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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肩负着探索经济发展之道、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和开创地

区新型合作的三大使命，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阿拉伯国家作为

“一带一路”上重要的合作伙伴，同中国的关系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平台。 而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

的主要部分，在新形势的发展中对国际关系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文章主要探讨在“一带一路”

框架下中阿文化交流所遇到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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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 9月和 10月，

习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

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

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

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

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阿拉伯与中国的历史

学家都认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交流史追溯久

远，甚至在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尚未成型之前，中

阿间就已经开始了交流。中阿间的交流最早有两

条路线，一条是通过陆路交通，统称为“丝绸之

路”，一条是通过海路交通，被称为“香料之路”或

者“海上丝绸之路”。中阿最早的交流以商贸交流

为主，但随着中阿间交流的进一步密切，文化交流

也日益繁荣起来。

一、中阿文化交流的新挑战

在历史文化差异、现实利益冲突与外部条件

干扰的条件下，中阿文化交流阻碍重重。

（一）中阿新摩擦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并没有遗留的历史问

题。自古以来，两者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稳定友好

的。但随着中国近几年来快速的发展，中阿间交流

由过去的政治导向而转为人文交流、经济交流。在

参与人数、交流方式都有了明显增长的情况下，出

现误会和误解在所难免。

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受西方媒体的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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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褒贬不一。有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安全的“隐

患”，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国

家，中国的快速发展，是世界和平的“福音”。2010

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中的民意测验显示，中东国

家对中国的评价褒贬参半。尽管参加民意测验的

中东三国中，有超过半数的人对中国有好感，但是

接近半数的人对中国没有好感。①随着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在中国定

居、经商、旅游的阿拉伯人越来越多；同样到阿拉

伯国家去的中国人也与日俱增。但由于两者间缺

乏必要的了解，就产生了一些误解。比如，大多数

中国人认为阿拉伯人都是所谓的“土豪”，阿拉伯

人则认为中国人自视甚高。

这样的误解，使得中阿在交流中不断出现摩

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阿间的文化交流，特别

是对作为文化交流主体的旅中和旅阿的这部分人

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使得他们与当地人的摩擦越

来越多。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还影响了阿拉伯国

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接受度，使得阿拉伯国家

在看待这一战略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其带给本

国的消极影响。

（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下的“中国威胁论”和

“伊斯兰恐怖主义”

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努力复兴本国经济，

同时在“一超多强”的新世界格局下，挑起了西方

文化霸权主义。此时，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

崛起，中阿间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在世界舞台上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大国的恐

慌和不安，西方国家心态失衡，企图借用媒体将中

国形象妖魔化，鼓吹“中国威胁论”。将中国与其他

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描绘为寻求“经济特权”与

“独裁”，以“带有政治色彩”为由关闭多所中国的

孔子学院。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将阿拉伯世界单纯武断

地描绘为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提及阿拉伯世界首

先想到的就是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这样的报道

还造成大众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误读，将

其简单地等同于恐怖主义，而忽视了它本身也是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这一事实。

“西方世界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宣传其所

谓价值观的阵势愈演愈烈，西方霸权在不同时间

搬弄是非挑起误会，阻碍了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

交流，他们推出‘中国威胁论’与‘伊斯兰恐怖主

义’，即‘黄祸论’和‘绿祸论’，严重影响了中国和

阿拉伯国家间的正常交流与深入合作。”②在文化

霸权主义下，中阿媒体都受到西方媒体的影响，除

了崇洋媚外的现象，中阿媒体或学者甚至在一些

问题的研究上照搬了西方的理论。这样的情况加

剧了中阿间交流的困难，特别是由此在中阿间产

生的误解，使得“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文化领域

的发展较为缓慢。

（三）国内外大环境

首先，中国开始重视发展文化及文化事业要

远远晚于发展政治与经济建设，中国的文化产业

百业待兴，许多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的条件还不成

熟。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的渠道也比较匮

乏，特别是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宗教、文化、区域

经济、政治的研究都还很不足，空白点还很多。另

外，“一带一路”自提出后，中国在国际上就一直面

①薄智跃：《中国的四种国际形象》，《党政论坛》，2010年第 11期。
②陈越洋：《二十世纪阿拉伯文化在中国》，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6月，第 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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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很大的舆论压力，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版马歇

尔计划”，或者是“能源掠夺”。这样的报道在阿拉

伯媒体中并不少见。其次，阿拉伯国家中有很大

一部分国家的内部环境不稳定，相互不信任又饱

受战乱之苦，恐怖袭击、内战不断，这本身就不利

于“一带一路”的推行。阿拉伯国家也担心是否会

因此被排除在“一带一路”战略之外。

除了中阿国内外的客观环境，中阿文化交流

还有其他阻碍。第一，缺乏有公信力的平台。虽然

中国已经有了如国际广播电台阿拉伯语频道、《今

日中国》阿文版等一系列媒体平台，但中国文化在

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仍然很有限。一个非常明显

的例子就是在阿拉伯国家很少能看到中文或者介

绍中国文化的书籍，也鲜有阿拉伯媒体有中文电

台。第二，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也暴露出了翻译上

的问题。近年来，阿拉伯书籍被译为中文的书籍越

来越多，但对于某些专门的词汇，中国仍未有统一

的译名，且对这些书籍并没有明确的翻译标准，因

此其质量也参差不齐。同时，被译为阿文的中文书

籍的数量与被译为中文的阿拉伯书籍的数量相比

还较少，两者并不平衡，这其实就表明了中国文化

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还有限。

（四）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不平衡

中阿间的交流一直以来都是以官方为主，民

间为辅的。近几年民间交往虽有了较大的发展，这

种情况也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不仅中国的文艺团

体出访阿拉伯国家大多是因官方邀请，或配合领

导人出访，“中阿博览会”等一系列国际活动也集

中在官方组织中，而非民间力量。对民间力量的忽

视导致了中阿间的交流出现断层，不仅作为文化

瑰宝的民间文化没有机会展现出来，中阿的普通

民众也并未因为这些活动的进行而增加对彼此文

化的理解。这无疑使得“一带一路”战略下的文化

交流无法深入地渗透到基层民众中去。

二、中阿文化交流的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下的文化产业转型和创新

“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涵盖中阿的许多

地区，比如阿拉伯国家中的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

伯、卡塔尔、埃及、也门、阿曼等国家都被包含在内。

如果将“丝绸之路”看作是贯穿文化、旅游、教育的

人文活动，在“一带一路”被提出之后，对中阿文化

产业的发展和持续创新都将带来良好的机遇。

首先，文化产业本身囊括范围很广。比如图书

出版业、新闻传媒业、广播影视业、网络文化业、广

告业、休闲娱乐业和旅游业都可以算作文化产业。

而中国的文化产业与经济、政治发展比较，起步较

晚，尚未建立现代市场，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法律法

规建设相对滞后，文化资源未得到有效利用。而阿

拉伯国家的文化产业也因各种主客观原因而发展

缓慢。“一带一路”的提出，倡导多元文化深度交

流，旨在将文化交流提升至更高层次。因而，必将

促进中阿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中阿

的旅游业。“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地区和阿拉伯

国家的旅游业迎来了发展的新高潮。“经济活动成

为文化旅游业新的增长点”①。不仅旅游人数剧增，

还开发了更多的旅游路线，旅游产品和相关服务

业也得到相应发展。

此外，中国为谋求文化产业的多样化发展，将

原有的相对单一的文化产业转向多元文化产业共

同发展。发展的主要导向也从原来的图书出版和

①《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2014年 8月 16日，前瞻产业研究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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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传媒转向了以网络技术等新媒体和文化旅游

为导向，同时鼓励更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加

入文化产业转型中来。

中阿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在该战略框架

下，双方支持文化产业的文化创造力、文化发展

力、文化影响力和文化内涵度都将大幅提高，推动

文化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和国际化发展。另外，

“一带一路”的提出将给中阿文化产业提供一个融

资交易的平台，为文化产业长久持续的发展提供

强大动力。

（二）翻译出版

在开始研究中阿翻译出版前，首先要看到中

国的文化在近现代，一直处于一个“文化赤字”的

状态，即中国文化在“引进来”的同时，却忽视了文

化“走出去”。这样的状况在中阿文化交流中同样

如此，反映在翻译出版方面，中国大量的优秀文学

作品没有机会和平台被介绍到阿拉伯世界中去。

新的“一带一路”延续了古代“丝绸之路”传播

中国文化、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和进行文化交流的

人文精神，同样给“丝绸之路”沿线的阿拉伯国家

和中国的出版翻译带来了历史性机遇，翻译出版

业的资源和市场都得到了提升。

2015 年 8 月，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

深化“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背景下的中外出版合

作，在北京召开了“第二届中外出版恳谈会暨‘一

带一路’出版论坛”，埃及、突尼斯等阿拉伯国家的

出版商、学者都出席了该次活动。中国出版集团和

阿拉伯出版商协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阿拉伯

出版商协会会员涵盖了 22 个阿拉伯国家近 900

家出版机构。这是中国与阿语国家大规模合作，双

方将以合作共赢为原则，在四个方面展开合作：建

立联合工作小组，共同设立并推广“中阿经典作品

互译工程”，共同建立互访合作机制，探索建立中

阿合资企业。①

“一带一路”使得中阿文化都更具包容性。两

种文化的共存和融合对中阿文学作品翻译，特别

是中国作品被译为阿文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文化

多样性和文化冲突的双重背景下，中阿翻译和出

版业迎来了一个机会极佳的发展时期。

（三）文化遗产

古“丝绸之路”承载着丰富的人文资源，新“丝

绸之路”不仅延续了这一特点，更对“一带一路”沿

线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新契机。

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与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

最古老的文化，其文化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二者均

给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阿拉伯国家由于

长期饱受战火及国内时局不稳等多种因素困扰，众

多的文化遗产并未得到保护，甚至遭到了破坏。反

观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同样不容乐观。

无论是出于经济因素，为促进沿线地区经济

收入、旅游资源开发，还是出于文化因素，为促进

中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在一定

程度上唤起了两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新重视。

我国“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陕

西、河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其中敦煌莫

高窟就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这正是中国近

年来努力保护文化遗产的有力证明。同时在“一带

一路”战略下，沿线地区都看到了文化遗产对旅游

业和当地经济文化建设发展的价值，在不同程度

上开始重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而“阿方就计划在

① 文一：《翻译出版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力》，《人民日报海外版》第 7版，2015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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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马丽蓉：《中国“丝路战略”与伊斯兰教丝路人文交流的比较优势》，《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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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郑和下西洋时曾经三次到过的萨拉拉港建设

一个郑和纪念园，包括郑和纪念碑，文化休闲区，

中餐馆。此举既是纪念郑和，同时可以吸引来自中

国和世界各地的游客”①。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对阿

拉伯世界和中国旅游业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更是保护中阿宝贵文化资源，促进中阿文化交流

向深层次、全方位发展的一次机遇。

结语

“一带一路”的战略创意，对中国和阿拉伯国

家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样伴随

着巨大的挑战。当下，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倡导

者，重要的是在有效应对挑战的同时，利用好这个

机遇。“‘中国威胁论’的泛起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

全球蔓延恶化了中国‘丝路战略’的软环境，故应

使‘伊斯兰因素’真正成为丝绸之路上实现‘民心

相通’的润滑剂和助推力”②。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

阿拉伯国家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怀疑和担忧，他

们担心是不是会因为其本身的时局不稳而被排斥

在外，又怀疑“一带一路”战略能否在当今的世界

格局下给阿拉伯国家带来切实的利益。另一方面

还要考虑“一带一路”战略在阿拉伯国家推行的方

法。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学院院长薛庆国曾

提到：“对阿拉伯国家讲述‘一带一路’需要精细化

传播。”③因而应综合考虑多方因素，真正使阿拉伯

国家在“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带动中国与阿拉

伯国家的合作交流，进一步促进两种文化间的深

层次交流。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中国的

国际影响，使“一带一路”成为中国为沿线国家和

本国共谋福祉的责任担当。

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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