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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亚地区位于国际政治中心舞台的亚欧大陆板块的腹地，历来是各种文化力量

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国与这一地区接壤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关注在中亚文化传

播的形势。本文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对于中国而言都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阐述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对于中国和平发展

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含义，分析了中国在中亚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了

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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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东西方文明汇聚处和多种文化的连接带，其周围存在着

俄罗斯、中国和拥有广阔地域的伊斯兰世界（包括土耳其和伊朗）。美国等西方国家虽远离

中亚，但冷战结束后也积极涉足这一地区，从而使中亚进一步成为各种大国力量和文化、政

治势力汇集与争夺的地区。对中亚这个更加动荡的地区环境可能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各

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理解迥异并做出不同的反应。而这种理解和反应的差别，很大程度上

则是源于文化的差异。因为正是文化造就了指导社会集体的举止、观念和行动的潜意识的共

有意群 [1]。要有效地解决并避免冲突，关键之一就在于要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所持有的

深层次潜在假设和共有思维定势来理解文化。因此，作者在本文中采用格尔茨关于“文化”

的定义来描述不断变化的地区环境下文化及其传播对中国的战略性含义以及对中国“和平发

展”国家形象塑造的含义；继而再借助此概念来分析中国在中亚的文化传播的局限性并由此

揭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者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重要差别。作者认为，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文化传播的概念却是理解中亚地区正在出现的

国际政治模式的有效分析工具；而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取决于政治和经

济关系，还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中亚实施成功的文化传播。  
 
一、四种文化传播在中亚的角逐  
 
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是由很多具体的和抽象的元素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多层面

的名词。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曾把“文化”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 [2] 
文化的典型定义是一个包括观念、认知和理解等诸问题的象征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民间行

为的抽象集合，也不光是一个旅游观光节日的组合。正如格尔茨所界定的：文化是一组象征

体系，它们不仅界定和确认了文化和社会结构，而且还关联了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精神与世界观——的融合。 [3] 而西方传播学理论家也一直都认为，文化原本就

是一个象征体系。“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 20 世纪晚

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 [4] 因此，只有深刻审视符号的性质及其转变和影响，人们才

能充分理解这些力量是如何塑造和改变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象征性理解的。  
 
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当代中亚，诸如民族国家的政治抽象概念正渐渐式微，而各种文化的象征

系统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从这点来看，把中亚看作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并非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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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效的分析思路。正如研究全球化与文化的学者汤姆林森指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

核心，而文化活动又处于全球化的核心。… … 很明显，文化是全球化这个复杂的连通过程

中的一个固有的内在环节。” [5] 实际上，中亚地区政治的战场已经从地理和物质层面转移

到文化和社会经济层面。文化传播在中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

在过去十年间，文化产业和通讯技术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大众传媒业已在本地

区的对外政策的信息和文化传播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国际传播的理论看来，所有的

跨文化传播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俄罗斯、美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作

用也越来越受到这四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如今越来越多的中亚人开始学英语，但这并

不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屈从，而是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国际文化关系的认同。这种大众传播行为

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也正是本文研究关注的核心所在。  
 

中亚各国原是前苏联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在中亚的文化利益因此具有其内在的传统性。

沙俄统治和苏联时期的历史则为当代中亚社会打上了深刻的东正教文化和计划经济的烙印。

除独联体外，俄罗斯与中亚一些国家还借助安全条约组织、经济联盟乃至上海合作组织形式，

维系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不只是中亚历史的一种延续，也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

认同。然而，俄罗斯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影响正趋弱化，尽管它对该

地区依然有着广泛的历史和现实影响。无疑，这是由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国内问题引起的，

诸如人口剧减、社会危机和滞后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俄罗斯仍是一个对于控制中亚不仅

有持久的战略兴趣而且也有能力控制的国家。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就曾在中亚有着广

阔的影响。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这些将俄罗斯人视为“占领者”的波罗的海国

家不同，大多数中亚人当时视俄罗斯文化为一种比当地文化更先进的文化。在这里，能够送

自己的孩子去俄语学校学习是件令人自豪和钦慕的事。在中亚的主要大城市，许多人甚至讲

俄语却不会自己的母语——事实上，他们常常还以此为荣。   
 

在中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也正在增长。中亚历来是美国影响力 薄弱

的地区，美国曾长期渴望渗入而苦于不能入门。“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在中亚地区展开

全方位外交活动和军事部署，从而弥补了其在中亚地缘政治上的缺陷，美国文化向中亚的传

播方式和渠道更是呈现多样化趋势，不仅美国的电影、音乐、游戏等在中亚占有很大市场，

电视、期刊等媒体也开始进入中亚市场。并且，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交流项目业已对中亚的公

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著名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计划和“未来领导者交流计

划”；后者则为中亚国家的公民提供 3 至 5 周的专业实习，从家庭企业到跨国公司。此外，

过去几年来，美国主流媒体还直接参与在中亚推行 “民主”新文化的进程。同时，中亚的

新教和天主教徒也在不断增长，虽然目前的人口数量还不大。现今，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

文化已经取代俄罗斯的外来文化统治地位。讲英语在当地被认为是一种荣耀。许多当地妇女，

特别是穆斯林妇女，都梦想自己能够嫁给一个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对美国来说，尽管中亚现

在是威权主义故态复萌，但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长期发展前景依然令其深受鼓舞。 
虽然俄罗斯在中亚继续享有决定性的文化优势，但伊斯兰文化正在中亚的政治和宗教发展中

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亚五国 5000 万居民的 69.8%属于以伊斯兰为全民传统宗教的

民族，保留了大量民族游牧历史中的政治文化沉积。目前，逊尼派穆斯林在中亚国家占压倒

优势，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气候和土壤。对伊斯兰国家而言，中亚是进一步扩大伊斯兰教传播

范围、扩大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增强伊斯兰力量在世界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场所。诚然，

作为一种世界观，伊斯兰教可能很适合为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提供一个受人期待的衍生安定

的温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全球化已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

包括让青年人接触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引起的传统穆斯林社会的内部纷争。许多伊斯兰人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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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众文化，尤其是露骨性爱电影的传播，感到大为恼火。除了俄罗斯文化的遗产，中亚大

多数国家始终都受到来自本国国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的压力，这种要求往往超过经济增长

和财富分配。但毋庸置疑，伊斯兰教已扎根于中亚的文化多元化的场景中。目前，随着中国

经济和政治等硬实力的发展，中国在中亚的文化和外交等软实力影响也在增长。中国希望在

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亚各国全面发展关系，包括文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作为

中亚 强有力、充满活力的紧邻，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已经引起中亚国家的浓厚兴趣，

认为具有借鉴作用。尽管如此，中国文化在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还未占主导地位，甚至都无

法和俄罗斯文化在此的传统和历史渊源相比，也无法与美国文化在此的显而易见的吸引力相

妣美。中国的文化、烹饪、书法、电影、艺术、医学以及风尚流行在加强地区文化方面，一

直都处于相对的弱势。而中亚新的贸易路线，诸如地下输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和铁路却进

一步加强了中国不断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这一点在中亚主要城市里的市场上就表现得

十分明显。但是，中国的旗舰消费品牌在中亚还未风靡，而中国产品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建设

将会对中亚社会产生积极的软实力影响和令人惊奇的传播效果。而且，中国文化本身也在“西

进”，中国政府坚持作为主导力量鼓励文化企业按照国际规范来运作。总之，中亚地区不仅

因为地处欧、亚、非三大陆地板块的交界处而成为自古以来的军事战略要冲，而且作为天主

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四大宗教文化发展、传播、交流、碰撞的十字路口和世界上 复

杂的民族分布地带，它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凸显了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  
 

二、中国文化在中亚传播的局限性  
 

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和中亚国家就通过“丝绸之路”这条纽带互相学习，并建立了

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过去的十年间，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

关系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从而使双方传统的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但是，作为中亚国家众

多市场和资金来源之一，中国要在中亚地区发挥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作用还有相当的

局限性。中国文化不仅面临着一些内在的挑战，尤其还需要面对在本地区跨文化传播的不利

因素。四大因素将会限制中国在中亚国家的文化传播影响力。  
 

第一个因素是持久不消的“中国威胁论”。在过去十年间，虽然中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邻国发展了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

积极合作。但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和所承担国际角色的变化，猜疑、戒备、防范的情绪

难免掺杂其中，有一些中亚人将中国视为该地区的潜在威胁。尽管中国公开否认在本地区正

寻求霸权的说法并一再强调，中国要的是合作，而不是霸权。但这样的承诺依然无法彻底打

消中亚国家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长远后果的忧虑。他们对中国的这种忧惧既有深层的历史

原因，也有对未来劳务市场和地区影响力的考虑。而正是出于这种对地区的共同安全与稳定

的负责态度，中国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构架下的反恐合作，为维护中亚地区的

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显然，这种合作与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军事角逐有着本质的区

别，某些关于“中国威胁”的猜忌就更是捕风捉影了。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中亚进行文化传播能够诉诸的资源有限。中国通过政治和经济外

交实现自己的和平发展的战略，并希望当前的反恐努力来彻底捍卫其在中亚的文化利益。和

语言一样，宗教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们来说，有种原始的吸引力，能够引发他们的想象并且

成为政治动员的驱动力、力促经济发展和参与型政治相结合的社会力量。诚然，中亚国家的

冲突多发生在穆斯林内部，但这并不能削弱穆斯林团结特定群体抵抗他者的力量；这一点在

塔吉克斯坦就十分明显。而且，中亚地区对俄罗斯强有力的种族依附和经济取向，使得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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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易深受中国文化的主导。因此，如何培养对伊斯兰的跨文化传播的吸引力以避免本地区的

冲突，对中国来说仍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  
 

第三个因素是，各种地区不稳定因素，即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渐兴，尤其

是后者同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相结合。并且，随着中亚许多国家元首无论自愿与否都

将卸任，中亚国家临近的政权更替也是不稳定的一个原因。而中亚国家自身的政治稳定也影

响到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在本地区的提升。中国与中亚各国互为近邻，尤其是中国的西部与中

亚各国在地缘文化上有着悠久的联系，许多民族跨界而居，使用着共同的语言，信奉着共同

的宗教。也正是因为这一便利的地缘条件，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自然而然地也影

响着中国西部的安宁。虽然中国在地区反恐方面的不懈努力更加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角色

定位，并使中国更有机会在中亚地区内实现其文化利益。但是，这“三股恶势力”已在跨文

化传播理论的基础层次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我们对中亚文化、社会和地区传播的理解

方面。  
 

后一个因素是，中国自身面临着创造有利于文化传播的环境的艰巨任务。这之中不仅

包括政治和立法机构，还包括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融合为一种服务于国

家利益的长远的、有连贯性的政治道德体系的新视角。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人们

灌输如虔诚的孝顺、手足之爱、忠诚、真挚等品质，并且警示人们权力只是维护自己利益的

后的手段。于情于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似可成为帮助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公器。

中国也正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但是，积极地为文化和精神价值观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以应对

这些不利因素的挑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理想的。否则，这些传统价值观则可能会慢慢枯

竭，留下一个只能用其他文化的狭隘、有限的词汇来填补的道德真空。因此，中国不仅需要

总结自身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还要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并将这些思

想成果对外传播，以使文化传播的双方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

文化与思想意蕴。  
 

三、加强跨文化传播：重塑文化大国的形象  
 

在全球化兴起的今天，世界各国正在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努力使本国家民族的文化融入

到世界主导文化结构中去，由此促使本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同。这其中，民族文化――

核心的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奠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而

国家形象塑造本身也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文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这也正是“软实力”的核心。而对中国来说，对外文化传播则是塑造良好国家

形象的有效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对外文化传播可以展现中国外交政策针

对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做出的回应；第二，对外文化传播使中国更好地理解地缘政治的变化

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方式；第三，国家间政治的新模式也突出中国外交中更为根本的文化延

续性。显然，国家形象的文化因素仍然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利益的所在，并体现在国家的所

有战略和战术竞争中。因此，中国要寻求和平发展，就必须通过对外文化传播建构自身强有

力的文化认同，重塑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形象”；就应该进一步向中亚社会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中亚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不仅是

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维度和内涵。  
 

重塑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的根本利益源于其寻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总战略。从外

交角度来看，中国一直热切希望塑造一个国际合作者而非对抗者的形象，非常希望被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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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的友好邻国；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对外文化传播作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

其外交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 [6] 其“软实力”的作用则是其它力量难以比拟

和无法取代的。对外文化传播依靠大众传媒培养或影响国际公共舆论，着力提升本国在对象

国或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促使他国的外交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自身外交战略意图。

况且，同俄罗斯与美国的文化传播的效果相比，中国对中亚的文化传播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不

少误区，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影响到中亚国家的公众对中国的认知。而在

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文化传播塑造的国家形象能否得到中亚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将会对中国的中亚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行为能力的提升产生巨大的影响。成功的文化传播不

仅随着中国的中亚政策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还要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

活动，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广大中亚的受众。  
 

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中国要在中亚更有效地塑造文化大国的形

象，就要充分利用其丰厚的文化资源，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完整准确、全面真实

地展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形象。首先，要借助各类国际性文化博览会、文化

产品交易会、影视节、出版物展销活动等平台，努力向中亚文化市场推出更多具有鲜明中国

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品牌；要配合在该地区开展的重要的外交活动，精心组织“中国文化年”、

“中国文化周”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影视交流、图书展示、文物和艺术展

览等多种形式，让中亚各国人民从文化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其次，中国应发起一

系列旨在加强高层文化交流的倡议，改进文化领域内的合作机制，并为文化交流相关的重要

议题提供支持。比如，在中亚国家应该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经典作品的译本；要在这些国家

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加强培养“中国通”，因为他们能够帮助消弭中亚盛行的对华成见。再

次，中国在中亚当地的领事馆应进一步加强对当地华人的教育和保护，以塑造一个更好的国

家形象——无论采用哪一种渠道，由中国人传播的国家形象都是中国国内政治文化、经济文

化、教育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延伸和表现。  
 

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要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汉语学习和华语广播节目的投

资力度，并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如建立针对年轻人的更广覆盖面的网站。这样，

中国在中亚的声音将会越来越响亮。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要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

命，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就要积极在中亚文化舞台上“发言”；而这主

要有赖于中国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符号真实。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

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

国家形象。在这个方面，传播汉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而语言传播的历史也表明，一方面，

广泛传播的语言是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标志，更是世界各国对一国未来的预期的标尺；另一方

面，一种语言，如能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群使用，对一个国家的可持

续发展又有“反哺”作用，其影响可以惠及政治、外交、经贸等几乎所有的领域。所以，推

动汉语在中亚的传播不仅是适应和满足本地区急速增长的对汉语的需求，也是中国自身发展

的需要，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对中亚的文化传播毕竟是在广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同时

又体现了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特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传播方

式往往很少能够于不同的文化模式中产生同样的共鸣，任何对中亚文化传播内容如果忽视了

受众的差异性以及选择性，就有可能产生与传播既定目标相违背的效果。正是传播技巧，无

论是传送还是接收，决定了个人、组织、行业或者国家如何更好地获取和应用知识，藉此提

高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机率。因此，意识到不同文化模式和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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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在对中亚的文化传播中，不仅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

的倾向，更应该反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态度。这是建立和改善对外文化传播策略的

重要抓手，也是塑造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只有当“软实力”真正由内而外地

流溢，成为中华文化魅力的自然表达，中国的“软实力”才真正有了实力，中亚的“中国威

胁论”才会得以化解并确保未来的中国和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四、结 论  
 

在中亚这个地缘政治新变化的地区，国家形象和文化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对新的

地区战略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中亚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民族、宗教成份复杂的地

缘文化特点，也造成了中亚各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素。中亚地区正经历着上述四种文

化力量的泾渭分明，它们将会塑造 21 世纪的中亚地区的历史进程。而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各

种文化往往具有跨国网络系统下的民族性格。承受文化压力的社会同样有可能走向原教旨主

义，继而也会外溢到跨国和跨地区的边界。而且，这种原教旨主义在中亚有充裕的发展空间。

笔者在本文要说明的是，在中亚的四种文化彼此间都有重要的战略相关性。鉴于中亚这四种

文化互动的重要影响——政治动乱的可能性以及中亚各国当前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复萌，在该

地区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对地区的政治一体化至关重要。因此，跨文化传播的学者们不仅

要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还需把握这些发展趋势对跨文化传播

具体实践的重要影响。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我们才能更好地综合分析在一个跨文化、跨

国界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众传播发生的一些突出议题。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知识体系等的作用在上升，文化传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必然追求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其

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文化感召力，塑造亲和友善的国家形象，以减少偏见，消弭隔阂，消弭误

解。一个有力的国家形象首先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充满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形象。正是

通过这种民族性的国家形象，中国人的价值观才得以表现。随着中欧关系的不断发展，中亚

地区作为横跨欧亚间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地理方面，也表现在文化以及政治层面。中国政府正

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中亚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稳定力量的形象。对中国来说，中亚是关

乎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开发西部、发展经济的重要合作对象，也是外部

势力企图向中国西北方向进行渗透和干涉的重要通道。当前，中国同中亚各国在政治、经济、

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着共同合作的良好基础，加强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有着现实需

要。 [7] 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愿为中亚近邻的稳定、和睦做出积极的努力，同样也甘于

为自己合作伙伴的健康、富庶付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面对中亚地区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化，

中国会继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地区安全，为中国创造和平安宁的周边环

境。  
 

注释：  
 
[1] Kimberly A. Crider：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ulture: A Histo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Culture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http://www.stormingmedia.us/38/3846/A384693.html  
 
[2] 转引自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50 年，第 1 页。  
 
[3]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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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untry Image-building in the Central Asian: With a Culture Communication View Ni 
Jian-ping  
 
(Institute of America research, Shanghai, 200002, China)  
 
Abstract: Central Asian lies in the hinterland of Eurasian plant which acts as the central stag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s the strategic important place of kinds of culture power conflicting 
with each other all through the years. China borders on this region, and this geography 
environment makes China focus on the situation of Central Asian communication. The essay 
thinks that Chinese culture’s widespread communication in Central Asian has a momentous 
strategic meaning. From the angle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e essay expatiates the strategic 
signification of China’s peace and development and country image-build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ulture’s communication in Central Asian. It also analyzes the disadvantage factor that 
China will face in the cro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Central Asian and puts forward th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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