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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文化融合的新特征和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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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亚洲命运共同体概念的重要关注点之一，在于阐述亚洲文化融合的新特征和新增

长。亚洲文化在矛盾统一中互通互鉴、日趋融合，正在塑造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亲和力突出

的亚洲总体形象。亚洲文化的融合与增长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空间不是闭合

的，而是开放和延展的。亚洲文化融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实践，首先是一种文化价值观念

变革的理性探索，是中国智慧对文明超越性的纠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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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

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

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他明确提出夯实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文基础的四点

主张，“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

俱进、创新发展”。①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注

点重在文化融合的新特征和新增长，使人们更为

深入地思考探索亚洲社会、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和

谐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

矛盾统一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融

合特征

亚洲各国为了增进福祉的共同要求走到一

起，开放的文明体系和共同的议题使各国都各有

展现自身文化实力的机会。移动互联和社交媒体

更成为发挥亚洲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亚洲文

化融合由此呈现出正和博弈的态势。亚洲文化以

其融合力成为互通互鉴的富矿，为亚洲国家塑造

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亲和力突出的亚洲总体形

象，展示热爱和平、文化多样和谐、为人类文明作

出贡献的历史底蕴提供支点和舞台。

不可否认，亚洲国家地缘政治复杂，各国各地

区文化差异较大，民族宗教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差

距显著。贫富差距和具体国情导致民众利益诉求

不一，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认

为，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既相互斗争又

相互依存，并依据一定条件相互转化。亚洲国家

和地区在传统的对外关系、区域安全局势、国内政

治秩序的考量之外，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历史轨迹、

文明取向等多个方面存在着多元复合性，在这个

意义上，亚洲命运共同体可谓是一个多层次的矛

盾统一体。这一矛盾统一体体现了亚洲不同种

族、不同文化的国家渴望和平稳定、社会进步和共

同发展，对开放融通亚洲的追求，利益共同体、责

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设定更是符合世界和平

稳定、亚洲幸福繁荣的普遍愿望。

亚洲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理念内含的平等协

商精神，顺应了亚洲人民对危机的共同担当，对未

来的共同期许，对福祉的共同创造，为亚洲整体性

①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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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认

识到亚洲命运共同体矛盾统一体的本质特征，对

增强文化交流的民众基础，对建设亚洲更加美好

的明天深具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亚洲文明绵延几千年来

源于优秀基因，优秀基因必将使古老文明不断焕

发出新的生命力，必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

发挥独特作用。”①亚洲命运共同体具备独特性、

凝聚性和可分享性，源于亚洲各国和地区共同拥

有的历史文化，作为一个凝聚正能量的整体开放

系统，必然将为各方所理解、认同和支持。人类总

体福祉的增加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度前进的过程，

而是内化于以生产生活方式为载体的社会文化整

体均衡。亚洲命运共同体加深了人们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理解。随着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入

传播，这一概念将形成较强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

亚洲国家和地区创造出新的体制环境，亚洲将进

入一个更加多元的文明时代。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化：亚洲命运共同

体文化融合的空间拓展

亚洲是“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的地区。倡

议提出以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下，亚

洲大多数国家对实现倡议提出的核心目标正面响

应，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更持积极参与态度。

文化随时代而常新，薪火因添续而长传。亚

洲地域广阔，人口总量占世界人口 2/3 以上。亚

洲文化的融合与增长充分说明，“一带一路”倡议

的文化空间不是闭合的，而是开放和延展的，其内

核正是包容并蓄、融合共生的中国智慧。“一带一

路”作为文化符号系统，其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经过

历史的积淀被亚洲人民普遍认同，形成连续的长

时段文化价值链，这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整体脉

络中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核心价值观照下，一步一个脚印，在继承中发

展，既彰显出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古老智慧，又

表现出顺时应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共同繁荣进

步的时代精神。6 年来，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

新闻出版、教育交流、智库合作、对外传播以及国

际舆论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使亚洲文化融合力

加速增长。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公共产品及其运

行机制的建立，中巴经济走廊、中泰铁路、斯里兰

卡汉班托塔港等互联互通成果促进了国际情感的

认同，提供了沿线文化价值观传播、文化互促丰富

的机会。亚洲各国文明之间相互信任与交融已经

达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水平，“一带一路”文化正

能量的“外溢效应”对亚洲社会的影响逐步呈现。

亚洲文化有足够的成长空间。今天，亚洲文

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直接与丝绸之路文化传统相

通连，更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建相伴生。古丝

绸之路在 21世纪的延伸，不仅是物资和经济之间

的互相交换，更多的是文化多样性交互融合。各

方认可的文明内涵是古老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

绸之路文明的魅力，这正是“一带一路”文化软实

力的融合基础。亚洲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融

合通道和开放平台上，逐渐展示出其影响力和吸

引力，沿线许多国家和地区都为能在“一带一路”

中实现各自梦想而积极作出具体实践，意味着沿

线国家和地区拥有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亚洲命运共同体正是在增进共同福祉中获得

鲜活的生命力、普遍的凝聚力和具有引致效应的

感召力，在交流中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新语境中，文化融合力并非此

消彼长的关系，更非绝对排他的零和博弈，文化融

合力是福利共增力量，具有正外部性。文化融合

① 《以亚洲智慧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青年报》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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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倡议的重要内容，也是促使倡议有效落地，共同

增进软实力的重要动力。亚洲在当今世界经济文

化增长中深具活力，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

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的重要主体。2019 年 4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所展示的倡议成果，给予了中国及其他亚

洲文明之间交流合作的崭新机会。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亚洲命运共同体

文化融合的有效增长

2013 年 3 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众多场合

数十次阐释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命运共同体丰

富内涵，对全球文明的走向作出明确判断，蕴含着

中国对国际规制基础的基本看法，受到各相关国

家和人民热烈响应。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扩大

了文化融合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实践，“两廊一

圈”、欧亚经济联盟等多边机制则拓展了亚洲文明

交流互鉴的新路径。

亚洲文化体系的建设是一个综合、长期、系统

的过程，各方认可的文明内涵是亚洲命运共同体

形成软实力的融合基础。因此，亚洲命运共同体

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需要广泛的正面宣传。应进一

步加强平台创新，建立渠道，以文化遗产、学校教

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

种方式对亚洲文化和历史、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和

发展现状进行展示。

亚洲命运共同体文化融合的有效增长对于亚

洲的贡献，最关键的是相关各国以全面合作精神

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

运共同体。共同体所形成的示范效应，将亚洲打

造为文化融合共同增长的重要场域和全新平台。

当今亚洲，各种传统安全挑战和非传统挑战

交错叠加，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非传

统安全要素的影响力日益明显，文化融合愈显重

要。人类共同的问题需要人类共同面对，亚洲更

是唇齿相依的区域整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关切和

美好的文化愿景。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

亚洲命运共同体为亚洲不同文化之间的非传统安

全交流提供了契机。近年来，亚洲在联合海洋治

污、海洋科技、水文、气候信息共享等较易共同提

升文化融合的领域开辟了广泛合作渠道。

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目的是巩固和扩展人类

福祉基础。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本质，首先是

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变革的理性探索，是中国智慧

对文明超越性的纠偏修正。亚洲命运共同体包括

共同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共同接受的思想、观念、

风俗等，其理念根植于历史，更面向未来，是亚洲

文明大趋势积累到今天，各国利益交汇点不断扩

大才能激发出的心灵共感。

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是其成员对亚洲

山水相连的客观事实和情感息息相关的共生性的

认同，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和亚洲在世界走

向中地位的终极关怀。因此，从人类共同福祉的

角度出发的亚洲文明增长，意味着整个人类社会

软实力的增长。在人类整体文明的变迁过程中强

化对亚洲文明的合作，这是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

的必然趋势。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

视阈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路径研究”的阶段

成果〈项目批准号：19BKS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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