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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丝路”
浅谈在一带一路思路下的中俄文化交流

王光
( 哈尔滨市艺术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推进文化先行，进一步深化与沿线国家城市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本文对在一带一路思路
下进行中俄文化交流，促进通商互信、经济合作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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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是万物复苏的月份，也是全国人民翘首期盼的月份。一场
代表一个国家、五十六个民族的会议，我们老百姓自己的会议在 3
月召开。 2015年全国两会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
路”成为焦点。“习主席、党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一项前无古
人的伟大事业，是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这样的战略是为了着眼
未来，放眼世界”。“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景不可估量。

2014年 11月 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加强互联互通伙
伴关系对话会”时宣布，中国将出资 400 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
且“丝路基金是开放的，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习
近平这一建议无疑体现出中国在主动建设“一带一路”的基础上，
又将市场开放给了全世界。 如何创新、转型决定国内“ 丝路经
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提法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国内经济
的主题，于当下的“丝路”经济也是如此。把“一带一路”建设与
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
在具体实施方面，圈定了重点涉及的 18 个省份，包括新疆、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等西北的 6 省及自治区，黑龙江、吉林、
辽宁等东北 3省，我们黑龙江成为东部丝路带上一颗重要的布局
点。经济布局文化搭桥，文化方面交流沟通至关重要。要如何结
合自身地理优势，深入挖掘我市的俄罗斯文化艺术元素，进一步拓
展哈尔滨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回顾中俄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还是始于俄罗
斯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前前后后。如果从那时开始算，中
俄文化交流到现在已经走过一个世纪了，这一百多年呈现两个大
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四以后，由于思想解放的需要，中国先
进的知识分子们就大量引进俄苏文学，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作品。
第二个阶段，是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至今。中苏关系正常化，使两国
文化交流逐渐恢复，继而伴随战略伙伴关系的形成进入了大发展
阶段。文化交流促进了两国间不同文化的融合，增进两国人民的
相互了解有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

中俄文化交流的现状，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形成了牢固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基础。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两国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的合作格局。近年来两国官方文化
交流稳步发展，民间文化交流日趋跃，交流形式呈现多样化。从国
家层面来讲，两国通过领导定期会晤，互办文化节、国家年、语言
年和旅游年等活动使中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省市
也积极开展独具特色的对俄文化交流，交流领域和层次不断深入，
交流成果丰硕。但是，中俄文化交流还不够均衡，官民联动互补的
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对文化交流的理解还存在误区，交流的深度
和广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要深入认识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文化交流、文化沟通是
中俄深度和长远合作的基石，是中俄战略性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
内涵。加强中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意义。中俄文化
交流是中俄经济、政治交往及其他各种交往的基础和前提，扩大中
俄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我国的文化实力，克服跨国经营障碍，推进中

俄经贸合作、特别是边境贸易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两国文化产
业的发展，促进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磋商与
合作，互信互助，不仅有利于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维护
世界的和平、安全与发展。

我们与俄罗斯山水相依，口岸相联，省内分布着 18 个国家对
俄一、二类口岸。口岸的对接与长期存在的经济优势互补，促进了
中俄边境贸易的繁荣，推动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哈尔滨
是沿边开放带上最大的中心城市，是国内各省进入俄罗斯的重要
桥梁，在对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地域优势和
多元文化融合等优势纷纷采取不同举措，搭建特色平台，不断加强
中俄两国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深化和拓宽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的重要内容，取得了可喜成果。继续发挥地缘优势，稳中
提升对俄文化交流龙头地位，及对俄文化交流的独特地缘优势和
历史文化交流渊源。我们不但要保持这一优势，而且还要将此优
势不断扩大，稳中提升对俄文化交流的龙头地位。

要官商民并重，搭建平台，打造黑龙江对俄文化交流新品牌，
要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加强我市与俄罗斯官方往来，为双方
开展文化交流提供官方支持和政策保障;要善于借助中俄文化年、
语言年等平台，扩大对俄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成果，鼓励在省、市电
台开设俄语频道，介绍中国文化;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双方民间
交往的积极作用，畅通民间交往的渠道，搭建平台，要有效整合地
域资源，充分利用边境口岸城市对俄文化交流的地理优势，以点带
面，把政府交流和民间交流结合起来;要在目前已有的对俄文化交
流品牌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新的、具有龙江特色的对俄文化交流品
牌，要坚持“创、建”结合，努力创建新品牌，扩大品牌效应，做强
作大已有的特色品牌，使之发挥更大的辐射、引领作用。同时，还
要充分发挥经贸与文化交流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双边经贸发展带
动文化交流，以文化交流促进经贸发展。

要发挥俄语专业人才比较优势，促进文化交流，我市是中国俄
语人才聚集地，也是国内最重要的俄语人才培养基地，每年都对外
输送大批高层次俄语人才，国内独一无二的对俄专业人才比较优
势，极大地促进了我市对俄文化交流的发展。为文化交流提供更
多的人才资源储备。多拓展培养实践型俄语人才的渠道，多多培
养实用型俄语人才。要借助黑龙江对俄经贸和旅游发展优势，促
进文化交流，作为经济交流重要和直接“附带品”的文化交流将随
着经贸合作的加深和交往的日益频繁，而无形中得到深化和增强。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推进文化先行，进一步深化与沿
线国家城市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无论是古丝
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都源自于不同民族的人们对文
化交流交融的向往与参与，更需要依托于促进文化艺术取长补短、
商贸活动热络开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文化交流与
合作有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一带一路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
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对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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