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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树立今日中国的文化形象

张小兰 

——对话邹广文教授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

在于文化的价值观念

记者：邹广文教授您好！今天

我们的话题将围绕如下两个方

面展开：其一，在全球化时代

如何提高文化“走出去”的质

量和效果，以及究竟依托什么

样的理念 “走出去”；其二，

基于文化认知层面的考虑，如

何在当今世界上树立中国的文

化形象？如何增加中国形象的

亲和力？

前一段时间，您在媒体上

的专栏文章中，畅谈了中国文

化建设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

强调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 

“文化中国”的建设，并谈及

如何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

中，更好地塑造文化中国形象。

众所周知，我国的对外文化交

流工作开展了很多年，成就十

分显著。但是，也还有需要反

思和改进的方面。对于为什么

“走出去”，也多少欠缺一些

更深层次的文化思考。文化“走

出去”的目的本来是想增加外

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

增加一种文化认同感，但从目

前的“走出去”效果来看，境

外公众对中国文化的内心认同

感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不

断大幅提升。

如何提高文化“走出去”

的质量和效果，让中国文化能

够被更多的人发自内心的喜爱，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

层面，都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在此，请邹教授就以上话题谈

谈您的思考。首先，请您谈谈

您经常谈及的“文化中国”究

竟是怎样的概念呢？

邹广文： 我们这里所讲的“文

化中国”，是指在全球化语境

下，着眼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与

发展、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的打造以及全民族现代人文素

养的提升所实施的中国文化发

展战略。 通过“文化中国”的

培育，真正以文化的方式向世

界说明中国。

我们谈论文化的时候，通

常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最表

层是形象文化，中间层是行为

文化，让人们如何去做的文化。

文化的核心层是精神理念文化。

现在我们的文化建设，重点做

的是文化表层。所以说，外国

人看了中国的东西就会觉得很

花哨、很热闹，但其中没有灵魂，

看了之后并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内容。美国迪士尼公司的米老

鼠和唐老鸭，本身是一部动漫，

但却编出了很多作为配套内容

的杂志。这些杂志并不仅仅是

单纯的漫画册，它里面也传递

了很多价值观的东西。也就是

说，所有的形象文化，其本身

也应该传递着一些文化理念。

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做“文以

载道”，就这个层面讲，我认邹广文，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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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中国文化“走出去”，

关键在于第三个层次，即文化

理念、文化的价值观念，要“走

出去”。在国外人接触中国文

化之后，要知道我们的文化形

式中到底要表达什么、中国人

到底要倡导什么，甚至说反思

中国文化对他们本民族的文化

来说到底有什么启示和借鉴意

义。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

出了“文化中国”的概念。

中国文化崇尚

“贵和持中，自强不息”

记者：“文化中国”概念的提

出有着怎样的时代背景呢？

邹广文：提出“文化中国” 的

大背景是文化交往的全球化。

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我

认为就是工业文明、资本的逻

辑在全球的扩张。所以我们看

到，全球化的最基本表征就是

经济全球化。但是接下来必然

要波及到文化的层次。文化交

往的物质形象层次比较容易实

现，例如，30 年前刚刚改革开

放的时候，我们的服装款式与

韩国、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相比

差别很大，但是今天就很难看

出区别了。但是在文化的理念

与价值层面的交流，却是比较

困难的。所以，如何从价值层

面对我们的文化进行清晰定位

这十分重要。这也是我们提出

“文化中国”概念的第一个考

虑。第二个考虑是，我们的文

化实践应该凸显我们的文化个

性。而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个

性”，往往是在漫长的历史传

统中积淀而成的。所以，我更

倾向于从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

当中提炼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

值可以概括为“贵和持中，自

强不息”。“自强不息”强调

了我们如何做事，“贵和持中”

强调了我们如何为人。在全球

化的背景之下，夯实我们和世

界交流的文化资本，特别是在

文化的核心价值层面，去展示

我们可以跟人家对话的、可以

亮出去的东西。这是最为关键

的。提出“文化中国”的第三

个考虑，是对应于“经济中国”

而提出的。我们知道 30 多年来

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对应于“文化中国”，人

们会发现，我们突然失语了。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现在是世界

第二，但是我们文化影响力到

底怎样，其实连我们自己也心

里没底。就连韩国这样中等规

模的国家，它所制造的文化“韩

流”，都展现了非常强的文化

影响力。所以我觉得，“文化

中国”这样一个概念是基于中

国文化在全球化发展严峻性的

考虑之上的。

文化影响力主要来自于

今日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

记者：看起来提出建设“文化

中国”的确具有重要的实践意

义。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

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是，要想

把工作做得更好，必须无情地

反思问题。您又是如何看待当

今中国的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

要问题？

邹广文：我觉得可以从四个方

面来谈。第一，当下我国经济

与文化的发展不相匹配。目前，

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中

华盛顿“拥抱”羊年春节 美国萌娃体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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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GDP 的一个微小波动，都会

引来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中

国的文化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力。这说明我们的发展理念是

有问题的。举个例子，“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曾几何时是

一个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

甚至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执政

理念。但是我们很少去反思这

一口号有什么问题。我们发展

的手段与目的被颠倒了，由此

带来了一系列不尽如人意的社

会问题。第二，我国的文化创

造力亟待提升。这些年，就是

我们习惯于“拿来主义”思维，

习惯于模仿、照搬、移植别人

的东西。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

我们都缺乏文化的自主创新。

以我们的汽车产业为例，也基

本上是加工层面的“中国制造”，

而非品牌层面上的“中国创造”。

我们缺乏的是创造意识的培养。

我们的电视剧、娱乐节目，甚

至学术研究都存在着抄袭现象。

我们正是缺乏了创造的理念，

才使得创造力减弱，社会发展

的后续动力不足。第三，我们

的文化价值诉求有些混乱。我

们的文化发展尚缺乏一个可以

被我们坚守的公认的价值原则，

这导致我们的社会生活缺少主

导性的、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

持守的价值观。现实生活中有

太多的问号在困扰着我们，让

大家很茫然。生活中太多的问

题在等待着我们去回答。第四，

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亟待加强。

我们强调文化影响力，一方面

是基于我们的传统，但是更主

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为世界文化

做了什么？贡献了什么？我们

必须承认，至今依然比较缺少

原创性的、富有震撼力的文化

产品，想一想仅美国的微软和

苹果两家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对

中国青少年的影响有多大？我

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

经济起飞之后，还需要有文化

的繁荣，需要大量属于中国的、

具有中国知识版权和发明专利

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和

新艺术的不断问世，以此来提

升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记者：那么“文化中国”的提

出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邹广文：“文化中国”的提出，

可以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

关切。第一，“文化中国”不

是简单地向后看或历史怀旧，

而是指向中国发展未来的，所

以要培育“文化中国”的现代

视野。这一点所强调的是，对

“文化中国”的认识应该理解

中国文化当中“活着”的东西，

而不是去表现尘封到历史当中

的过去时态文化的表达。第二，

“文化中国”是一个正在“生

成”的过程，不是已经“完成”

的静态风景。同时，它也需要

每个国人的参与。举一个例子，

现在中国人纷纷“走出去”，

2013 年中国的境外旅游人数达

到了 9800 万。我们应该增强这

样一种意识：每一个走出去的

中国人都是“文化中国”的一

个要素、一张代表中国的名片。

但实际情形是中国游客出去所

展现的素质并不尽如人意。看

起来，文化素质提升还是一个

沉重的话题。第三，“文化中国”

是在全球文化的交互激荡中逐

渐形成的。我们只有在与世界

文化的交流借鉴中，彼此相互

理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此“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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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现代文化

水平才会有实质

性提升。

记者：价值观的

对话应当成为当

今对外文化交流

的主题。那么作

为建设中的“文

化中国”，又该

如何与发达国家

和世界多样文明

进行对话呢？

邹广文：“文化中国”本来就

是在全球化环境下生成的，所

以与发达国家和世界多样文明

进行有效对话是自然而然的。

现在，文化的融合，已经成了

文化现实性的一个表达。当年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就提出了

一个“挑战—应战”模式。两

种文化相遇了，相遇就是对话。

但问题是，对话到底怎么形成？

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总

体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觉

得非常中肯，今天仍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

从具体的操作环节来讲，

我觉得还应该有两点要求：第

一，是文化自信心的培育。本

来我们的文化，从历史上来讲

很悠久，但由于曾几何时文化

传统的断裂，再加上新时期的

市场经济实践，把我们的心态

弄得太浮躁了，我们没有时间

去仔细想一想我们的文化有什

么可以向世界展示的价值内容，

切实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心。

第二，要夯实文化“走出去”

的技术支持。比方说，孔子学

院便是一个抓手。世界各地的

孔子学院已经将近 400 家了，

但这些家孔子学院清一色都是

政府财政拨款。据我了解，孔

子学院主要讲授的还是语言，

剩下的就是教一些中国功夫和

器物文化，还没有实现从“文

化输血”走向“文化造血”。

以美国的托福考试为例，它一

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产

业，既有可观的经济效益，又

传播了美国文化。

记者：面向未来，您觉得在对外

传播方面立足于推动“文化中国”

的建设，又该怎样着力呢？

邹广文：这可以说是一个面向

未来、面向每个中国人的实践

话题。也许具体的答案与思路

需要在文化实践中呈现。这里

我想谈几个要点：首先要注意

开掘新文化创造的生命力，增

加人的未来意识。开掘新文化

创造的生命力还要注意关注民

生，真正融入生活

的文化才有生命力，

在对时代生活的感

受中文化才愈加变

得开放、包容，才

得以绵延发展；其

次要加强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的自觉认

同，要培育对中华

民族文化传统的敬

畏之心。一个民族

向前发展的核心内

容及恒久动力恰恰

是来自于本民族成员对该民族

内在文化精神以及个性的文化

认同。只有在民族文化自觉认

同的前提下，不同文化形态间

才会达成有效的理解与沟通，

形成彼此的相互依赖与尊重；

再次要积极致力于公民健康人

格、现代人文素养的生成。因

为一种文化的力量，最终还是

要落实到一个社会的基础层面，

健康人格的人应该是具有创造

力的、超越自我的人，这应当

包括正确的自我意识、乐观向

上的生活态度、和谐的人际关

系、庄严的道德感、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以及开放的文化视

野；最后，要自觉守护全社会

的民主、公正信念。公平正义

的根本点，就是保证不同社会

群体都能拥有并享受相同的权

利，全社会民主公正信念的坚

守正是迈向“文化中国”的内

在价值诉求。

（转载自《中国文化报》

2014年 5月 26日刊）

2014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连续第五年以 20% 左右的速度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