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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看 文化文化

9月 22日，2023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
在京举行。本届论坛由中国外文局、中华文
化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故宫博物院、国
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指
导，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中华文化学
院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
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主办，主题为“积极践
行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
步”。与会嘉宾表示，要主动担负新的文化使
命，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深化文
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要加强文明对话，促进人文交流、民心相
通，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
倡议，指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
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
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还强调，当今世
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植根于丰富多样、源远流长的文明传
承。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
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
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
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
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
百花园。

围绕“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推
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主题，多位思想文
化和国际传播领域人士在2023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论坛上进行深入交流。

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
任蒋建国表示，要以建设推动人类文明繁荣
进步，以发展实现人类文明普惠包容，以安
全守护人类文明和谐共生，以合作促进人类
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
出新的更大的中国贡献。要依托中国式现代
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和实践，讲述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
形象，为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为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而努力奋斗。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
元看来，中华文明是独具魅力的人类文明代
表，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把钥匙；中华
文化蕴含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也为应对
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有益启示。中华文化国际
传播论坛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以世界眼
光审视中华文化，深化文明互鉴，更好地认
识、发掘和传播好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和时
代价值，让世界更好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

国和未来中国。
中 华 文 化 学 院 第 一 副 院 长 吉 林 表 示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和指示批示，为做好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国
际传播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立足中国大
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强大精神支撑，为中华文明造福人类注入
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

“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国式现
代化的文化渊源和驱动力。”第十届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原文化部部长王蒙认
为，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避免了西方式现代化带来的危机，在实现发展
的同时保持稳定，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与不同文明
的交流互鉴中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为人
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第八至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姜昆多年来一
直记得自己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去加拿大访学
时，一位多伦多大学老教授对曲艺等中华传统
文化的热爱。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
通心，更易沟通世界。姜昆认为，推动中华文
化的国际传播要讲好中国故事，通过实践，如
演出交流等，增进人与人之间感情的沟通，润
物细无声。

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
堂，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在促进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故宫博
物院副院长朱鸿文讲述了故宫博物院在落实全
球文明倡议、做好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方面的具
体实践。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用展览形式实现
跨地区、跨国家、跨文明的双向对话，如与印
度合作举办的雕塑艺术展，与乌兹别克斯坦合
作的考古成果展，与巴基斯坦合作的犍陀罗艺
术展等。去年，故宫博物院还正式启动太和学
者计划，面向国 （境） 外招收访问学者，同时
选派故宫博物院学者赴国 （境） 外访学。朱鸿
文表示，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故
宫博物院将锚定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华文化
会客厅，携手国内外同行，落实全球文明倡
议，合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
民心相通的新局面。

近年来，中国画在国际艺坛掀起了观展热
潮。中国画的精彩之处是用花鸟山水等来表现
人物内心的和谐、宁静。在中国美协原分党组
副书记陶勤印象中，在国外办展时，对中国画
的韵味外国观众看得很仔细，他们从中可以感
受到中国大地的辽阔和秀美。有观众说，看了
你们的展览，我想去中国看看。陶勤表示，这
是用艺术塑造中国国家形象一个很好的范例。

北京大学哲学系博雅讲席教授丰子义非常
关注文化强国建设，他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要做好文化资源的转化，让文化资源
活起来。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将文化资源转化
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的推动力，使中华文化走向
世界。文化资源这种转化过程既是丰富发展人
类文明的过程，又是不断提升中华民族自身文
明的过程。

对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丰子义认为应充
分关注文化的世界需求，对需求的满足程度越
高，文化市场就越大，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就
越强，这需要敏锐的对象意识、市场意识。同
时，还要对中国的经验进行提炼和总结，将其
上升为理论，并以此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
出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理论和经验的世界性意
义。此外，文化交流其实并不是孤立进行的，
常常是跟经济、贸易交流联系在一起的，要使
我们的文化顺利“走出去”，必须实现经济和文
化的良性互动。

在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看来，中华文化源
远流长、底蕴深厚，它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建筑风格、民间技艺、传统习俗、医药文化等
历久弥坚，成为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
特标志，它世代延续的精神追求更是成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不竭动力。这些独特的精
神文化标志不仅为中华儿女世代相传，也对周
边国家乃至更多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
国际传播中，我们应当把文明逻辑作为逻辑基
点，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
义的思想精神提炼出来，把具有中国特色、体
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现代化成果展现
出来，为人类持续繁荣、稳定发展带来不竭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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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寓意丰收和团圆的中国农历秋分
节气，杭州亚运会圣火点燃，为世界呈
现一届“中国特色、亚洲风采、精彩纷
呈”的体育盛会。“观看之后，既得到了
美的享受，也激发了自豪之情！”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吴文科
为本届亚运会开幕式热情点赞，他表
示，开幕式的整体构思及文艺演出，既
有对亚洲体育盛会的礼敬，更具中国以
及浙江、杭州的历史文化与人文审美特
点，也充分表达了对于亚洲各国体育健
儿浓烈饱满的欢迎姿态及诚挚恳切的友
好之情，宣示了中国人民对于和平、团
结、包容的美好向往。

良渚玉琮、运河、戏剧、书画、茶
道……开幕式中，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元素比比皆是，渐次展现着中华文
化的独特魅力，彰显了文明古国的文化
自信。而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更给
观众奉献了视听盛宴和审美享受。“中国
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文化遗产
非常丰富。开幕式许多环节呈现出来的

传统文化元素都是‘中国特色、中国风
格、中国气派’的多样体现。”在吴文科
看来，这些中华文化元素，一方面是对
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直观形象呈现，另
一方面也是对创造这些文明的思想观念
及其实践技能的艺术折射，不只具有渲
染气氛、迎宾待客的礼仪作用，更有彰
显本土文化、激扬优秀传统的价值追
求，当然也有通过体育盛会传扬优秀传
统文化的热切情怀。在国际体育盛会上
展示这些文化元素，固然有以 5000 年文
明底蕴支撑现代体育盛典的创作考量，
客观上也是文化发展守正创新的一种表
现，更是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深刻继承中
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不断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的生动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积累的
重要文化资源。千百年来之所以绵延不
绝，就因为它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
由物质到精神的坚实支撑，也给人类的精
神与心灵带来了满足和充盈。”作为长期

关注并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者，吴文科
对亚运会场内外的非遗元素特别关切。体育
活动尤其是传统的体育项目，作为人类强身
健心的手段和开展交流的凭藉，也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既是体育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也
是赋能不同国家与人群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
的自然实在之举。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世界各民族
创造了具有自身特点和标识的文明。不同文
明之间平等交流、互学互鉴，将为人类破解
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指
引。在吴文科眼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价
值独特的文化资源，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具有
十分独特的作用，既是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
交流对话而使民心相通的有效手段，也是推
进教育文化交流与旅游发展的有力抓手。今
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许多非遗项目，具
有历史渊源的共通性乃至存在形态与发展追
求的一致性，可以互通有无、交流互鉴、相
互促进、共同提高。

中华文化守正创新的生动体现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吴文科

本报记者 谢颖

2023 年 9 月 23 日 20 时，第 19 届亚洲
运动会开幕式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开
幕，开幕式文艺演出壮丽、崇高，充满中
国风，始终洋溢着热烈欢快的氛围。这场
第三次在中国举办的亚洲运动会的开幕式
惊艳了无数人，也激发出我们许许多多的
思考。

杭州是一座中华文明古城，它有历史
悠久的良渚古城遗址，有美丽而气象万千
的西子湖，有世界上最为壮观的涌潮景观
——钱塘江潮，有可与长城媲美的京杭大
运河，有无数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
家为之写下的千古绝句与艺术杰作。早在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元代，意大利
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杭州时，就惊叹这
座城市的富饶以及文化的博大、渊深，发
出了广为流传的感叹：“世界上最美丽华
贵之城！”通过马可·波罗和一大批传教
士的介绍，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很早就传
到启蒙主义思潮开始兴起的欧洲，成为欧
洲启蒙运动的思想来源之一。“中国风”
的艺术风格曾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欧洲的
文学艺术创作，包括日常生活品位的提
升。这场开幕式则呈现出一种新的美，将
历史悠远、博大精深、丰富多元的中国历
史文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转化为时尚
而充满创新活力的现代体育运动文化。

体育起源于人类感恩和祈福仪式，具
有强大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凝聚力量。昨天
恰逢中国农历秋分节气，在这个寓意丰收
和团圆的日子，亚运会圣火再次在中国点
燃。在各种古代文明中，秋天都与体育性
仪式活动相联系。人们在劳碌了大半年，
经历艰难辛苦的劳作之后，面对丰收的景

象，感恩和欢庆的情绪自然喷涌而出。体
育竞赛是人类表达自我、互相交流、在砥
砺中不断前行的一种方式。当然，每个民
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文化认
同和情感表达的形式，也创造了多样的体
育运动形式。亚洲运动会在其 70 多年的
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在世界
历史发展格局中具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
和作用。运动会的开幕式是体育竞赛的仪
式化呈现，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对自
然、生命和未来的一种共同性表达。因
此，自古以来，运动会的开幕式都十分重
要。

从文化哲学和美学的角度看，第 19 届
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设计和导演团队的艺
术创作是非常成功的。开幕式通过现代化
的数字技术，将杭州的自然、历史、神
话、传说、文学艺术经典加以创造性转
化，以当代性、时尚化的形态将杭州的历
史和文化遗产重新激活：用“艺术表演+
数字化表达”的方式让具有几千年建城历
史、以稻作文明为基础的江南文化实现了
审美化呈现；将西湖的优美与钱塘江潮的
澎湃别开生面地沟通、联结和融合；在点
火仪式上良渚玉器的符号、宋元艺术杰作
的当代“蝶变”，以及上亿人共同参与的
数字化火炬手，把神圣性与大众性直接联
系起来……这些让我们感受到，在艺术氛
围中，一个崭新的、更加美好与更具诗意
的未来是可触、可感和可爱的。文化与科
技的融合，有效且强烈地促进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现代化理论中，以西方现代化为基
础的传统现代化理论，一般将现代化进程

与之前的社会历史文化对立起来，通过否定
过去、与过去的历史文化传统“断裂”，从
而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发展，或者说实现社会
的现代化。而亚洲大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
程，是与西方模式的现代化进程不同的。中
国作为亚洲大国，也是世界文明古国，历经
几千年发展，创造了丰富且极具韧性的文化
机制，使得中华文明呈现出连续性等突出特
性。在开幕式精彩纷呈、优美宏阔的视觉冲
击下，我们能够感受到历史的经验，艺术史
中的伟大作品、千古传颂的诗词中的审美形
象都重新被激活，良渚的玉器，古代的京杭
大运河，西湖的苏堤、白堤，钱塘江的涌潮
等都以鲜活、逼真、时尚的形态呈现、传
播。我们看到，观众、运动员、演员都因为
这种真实的审美经验而流下激动的眼泪。艺
术，再次证明了它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情感力
量。

早在延安时期，冼星海和光未然创作的
《黄河大合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
的新歌剧 《白毛女》，古元等艺术家创作的
木刻作品，就已经尝试将中华文明中优秀的
文化基因和艺术形式与现代生活的情感结
构，与当时火热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生
活联系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今天，以“潮起亚细
亚”为主题的第 19 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文化经济
化的时代，在这个优秀艺术通过时尚引领大
众的时代，认真、严肃、艰苦的艺术创作是
意义非凡，值得尊敬的。

（作者系浙江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研
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文联特约研究员）

科技创新助力传统文化现代化表达
——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观后感

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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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文艺演出 本报记者 田福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