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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ꎬ 跨

文化传播成为当今世界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ꎮ 跨文化传播建构过程可以概括

为跨文化理解、 跨文化尊重、 跨文化互动和跨文化认同 ４ 个维度ꎮ 总体来看ꎬ
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主体日益扩大ꎬ 传播内容日趋丰富ꎬ 传播渠道

不断拓展ꎬ 传播受众逐步增多ꎬ 传播成效较为显著ꎮ 与此同时ꎬ 中国对非洲

跨文化传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在认知层面ꎬ 文化差异影响中非跨文

化理解ꎻ 在态度层面ꎬ 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尊重ꎻ 在互动层面ꎬ 文

化帝国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互动ꎻ 在认同层面ꎬ “西强东弱” 的国际传播格局

影响中非跨文化认同ꎮ 鉴此ꎬ 中方需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体

系建设ꎬ 促进中非文化交融与相互理解ꎻ 创新议程设置ꎬ 加快构建中国对非

洲跨文化传播叙事体系ꎻ 畅通跨文化互动环节ꎬ 最大限度减少中非文化折扣ꎻ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间性以实现文化间性落地ꎬ 进而促进中非价值认同、
身份认同和命运共同体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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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３ 年 ６ 月ꎬ 习近平同志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ꎬ 深刻

剖析了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突出的创新性、 突出的统一性、 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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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这 “五大突出特性”ꎬ 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 “两个结合” 的重大历史性意义ꎬ
发出了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时代最强音ꎬ 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

化强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ꎮ① 这一重要讲话也为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和文明互鉴ꎬ 以及扩大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和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ꎬ
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ꎮ

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ꎬ 自古以来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化ꎮ 尽管

中国与非洲在地理上相距遥远ꎬ 在文化上也存在差异ꎬ 但中非交往源远流长ꎬ
文化交流是中非关系的桥梁和纽带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非关系快速发展ꎬ 中非

文化交流不断深入ꎬ 文明互鉴持续推进ꎬ 这对于促进中非相互理解ꎬ 增进彼

此友谊ꎬ 加强合作共赢ꎬ 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ꎮ
从传播的交流互动本质来看ꎬ 中非文化交流是双向的ꎬ 既包括中国对非洲跨

文化传播ꎬ 也包括非洲对中国跨文化传播ꎮ 基于此ꎬ 学术界围绕此议题展开

了一系列相关研究ꎮ 一些学者深入分析了西方媒体全面构建非洲负面形象的

“非洲范式”ꎬ 提出中国对非传播应超越这种 “非洲范式”ꎬ 实施精英化与大

众化齐头并进的传播战略ꎮ② 另一些学者从媒体的角度ꎬ 分析了中国媒体在非

洲的发展情况ꎬ 中非媒体合作的不同历史阶段ꎬ 中国对非传播存在的问题ꎬ
以及如何构建对非传播话语体系、 提升对非传播能力等问题ꎮ③ 近年来ꎬ 孔子

学院和中文国际教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有学者分析研究了非洲

孔子学院的语言文化传播效果ꎬ 并提出深化中国语言文化在非洲传播的策略

建议ꎮ④ 影视传播也成为一个热点问题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

近平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及中国电视剧 «媳妇的美好时代» 被译成斯瓦希里语

在当地热播ꎬ 从此掀起了中国影视剧译制片走进非洲的热潮ꎬ 学者们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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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究也相应增多ꎮ① 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非传播ꎬ
有学者从时代语境、 价值取向、 核心话语、 策略创新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

索ꎮ② 可以说ꎬ 现有研究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定了较好基础ꎮ 但是

总体来看ꎬ 目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是数量少、 零散化ꎬ 缺少体系化、 理论

化的研究ꎮ 就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科而言ꎬ “为数甚少的理论研究ꎬ 大都为介绍

国外研究范式或是直接将欧美理论本土化移植的生硬之作ꎬ 鲜见聚焦于本土

文化实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ꎮ”③ 关于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ꎬ 迫切需要学者

们借鉴既有跨文化传播相关理论ꎬ 将其与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实际相结合ꎬ
以此为基础分析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现状和特点、 问题及挑战ꎬ
进而提出未来发展方向及路径ꎮ

一　 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认同理论阐释

当今世界ꎬ 全球化深入发展ꎬ 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ꎬ 跨文化传播成为

当下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ꎮ 不同文化之间的传播、 交流、 融合已成为普遍的

文化现象ꎬ 世界文化边界逐渐模糊ꎬ 人类社会日益呈现跨文化特征ꎮ 与此同

时ꎬ 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文化冲突愈加显现ꎬ 国际竞争进一步由政治、 经济领

域向更深层次的文化领域扩展ꎮ 对此ꎬ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ꎬ “在冷战后的世

界ꎬ 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ꎬ 又是统一的力量ꎮ”④ 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ꎬ 而不

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ꎬ 正全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ꎮ
(一) 跨文化传播理论

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 (Ｅｄｗａｒｄ Ｔ Ｈａｌｌ) 是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人ꎮ
他在 １９５７ 年出版了 «无声的语言»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一书ꎬ 开辟了跨文

化传播研究的全新领域ꎮ 学术界对跨文化传播定义有多种多样ꎬ 但总体上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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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信息传播活动ꎮ “作为人类

传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跨文化传播是人与人、 族群与族群、 国家与国家

之间必不可少的活动ꎮ”① 跨文化传播极大促进了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ꎮ 根据交际方式的不同或是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ꎬ 爱德华霍尔在其

«超越文化» 一书中ꎬ 将不同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ｔｅｘｔ) 和低语境

文化 (ｌｏ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ꎬ 或者还有中语境文化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ꎮ 在他看来ꎬ 美国

是典型的低语境国家ꎬ 人们进行交流主要依靠语言本身ꎬ 喜欢直接坦率的表

达方式ꎻ 而中国则是典型的高语境国家ꎬ 人们进行交流更多地依赖语境ꎬ 喜

欢含蓄隐晦的表达方式ꎮ “中国ꎬ 这个拥有伟大而复杂文化的国家ꎬ 却处在这

个阶梯上高语境的极端ꎮ”② 包括北非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也属于高语境文

化ꎬ 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则属于低语境文化ꎮ 关于跨文化传播模式ꎬ 美国

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 (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 提出了著名的 “５Ｗ” 传播模

式: 谁ꎬ 说了什么ꎬ 通过什么渠道ꎬ 对谁说ꎬ 产生了什么效果ꎮ 由 “５Ｗ” 模

式进而演绎出传播学的控制分析、 内容分析、 媒介分析、 受众分析和效果分

析ꎮ③ 尽管人们对这一模式多有批评和非议ꎬ 如认为它是政治宣传模式ꎬ 是单

向的和线性的模式ꎬ 忽略了受众反馈和传播环境影响等ꎬ 但是不可否认其对

传播学的巨大贡献ꎬ 也是分析跨文化传播的重要理论框架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跨文化传播学被引入中国ꎬ 并逐步发展成为

一门学科ꎮ 几十年来ꎬ 一批中国学者致力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并取得长足进

展ꎬ 但是总体来看ꎬ “缺乏科学的、 富有成效的本土研究ꎬ 照搬西方理论

而忽视本土适用性研究的现象大量存在ꎬ 进而也就导致了具有批判意识和

实践指向的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缺乏ꎮ”④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建构依然任重

道远ꎮ
(二) 跨文化认同理论

将 “文化” 与 “认同” 联系在一起ꎬ 最早提出文化认同理论的是美国精

神分析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 (Ｅｒｉｋ Ｅｒｉｋｓｏｎ)ꎮ 他认为ꎬ “文化认同是指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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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内化并产生归属感ꎬ 从而获得、 保持与创新自身

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ꎮ”① 爱德华霍尔也认为ꎬ “文化中最重要的心理要素

是认同作用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认同是文化与人格的桥梁ꎮ”② 关于文化认同的

重要意义ꎬ 英国哲学家、 社会人类学家厄内斯特盖尔纳 (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
认为ꎬ “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国家民族凝聚力及国家认同的基

础ꎮ”③ 毋庸置疑ꎬ 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ꎬ 是民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的精神纽带ꎬ 对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具有至关重要的

意义ꎮ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ꎬ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ꎬ 这至少带来两个

结果: 一是文化融合ꎬ 二是文化冲突ꎮ 要避免或减少文化冲突、 促进文化交

流与融合ꎬ 仅是对自身的、 本民族的、 本国的文化认同是不够的ꎬ 人们需要

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面对、 接纳和学习外来文化ꎬ 在坚持自身文化认同的基

础上ꎬ 不断超越自身文化认同ꎬ 努力构建异质文化或不同文化之间的认同ꎬ
即跨文化认同ꎬ 这成为全球化在文化领域的一大表现或特征ꎮ

基于此背景ꎬ 美国学者彼得阿德勒 (Ｐｅｔｅｒ Ａｄｌｅｒ) 提出 “多元文化人”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 概念ꎬ 旨在超越单一文化认同ꎬ 构建跨文化认同ꎬ 在跨文

化传播学界引起极大反响ꎮ④ 由此ꎬ 跨文化认同成为跨文化传播学经典理论命

题之一ꎮ 跨文化认同一方面是为了建立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兴关系ꎬ 另一

方面旨在通过学习借鉴其他文化来不断丰富提升自身文化ꎮ “跨文化认同可以

被理解为交际者以自己的文化传统为根基ꎬ 全方位地开发自我ꎬ 不断吸收与

整合其他文化元素ꎬ 扩展文化认同ꎬ 逐步商讨协议和积累共识ꎬ 进而建构和

谐的跨文化关系的过程ꎮ”⑤ 跨文化认同超越了人们的自我文化认同ꎬ 拓宽了

人们的文化视野ꎬ 扩大了人们的文化互动空间ꎬ 既有利于促进自身文化发展

进步ꎬ 也有利于构建良好的文化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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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对于文化认同的认知不断深化ꎮ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 “中华民族

多元一体论”ꎬ 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理论ꎮ 他还提出 “各美其美ꎬ 美人之

美ꎬ 美美与共ꎬ 天下大同”① 思想ꎬ 彰显处理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促

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理想境界ꎮ 此后ꎬ 中国学术界主要围绕文化认同的概

念、 内涵、 作用及其与民族认同、 国际认同之间的关系展开深入研究ꎮ② 郑晓

云的 «文化认同论» 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文化认同研究的学术专著ꎮ 他指出ꎬ
“在文化的存在与发展、 文化相互间交流与融合中ꎬ 对于文化的认同———包括

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异文化的认同两个方面ꎬ 是一个核心的问题ꎮ”③

人类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能否相互认同ꎬ 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ꎬ 从这

个意义上说ꎬ “文化认同问题是当代人类面临的重要性不亚于环境问题的全球

性问题之一”④ꎮ
(三)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关系

从文化语境的角度来看ꎬ “跨文化传播就是把一些文化现象置于同一语境

下ꎬ 以消解文化差异ꎬ 达到价值认同、 文化认同ꎬ 最终实现对政治合法性的

支持ꎮ”⑤ 就中非文化而言ꎬ 毋庸置疑ꎬ 双方存在文化差异和文化共性ꎬ 这是

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基础ꎮ 因为跨文化传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或者异质文化之

间进行的ꎬ 没有文化差异就没有跨文化传播ꎻ 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建立在文化

共性基础上ꎬ 寻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通之处ꎬ 没有文化共性就没有跨文化认

同ꎮ 中非文化的差异性包括性格和气质差异、 行为方式和金钱观差异、 国家

观念和国家感情差异、 历史文化和历史进程差异等ꎮ⑥ 与此同时ꎬ 中非文化有

诸多相似之处ꎬ 主要体现在集体主义、 尊老敬贤、 平等观念、 宽容待人等方

面⑦ꎬ 亦可具化为 “都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ꎬ 都注重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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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费孝通: « “美美与共” 和人类文明»ꎬ 载费孝通著、 方李莉编: «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

通晚年文选»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０ ~ ４４ 页ꎮ
都永浩、 左岫仙: «国内外文化认同研究综述及分析»ꎬ 第 ２ ~ ４ 页ꎮ
郑晓云著: «文化认同论»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序言第 ６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９ 页ꎮ
许利平、 韦民等著: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周海金、 刘鸿武: «论文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对中非关系的影响»ꎬ 载 «浙江社会科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４ ~ ４５ 页ꎮ
李安山: «中国与非洲的文化相似性———兼论中国应该向非洲学习什么»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９ ~ 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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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注重集体主义观念和家庭观念ꎬ 都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并反对外部干预”①ꎮ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ꎬ 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ꎬ 乌班图思想研

究日益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ꎬ 有学者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比较研究ꎬ
得出二者都重视 “仁爱、 和谐、 宽容、 分享、 团结、 责任” 等理念ꎬ 这是中非

文化共性的重要体现ꎮ② 从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来看ꎬ 就在于异质文化间产生的相

互认同和互补ꎬ 以及新意的整合ꎬ 通过加强整体和共同发展ꎬ 来构建不同的文

化之间的协同作用ꎬ 从而构建文化命运共同体ꎮ③ 从跨文化传播的终极目标来

看ꎬ 就是为了 “达成人与人之间彼此倾听、 彼此宽容与理解的文化关系”④ꎮ
跨文化传播建构过程可以概括为跨文化理解、 跨文化尊重、 跨文化互动

和跨文化认同 ４ 个维度ꎮ 而跨文化认同建构过程可分为 ３ 个层次认同的相互

构建: 价值认同、 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ꎮ 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 １ 所示ꎬ
这也是本文分析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理论框架ꎮ

图 １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理论逻辑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ꎮ

跨文化理解属于认知层面ꎬ 是不同文化主体对文化多样性、 差异性及共

通性的认知ꎮ 只有增强文化间理解ꎬ 才能消除文化间隔阂与误解ꎬ 这是跨文

化传播的重要基础ꎮ 跨文化尊重属于态度或情感层面ꎬ 不同文化之间本着彼

此平等、 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交往ꎬ 消除文化中心主义 (或称民族中心主

义)ꎬ 摒弃刻板印象、 文化偏见和文化歧视ꎬ 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前提ꎮ 跨

１５１

①
②

③

④

周海金、 刘鸿武: «论文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对中非关系的影响»ꎬ 第 ４２ ~ ４３ 页ꎮ
[塞内加尔] 伊卜拉希马西拉等: «非洲大使学者谈中共二十大与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构

建»ꎬ 载 «中国非洲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 ~ １９ 页ꎻ Ｔｈａｄｄｅｕｓ Ｍｅｔｚꎬ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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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动属于行为层面ꎬ 包括语言和非语言互动形式和工程ꎬ 这是跨文化传

播的关键所在ꎮ 实际上ꎬ 文化是一个信息系统ꎬ 其中互动是文化的核心ꎬ 是

万物的本源ꎮ “归根结底ꎬ 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涉及与其他事务的互动ꎮ 互动寓

于文化万象的枢纽中ꎬ 一切事物都生于互动ꎮ”① 文化是一种互动性的存在ꎬ
人们只有在互动中才能感知相同和相异的文化ꎬ 否则就容易变成 “标签化”
理解ꎮ 只有回到 “互惠性理解”ꎬ 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ꎬ 才能超越文

化偏向ꎬ 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ꎬ 形成建构跨文化

传播关系的可能性ꎮ②

跨文化认同属于结果层面ꎬ 是不同文化主体之间寻求文化共性、 达成文

化共识并构建文化共同体的过程ꎬ 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宗旨和意义所在ꎮ 跨文

化认同至少包括 ３ 个维度: 价值认同、 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ꎮ 价值认同是

不同文化主体对它们所秉持的共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的认同ꎬ 这

是跨文化认同的内在核心ꎮ 例如ꎬ 中非之间均奉行集体主义和多边主义ꎬ 那

么集 体 主 义 和 多 边 主 义 便 是 中 非 价 值 认 同 的 一 部 分ꎮ 在 英 语 中ꎬ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一词本身既有 “认同” 又有 “身份” 的意思ꎬ 身份认同是不

同文化主体对它们所拥有的共同或相似的身份属性及角色地位的认同ꎬ 这是

跨文化认同的外在表现ꎮ 又如ꎬ 中国与非洲国家是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ꎬ
它们均属于发展中国家ꎬ 这些都是中非身份认同的具体写照ꎮ 共同体认同是

不同文化主体对它们所属于的共同体的认同及构建ꎬ 这是跨文化认同的要旨

和目标ꎮ “人类发展史产生了原始共同体、 以婚姻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共同体、
古代出于政治斗争需要的政治共同体、 到中世纪的基于宗教信仰的信徒共同

体、 近代异化的市民共同体、 民族共同体、 阶级共同体、 社会共同体乃至现

代国家共同体、 国际共同体和全球共同体等各种形态的共同体ꎮ”③ 在所有类

型的共同体中ꎬ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最高层次的共同体ꎮ 因

此ꎬ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重要组成部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及构建ꎬ 是

中非跨文化认同的重要目标甚或是最高目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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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和谐的跨文化传播是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基

础上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化互动ꎬ 由此形成包括价值认同、 身份认同和共同体

认同在内的跨文化认同ꎬ 从而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生、 共兴、 共荣ꎬ 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ꎮ

二　 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特点

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ꎬ 近年来中非友好合作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ꎬ 不

仅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ꎬ 而且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

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ꎮ 经过多年努力ꎬ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已取得积极成

效ꎬ 呈现以下几方面突出特点ꎮ
(一)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主体日益扩大

跨文化传播主体是回答 “谁来传播” 的问题ꎬ 主要包括人员、 组织和媒

体等传播主体ꎬ 它们分别对应的是人际传播、 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ꎮ 新时代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与三大时代特征密切相关: 一是在全球化时代ꎬ 不同

文化之间的对话、 交流与融合得到极大促进ꎬ 但也带来了文化碰撞、 摩擦和

冲突ꎻ 二是在信息化时代ꎬ 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ꎬ 极

大改变了跨文化传播方式ꎻ 三是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时代ꎬ 双方各领域合作

不断扩大且人员交往持续增多ꎬ 极大推动了中非跨文化交流ꎮ
在人际传播方面ꎬ 中非人员交往扩大为跨文化传播创造了良好条件ꎮ 目

前ꎬ 在非洲的中国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国家公派人员ꎬ 包括外交

人员、 援非医疗队员、 孔子学院教师和志愿者、 农业技术专家以及少量留学

生等ꎻ 第二类是企业员工、 私营业者、 务工人员等ꎻ 第三类是长期在非洲工作

生活的华侨华人ꎬ 他们中有少部分人已加入当地国籍ꎬ 但大多数人仍保持中国

国籍ꎮ 在自觉或不自觉间ꎬ 这些在非洲的中国人都会成为跨文化传播主体ꎮ
在组织传播方面ꎬ 中国政府提出并践行文化 “走出去” 战略ꎬ 是国家对

外跨文化传播的组织者、 设计者和引领者ꎮ 中国企业并非 “专职” 跨文化传

播者ꎬ 但其跨文化传播的功能非常强大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ꎬ 中国在非洲设立各

类企业超过 ３ ５００ 家ꎬ 民营企业逐渐成为对非投资的主力ꎬ 聘用非洲本地员工

比例超过 ８０％ ꎬ 直接和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ꎮ 孔子学院旨在促进中文国

际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 中国在非洲合作设立了 ６１ 所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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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 ４８ 所孔子课堂ꎮ① 此外ꎬ 中国还在毛里求斯、 贝宁、 埃及、 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和摩洛哥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ꎮ 近年来ꎬ 中国的非洲研究机构和智

库呈现快速增长之势ꎬ 它们肩负着深化对非文明互鉴的重要使命ꎮ
在大众传播方面ꎬ 中国官方媒体ꎬ 包括新华社、 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 人民日报社、 中国日报社、 中国新闻社等ꎬ 通过设立分社、 分台、
记者站等方式进入非洲ꎬ 加强与当地传媒机构交流合作ꎮ 与此同时ꎬ 以四达

时代为代表的民营媒体积极开拓非洲市场ꎬ 在尼日利亚、 坦桑尼亚、 南非等

３０ 多个非洲国家注册成立公司ꎬ 开展数字电视和互联网视频运营ꎮ 中国媒体

进入非洲在当地传播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ꎬ 同时搭建了中非沟通的桥梁ꎬ 促

进了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ꎬ 增进了中非相互理解ꎮ
(二)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内容日趋丰富

跨文化传播内容是回答 “传播什么” 的问题ꎬ 这是跨文化传播的核心ꎮ
“内容为王” 是跨文化传播有效性的核心要素ꎮ② 中国和非洲都拥有辉煌灿烂

的文明ꎮ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 发展至今的文明ꎮ 非洲是人类文

明的起源地之一ꎬ 孕育了古埃及文明、 阿拉伯文明、 斯瓦希里文明、 豪萨文

明等ꎮ 中华文明和非洲文明交相辉映、 交流互鉴ꎬ 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作出

了重要贡献ꎮ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ꎬ 共同的历史遭遇、 共同的发展任

务、 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ꎮ”③ 历史与现实均厚植了中非情

感相通和民心相通的基础ꎬ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也体现了中非文明对话、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中非友好合作等鲜明特色ꎮ

概而言之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

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内容ꎮ 它们分别对应 “传统中国” “现代中

国” 和 “未来中国”ꎬ 构建起全面立体的中国国家形象ꎬ 从而使非洲人民更好

地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根源ꎬ 为中非文明对话奠定基础ꎻ 更好地了解中

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ꎬ 为非洲国家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借鉴ꎻ 更好

地了解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ꎬ 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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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版ꎬ 第 １９ 页和第 ２６ 页ꎮ

段龙江: «我国跨文化传播的困境与优化路径»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中ꎬ 第 ９９ 页ꎮ
习近平: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第一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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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ꎮ 在思想理论方面ꎬ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非传播的

要义ꎬ 也是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最核心的内容ꎮ 在价值观方面ꎬ 全人类共

同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非命运共同体、 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和正确

义利观ꎬ 是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价值取向ꎮ 文化的核心是价

值观ꎬ 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价值观传播ꎬ 这些价值取向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集中体现ꎬ 又是中非传统友谊的生动写照ꎬ 还为构建面向未来的中非关

系提供了指导原则ꎮ 在精神引领方面ꎬ 中非友好合作精神、 中国医疗队精神

和丝绸之路精神等ꎬ 是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精神引领ꎮ 这三方面精

神既各有侧重又密切相关ꎬ 不仅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ꎬ 也是中非共同

珍视的精神财富ꎮ
(三)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渠道不断拓展

跨文化传播渠道是回答 “怎么传播” 的问题ꎬ 这是跨文化传播的必要条

件ꎮ 广义的跨文化传播渠道有很多ꎬ 其中媒体传播包括报刊、 广播、 电视等

传统媒体和互联网、 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ꎮ 互联网被称为 “第四媒体”ꎬ① 不

仅在中国发展迅速ꎬ 而且在非洲普及率也越来越高ꎮ 据统计ꎬ 非洲网民数量

在 ２０００ 年底只有 ４５０ 万人ꎬ 而到 ２０２１ 年底已超过 ５ ９ 亿人ꎬ 增长了 １３０ 倍ꎬ
是全世界网民数量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ꎻ 非洲互联网渗透率为 ４３％ ꎬ 正在缩

小与世 界 平 均 值 ( ６４ ２％ ) 的 差 距ꎻ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ꎬ 非 洲 仅 脸 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就已超过 ２ ５５ 亿人ꎮ② 因此ꎬ 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扩大中

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ꎬ 已是大势所趋ꎮ 除媒体传播以外ꎬ 中非政治交往、 经

贸合作、 人文交流等也能带来或促进跨文化传播ꎮ 其中ꎬ 中非人文交流以其

具有主体多元、 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等特点ꎬ 成为促进跨文化传播的重要

渠道ꎮ
传播渠道机制化是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一大特点ꎮ 历届中非合作论

坛均把人文交流列为重要内容ꎬ 如 ２０１５ 年约翰内斯堡峰会提出中非 “人文合

作计划”ꎬ ２０１８ 年北京峰会提出中非 “人文交流行动”ꎬ ２０２１ 年第八届部长级

会议提出中非 “人文交流工程”ꎮ 中非合作论坛设立了中非媒体论坛、 中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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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ꎬ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联合国新闻委员会上提出ꎬ 在加强传统的文字和声像传播

手段的同时ꎬ 应利用最先进的 “第四媒体” ———互联网ꎮ 自此ꎬ “第四媒体” 的概念正式得到使用ꎮ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ｔ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ｒ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ｔｓ ｃｏｍ / ｓｔａｔｓ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３ － ０５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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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论坛等分论坛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中国—南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正式建立ꎬ
这是首个中非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ꎬ 中非签署并落实了

３４６ 个双边政府文化协定执行计划ꎮ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 中国与 ３１ 个非洲国家签

署双边旅游合作文件ꎬ 已将 ３４ 个非洲国家列为中国公民组团出境旅游目的

地ꎮ① “在人文交流的具体实践中ꎬ 文化是核心内容ꎮ”② 上述人文交流机制的

建立和实施极大促进了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ꎮ
(四)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受众逐步增多

跨文化传播受众是回答 “向谁传播” 的问题ꎬ 这将直接影响传播效果ꎮ
总体而言ꎬ 非洲传媒业发展较为落后ꎬ 不同地区、 不同身份、 不同经济条件

的人们接收信息的渠道有所不同ꎮ 例如ꎬ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ꎬ 广播主要面向

农村人口ꎬ 电视主要面向城市居民ꎬ 报刊主要面向少数精英阶层ꎬ 而互联网

和社交媒体主要面向城市青年人口ꎮ 而且ꎬ 非洲国家语言众多ꎬ 除了英语、
法语、 葡萄牙语等殖民宗主国语言以外ꎬ 还有阿拉伯语、 豪萨语、 斯瓦希里

语等众多非洲本土语言ꎮ 根据不同受众实施有针对性的精准传播ꎬ 是中国媒

体对非传播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ꎮ 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例ꎬ 已使用英语、
法语、 阿拉伯语、 豪萨语、 斯瓦希里语等通用语或当地本土语言对非洲进行

广播ꎬ 并且通过与当地传媒机构合作ꎬ 在加快节目本土化步伐、 增加落地频

率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ꎬ 从而不断扩大了当地听众数量ꎮ
在人际传播或组织传播方面ꎬ 随着中非各领域合作不断加深ꎬ 中国对非

洲跨文化传播的受众面越来越广ꎮ 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ꎬ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ꎬ
中国累计向非洲派出医疗队员 ２ ３ 万人次ꎬ 诊治患者 ２ ３ 亿人次ꎮ③ 他们在治

病救人的过程中ꎬ 与当地社会各阶层人士直接打交道ꎬ 进行面对面的文化交

流ꎬ 践行中国医疗队精神ꎬ 极大促进了中非相互了解和友谊ꎬ 因此被称为

“白衣使者” “最受欢迎的人”ꎮ 由于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ꎬ 中国

援非医疗队荣获 ２０１４ 年 “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集体奖ꎮ④

在教育方面ꎬ 非洲各国的孔子学院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中文学习者和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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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２８ ~ ２９ 页ꎮ
王珩编著: «中非人文交流简论»ꎬ 浙江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７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ꎬ 第 ２５ 页ꎮ
«中国援非医疗队获 “传播中华文化年度人物” 集体奖»ꎬ 载中国新闻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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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者ꎮ 与此同时ꎬ 来华留学的非洲留学生数量大幅增长ꎮ 根据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数据ꎬ 从 ２０１４ 年起ꎬ 中国已超过美国和英国而成为仅次于法国的非洲

留学生第二大热门目的国ꎮ① 根据中国教育部数据ꎬ ２０１８ 年非洲来华留学生

总数为 ８１ ５６２ 人ꎬ 约占世界各国和地区来华留学生总数的 １７％ ꎬ 仅次于亚洲

(约占 ６０％ )ꎮ② 这些来华留学生不仅学习中国语言、 文化和专业知识ꎬ 还把

各自国家不同的文化带到中国ꎬ 成为中非之间的文化桥梁ꎬ 促进了中非跨文

化双向传播ꎮ
(五)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效果较为显著

“新闻传播学领域一个持续性的核心命题是传播效果研究ꎮ”③ 传播效果

是跨文化传播的落脚点ꎬ 也就是说跨文化传播终归要看产生的效果如何ꎮ 就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而言ꎬ 虽然难以有量化的数据ꎬ 但是从中国在非洲影

响力以及国家形象构建的角度看ꎬ 传播成效是显而易见的ꎮ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知

名调查研究机构非洲晴雨表 (Ａｆｒｏ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非
洲人对中国的看法: 来自 １８ 个国家的民意调查»ꎮ 这份调查报告的受访者来

自 １８ 个非洲国家ꎬ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ꎻ 采取面对面调查的方式ꎬ 具有相当的

可信度ꎮ 在被问及哪个国家或组织对本国政治经济发展最具积极或消极影响

力时ꎬ ５９％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本国政治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ꎬ 排名第

一ꎬ 高于美国 (５８％ )、 地区强国 (４９％ )、 前殖民宗主国 (４６％ ) 和俄罗斯

(３８％ )ꎮ④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ꎬ 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 ( Ｉｃｈｉｋｏｗｉｔｚ Ｆａｍｉｌ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ＩＦＦ) 发布的 «２０２２ 年非洲青年调查» 显示ꎬ 非洲青年人认为ꎬ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ꎬ 成为对非洲最具影响力的非洲大陆以外国家ꎮ 非洲青年

人还认为ꎬ 中国为非洲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ꎬ 给非洲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

处ꎮ⑤ 上面两份调查报告来自不同机构ꎬ 面向不同人群ꎬ 覆盖不同国家ꎬ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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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Ｂｒｅｅｚ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ｈａｎ Ｍｏｏｒｅꎬ “Ｗｈ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ｈｏｏ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ꎬ
Ｊｕｎｅ ２７ꎬ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来华留学统计»ꎬ 载中国教育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ｊｙｂ＿ ｘｗｆｂ / ｇｚｄｔ＿ ｇｚｄ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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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波、 刘欣雅主编: «国家形象与跨文化传播»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８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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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相同ꎮ 无论是中国发展模式还是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ꎬ
得到的认可度和赞誉度都在不断上升ꎮ 这充分反映出中非合作深入人心ꎬ 日

益受到非洲人民欢迎ꎬ 也说明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成效显著ꎬ 从而有利于

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构建ꎮ
总体看ꎬ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极大促进了中非文化认同ꎬ 加强了中非

民心相通ꎬ 深化了中非文明互鉴ꎬ 推动了中非友好合作ꎬ 为中非命运共同体

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ꎮ

三　 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挑战

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ꎬ 对于推动中非全面战略合作ꎬ 提

升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和影响力ꎬ 都具有重要意义ꎮ 但不可否认ꎬ 由于历史

和现实的多重复杂因素ꎬ 中非之间不仅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文化差异ꎬ 而且存

在一些文化偏见ꎮ 加之ꎬ 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大行其道ꎬ 全球传播秩序严重失

衡ꎬ 致使中非之间在跨文化理解、 跨文化尊重、 跨文化互动等方面都面临一

些挑战ꎬ 进而影响到中非跨文化认同ꎮ
(一) 认知层面: 文化差异影响中非跨文化理解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ꎬ 每种文化都有其自身成长与发展的土壤ꎮ 文化

的多样性或者多元性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性ꎬ 而这种具有差异性

的文化恰恰也是各文化之间交流互鉴、 取长补短的基础ꎮ① 跨文化传播实际上

就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缩小或克服文化差异ꎬ 扩大文化共性ꎬ 获得文化认同乃

至文化融合的过程ꎮ 如前文所述ꎬ 学界已对中非文化差异和共性进行了一些

有价值的研究ꎬ 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全面深入ꎬ 而且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导ꎬ
从而影响到中非跨文化理解ꎬ 并由此造成一些文化误解、 文化隔阂、 文化折

扣乃至文化冲突ꎮ
无论是物质文化、 精神文化、 制度文化ꎬ 也无论是语言体系、 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 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 行为规范、 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 政治制

度等方面ꎬ 以及高语境文化或低语境文化方面ꎬ 中非文化差异都是显而易见

的ꎮ 仅以语言、 宗教和政治制度为例ꎬ 便可略窥一斑ꎮ 在语言方面ꎬ 作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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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或者首要组成部分ꎬ 语言的工具属性决定了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基

础性作用ꎮ① 在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中ꎬ 语言问题一直是一大障碍ꎮ 首先ꎬ 非

洲大陆语言种类繁多ꎬ 非洲国家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政策非常复杂ꎬ 如南

非的官方语言达到 １１ 种之多ꎮ 其次ꎬ 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ꎬ 甚至包括孔子学

院的汉语教学ꎬ 通常是以英语、 法语等作为媒介的ꎬ 这种情况使文化传播的

效果大打折扣ꎮ 再次ꎬ 虽然中文国际教育在非洲取得长足进展ꎬ 但是与其他

语言相比ꎬ 中文的地位和影响力仍然远远落后ꎮ 根据非洲晴雨表关于语言学

习的调查情况ꎬ 在被问及哪种国际语言对青年人学习而言最好、 最重要时ꎬ
７１％的受访者选择英语ꎬ 居遥遥领先位势ꎻ 其次是法语ꎬ 占 １４％ ꎻ 第三是其

他语言ꎬ 占 ９％ ꎻ 第四是阿拉伯语ꎬ 占 ４％ ꎻ 选择中文的受访者仅占 ２％ ꎬ 排

在最后位置ꎮ② 在宗教方面ꎬ 非洲各国的宗教信仰大致可划分为基督教、 伊斯

兰教和传统宗教三大类ꎮ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又有若干分支ꎮ 传统宗教更是五

花八门ꎬ 难以计数ꎮ 中非在宗教方面差异巨大ꎮ 非洲人对中国的多宗教状况

和宗教信仰自由缺乏了解ꎬ 并存在一些疑惑ꎬ 这也是在中非跨文化交往过程

中时常面临的文化差异ꎮ 在政治制度方面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非洲国家普

遍实行西式民主制ꎬ 奉行三权分立ꎬ 定期举行各类选举ꎮ 非洲国家民众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ꎬ 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政党制度、 选举制

度等缺乏了解ꎬ 甚至存在一些误解ꎮ 这些差异和误解凸显了中非之间加强治

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性ꎮ
总之ꎬ 中非文化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ꎬ 在文化内核、 特质、 形式等方

面都有很大差异ꎮ 非洲各国之间又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ꎬ 呈现明显

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ꎮ 跨文化传播通常是在异质文化之间进行ꎬ 中非

文化差异一方面为跨文化传播奠定基础ꎬ 另一方面也是跨文化传播面临的困

难或障碍ꎬ 需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ꎬ 方能促进跨文化理解、 尊重和认同ꎮ
(二) 态度层面: 文化中心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尊重

文化中心主义ꎬ 也称民族中心主义ꎬ 即每一种文化都试图用自己的文化

价值去观察和评价他者ꎬ 特别是在文化冲突发生的时候ꎬ 每一种文化都习惯

于抬高自己的文化价值ꎬ 以凝聚文化群体的信念ꎬ 取得对他文化的支配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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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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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化中心主义相伴随的是刻板印象、 偏见和歧视ꎬ 它们共同构成了跨文化

传播的阻碍ꎮ① 刻板印象会导致偏见ꎬ 而偏见表现出来即为歧视ꎬ 厘清它们之

间的内在关系ꎬ 有助于人们反思跨文化传播中的非理性问题ꎬ 消除跨文化传

播障碍ꎬ 实现跨文化尊重和认同ꎮ
任何两种文化碰撞时ꎬ 都难免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ꎬ 用自己的文化价值

来判断其他文化ꎬ 这是由文化的不自觉性特点决定的ꎮ 这种情况在中非文化

交往过程中也难以避免ꎬ 并由此产生了刻板印象、 偏见乃至歧视ꎮ 关于中国

人对非洲的刻板印象或偏见ꎬ 不少人认为非洲是一个贫穷、 落后、 战乱、 政

变、 饥荒、 疾病的大陆ꎬ 但忽略了非洲土地辽阔、 风景秀美、 资源丰富、 市

场巨大、 有贫有富、 有乱有治的另一面ꎻ 有人认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ꎬ 包括

向非洲留学生提供政府奖学金在内ꎬ 都是 “乱撒钱” “重外轻内”ꎬ 但忽略了

中非合作的互利共赢性ꎬ 忽略了中国的国际责任和担当ꎬ 且具有狭隘的民族

主义倾向ꎮ 关于非洲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或偏见ꎬ 以非洲晴雨表的调查为例ꎬ
一些非洲人认为中国人到非洲是为了攫取资源、 购买土地ꎬ 中国企业雇佣的

中国人多于当地人ꎬ 中国产品和服务质量差ꎬ 中国投资会冲击当地产业发展ꎬ
中国喜欢与专制和不透明政权打交道ꎮ② 此外ꎬ 还有极少数中国人出现不尊重

当地习俗、 不遵守当地法律、 不融入当地社会、 不保护当地环境等行为ꎮ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ꎬ 中非之间的文化偏见甚或歧视曾被一度放大ꎮ

广东省疫情防控涉及非洲国家公民事件引起广泛关注ꎬ 非方有一种失实观点ꎬ
即认为在华非洲公民受到不公正对待甚至歧视ꎬ 而在中方看来ꎬ 也有一种观

点ꎬ 即认为是在华非洲公民不遵守防疫规定甚至享受 “超国民待遇”ꎮ 这两种

观点虽非主流ꎬ 但在疫情大背景下都尤为敏感ꎮ 事实上ꎬ 中国政府对所有外

国在华人员一视同仁ꎬ 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ꎬ 反对任何种族

主义、 歧视性言论ꎮ 此事件最终得到妥善处理ꎬ 并未影响中非友好大局ꎬ 却

凸显了跨文化交往中偏见和歧视的潜在危险ꎮ
(三) 互动层面: 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中非跨文化互动

“文化帝国主义” 由美国传播学家赫伯特席勒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率先

提出ꎮ 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少数国家 (特别是美国) 控制国内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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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媒体ꎬ 强制性地输出自己的政治文化、 商业规范、 文化习俗、 价值观念及

生活方式ꎬ 这是近代殖民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延续ꎮ① 后殖民主义理论代表人物

爱德华Ｗ 萨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Ｗ Ｓａｉｄ) 则指出: “在我们这个时代ꎬ 直接的控

制已经基本结束ꎻ 我们将要看到ꎬ 帝国主义像过去一样ꎬ 在具体的政治、 意

识形态、 经济和社会活动中ꎬ 也在一般的文化领域中继续存在ꎮ”② 这一观点

将文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ꎬ 表明文化在帝国主义扩张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

角色ꎮ 政治统治、 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是帝国主义进行扩张的 ３ 种方式ꎬ 其

中尤以文化侵略的危害最为严重ꎬ 影响最为深远ꎮ 随着殖民统治土崩瓦解、
新兴的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取得独立ꎬ 帝国主义转而更加重视用文化手段来为

其扩张主义服务ꎮ 正如赫伯特席勒所言ꎬ “美国制造” 的讯息在全球传播ꎬ
发挥着作为美国国家权力以及扩张主义的神经中枢的作用ꎮ③ 在此大背景下ꎬ
无论是非洲国家还是中国ꎬ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击和影响ꎮ

文化殖民主义摧毁了非洲固有的传统文化ꎬ 并以西方文化取而代之ꎮ 经

过数百年的发展ꎬ 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非洲可以说已经根深蒂

固ꎬ 而且代代相传ꎮ “对于非洲人民来说ꎬ 一方面痛恨历史上西方殖民者的劣

迹ꎬ 另一方面已习惯于接受西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ꎬ 包括以基督教为代

表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ꎮ”④ 文化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在文化上的 “西
化” 倾向ꎬ 西方文化充斥着非洲人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ꎬ “你知道吗? 在尼日利亚电视黄金时间播出节目大部分是来

自美国的电视节目ꎬ 其中许多是肥皂剧尼日利亚人显然是收看这些节目的ꎬ
因为除了这些节目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节目可看了ꎮ”⑤ 这种情况至少会造成两方

面的后果: 一是非洲本土传统文化影响式微ꎬ 二是非洲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

受阻ꎮ 对此ꎬ 有非洲学者指出ꎬ “非洲人已经被西方文化 ‘洗脑’ꎬ 本地文化被

忽视ꎬ 日益被边缘化ꎬ 对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世界其他文化则知之甚少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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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自近代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以来ꎬ 始终以 “非洲与欧洲” “非洲文化与

西方文化” 的二元认知结构与关系维度来理解自身、 理解世界ꎬ 并在此基础

上理解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ꎬ 西方文化成为非洲无可选择的选择ꎮ① 而在数

百年 “西方中心论” 的影响和裹挟下ꎬ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中西

文化交流ꎬ 包括 “西学东渐” 和 “东学西渐” 两大方面ꎬ 而与世界其他地区

的文化交流甚少ꎬ 与遥远非洲的文化交流则更少ꎮ 这就造成了中非之间的文

化影响力较弱ꎬ 非洲人民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知之甚少ꎬ 中国人民对丰富

多彩的非洲文化也认知不多ꎮ 加之ꎬ 文化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宣扬推崇西

方文化ꎬ 试图使全球文化同质化和西方化ꎬ 进一步给中非跨文化交流与互动

带来很大阻碍ꎮ
(四) 认同层面: “西强东弱” 的国际传播格局影响中非跨文化认同

美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 经济、 科技、 语言、 文化以及媒体等方面的优

势ꎬ 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ꎬ 并构建起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ꎮ
它们一方面宣扬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ꎬ 另一方面通过 “恶意贬损和

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ꎬ 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在全球化的

过程中ꎬ 不是失语就是蜕色ꎬ 或者被边缘化”ꎮ②

在世界传媒格局中ꎬ 非洲国家处于最底端ꎮ 它们没有能力抵御西方国家

发达传媒的冲击ꎬ 它们中大多数甚至不能独立支付建立、 维护和运营广播机

构所需的费用ꎮ③ 而中国在世界传媒格局中还未能达到高水平ꎬ 以一组数据为

证: 在 ８０ 个世界级的传媒集团中ꎬ 中国仅有 ３ 个ꎻ 华人约占全球的 １ / ５ꎬ 但

全球信息量只有 ４％来自华文媒体ꎻ 互联网上 ９０％ 以上的内容都采用英语ꎮ④

虽然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存在迅速增加ꎬ 但是对非洲的影响力仍然很有限ꎮ 也

就是说ꎬ 我们不能把存在 (广度) 等同于影响力 (深度)ꎮ 一份历时 ３ 年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 约 ６ ０００ 份调查问卷对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南非三国民众

媒体消费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 (见表 １)ꎬ 中国国际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 «中国日报» 等中国媒体对肯尼亚、 尼日利亚和南非普通民众的影响还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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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限ꎮ 一是中国媒体在非洲三国的受众有限ꎬ 当地民众很少选择从中国媒

体获取信息ꎻ 二是中国媒体对非洲媒体新闻议程的影响有限ꎬ 而且不均衡ꎮ
相比而言ꎬ 非洲民众从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纽约时报» 等西方媒体获取信息的频率要高得多ꎮ 该调查报告还指出ꎬ “非
洲和中国的媒体接触极为不对称ꎬ 双方没有真正的交流ꎬ 这最终可能会伤害

到中国ꎮ”

　 　 　 　 表 １　 ２０２０ 年中国媒体与西方媒体在非洲三国的收视 (听) 情况 单位:％

媒体 肯尼亚 尼日利亚 南非

中国国际电视台 (ＣＧＴＮ) ６ ５ １１ ２ ６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４０ ５０ ３５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ＣＮＮ) ４０ ５０ ３８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ＣＲＩ) １ ８ １ ２ ０ ５

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 １８ １６ ５

美国之音 (ＶＯＡ) ８ １０ ２

«中国日报» １ ８ ２ ８ １ ２

«纽约时报» １０ １２ ８

«华盛顿邮报» ８ ７ ４

　 　 资料来源: Ｄａｎｉ Ｍａｄｒｉｄ － Ｍｏｒａｌｅｓ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ｎｉｍａｄｒｉｄ ｎｅｔ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２０２１＿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ｇｌｏｂａｌ － ｍｅｄ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ｄｆ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话语权意味着形象建构权和塑造权ꎮ 西方国家凭借其国

际传播优势ꎬ 掌握着当今世界话语霸权ꎬ 并以此任意塑造非洲形象和中国形

象ꎬ 肆意诋毁中非友好合作ꎮ 一方面ꎬ 西方媒体对非洲进行妖魔化报道ꎮ “在
西方媒体看来ꎬ 非洲除了贫穷、 灾荒、 疾病、 暴力ꎬ 甚至种族屠杀ꎬ 几乎没

有什么事情发生ꎮ”① 这完全忽略了非洲国家和人民积极谋求和平与发展的事

实ꎬ 严重影响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的正确全面认知ꎮ 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ꎬ 西

方媒体长期对非洲人的人性、 历史、 哲学、 宗教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否定与歪

曲ꎮ 报道非洲的国际新闻有 ８０％ 是源自非洲境外的媒体ꎬ 尤其是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 路透社、 美联社等主宰信息流动的国际媒体ꎮ 它们对非洲进行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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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龙小农著: «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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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报道的手段包括: 报道失真的新闻ꎬ 重复报道有关非洲的失实陈述ꎬ 使用

贬损的词语、 暗喻或刻板印象ꎮ① 另一方面ꎬ 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报

道ꎮ 它们挖空心思地炮制并传播了所谓 “新殖民主义论” “资源掠夺论” “环
境破坏论” “债务陷阱论” 等一系列污名化论调ꎬ 试图以此来挑拨离间中非关

系ꎬ 阻挠破坏中非友好合作ꎮ 这些妖魔化和污名化报道危害极大ꎬ 不仅在国

际上 “建构” 和 “塑造” 了非洲和中国的负面形象ꎬ 而且影响到中国人和非

洲人对彼此的正确认知ꎬ 从而阻碍了中非之间的跨文化认同ꎮ

四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方向

理论指导实践ꎬ 理念决定行动ꎬ 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离不开正

确的理论指导和先进的理念引领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文

化建设、 对外传播、 文明互鉴等工作ꎬ 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ꎬ 进行一系列重

要论述ꎬ 提出一系列重要新思想、 新理念、 新倡议ꎬ 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重

大创新ꎮ 非洲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ꎬ 发展同非洲国家的团结

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基石ꎬ 也是中国长期坚定的战略选择ꎮ 新时代加

强对非洲的跨文化传播ꎬ 对于中国增强国际传播能力ꎬ 提升国际话语权ꎬ 改

变国际传播格局ꎬ 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均具有重要

意义ꎮ
(一) 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促进中非文化交融

与相互理解

根据 “文化研究之父” 斯图亚特霍尔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 的编码解码理论ꎬ
话语传播过程分为生产、 流通、 分配 /消费、 再生产 ４ 个阶段ꎮ② 其中ꎬ 话语

的生产环节即信息的编码ꎮ 一般说来ꎬ 编码者建构的知识意蕴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传播的效果ꎬ 即怎样的信息被阅读和理解 (解码)ꎮ 环顾当下ꎬ 国际事

务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ꎬ 不仅表现在政治、 经济、 军事等领域ꎬ
而且表现在思想、 知识、 话语权等方面ꎬ 西方国家试图永远控制思想ꎬ 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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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ｏｌｅｆｉ Ｋｅｔｅ Ａｓａｎｔｅꎬ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Ｖｏｌ 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６４ － ７０

[英国] 斯图亚特霍尔: «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ꎬ 肖爽译ꎬ 载 «上海文化»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ꎬ 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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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ꎬ 掌握话语权ꎮ 由于历史原因ꎬ 中国人对非洲的认知与非洲人对中国的

认知ꎬ 往往是通过西方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进行的ꎬ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

今ꎬ 不利于构建中非跨文化理解ꎮ 如同爱德华萨义德在 «东方学» 中所表

达的观点那样ꎬ 所谓的 “东方学” 实际上是西方对东方有意为之的误读ꎬ 是

为了凸显西方中心论和优越论而故意丑化和弱化东方ꎮ 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看

来ꎬ “东方是非理性的ꎬ 堕落的ꎬ 幼稚的ꎬ ‘不正常的’ꎻ 而欧洲则是理性的ꎬ
贞洁的ꎬ 成熟的ꎬ ‘正常的’ꎮ”① 显然ꎬ “东方学” 中的东方不是真实的东方ꎬ
而是被西方 “建构” 出来的东方ꎬ 是一种错误的知识体系ꎮ

习近平主席强调ꎬ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ꎬ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ꎮ”② 新时代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必须建立在中国自主的

知识体系基础上ꎬ 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 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ꎬ
这是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自主编码的要义ꎮ 也就是说ꎬ 通过自主的知识体

系建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ꎬ 我们可以给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 真实的非

洲和真实的中非合作图景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举行的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

上ꎬ 非洲学者纷纷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观点ꎮ 例如ꎬ 塞内加尔地方行政高级

委员会副主席兰丁萨瓦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ａｖａｎé) 表示ꎬ “中非之间还有很多东

西需要重新发现ꎬ 有的历史甚至需要重新来写ꎬ 以还原其真实面貌ꎬ 这项工

作只能由我们中非双方来做ꎬ 而不能指望西方ꎮ” 埃及文物部国际组织司司长

艾哈迈德马吉德 (Ａｈｍｅｄ Ｍａｊｉｄ) 称ꎬ “我们不应该成为历史的囚犯ꎬ 而是

需要以新的方式来解读历史ꎬ 正确的历史观有助于我们打造中非关系的光明

未来ꎮ”③ 总之ꎬ 加快构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知识体系ꎬ 树立正确的中国

观、 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ꎬ 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任务ꎮ 因此ꎬ 中方要支持和

推动中非知识界、 学术界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ꎬ 加强联合研究、 出版、 翻译

及人才培养ꎬ 以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中国观、 非洲观和中非合作观为目

标ꎬ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ꎬ 支持建构非洲自主的知识体系ꎬ 共同打

破西方中心论知识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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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 爱德华Ｗ 萨义德著: «东方学»ꎬ 王宇根译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５１ 页ꎮ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ꎮ
参见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非洲学者在北京举办的 “中国非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中非合作与人文交

流学术研讨会” 上的发言 (速记稿)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４ 年第 ２ 期

(二) 创新议程设置以加快构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叙事体系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ꎬ 设置议程直接关系到

公众对事件的感知ꎮ 在 “西强东弱” 的国际传播格局下ꎬ 西方发达国家垄断

着国际话语权ꎬ 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弱小国家并非没有自己声音ꎬ 而是有声音传

不出去ꎮ 无论是非洲形象、 中国形象还是中非合作形象ꎬ 在很大程度上并非

“自塑” 的ꎬ 而是 “他塑” 的ꎬ 即由西方媒体和舆论塑造的ꎬ 并且传播到全世

界ꎬ 影响人们的认知ꎬ 包括中非人民对彼此的认知ꎮ 美国语言学家罗宾洛克

夫 (Ｒｏｂｉｎ Ｔｏｌｍａｃｈ Ｌａｋｏｆｆ) 认为ꎬ “２０ 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

的争夺ꎬ 语言控制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ꎮ”① 这句话在 ２１ 世纪同样适

用ꎬ 甚至更为适用ꎮ 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传播格局的主导地位和对国际

话语权的垄断地位ꎬ 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ꎬ 成为包括中非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必须面对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ꎮ 鉴此ꎬ 在中非跨文化传播与交流过程

中ꎬ 中方应善用议程设置ꎬ 提升文化自信与互信ꎬ 破除西方国家的抹黑攻讦ꎬ
争取跨文化传播与交流的主动权ꎮ

习近平主席强调ꎬ “讲好中国故事ꎬ 传播好中国声音ꎬ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ꎬ 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ꎮ”② 讲故事是国际传

播的最佳方式ꎬ 好的故事有助于超越文化差异ꎬ 促进跨文化理解ꎬ 形成和谐

的跨文化认同关系ꎮ 中非应打开共享的历史记忆、 文化记忆与价值共识ꎬ 以

此来拓展共同意义空间ꎮ 动态的共同意义空间的建构ꎬ 需要调用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 历史传统等共同情感ꎬ 构建文化共享系统ꎬ 发掘其所蕴含的历史

文化价值与共同体身份认同ꎬ 并进行意义再生产ꎮ 具体而言ꎬ 在中国对非跨

文化传播叙事体系中ꎬ 中方需要讲好 ３ 个故事: 中国故事、 非洲故事和中非

友好合作故事ꎮ 中国故事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 中国人民奋

斗圆梦的故事以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ꎬ 让非洲和世界更好地

了解中国ꎮ 非洲故事需要讲好非洲国家和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故事、 奋力实

现独立和发展的故事以及谋求联合自强的故事ꎬ 让中国和世界更好地了解非

洲ꎮ 中非友好合作故事需要讲好中非共同反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

义的故事ꎬ 坚定不移相互支持和共同发展的故事ꎬ 以及携手共筑更加紧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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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国] 罗宾洛克夫著: «语言的战争»ꎬ 刘丰海译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习近平: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 第四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２ 年版ꎬ 第 ３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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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故事ꎬ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非合作及其给中非双方和全世

界带来的利处ꎮ 在讲好这些故事的同时ꎬ 我们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中非文化的

共通性和相似性ꎬ 以更好地促进中非相互认知和理解ꎬ 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展

现这些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ꎬ 以进一步加强中非团结与合作ꎮ 习

近平主席高度总结概括了 “真诚友好、 平等相待ꎬ 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ꎬ 主

持公道、 捍卫正义ꎬ 顺应时势、 开放包容” 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ꎬ 这既体现

了中非双方共同的价值追求ꎬ 也是中非友好合作故事背后最重要的思想力量

和精神力量ꎮ 维护好、 继承好、 发展好中非传统友谊的宝贵财富ꎬ 是中非人

民的共同意愿ꎬ 也是中非双方的共同责任ꎮ①

(三) 畅通跨文化互动环节以最大限度减少中非文化折扣

文化系统的形成包含文化互动、 文化术语以及相应的共同意义空间与解

码方式等要素ꎮ② 因此ꎬ 中非跨文化互动除了前文所述互动内容外ꎬ 还应从互

动主体和互动媒介两方面来提高ꎬ 形成中非独特的跨文化传播话语体系ꎮ
习近平主席一再强调ꎬ “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ꎬ 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ꎮ”③ 就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而言ꎬ 需要把握好

“传播” 和 “文化” 这两个关键词ꎬ 做好两方面工作ꎮ 在传播方面ꎬ 中方要进

一步扩大对非传播主体ꎬ 形成政府、 媒体、 智库ꎬ 企业、 民间等多方合力ꎬ 而

不是各自为战、 各说各话ꎬ 尤其要重视发挥非洲华侨华人和在华非洲留学生的

双向传播作用ꎻ 要进一步优化中国媒体在非洲的布局ꎬ 扩大中国媒体在非洲落

地ꎬ 发挥官方媒体和民营媒体的协同作用ꎻ 同时要加强与非洲媒体合作ꎬ 加大

对非洲传媒业的援助和投资力度ꎬ 支持非洲传媒业发展壮大ꎻ 要针对非洲不同

地区、 不同国家、 不同群体ꎬ 采用精准传播方式ꎬ 增强传播效果和传播亲和力ꎮ
在文化方面ꎬ 中方要高度重视语言的作用ꎬ 进一步加大中文在非洲的推广力度ꎬ
同时更多培养斯瓦希里语、 豪萨语等非洲本土语言人才ꎬ 努力消除中非交流合

作过程中的语言障碍ꎻ 重视以文载道、 以文传声、 以文化人ꎬ 加强中非传统文

化交流ꎬ 扩大中非人文交流ꎬ 切实促进中非民心相通ꎻ 坚持文明平等、 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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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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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吴传华、 贺杨、 卫白鸽: «习近平新时代中非合作观: 时代背景、 思想内涵与实践价值»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３ 页ꎮ
[美国] 爱德华Ｔ 霍尔著: «无声的语言»ꎬ 第 ２５ 页ꎮ
习近平: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ꎬ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ꎬ 第 ３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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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ꎬ 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非洲现代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ꎮ
此外ꎬ 中非要加强沟通与合作ꎬ 共同反对西方话语霸权ꎬ 共同驳斥西方的各种

不实论调ꎬ 共同应对西方负面舆论对中非关系的干扰和破坏ꎬ 向世界传递客观、
公正和全面的中国声音、 非洲声音和中非共同的声音ꎮ

(四) 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间性以实现文化间性落地

文化间性的实质就是不同文化间通过相互传播与交流ꎬ 进而相互借鉴、
对话的动态过程ꎬ 文化间性倡导不同文化形态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形成和而

不同、 多元并存的共同体ꎬ 强调差异性与同一性的一体化ꎮ 跨文化认同是承

认多元文化间共在的间性状态ꎬ 呈现为多元文化间的共性共识、 意义整合以

及文化间协同发展的理念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文化间性的哲学逻

辑ꎬ 培养平等合作、 互动对话的文化间性意识是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建构的

原则ꎬ 旨在打造一个平等互动交流的实践范式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所传递的文

化平等互动交流、 融合、 共存的理念是中非共有的文化价值共识ꎬ 中非命运

共同体理念也是对西方霸权理念的回应与回击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与

非洲国家之间交往的话语体系ꎬ 其文化间性建构的现实关照有利于消解文化

隔阂、 消弭价值鸿沟、 加强互动互补、 增进文化认同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文化间性建构重点在于使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非人

民有针对性地展开 “间性对话”ꎬ 实现 “文化间性” 落地ꎬ 通过与 “他者”
文化的互动与对话中达到相互尊重理解、 包容适应、 互补融合的经验性体悟

和情感性共鸣ꎬ 使中非人民获得超越语言、 宗教等的理性认知ꎬ 最终实现文

化认同的构建ꎮ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ꎬ 文化认同的核心也是价值观认同ꎬ 并

在此基础上构建身份认同和共同体认同ꎮ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ꎬ 需要在求

同存异的基础上构建包括价值认同、 身份认同和命运共同体认同在内的价值

体系ꎮ 在价值认同方面ꎬ 中非需要共同坚持和弘扬 “和平、 发展、 公平、 正

义、 民主、 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ꎮ 其中ꎬ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的共同事业ꎬ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理想ꎬ 民主自由是人类的共同追求ꎮ 中非都需要在和

平中谋求发展ꎬ 以发展促进和平ꎬ 和平与发展尤为关乎中非 ２７ 亿人民的生存

权和发展权ꎮ 中非都需要公平正义的国际环境ꎬ 共同反对恃强凌弱、 巧取豪

夺、 零和博弈等霸权、 霸道、 霸凌行径ꎬ 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ꎮ 中非都需

要实现民主自由ꎬ 但是这种民主自由绝不是具有鲜明种族性、 阶级性和侵略

性并且是虚伪的、 双标的西式民主自由ꎬ 而是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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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要实现适合自己的非洲式的民主自由ꎮ 根据南非伊奇科维茨家庭基金会

的调查结果ꎬ 有 ５３％的非洲青年认为西式民主制不适合非洲实际ꎬ 非洲国家

应当寻求自己的民主制度ꎬ 而认为应当效仿西式民主制的仅占 ３９％ ꎮ① 这说

明ꎬ 非洲人已经越来越认清西式民主自由并非 “普世” 的民主自由ꎬ 并非完

全适合非洲ꎬ 需要探索非洲自己的民主自由之路ꎮ
在身份认同方面ꎬ 中方一是需要加强中非同为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霸

权主义受害者及反抗者的认同ꎬ 这一身份认同具有历史性意义ꎮ 殖民主义是

非洲大陆至今依然贫困落后的根源ꎬ 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世界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危害无处不在ꎬ 中非共同反殖、 反帝、 反霸符合双方利益ꎬ 也有利

于构建相互尊重、 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ꎮ 二是需要加强中非

“好朋友、 好伙伴、 好兄弟” 的认同ꎬ 这一身份认同具有现实意义ꎮ 这种关系

不是凭空而来的ꎬ 也不是什么人赐予的ꎬ 而是双方患难与共、 并肩前行、 团

结合作的结果ꎬ 根植于历史ꎬ 传承至现在ꎬ 未来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需要进一步加强ꎮ 三是需要加强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的认同ꎬ 这一身份认同

具有战略性、 全局性意义ꎮ 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ꎬ 中非合作属于南南合作范

畴ꎮ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ꎬ 无论美西方国家是否承认ꎬ 都不会改变

中国的这一地位和属性ꎮ 中国将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ꎬ “中国在联

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②ꎮ 中非共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ꎬ 共

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ꎬ 共同促进世界和平、 发展与繁荣ꎮ
在命运共同体认同方面ꎬ 中方一方面要推动构建新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ꎬ

这是基于中非双方的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ꎮ 中非命运共同体构建从 “责任共

担、 合作共赢、 幸福共享、 文化共兴、 安全共筑、 和谐共生” ６ 个方面进行ꎮ
其中ꎬ 文化共兴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为彼此文明复兴、 文化

进步、 文艺繁荣提供持久助力ꎬ 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滋养ꎮ③ 中国与

非洲虽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ꎬ 但是彼此之间以开放、 包容的心态进行友好交

往ꎬ 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认同ꎬ 以此促进中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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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ꎬ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载习

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５２６ 页ꎮ
习近平: «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 日)ꎬ 载习近平著: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第三卷ꎬ 外文出版社ꎬ ２０２０ 年版ꎬ 第 ４４９ ~ ４５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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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合作ꎬ 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ꎮ 另一方面ꎬ 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ꎬ 这是基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将是一个

长期、 复杂和曲折的过程ꎬ 但是只要世界各国能够从全人类共同利益出发ꎬ
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能够建成的ꎮ 为此ꎬ 这需要中非双方共同努力ꎬ 以携手共筑中非命运共

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ꎮ

五　 结语

新时代背景下ꎬ 中国对非跨文化传播有助于促进中非跨文化理解、 跨文

化尊重、 跨文化互动ꎬ 并最终实现跨文化认同ꎬ 而跨文化认同将为中非各领

域合作奠定良好基础ꎬ 创造良好条件ꎮ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深入开展ꎬ 不仅对

双方而言可实现互利共赢ꎬ 而且发展壮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力量ꎬ 进一步推动

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性、 持续性崛起ꎬ 从而改变美西方试图长期

称霸世界的国际格局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ꎬ 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亟待进一

步全面加强ꎮ 与此同时ꎬ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ꎬ “任何一种传播都是双向的

社会互动行为ꎬ 传播效果的展现依赖于信息的接受和反馈ꎮ 单向的传播模式

无法达到跨文化传播的目的ꎬ 灌输式、 倾倒式、 说教式等单向传播ꎬ 会对双

向互动传播产生一定阻碍ꎬ 削弱跨文化传播效果ꎮ”① 中非跨文化传播不是单

向的ꎬ 而一定是双向的ꎬ 在加强中国对非洲跨文化传播的同时ꎬ 也要扩大非

洲对中国的文化传播ꎻ 在促进中华文化 “走进” 非洲的同时ꎬ 相应也要把优

秀的非洲文化 “引入” 中国ꎮ 只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ꎬ 加强中非跨文化双向

传播ꎬ 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优秀文化成果ꎬ 才能相得益彰、 共同提升、 共同

发展ꎬ 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中非共同的

贡献ꎮ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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