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收稿日期：2020-1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我国文化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路径与策略研究”（12&ZD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江凌，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上海 200240），主要从事文化经

济、新闻与传媒等研究。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动力。”［1］“一带一路”是中国倡议实

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推行沿线各国互利共赢

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是一条经济贸易之路，

更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之路，它见证了中国同

周边国家自古以来的友好交流合作，也见证了

沿线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一带

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沿线各国已经开展了多

项交流合作项目并取得了成功，为各国文化交

流互鉴注入了新的力量。其中，文化共情因素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

线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共情因素和共情效应，

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何谓文化共情？

“共情”具有设身处地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感

知、体验、思考、行动的意蕴，“文化共情”是一种

同质或异质文化之间的“感同身受”，它对于化

解文化误解与矛盾冲突具有明显的效果。从情

绪偏向角度看，“文化共情”划分为“正向文化共

情”与“负向文化共情”，从抽象与具体角度来

看，文化共情可以分为“抽象文化共情”与“具体

文化共情”。

（一）共情的概念与内涵

“共情”起初作为哲学和美学概念出现，德

国哲学家劳伯特·费肖尔较早使用了这一词

汇。德语“Einfuhlung”一词指人们将自己的感情

投射到他者、他物及他事上的现象。Tichener 将
“Einfuhlung”翻译成英文“Empathy”，定义为“人

性化的过程”，即一个人感觉自己进入了某个事

物的内部并且去感受、体会而将其人性化的情

感过程，涉及对象为事物而非人类。后来，一些

社会学家开始将“共情”运用于人身上，认为共

情是站在他人角度、理解他人的能力。19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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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首次将

共情作为其新的治疗体系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原

则。他认为，共情指“精确体察患者心里的参照

系，同时具有患者的情绪，假设自己就是患者，

但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忽视这个‘假设条件’”［2］。

自此，共情不再仅仅作为抽象名词存在，而被赋

予了临床心理学的现实意义。共情的具体内涵

一直在完善发展之中，学界对其概念尚未统一

界定。目前学界对共情内涵的相关研究与讨

论，主要包括三个维度——认知共情、情绪共情

和行为共情。认知共情，强调共情是对他者感

受和想法的理解，系一种“我知道”“我明白”“我

理解”的认知，知道他者正处于何种境地、有何

种想法与感受；情绪共情是对他者的心理、感

情、情绪的感同身受，即个体在看到他者所处的

顺境或逆境后产生同样的感情、情绪反应，是一

种“我明白”之后的“我感受”状态；行为共情指

在认知共情与情绪共情基础上付诸行动，主动

帮助他者或者分享他者的感受，即“我明白”“我

感受”之后“我行动”的连续反应。

简而言之，共情并非一种单纯的情感反应、

情感或认知状态，或者一种动态的心理过程，而

是在感知、体验和理解他人所思、所想、所为的

基础之上，感同身受地理解他人，并将这种情感

映射于自身，且有可能进一步表现为具体的实

际行动。共情需要构建个体和他者的联结，个

体将自己置身于他者的境遇之中，感他人所感、

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并做出情感或行为反

应，在体验到他人的喜怒哀乐时又不会轻易混

淆自我和他人的想法，对于他者的所处、所感、

所想，是一种“第一人”的体验，但又不失自己作

为他者的“第三人”的情感认知。

（二）文化共情的概念与内涵

共情不仅局限于人与人之间，它更是群体

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不

同民族、种族、宗教、文化文明之间对于异质性

差异的理解、同情与接受，进而和谐共处。一种

文化对于其他文化的发展历程、理念信仰、价值

追求、记忆脉络、生命思考等，可能会形成相当

程度的了解与认知，但并不一定会产生心理共

鸣。文化共情则会让不同文化因为“同情的理

解”“同样的感受”而产生同呼吸、共命运、休戚

与共的情感联系。

Ridley 和 Lingle（1996）①将文化共情定义为

一种“习得能力”，概述了文化共情的产生过程，

并首次构建出较为完善的文化共情模型。该模

型由认知、情感和交流三个附属程序构成。哥

伦比亚大学学者②编制出了种族文化共情量表，

分析产生了共情体验和表达、共情的观点采择、

文化差异的接纳和共情意识四个因素，用以测

量对种族和民族背景与己不同的人的共情。

文化共情（cultural empathy）在国内的早期

研究中多被译为文化移情。通俗来讲，“就是跨

文化交际中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语言，是交际主

体自觉地转换文化立场，在交际中有意识地超

越本土文化的俗套和框架模式，摆脱自身文化

的约束，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如实地感

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3］。从这个定义来

看，文化移情是发生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

群体交流中，既要转换文化立场，做到“入乡随

俗”，也要从心理层面“将心比心”，设身处地感

受异文化。文化移情是一种“为了保证不同文

化之间顺利沟通而进行的一种心理体验、感情

位移和认知转换”［4］，是立足本土文化而又超越

本土文化的跨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往，旨在在

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双向协调、

双向建构和双向互馈的机制③，而“承认差异—

认识自我—悬置自我（suspending self）—体验对

方—准备移情—重建自我”④是实现文化移情的

六个步骤。

与文化移情有所不同的是，文化共情不仅

是异质文化个体或群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连接

文化和情感的桥梁纽带，更是具有相似甚至相

同文化背景的个体或群体，进行有效沟通与情

感交流的技巧、艺术和能力。文化移情的前提

条件是异质文化，而文化共情却普遍存在相同

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以及异质文化背景的个体

或群体之间。从情感偏向的角度看，文化共情

可以分为正向文化共情与负向文化共情。正向

文化共情指感知体验他者文化的积极正向情

感，负向文化共情指感受他者文化的消极负面

情感。同时，还有一般文化共情与具体文化共

情之分，相较于一般的、抽象的文化共情，具体

文化共情则聚焦于具体的事件、现象及其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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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文化的共情传统与

文化交流互鉴

共情是一种亲社会的精神表现，具有促进

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它使得人们共享同

样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情感需求等，并促使

人们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帮助他人同样实

现需求，从而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和谐友爱的

联结，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共情是中华文

化的基本特质之一，自古以来就深深熔铸于中

华文化的灵魂之中。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理念，系中国古代共情思想

的集中体现。如今网络时代的新三观——“共

享、共鸣、共情”则是中华文化共情传统的赓续

与传承。

孟子立足于“人性善”，提出了“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说的是人们见到遭受灾祸或不幸的

人或事件会产生同情之心、对于他们的不幸心

怀怜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

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⑤这正是恻隐之心的

体现。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进一步探讨了“恻

隐之心”，提出了“一体之仁”学说，认为人们怜

悯、体恤他者的恻隐之心是因为人与他者是一

体的，能够体验到他者的感受与情感，心有戚戚

焉。“仁爱”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爱”不仅仅限

于人类之间，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自然万

物也要心怀“仁德”。看到小动物遭遇危险时的

恐惧、听到猛虎垂死时的悲嚎，甚至看到鲜花树

木被践踏、折断，内心升起的不忍、惋惜、恻隐之

心也是“仁爱”的体现。这种共情是潜意识或无

意识的，个体在看到他者的语言、表情、行为举

止时，就本能地设身处地“代入”，共享了感知与

体验对象的感受和情感。正因为“共情”的心理

作用，我们能够心怀“仁”德，将自己置身于他人

的喜怒哀乐之中，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

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是儒家“仁爱”思想

的具体实践，作为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

则之一，“忠”是尽心为人，“恕”是推己及人，要

求人们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推及他人的感受

体验，使得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对于

“忠恕”的理解，历代儒家学者一直在阐释完

善。曾子在解释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时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⑥，将“忠恕”作为贯穿

孔子学说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忠恕思想的重要

性。子贡认为，“恕”可以终身行之。综合来看，

儒家思想的“忠恕”，“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⑦，“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国硕儒王弼认为，“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

情以同物者也”⑧。李玮等学者认为：“将心比

心、推己及人是忠恕之道的核心涵义，其中所谓

忠，就是能把自己的情感全部投入；所谓恕，就

是把自己的情感同别人的感情一致，这也就是

心理学中所言共情的充分体现。”［5］“忠恕”所包

含的“推己及人”的换位思考思想，体现了一种

对待他者的仁爱、宽容、尊重、体恤之意。

人际、群体交往过程中，用自己的认知、体

验和情感去推理他人的情感和体验，设想自己

置身于他人所处的境地会是怎样的心情，并将

这种心情感受作为对待他人的态度。这是共情

认知的运作过程。除了恻隐之心、忠恕之道，儒

家文化中的“圣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

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今一也”⑨等经典论断，也

都承载着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站在他人的角度

思考、感受、行动的共情观。

共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它有利

于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华文化延

续几千年，秉承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天下大同”⑩的理念与本土文化之间、本土与

异质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协商对话。在“一带

一路”倡议背景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共情特质，培育和提升文化共情能力，让沿线

不同国家、民族、地区文化之间真正实现“共

情”，对于化解矛盾和冲突频仍的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促进全球和平发展、绿色发展、可持

续发展，无疑是一剂“强心剂”、一粒“特效药”。

三、文化共情的结构与实践表征

在“一带一路”倡议论背景下，文化共情的

结构主要体现在国家、社会和民众个体三个层

面；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则是文化

共情的具体表征和实践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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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共情的结构

一是国家层面。2019 年 4 月 16 日，习近平

总书记就巴黎圣母院发生火灾事件向法国总统

马克龙致慰问电：“巴黎圣母院是法兰西文明的

重要象征，也是人类文明的杰出瑰宝。中国人

民同法国人民一样，对此次火灾深感痛恻。相

信在法国人民努力和国际社会支持下，巴黎圣

母院一定能顺利修复、再现辉煌。”［6］中国领导

人对这种灾难事件的共情，有利于深化中法两

国之间的关系。各国节日庆典、喜庆活动以及

灾难、暴乱等事件发生后，国家领导人之间第一

时间互致问候、领导人员出席访问和参与相关

会议活动等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合作形式，有利

于各国在文化交往中增进了解，增加亲近感，促

进国家之间的文化共情。在文化交流互鉴的共

情机制中，难免存在语言、立场、信仰、价值观、

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和情感偏向等共情鸿沟，造

成他者文化共情的障碍。为此，首先要排除语

言障碍和立场、信仰、价值观的偏见，求同存异，

在多次接触和深入了解、认知、感知之后，产生

自然的熟悉感。而这种熟悉度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自我卷入他者境遇的程度，亦即共情程度的

高低。积极展开频率更高、范围更广、程度更深

的文化交流，最大程度地发挥文化共情的力量，

有利于促进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之间

进行高质量交流合作。

二是社会层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各国文

化交往的形态，国家、民族、地区之间文化交流

联系愈加紧密的同时，企业、社会团体（组织、机

构）等社会层面的文化交流合作也同步深入开

展。在全球市场发展过程中，海外企业与国内

企业之间的文化交流互鉴对于双方推动创新、

增加就业、合作共赢、繁荣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团体（组织、机构）的交流合作活动，可谓文

化交流合作的桥梁中介和推动器。例如，2018
年 7 月 29 日，在中尼社会组织民生项目对接会

上，25 家中国社会组织与 34 家尼泊尔社会组织

就教育、扶贫、医疗、防灾救灾等领域的合作需

求进行了对接。中尼两国之间的交流互鉴并

没有局限于政府之间的交往，社会组织之间的

文化交流合作成为中尼两国人民交往新的增长

点。

不同国家、种族、民族、地区之间的文化，因

多彩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企

业和社会组织坚持不同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

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沟通和有效合作，

交流借鉴智慧经验，为促进世界和平繁荣做出

积极贡献。因为文化差异、文化折扣而形成的

文化隔阂容易导致文化交往过程中的误解冲

突，国际社会交往矛盾冲突、事件频发，严重动

摇了彼此之间的对话基础和交往信任。因此，

各国企业和社会组织，如果抛弃利益至上、零和

博弈的思维，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结交异域

“朋友”，理解、尊重和善待他者的语言、信仰、制

度、思维、风俗习惯、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

文化共情，有益于双方取长补短、合作共赢。

三是民众层面。人是行走的文化载体，身

上携带着文化基因，民众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都彰显着鲜明的文化印记。“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7］民间的文化交流更

持久、更稳固。充分重视各国、各民族、各地区

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

基础上进行深层次的对话合作，能够达成广泛

的心理共识和文化认同。民间文化交流主要体

现在个人或团体以探亲、旅游、留学、访问、会议

等形式，进行文化接触、感知、体验和共情。近

年来，文化旅游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品质的

标配，旅游出行频率大大提高，旅游形态更加丰

富，如养生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体育旅

游、探奇旅游等。除了文化旅游外，近年来社会

教育企业、团体和个人之间的民间交流合作也

焕发出勃勃生机，我国与法国、俄罗斯、新加坡、

马来西亚、越南、文莱、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

“一带一路”沿线多数国家，签署了教育交流合作

协议，为民众出国教育、旅游、学习和交流异域文

化打开了绿色通道。正是民众之间的互访交流、

互联互通，在沿线国家之间架起相亲相爱的共情

之桥，有力促进了彼此之间文化的交流互鉴。

（二）文化共情的实践表征

文化共情的实践表征有很多方式、路径和

形态，其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以

故事的力量感染人、以故事的情感彰显共情是

最重要的实践表征。一个具有感染力的好故事

具有共情力量，会让人不知不觉将自己代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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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与自己契合的心理共鸣点。人们所看、

所听、所感受到的外部信息（符号、文字、画面、

音频、视频、动图等）在头脑中被加工呈现，可能

某条“故事”线索、某个片段、画面甚至某个符号

就会击中内心的痛点，唤醒内心的情感。

文化对话、交流活动的要义在于如何讲述

故事。人们参与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消

费、文化交流活动，使用与满足某种产品或服

务，真正发挥作用的内在深层原因是其中的“故

事”内涵。影视剧、电视综艺节目、音乐、民俗、

节庆活动等都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能否成功将

自身的文化内涵意蕴传播开来，关键在于是否

讲述了感人的故事，紧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

盼，引发人们的文化共情。比如，一部熟悉的电

视剧、一部动人的电影、一曲耳熟能详的音乐以

及东西方的节日活动等，之所以深受人们喜爱，

是因为其蕴藏或讲述了生动感人的故事，引发

了社会民众共情。美国电影《寻梦环游记》在中

国票房表现颇佳，影片中浓郁的南美文化色彩

和地域特色，让观众在影片叙事和故事记忆中

引发文化共情。主角米格因为家人的阻碍而逃

离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地追寻自己的音乐梦

想。家人虽不同意米格为音乐追梦，但当米格

的生命受到威胁时，则义无反顾地帮助他。虽

然米格一直想摆脱阻碍自己追梦的家人，但为

了不让自己的曾祖父消失，米格宁愿放弃音乐

梦想。为了对方无怨无悔地付出而不求回报，

这是家庭亲情最为宝贵的东西，观众的情感很

容易被代入其中。电影描述的墨西哥亡灵节，

中国亦有相似的鬼节，让观众有了文化场景的

亲近感，影片所展现的梦想、亲情、羁绊等，唤醒

了观众的情感记忆，仿佛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一

切感受都那么强烈，有欢喜的泪光，更有切肤的

悲痛。以电影为媒介的共情，在不同民族的民

众心中烙下了印记。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沿线国家在经

济、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民间交往等领域均

开展了多项实质性的交流合作。比如，在文化

艺术领域建立了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国

际艺术节联盟、国际美术馆联盟等。在以项目

为纽带的文化交流合作中，注重故事的讲述与

演绎，让异域文化、异质文化对自身文化有更多

的了解、认知，产生熟悉感、亲近感，沿线各国就

会更好地在多元文化的差异中寻找到共同的情

感力量。

四、文化交流互鉴如何共情

在全球文化交流互鉴过程中，互利互惠、合

作共赢和共建、共治、共享已成为全球有志之士

的共识，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人类追求的理

想境界。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演讲中说：“每一种文明都是

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

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是任

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

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我们既要

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

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8］

要善于理解、发现、欣赏他者文化之美，以“美”

的文化共情力量架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

化互鉴桥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坚持互利共赢，共谋全球发展福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中国和平外交

政策的体现，更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

则。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平等互利”，“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不论文化

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都是美好世界的建

设者、地域特色的创造者，只有在平等对话、交

流合作的基础上，才能谋求互惠互利，实现合作

共赢。文化交流互鉴的主体之间要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妥善协调利益关系，兼顾彼此利益关

切。不论国家大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低，小

众或主流，都应一视同仁，彼此以诚相待，尊重

信任。坚持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国家民

族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及文化传统，求同存

异，和平共处。不同民族、种族，不同信仰、价值

观，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交往主体之间，通惠合

作，奉献自己的智慧、创意和才华，共同应对全

球威胁与挑战，共谋发展福祉，实现互利共赢发

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或能源、资源集中，或

劳动力资源丰富，或地理区位独特，经济互补性

强，如果文化共情的力量凝聚心力，通力合作，

发挥各自所长，就能够形成互惠互利的区域发

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共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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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局面。

（二）坚持共建共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全球整体格局正处在

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性进程之中，人类正处在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进一

步发展，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地深入，文化多样性

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

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

共、休戚与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

流更加强劲”［9］。然而另一面，和平美好的世界

存在诸多危险、冲突与挑战，强权政治、恐怖主

义、丛林法则以及层出不穷的粮食安全、资源短

缺、气候变暖、网络暴力、环境污染、疾病流行、

跨国犯罪等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生存

和追求美好生活构成了严峻挑战。在全球化时

代，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都不能独善其身，国

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人类的共同威胁与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文明交流互鉴过

程中，必须共建共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坚持共享共美，营造和谐美好的世界

近几年，共享单车的出现掀起了共享经济

大潮。各种各样的共享式产品供给与服务层出

不穷，汽车、单车、充电宝、雨伞等产品与服务都

加入到共享的队伍中，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笼罩下的各种线上产品与服务，催熟了共

享经济。“共享”不断地刷新人们的想象，给人们

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共享的理念如此

势不可挡地映入全球民众头脑中，分享和共享

已经成为新时代的价值理念与处事哲学。随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及相关实践活

动的举办，如“一带一路”倡议、东盟自贸区、中

日韩自贸区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国家、民族和地

区接受并积极投入到区域命运共同体、责任共

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中。“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单方的发展只是暂时的、不

完整的发展，共同发展、共生发展才是健康的可

持续的发展。各方携手共进，共享发展成果，才

能求得发展效益最大化。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

同。对内，发现、创造自身的美；对外，包容、欣

赏他人之美。自身之美加上他人之美，就能实

现理想中的大同之美。“各美其美”是个体层次

的美，“美美与共”是大同境界的美，坚持个体美

与追求大同美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文化交流互鉴的要义在于积极探寻化解文

明冲突误解、促进天下共美的共情实践中，在于

营造和谐美好的世界。

五、文化共情效应

文化共情效应主要体现于文化价值观、文

化获得感、文化认同度以及文化软实力和文化

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因为文化共情，“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异质文化之间会更加包容开放，

文化价值观更加丰富多元；因为文化共情，“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会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参

与各国文化交流与建设实践活动，增强文化获

得感；因为文化共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

族、地区之间民众会对自身文化和其他文化更

有认同感；因为文化共情，“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民族、地区的民众会更加积极建设文化精神

家园，传播和交流本地文化，提高各国、各民族、

各地区文化软实力，进而构建区域文化共同体。

一是丰富多元的文化价值观。语言、性别、

种族、民族、国家、区域、信仰、价值观、行为习

惯、风土人情等，都可以作为文化划分、归类、区

隔的依据。文化因为地域差异和特色而丰富多

彩，以语言为例，“一带一路”沿线 70 多个国家，

民族众多，语言体系丰富而复杂。处于不同语

言文化背景中的民族、国家、地区拥有自身奉行

的文化价值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元价值

观并存。这种语言和价值观差异区分出了“我

们”与“他们”，文化隔阂、矛盾和冲突容易滋

生。差异不必消除，文化不必一律，因为有差异

才会有特色，因为有特色才会多彩，只要提升自

身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共情能力，自然能够以开

放包容、平等尊重的心态理解、包容、接受、认可

异质文化，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就不会相互冲突

和对抗，丰富多彩的文化价值观得以和谐共存。

二是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度。文化认同指

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

实践中对自身文化形成的肯定性认知、认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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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者文化的理解、接受与认可。民众对自身

的文化认同和自信就会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姿态

接纳他者文化。对他者文化能够放下猜忌和怀

疑之心，看到其优秀、闪光的一面，谦虚地学习

借鉴，这有助于自身文化的创新发展。“一带一

路”倡议能够得以迅速地推进，正是因为在沿线

国家经济贸易和文化互通的合作交流中，寻求

共性和共情，取长补短，互相借鉴，进而对其他

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越来越理解、越来越认

同。因为有共情的力量，能够更加认同他者文

化；因为文化认同，能够增加文化亲近感，从而

增进文化信任，让“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三是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是为了沿线国家人民携手推进经

济贸易发展，促进优势互补，民心相通，让沿线

国家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沿线各国民众需要在

“一带一路”文化建设过程中，积极参与相关的

文化实践活动，增进文化交流合作，共享建设成

果。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以满足人民的精神审美

需求为导向，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获得感为指

归。怎样的文化交流、文化创新才能走进现实、

贴近人民心坎，增强民众的文化获得感？贴近

民众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

情、心声，在沟通交流与文化实践中，提升民众

的文化认知度、文化参与度、文化认同度、文化

满意度，这是文化获得感的内涵诠释。基于文

化共情，文化创作者能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听

取人民的心声，创造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人民也会积极主动投身于各种文化交

流与建设实践活动中，切实增强文化获得感。

四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当今世界各国

竞争，除了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因素外，文

化软实力的综合竞争也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

视。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是潜移默化、润物细无

声的，能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影响着一个国

家、民族、地区的国际地位和国家话语权。由我

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沿线国家的欢

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许多国家的高

度认可，还有我国的诸多发展理念，以及所坚持

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国际交往观，能够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产生深刻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

中华文化具有较高的共情能力，能够以开放包

容的积极心态，设身处地站在他者文化的角度，

提出契合各国利益的倡议。因为中国的热心和

主动亲近，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他者文化

产生共情，深切感知到沿线各国对经济繁荣发

展、人民幸福美满的渴求，所以中国能与沿线国

家搭建手牵手建设美好生活的战略好伙伴关

系，中国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国际话语权和文

化软实力进一步提升。

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九大以

来，我党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和

谐”“和合”思想营养，并传承改革开放以来国际

文化交流合作的优秀理论和实践成果，提出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积极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题中之义。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和地

区的文化同频共振，“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

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

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

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

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

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

际秩序的维护者”［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强

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加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寻

求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共

建共享全人类优秀文化，以及可以互学互鉴的

全球文化产品与服务。

结 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文化交流互鉴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共情现象。沿线各国有必要有

意识、有计划地培育和提高各自的文化共情能

力。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悠久的共情传统，中

国从来不会谋求政治霸权、文化霸权，陷入修昔

底德陷阱，不会佐证“强国必霸”的论调，而是坚

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推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平等、尊重、求同存异

的基础上共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逐梦新时

代。由中国的发展经验及“一带一路”的文化建

设实践可以看出，文化共情对于丰富“一带一

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互鉴的共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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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沿线国家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增强各国民众

文化获得感、提高民众文化认同度、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产生了正向效

应，期待更多国家重视文化共情的作用，提升文

化 交 流 互 鉴 的 质 量 ，共 同 建 设 全 球 和 谐 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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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mpathy Effect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ountries along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Jiang Ling

Abstract：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is a road of economics and trade, but also a road of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Cultural integration means people-to-people bonds. The different cultures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learn from each other’s strengths and exchang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Chinese culture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empathy; the essence of cultural empathy lies in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co-sharing, and common beauty. We must tell good cultural stories with an open,
tolerant, equal, and respectful attitude to improve cultural empathy.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and the“One
Belt and One Road” cultural construction practice, it can be seen that cultural empathy has contributed to enriching
the multicultural valu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enhancing the sense of cultural acquisition of the people of various
countries, enhanc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people, and enhancing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ultural empathy has produced a positive effect.

Key words: countries alo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cultural
empathy; empath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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