项目已经开始出版。

中国文化的发展 , 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

成果。复兴中国文化 ,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

不仅需要保护和发扬全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 而

且还需要吸收各国文明的先进成果。在这方面中

国 以 博 大 的 胸 怀 吸 收 一 切 民 族 的 文 化 的 优 秀 成

果。中国市场上俯拾皆是的西方文化商品 , 已经相

当普遍的西方各国流行音乐 , 持续升温学习外语

的热度⋯⋯西方文化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这是中国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成果在文化领域

的体现。近年来中国政府还采取专门的文化开放

政策 , 博采众长 , 陆续向国内介绍了一批世界优秀

的文化艺术作品 , 如意大利歌剧、美国百老汇音乐

剧、俄罗斯芭蕾舞和大马戏、德国交响乐、法国画

展等等 , 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

化艺术。如 2004 年 10 月至 2005 年 7 月举办的法

国文化年 , 在历史一年的时间内 , 将法兰西的文

学、音乐、舞蹈、戏剧、影视、教育、建筑、生活艺术

等优秀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民; 为了加强与周边地

区的友好合作和睦邻关系, 中国已经举办了六届亚

洲艺术节, 有数十个亚洲国家艺术家参加献艺。在

国内举行的一系列国际文化艺术节, 如相约北京、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国吴桥

杂技节、广西国际民歌节、武汉国际杂技节, 郑州少

林武术节等已经成为知名文化品牌, 成为吸引世界

优秀文化形式和产品进入中国、让中国了解世界的

途径, 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丰富。

中国不仅参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多边机制 ,

而 且 还 参 与 社 会 文 化 领 域 的 多 边 机 制 , 融 入 国

际 体 系 , 利 用 国 际 机 制 保 护 中 国 文 化 , 吸 收 外 来

文 化 , 展 开 文 化 交 流 与 合 作 , 增 进 沟 通 , 谋 求 共

同发展。

三、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机制,

推动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

张清敏: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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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联合国文化机制 , 保护中国民族文化。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是联合国等多边组织的一项重

要任务。1972 年 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

《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自 1975 年生效

后 , 已有 178 个国家或地区加入 , 是加入缔约国最

多 的 国 际 公 约 之 一 。 公 约 根 据 具 有 突 出 普 遍 价

值、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历史比较久远、现状保护

较好等四项条件设立世界文化遗产。一旦被列为

文化遗产 , 缔约国需承担责任 , 竭尽全力 , 最大限

度地利用本国资源 , 必要时利用所能获得的国际

援助和合作 , 特别是财政、艺术、科学及技术方面

的援助和合作 , 保护遗产。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 ,

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文物古迹遗存。但在

中国加入该公约之前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 1978

年开始公布了多批世界文化遗产中并没有中国的

遗产。1985 年中国加入《 世界遗产公约》, 两年后

中 国 的 长 城 、故 宫 、周 口 店 、敦 煌 莫 高 窟 , 秦 始 皇

陵 与 秦 兵 马 俑 和“ 北 京 人 ”遗 址 等 , 被 列 为 世 界

文化遗产 , 泰山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冷

战结束以后 , 中国在国内加强对传统文化保护的

同时 , 积极申请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 截 至 2004 年 7

月 , 在 被 列 入《 世 界 遗 产 名 录 》的 文 化 和 自 然 遗

产共有 788 处 , 中国已申报成功 30 处 , 成为仅次

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世界遗产第三大国。2004 年

6 月中国举办的第 28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 通

过“ 苏州决定”, 发表了《 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

州宣言》, 呼吁与会各国将青少年作为世界遗产

保护教育的重点 , 积极向青少年提供有关服务和

指导。

参加和申办奥运会。奥运会被称为体育文化

领域的联合国。中国与奥运会关系的历史反映了

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融入国际社会的状况、程度和

效果。1958 年 8 月, 作为金门炮战的先声, 中国奥

委会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 , 同时退出八个

国际体育组织。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积极支持印

尼等国组织并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 , 希望把它办

成与奥运会相对立的“ 奥运会”。中国在恢复联合

国合法席位后 ,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恢复了国

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地位 , 但因为与西方大

国一道为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 , 抵制了 1980 年莫

斯科奥运会。中国参加 1984 年洛杉矶和 1988 年

汉城两次奥运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 1990 年

成功举办了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后 , 中国于 1991

年决定申请举办 2000 年奥运会 , 并为此做了大量

的工作 , 但由于并非体育文化的原因 , 中国没有得

到 2000 年奥运会的主办权。随后 , 中国把“ 人文

奥运”与“ 科技奥运”和“ 绿色奥运”作为主题 ,

再次提出申办 29 届奥运会。2001 年获得 2008 奥

运会举办权后 , 中国把奥运会看作是中国了解世

界和对外展现中国文化的窗口 , 提出“ 世界给 我

16 天 , 我给世界 5000 年”, 利用举办奥运会提供

的契机 , 开展文化活动 ,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以第

29 届奥运会会徽设计为标志 , 中国从 2003 年开

始已经举办多个奥林匹克文化节 , 通过举行展览、

论坛等群众文化体育活动 , 加深中国人民对奥运

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 , 拟议中的奥运会召开前

后, 穿越 5 大洲的圣火传递 , 举世瞩目的开幕式和

闭幕式 , 以及奥运期间的各项文化活动 , 将使世界

更多地了解中国。这样奥运会在中国的举行将使

世界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 奥运精神

也将随之注入东方文化。

参与被誉为“ 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

匹克盛会” 的世界博览会是顺应全球化趋势 , 寻

求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又一平台。中国参与这

一国际文化机制的进程一方面反映在中国融入国

际展览局机构的过程。1928 年由法国发起成立的

国际展览局(简称 BIE), 是国际性公约组织。它所

通过的《 国际展览公约》规定 , 加入国际展览局是

一个国家的外交行为 , 国际展览局的成员是缔约

国政府。在 20 世纪结束时 , 国际展览局的成员国

已达到 88 个。改革开放后, 中国于 1982 年参加在

美国田纳西州举行的世博会 , 开始与国际展览局

建立联系。冷战结束后, 中国增加了与国际展览局

的联系 , 于 1990 年两次应邀列席国际展览局成员

国代表大会 , 并于 1993 年 5 月被国际展览局接纳

为其第 46 个成员国。同年 12 月的国际展览局第

114 次成员国代表大会上 , 中国被增选为国际展

览局信息委员会的成员 , 6 年后首 次 当 选 为 展 览

局执行委员会成员。2003 年 12 月中国前驻法国

大 使 , 外 交 学 院 院 长 吴 建 民 当 选 国 际 展 览 局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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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 , 成为第一位担任全球性国际组织领导人的中

国人。

另一方面 , 这一进程则反映在中国在国际展

览局框架内参加举办活动的情况。在国际展览局

框架内举办的世博会是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展览

活 动 , 是 世 界 各 国 展 示 其 社 会 、经 济 、文 化 、科 技

成就和发展前景的盛会。冷战结束后世博会的规

模 不 断 扩 大 , 参 加 的 国 家 不 断 增 加 , 争 办 展 览 会

的竞争日趋激烈。到 21 世纪初 , 已经举办了 40

届世界博览会。中国加入国际展览局后 , 具备了

申办世界博览会的首要条件。在连续参加七次世

界博览会后 , 中国于 1994 年申请 , 并于 1999 年成

功举办了国际博览局框架内的专业性博览会 , 昆

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随后中国于 2001 年 5 月向国

际展览局申请 , 并于次年 12 月的国际展览局第

132 次 成 员 国 代 表 大 会 上 获 得 在 上 海 举 办 2010

年世博会的资格。中国 2010 年世博会组委会在确

定“ 城 市 , 让 生 活 更 美 好 ”为 上 海 世 博 会 主 题 的

同时还确定了 5 个副主题 , 其中之一就是“ 城市

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国各方正在积极筹备 , 期待

通过历时半年的世界博览会 , 展示中国的,吸收了

解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 , 经济和科技发展

的优秀成果 , 优秀内容 , 通过交流合作 , 谋求共同

和谐发展。

在内巩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 对外则实行

走出去战略 , 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外交的两个方

面。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如何相处是冷战结束

后的一个热点议题。1993 年美国学者提出了“ 文

明冲突”论, 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学者对这种理

论进行了介绍、讨论和批评[15]。中国领导人在多个

外交场合反复强调 ,“ 由于各民族在历史发展、社

会背景、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差异 , 存在

一些矛盾和分歧是难免的”。“ 不同文明应该在平

等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交流 , 彼此借鉴 , 取长补

短, 在发展和丰富自己的同时推动人类文明走向

新的繁荣。”[16]中国主张, 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

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 提倡各种文明相互间共

处而不冲突 , 对话而不对抗 , 交流而不封闭 , 兼容

而不排斥 , 互相学习 , 共同发展。文化多样性已经

成为冷战结束后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对世界未

来发展的基本态度 , 也是中国在多边外交中一个

重要主张之一。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

说:“ 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

种颜色一样, 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

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

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该

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

性 。 世 界 发 展 的 活 力 恰 恰 在 于 这 种 多 样 性 的 共

存。”[17]

这一思想还体现在中国参与的各种多边机制

中。如在 1996 年的 APEC 苏比克会议上 , 江泽民

提出的“ 亚太经合组织方式”, 即 :“ 承认多样性 ,

强调责任性 , 渐进性和开放性 , 相互尊重 , 平等互

利 , 协商一致 , 自主自愿的原则 , 单边行动与集体

行动相结合”[18]。在上海合作组织建立过程中形成

的“ 上海精神”, 也突出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

性 , 文明背景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可以而且应该和

睦相处 [19]。在 2003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亚欧

会议 26 方主管文化事务的部长或高级官员及著

名学者与会的文化与文明会议 , 根据中方的建议

以“ 文化多样性与统一性”为主题 , 讨论了全球化

背景下的文化多样性、通过促进和保护多样性获

得统一性的方式和后续行动等问题。2004 年 10

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上 , 中

法共同提出了《 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宣言》,

主张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 坚持不同文明

的对话和包容, 受到了广泛赞同。2004 年 10 月在

上海召开的“ 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七届部长年

会上 , 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对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

进程提出三点倡议 , 包括: 在经济发展中有效保

护、合理利用文化遗产 , 积极加强各国在传统文化

保护方面的合作 ; 积极推进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

的制定; 继承和发扬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会后

发表的《 上海声明》, 表示确认和支持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在拟订的《 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

式的国际公约》草案的一些核心内容 , 包括承 认

文化商品和服务的双重特性; 各国在采取措施保

护和推动文化表达形式多样性方面的主权 ; 文化

四、主张文化多样性, 推动对外文化交流

张清敏: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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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与可持续发展的联系; 发展中国家的特定

需要; 以及将人权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基础予

以尊重等。

从国家外交大局出发 , 拓展对外文化交流 , 是

文化外交的最直接的渠道和手段。中国政府主导

下的对外文化交流, 是近年来文化外交的亮点。如

仅 2003 年一年 , 中国政府主导下的对外文化交流

项 目 就 达 762 起 , 13783 人 次 ; 中 国 文 化 部 与 德

国、印度、古巴、埃塞俄比亚等 22 国签署了年度文

化合作执行计划 , 与丹麦签订了文化合作交流议

定书, 分别与加拿大政府、欧盟签署了文化合作联

合声明 [20]。配合中国领导人对外出访的机会举办

一系列文化外宣活动 , 宣传中国文化 , 支撑和配合

政治和经济外交, 增强了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如为

配合胡锦涛主席 2003 年出访新西兰 , 在惠灵顿举

办的“ 汉字———从甲骨文到计算机”展览 , 为配合

温家宝总理出访墨西哥 , 出席在埃塞俄比亚举行

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会议 , 分别在墨西哥

议会举办了“ 汉字展”, 在亚的斯亚贝巴精心策划

组织了联合艺术团的演出 , 以及“ 中非友好合作

成果展”和“ 锦绣中华”图片展等 , 推动有关国家

对中国的了解 ,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此外 , 中国还

成功举办了多个规模宏大、影响广泛的活动。如继

2001 年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周 , 2003 年中国文化

月的基础上 , 2003 年 10 月至 2004 年 7 月由中国

文化部牵头 , 17 个部委以及一些省市共同参与在

法国举办的“ 中国文化年”; 历时 7 个月、覆盖非

洲 22 个国家的 2004 年“ 中华文化非洲行”; 中国

民族乐团在维也纳成功举办的中国民族音乐会 ,

以及随后在世界各地的成功演出⋯⋯这些向世界

各国展现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魅力 , 增加了

相关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 成为巩固中国与相关国

家的友谊重要途径。

以汉语教学为渠道 , 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

是推动文化外交的又一形式。语言文字是文化的

载体 , 汉字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最有效、最直接的途径。随着

中国地位的提高, 汉语已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语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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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这种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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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直接领

导和具体负责对外汉语教学的“ 国家对外汉语教

学领导小组”1987 年成立以来 , 已经在马耳他的

瓦莱塔、法国巴黎、埃及开罗、韩国汉城等地设立

了中国文化中心 , 并计划在 2004 年以后的 5 至

10 年在 20 至 25 个国家开设中国文化中心[22]。中

国在国内加强对孔子研究的同时 , 对外利用这个

民族文化的招牌 , 设立孔子学院 , 作为中国政府主

导的国家项目之一 , 对外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2004 年 11 月 , 第一所海外“ 孔子学院“ 在韩国汉

城举行挂牌仪式 , 同月中美签署协议 , 在美国成立

第一所孔子学院:“ 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此外,

中国还与瑞典、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签署了有关建

立“ 孔子学院”的协议 , 并计划未来几年在全世界

建立 100 所“ 孔子学院”[23]。

利用现代科技和通讯技术手段 , 以形象的方

式宣传中国。因特网的直接性和交互性等特点不

仅提供了中国了解世界的渠道 , 也提供了世界了

解中国的平台 , 为向世界全方位介绍中国和中国

文化提供了途径。截止 2004 年 6 月 , 在 CN 下注

册 的 域 名 数 、 网 站 数 分 别 达 到 了 382216 个 、

626600 个 ; 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数达到 53941M;

中 国 大 陆 的 IPv4 地 址 数 达 到 了 49421824 个 [24]。

更多的人正在利用互联网对中国进一步的了解。

如 1999 年 2 月故宫被搬入因特网后 , 三周内就

有 150 万人访问 , 被英国报纸评为当周最热门的

网站。

此外 , 中国政府也创造条件并鼓励民间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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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过这种“ 长流水、

不断线”的文化外交 , 增加与周边国家的信任 , 增

加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了解 , 稳定、巩固与发

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 , 争取人心 , 促进尚未与我

建交国家的关系 , 以民促官。文化外交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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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体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 并进一步丰富

和充实着中国的总体外交 , 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

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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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ZHANG Qing- min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 cold war era, China has taken measures both

domestically and globally, which have offered an outline of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These include measures to rejuvennate and

enrich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articipate in and utiliz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 protect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e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call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nternationall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overall diplomacy, cultural diplomacy has given China's diplomacy some remarkabl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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