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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文化既有个性，又有共性。文化共性是文化交往和传播的基础。中

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既有差异，也有共性。中华文化走向阿拉伯世界，首

先是能够被双方认可的“共有文化”。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在寻求中阿文化共性的前

提下，促进中华文化走向阿拉伯世界，实现两大文明间的交往和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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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尊重

跨文化交流的规律。人类文化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坚持在寻求文化共性基础上的文明交往与

融合。 

 

一、 文化共性与文化传播理论 
 

1、文化共性 

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才智共同作用

的产物，影响和引领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不同民族因不同的时空、地域和自

然环境，形成了不同的人文、历史、信仰、行为习惯，进而形成迥异的文化个

性，体现了人类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所创造的文化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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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化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人类文化的个性不能掩盖人类在生理特征、

生存经验和认知结构上的一致性和共通性。众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构成了超越

时空、地域和民族等界限的人类文化共性。就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而言，尽管两者在地理环境、语言体系、思维方式等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中

国人和阿拉伯人也有许多共同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因而在文化方面存在着许多

“共性”，如都对真善美有着一致的追求，都倡导发展教育，倡导人道主义思

想。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既有较大差异，也有一定的

相通之处，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交汇。 

2、基于文化共性的文化发展机理和文化传播理论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文化或文明都是不断发展进化的，不

可能是封闭与孤立的发展，不同文明只有通过和谐的跨文化交往才能促进人类

文明的进步，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认知语言学认为，人们在对周围的世界进

行解读和识别时，遵循的是一种体验哲学。人类文化的共性，体现了不同文化

的融合部分，这是构成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基础，它必然有利于跨文化信息的

顺利传递和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①
所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处在优先

地位的是能否被双方认可的“共有文化”。 

3、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要性 

当今世界，尽管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但各国间常有冲突。研究如何避免

亨廷顿论及的“文明冲突”，肯定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加强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

有利于减少不同文明或文化间的冲突，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传统文

化追求“和”，讲究“和而不同”，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承认各方的差异，

认同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主张构建和谐的国际关系。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就提出：“挽救 21世纪的社会问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

佛法”，他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与伦比的凝聚力，不逊于任何民族

的创造力，对于全世界的稳定和发展，繁荣和兴盛，是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

富”
②
。因此，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加强与他国文化交流，宣传中华文化的精

髓，让其他国家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提高对我国国际形象的认可度，有利于

我国与其他国家的顺利交往与和谐共处。 

 

                                                        
① 廖华英、鲁强：“基于文化共性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研究”，载《东华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 6月 30日。 

② [英]汤因比著，郭小凌译：《历史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 4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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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寻求中阿文明之共性 
 

中阿文化同属东方文化，在处于文化系统最上层的精神文化理念上存在共

性，这是中阿文化交往的重要基础。 

1、和平友爱思想 

长期以来，每当人们谈及中东，就会想到战火不断、硝烟四起，在西方媒

体控制话语权的情况下，它被描述成好战的恐怖主义文明。事实上，伊斯兰文

明与中华文明都酷爱和平。据艾奈斯传述，穆圣说：“你们任何人都不会得到

完善的信仰，直到他为穆斯林同胞喜爱自己所喜爱的一切。”
①
。阿卜杜

拉·本·阿慕尔传述，穆圣说：“欲远离火狱，进入天堂者，当终生不渝地归

信安拉和后世，并待人如己。”
②
。《古兰经》中提到：“善恶是不一样的。你应

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最恶劣的品行，那么，与你相仇者，忽然间变得亲如

密友。”（41：34）③“你们应当饶恕，应当原谅。难道你们不求真主赦宥你们吗？

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24：22）可见，伊斯兰教主张化解仇恨，对人友

爱仁慈，希望培养穆斯林谦和内敛的性情。伊斯兰文明是崇尚和平、厌恶战争

和暴力的。中华文明讲究“以和为贵”，和平的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尚

书》说：“协和万邦”。《论语·学而》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上》

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说：“克己复礼”，只有克制自己的

私欲，爱天下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规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天

下太平。
④
可见，崇尚和平，厌恶战争和暴力，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共同

点。 

2、多元和谐思想 

世界上存在着多种宗教、文明与社会制度。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主张以

“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原则来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这种差异性。 

《古兰经》中提到：“未曾因你们的宗教而对你们作战，也未曾把你们从你

们的家园驱逐出境者，真主并不禁止你们怜悯他们，公平对待他们。”（60：8）

《古兰经》中论及穆罕默德的使命时提到：“我派遣你，只为怜悯全世界的人。”

（21：107）伊斯兰教要求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社会和谐共融，人与自然和谐
                                                        
① 祁学义：《布哈拉圣训实录》，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 10页。 
② 利雅得圣训第 80章“服从领袖”第 668条。 
③ 本文所引《古兰经》经文，均出自马坚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喇明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根本利益”，载《回族研究》，
2005年第 3期，第 36-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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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更倾向于在顺应天时、符合客观规律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这种思想在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指导

作用，“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也”都反映了人类与大自然

和谐相处的正确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和而不同”，倡导不同文化间

的对话，主张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追求和谐统一。“‘和’的主要精神就是协调

不同，达到新的和谐统一，使各个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发展，形成不同的新

事物。这种追求新的和谐和发展的精神，为多元文化共处提供了不尽的思想源

泉。”
①
 

中阿两种文明关于人人平等、公正处事、公道行事、与人为善、以邻为伴、

和谐共处的理念对于霸权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是一种有力的冲击。

中国坚持以多元文化观为文化认同的价值取向，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自

己的民族文化，享有应有的文化尊重，并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包容、

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从中吸取精华，以便获得参与未来多元文化社

会所必需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知识与技能，有和平共处及维护文化平等和

社会公平的意识和信念。
②
 

3、宇宙观 

宇宙观，又称世界观，是指人们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由于人们的社

会地位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形成的世界观也不尽相同。 

宇宙观，尤其是宇宙生成理论是任何哲学和文化体系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明清时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利用自身优势，率先开展了“以儒诠经”的活动，

将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丰富资源加以有机整合，进行了文明对话和沟通的

最早尝试。穆斯林学者刘智在坚持伊斯兰文明基本内核和根本原则的基础上，

吸纳了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学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发展了宇宙生成理论。他承

认《易经》中的“太极”、周敦颐的“无极”和老子的“道”为这个物质世界的

总根源，创造性地发展“无称”是先天世界的总根源，这便是“真”、“造化之

原主”
③
。王岱舆在构建回回宗教体系时将回回宗教的“数一”与理学的“太极”

进行沟通，形成了与儒家相近或相通的宇宙生成论，他的宇宙生成理论除与朱

                                                        
① 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两种危险和文化可能作出的贡献”，载《文艺报》，2001年 8
月 28日。 
② 李静：《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83
页。 
③ 马明良：“‘以儒诠经’动及其对当代文明对话的启示意义”载《回族研究》，2005年第 4
期，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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熹的宇宙生成次第
①
有部分差异外，几乎一致

②
；此外，他认为“体一”也极为

重要，其“体一”意义的论述与《大学》极为相近。 

中阿文化在宇宙观上具备相似性，各自区域内人们的知觉和经验都处于宇

宙观框架的影响下，知识、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科学和道德等各社会层

次也受其宏观影响。 

4、伦理道德：天道“五功”与儒家“五常” 

前者是指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功修即念、礼、斋、课、朝；后者是指儒家

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

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穆斯林学者也将二者相对接，发掘伊儒在伦理道德方面

的共性。热爱和平、理性宽容、崇尚科学、鼓励求知的伊斯兰精神
③
与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宣传两者间的共有观念，有利于中阿在文化传

播和交往过程中规避冲突、和谐共融。 

 

三、基于共性的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 
 

中国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具有悠久历史并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

种异质文化，既具有较大差异性与排斥性，又具有一定开放性与兼容性。中阿

文明交往由来已久，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见证，这种历史渊源也为中华文化进

入阿拉伯世界奠定了坚实基础。虽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但和平与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无论出于历史上的友

好情感，还是当今战略合作考虑，中华文化积极走入阿拉伯世界，加强中阿文

化交往，对双方都大有裨益。中阿合作论坛的建立开始了中阿关系的新篇章。

双方文化交往领域不断拓宽，渠道不断增多，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 

（一）宁夏回族自治区——共性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 

宁夏是中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是中国的穆斯林之乡。伊斯兰教传入

中国后，成为我国 10个少数民族文化的载体和重要内容。伊斯兰教在宁夏历史

悠久，影响深远。宁夏可看作中华文化走向阿拉伯世界的前沿阵地，共有的伊

斯兰文化易于被阿拉伯国家接纳。2012年，宁洽会暨第三届“中国·阿拉伯国

                                                        
① 朱熹宇宙生成次第可以概括为，太极→阴阳（气）→五行→万物。 
② 季芳桐：《宗教文化通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184页。 
③ “温家宝总理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8/c_111449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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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贸论坛”框架下首次设立的以中阿文化产业发展合作为主题的专业论坛，

就是中阿文化交往成功的典范。它为推动中阿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促进伊斯

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对话和交往开辟了新的领域与途径。 

1.“大美东方——2012 中国国家书画院美术作品展” 

阿拉伯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且字体繁多，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和世界

文化艺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阿拉伯人民用智慧为人类文明创造的精神财

富。书画艺术是阿拉伯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共同兴趣点。作为第三届中阿经贸论

坛活动一项重要活动的“大美东方——2012中国国家书画院美术作品展”就可

理解为利用双方文化间的相似性而着手的文化宣传。这次展览集中展出了中国

当代画坛众多名家的 300余件作品，为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客人展现了精彩的中

国当代书画艺术。
①
 

2.阿文篆刻：方寸之间融合中阿艺术之美
②
 

在银川举行的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上，特色商品展，尤其是宁夏书画、篆

刻、手工艺等艺术展品成为展会一大亮点，宁夏篆刻家郭忠现场表演的阿拉伯

文印刻艺术更是吸引了众多国内外观展者。阿文篆刻是沟通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文化交流的桥梁，结合中国印刻技术与阿拉伯文书法艺术，为中国传统技艺的

传播提供了重要经验与启示。文化传播并非是单向接受，传播的同时也必定会

接受对方文化。应该看到文化的多样性，将双方文化进行融合，才能进一步深

入传播自身文化，实现互相接纳。 

3.体育邀请赛 

在对外关系中，体育外交可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 20世纪七十年代的“乒

乓外交”，就是以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国家间交流与和解的典范。足球是一项古

老的体育活动，最早由中国的“蹴鞠”发展而来，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一

直为全世界人们所喜爱。 

4.文艺演出 

《四海之约》大型文艺晚会作为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主要演出活动之一，

其演出分为《文明之路》、《黄河金岸》、《新月之光》上、中、下三篇，以回族

歌舞的形式向国内外嘉宾展现了宁夏特有的民俗风情。埃及文化部副部长卡米

里亚·索比建议:“中阿国家要充分利用本国独特的文化资源，比如中国的武术

                                                        
① 新华网 http://www.nx.xinhuanet.com/2012-09/13/c_113071732_2.htm。 
② 新华网 http://www.nx.xinhuanet.com/2012-09/13/c_113071732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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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埃及的棍棒舞，这些都可以通过演出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①
 

5.特色商品展 

在第三届中阿经贸论坛展会上，来自全国各地近 300个特色商品展位迎来

销售订购高峰，中国特色民间艺术品，如银器、瓷器、特色工艺品、礼品和服

装等商品受到欢迎，阿拉伯国家独具伊斯兰风情的展品也受到中国人民的青睐。 

6.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产业 

我国正在积极开拓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旅游交流，把中阿合作从传统的经

贸领域扩展到文化、旅游等方面。宁夏自古以来就是连通中国与中亚、西亚阿

拉伯国家的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近年举办的中阿经贸论坛，不仅使

宁夏人民进一步了解阿拉伯国家旅游业的信息，也使来到宁夏的阿拉伯游客亲

身感受到宁夏的回乡风情。 

    （二）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 

阿拉伯世界有句名言“求知哪怕远在中国”，中国自古亦如此，孔子说：“玉

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相继与阿拉伯国家签订了各种

文化和教育交流合作协议，从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和教师互访开始，通过官方

渠道互派学生、教师，逐步发展到建立校际交流合作关系，共同进行科研项目、

举办各种学术会议、联合办学等。双方教育部门也相继达成了相互承认学历和

学位的协议，为教育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中国同阿拉伯各国陆续建交后，

开始互派留学生，最初主要集中在语言文学专业。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留学生

的专业拓展至考古、政治、经济、宗教、哲学、旅游、农业等领域，而阿拉伯

国家来华留学生几乎涉足高等教育各领域和专业，留学层次也有提高。
②2008

年 11 月，“中阿（10+1）高教合作研讨会”在扬州举行。2009 年 11 月，首届

“中阿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研讨会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上述会议取得了

圆满成功，同时也标志着中阿在高等教育与科研方面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落实

与加强。此外，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需要，必

须拓宽对外文化交流渠道，孔子学院的设立是加快汉语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

化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孔子学院建设，丰

                                                        
① 中国政协新闻网 http://cppcc.people.com.cn/n/2012/0915/c34948-19015523.html。 
②  张鸿：“中阿高教  合作共赢”，人民网，2010-05-05，http://world.people.com.cn/GB/ 
57507/11525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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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文化交流功能。
①
目前阿拉伯世界已有黎巴嫩、埃及、约旦、摩洛哥、阿联酋

等国开设了孔子学院，叙利亚、沙特等国的学术机构也在积极申办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感知文明互鉴的收获，提供探

析中华文化的不同视角。孔子学院不仅教授汉语，而且向世界传播“和为贵”、

“和而不同”等中国理念，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比利时鲁

汶工程大学校长韩德华认为，孔子学院就是一张大圆桌，大家围着圆桌坐下来

开始对话，就会相互倾听、相互影响，最后不求完全重叠，但共识越来越多。
②
 

（三）文化展和文化节 

2009 年 5 月 11 日，中国首次在阿拉伯国家举办阿拉伯著作中文译著展，

这些译著吸引了与会诸多阿拉伯国家官员和专家学者。中国历来重视与阿拉伯

国家出版界的往来，多次派代表团参加阿拉伯国家的书展，为阿拉伯人民打开

了认识中国的窗口。目前，中阿出版交流已成为中阿对话合作的重要内容，并

将在中阿全方位合作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③2010年 2月 22日，中国驻迪拜总

领事馆与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迪拜阿维斯基金会
④
共同主办了“欢乐春

节”中国文化周活动。文化周主要内容有京剧表演、现代民乐演出、陶瓷和现

代绘画展、摄影展和专家讲座等，这是中国文化周首次面对阿联酋观众和媒体，

虽然展示的只是中华文化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不仅丰富了华侨华人的业余生活，

也加强了中阿文化交流。迪拜酋长办公室主任穆罕默德·穆塔瓦阿博士高度评

价此次文化周的举办，他认为艺术、文学和文化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在全

球化的今天，文化的相互影响更是避免隔阂、加深了解的最有效途径。
⑤
 

中国文化部非常重视与阿拉伯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与合作，近年来，中国相

继在阿拉伯国家开展系列大型宣传中华文化的活动。2003年，在科威特等五国

举办了“中国文化周暨海上丝绸之路泉州文化节”大型活动；2004年，在突尼

斯等六国举办了“中华文化北非行”活动；2005年末的“海湾中国文化周”等

大型文化活动。中国政府不仅重视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也非常重视

                                                        
①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6018068.html。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www.scio.gov.cn/zhzc/5/2/201212/t1254583.htm。 
③ 人民网·天津视窗，http://www.022net.com/2009/5-12/496860222671713.html. 
④ 阿维斯基金会是当地非常有实力的文化机构，以颁发文学奖项为主，是此次活动的阿方
合作方。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http://www.ccnt.gov.cn/xxfb/xwzx/dwwhjl/201002/t20100227_77324.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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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阿拉伯传统文化和悠久文明介绍给中国人民，增进中阿人民间的交流和了解。

在官方交流发展的同时，中阿民间交流也日渐活跃。2002年，中国在埃及开罗

设立了第一家文化中心，这也是中国在海外开设的第一个文化中心。 

除上述项目外，一些文艺机构也经常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各种文艺表演或

商演，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阿拉伯世界的一种渠道。 

 

四、中华文化“走出去”之策 
 

中阿文化都提倡多元共存、和而不同，都尊重异己，容纳对方，这是处理

当今世界各种矛盾与冲突、维护世界和平最宝贵的文化资源，应给予足够重视。

积极寻求中阿文化间的共性，可促进双方的沟通与相互理解。双方在深层的宇

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等方面共性越多，则越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传播自

己的理念，加深阿拉伯世界对中华文明的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进入阿拉伯不

仅需要更多地寻求两种文化间的共性，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作为，向

阿拉伯国家传达中国致力于建设和谐世界的姿态，以消除误解，改善国家形象。

中阿交往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还需再接再厉。 

（一）政府先行 

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各种合理合法的交往，如给国内阿语学习者提

供专项资金或奖学金，为他们前往阿拉伯国家学习提供便利，或给阿拉伯国内

学习中文的学生赠送教学设备，进行专题研讨会，与一些国家举办文化交流活

动，引导国内表演团体前往阿拉伯国家进行文艺表演；制定相关政策，方便中

阿两国交流，如加强旅游来往，简化中国文化产品输往阿拉伯国家的手续，帮

助拓展建立中华文化中心，重点推广汉语教育事业。2012 年 1 月 18 日，在阿

联酋沙迦举办的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开幕式上，温家

宝总理发言时明确提到：“中方支持继续举办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中阿友好大

会、中阿新闻合作论坛，欢迎双方举办更多的展览和艺术节、文化周等活动，

出版更多的优秀作品。鼓励双方互派更多留学生，继续在中国推广阿拉伯语教

学。我们愿意与阿拉伯国家加强人力资源合作。中方欢迎阿拉伯人民到中国旅

游，支持更多阿拉伯国家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人文交流越深入，中阿人

民的心就会贴得越近，共识就会越多，中阿友谊就能世代相传。”
①
 

                                                        
① “温家宝总理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四届企业家大会暨投资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1/18/c_1114496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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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引导 

在阿拉伯国家加大已开设的阿语频道的宣传力度；将中国优秀电影电视剧

更多地译成阿语版，使阿拉伯人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国情；不断完善现有的平面

媒体，如《今日中国》等杂志。媒体应遵循科学、合理的对外传播策略，将一

些能被不同文化背景和民族的受众普遍接受的题材，即文化共性的东西传播出

去，再带动一些中国元素，从而促进对话和相互理解。 

（三）理念创新 

不能一味模仿日韩、欧美的文化输出策略，要关注中阿文化的特点，做好

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做出自己的品牌和特色，如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可以树立春节文化品牌。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利用现代化元

素或理念改进中华传统文化，适应阿拉伯受众的接受心理和习惯。在文化传播

过程中，中国应以相互了解的心态来发扬中华文化，正视文化冲突的事实，注

重考虑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价值观，规避冲突，求同存异。 

（四）文艺交流 

与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家相比，阿拉伯国家对中国虽有所了解，但很有限。

中华文化走向阿拉伯国家，要结合自身优势和特点，针对阿拉伯国家公众的兴

趣和关注点，确定交流项目，举办各种文化展和文化节，让人们亲身感受中华

文化及产品，是非常直接的宣传。艺术表现形式是直观的，可让当地民众通过

看与听来了解中华文化。举办讲座则可通过对话方式来解答他们的问题，促使

他们对中华文化进行思考和对比，真正达到思想与心灵上的沟通，如国家京剧

院在实施“京剧走出去”时，采取既有演出，又有讲座和互动参与的方式，教

观众京剧表演技巧、勾画脸谱等，这是一种有效且生动的传播方式。 

中国认同的文化软实力倾向于文化交往中的吸引力，更容易被别国认同和

接受，更能发挥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的作用。
①
以“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

价值观在文化多元化、全球化的时代焕发出来的魅力，是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

的文化根基。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中阿文化同属东方

文化，在深层文化理念上具有共性。在文明交往中，中国应开发、利用文化间

的共性，实现中阿和谐的跨文化交往，使阿拉伯国家更加了解和赞赏中国，更

加认可中国的发展模式，避免文明冲突的危险。中华文化走出去就是抱着平等

交往和对话的诚意和心态，希望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两种文明的和平的精神文

                                                        
① 涂成林、史啸虎等著：《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研究——以广州为例》，北京：中央编译
出版社，2009年版，第 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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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共同应对世界和平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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