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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以来ꎬ 中亚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变化ꎮ 一方面ꎬ 中亚各国领导人和政府越来越

清晰地认识到参与这一多边合作倡议对各自国家意味着发展机遇ꎬ 逐渐由观望转

向积极的政策配合与战略对接ꎻ 另一方面ꎬ 在中国与中亚各国政府主管部门和相

关企业的共同推动下ꎬ 一些标志性、 示范性项目已经在中亚地区落地、 展开ꎬ 并

优先在交通、 能源等领域取得早期成果ꎬ 不仅使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开始受惠ꎬ
而且提振了各国继续深化互利合作的信心ꎮ 随着全球化进入困境ꎬ 世界政治、 经

济发展前景出现极大不确定性ꎮ 在大国地区博弈加剧的背景下ꎬ 中亚各国社会文

化氛围也渐趋活跃ꎬ 历史与现实认知上的错位释放出的负面能量ꎬ 难免干扰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顺利推进ꎮ 立足于对中亚民族文化演进的回顾和路径描述ꎬ 深

入分析这一地区目前对中国倡议出现的社会文化反应ꎬ 对有效推动丝绸之路经济

带框架下中亚地区的务实合作有一定学术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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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１３ 年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以来ꎬ 地处中国西部近邻的中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积极变化ꎮ 首先ꎬ 这

一变化体现在中亚各国对中国领导人倡议的政治认同上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哈萨克斯

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访华时ꎬ 中哈领导人签署联合宣言ꎬ 哈方宣布将积极参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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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的经贸、 运输、 投资等项目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纳扎尔巴耶夫

在莫斯科向习主席表示ꎬ 哈方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ꎬ 并要做好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设与哈 “光明之路” 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②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的国情咨文和阿斯

塔纳俱乐部研讨会上ꎬ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指出ꎬ “一带一路” 倡议不仅为哈中合

作带来新动力ꎬ 而且改变了中亚的地缘经济态势③ꎮ 乌兹别克斯坦前总统卡里莫

夫在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赴上海参加亚信会议时ꎬ 向习近平主席表达了乌方将积极参与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并与本国发展结合起来的愿望④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中乌政府间

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签署了 «关于在落实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框架下扩大

互利经贸合作的议定书»ꎬ 双方决定深化贸易、 投资、 交通、 通信等领域合作⑤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卡里莫夫总统离世ꎬ 继任的米尔济约耶夫总统将参与丝绸之路经济

带作为国家开放的重要政策ꎬ 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参加北京 “一带一路” 国际高峰论

坛时表示ꎬ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对带动中亚地区及欧亚大陆的交通、 贸易、 能

源、 金融发展潜力巨大ꎬ 乌方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⑥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米尔济约

耶夫总统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时向中国领导人介绍ꎬ 乌正以 “一带一路”
为契机ꎬ 在经贸、 投资、 产能、 基础设施等领域深化对华合作ꎬ 努力实现两国发

展战略对接⑦ꎮ ２０１４ 年吉尔吉斯斯坦时任总统阿坦巴耶夫曾表示ꎬ 吉加入欧亚经

济联盟绝对不会对吉中合作造成负面影响ꎬ 吉将全力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⑧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的吉新总统热恩别科夫表示ꎬ 吉

将一如既往地支持 “一带一路” 倡议ꎬ 发展一系列经济和基础设施项目⑨ꎮ 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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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俄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７０ 周年庆典并访俄哈白ꎬ 习近平主席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举行会谈ꎬ “丝绸之路” 与 “光明之路” 对接»ꎬ 载 «解放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６ 日ꎮ

张霄: «中哈脚踏实地共建一带一路 (大使随笔)»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ꎮ
«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２０ / ｃ＿

１１１０７７２６０８ ｈｔｍ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 合作文件»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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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авкат Мирзиёев выступил за наполнение " Пояса и пути" конкретными проектам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ａｚｅｔａ ｕｚ / ｒｕ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５ / ｂｅｌｔ － ｒｏａｄ /
«习近平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ｓｔｄａｙ ｃｏｍ / ｃ / ２０１８０６０９ / ｕ１ａ１３９

７４３９８ ｈｔｍｌ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表示全力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２７ / ｃ＿ １１１３７９９５４５ ｈｔｍ
«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称: 加快实施中吉乌铁路对吉十分重要»ꎬ ｈｔｔｐ: / / ｋｇ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ｑｙｈｚ / ２０１８０６ / ２０１８０６０２７５４２４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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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认为ꎬ 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能够发挥塔中两国优势互

补效应①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拉赫蒙总统与习主席在塔什干会晤时表示ꎬ 塔已将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定位在基础设施、 电力开发、 农业、 地方、 人文、 安全合作等领

域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拉赫蒙总统参加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时进一步明确表示ꎬ 愿将

«塔吉克斯坦 ２０３０ 年前国家发展战略» 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进行对接②ꎮ
其次ꎬ 经过 ５ 年的共同推动ꎬ 中亚地区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内的一些标志

性合作项目开展顺利ꎮ 一是在交通运输领域ꎮ 到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下旬ꎬ 超过一万列

的中欧班列中ꎬ 有半数以上经哈萨克斯坦③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中铁集团承建的乌兹

别克斯坦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贯通ꎬ 结束了乌国内铁路从安格连到安集延绕经

塔吉克斯坦北方领土的历史ꎮ 二是在能源、 资源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 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中油国际中亚公司奇姆肯特炼油厂二期改造工程投料试车顺利完

成ꎬ 彻底改变了哈作为产油国却要大量进口成品油的状况④ꎮ 中国与土库曼斯

坦、 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共同建设的中亚天然气管道从 ２００９ 年 Ａ 线完工

起ꎬ 至今已经形成 Ａ、 Ｂ、 Ｃ 三线并行的输气格局ꎬ 到 ２０１７ 年年底已向中国市场

输送了 ２ ０００ 亿立方米天然气⑤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 该管道累计监管进口天

然气 １５ ９３７ ２ 万吨ꎮ 每年从中亚国家输送到中国的天然气约占中国同期天然气消

费总量的 １５％以上⑥ꎮ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参与了塔吉克斯坦格拉夫纳亚水电站的

技改项目ꎬ 特变电工在杜尚别新建了两座热电厂ꎬ 有效缓解了塔季节性电荒问

题⑦ꎮ 三是非资源领域合作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发改委与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

部签署 «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谅解备忘录»ꎬ 初步确定 １６ 个早期

收获项目和 ６３ 个前景项目清单ꎬ 涉及水泥、 钢铁、 平板玻璃、 矿业、 化工、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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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打造世界最长经济走廊»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０６ / ｃ＿
１１１３９００５１１ ｈｔｍ

«习近平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ꎬ 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ｒｍｒｂ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０ / ｎｗ
Ｄ１１００００ｒｅｎｍｒｂ＿ ２０１８０６１０＿ ３ － ０２ ｈｔｍ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达 １００００ 列»ꎬ ｈｔｔｐ: / / ｌｅｎｔａ ｉｎｆｏｒｍ ｋｚ / ｃｎ / １００００＿ ａ３３７１１４８
«中哈油气合作再结硕果———奇姆肯特炼厂二期改造工程开工成功»ꎬ ｈｔｔｐ: / / ｓｈ ｑｉｈｏｏ ｃｏｍ / ｐｃ /

９ｄａａｆ０ｃ４９９６５４０２４ｆ? ｃｏｔａ ＝ １＆ｒｅｆｅｒ＿ ｓｃｅｎｅ ＝ ｓｏ＿１＆ｓｉｇｎ ＝ ３６０＿ ｅ３９３６９ｄ１
«中亚天然气管道累计向国内输气 ２ ０００ 亿方»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ｐｃ ｃｏｍ ｃｎ / ｓｙｓｔｅｍ /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０１ /

００１６７０５７７ ｓｈｔｍｌ
«上半年中亚天然气管道向中国输气量达 １６３５ 万吨»ꎬ 载 «中国能源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ꎮ
«中塔两国电力合作前景广阔———专访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拉夫拉特佐达»ꎬ 载 «中国能源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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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电力等领域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哈时任总理马西莫夫访华ꎬ 又签署了中哈两国

加强产能与投资合作备忘录ꎬ 并签署钢铁、 炼油、 水电、 汽车、 有色金属和平板

玻璃等总金额为 ２３６ 亿美元的产能合作协议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 赴乌兹别克斯坦访

问的中国纺织联合会副会长徐迎新表示ꎬ 中乌两国要继续加强纺织业经贸往来ꎬ
选建标志性项目ꎬ 共同推进产业发展③ꎮ 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 塔吉克斯坦开始向邻国出

口水泥ꎬ 出口量仅为 ５００ 吨ꎮ 到 ２０１８ 年ꎬ 塔的水泥出口量已达 １１７ 万吨ꎮ 其中ꎬ
中材莫伊尔水泥有限公司、 华新亚湾水泥有限公司和华新索格特水泥有限公司等

中塔合资企业的产量已占塔全国水泥总产量的 ９０％ ④ꎮ
这些重要成就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早期收获ꎬ 不仅使中国和中亚各国

经济发展受惠ꎬ 而且也为今后继续推动 “一带一路” 框架内广泛合作提振信心ꎮ
同时ꎬ 政治、 经济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化ꎬ 使人文交流与文化合作问题凸显ꎮ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面临的文化困境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 ５ 年以来ꎬ 同政策对接和项目推进相比ꎬ 在中

亚地区营造适合于互利合作人文氛围的民心相通工作相对滞后ꎮ 在中亚各国精英

与民众之间、 政府与社会之间ꎬ 存在着一种无形的阻隔ꎬ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的态度明显不一致ꎮ 近年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ꎬ 对中国与中亚各国深入合作

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ꎮ

(一) 国家意志与社会认同的差异

中亚各国获得独立后ꎬ 根据国内现实与外部环境ꎬ 大都选择建立权力相对集

中的 “总统制” 政权模式ꎮ 这种结合中亚游牧民族历史威权传统的政体ꎬ 一方

面为各国独立后维护主权和抑制极端主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ꎬ 形成了高效的

国家行为能力ꎻ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决策与社会认知之间的时

间差ꎬ 形成国家意志到社会行为的一定滞后甚至脱节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习主席赴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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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培生: “一带一路” 建设不能离开中亚»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２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２７９
０７６５ ｈｔｍ

«李克强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举行会谈 决定全面开展产能合作并推动取得重要成果»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ｇｕｏｗｕｙｕａｎ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２７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８３９４９５ ｈｔｍ

«中乌纺织业广阔合作前景ꎬ 共享丝路新机遇»ꎬ 载 «中国纺织报»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ꎮ
«塔吉克斯坦水泥出口猛增ꎬ 中资企业做重要贡献!»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４３６６４７５９２６８０２７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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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吉斯斯坦访问时与阿坦巴耶夫总统签署了 «中吉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

宣言»ꎬ 两国关系得到空前提升ꎮ ２０１４ 年年内ꎬ 从总统到政府、 从中央到地方ꎬ
吉高官纷纷就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积极表态ꎮ 然而ꎬ 同年 ６ 月在吉的奥什州

阿莱依地区却发生了部分民众阻断从奥什到中吉边境伊尔克什坦口岸公路的事

件ꎬ 导致中方上百辆货车受阻、 人员被困①ꎮ 类似事件在中亚地区并不孤立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哈萨克斯坦东哈州阿克托盖一家中资企业承包的项目工地上ꎬ 因中

哈员工口角引发上百人群殴事件ꎬ 最终导致哈警方介入ꎮ 这次事件虽然很快平

息ꎬ 但对中哈关系及在哈中资企业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②ꎮ 随着丝绸之

路经济带框架内合作项目在近年与日俱增ꎬ 在中亚国家发生的针对中资企业和中

方人员的冲击频度也在上升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来自中国广西的投资商与吉尔吉斯斯

坦企业合资的 “吉尔吉斯广隆发展有限公司” 所属黄金冶炼厂工地遭当地居民

纵火破坏ꎮ 起因是当地坊间盛传冶炼厂开工将严重污染环境ꎬ 一时竟有上千当地

居民冲击厂区ꎬ 突破警戒线后越墙纵火ꎬ 造成企业财产重大损失③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比什凯克阿拉套广场数百人集会ꎬ 提出偿还中国债务、 取消给中国人的劳动

配额、 不许中国人加入吉国籍等要求④ꎮ 虽然中亚国家独立后因不同原因冲击中

资企业和机构的事件曾多次发生ꎬ 但是在中国与中亚各国政治关系发展到当前水

平、 中亚各国领导人及政府积极响应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今天ꎬ 这种不和谐现

象仍不断发生ꎬ 则不能不从社会文化层面寻找原因ꎮ

(二) 政治决策与学界认知的错位

中亚各国独立 ２７ 年来ꎬ 在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领域培养起一批较有影响的

学者ꎮ 受国家政体发展过程的制约ꎬ 逐渐成熟起来的中亚各国政治学界和国际关

系学界除了首先服务于国家内外政策外ꎬ 形式上多元化的特点也对各国国内社会

舆情和公众认知产生着一定的引导作用ꎬ 甚至与政府意志并不完全一致ꎮ 其中ꎬ
尤其是一些被冠以 “中国学家” “中国问题专家” 的独立学者ꎬ 他们的观点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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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众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产生着独特作用ꎮ 目前ꎬ 中亚各国学界对构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解读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ꎮ 第一个层次ꎬ 能够以地区和全

球的发展视角充分认识和发掘中国倡议对本国、 本地区迎接新时代的积极意义ꎮ
例如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学者法尔霍特托利波夫 (Фарход Толиповꎬ 乌兹别克

斯坦 “卡拉万” 非政府科学与教育机构主任ꎬ 曾任乌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教授、
国际关系教研室主任) 认为ꎬ 历史上的中亚民族实现重大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都

是实现与世界的 “联通化” (Транспортизация)ꎮ 在中亚各国独立前ꎬ 中亚地区

是通过俄罗斯 (苏联的国内交通网络) 获得这一有限条件的ꎮ 中亚各国独立后ꎬ
这一政治前提不复存在ꎬ 中亚各国都在积极寻找重新构建 “联通化” 的路径ꎮ
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ꎬ 将为中亚地区当代发展满足这一关

键性条件提供重要历史机遇①ꎮ 经过 ５ 年的实践ꎬ 这一过程越来越清晰ꎮ 尤其是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中亚峰会和 ６ 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举行ꎬ 中亚地区在全球政治与经

济中的地位明显上升②ꎮ 第二个层次ꎬ 认可作为中国国家战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有助于中亚国家的发展ꎮ 例如哈萨克斯坦学者阿姆列巴耶夫 ( Айдар
Амребаевꎬ 哈萨克斯坦教育部哲学、 政治学与宗教学研究所研究员ꎬ 中国华东师

范大学名誉教授) 认为ꎬ 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背景ꎬ 是推

动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 实现 “小康” 社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 “中
国梦”ꎮ 在全球化条件下ꎬ 实现这一战略必然要 “走出去”ꎬ 要与世界各重要经

济区域建立通畅联系ꎬ 对于中亚地区则是一个现实的发展项目③ꎮ 中国有雄心和

能力实现这一战略ꎬ 因此ꎬ 中亚国家应该抓住这个绝好的机会④ꎮ 第三个层次ꎬ
认为以扩大中国经济活动空间为目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将面临不易克服的地

区性障碍ꎬ 因而也很难给中亚各国带来更多利益ꎮ 对此ꎬ 哈萨克斯坦著名地缘政

治学者、 中国问题专家瑟拉耶什金 (Константин Сыроежкинꎬ 哈萨克斯坦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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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研究员) ５ 年来多次作出分析ꎮ 首先ꎬ 他充分肯定中国领导人这一倡议对

处在欧亚地缘走廊上的中亚各国发展的巨大潜力ꎮ 同时ꎬ 他也提出了对丝绸之路

经济带在中亚地区现实推动的质疑: 一是认为中国倡议并不单纯是个经济发展计

划ꎬ 而是中国的地缘政治行为ꎬ 因为 “谁都不会相信中国投资者是单纯的利他主

义者ꎬ 他们的每一元钱都要有回报”ꎬ 而当中国的资金和技术进入后ꎬ “中亚国

家的工业将被彻底遗忘”①ꎮ 二是由于中国倡议并非一个区域一体化方案ꎬ 中亚

国家间存在的复杂关系和棘手问题难以得到有效协调解决ꎬ 这将成为建立亚欧经

济走廊的致命障碍ꎬ 这也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存在的实质性差异和难以实现

“对接” 的原因②ꎮ 三是认为中国西部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的滞后地区一时

不会彻底改观ꎬ 在实现这个 “地缘政治战略安排” 中难以承担 “桥头堡” 角色ꎬ
而作为一个完整的地缘战略ꎬ 地域的连接性是不可忽视的③ꎮ 中亚学界这些观点

明显与政治决策间保持着距离ꎬ 虽未占据主流地位ꎬ 但这种声音在各国社会层面

的影响力不容小觑ꎮ

(三) 政策导向与公共舆情的距离

中亚各国独立后ꎬ 根据各自国情制定了不同的媒体政策和新闻法规ꎮ 为了尽

快摆脱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色彩ꎬ 博得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上的认可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在很大程度上放开了对媒体的管控 (土库曼斯

坦、 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三国独立后对媒体管控相对严格)ꎮ 尤其是吉尔

吉斯斯坦ꎬ 媒体私有化几乎到了失控的状态ꎮ 中亚各国独立初期普遍面临经济下

滑情况ꎬ “穷媒体” 困境给西方国家的文化和政治渗透带来空前的机会④ꎮ 在吉

尔吉斯斯坦独立后发生的 “颜色革命” 和其他原因的非正常政权更迭过程中ꎬ
受控于境外政治势力的媒体引导了大批非政府组织活动ꎬ 扮演了关键性角色⑤ꎮ
在中国领导人提出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后ꎬ 中亚各国媒体的表现很是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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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寻味ꎮ 一方面ꎬ 与中亚各国领导人高调响应形成强烈反差的ꎬ 是媒体报道的沉

寂和冷淡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中

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社科院 “一带一路” 研究中心、 新疆国际经济文

化发展中心与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 “丝绸之路天山论坛”
在阿斯塔纳隆重举行ꎬ 而事后却只有寥寥几家媒体简单报道了这一活动①ꎮ 另一

方面ꎬ 近两年中亚各国媒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质疑声音上升ꎬ 甚至是西方

政界、 学界诟病 “一带一路” 诸如 “落入债务陷阱” “语言文化扩张” “沦为中

国外省” 等版本的复写②ꎮ 中亚各国媒体与其领导人及政府间反差明显的信息提

供ꎬ 正在对各国民众产生明显诱导ꎮ

二　 对中国—中亚关系中文化要素的历史分析

历史上ꎬ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农业文明与以草原绿洲为中心的中亚游牧

文明构成两个存在着鲜明差异的文化圈ꎮ 这一持续了数千年的地缘文化态势ꎬ 是

制约中国与中亚两大地区间民族关系发展的基本条件ꎮ 加之近现代两者经历的不

同发展路径和不同社会模式ꎬ 建立在各自传统文化基础上的不同价值观成为继续

影响中国与中亚各国开展多领域合作的深层社会原因ꎮ

(一) 历史上异质文化对构建现代人文关系的影响

历史上的中国与中亚地区是近邻ꎬ 生活在这两个地域中的各民族通过古代丝

绸之路实现了有条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ꎬ 从而大大丰富了各自社会生

活ꎬ 并形成早期的相互了解ꎮ 但这种交流毕竟是在两个存在明显差异的文化区域

之间发生的ꎬ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前提ꎮ 如果说两个不同质文化间的差异性是

吸引着彼此开始接触、 了解、 交流的初始动力的话ꎬ 那么这种差异性也是保护各

自文化特质的最后底线ꎮ 换言之ꎬ 由于地缘上的邻近ꎬ 古代中国与中亚民族实现

人文往来的确历史悠久ꎬ 但完成交流和互换的多是在两个不同质文化的浅层外壳

上浅尝辄止ꎬ 而它们的精神文化内核即使经历了多年吸纳融合过程却基本完整地

保存了下来ꎮ 无论是汉代张骞 “凿空” 后带回中原的核桃、 葡萄、 石榴、 蚕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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苜蓿等作物ꎬ 还是唐代传入关中的龟兹古乐、 胡旋舞和良种马①ꎬ 其作用不过是

更加丰富了中国的多元文化内容ꎬ 却并未能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基础产生颠

覆性的影响ꎮ 甚至包括经过中亚地区传入中国的佛教、 景教、 伊斯兰教ꎬ 也都经

过了融入中国社会的本土化过程ꎬ 与儒、 道等诸家传统哲学、 伦理思想相结合ꎬ
共同构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ꎮ 有中国学者认为ꎬ 一直到近代以前ꎬ “更多的

是在物质文化上吸收外来的文化ꎬ 精神上基本是独立发展的”②ꎮ 同样ꎬ 沿着丝

绸之路传入中亚地区的中国文化载体ꎬ 不论是语言、 文字ꎬ 还是哲学、 宗教ꎬ 因

受地理因素限制在进入中亚地区后已呈碎片化ꎮ 与同时传入的丝绸、 瓷器的命运

一样ꎬ 它们带给古代中亚民族的远远不是中原文明的全貌ꎬ 至多成为上层贵族的

奢侈品和对外认知的参照物ꎬ 基本起不到改变或者融通两种文明的作用ꎮ 尽管自

汉代以来中国与中亚地区断断续续发生过无数次不同形式、 不同路径、 不同规模

的交往与碰撞ꎬ 但在强大的地缘条件作用下ꎬ 最终仍将一些基本的差异性因素保

留了下来: 一是互不兼容的生活方式ꎮ 历史上中国的农耕生活方式与中亚的游牧

生活方式ꎬ 因地理条件的制约不仅几千年难以改变ꎬ 而且形成两大文化圈形同水

火、 此消彼长的关系ꎮ 二是形态悬殊的社会结构ꎮ 定居农业形成以家庭为基本单

位的宗族治理体系ꎬ 这种体系靠发达的伦理规范维系ꎬ 而游牧活动需要强大的凝

聚力对付天敌和外族ꎬ 靠的是以英雄化的部族首领为中心的血亲联盟③ꎮ 三是自

成体系的精神文化ꎮ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差异ꎬ 与中国农业社会相适应的是人们对

自我思想和行为约束内敛的精神世界ꎬ 而在中亚游牧社会发展起来的是以自然崇

拜、 力量崇拜为基础的多神宗教④ꎮ 虽然在这两个不同质文化圈之间出现过类似

于丝绸之路的交流过程ꎬ 但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积相比不过是凤毛麟角ꎬ 不足以

促成普遍性的文化认同ꎮ

(二)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路径对文化认同的影响

与中国秦汉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相比ꎬ 古代中亚民族自主形成早期国家形

态要晚得多ꎮ 虽然公元前已有波斯人、 希腊人、 东罗马人在中亚建立过统治ꎬ 但

实质上这些政权不过是周边强大权力中心势力范围的组成部分ꎮ 此后ꎬ 类似的过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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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苏〕 巴尔托里德: «中亚简史»ꎬ 耿世民译ꎬ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ꎬ 第 ５ 页ꎮ
葛剑雄: «存在与影响: 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对 “一带一路” 建设的启示»ꎬ 载 «思想战线»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ꎮ
吴宏伟主编: «新丝路与中亚: 中亚民族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文化»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３０、 １２７、 ２１５、 １６９、 ２１５ 页ꎮ
李琪: «历史记忆与现实侧观: 中亚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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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曾持续多次发生ꎬ 如匈奴人、 贵霜人、 突厥人、 阿拉伯人、 契丹人、 蒙古人

等ꎬ 都在中亚建立过形式和规模不一的统治机构ꎮ 客观地讲ꎬ 这些过程对中亚后

来民族国家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ꎬ 但它们却不应被看作完全意义上民族国家进

程的开始ꎮ 一来它们不是由中亚民族自主完成的社会政治过程ꎬ 二来一旦这些强

大一时的权力中心瓦解ꎬ 这种不具有继承性的外来政治文化很快就被融合到中亚

本土民族社会发展进程之中①ꎮ 而很早就被古代中国人熟知的 “大宛国” “大夏

国” “康居国” 等ꎬ 不过是中亚古代部族联盟在各大绿洲建立的零星城邦组织ꎬ
与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ꎮ

中亚民族国家的曲折过程ꎬ 与中亚民族文化在历史上不断被改写甚至频繁中

断是相辅相成的ꎮ 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ꎬ 中亚民族文化对世界、 周边和邻国

(族) 的认知也往往是间接的、 折射的、 碎片化的ꎬ 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以讹传

讹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ꎮ 例如ꎬ 在那部被誉为 “吉尔吉斯人的荷马史诗” 的

«玛纳斯» 史诗里ꎬ 多次出现关于古代吉尔吉斯人遭受 “克塔依” 人 (后被欧洲

人标注为 “Ｋｉｔａｙ”ꎬ “Кытай”) 压迫以及抗击 “克塔依” 人的记载ꎬ 而且还辅以

“克塔依” 人政治、 经济中心 “别依京” ( “Ｂｅｊｉｎ”ꎬ “Бээжинден”) 的地名②ꎮ
虽然已有多位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不同版本的 «玛纳斯» 进行反复考证并得

出结论ꎬ 所谓 “克塔依” 人是指契丹人 (Ｑｉｔａｙ)ꎬ 所谓 “别依京” 是契丹政权北

辽被女真人击溃后由耶律大石率残部于 １２ 世纪进入中亚时建立的西辽王朝都城

北庭ꎬ 可是至今吉尔吉斯人仍误将 «玛纳斯» 中的 “克塔依” 当作 “中国人”
甚至 “汉族人” 理解ꎬ 把 “别依京” 误解为 “北京”ꎮ 进入新世纪前后ꎬ 一些欧

洲学者在原苏联 «玛纳斯» 研究的基础上 (俄语 “Китай” 即 “中国” 意)ꎬ 索

性把 “Ｋｉｔａｙ ” 译为 “ Ｃｈｉｎａ” 或 “ Ｃｈｉｎｅｓｅ ”ꎬ 把 “ Ｂｅｊｉｎ ” 译为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或

“Ｐｅｋｉｎｇ”ꎬ 可谓谬种流传③ꎮ 虽然对这一语言变异的脉络尚不完全清晰ꎬ «玛纳

斯» 的史料价值也有待商榷ꎬ 但类似学术误导在中亚社会文化中产生的负面影

响ꎬ 以及对中国与中亚国家相互了解的阻隔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ꎮ
１４ 世纪下半叶到 １６ 世纪初ꎬ 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地跨欧亚非的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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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黄民兴: «试论中亚历史上文明交往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ꎬ 载 «一带一路研究———中亚历史与
现状高层论坛文集» (第一辑)ꎬ 兰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０７ 页ꎮ

胡振华: « ‹玛纳斯› 中关于克塔依人的描述»ꎬ 载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１９９３ 年
第 １ 期ꎮ

梁真惠、 陈卫国: « ‹玛纳斯› 英译本中 “克塔依” 与 “别依京” 误译探析»ꎬ 载 «西域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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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儿帝国ꎮ 帝国创始人出身于蒙古察合台汗国巴鲁剌斯部ꎬ 后又当上了后察合台

汗国驸马ꎬ 所以把贴木儿帝国纳入蒙古汗国统治中亚历史的一部分应是符合事实

的①ꎮ 这个强大帝国毕竟是产生于中亚本土部族社会基础上的政权ꎬ 对中亚近代

民族国家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也正是因为这个强权中心的解体带来的地缘政治

效应ꎬ 成为出现乌兹别克、 哈萨克两大汗国和西部蒙古 (卫拉特蒙古ꎬ 或称厄鲁

特蒙古、 斡亦剌惕蒙古) 准噶尔部快速膨胀的前提条件ꎬ 并由此与同时代的中国

发生了特殊互动关系ꎮ
１７ 世纪末ꎬ 哈萨克汗国发生内部分裂ꎬ 准噶尔人大举进攻哈萨克诸部ꎮ 这

时ꎬ 早已觊觎中亚的沙俄帝国派出远征军ꎬ 由额尔齐斯河向南建立若干条要塞线

挺进中亚ꎮ 在双重的外族入侵压力下ꎬ １８ 世纪上半叶小帐 (小玉兹) 哈萨克阿

布勒海尔汗选择了与俄国人结盟ꎬ 由此正式开启了沙俄帝国兼并整个中亚的进

程ꎮ 准噶尔蒙古向中亚诸部发难的同时ꎬ 也开始对满清贵族的政治军事盟友漠北

喀尔喀蒙古下手ꎮ 刚刚入关不久的满清皇帝出于其特有的安全观和疆域观ꎬ 不惜

耗时康、 雍、 亁三代 ６９ 年ꎬ 动用不计其数的人力物力ꎬ 一次次挥师亲征消灭准

噶尔部有生力量ꎬ 直到迫使阿睦尔撒纳逃往沙俄后客死他乡ꎮ 清政府捍卫中国西

部疆域的坚决态度和果敢行动ꎬ 成为沙俄帝国顺利吞并中亚的外来阻力ꎮ 然而ꎬ
满清王朝的统治毕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衰落阶段的终极形态ꎬ 在多方外部威胁

和沙俄强势扩张的压力下ꎬ １８６０ 年的 «中俄北京条约»、 １８６４ 年的 «中俄勘分

西北界约记»、 １８８１ 年的 «中俄伊犁条约» 不仅使邻近中国西部的哈萨克草原领

土被沙俄吞并ꎬ 而且按照 “人随地归” 的条款ꎬ 将大批哈萨克、 吉尔吉斯等民

族人口强行划入沙俄帝国的管辖②ꎮ 由于许多中帐、 大帐哈萨克和吉尔吉斯部落

的游牧地在中国伊犁等地ꎬ 上述条约的执行使他们不得不改变数百年来形成的传

统ꎬ 因而引发了部分中亚民族的不满和起义反抗ꎮ 沙俄政府一方面强力弹压ꎬ 另

一方面推行愚民教育ꎬ 其中包括利用逐渐确立的俄语文化认同将中国描绘成中亚

的侵略者和征服者ꎮ 直至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中苏关系恶化ꎬ 中亚地区成为苏联

对华情报战和意识形态战的前哨阵地ꎬ 这种颇具倾向性的学术导向和舆论宣传更

是达到极致ꎮ 例如ꎬ 中国古代受历史局限的国家观和世界观概念 “天下”
(Поднебесная)ꎬ 被解读为中国人自古具有扩张欲、 统治欲的政治文化符号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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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正、 冯锡时: «中亚五国史纲»ꎬ 新疆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４６ ~ ４８ 页ꎮ
同上ꎬ 第 ７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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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共同的俄语语境中ꎬ “天下” 的概念从学术范畴外延到媒体语汇中ꎬ 成为

带有某种负面含意的中国代名词ꎮ 这种基于扭曲的民族国家历史而形成的对华认

识ꎬ 至今仍在中亚各国社会颇有生存空间ꎬ 甚至成为独立以来各种版本 “中国威

胁论” 长期存在的社会文化基因①ꎮ

(三) 当代大国战略博弈关系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由于特殊的地缘位置ꎬ 中亚地区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脱离霸权覆盖后ꎬ 当今具

有全球和地区性影响的大国纷纷将关注点指向这一 “权力真空” 地带ꎮ 首先对

中亚地区提高关注度并加大投入的ꎬ 是自认为冷战胜利方的欧美大国ꎮ 如果概略

划分ꎬ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为三个时期ꎮ 第一个时期从 １９９２ 年到 ２０００ 年ꎬ 是对

中亚地区进行去威胁化处理阶段ꎮ 第二个时期从 ２００１ 年到 ２００５ 年ꎬ 是配合阿富

汗反恐战争向中亚扩大存在的阶段ꎮ 第三个时期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６ 年ꎬ 是巩固南

亚反恐战略成果的跨地区整合阶段②ꎮ 无论是第一时期以 “中亚无核区” 和 “和
平伙伴关系计划” 防止中亚各国从苏联继承的破坏性能量落入敌对力量手中ꎬ 还

是第二时期借军事存在推动 “后苏联空间改造” 系列的 “颜色革命”ꎬ 以及第三

时期推出 “大中亚伙伴计划”③ 和 “丝绸之路愿景”④ꎬ 试图将中亚从俄罗斯传

统势力范围剥离出去ꎬ 其间均有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措施或配套的文化战略推

出ꎮ 作为配合地缘战略的文化措施ꎬ 欧美于上述时期在中亚各国社会意识形态领

域的基本目标是推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民主政治”、 促进 “人权” 形成社会舆

论多元化⑤ꎮ 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国的中亚政策先是维持现状ꎮ 随着美国明确将

中国、 俄罗斯定为战略竞争对手ꎬ 在中亚采取的政策也开始出现明显调整ꎬ 一

改从前与俄、 中利益共存的立场ꎬ 结束安全、 贸易与 “人权” 政策分别推动模

式ꎬ 利用全球话语优势ꎬ 抑制其他大国成为影响中亚的中心⑥ꎮ 在此背景下ꎬ
欧美在中亚地区的文化战略也逐渐朝遏制中俄影响力方向扭转ꎮ 由此看来ꎬ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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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亚出现质疑丝绸之路经济带声音几乎拷贝西方言论的情况也就不足为

怪了ꎮ
俄罗斯与中国是战略协作伙伴ꎬ 是共同抵御西方战略竞争压力和规避国际变

局风险的伙伴ꎮ 但是这种紧密的政治关系并不能回避两国在同一特定地区的不同

利益存在ꎬ 尤其是在当今国际政治发展多元化的时代ꎮ 俄罗斯对于中亚地区的地

缘政治定位带有深厚的历史继承性ꎬ 这不仅体现在俄罗斯族居民人口的存在、 俄

语文化在各族群中的通用性、 大量俄语媒体的积极活动等ꎬ 也体现在制度文化和

意识形态层面的认同感ꎮ 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斯受到西方经济制裁和外交打压ꎬ
普京总统采取一系列果断举措跳出战略围堵ꎬ 其中包括利用在原苏地区遗留的影

响力扩大外交和经济空间ꎮ ２０１５ 年正式启动了欧亚经济联盟ꎬ 将哈萨克斯坦和

吉尔吉斯斯坦吸收为成员国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普京总统率领上千人的超规格代

表团访问塔什干ꎬ 并签署了包括建设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座核电站在内的超过 ２５０
亿美元的 ７８５ 个合作项目②ꎮ 同时ꎬ 乌首任总统卡里莫夫的纪念塑像在莫斯科揭

幕ꎬ 俄乌签署莫斯科大学与乌总统直属国家管理学院合作协议、 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在乌设立分校协议、 建立俄乌跨学科科教中心的协议和乌大学校长委员会与

“俄校长联盟” 合作协议等文化教育领域合作文件③ꎮ 俄罗斯文化影响力在当前

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回升ꎬ 也让一些中亚公知质疑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观点颇有

市场④ꎬ 尤其是将中国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相对立⑤ꎬ 使中亚社会文化环境更加

复杂ꎮ
从严格意义上讲ꎬ 中国不属于在中亚地区参加大国博弈的一方ꎮ 与欧美俄利

益存在根本不同的是ꎬ 中国在中亚这一重要周边地区一向秉持不搞地缘政治联盟

和意识形态划界ꎮ 毋庸讳言ꎬ 在苏联解体后的 ２７ 年中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

得到拓展ꎬ 但无论是安全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实现ꎬ 中国至今严格恪守几个最基

本的原则: 一是互利共赢的目标ꎬ 二是协商合作的方式ꎬ 三是不附带政治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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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ꎮ 作为周边外交的重点方向ꎬ 中国在中亚地区首先提出 “睦邻、 安邻、 富

邻” 口号绝非出于盲目的利他主义ꎬ 而是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和国家关系伦理

意识的思考ꎮ 这些基本理念已逐渐得到中亚各国不同程度的认同ꎬ 成为欧美俄等

大国不具备的地区影响力特征之一ꎮ 同时ꎬ 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年所取得的辉煌成

就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雄厚实力ꎬ 成为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另

一优势ꎮ 随着中国的投资、 技术、 管理方式进入中亚各国ꎬ 中国当代的价值观、
审美观、 伦理观等社会意识形态元素也在以更多视角向中亚民族展示ꎮ 然而ꎬ 与

其他大国相比ꎬ 中国在软实力构建上仍是薄弱环节ꎮ 长期农业文明历史形成的内

向型文化导向和人际、 族际交往中 “克己” 至上的行为规范ꎬ 使当今中国缺乏

主动营造有利外部人文环境的主动意识和有效经验ꎮ 随着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

化进程和综合国力的快速上升ꎬ 构建与自身地位相符的国际话语体系已经提到国

家发展的议事日程中ꎮ 在大国博弈条件下形成的一定烈度的竞争关系中ꎬ 使丝绸

之路经济带倡议在中亚各国社会层面获得更加准确的理解和更加广泛的认同ꎬ 不

仅是一个艰巨宏大的任务ꎬ 也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ꎮ

三　 在中亚地区深化人文交流与合作的思考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ꎬ
“ ‘一带一路’ 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文明

共存超越文明优越ꎬ 推动各国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ꎬ 并建议 “要建

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ꎬ 搭建更多合作平台ꎬ 开辟更多合作渠道”①ꎮ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ꎬ 习近平在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 ５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讲话ꎬ 将过去的 ５
年定位为 “总体布局的 ‘大写意’” 阶段ꎬ 今后要 “聚焦重点、 精雕细琢ꎬ 绘制

好 ‘工笔画’”②ꎮ 与政策对接和项目落地的诸多成果相比ꎬ 在中亚地区开辟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所需的人文环境ꎬ 的确需要创作 “工笔画” 的耐心和细致ꎮ ２０１９
年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势必为解决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面临

的一些深层问题搭建更多有效平台、 制定更多务实方案ꎮ 针对中亚地区现状ꎬ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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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深入合作的人文氛围ꎬ 有几个方向应及早引起我

们共同关注和协力推动ꎮ

(一) 拓展人文合作成果ꎬ 强化共同历史文化符号

古代丝绸之路曾将中国与中亚在文化上连接起来ꎬ 至今中亚各国民间仍以

“丝路民族” “丝路枢纽” 为傲ꎮ ２０１４ 年ꎬ 中国、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

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 “丝绸之路: 起始段和天山廊道路网” 联合申遗成

功①ꎬ 开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同发掘古代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深层合作ꎮ 目

前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各高校考古专业正在与哈、 吉、 乌等国科学院

考古部门开展合作ꎬ 对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迹、 遗址开展联合发掘和研

究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兰州大学文学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丝绸之路中外艺

术交流图志” 论证会在兰州大学举行ꎮ 这一项目以图解方式诠释丝绸之路沿线民

族艺术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历史ꎬ 引起中亚各国同行热烈反响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中

国敦煌研究院设立了敦煌艺术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心ꎬ 以曾经的丝路重镇视角启动

对中亚地区的艺术考察③ꎮ 这些学术活动应引起国家指导部门的重视ꎬ 并与中亚

各国相关机构对接ꎬ 通过媒体扩大各国对共同文明成果的文化认同ꎮ

(二) 做实智库合作平台ꎬ 形成高端对话畅通渠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 ５ 年来ꎬ 中亚各国研究机构和学者进行了热烈讨

论ꎮ 学界的观点不仅影响着各国政府的决策ꎬ 也引导着社会舆情走向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牵头ꎬ 联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

院、 复旦大学等单位成立了 “一带一路” 智库合作联盟④ꎮ 目前ꎬ 中国国内加

入这个联盟的理事单位已经超过 ６０ 多家ꎬ 但其功能尚停留在整合国内研究资

源ꎬ 为推动 “一带一路” 建设发挥 “智库聚集地” “信息枢纽站” “合作助推

器” 等效应ꎬ 为国内机构和企业 “抱团出海” 发挥 “出招、 解惑、 指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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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 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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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①ꎮ 在优化国内学术资源的基础上与国外智库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ꎬ 尤其与 “一
带一路” 相关国家 (包括中亚各国) 智库加强合作ꎬ 应成为智库合作联盟下一步

发展方向ꎮ 这样既可避免自说自话和闭门造车ꎬ 也可为各国学界准确理解中国倡议

提供途径ꎮ 有鉴于此ꎬ 智库合作联盟合作领域和工作范围国际化势在必行ꎮ

(三) 推动高等教育合作ꎬ 发挥各类专业联盟合作实效

各国青年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生力军ꎬ 教育合作是在各国青年之间建立

相互认知与理解的重要领域ꎬ 因而也应是人文交流的优先方向之一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ꎬ 在中国教育部支持与指导下ꎬ 由新疆大学发起ꎬ 清华大学、 人民大学、 武汉

大学等高校与乌国立经济大学、 哈国立欧亚大学、 吉国立大学等中亚国家高校结

成 ７ 国 ５１ 校 “中国—中亚大学联盟”ꎮ 该联盟为各国高校建立教育论坛、 学生互

换、 学分互认、 学历认证以及交换本科生、 研究生等合作项目提供政策协调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ꎬ 在陕西师范大学倡议下ꎬ 兰州大学、 俄国立师范大学、 塔国立师

范大学等 ２０ 余所中外高校和科研机构ꎬ 协同建立 “丝绸之路教师教育联盟”
“丝绸之路人文社会科学联盟” “丝绸之路图书档案出版联盟”ꎬ 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人文交流与合作又提供了一个多领域合作平台③ꎮ 提高各国教育主管部门对上

述联盟的关注度ꎬ 充实各项有效合作内容ꎬ 防止联盟 “空转” 应是当前教育合

作的当务之急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上海大学与乌世界经济与外交大学签署合作办学备

忘录ꎬ 决定在塔什干建立 “上海国际商学院”ꎬ 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开始招生④ꎮ 中乌

两校的尝试将为国际教育合作与人文交流又闯出一条新路ꎮ

(四) 提高媒体互动能力ꎬ 建立国家间新闻协作联盟

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时代ꎬ 不同国家和族群间相互了解的手段与途径越来越

多ꎮ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 媒体对相关信息的采集、 筛选、 叙述扮演着非同寻常的作

用ꎮ 然而由于政策、 语言、 技术等方面的原因ꎬ 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公共信息

互换尚处在不通畅、 不对等、 不全面状态ꎮ 改善这一状况不仅需要各国新闻机

构、 传媒企业加强合作ꎬ 而且亟待各国新闻主管部门在法规、 政策、 技术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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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协调和指导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召开前ꎬ 由上合组织

１６ 个正式成员国、 观察员国、 对话伙伴国的 １１０ 多家媒体参加的上合组织首届媒

体峰会在北京举行ꎮ 峰会参加者对上合组织内新闻合作与媒体交流交换意见ꎬ 达

成共识ꎬ 并发布 «上海合作组织首届媒体峰会关于加强媒体交流合作的倡议»①ꎮ
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媒体合作ꎬ 上合组织首届媒体峰会的策划思路和操作方式很值得

借鉴ꎮ 在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日益扩大的今天ꎬ 一个媒体从业者和新闻工作者

合作的 “丝路媒体联盟” 呼之欲出ꎮ 另外ꎬ 相邻地区利用语言文化优势率先开通

信息交换渠道也在进行有益尝试ꎮ 中国新闻社新疆分社目前在中亚国家用中、 俄、
吉三种语言发行 «丝路新观察» 周报ꎬ 并利用互联网、 俄文脸书、 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手段ꎬ 创建与中亚各国利用率越来越高的信息传播与人文合作媒体平台②ꎮ

(五) 引导文化旅游趋势ꎬ 共同成立丝绸之路旅游联盟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ꎬ 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部门之

一ꎮ ２０１７ 年全球旅游总人次约达 １１９ 亿ꎬ 全球旅游总收入超过 ５ 万亿美元ꎬ 旅游

业增值相当于全球 ＧＤＰ 的 １０ ４％ ꎮ 中国多年保持世界旅游第一输出大国地位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游客出境旅游达到 １ ２９ 亿人次ꎬ 消费 ２ ５７７ 亿美元ꎬ 接近全球旅游

总收入的 ２０％ ③ꎮ 同时ꎬ 旅游业也是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开展最广泛民间文化交

流的普及方式ꎮ 中亚地区历史文化悠久ꎬ 自然地理特征多元ꎬ 是世界著名特色旅

游区之一ꎮ 近年ꎬ 随着中亚各国社会建设趋于稳定ꎬ 发展旅游业和吸引境外游客

成为促进国民经济的迫切需求ꎬ 并纷纷看好中国旅游市场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乌、 哈、
土等国均在北京举办大规模旅游推介会ꎮ 在这一年的 ３ 月ꎬ 乌、 哈两国还共同推

出了统一的 “丝绸之路旅游签证”④ꎮ 尽管目前多数中国旅游者对中亚尚觉陌生ꎬ
而且中亚五国的旅游发展规模、 质量、 环境等各项指标在 “一带一路” 国家中

也未入前十⑤ꎬ 但从长远发展前景和人文交流需求考虑ꎬ 中国与中亚各国政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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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有必要建立起一个相对灵活的对接平台 (如 “丝绸之路旅游联盟”)ꎬ 通

过政策指导、 企业协作、 从业培训等专业角度加强对中亚地区旅游产业的市场开

发与引导ꎬ 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ꎬ 为更广泛的人文交流创

造条件ꎮ

结　 语

世界各国、 各民族交往的历史不断强调着一个规律: 与政治、 经济关系的建

立与发展相比ꎬ 人文关系的变化往往会滞后一定时间ꎮ 而一旦积极互动的人文交

流与文化合作关系确立起来ꎬ 又将从社会层面巩固和促进政治、 经济关系向更高

水平提升ꎮ 这种特定的节奏不断刷新着人们对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这一

哲学命题的认识ꎬ 也为我们破解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中亚地区遇到的问题揭示

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路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时强调ꎬ “人文交流合作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内容ꎮ 真正要建成 ‘一带

一路’ꎬ 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 相互理解、 相互尊重的人文

格局ꎮ 民心相通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重要内容ꎬ 也是 ‘一带一路’ 建设的人

文基础”①ꎮ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 大调整时期ꎬ 国家关系和国际社

会的稳定性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ꎮ 国际大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ꎬ
势必导致中亚各国内外政策的相应调整ꎬ 进而给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不确定

性影响ꎮ 中亚五国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键区域ꎬ 在这些文化多元的国度里

营造有利的人文环境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ꎮ 这不仅是针对这一中国倡议被广泛认

同而言ꎬ 而且也关系到在中亚推广 “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的前景ꎮ 因此ꎬ 推

动这一领域工作应具有高端定位、 全球视角、 长期考量ꎮ 同时ꎬ 还须避免用意识

形态划界、 与经济利益挂钩、 受大国博弈左右等倾向ꎮ 特别是必须摆脱狭隘民族

主义、 极端民粹主义的束缚和绑架ꎬ 以尊重多样文明的态度和平等协商的方式ꎬ
坚持共商、 共建、 共享原则ꎬ 才有可能建立起良性互动的人文合作关系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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