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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社 记 者 ： 您
怎 么 看 中 华 文 化 传 播
到 域 外 ， 为 其 他 民 族
接 受 并 经 过 创 造 性 转
化 进 而 成 为 其 民 族 文
化 的 一 部 分 ， 乃 至 世
界文明的一部分？

武 斌 ： 中 华 文
化 的 光 辉 辐 射 四 方 ，
通 过 种 种 直 接 、 间 接
的 途 径 ， 广 泛 传 播
于 世 界 各 地 ， 并 创 造
性 转 变 为 全 人 类 共 同
财 富 ， 促 进 了 世 界 各
民 族 文 化 的 进 步 和 繁
荣。

中 华 文 化 在 世
界 文 化 史 上 的 显 著 位
置 ， 首 先 在 于 中 华 文
化 内 在 的 创 造 性 动
力 和 丰 富 内 涵 ， 以 及
在 各 个 领 域 中 所 取 得
的 辉 煌 成 就 。 但 是 ，
一 种 民 族 文 化 ， 无 论
曾 经 多 么 丰 富 、 多 么
先 进 、 多 么 伟 大 、 多
么 辉 煌 ， 如 果 把 自 己
封 闭 起 来 ， 完 全 与 外
部 世 界 相 隔 绝 ， 不 与
其 他 民 族 文 化 沟 通 交
流 ， 不 仅 失 去 发 展 动
力 ， 难 以 保 持 自 我 更

新 、 自 我 发 展 的 生 命
力 ， 也 不 可 能 获 得 世
界 性 的 文 化 价 值 和 文
化 意 义 。 因 此 ， 中 华
文 化 在 世 界 文 化 史 上
的 显 著 地 位 ， 更 在 于
中 华 文 化 的 开 放 性 ，
在 于 多 方 位 的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 在 于 中 华 文
化 在 国 际 上 广 泛 而 持
久 的 传 播 和 产 生 的 重
大影响。

我 个 人 认 为 ， 中
华 文 化 在 海 外 的 认 知
度 ， 包 含 多 方 面 维 度
考 量 ： 比 如 海 外 受 众
从 哪 些 方 面 、 哪 些 渠
道 了 解 和 认 知 中 华 文
化 ， 中 华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的 覆 盖 面 及 触 达 率
如 何 ， 海 外 受 众 对 中
华 文 化 理 解 的 深 入 程
度 如 何 等 。 此 外 ， 传
播 与 接 受 密 不 可 分 ，
传 播 的 效 果 取 决 于 接
受 的 结 果 ， 文 化 传 播
实 际 上 就 是 文 化 接 受
的 过 程 。 中 华 文 化 在
海 外 的 传 播 ， 包 括 理
解 消 化 和 接 受 的 过
程 。 当 然 ， 理 解 和 消
化 并 不 等 同 于 全 盘 接
受 。 以 佛 教 为 例 ， 我

们 接 受 的 佛 教 也 不 是
印 度 的 原 始 佛 教 ， 而
是 中 国 佛 教 学 者 在 认
识 和 了 解 的 基 础 上 加
以 改 造 ， 并 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相 结 合 的 中 国
化 佛 教 。 中 华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也 是 这 样 ， 传
播 效 果 取 决 于 海 外 受
众的接受程度。

中 新 社 记 者 ：
被 欧 洲 启 蒙 思 想 家 看
作 “ 理 性 之 光 ” 的 中
华 文 化 ， 是 如 何 通 过
启 蒙 运 动 参 与 世 界 文
化 历 史 进 程 的 ？ 中 西
文 化 和 谐 共 生 是 如 何
实现的，意义何在？

武 斌 ： 我 在 刚 出
版的6卷本400多万字的
《 新 编 中 华 文 化 海 外
传 播 史 》 中 提 到 一 个
观 点 ， 即 中 华 文 化 向
海 外 传 播 ， 是 非 常 广
泛 的 。 所 谓 “ 广 泛 ”
， 其 含 义 有 二 ： 一 是
指 传 播 的 内 容 之 广
泛 ； 二 是 指 传 播 的 范
围 之 广 泛 。 作 为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创 造 ， 中
华 文 化 不 仅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独 立 思 考 、 独 立

劳 作 ， 还 在 于 积 极 主
动 地 开 展 同 其 他 民 族
的 文 化 交 流 ， 大 规 模
地 引 进 和 吸 收 其 他 民
族 所 创 造 的 优 秀 文 化
成就。

中 华 文 化 从 其
初 创 期 开 始 ， 就 具 有
开 放 包 容 、 积 极 开 拓
的 品 格 ， 在 自 身 成 长
的 同 时 也 不 断 向 周 边
地 区 扩 展 ， 与 其 他 民
族 文 化 接 触 、 交 流 和
融 合 。 早 期 如 神 农 、
尧 、 舜 南 抚 交 趾 ， 箕
子 走 之 朝 鲜 ， 周 穆 王
西 狩 以 及 后 来 徐 福 东
渡 等 故 事 ， 说 明 那 时
已 有 中 国 人 把 初 创 期
的 中 华 文 化 向 域 外 传
播 出 去 。 随 着 中 华 文
化 自 身 的 发 展 、 成 长
和 成 熟 ， 随 着 交 通 的
发 达 、 对 外 交 往 的 扩
大 ， 中 华 文 化 向 海 外
传 播 的 内 容 更 为 丰
富 ， 传 播 的 范 围 更 加
广 远 ，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也 就 越 来 越 大 。 中 华
文 化 向 海 外 传 播 的 历
史 源 远 流 长 ， 如 滔 滔
江 河 奔 腾 不 息 ， 数 千
年 没 有 中 断 ， 且 传 播

的 范 围 日 益 广 泛 ， 内
容 日 益 丰 富 ， 影 响 日
益 扩 大 。 中 华 文 化 向
海 外 传 播 的 历 史 与 中
华 文 化 的 发 展 史 同
步 ， 中 华 文 化 发 展 自
身 历 史 的 同 时 也 贡 献
于人类文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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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为法国
王室而作法文本《论语导读》，第一次用法
文表达了孔子的思想，“希望能用中国的智
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
德”，希望法国的王公贵族从中“汲取灵
感，培养有爱、温顺、质朴和人道的精神”
。《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伏尔
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
大关注，大大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
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位于印尼中爪哇省府三宝垄市区的三保洞
郑和庙初建于1434年，重修于1931年，是当
地著名的旅游胜地。600多年前，中国明代
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7次下西洋，其中曾5次
在三宝垄登陆，和当地人民进行友好交流与
经贸往来。三宝垄市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唯一
以中国人(三保太监郑和)得名的外国城市。
中新社发 冉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