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One Belt One Road）又简称“OBOR”，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者的简称。在中国古代，张骞出

使西域，丝绸之路开始在世界版图上延伸，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

上丝绸之路，诉说着沿途各国人民友好来往、互惠互利的动人故事，

也是东方与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现

在，一个新的战略构想正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铺展。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去年 9 月和 10 月分别提出的，他强调指出，相关国家要打造互

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合作发展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发展

战略与古代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一脉相承的，不仅是对

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一种延续和发展，更是对其的提升

和超越。它承载着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发展繁荣的梦想，顺应了合作、

共赢、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赋予古老丝绸之路以新的时代内涵，

并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一、关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2013 年 9 月和 2013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分别在出访中亚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在出访东南亚（印尼国会）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战略构想，为我国在新时期提升开放层次、优化开放格局、拓宽合

作领域提供了重要指导。不仅使各国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发展空

间更加广阔、相互合作也更加深入，形成从线到片，以点带面的发展

局势，进一步推进区域大合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新世纪的

延伸和丰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能够造福中国与东盟，而且

还能够影响南亚和中东。新时期，陆上和海上两条古代丝绸之路，共

同构建起新经济走廊，使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联系更加紧

密，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建设“一带一路”，对推进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和沿线国家共同

发展意义重大。“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可以说是沿线国家的

共同需求。随着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

快推进，亚欧各国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需要进行发展和合

作。“一带一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感下谈合作，体现出了合作、共

赢、交流、理解、和平、包容的民族精神。中国在向世界各国宣告：中

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是不以损害别国的利益为原则的，“一带一

路”正打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筑梦空间。

二、对外开放推动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 30 多年，我国对外开放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但是，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对外开放格

局总体呈现出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形势。所以，“一带一路”战略顺

应了我国对外开放区域结构转型的需要，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

时，也加快向西开放的步伐，推进内陆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

历史上，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丝绸之路把中国的文

明和友好传递到沿途各国，中国的丝绸、香料、瓷器、茶叶等，赢得各

国人民的喜爱和赞赏。今天，中国经济正在崛起，已经有能力在制造

品、技术和设备等更多方面帮助其他国家。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深

化经济技术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与急需资金的新兴经济体和发

展中国家开展互利合作。这不仅推动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率先转

型，还促进了我国中西部和沿边地区的对外开放，从而形成海陆、东

西结合对外开放新格局，进一步促进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

三、共筑“中国梦”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东连亚太经济圈，西牵欧洲经济圈，贯

通着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

经济带，它使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遵循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与与周边国家形成“五通”局面。“一

带一路”的战略构想符合时代潮流，巩固了和平发展，让各国连成

“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以共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新起点，不断深化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复兴丝绸之路的中国梦正在铺展开来，这将带给世界无限生机

和美好前景，同时将传统文化赋予新的内涵，为文化传播释放出更

大的活力。进入 21 世纪，多元文化的并存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如何充分发挥文化的整合、激励、凝聚功能，推动传统文化向现

代转型，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成为文化发展的重中之

重。“一带一路”战略，对现实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对走向开放，面

向世界和未来的进程中具有深远的价值和意义。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应该时刻通过各种途径来关注国家

和国际的动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一带一路”的支持者，共同

铸就团结、发展、繁荣、文明的希望之梦。相信通过沿线各国同舟共

济、相伴而行，一定能够谱写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新篇章，再现古代丝绸之路的荣耀与新辉煌，让各国

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共建成果，共同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

播！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以它独有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团

结整个民族，影响着当代世界的发展。今后，我们要继续关注和推动

“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华文化在“中国梦”的指引下引吭高歌，浓墨

重彩，让每个人的激情与梦想，带动起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传递青

春正能量。

作者简介：何雯，女，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2级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浅谈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以“一带一路”为例

■何 雯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文化是在交流中传播的，“一带一路”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古丝绸之路与文化传播在当代的反映，更是多元

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详细了解丝绸之路的时空概念和文化意义，探讨多元文化交流和发展的关系，并结合现实思考“一带一路”的

现实、战略意义，对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有着重要影响。所以，针对这一热点问题，我们有必要进行详细深入的了解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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