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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作为融通中外的桥梁与纽带 ， 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 、 现实基

础与优势资源 。

“
一带一路

”

沿线华侨华人人数众多 、 分布广泛 ， 他们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 国家和地

区繁衍生息 ， 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 ； 他们当 中从商者比例髙 ， 华商经济实力雄厚 ， 为

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成为当地民族的组成部分 ； 他们穿行于中外两个世界 、 横跨多

种文明 ， 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具有多种路径与方式 ， 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互鉴与民心相通方面具有天

然优势 。 华文教育 、 华文媒体 、 乎人社团被誉为
“

华社三宝
”

， 中餐、 中医 、 春节等中国文化符号以

及 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等文化内核 ， 都是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与路径 。

关键词 ：

“
一带一路

”

； 华侨华人 ； 优势作用 ；

“

华社二宝
”

；

“

文化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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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

“一

带
一

路
”

重大倡议 自被提出 以来 ， 在国 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响应 。 特别是国 内各

地区 、 各部门 、 各行业 ， 都在研究探讨如何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 ， 侨务系统也不例外 。 侨务部

门采取多种举措 ， 推动和支持华侨华人参与
“一

带
一

路
”

建设 ； 学术界纷纷举办各种论坛和研讨会 ，

以多种方式开展研究 ， 探讨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现实性与可能性 。 华侨华人作为融

通中外的桥梁与纽带 ， 在
“
一

带
一路

”

建设中被视为独特资源 ，

“
一

带一路
”

实施方案对海外侨

胞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进行了明确定位 。 那么 ， 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具有什么独特

优势 ？ 他们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路径与方式是什么 ？ 他们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面临哪些挑战 ？

这些都是需要各方密切关注和深度探讨的问题 。

―

、

“
一带一路

”

倡议的理念与实践及华侨华人在
Ｍ
—带一路

”

建设中的定位

自
“
一带一路

”

重大倡议被提出 以来 ，

“
一带一路

”

的理念 日益深人人心 ，

“
一带一路

”

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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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带
一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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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走深务实 ，

“
一带一路

”

重大倡议正由理念转变为行动 ， 由愿景转化为现实 。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
“
一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髙峰论坛记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 共建
“
一

带一路
”

五年多来 ，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 政策沟通范围不断拓展 ， 设施联通水平 日益提升 ， 经贸

和投资合作又上新台阶 ， 资金融通能力持续增强 ， 人文交流往来更加密切 。 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合

作所取得的早期收获 ， 为各国和世界经济增长开辟了更多空间 ， 为加强国际合作打造了平台 ， 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了新贡献 。

共建
“
一带一路

”

倡议同联合国 、 东盟 、 非盟 、 欧盟、 欧亚经济联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发

展和合作规划对接 ， 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 如 ２０ １ ８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中阿合作论坛第

八届部长级会议 、 中国
一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 ， 均发表了关于

“
一带

一

路
”

倡议的声明或宣言 ， 表示积极参与和推动
“
一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 。 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始终

是中欧合作的重点之
一

。 ２０ １ ８年 ， 中国欧盟发表声明指出 ， 双方将继续推动中国
“
一带一路

”

倡

议与欧盟倡议对接 。 ２０ １９ 年 ３ 月 ，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 ， 推动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务实合

作走深。 中意签署共建
“
一带一路

”

合作谅解备忘录 ； 中法启动第三方市场合作基金 ， 合力打造

中法
“
一

带
一

路
”

合作支点 ； 中摩领导人认真探讨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 李克强总理

对欧洲进行国事访问 ， 无论是在中欧联合声明 中 ， 还是在中国 同中东欧 １６ 国发表的合作纲要巾 ，

都提到将继续推动
“
一带一路

”

倡议和欧盟欧亚互联互通战略对接 。 目前 ， 中东欧 １ ６ 国和希腊

都已经与中方签署了共建
“
一带一路

”

合作文件 。

自 ２０１ ７ 年中 国成功举办首届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以来
，

“
＿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已经形成机制 。 第二届
“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髙峰论坛于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底在北京成功举行 。

本届髙峰论坛的主题是
“

共建
‘
一

带
一

路
’

开创美好未来
”

， 来 自 １ ５０ 个国家和 ９２ 个国际组织的

６０００ 名外宾出席论坛 。 论坛期间举行了髙峰论坛开幕式 、 领导人圆桌峰会、 髙级别会议、 １２ 场

分论坛和 １ 场企业家大会 。 本届论坛期间 ， 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同 中方签署了１００ 多项多双边合

作文件 ，

一

些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同中方签署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 形成了
一

份 ２８３ 项的

成果清单 。 论坛期间的企业家大会 ， 中外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总金额达 ６４０ 多亿美元 ， 展现了
“一

带一路
”

带来的巨大商机 。 目前 ， 已有 １２７ 个国家和 ２９ 个国际组织同 中方签署
“
一带一路

”

合

作文件 。

？
中国 同

“
一带一路

”

相关国家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 ５万亿美元 ， 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６００ 亿美元 ， 为当地创造 ２０ 多万个就业岗位 ， 中国对外投资成为拉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重

要引擎 。

②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 ２３４４ 号决议 ， 呼吁国际社会通过

“
一带一路

”

建设加强区域经

济合作 ； ２０ １ 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联合国大会将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
“
一

带
一

路
”

国际合作

髙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以及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

？

①《王毅谈第二届
“
一

带
一

路
”

闰 际合作髙峰论坛成果 》
，

２０ １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
ｏｖ． ｃｎ／

ｇ
ｕｏｗｕｙｕａｎ／２０ １９

－

０４／２９／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３ ８７２５ ８ ．ｈｔｍ 〇

②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一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 ５ 周年 》
，
２０ １ ８年 １０ 月 ４ 日

，
ｈｔ ｔｐ ： ／／ｎｅｗｓ ．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２ ０１ ８
－

１０／０４／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６４ ８ １ １２２３３ ．ｈｔｍ〇

③ 《联合闰大会将第二届
“
一

带一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文件作为正式文件散发 》
，

２０ １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

ｇ
ｏｖ． 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１９

－

〇５／２５／ｃｏｎｔｃｎｔ
＿

５３９４ ６７８ ．ｈｔｍ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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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

”

建设 旨在实现政策沟通 、 设施联通 、 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 、 民心相通 ， 具有融

通中外天然优势的华侨华人是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参与者 、 推动者 、 贡献者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 国家

发改委 、 外交部 、 商务部联合发布的
“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和行动
”

实施方案提出 ，

“

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独特优势作用 ， 积极参与和

助力
‘
一带一路

’

建设 。

” ① “
一带一路

”

沿线侨情 ， 也彰ｆｉ了华侨华人参与和助力
“
一带一路

”

建

设的资源优势与广阔空间 。

二
、 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资源优势

华侨华人是推动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重要力量 ， 参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渊源 、

现实基础与优势资源 。

第
一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华侨华人人数多 、分布广 。 ６０ ００多万华侨华人超过 ２／３分布在
《
—

带
一

路
＂

沿线国家和地区 。 例如 ， 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超过 ４０００ 万 ， 欧洲地区华侨华人有 ２５０－３００万 ，

非洲在 １００ 万以上 ， 中东地区超过 ５０ 万 。 可以说 ， 在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 国家和地区 ， 都有华侨

华人的足迹 。

第二 ， 华侨华人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与建设者 。 他们在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和地区繁衍生息 ， 为中外经贸文化交流发挥了独特作用 。 比如 ， 中 国移民到东南亚地区

历史悠久 ， 他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开拓者 。 中国移民不仅将中 国领先的农耕技术 、 手工技术

等文明带到了东南亚 ， 同时也将东南亚的文明与技术带回中 闰 ， 促进了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明交流

互鉴。 以菲律宾为例 ， 在明清时期华侨就把几十种蔬菜 、 水果等物种以及大量的农业、 手工业生

产工具和酿酒 、 印刷 、 建筑 、 雕刻等技术 ， 乃至服饰 、 饮食和许多生活习俗与观念带到了菲律宾 ，

极大地丰富与推动了菲律宾文化的发展。 美国统治菲律宾时期 ， 华侨把西方化的菲律宾文化大量

引介到中国 。 比如 ， 结合了中西文化元素的骑楼与洋楼成为闽南侨乡建筑的新景观 ； 被视为
“

成

功人士
”

标签的西装传入中国 ， 华侨功不可没 ； 现代体育运动篮球 、 排球 、 足球等传入巾 国 ， 华

侨是主要媒介之一 。

②
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 ， 华侨华人具有中外文化交流的天然优势 。 华侨华人

身处中外两个社会 ， 既熟悉两个社会的语言文化 、 风土人情 ， 又了解中外文化 、 社会环境等差异 ，

在传播中华文化、 推动民间交流、 促进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等方面 ， 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

第三 ， 华侨华人为所在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 ， 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地 ， 经过世代繁

衍 ， 他们已经深深融人当地 ， 成为当地民族的组成部分 。 近代以来 ， 主要来 自广东 、 福建等沿海

地区的广大华工被迫卷人全球化市场 ， 他们为东南亚等地的经济开发与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 东

南亚各地的种植园 、 矿山 、 港 口与城市建设等 ， 都凝结着他们的智慧 ， 洒下了他们的血汗 。 此外 ，

①｛授权发布 ：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
，
２０ １ 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ｉｎ／／ｗｏｒｌｄ／２０１ ５
－

０３ ／２８／ｃ
＿

１ １ １４７９３９８６ ． ｈｔｍ 〇

② 朱东芹 ： 《华侨华人与 中菲文化交流》
， 贾益民 、 张禹东、 庄国土主编 ：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２０ １ ８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８ 年 ， 第 １５４

－

１８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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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作为沟通西方殖民者与东南亚当地民族的中介商 ， 为东南亚经济贸易 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桥梁作用 。 东南亚有 ７个国家华侨华人人数超过 １００ 万 。

？
华人是新加坡的主体民族 ， 占新加

坡总人 口７４％ 以上 ； 华人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民族 ， 到 ２０ １ ７年 ， 华人人 口达 ６６６ ．
４ 万 。

②

中国人移民非洲 、 中亚 、 中东 、 欧洲等
“
一

带
一

路
”

沿线的时间也都在百年以上 ， 虽然早期

人数较少 ， 但 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地区的新移民飞速发展 ， 在当地形成了富有生机与活力 的新兴

社区 。 以欧洲为例 ，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全欧华侨华人仅 １ 万余人 ， ６０ 年代增至 ５ 万余人 ， ７０ 年代后 ，

由于以法国为主的欧洲 国家接纳了大批以华裔为主体的印支难民 ， 全欧华侨华人猛增至 ５ ０ 万人

以上 。 之后 ，来 自中 国大陆的新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 。

＂？
最新数据显示 ，欧洲华侨华人约 ２ ５５ 万人 ，

其中 ６７％ 为新移民 。

？
欧洲华侨华人在用 自 己的智麓与勤劳艰苦创业的同时 ，

也在丰富着当地的

经济形态
，
甚至改变着 当地的面貌 。 如以浙江人为主的意大利中国新移民 ， 以吃苦耐劳和开拓创

新的精神 ， 在这个国家开辟了新天地 。 从北到南整个意大利半岛都有他们的足迹 。 中 国移民的到

来使当地濒于倒闭的石材工业、 沙发制造业 、 服装加工业等行业焕发出生机 ， 获得了新生 。 中国

人的跨国公司在意大利停滞的经济里发现了各种商业机会 ， 拯救了许多老字号 。

？
普拉托是意大

利华人最集中 的城市 ，
１ ８万总人口 中 ， 华人约有 ３万多人 ， 占总人口 的 １ ／３ 。 华人已成为当地第

一

大外籍族群 ， 而且其人口呈逐年增加趋势 。

？
２０ １４ 年 ， 中国姓氏

“

胡
”

成为米兰的第二大姓氏 ，

仅次于常见的意大利姓氏
“

罗西
”

（Ｒｏ ｓｓｉ ） 。 中 国姓氏
“

陈
”

和
“

周
”

也挤入前十大姓氏行列 。

第四 ， 华侨华人从商者比例髙 ， 华商经济实力雄厚 。

一般认为 ， 海外华侨华人 ７０％ 以上从事

商业经营活动 。

⑦
就

“
一带一路

”

沿线地区而言 ， 东南亚华商在商业领域耕耘历史悠久 ， 经济实力

雄厚。 据 ２０ １６ 年的数据统计 ， 全球华商企业资产约 ４ 万亿美元 ， 其中 ， 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为 １ ． １

万亿至 １
．
２万亿美元 。

⑧
在东南亚不少国家 ， 华商企业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 金融业、 房地产

业、 制造业、 服务业等为华人传统行业 。

随着欧洲政治经济形势的变迁 ， 随着中 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中欧经贸易关系的不断密切 ，

华侨华人除了在餐饮、 皮革 、 服装 、 零售 、 服务业等传统行业谋生存、 求发展外 ， 还开拓了新的

经济样态
——欧洲华人商城经济 。 自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 ２ １ 世纪以来 ， 欧洲各主要国

家兴起的大型华人商城成为欧洲华人社会引人注 目 的新经济主体 。

“

新兴的华人商城往往聚集了

数百乃至上千华人商家 ， 以 中国制造为主要货源 ， 以大型批发为主要经营模式 。 华人商城已经成

为欧洲华侨华人创业就业的重要平台 ， 是中国商品 国际营销网络的重要结点 ， 是华侨华人与当地

①赵健 ： 《华侨华人 ： 建设 ２ 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独特力最 》
，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５年第 ３ 期 。

② 邵岑 ：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变动历程 、 现状与趋势分析》
， 贾益民、 张禹东 、庄国土主编 ：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２ ０１ ８ ）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第 ２７８ 页 。

③ 李明欢 ： 《欧洲华人商城经济研究 》
，

《世界民族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３期 。

④ 王辉耀 ； 《世界华商总体发展情况》
， 王辉耀、 康荣平主编 ；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２ ０１ ８ ）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 〇ｌ ｇ 年 ， 第 ３ 页 。

⑤ ［意 ］ 拉菲尔 ＊ 欧利阿尼 、 李卡多 ＊ 斯达亚诺 ： 《

“

不死的 中国人
”

》
， 邓京红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年 。

⑥ 张
一

力 ； 《海外温商产业集群网络的演化一－基于意大利普拉托快时尚产业的研究 》
， 王辉耀、 康荣平主编 ： 《世界华商发

展报告 （２ ０１ ８ ）》 ， 第 ７ ０
－

７ １ 页 。

⑦ 王辉耀 ： 《世界华商总体发展情况 》
， 王辉耀、 康荣平主编 ：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２０ １ ８ ） 》 ， 第 ３ 页 。

⑧ 谢俊 、 申 明浩 ： 《海外粵商研究 》
， 王辉耀、 康荣平主编 ： 《世界华商发展报ｆｔ （２０ １ ８ ） 》 ， 第 １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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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欢 ： 《欧洲华人商城经济研究》
，

《世界民族》 ２０ １３ 年第 ３ 期 。

Ｔ涛 ： 《俄罗斯华商发展历程与基本情况》
， 王辉耀、 康荣平主编 ：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 ２０ １ ８ ）》 ， 第 １ ０３

－

１ １ ５ 页 。

关世杰： 《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査研究》
．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１ ６ 年 ， 序言第 ５ 页 。

民众交往的直接场所 ， 是相关国家从政界 、 商界、 媒体到普通民众都密切关注的对象 。 迅速兴起

的华人商城已成为
‘

中 国制造
’

乃至
‘

中国形象
’

在欧洲的集中展示 。

”＠
以俄罗斯为例 。 ２０世纪

８０ 年代末以销售中 国轻工产品为主的华商群体开始进人俄罗斯 。 三十多年来 ，他们经历了个体
“

倒

爷
”

贸易 、

“

批货楼
”

贸易及
“

大市场
”

贸易时期 ， 经营方式更加规范 ，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 融

入当地越来越深 ， 以华商为主体的俄罗斯华人社会初步形成 。 华商人数最多时近 １ ００万 ， 目前人

数近 ５０ 万 。 他们为中俄经贸交流与往来发挥了独特的桥梁纽带作用 。

②

三
、 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路径方式

作为国际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的群体 ， 华侨华人穿行于中外两个世界 、 横跨多种文明 ， 参与
“
一

带一路
’

建设具有多种路径与方式 。 特别是在文化交流互鉴与民心相通中 ，华侨华人具有天然优势 。

人是传播文化的主体 ， 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 。 在全球化 日益加速、 国际移民现象 日益普遍的今天 ，

国际移民在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 他们既是跨文化传播的载体 ， 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主

体 。 华侨华人也不例外 。

一方面
，
华侨华人 自身就是中国文化和 中国国家形象的象征符号

，
是当

地人认识和 了解中 国 、 了解中国文化的最直接的载体 ；
另一方面 ，他们也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的主体 ，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力置 。 ２０ １ １ 年的
一项针对美国 、 德国 、 俄罗斯 、 印度 、 日本五国 民众的调

查显示 ， 五国受访者平均有 ２４ ．６％ 的人是通过在该国的中 国人来了解中 国信息的
？

， 体现了华侨华

人在传播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性 。 华文教育 、 华文媒体 、 华人社团被誉为
“

华社三宝
”

， 在传播中

华文化 、 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中外友好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 而中餐 、 中医 、 春节等中 国文

化符号以及中华传统核心价值观等文化内核 ， 都是华侨华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与路径 。 特别是

“

文化中 国
”

理念的提出 、 阐释与传播 ， 华侨华人学者贡献良多 。

（

一

） 华社
“

三宝
”

第
一

， 华文教育的复苏与繁荣 。 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 。 华文教育作为中华语言文化教授

与传承的重要载体 ， 是华侨华人追寻 自身民族文化与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之一 。 作为华侨华

人社会自发开展的民族语言与文化教育 ， 华文教育有海外
“

希望工程
”

之称 ， 具有悠久的历史 ，

也经历了 曲折的发展 。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 ， 华文教育遭受东南亚各国政府限制 、 打压甚至取缔 。

８０ 年代以来 ， 随着中 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迅猛发展 ， 中 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中文的实用价

值不断提升 ， 全球出现了
“

汉语热
”

， 也推动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复苏与兴盛 。 东南亚的华文教育

出现了复苏与转机 ， 欧洲的华文教育 日益蓬勃发展 ，非洲等地的华文教育也在不断兴盛发展 。 目前 ，

全世界有约 ２ 万所华文学校 ， 数百万华裔学生接受华文教育 。 海外华裔青少年学习母语由对父母

亲要求的
“

被动遵从
”

和
“

中国人应该学中文
”

的
“

本能认同
”

发展到了
“

对 自 己 的前途有好处
”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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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理性选择＇
①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 ， 孔子学院的创办推动了全球
“

汉语热
”

。 截至 ２０ １ ８ 年 １２ 月 ３ １ 日 ， 全球

１ ５４个国家 （地区 ） 建立了５４８ 所孔子学院和 １ １ ９３个孔子课堂 。

＠
孔子学院的创办对推动世界各

国人民学习汉语 、 了解中国文化 、 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 同时 ， 作为 中外合

作办学 、 纳入当地教育体系的汉语学习教育的平台 ， 在不少地区 ， 孔子学院的教学也辐射到了华

侨华人社会 ， 进一步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 。

语言承载着文化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基础 。 华文教育的繁荣与
＂

汉语热
”

的经久不衰 ，

一方面 ，

体现了中 国和中国文化的彩响力正在不断扩大
；

另一方面
，
也为

＂
一

带
一

路
”

视野下深化跨文化

交流提供了基础条件 。

第二 ， 华文媒体的变革与发展 。 海外华文媒体具有 ２００ 多年历史 ， 在传播中华文化、 塑造中

国 良好形象 、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 随着侨情的发展变化及互联网等新媒体的

普遍应用 ， 海外华文媒体的新媒体化与本地化趋势明显 。 国务院侨办数据显示 ， 海外华文媒体分

布在 ６ １ 个国家和地区 ， 总数达 １０ １ ９ 家 ， 其中 ， 报纸 ３９０ 家 、 杂志 ２２ １ 家 、 广播电 台 ８ １ 家 、 电

视台 ７７家 、 网站 ２５０ 家 。 体现了华文媒体由传统媒体向多媒体 、 新媒体共存发展的趋势 。 此外 ，

华文媒体开始尝试以所在国语言作为传播媒介 ， 与住在国主流媒体合作 ， 本土化趋势明显 。

③
例

如 ， 《丝路新观察 》 是 目前吉尔吉斯斯坦唯
一一份在全国范围发行的报纸 ， 也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

该报以Ｈ种语言——中文 、 俄文、 吉文版印刷 ， 注重与当地媒体的合作 ， 面向 当地主流社会 ， 突

破了仅以中文、 仅在华侨华人小圈子中进行传播的窠臼 。

第三 ， 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与网络化 。 海外华人社团历史同样悠久 ， 它们在维护侨胞权益 、

融人当地社会 、 弘扬中华文化 、 促进中外友好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 目前 ， 世界性综合性 、

地域同乡类、 姓氏宗亲类 、 专业行业类等华侨华人社团超过 ２
． ５ 万个 。 海外华人社团不仅数量庞

大 ， 而且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 出现了 国际化 、 网络化等新趋势 ， 形成了各种交错联结的网络 ， 中

国重新成为这种网络联结的中心节点 。 参与和助力
“
一带一路 设也成为这些世界性大会的主题 。

比如 ， 世界华商大会 自 １９９ １ 年首次在新加坡举办以来 ， 先后在新加坡 、 巾国香港、 泰国 、 加拿大 、

日本 、 澳大利亚 、 韩国 、 菲律宾 、 马来西亚 、 中 国大陆 、 印尼 、 緬甸等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１４ 届 ，

已经成为世界各地华商开展经贸合作的纽带和重要平台 ， 也成为华商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助

力 。 ２０ １７ 年 ９ 月 ， 第 １４ 届世界华商大会于在緬甸仰光举行 ，

“
一带一路

”

是此次大会经贸论坛的

主题之一 。 緬甸政府对通过本次大会促进对华关系 、 推进经贸合作 、 吸引 中国企业和世界华商到

缅甸投资抱有髙度期待 ， 参会的世界华商为缅甸的教育事业等慷慨解囊 。

④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既是海内外客家人联络乡谊和进行跨国跨地区交往的重要平台 ， 也是各国

①李明欢 ： 《从
“

被动遵从
”

到
“

理性选择
”

： 荷兰中文学校髙年级学生问卷调査数据剖析》
，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 １ ９９９ 年

第 ４ 期 。

② 《关于孔子学院 》
，
ｈｔ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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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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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９６ １ ． ｈｔｍ 。

③ 何亚非 ： 《海外华文媒体与中国梦 》
，

２０１ ５
年１０月１４日

，
ｈｔ ｔ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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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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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朱炎 ： 《第 １４ 届世界华商大会在缅甸仰光顺利召开》
， 王辉耀、 康荣平主编 ： 《世界华商发展报告 （ ２０ １８ ）》 ， 第 ２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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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客家人开展经济贸易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 。 自 １ ９７ １ 年以来 ， 已经在亚 、 美 、 非三

大洲的 １ １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２９ 届 ， 其中 ， 在中 国大陆举办了１ ０届 。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 自 １ ９８ １ 年以来 ， 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
１ ９届 ， 其中 ， 有四届在中国大陆

举办 。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不仅是全球潮人敦睦乡谊 、 加强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 ， 而且成为促进中

国和海外潮人所在地区经济贸易发展、 提高海外潮人及华人地位 、 促进海外潮人融入当地的桥梁 。

第二十届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将于 ２０ １９ 年 ９ 月 在新西兰 的奥克兰举行 。 新西兰潮属总会在申办第

奥克兰两级政府以及新西兰工党党魁 、 国会议员等大力支持 。 ２０ １ ９年 ３ 月 １７ 日 ， 第二十届 国际

潮团联谊年会团长秘书长会议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举行时 ， 新西兰基督城遭遇恐怖分子枪击的悲剧

刚刚发生 。 因此 ， 大会为 ３
＊
１ ５枪击事件基督城死难者默哀 ， 并为死难者捐款 ２２７ 万多新元 ， 与新

西兰人民共度时艰 ， 体现了华人社团 回馈当地的责任与担当 。 新西兰总理为全球潮人的善举表示

衷心的感谢。

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 ， 自 ２００ １ 年以来 ，

已连续举办九届 。 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于 ２０ 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在北京举行 。 大会主题

是
“

拥抱新时代 共圆中国梦
”

， 共有来 自世界 ９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４５０ 余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

人参加 。 大会深刻分析了华侨华人社会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 ， 就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提出倡

议 ， 强调侨胞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亮丽名片 ， 侨团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

的坚强基石
，
侨领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示范表率 。

？

（
二

）
文化符号

第一 ， 中餐。 ２０ １ １ 年的
一

项调查显示 ， 中餐以绝对优势在 ２４ 种中华文化表现形式中成为美国 、

德国 、俄罗斯 、印度 、 日本五国受访者最感兴趣 （ ５３ ．５％ ） 和接触率最髙 （ ４７ ．９％ ） 的中华文化成分 。

？

中餐和海外中餐馆已经成为展示中国文化的媒介与纽带 。 中餐在在外国人眼里已经成为代表中 国

文化的第
一

要素 ， 中餐业是海外华侨华人从事的主要行业之
一

， 目前 ，海外中餐馆数量有近 ７ ０万家 。

中国菜所蕴含的丰富的养生理念 、传统美德等中国文化密码 ，传递着中国的价值观 。

④
在

＂
一带一路

”

倡议引领下 ， 中餐也加快了
“

走出去
”

步伐 。 ２０ １６ 年 ， 浙江省发起
“

海外万家中餐馆 ？ 同讲中 国

好故事
”

活动 ， 得到海外 １ 万多家中餐馆的热烈响应 。 ２０ １ ７ 年下半年 ， 台州 、 绍兴 、 嘉兴等多地

将文化宣传片投放到中餐馆平台 ， 每天有 ３００ 多万当地居民通过髙清大屏了解浙江的
“

美食 、美景 、

美文
”

。

⑤

①《第二十届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团长暨秘书长会议在奥克兰举行》
，

２０１ ９ 年 ３ 月 １ ７ 日
，
ｈｔｔ

ｐ
： ／／ｗｗｗ．ｃｈａｏｓｈａｎ

ｇ
．ｏｒ

ｇ
／ｗａ

ｐ
／ｎｅｗｓ／

ｓｈｏｗ
－

２７０９ ． ｈｔｍｌ 。

② 《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在京举行 》
ｓ
２０ １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ｈｔｔ

ｐ
： ／ ／ｗｗｗｘ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 ｅｏｍ／ｈｒ／２０１ ９／０５

－

２９／８８５０３６０．

ｓｈｔｍｌ ｏ

③ 关世杰： 《 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调査研究》
， 序言第 ５ 页 。

④ 《海外拥有近 ７ ０万家中餐馆 中国味道征服世界》
，

２０１ 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
ｈｔｔ

ｐ
： ／／ ｔｒａｖｅ ｌ．

ｐ
ｅｏ
ｐ

ｉｅｘｏｍｘｎＭ ／２０ １ ８ ／１２２６／ｃ４ １ ５７０
－

３０４８８０４ ＬＭｍｌ 。

⑤ 《海夕卜 中餐稳步崛起
“

中餐繁荣
”

锦绣渐成》
，

２０ １ ８ 年 ６ 月 １ 日
，
ｈ ｔｔ

ｐ
： ／ ／ｗｗｗ．

ｇｑ
ｂ．

ｇ
ｏｖ．ｃｎ／ｎｃｗ ｓ／２０１ ８／０６０ １ ／４４９４９ ． ｓｌｉｔｍ ｌ．

２０ １ ９年第 ４ ＿＿



第二 中医 。 ２０ １６ 年 １ ２ 月 ６ 日 ， 国务院发表 《中 国的中 医药》 Ａ皮书 ， 将中医药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 ， 中医药事业进人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 如今 ， 中医药已逐渐走向世界。 据统计 ， 中医

药在海外 １ ６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应用 ， 有 ８ 万多家中医诊所 ， 从业者多达 ３０ 多万名 。

？
中医药

作为中国宝贵而独特的文化资源 ， 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华侨华人是中医在

海外发展的重要载体 ， 中医在英国的发展就是生动体现 。 英国是中 医药在海外发展最为昌盛的国

家之一 。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 ５年的巅峰时期 ， 英国的 中医店有 ２０００ 多家 ， 超过欧洲其他国家的总和 。

中 医业不仅成为英国华人仅次于餐饮的主要收入来源 ， 而且起到了文化交流作用 ， 它从文化上慢

慢改变了中 国人只能做餐馆的形象 ， 让英国人对中 国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

？

第三 ，春节 。 春节作为中 国文化的鲜明符号 ，正以它独特的魅力被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

现在它不但是全球华人的节 日 ， 也正在变成世界性的节 日 。 近年来 ， 每逢农历新年 ， 世界很多国

家特别是华侨华人众多的国家 ， 当地政要都会向华人致以新年的祝福 。 不少国家和地区 ， 如马来

西亚 、 新加坡、 印尼等华人众多的东南亚国家 ， 更将春节确定为公共假 日 。 各地唐人街举行的中

国特色浓厚的庆祝活动 ， 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最佳窗 口 ， 吸引着当地民众的眼球 。 春节庆祝活动

已不局限于唐人街和华侨华人社区 ， 而成为当地的民俗文化和旅游资源 。 全球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的范围之广 ， 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传统在国际上的流行程度 ， 更体现了 中 国软实力的增强 。

（
三

） 文化 内核

文化呈现出深层不变而表层易变的特点 。 易变的部分是食物 、 服饰等表层文化 ， 而伦理、 道

德等价值观这样的深层结构却不易改变并代代相传 。

＠
作为文化内核的价值观 ， 中华文化价值观

深深植根于华侨华人之中 ， 他们 自觉或不 自觉地 、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传承和传播着中华文化的价

值观 。

比如 ， 以浙江移民为主的意大利中国人 ， 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 ， 最大限度地赚钱……几乎每

个中国人的膝盖都被磨破
… …他们具有巨大的牺牲精神 ， 劳累是他们共同的底色 。 但是 ， 他们对

世界充满乐观精神 ， 他们敢想敢干 、 开拓创新 ， 他们坚信通过 自 己 的努力拼搏 ， 能够改变生活走

向成功 。

＠
不仅是意大利的浙江人 ， 吃苦耐劳 、 乐观拼搏是中 国移民的本色和整体形象 ， 体现了

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已经成为华侨华人的精神财富 。

一项对美国华人、 非华裔美国人及中国人三个群体的抽样调査显示 ， 就对中华价值观的认知

而言 ， 华人对仁 、 恕 、 孝 、 礼、 义 、 和而不同 、 天人合一 、 共同富裕、 和谐世界 、 以民为本 、 集

体主义等 １ １ 项中华核心价值观指标的平均赞同率达 ６９ ．
７％ ， 其中 ， 天人合

一

、 和而不同 、 共同富

裕这 ３ 项赞同率更髙 ； 对 １２ 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平均赞同率达 ８２％
； 对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

①张其成 ： 《 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应纳人国家战略 》
，

《光明 日报 》 ２０ １ ５年 ３ 月 ２ １ 日
， 第 １０ 版 。

② 夏瑾 ： 《英闰中医发展现状调査堪称海外最地道的中医 》
，
２ ０１ ７年 １ 月 ９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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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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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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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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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１ ／９９７２６ １４．ｈ ｔｍｌ？ａ
ｇ
ｔ
＝

１５４ １７ 〇

③ ［美 ］ 拉里 ＊
Ａ

？ 萨默瓦 、 理査德 ＊
Ｅ 

＊ 波特、 埃德温 ＊
Ｒ

＊ 麦克丹尼尔 ： 《跨文化传播 》
， 闵惠泉 、 贺文发 、 徐培喜等译 ，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 ０１ ９年 ， 第 ２ １ 页 。

④ ［意 ］ 拉菲尔 ＊ 欧利阿尼 、 李卡多 ＊ 斯达亚诺 ： 《

“

不死的 中国人
”

》
， 邓京红译 ，

２０ １ １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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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秀明 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的优势与路径

关世杰： 《美籍华人心 中的中华文化内核》
， 贾益民 、 张禹东、 庄国土主编 ：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 ２０ １８ ）》

， 第 ５９
－

６０ 页 。

张宏敏： ｒ文化中 国
”

概念麵源》
，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２ 期 。

沈庆利 ： 《论
“

海外
”

语境下的
“

文化中国ａ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５ 期 －

余惠芬 ： 《

“

第三意义世界
”

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 》
，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３ 期 ？

涂可闰 ： 《

“

文化中 国 内在意蕴与时代价值》
，

《社会科学文摘》 ２０１ ８ 年第 ７ 期 。

人民富裕 ３ 项中国梦核心理念的平均赞同率达 ７８ ．９％ 。

？
华侨华人是中华文化的载体 ， 他们身上折

射着中 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光芒。

（
四

）

“

文化 中 国
”

理念

近年来 ，

“

文化中 国
”

的概念在中 国越来越成为热门词汇 。 不仅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

而且有些网站 、 电视节 ０ 、 文化活动以及出版物等都以
“

文化中 国
”

为主题 。

“

文化中国
”

不只

是一个概念 ， 而且发展成为学术范式 、 思想范式和实践范式 。 华侨华人不仅是
“

文化中 国
”

概念

囊括的对象 ， 而且是
“

文化中 国
”

这一概念和论说的提出者 、 推广者 、 阐释者和实践者 。

“

文化中 国
”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以温瑞安为代表的马来西亚华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在台湾留学

时提出 的 ； 将
“

文化中国
” 理念发扬光大并成功运用于学术实践的是加拿大华人学者傅伟勋教授 ；

美国华人学者杜维明则是
“

文化中 国
”

论说在英语世界的弘扬和宣传者 ， 也是理论建树最多的学

者 。

②

根据杜维明的界定 ，

“

文化中 国
”

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不同却彼此关联的
“

意义世界＇第一个

意义世界由 中国大陆、 香港 、 台湾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组成 ；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于东亚 、

东南亚 、 南亚 、 太平洋地带乃至北美 、 欧洲 、 拉美、 非洲等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 ； 第三个意义世

界指与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 ， 但却和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 。

？“

文

化 中国
”

不是指
一个国家实体 ， 不是指中 国的疆界 ， 也并非是对族群的认同 ， 而是

一个历史文化

范畴
，
是对文化的认同

，
中国文化是贯穿于

＂

三个意义世界
＂

的核心内容 。

？

对
“

文化中 国
”

的内涵与
“
三个意义世界

”

虽然仍有一些争议与探讨空间 ， 但
“

文化中 国
”

理念的提出与建构 ，

“

既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 、 交流可以倚重的特殊文化符号意象 ， 也是用以说

明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和全球文明大格局中重要地位的标识性概念 ， 同时也是连接海内外华人以

及
一

切对中 国和中国文化抱有好感或兴趣的有识之士的精神纽带 。

” ⑤
作为第二意义世界的华侨华

人在跨文化交流中 的作用再次得到了强调 ， 被视为中华民族
“

走向世界
”

、 与异域各国尤其是西

方主流社会互相沟通、 彼此关联而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 。

四 、 结语

“
一带一路

”

倡议实施五年多来 ， 在中 国的积极推动与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 在实现互连互通

方面取得了早期成果 。 然而 ，

“
一

带
一

路
”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前所未有 ， 属于
“

边

设计边施工
”

， 因此 ， 还存在
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华侨华人视角来看 ，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的问题 ：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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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正确认识并广泛宣传

“
一

带
一路

”

合作共赢的理念

目前 ，

“
一带一路

”

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关键词 。 但国际上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

美国等将
“
一带一路

”

诬蔑为
“

新帝国主义
”“

新扩张主义
” “

新殖民主义
” “

债权帝国主义
”

等 ；

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 （ ＣＮＡＳ ） 亚太安全项 目的
一项研究认为 ，

“
一带一路

”

是
“

权力游戏
”

。 对

这些别有用心的
“

黑化
” “
一

带
一

路
”

的说法与做法应当给予回击 ， 使
“
一

带
一

路
”

的理念得到

正确客观的认知与接受 。 此外 ， 由于
“
一带一路

”

建设 目前主要是政府间的合作和大型企业之间

的合作 ， 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对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仍然缺少了解 。 因此 ， 应该发挥华侨华人身处

两个世界的优势 ， 通过他们来宣传
“
一带一路

”

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共贏理念及取得的惠及当地

民众的成果 ， 增信释疑 ， 营造有利于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的 良好国际环境 ， 促进民心相通 。

（
二

） 客观认识华侨华人的作用
，
重视他们参与

“
一

带
一路

”

建设面临的 问题与

挑战

如前所述 ， 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一路

”

建设既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与路径方式 ， 也面临着一

些问题与挑战 。 因此 ， 要充分挖掘和发挥这种优势作用 ， 还要克服诸多障碍与挑战 。

第
一

， 华侨华人在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中 的独特作用更多的还是愿景 ， 其优势资源还未得到充

分发挥 。 主要是因为
“
一带一路

”

建设更多是政府层面的沟通与合作 ， 投资方面主要以大型 国企

为主 ， 包括华侨华人企业在内的众多中小企业仍未更多参与 。 此外 ， 华侨华人群体的构成是多元

复杂的 ，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 自身仍面临着生存发展的问题 ， 面临着融入当地的困境 ， 还

不能更好地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

第二 ， 除了华侨华人参与
“
一带

一路
”

建设 、 为
“
一带

一路
”

建设做贡献外 ，

“
一带一路

”

为华侨华人 自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机遇 、政府部门特别是侨务部门如何为华侨华人参与
“
一

带一路
”

建设提供服务和帮助 ， 都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与探讨 。

＂
一带一路

”

作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
，
旨在实现

＂

共商、 共建、 共享
＂

，
应该惠及更多华侨华人 。

第三 ，

“
一带一路

”

建设对华侨华人的生存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 应该引起关注 。 比如 ， 随着

中 国与西班牙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 ， 西班牙对华出 口 贸易以及中国对西班牙出 口与投资都创历史

新髙 。 近年来 ， 西班牙的猪肉已经成为出 口 中 国的拳头产品 ， 与红酒、 橄榄油一起成为对华食品

出 口 的三大支柱 。 但是 ， 西班牙华商在猪肉对华出 口上的参与度很低 ， 远不及在红酒和橄榄油出

口上所占的比例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与西班牙企业直接在中 国开拓市场有关 ， 而华商因实力和获

得信息有限 ， 其在中外贸易 中原有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相对弱化了 。 而跨境电商的崛起 ， 也对华商

传统的进出 口商业模式造成了冲击 。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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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甲林 ： 《欧洲华人经济发展特点与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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