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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将跨文化交际模块列为专业核

心课程模块之一，其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具有全球视野、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能力。在日益密切的对外交往中，在长时间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新时代背景下，跨文化商务交往中文化认同问题也必将

凸显出来: 会表现为对文化资源的焦虑、对文化身份的困惑以及对文化话语权的渴求。因此，在文化认同视角下，基于跨

文化教学与对外交往现实语境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采纳文化分析的方法积极探究本土文化认同的社会学意义和文化政

治学价值，才可能真正实现跨文化教学服务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不断为跨文化交往做出更大贡献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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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ultural Teaching Strategies from Cultural Identity Perspective
Li Ya-bo

(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Harbin 150025，China)

According to“The National Standards for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Business English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promul-
g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one of the core curriculum modules is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dule，which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intercultural knowled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ng abil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ulture for a long time，the problem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intercultur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ill also be highlighted: the anxiety of cultural resources，the confus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desire for cultural discourse power． Therefore，based on the cross-cultural teaching and foreign communi-
cation context，this study adopts the cultural analysis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to explore the domestic so-
c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politics value，which can promote the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and make
contribution to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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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积淀，是一

个国家最鲜明的精神旗帜，文化建设是一个国家

全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中国经历三

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大发展之后，发展和建设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紧

迫。我国需要在对外交往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表达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这也意味着中

国在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文化整体实力

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西强

我弱的国际文化和舆论格局尚未根本扭转。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2017 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商务英语专业教学协作组与黑龙江

大学应用外语学院合作，正式推出《全国商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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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专业八级考试大纲》( 试行) ( 严明 周文萱 吕晓

轩 2017: 77) 。2018 年 1 月 30 日教育部颁布《普

通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把跨文化交际模块作为商务英语专业 4 大

核心课程模块之一，其目标是培养学生不仅具有

全球视野、跨文化知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还要具

有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归根结底，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为这个国家和民

族的文化凝聚力和感染力的建设而服务。伴随全

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西方文化长期的影响，年

轻一代也必然将面对更复杂的文化碰撞、不同信

仰的交织、不同思潮的激荡。因此，跨文化教学中

文化认同问题也必将凸显出来。只有研究如何通

过跨文化教学来发现中华本土文化认同的困惑，

并积极探索解决跨文化交往中文化迷失问题的有

效路径，才可以真正提高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软实力。

1 文化认同的内涵
1871 年，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 E． Tylor)

在《原始文化》中将文化的涵义表述为:“文化，或

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

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

成员的人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

复合体”( 泰勒 1992: 1 ) 。可见文化反映出一个

民族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思想甚至科学认

识等内容，它是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源泉与发展

动力。
“认同”是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通常

指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将自身归类到某一群体并与

其他群体相区别的主观性意识。它最早是哲学范

畴，意指“同一性”，在传统哲学中具体到人的

同一性时，常常将其与具有历史性、整体性和同

一性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在精神分析学上，

“认同”指个人发现或模仿、内化他人的价值、规

范与面貌，形成自己行为模式的过程。从心理学

上讲，人们认同某一事物意味着其在心理上出现

相应的归属感。“认同”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

义: 一是认为与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 二

是承认、认可。通常认为，认同极大地影响着人

们的行为方式与准则，如做出某种选择，与他人

建立起特定关系，使个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 何

佩群 俞沂暄 2006: 45) 。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

体之间共同文化的确定。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
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想模式和行

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认同是文化固有的

基本功能之一。拥有共同的文化，往往是民族认

同、社会认同的基础。而个人对社会的认同，主要

体现在个人的社会化，即对社会创造和拥有的文

化的学习与接受; 社会对个人的认同，则体现在社

会的基本文化规范在个人中的普及、推广和传播。
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

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或对对方文化的承认与接

受。”( 崔新建 2004: 103)

文化认同分为对内和对外两个维度。对内文

化认同指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借助于共同的、辉
煌的历史文化渊源的向心力，把一个民族的所有

成员凝聚在一起; 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但不反对吸

收国外先进文化。对外文化认同的过程是对其他

民族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的过程，随着逐渐地理解

和接受，我们学会主动汲取他者文化中优秀的、对
我们有益的部分，并融入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体系

中来。在交融中学习借鉴，在碰撞中扬弃升华; 取

人之长，补己之短; 吐故纳新，完善提高。

2 跨文化交往中本土文化认同的表现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同文化之间冲突、
摩擦、融合的文化认同历史。文化认同的历史形

成过程往往通过对所认同文化的自信表现出来。
而中国在人类历史的线性发展中，在传统、近代、
当代 3 个不同时代下，也呈现出对本国文化认同

从自信到不自信的过程。
2． 1 历史上国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自信

历史上，国人对本国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是建

立在经济、文化、政治与科技全面领先世界的基础

之上。《礼记·中庸》中曾这样骄傲地描述: “大

哉圣人之道! 洋洋乎!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悠

悠大哉!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
《广韵》则为“和，顺也，谐也，不坚不柔也”。《孟

子·尽心上》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东京梦华录》为“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

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疱厨”。
柳永的《望海楼》为“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

奢”。《春秋》记载，公元前 613 年，“有星孛入于

北斗”，即指哈雷彗星，这一记录比欧洲早六百多

年。西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被世界公认为是

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东汉时，张衡对月食

做出最早的科学解释。他发明的地动仪，可以遥

测千里之外地震发生的方向，比欧洲早近一千八

百多年。南朝祖冲之精确地计算出圆周率是在

3． 1415926至 3． 1415927 之间，比国外早近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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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周髀算经》记载: “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

四，径隅五。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得

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

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
无论是唐朝的开元盛世，还是宋朝的仁宗盛

治; 再从马可波罗对元朝大都繁华的描写，到《清

明上河图》对汴梁城人们安居乐业的呈现，都生

动地展示出传统中国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领域

的成熟和发达。在中国古代同西方的跨文化交往

史上，从秦汉到明代中叶，也可看出中国在经济、
政治和科技等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走在世界前

列。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留下的不仅是商旅的足

印，也书写下东西文化交往的辉煌。鉴真东渡日

本传播佛经教义; 郑和七下西洋送去中国的瓷器，

四大发明传入西方，促进欧洲的文艺复兴。不同

文明在冲突中找寻对话和交流，这一时期“东学

西渐”的辉煌使国人产生强烈的中华民族文化认

同和自信。李约瑟认为，中国在公元 3 世纪到 13
世纪之间保持着西方望尘莫及的经济、科学水平，

直到 17 世纪，中国文化依然昂首于世界的前列。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 M． Freedman) 评价，“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除北美和西欧之外，中国是

世界上社会科学最为繁荣的地方，至少就其思想质

量而言是这样的”( Freedman 1962: 113) 。看到这

番评价，年轻人应当有理由找回中华文化的自信。
2． 2 近现代国人对中华文化身份的不自信

近现代中国对本国文化身份不自信的原因主

要可以归结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完全

落后于近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方

面，历史进入 17、18 世纪，以荷兰为首的欧美各国

陆续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

使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

解放生产力。19 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进一步

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文

化都发生深刻变革。明末到晚清时期，西方近代

化推开中国的大门，以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知识

分子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人物，对中西文化的相

互交流与传播做出杰出贡献。在生产关系方面，

鸦片战争后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出现“西学东渐”
压倒性优势的局面。著名的“洋务运动”就是很

好的例证，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

大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

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由于统治阶级的

腐朽和顽固，改良运动注定失败，中国进入长达一

个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长期禁锢的国门

一经打开，国人对西方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

神文化感到新奇和盲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

结构深刻变动、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同时，国人对

原有的文化价值产生动摇，甚至怀疑。
2． 3 当代年轻人文化身份不自信的原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社

会发展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全球化、多极化、信

息化、网络化的新世纪，文化已无时空的屏障，空

前迅速和广泛地传播和碰撞。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强势文化凭借先进的传播技术和手段，几乎渗透

到世界上的每个角落。个人英雄主义、消费享乐

主义和拜金主义等思潮不断冲击着中国的传统价

值观念。中国文化中融入的西方元素越来越多，

从街头的肯德基、年轻人手中的苹果手机、电影院

里的好莱坞大片，到各个年龄群体的英语学习热

潮; 从超市里的可口可乐、人们身穿的耐克服装、
书店里的英美小说，到各种名目的出国考察学习。
西方文化已经无孔不入，无所不包。

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精髓却被我

们渐渐遗失，渐行渐远。金耀基说过，“二十年代

看不起中国文化，九十年代看不见中国文化”( 金

耀基 2002: 342) 。有些人甚至会“把各种积极的、
成功的、深刻的文化性质都归功于西方文化，而把

所有丑陋的性质留给自己，从而形成一种自我折

磨的自身认同和身份迷失”( 张兴成 2011: 33 ) 。
现如今许多人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理想与

现实、个人与社会、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中动摇迷

失，甚至有些人忘记自己是谁。这不仅仅是因为

发达国家经济、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

我们因近现代以来的贫穷落后而产生的文化自卑

造成的。
英国文化理论学家吉登斯 ( A． Giddens) 的

“本体安全”理论认为，“所有个体都在种种形式

的惯例基础上发展某种本体安全的框架”( Gid-
dens 1994: 44 ) 。传统的道德性为坚持传统者提

供一定的安全感，这也解释了当代文化脱离自己

的“母体传统文化”时，便会威胁到“本体安全”，

进而引起文化认同的焦虑。正是由于对中华文化

认同的焦虑和不自信，甚至妄自菲薄，在跨文化

交往中，尤其是与发达国家文化的碰撞中，就会产

生文化认同的迷失( 王立洲 2011: 50) 。
近百年来，我们的文化转型一直以西方文化

为借鉴寻找药方，殊不知，西方的病症也不亚于我

们的曾经，海德格尔和尼采等人也曾转向东方，寻

找西方的出路。必须承认中国文化中有因历史局

限性而应该被淘汰的东西，但因其强烈的人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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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才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

学、为万事开太平的情怀和担当。西方文化的问

题是见物不见人，或者见物才见人; 而人的问题始

终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

文化才应是人类的文化。

3 增强学生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
为有效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增强民族凝聚

力，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建设一个文化强国，我

们必须要在跨文化教学中牢固树立中国传统文化

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引领多样化

的文化，在差异中扩大认同，在包容多样性中形成

思想共识，致力于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有

机结合，在教学过程中夯实年轻一代对中华民族

的文化认同感，构建中华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因

此，越是在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

织、国际关系日趋复杂的时期，“我们是谁”这样

的文化认同问题越是要成为跨文化教学中值得研

究的重要课题。“文化看似无形，却是无处不在，

文化貌似柔弱，实质坚强。当历史的尘埃落定，一

切都像过眼云烟一样散去的时候，唯有文化以物

质和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着，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

灵魂和自我认定的身份凭证，也是我们充满信心走

向未来的坚实根基。”( 张云等 2012: 19) 没有跨文

化教学的积极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不可能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跨文化教学需要依靠

以下 3 种路径加强年轻一代对中华本土文化的认

同感。
3． 1 重塑年轻一代的文化身份自信

中华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培育出许多优秀的

传统文化精华。心理学已经表明，自信的形成是

分阶段 的，它 是“认 知———喜 爱———内 化”的 过

程。为此，我们在跨文化教学中重塑年轻一代的

文化自信方面，必须遵循文化自信形成的规律。
第一，加大对中华文化符号的保护与传承力

度，包括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重

塑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首先要加大保护与传承

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力度，没有对文

化的保护与传承，就没办法让优秀文化找寻到有

效的载体。文化载体的缺失，除容易使文化成为

一种形而上的、脱离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抽象

事物外，也容易被人们遗忘。中国的秀美山川、丰
富的物产、多样的地理人文、五千年的历史资料、
汉字书法、文学、绘画、武术、建筑、饮食、服饰、剪
纸、刺绣、陶瓷和篆刻等都是中华文化的绚丽瑰

宝，我们不仅要倍加珍惜呵护，还应不断创新传承

和传播的方式方法，吸引更多儿童、青少年、大学

生了解并喜爱中华文化。
第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对年轻一代在思想

和信仰上的引领作用。跨文化教学中，要利用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宣传中华优秀

文化。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

认识缺失，也是无法建立文化自信的主要原因。
为了让更多人重拾对传统文化的自信，首先，课堂

上要充分利用电影、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介，宣传

与学生生活工作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利用影视

直观生动的特点让学生形成感性认识。其次，发

挥社区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怡情养志的作用，鼓励

年轻人多读书、读好书; 举行各类体育竞赛，形成

阳光体育运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通过博物馆

专题展览以及纪念馆的历史、国情讲解活动，充分

拓展城市文化与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双向互动的

方式。最后，利用新媒介开展针对年轻人有效的

宣传推广工作。在微信、微博和 QQ 等新媒介环

境交往中，每个人都是信息的接受者和传播者，如

果说传统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点到点、点到面

的单向传播方式，那么新媒体则是单向到多向的

交互式、立体式传播方式，更具有自由特性，学生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许

多信息，利于推动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的有效对接，

易于形成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载体。
第三，在跨文化教学中打造典型案例和榜样，

让学生由衷地热爱传统优秀文化。“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利用文化遗产与宣传平台宣传具有

优秀文化品质的励志人物和感人故事。跨文化教

学中要多选取《舌尖上的中国》《大国工匠》《我在

故宫修文物》《汉字五千年》《中国通史》《问道楼

观》《中国文房四宝》《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纪

录片类精彩的生动的文化案例，作为翻译教学、中
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有效素材，激起学生们内心中

对优秀文化的深刻体验，同时被传统文化的魅力

深深吸引，进而积极主动学习和宣扬中华传统文

化的优秀内容。
第四，通过跨文化教学践行传统优秀文化精

神，让优秀文化内化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越

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主动申请到边远地区工作，

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寻求人生价值。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利用休息时间到社区敬老院做义工，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救助失学儿童的公益活动

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慈善事业里来。从

日常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

从认知、喜爱到内化的过程，就是对传统优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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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认同与自信的过程。而这种文化自信正是奠

定我们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曾说

道:“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

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3． 2 敢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任何一种优秀文化都应当具有人类共性和自

身个性的双重特征。优秀文化首先要体现并保持

其独特的个性，但同时也一定要将这种个性置于

整个人类文明的大背景下，自觉追求与人类文明

进步方向的一致性。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华文明

的传播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同样，对其他

文明的吸收、借鉴也促进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敢于吸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样是一个民族

文化自信的表现。
第一，跨文化教学中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既

不能崇洋媚外，全盘照搬外来文化，又不能妄自尊

大，盲目排斥外来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年轻人

必须接受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

人们之间文化结构特征的差异，正如引起这种差

异的基础是生活形式上的差异一样。学生们懂得

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不站在本民族、本国家或本社

区的价值观或文化立场上任意地贬低和指责其他

不同的价值观，而是，着眼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

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反映人类最

美好的目标理想和价值追求。
第二，年轻人必须有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

容并蓄的气魄。以开阔的国际视野，汲取世界文

化发展的有益成果，积极借鉴外来文化的成功经

验，有效推动中华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建构中华

文化更高的精神诉求。这种精神诉求既有形又无

形，所以既要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文化，也要

吸收国外优秀的制度文化。所谓技术文化，就是

发展某种技术的内在与外在氛围。因为一种技术

的形成，除依靠特定的技术外，也需要技术产生的

学习、工作氛围。这种氛围就是技术文化的直接

来源。因此，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不仅是生产力得

以提高的重要保障，更是我国科技发展与创新的

主要动力。任何制度都有其合理性与优点，批判

地吸收国外先进社会制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

基本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朝着更高的方向迈进，为我国的制度自信夯实基

础、提供养料，在广取博收中实现中华文化自信的

重建。
第三，年轻人应为扩大和深化对外人文交流

与合作做出贡献。跨文化教学要坚持“走出去”
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

流合作，向世界人民展示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化，

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了解。改革开放

三十多年的成果很好地证明正是由于这种对外的

广泛交流和深度合作，才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未来的各种跨文化经

济和文化活动中，积极倡导文化多样性，尊重文明

的多样性，在文化的一元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和张

力，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开展更大范围、
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实现中国由经济

文化大国走向经济文化强国，实现沿线各国的互利

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
3． 3 积极建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不是一蹴而就，它的建

构应在跨文化教学的带动下，形成一个不断理论

化、系统化与实践化的良性循环过程。文化核心

价值观是一定社会形态和社会性质的集中体现，

决定着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制约着社

会发展的基本方向。毋庸置疑跨文化教学任重道

远: 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

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

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实践中。
第一，在跨文化教学中积极构建中华文化核

心价值观。这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应当是学生

的认知层面、情感层面、伦理层面、信仰和价值观

层面的渐进过程。面临信息化时代的海量信息，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学艺术发

展方向应以人文关怀为主要特色; 情感是感性的，

但却是理性的源头、内涵和基础，要有悲悯情怀、
忧患意识和锲而不舍的探究精神; 一个社会的健

康运转依靠的是道德和法律，法律是最基本的道

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 信仰价值观是建立在认

知、情感和伦理基础之上的人类最高精神追求，中

国人的信仰来源于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天人合

一”“道法一家”，努力挖掘传统话语中的人文精

神和内在价值，使其在当代话语运用中实现现代

化转型，重新构建“本体安全”。只要年轻人内心

有现代传统价值观的支撑，远处有理想之光的照

耀，现实生活世界就会晴朗而有意义。
第二，在跨文化教学中构建中华文化核心价

值观，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础。就

是坚守中华传统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积

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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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同时，应倡导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更应是渗透于中华文史哲几千年的对

生命的体验与评价。文化认同就是要有具体的文

化内涵指向，才能确实使得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

体系成为学生们对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理论基

础。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坚

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和

丰富中华现代文化的魅力和内涵。让学生们自觉

养成一种以中华核心价值观为指导的日常行为的

规范和模式。
第三，在跨文化教学中建构中国文化核心价

值观，应是一个不断实践化的过程。其主要表现

在年轻人服务于文化事业方面: 构建覆盖全社会

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传播手段，扩大社会先

进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能够让所有人形成广

泛的价值认同。把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转化为生活

世界里可触碰、可感知的事件和可亲近的具体人

物，使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占据

主导地位，得到年轻人的普遍认同和遵从，主动内

化为个人的价值信仰和行动指南。与此同时不断

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的力度，充分利用“一带

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以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

文化: 博采众长、辩证取舍、择善而从，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争取世界上更多民族对中国文化的

理解和认同。

4 结束语
回首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我们可以

自豪地说中华文明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断

裂的文明，中华文明中的经验与智慧熠熠生辉; 放

眼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大发展，年轻一代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与此同时，年轻一代

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一些从未来过中国

的发达国家的人，会把中国与贫穷、落后，甚至野

蛮联系到一起; 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打破原有的世

界秩序，要最大限度地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和“中等收入陷阱”。在错综复杂的挑战面前，跨

文化教学任重而道远，年轻一代必须倍加谨慎前

行，发挥中华文明的智慧，抓住“一带一路”倡议

带来的机遇，服务各种形式的对外交流，积极介入

世界文明的对话，不断向世界传递文化关切，表达

中国价值，扩大中华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感召

力，促进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了解、信任和支持，为构建更加开放、公正、有效世

界秩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

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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