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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阈下墨学文化的对外传播对策

张玲玲

（枣庄学院，山东		枣庄）

摘　要：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文化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墨学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墨学文化的天下共命运的理念、兼爱非攻的路径、平等共治的态度、和而不同的原则、互利共赢

的模式契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精神。“一带一路”战略为墨学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有力契机，同时，沿线国

家传播墨学文化也将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行稳致远，两者之间相互耦合，相互促进。为促进“一带一路”战略

的持久发展，墨学文化对外传播需要加强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完善传播人才培养机制、关注文化差异，尽力消除认

知隔阂、创造墨学文化传播的优质有形物质载体、搭建宣传墨学文化的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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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墨学文化与“一带一路”的重要关系

（一）　“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需要文化墨学助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当前，
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向深耕细作、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
但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建设仍然面临着很多障碍
和困难。这些困难可能造成地区间不同程度的误解。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单单依靠经济科技发展的“硬
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采取文化交流的“软支撑”
力量。通过文化交流，使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
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要

“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要在“深化人文交流、
繁荣民族文化的事业中相互借鉴”。墨学文化是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其兼爱、非攻、平等、
包容、开放等核心思想恰好与“一带一路”的丝路精
神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相契合，可以为“一带一路”
建设提供精神价值支撑，充分发挥以文化人、以文促
情、以文建信的作用，减少或消除因文化差异而产生
的误解和抵触，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
和民意相通 [1]。

（二）　墨学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中国智慧

墨学文化经过两千多年历史长河的洗礼，至今
仍然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当今的“一带
一路”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天下共命运的理念。墨子说：“俱处于室，合同
也”。“天始生人，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
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意思就是，虽然每个人

所处的国家不同，但事实上都处于“天地之间”这个
大“室”之中，这就是墨学文化中“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可以看出，墨学文化伊始就有广阔的世界视野，
认为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任
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会成为孤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正是着眼于欧亚非地区乃至
全球治理和发展。

兼爱非攻的路径。墨学的兼爱非攻思想是针对
当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
导致的社会大乱问题而提出的治理方案。他认为，如
果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能够做到兼爱非攻的话，
那么天下就会“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
不敖贱，诈不欺愚”，从而达到天下和平、安定、发
展。概括的说，墨子主张以“兼相爱，交相利”路径
和方式达到“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标。“一
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挑战和困难层出不穷，不安全
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墨学的兼
爱非攻思想不失为一个良好的实践路径 [2]。

和而不同的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倡导和
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

“一带一路”建设和持久发展离不开沿线各国家的努
力，这是各国发展的必然担当。当然，国家情况各异，

“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不是要消灭这些原本差异，
而是更好的尊重和维护差异，主张将“和”建立在“不
同”的基础上，使之能够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实现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墨学主张“尚同”，“同”，异而俱
于一也”。“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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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尊重不同地区和国家、民族的风土人情、风俗习
惯，使之保持各自特色，并得到充分发展，这才是真
正意义的“尚同”。

互利共赢的模式。墨学从其兼爱思想出发，主
张非攻，反对侵略战争。他认为爱人运行时，人亦从
而爱之；利人运行时，人亦从而利之。反之亦然。也
就是说，国与国、家与家之间，只要相互兼爱，不发
动侵略战争，就可以共同取利。反之，则使大家共同
取害。因此，墨子“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主张	“国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乱贼”，以兴“天下
之利”。如何实现互利共赢呢？墨学认为“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当然这是一种跨越
国界的爱。不过，这并不是说要舍弃国家利益，而是
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兼顾他人的利益，也就
是互利共赢。“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的原则和互助、互利、互谅、互让的发展模式，倡
议各国合力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局面。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一带一路”战略不仅造福中
国人民，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同时，欢迎各方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 [3]。	

二　“一带一路”视阈下推动墨学文化对外传
播的对策

在“一带一路”的视阈下推动墨学文化对外传

播需要宏观层面的深层思考和实践方面的合理操作。

第一，注重文化对外传播的顶层设计。“一带一

路”倡议是应对国际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加强区域合

作而提出的。在共同应对过程中，即需要经济科技的

力量，也需要文化交流的力量。文化交流首先需要政

府发挥引领统筹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将文化与外交、经贸密切结合，

形成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长效合作机制。

第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墨学文化的传播离

不开人才的推动。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

国家使用的语言大约 2400 多种，官方语言多达 54

种，语系非常复杂。然而，中国一直以汉语为主，

非通用语人才的缺乏使得墨学文化的对外传播面临

诸多困难。目前来看，墨学文化的对外传播缺乏高

水平的翻译人才，墨学文化是以文言文的形式出现

的，使用外语对文言文进行直接翻译难度很大，无

论是直译和意译都很难原汁原味的表达其内涵。所

以，导致墨学文化的说服力薄弱和影响力大打折扣，

在沿线国家难以形成共鸣，使得外国人了解和学习

的热情难以持续发酵。

第三，关注文化差异，尽力消除认知隔阂。由

于各国文化传统和主流价值观的不同，外域文化与墨

学文化价值观内核等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墨学

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价值错位，即中国意图传播的
文化价值与外域接收或反馈的文化价值存在错位。因
此，墨学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难免造成信息损耗与冗余，
导致认知隔阂 [4]。

针对墨学文化传播过程出现的认知隔阂问题，一
要研究和尊重沿线各国本土文化，挖掘与墨学文化有
共性的民族文化。“一带一路”是一个涵盖欧亚非、不
同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宏伟战略，其实施必然
要求寻求各国的“共性文化”。二要采用中外融通的
表达方式，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方式、文化习俗、接
受习惯，尽可能克服墨学文化传播中内容损耗与冗余，
避免价值错位误解，尽可能消除歧见。三要对内容丰
富、复杂的墨学文化进行高度凝练和总结概括，提炼
出能够体现中国智慧、中国价值，又能够契合“一带
一路”精神的核心内容，使墨学文化易懂、易记，易行。

第四，创造墨学文化传播的优质的有形物质载
体。墨学文化持久传播必须依靠强大的有形物质载体，
即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由于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文
化属性，且这种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影响国家的
整体价值取向。所以，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是国家文
化和价值观向外发展的一种很好的展现方式和途径。
文化产品大多都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所以，文化产
品可以通过创作故事情节展现墨学核心理念。一个故
事胜过一沓道理。发生在墨家学派身上的故事多如牛
毛，可以根据各国文化特点和风俗创作文化故事，把
墨学的历史、理念等融入到具体生动、通俗故事情节
中，通过有温度、接地气的故事传播墨学理念、以情
动人，达成文化共识 [5]。

三　结语

文化在交流中传播、在继承中发展。实施“一
带一路”战略有利于继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
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
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文化发展的实质在于文化创新。
社会实践是文化创新的源泉和动力。实施“一带一路”
战略有利于推动我国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
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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