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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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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巴建交后60年里，积极开展了一些文化交流与合作，但由于条件所限，其深度和广度明显不

够。随着中巴关系的日益深入，我国对巴开展文化外交不仅愈显需要，而且可以多渠道、多层次同时推进。

除官方文化交流之外，社会力量、在巴华人和在巴中资企业都具备开展文化外交的载体作用，并具有各自独

特优势。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指导下，对巴开展多层次文化外交，对于巩固中巴“全天候友谊”，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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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建交60周年。60

年来，中巴两国之间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

合作”令国际社会称羡不已。巴基斯坦外长库雷

希用“和而不同”生动地诠释了中巴关系。他认

为，两国虽然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文化

和传统，但却缔造了美好温馨的两国友谊，成为

国际关系史上的佳话。［1］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巴

两国在“不同的文化和传统”领域，仍相对缺乏与

政治、外交合作相得益彰的文化沟通，有待补强

和完善。有鉴于此，本文将探讨中国对巴推行多

层次文化外交的必要性，分析对巴文化外交的四

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对巴进行多层次文

化外交的现实意义，以期有利于深化中巴两国的

“全方位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发展。

一、文化外交的定义及行为主体

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顾名思义，即

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

交，是主权国家利用文化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

或对外战略意图的一种外交活动”［2］。美国学者弗

兰克·宁科维齐认为，文化外交是国际政治中运

用文化影响的特殊政策工具。［3］182一般而言，文化

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文化外交基于其所涉及的内

容，也可分为狭义的文化外交和广义的文化外交。

狭义的文化外交，是指一国政府为主体所进

行的以文化交流为载体的外交活动，属于国家行

为。例如，政府间签订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协商文

化协定，缔结文化条约，洽谈文化业务等。这是狭

义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文化外交形式。［4］281965

年，中巴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协定即属这一文化

外交形式。

广义的文化外交是指政府通过本国“软实力”

（文化、价值观等），或通过营造或影响国际舆论，

赢得国外民众信任，间接左右他国行为来实现一

个国家的外交战略意图［4］28，并进而可理解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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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以及人民之间的思想、信息、艺术和其他

方面的文化交流，以培育相互理解”［5］。一个国家

欲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减轻国家行动的外

部无形阻力，提升外部的支持力，或者增强与他

国的双边关系，以促进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

方面的深入合作，则必须给予文化外交以足够的

重视。

本文所涉及的对巴文化外交，即属于上述广

义的文化外交。外交虽然是国家和政府的国际性

行为，但归根结底需要通过人际交往去实现，需

要具体的人员去运作。根据历史的经验，双边关

系发展后，政府间通常最先签署文化协定。随着

双边关系的逐渐深入，政府不再独家控制，而且

为了有效地交流，通常会在其指导下，将相关机

构、友好协会、专业团体、企业和个人纳入交流

规划之中。因此，本文所指的文化外交的行为主

体，包括在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下的政府有关部门

及由其负责管理的各类机构、友好协会、专业团

体、企业和个人等。

二、开展对巴多层次文化外交的必要性

作为实现国家外交政策目标的重要外交形式

之一，文化外交是为外交目标服务的。当前，“文

化外交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需要加

大投入力量，扩展渠道，增强自身的影响力”［6］21。

发达国家较早开始利用文化谋取其有利地位。美

国为推行对外文化战略，转向对外“全面扩展和

接触”，其战略重点对象宽泛化［4］85，并认为“文

化外交能够以一种微妙和可持续的方式，普遍提

高其国家安全”［7］。对法国而言，“在海外推广法

国文化成为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8］31-32。我国

外交亟需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投入，对巴外交

也不例外。

从软硬实力的角度而言，文化外交作为拓展

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对硬实力的有效使用有

重要促进作用。英国一份研究报告就指出，在21

世纪，“那些将软硬实力相结合、面对面携手协作

的国家将更容易达成它们的目标”［6］7。但在中巴

两国“全方位合作”中，文化合作相比政治、经济、

军事等其他维度的合作，可能成为一个“短板”，

从而影响“水桶”继续增加“友谊之水”。①国内已

有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甚至提出警告，

“缺乏深层次经贸互惠合作和民间往来这两种作

为增进财富手段支持的国家关系，一旦外部环境

发生变化时，很容易缺乏实质支撑而坍塌”［9］。简

言之，文化认知和沟通不足，一定程度上将影响

中巴“全天候友谊”的深入发展。因此，我国有必

要加强对巴文化外交，避免上述“短板”部分抵消

其他维度已获得的成就。

中巴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和相互支持

的战略合作伙伴，两国人民有着深厚感情。巴基

斯坦民众对中国的良好印象主要来自于巴政府和

媒体的影响，即来自于外部信息源的施加；对我

国的友好感情主要并非出于与我国民众密切交往

而产生的“亲近感”，而是基本上源于数十年来“我

国对巴政府的坚定支持”［9］。巴大多民众对于中

国抑或中国文化的认知较为模糊，普通民众所熟

知的仅限于“功夫”和“李小龙”，而这却是主要

受到了上世纪香港电影和美国电影的影响。这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巴文化交流的不足，亟待予以

弥补。

其实，新中国成立伊始，即意识到文化外交

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文化是

外交工作的两翼中的一翼（另一翼是经济）。”中

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也认为，文化同政治、经济，

构成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4］但在实际行动上，

我国的文化外交近年来才开始有较大发展，如直

到2004年之后，才逐渐在国外建立孔子学院。巴

基斯坦是我国推行南亚政策与伊斯兰世界政策的

“桥头堡”，因而对巴开展多层次文化外交，不仅

有助于拓宽对巴文化交往渠道，进一步推进中巴

两国关系，也有利于我国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交

流，为我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布局提供重要的

文化支撑。同时，这也利于更有效、更广泛地传

播中国文化，推进两国人民之间以及我国人民与

其他伊斯兰国家人民之间的了解，促进更深层次

的相互信任。

三、对巴文化外交的几个层次

（一）继续开展对巴官方文化交流

在文化外交中，官方文化交流必须在其中起

到主导作用，并承担对外文化交流的管理工作。

中巴两国自建交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合作逐步得以发展，并不断地深化和扩展。在

2010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与巴

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基斯坦伊斯兰

①即管理学上的“水桶效应”，一个水桶无论多高，它盛水

的高度取决于其中最低的那块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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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联合声明》，其中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全面

扩大文化、体育等人文领域交流与合作，深化两

国大学、智库、学术机构、新闻媒体、影视等方面

的广泛交流，并互设文化中心。双方还决定“保持

并逐步扩大中巴百名青年互访制度，加强在青年

干部培训、青年企业家交流和青年志愿者服务等

方面的合作”。此外，中方邀请100名巴基斯坦高

中生来华参加“汉语桥”夏令营活动，继续向巴大

学生提供孔子学院奖学金名额，并自2011年起在

三年内向巴方提供500名政府奖学金名额。［10］巴

“孔子学院”则在五年规划中总结了以往发展的一

些问题并加以改进，并开始积极建设孔子学院分

院，以由点及面、由易到难向深层次发展。［11］可

以预见，上述举措将大大促进两国间政府直接指

导下的文化交流活动，并带动其他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

除此之外，驻巴外交人员是我国对巴公共外

交的“前线主力”，在文化外交中也不例外。驻巴

外交机构和人员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应展现中

华民族的精神，展示个人外交魅力，提升巴国民

众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良好印象，同时也要注意

在巴树立中国人团结、热情、与人为善的良好形

象。这对于巴民众增进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具有

重要的作用。

简言之，中国应从战略的高度将文化交流设

定为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巴友谊的

原有基础扩大至文化基础上，使“中巴友谊世代

相传”的宣示真正具备文化传承性。为此，我国

可以适时设立中巴友好交流基金，以加强两国青

年的互访，积极促进人员交流，推动中巴交流与

合作全面发展。

（二）大力开展社会力量对巴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仅需要政府引导，更需

要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文化部副部长赵少华认

为：“民间和普通民众在对外文化交往中发挥着

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民间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我国

对外文化交流的半壁江山，日渐成为我国文化‘走

出去’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12］其中，文化企业

“走出去”的成效显著，近年来仅音像制品年出口

金额已达2亿元人民币。除文化企业外，两国友

好协会、学术界、社会团体，特别是智库，“或者

作为公众舆论的塑造者，或者由于其对行政和立

法部门的影响”，对双边友谊也至关重要。［13］98、105

此外，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部分少数民

族的信仰与巴人民相同，在文化上具有天然的亲

近感，因而这种特殊联系拥有政府层面所不具备

的比较优势。例如，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罗照

辉认为，新疆与巴基斯坦的文化合作占尽天时地

利人和之利，双方文化相近，宗教信仰相同，双

方人员交往密切。［14］在政府指导下，新疆及相关

省区的社会力量，如文化团体、商会等完全可以

在与巴的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

随着我国外交理念向“外交为民”转变，社会

力量在外交中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和

民间人士在国家整体文化外交中的角色得到提升。

而民间交流具有亲和力强、成本低等优点，因而民

间组织是我国拓展对巴文化外交的借重力量。我

国需善加利用，将以上这些民间力量纳入对外文

化交流之中，同时积极资助其开展对巴民间外交，

为我国的对巴文化外交带来更多丰硕成果。

（三）积极发挥在巴华人“文化使者”的作用

如上所言，在全球化的大潮下，普通民众在

对外文化交往中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而我

国在推进文化外交方面的优势体现在中国外交部

一位官员的一句话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能看

见中国人的身影，听见中国人的声音。”［15］不可

否认，在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数量的确不如在欧

美等发达国家的人数多，但亦相当可观，且成迅

速扩大之势。①这些在巴华人生活在那里，与巴人

民频繁接触，可以有效地扩大两国人民交往的渠

道，在展示中国人民形象的同时，也有效地增强

了中华文化在巴的感染力和辐射力。而且，个人

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补充官方交流所顾及不到的

盲点，如流行音乐和商业电影等。当然，从效果

来看，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特别是驻巴使馆，如能

予以正确指导、引导和支持，大多在巴华人就能

担负起“文化使者”的重任。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美国推行“富布赖特”②

①据巴内政部2007年数据，在巴中国公民总数为3 000多

人，在伊斯兰堡中国公民为400多人，而2007年正是巴国内局势

较为动荡时期。另据中国驻巴大使馆人员介绍，2010年在巴中国

公民总数为2万多人，在伊斯兰堡人数为3 000多人。

②富布赖特项目是美国前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的J.威

廉·富布赖特提出的立法于1946年建立，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国际交流计划，由美国国务院教育和文化事务局按照J.威

廉·富布赖特外国学者委员会制定的方针资助对象国的教育工

作者、研究人员。专业人员和学生到美国学习，以增进美国和其

他国家的相互了解。参见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网站http：//chinese.

usembassy-china.org.cn/fulbright_progra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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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得到一些启示。2009年，美国驻华大使洪

博培在其北京官邸中宴请赴美的富布赖特学者们

时曾表示，每位富布赖特学者都是一位大使，都

有责任去传播本国的文化，学习对方的文化，推

进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①中巴间也有类似美国

“富布赖特”的项目，参与这个项目的个人也可以

发挥上述作用。

（四）重视在巴中资企业的文化载体作用

在全球化时代，“非政府组织作为文化外交

多元行为体中的一个，也在文化外交活动中起着

一定的作用”［16］。在这方面，日本政府和企业的

密切合作在信息时代“软权力”的增进上引领了

潮流。［17］154松下买下米高梅电影公司后，就决定

不让它再生产批评日本的电影；由于日本企业的

努力，日本的大众文化“对亚洲的青少年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18］。美国的企业这方面也有重要的

经验，美国公司和广告经营者、好莱坞电影制作

室的老板“不仅向世界其他地方出售产品，还推

销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8］。由此可见，公司企业

完全可以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多年来，中国有许多企业在巴承包工程项目。

2006年中巴制定五年经贸合作发展规划后，中国

企业对巴投资出现量的飞跃。［19］有人甚至认为，

目前“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领域，无

论是能源还是交通，都有中国公司的参与”［20］。

而且，在巴投资的中资企业不仅中国工程技术人

员众多，还具有在巴分布较广的特点。这为中资

企业加强中巴文化沟通、赢得巴方员工和附近居

民的亲近感提供了重要机遇。另外，也可以借鉴

一些跨国公司的经验，设置奖学金和基金会，在

为巴培养人才的同时，也为中巴友谊培养“种子”。

除上述方式外，还可通过接受官方资助、执行文

化交流项目、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结合自

己特点，参与到对巴文化外交的实践中去。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巴多层次文化外交是

平等的文化交流，不同于霸权国家的“文化输出”，

我们必须坚持自愿、互利、双向、平等的原则。另

外，我们在进行多层次文化外交时，必须考虑文

化外交的对象，不能“以我为核心”，把对外宣传

变成“强迫受训”。［4］172毛泽东对此也曾说过：“做

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

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21］7393

为此，毛泽东提出要做好宣传之前的调查研究工

作。我国在开展对巴文化外交的活动中，也必须

重视这一问题。

四、开展对巴多层次文化外交的意义

开展对巴多层次文化外交，对于中巴两国关

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首先，对巴多层次文化外交是促进中巴两国

人民加深了解与合作的重要途径，对于夯实两国

友谊的民意基础具有深远的意义。1955年《亚非

会议公报》曾声明：“发展文化合作是促进各国

之间了解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22］开展对巴多

层次文化外交，可以促进中巴两国的文化相互交

流、沟通，通过彼此影响、共同学习，增进中巴两

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加深互相之间的感情，增强

两国关系的文化基础。

其次，维护中国良好形象，为华人在当地的

安全营造文化环境。近年来，包括在巴华人在内

的海外华人安全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

一个重点。而国家形象是一国重要的无形资产，

它通过其内在吸引力和形象竞争力展示影响。［23］

作为巴亲密的合作伙伴，中国的国家形象对巴民

众具有无形的内在吸引力，可以激发其亲近感，

从而建构起一种积极、友好的国民间认同。因此，

在巴推行文化外交，继续塑造我国良好的国家形

象，有利于巴公民增加对我国公民的情感倾向，

也有助于为我国公民在巴安全营造一个良好的情

感环境。

再次，增进文化融合，为中国企业在当地的

生产和商业活动营造友好氛围。经济利益是国家

利益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间关系的

重点领域。中巴近年来经贸来往发展迅速，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前往巴基斯坦投资。“文

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其特质似水，柔而有力，沁

透人心，潜移默化，具有其他交流无法替代的作

用。”［24］通过对巴文化外交，特别是中资企业的

相关运作，无疑可增进这些企业与当地民众的文

化相通程度，促进与当地民众、媒体的关系，从

而为中资企业在当地的经营营造较为理想的环

境。

①此为美国前驻华大使洪博培2009年在其北京寓所宴请接

受“富布赖特项目” 资助前往美国交流的中国学者们致辞中所

言，为私人谈话性质，参见中央财经大学戴宏伟教授语，http ：

//daihw.blog.163.com/blog/static/3367896201081063522219/.



·190·

  2012.5

五、结论

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成为巩固国家间友好关系的

重要因素。随着全球化日益走向深入，文化作为全

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间交往中的地位和作

用也日益凸显，而文化外交对促进国家间友好、推

进双边关系的提升起着日益重要、甚至是不可或

缺的作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咨询报告视其为“公

共外交的关键”［7］，称得上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巴基斯坦是我国重要的友好邻邦，我国需重

视并大力发展对巴文化外交，从官方文化交流、

社会力量、在巴华人和在巴中资企业四个方面，

建构一个多层次的文化外交框架。这符合中巴两

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可不断增进巴人民对我国

文化的了解，营造两国交往的良好文化环境，提

升我国在巴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文化影响力，为

两国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进一步夯实民间基

础，使“中巴世代友好”更具可传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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