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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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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中亚各国唇齿相依，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中华文化对中亚地区

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农业文化助力了地区文明进步，科技文化便利了地区生产生活，语言

文字、文学艺术印记了文化交融，现代影视满足了人民精神需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

出以来，中亚各国积极响应，古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华文化以新的姿态传播至中亚地区并

对其产生积极影响。但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面临宗教信仰不一、西方污名抹黑、文化品牌影

响力不强等主要困境，应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互尊互爱化解民族宗教矛盾、以睦邻友

好瓦解“中国威胁论”、提升中华文化品牌塑造力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互鉴，增强中华文

化传播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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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骞出使西域贯通了欧亚大陆的丝绸之

路，使古老的中华民族也同大宛、康居、大月氏、

大夏等中亚古国连接了起来，并对其产生了重

要影响，促进了西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贸易的

发展。２０１３年，习近平主席在对哈萨克斯坦进

行国事访问时提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

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

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

设‘丝绸之路经济带’。”［１］这一倡议提出１０年

来，得到了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积极响应，

中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互惠合

作，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等方面成果显著，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国家战

略安全打下了良好的周边基础。“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民心相通既是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

“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

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其

得以长远发展的保证。在“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过程中，只有民心通了，才能实现和谐的人

文交流和良性的互动态势，提高沿线国家人民

的获得感、参与度和认可度，从而共享新的发展

机遇。众所周知，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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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为积极，有些

国家已经明确将本国发展战略与“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对接，合作意愿很高。而且，中亚地

区自古就是丝绸之路的中心地带，起着重要的

枢纽作用。因此，探讨中华文化在中亚国家的

影响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然而，目前国内外学界关于这方面

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交往、货物贸易、文艺团体

方面，从历史连接现实，兼顾农业、科技、文学艺

术等，系统且深度剖析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

此，本文拟探究中国对中亚各国的多维文化影

响，剖析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传播的主要困境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中华文化的

高质量传播。

　　一、中国与中亚各国的丝路情缘

　　１．中国与中亚各国唇齿相依

“中亚”的概念是１８４３年由德国地理学家

亚历山大·冯·洪堡首次提出的，但其范围在

很长时间内并无定论，直至苏联解体后，才有了

最终的界定，即中亚五国，包含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

曼斯坦，其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是中国的邻国，自古以来，中国与中亚

国家一直保持着友好交流的传统。

２．中国与中亚各国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

历史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主要目的就是联络

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而几经辗转，当张骞到达

大月氏时，这个民族已经迁移到了中亚地区。

在大月氏的周边，还有大夏、大宛、康居等中亚

古政权，所以，中亚地区也便成了古丝绸之路由

中国向西延伸的最初终点之一。随着罗马帝国

的兴起与罗马贵族对中国丝绸的喜爱，古丝绸

之路西段开通，作为丝绸之路的中间地段，中亚

也自然而然成了贯通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正

是借着古丝绸之路，中亚国家在沟通东西方贸

易中实现了自身的繁荣发展。

３．中国与中亚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

中亚国家幅员辽阔，土地、农业、能源、矿产

等资源异常丰富，中亚五国的国土总面积约

４００万平方公里，整个中亚地区的天然气储量

居于世界前十，乌兹别克斯坦因大范围种植棉

花而被称为“白金之国”，哈萨克斯坦的原油储

量位于世界前列。但是，因为地处内陆，加上当

地的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不那么先进，丰富的资

源想要变为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困难重重。因

此，在习近平主席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倡议之后，中亚各国积极响应。十年磨一剑，中

国与中亚各国开启合作新时代，双方经贸往来

日益密切，以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为

例，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内陆国，出口一直受到

极大的限制，有了这个合作基地后，连云港就成

了哈方的一个重要出海口，哈方的小麦、谷物等

农作物经连云港出口到东亚、东南亚、美洲等

地，为哈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支持。

同时，这一合作基地也将新时代“海上丝绸之

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连接在一起，成为“一

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典范。

中亚各国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自古有着

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中国的各项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成果曾经对中亚各国产生过重要的影

响。当下，中亚各国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与中

国的繁荣发展联系在一起，中华文化越来越多

地走进了中亚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为中亚国家的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助力。

　　二、中国对中亚各国的多维文化

影响

　　“文”与“化”的概念中国古已有之，各种儒

家典籍皆有涉及。《周易·贲卦·彖辞》言：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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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２］

这里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主要指封建王

朝的文治教化。近代之后，作为一个西学东渐

的概念，在广义上，“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３］。中华文化在中亚地

区的传播，提高了中亚地区农业耕种水平、生产

技术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

１．农业文化助力地区文明进步

早在４０００多年前，中国黄河流域驯化的农

作物———黍就已经传播至哈萨克斯坦，而随着

跨文化交流的增加，农作物黍的利用进一步影

响到了中亚东部地区［４］１４１２。张骞通西域后，中

华民族的姜黄、大黄、麝香等通过丝绸之路传入

中亚，这些香料对于肉类的保存和烹制具有重

要的作用，因此对当时以游牧为主要生产和生

活方式的中亚各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亚大

部分地区处于沙漠绿洲地带，农田灌溉只能依

靠有限的冰雪融水，这就导致此地农业生产长

期落后。而汉朝时，中国发明了井渠法，《史

记·河渠书》载：“武帝初发卒万余人穿渠，自

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

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颓以绝。商

颜东至山岭十余里间，井渠之生自此始。”［４］３１７８

丝绸之路开通后，井渠法传入中亚，弥补了处于

沙漠绿洲地带的中亚地区降水量极少与水蒸发

和渗透极快的缺陷，不仅为中亚人民的生活带

来了极大便利，而且大大提高了中亚地区粮食产

量和农业发展水平，是中亚由游牧文明向农耕文

明转化的一大推动力，对于推动中亚地区各民族

的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以来，中亚各

国积极引进中国的现代农业技术，学习和借鉴

中国农业现代化成果，同时在多个农业领域与

中国展开诸多合作。早在２０１５年，陕西省杨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就已经与哈萨克斯坦

国际一体化基金会启动了中哈现代农业产业创

新示范园，共同研究高产、耐旱的农作物品种和

节能、节水的先进农业技术。这不仅为哈萨克

斯坦带去了丰富的中国经验，还提供了大量的

先进农业技术和设备，大大减少了其农业对自

然环境的依赖。而我国在塔吉克斯坦也建设了

中塔农业科技示范中心，该中心利用中方的高

新技术和塔吉克斯坦固有的丰富淡水资源，进

行淡水鱼苗种繁育与配套关键技术示范等；同

时，中方为塔方举办研修班，通过研讨和实地参

观，促进双方农业技术人员的交流。类似的研

修班在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曾举办。

除实体农业合作外，以中方投资为主的农业金

融领域合作亦为中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充

足的资金，带动了中亚农业现代化发展，进而提

高了当地农民收入，提高了当地居民的物质生

活水平。

２．科技文化便利地区生产生活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如冶铁技术、缫丝技

术等对中亚各国亦产生过重要影响。人类从蒙

昧向文明转变的关键节点就是金属的冶炼和应

用［５］。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冶铁技术就已经

出现并趋于成熟。西汉时，中国的铁制兵器以

锋利著称，骑兵所用长矛和剑具有远近作战的

优势，铸铁脱碳钢在当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先进技术［６］。在塔吉克语中，“铸铁”就是中文

“铸”的音译。经丝绸之路传至中亚地区的“布

拉特钢”，对于改善当地兵器、生活用具，以及

大型建筑等技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提高了中

亚地区的锻造技术水平；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

传入中亚地区后，带动中亚各地成立了纺织家

庭作坊、纺织厂，丝织品成为中亚人民服饰、生

活用品的一部分，推动了当地丝织业的发展。

这些源自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由于极大地满足

了中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需求，在中亚得到了

迅速的传播，极大地提高了当地的物质生产和

·５７·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年４月　第２５卷第２期

生活水平，这也为中亚和中国的友好往来奠定

了良好基础。

工业革命后，人类文明迅速发展，而科技革

命使得各国各民族间的往来更加便捷和频繁，

但各国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

中亚因为地处内陆，加之历史和现实各因素的

叠加，其现代化建设长期滞后。“丝绸之路经

济带”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的基建、科技等企业

走进中亚，为中亚地区的现代化提供助力，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哈萨克斯坦有着丰富的油气

资源，但自身开发能力有限，中国相关企业积极

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促进了哈方能源开采技术

的升级，为哈方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乌

兹别克斯坦在中铁隧道集团的帮助下修凿了

“中亚第一铁路隧道”———卡姆奇克隧道，使得

生活在费尔干纳盆地内的乌兹别克人终于不用

拿着护照才能去到本国的其他城市，解决了当

地人民的出行难题，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兴业，为其提供资

金、技术和人员支持，如塔方曾经需要大量进口

水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在此投资建

厂后，他们不仅实现了水泥的自给自足，还可以

出口国外，实现了其贸易的增长。

３．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印证文化交融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在

中亚地区也留下了颇多印记。用汉字书写的官

方公文、诏令、民间贸易的收支账目等都在或隐

或显地充当着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元丰三年

（８０８年），由唐朝册封的保义可汗在将回鹘的

领土扩张至中亚地区的同时，与中原王朝交好，

因此回鹘汗国在使用本国文字的同时亦使用汉

字；在保义可汗的记功碑上除回鹘文、粟特文

外，还有汉文，而汉文是字迹最清楚的且雕刻风

格亦有着明显的中华文化印记。

在文学艺术方面，中华文化对中亚地区也

有着重要影响。近年来，考古学家在中亚地区

发现了我国唐代的绘画作品，有佛画、风俗画和

人物画等，其中一部分还是典型的中国水墨画。

中国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朝代，盛唐文化沿

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亚地区。在今乌兹别克斯

坦有一座古城———撒马尔罕，这座古城至今仍

保留着很多中国汉唐文化的遗迹，例如，阿夫拉

西阿卜博物馆的壁画上有中国公主赴西域和亲

的故事；在这座古城中还有一座城门被称为

“中国门”，张骞、法显和玄奘都曾到过这里；考

古学家在撒马尔罕市还发现了中华帝王的画

像，画风与唐初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列帝图》一

致，应该是对该画的临摹。

值得一提的是，中亚地区作为中国近邻，其

中一些城市是中华文化名人的故乡。据郭沫若

考证，盛唐著名诗人李白的出生地就在吉尔吉

斯斯坦的碎叶城［７］。此说虽有商榷的余地，但

李白在吉尔吉斯斯坦有着极高知名度则是不争

的事实。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吉尔吉斯斯坦比

什凯克人文大学举行纪念李白诞辰１３００周年

大会，时任总统阿卡耶夫说道：“古老的丝绸之

路将吉中两国和两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唐

代大诗人李白出生在碎叶城，这给两国传统联

系和友谊赋予了新的内涵。碎叶城就在今天的

吉尔吉斯斯坦，李白就在我们中间。”［８］在吉尔

吉斯斯坦举办纪念中国诗人诞辰的活动，是中

吉文化友好往来的重要事件。

此外，中国商人在与中亚人进行贸易的过

程中，亦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语言、神话

传说、风俗习惯等带至当地，并对当地文化产生

潜移默化的影响。除商人对汉文化的传播外，

官方的交流亦是汉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

这种影响恰如《三国志》所载：“魏兴，西域虽不

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

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

事。”［９］而唐朝与回鹘的绢马互市、茶马互市等

亦使中原文化广泛进入中亚地区。在中亚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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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中都有与中国西王母神话类似的女神传

说，很可能就是由从事商业贸易的民族在广阔

的空间里传播的，并因通过不同语言的反复转

换、叙述内容的或详或略、适应区域文化的灵活

变异，在传播过程中呈现了断续、叠加或者讹化

变形的特征［１０］。

４．现代影视满足人民精神需求

随着艺术形式多样化的发展，越来越多反

映中华文化和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影视作品走

进中亚地区，成为中亚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窗

口。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近年来，其多次举办

“中国电影周”活动，２０２１年，为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７２周年，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

同阿拉木图电视台更是联合举办了“中国电影

月”活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狼图腾》《滚

蛋吧，肿瘤君》等反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

多民族故事和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电影受到了

哈方民众的广泛喜爱。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

优秀的电视连续剧，如《全家福》《神医喜来乐》

《嘿，老头》等也被译成哈萨克语播放。中哈两

国还合拍了电影《音乐家》，该影片以中国著名

音乐家冼星海二战期间流亡阿拉木图期间得到

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救助的故事为原

型，讲述了中哈两国人民深厚的情谊。这种贴

近生活的影视作品深化了中亚地区民众对中华

文化的了解，开辟了一条新时代的“影视丝绸

之路”。

中国与中亚各国早在两千年前甚至更早就

已经有了贸易往来关系，从先秦时期已有“玉

石之路”，到西汉张骞开启的丝绸之路，再到２０

世纪末的“上海五国”“上合组织”，直到２０１３

年“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中亚

各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开辟了中国与中亚各国友

好合作交流的新篇章，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中

国和中亚各国在“五通”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

进展。这说明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同

文明是可以融通发展的，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

要动力之一正是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借鉴。在两

千多年的历史交往过程中，中华文化对中亚各

国一直产生着重要影响，为双边人民的“民心

相通”夯实了坚实基础。当然，任何事物的发

展都要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中国和中亚

各国“民心相通”的发展过程中仍然不可避免

地存在一些问题。

　　三、中华文化在中亚地区传播的主

要困境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背景下，中国与

中亚国家的交往尤其是外交和商贸领域的互动

深度和广度都有所增强，近年来，这种发展越来

越呼吁双边人民的“民心相通”。但是，由于多

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中亚人民的交往仍有多种

阻碍因素。

１．信仰不一易引发误解

中亚处于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自古便是

东西方商贸交流的枢纽，这也使得中亚五国呈

现出多民族共存共生的交融状态，仅哈萨克斯

坦就有１３０多个民族。就宗教信仰而言，虽然

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影响最大的宗教，但从历

史上来讲，佛教、基督教、萨满教、摩尼教、景教

等都曾在中亚地区传播并流行。而中国传统上

虽有道教、佛教的信仰，但儒家思想始终是占据

支配地位的正统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中国人

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信仰。这与中亚五

国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企业和普通民众在进

入中亚地区时若没有提前进行了解，便很容易

引起冲突，进而影响双边人民的和睦友好。

２．西方抹黑污名中国易影响形象塑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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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加之意识形态的对立加剧，

于是，“中国威胁论”又开始在欧美大行其道，

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领域，带有明显的

敌意。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出后，中国

与中亚五国的双边关系稳步健康发展。随着中

国国际影响力的逐渐增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

国操控中亚舆论，制造并宣扬“中国威胁论”，

意在污名化中国形象，遏制中国的发展。如前

文所述，中亚是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拥有

自己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加之个别地区经济

发展落后，导致中亚国家社会矛盾深重。西方

国家利用电台、网站、自媒体、书刊等舆论资源，

发布关于中国的负面虚假信息，人为破坏中国

与中亚的友好交往。

３．文化品牌影响力不强易导致竞争力弱化

一个民族的价值是创造了独特的生存发展

智慧，以及它的智慧对于其他民族、人类的贡

献［１１］，这种智慧集中体现在某些特色文化品牌

之中，并通过这些品牌对其他民族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自

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后一

直保持着稳定上升的发展势头，但是中华文化

对于世界的影响力仍有待增强，中华特色品牌

的塑造任重道远。以太极拳为例，它不仅是一

种可以强身健体的武术运动，更蕴含着阴阳互

化、柔能克刚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华智慧，而后者

显然才是修炼太极拳的根本要义。但是，在太

极拳“走出去”的过程中，其传播长期流于表

面，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品牌效应。再如，中国的

医药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

化、建筑文化，以及国画、书法等的传播，都存在

文化品牌塑造力不够的问题。

　　四、促进中华文化与中亚地区文化

融通的有效路径

　　中华文化在与中亚地区文化相互融通的过

程中，既要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华文

化土壤之中，又要展示出其与其他文化的融通

性，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１２］，从以下３

个方面着手，以推动中外人文交流互鉴，增强中

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

１．以互尊互爱化解民族宗教矛盾

针对中亚地区民族宗教问题复杂而多样的

情况，中国应加强对中亚五国民族宗教情况的

研究，充分利用民族学、宗教学等领域的学术研

究成果，把握中亚地区的民族宗教现状，并将相

关的民族宗教领域的背景知识及时传递给进入

中亚地区的中国企业与个人，使其了解、尊重对

方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以友善的交往促进

中华文化的传播；同时，中方也应利用各种传播

媒介向中亚人民介绍中国在民族宗教问题上开

放包容的政策和传统，使中亚人民解除顾虑，了

解中华文化，主动与中国人民交朋友。

２．用双边睦邻友好瓦解“中国威胁论”

针对西方国家在中亚散布“中国威胁论”

的问题，中国应从多方面发力，沉着应对，以中

华智慧巧妙化解这一问题并消除其负面影响。

首先，利用多种媒体资源，宣扬中国和平发展的

理念。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

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所提：“亲仁善邻、协和万

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

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１３］张骞开

辟丝绸之路时便秉持了平等、诚信的外交理念，

这也奠定了中国与中亚甚至与世界各国和平相

处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在与中亚国家的交往中，中国一直强调

对接中亚国家自身的各项政策措施，而不是将

自身发展理念强加于中亚各国。其次，持续推

进对外汉语教育和中亚留学生教育。语言互

通、文明互鉴，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理想境

界，因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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钥匙，因此，中亚地区的中文教育以及中国对中

亚留学生的教育对促进双边“民心相通”具有

重要意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亚人民学习汉

语、了解汉语所承载的中华文化，西方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自然会不攻自破。再次，塑造进

入中亚的中国企业和民众的正面形象。中亚地

区至今仍有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他们对自然

有着传统的敬畏感，容易对中国企业的开采、挖

掘等活动产生误解，这就需要中国企业尊重当

地的民风民情，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驳斥“中

国威胁论”。

３．提升中华文化品牌塑造力

文化品牌作为一种与消费者进行心灵层面

沟通的需求表达，文化消费者消费品牌的过程

就是品牌与消费者的情感撞击的过程。长期以

来，少林功夫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

化品牌在海外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功夫”甚至

成为了中国的一种文化符号，为中外友好往来

搭起了一座桥梁。近年来，一批中国企业以文

化赋能品牌，率先推进传统品牌的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受到了海外消费者的追捧，为中

华文化品牌塑造提供了较好的榜样。例如，位

于古丝绸之路上的陕西西凤酒厂，在升级改造

技术、严控食品安全体系的同时，不断丰富品牌

文化内涵，让酒香携着中华文化沿“一带一路”

飘散开来。

中国与中亚五国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历

史，甚至一些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最初就是从

中国西北部迁移到中亚地区的，因此，中国与中

亚人民的“民心相通”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中

华文化对中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

时代背景下，古老的丝绸之路将焕发出新的生

机，中华文化会继续随着政治、经贸、教育、文艺

等活动对中亚地区产生积极影响。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１４］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提

出十周年之际，中国一定能够以文化为先导，进

一步夯实与中亚国家关系的民间基础，加强双

边基层民众的友好往来，实现双边人民的“民

心相通”，进而促进中国同中亚国家间睦邻友

好和各领域互利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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