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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和跨文化语境下江西文化资

源建设及其传播路径
1
 

刘 艳 

(江西省图书馆，江西 南昌 330077) 

 【摘 要】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量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价值体现，分析我国“一

带一路”倡议从空间“一带一路”到全面“一带一路”的转变。从江西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

地缘关系提出建设“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的价值与意义。根据江西历史文化提出“三核三圈”

的建设内容，从抓好“特色牌”、搭好“特色牌”、用好“特色牌”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设意见

与传播路径。 

【关键词】“一路一带”; 江西; 资源建设; 传播; “三核三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4-3512( 2018) 04-0343-05  

2017 年 1 月，《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规划( 2016—2020) 》正式公布，指出要积极推

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推动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文化贸易的创新发展

［1］。2017 年 5 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和重要力量。“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

业难以持续长久。”“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亦是如此。文化“一带一路”思想及其行动规划的提出，从

长远来看，是丝绸之路国家或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文化自觉，开启我国从“经济牌”到“文化牌”的跨国合

作新局面［2］。 

1 价值考量:文化与“一带一路” 

狭义丝绸之路是指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 东汉时为洛阳) ，经河西走廊到敦煌、新疆，再到中亚、

西亚以及地中海西岸各国的路上通道［3］。广义丝绸之路指从上古开始陆续形成的，遍及欧亚大陆包括北

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包括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和茶

马古道。丝绸之路是东西方贸易互通、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推动沿线各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中西

方佛学交流互鉴，使中国瓷器和茶叶走出国门，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得以传播，为欧洲进入航海

时代创造条件，推动欧洲文明。历史证明，丝绸之路带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推动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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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传承古今文脉，塑造命运共同体。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

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

“一带一路”将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串联起来，融合跨国别、跨地区的文化与文明，为“一带一路”民心

相通奠定基础，坚持多元共生、交流互鉴，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共建文化命运共同体。( 2) 

寻求文化认同，重构 文明图谱。“一带一路”倡议以互相尊重、包容开放、互利互惠、合作共赢为原则，

向世界传递“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东方价值观［5］，主张和而不同、以和而贵

的东方哲学。“一带一路”倡导不同民 族、不 同 文 化 要“交 而 通”，而 不 是“交 而恶”［6］。

“一带一路” 有倡议 利于建立文明新秩序，永保人类文明与健康持续发展; 有利于打破狭隘民族主义 和

国 家主义，树立 正确 的人 类 文 化 整 体观［5］，促进各国文明之间平等对话，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的

文明图谱。 

2 数量扩容:从空间“一带一路”到全面“一带一路” 

作为国家顶层设计战略，“一带一路”在空间布局上，不只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还包括丝路

沿线周边国家和延伸地区。商务部、外交部强调“一带一路”不设国别范围，不搞封闭机制，各施所能互

惠互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不断扩充，我国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津京冀协

同发展”、“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为内陆城市衔接“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开展贸易合作、

文化交流等提供政策支持，从地缘空间和合作内容来说，“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全面“一带一路”。 

从历史来看，江西与丝绸之路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景德镇瓷器，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商品，也是江西文明开放的象征与标志。江西元代青花瓷器残片在东南亚国家出土; 南宋时荷兰人贩运

景德镇瓷器［7］;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家博物馆的元代青花瓷器馆藏数量位列世界之最。从地理位置看，

江西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连接中西部地区的走廊。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城市通过江西走廊向中西部地区

与东南亚地区辐射，江西一旦发展落后必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一定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四

年来，江西文化“一带一路”建设硕果累累: 在意大利、俄罗斯展出景德镇当代陶瓷艺术精品。在景德镇

举办第 13 届瓷博会，促进陶瓷在商贸、文化、技艺等方面的交流、合作，展示江西美好形象。在抚州举

办纪念中、英两国戏剧大家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 400 周年研讨会。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作为“国际商

务官员研修基地”为 118 个国家培训了 1 934 名官员［8］。 

在江西文化“一带一路”建设中，江西省公共图书馆该有怎样的作为呢? 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提出

建设“丝绸之路”图书馆联盟［9］; 上海市图书馆的“上海之窗”建设项目，囊括 28 个“丝路”国家的 

43 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10］。国家图书馆有“中国之窗”项目、重庆有“重庆之窗”建设项目。银川市

图书馆有“一带一路”数字图书馆工程。这类“一带一路”图书馆工程，为江西省公共图书馆实施“一带

一路”文化战略提供参考和借鉴。 

3 江西之韵:江西文化资源建设及传播路径 

江西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沿线城市，但却和丝绸之路有着紧密的联系。江西历史文化底蕴深

厚，文化资源丰富，建设具有江西文化特色的“江西之韵”并推进与参与“丝绸之路”图书馆联盟建设，

对于推介江西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作用，对于跨文化语境下图书馆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建设定位:抓好“特色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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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特色牌”指向“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建什么的问题。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朱虹对江西文化

进行梳理，总结江西十大文化: 书院文化、陶瓷文化、茶叶文化、药业文化、稻作文化、造纸文化、矿冶

文化、风水文化、宗教文化、商帮文化; 总结江西历史名人: 汤显祖、王安石、朱熹、解缙、黄庭坚、文

天祥、杨万里、陶渊明、欧阳修、晏殊。除此之外，还应该将 2015 年年底的惊世大发现———海昏侯国

遗址以及庐山山水与人文诗篇等纳入“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建设。要统筹这些历史文化资源，以“三核

三圈”为指导原则有侧重、有差别地分类而治。 

3．1．1 “三核” 

(1)海昏侯国遗址历史文化资源。西汉海昏侯国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

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出土文物可以填补国内关于西汉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

海昏侯国遗址是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彰显江西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南昌新的城市名片。海昏侯国遗址历

史文化资源库建设不能仅定位为在互联网上展陈文物的图片，而应该在对文物成果充分、科学、翔实研究

的基础上，让“海昏侯”文化“走出去”。这不仅有利于文物的科学揭示，也有利于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

化，为后续文学创作、影视创作提供科学依据。笔者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与博物馆共同建设海昏侯遗址

历史文化资源库，收集与“海昏侯”文化相关的主题图书、文献资料、档案、图片、影音视频等内容，从

多角度、多分支主题建设文化资源库。 

(2)瓷器文化。江西瓷器闻名天下，被誉为“千年瓷都”的景德镇自古以来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都是

重要的一抹色彩。中国最早的陶片在江西上饶出土，是瓷器文化的最早发祥地之一。永修吴城遗址有六座

龙窑，古代最大的商窑、综合性大窑在江西各市县均有分布，如鹰潭角山窑、丰城洪州窑、吉安吉州窑。

江西的青花瓷瓷器更是远近闻名，洪州窑是全国研究青花瓷起源与发展的主要窑场。虽然江西省公共图书

馆关于瓷器文化的主题图书馆早有建设，但是在“一带一路”文化战略背景下，笔者认为，其建设内容除

了将与瓷器相关的书籍、文献进行收藏、展陈以外，还应注重对现有文献的开发与利用，通过研读、科学

分析、总结制作一些“江西瓷器与丝绸之路”“江西瓷器演变”等主题的数字化展览，如动画视频、音频

资源等，以更加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方式展现江西瓷器文化。 

(3)汤显祖与戏曲。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与英国同一时期的戏剧家莎士比亚齐名，被誉

为“并世双星”，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作———“临川四梦”包括《紫钗记》《牡丹

亭》《南柯记》《邯郸记》，其中《牡丹亭》代表其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

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是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导演学起了拓荒开

路的作用。抚州市图书馆、临川区图书馆可以联合当地汤显祖纪念馆、档案馆、高校等单位共建汤显祖文

化资源库，可以收录各种表现形式、不同载体的“临川四梦”，如小说、电视、电影、昆曲、话剧等。在

“江西之韵”文化库下设立汤显祖主题数据库，集中展示相关资源，有利于国外读者认识中国戏曲，也是

坚守江西文化自信的表现，对于提升江西国际影响力具有推动作用。 

3．1．2 “三圈” 

(1) “一圈”。包括书院文化、龙虎山与道教、庐山东林寺与佛教、陶渊明、庐山山水与人文诗篇、

茶文化。江西历来是古代的文化重镇，是书院发展的中心地区，书院数量 990 所居全国之首。有被誉为后

世书院楷模的庐山白鹿洞书院，开私家招徒授业先例的高安桂岩书院和德安东佳书院，开启自由辩论先河

的铅山鹅湖书院等，厚重而悠久的书院文化在江西文化史上位置十分重要。各地公共图书馆可以对目前尚

存的书院进行梳理，联合共建书院文化主题资源库。江西是佛教和道教两大教派的开源、传播之地，自古

就有“不到江西，不得禅宗之要”之说。江西在我国宗教教派中地位举足轻重，中国禅宗有五家七宗，其

中江西便占到了三家五宗。江西的佛教以晋代的庐山东林寺惠远高僧为代表，为此可把庐山东林寺与佛教

联系在一起，作为文化资源库的建设主题之一。同时还可以把同处晋代的陶渊明主题资源库一并建设。鹰

潭龙虎山是道教的发源地，并逐渐形成了三大分支: 天师道、灵宝派、上清派，相对应的是三大道教名山: 

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相关地区的公共图书馆可以龙虎山与道教为主线，构建江西道教文化主题资源库，

再将佛教与道教两大主题资源库进行合并，便可建设相对完整的江西宗教文化主题库。如果以“山水 + 文

化”模式构建主题库，还可以加入庐山山水与人文诗篇这一板块，通过自然文化遗产的人文开发，实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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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方式从“经济牌”到“文化牌”的转变。江西是历史上著名的产茶区，茶业兴于唐、盛于宋、简于

明，在中国茶叶和茶业文化史上曾扮演过极其辉煌的角色。而且，江西茶文化与江西宗教文化联系紧密，

为此可在构建江西宗教文化主题库时将茶文化纳入其中。 

(2) “二圈”。“二圈”设定为宋代文化圈。两宋时期江西名人辈出。如: 北宋时期的有官居宰相、

“江西词派”的领袖晏殊，一代书法家、“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中国 11 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北宋

文坛领袖欧阳修; 南宋时期的有“一代诗宗”杨万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千古忠臣文天祥。各地公共图

书馆可以收集相关资料、利用现有资料，联合研究共建“江西宋代名人图谱”文化资源库，向世界展示江

西历史名人，这对于提升地方文化实力，推动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3) “三圈”。“三圈”包括稻作文化、造纸文化、矿冶文化。江西是中国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

一，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存遗址在江西万年。元代广丰县尹王祯《王祯农书》为我国古代“五

大农书”之一，并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唐宋元明清五朝时期，江西造纸业、刻板印刷业在

全国处于领先地位，金溪浒湾镇是明清时期我国著名的雕版印刷基地之一; 第三圈的主题文化比较分散，

笔者以为，各地公共图书馆在建设这些文化主题资源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要具有代表性，突出特色性，

注重地域禀赋。 

作为信息资源的收藏地和集散地———公共图书馆应该在“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的建设中挑大梁，

担责 任，结合当地特 色，抓好 特色 文化 资 源“牌”，确定收藏原则与范围，用发散思维、广阔视野

加强某一特色文化的主题图书馆建设，广泛收集相关材料，为进一步构建数字化文化资源库奠定坚实的基

础。 

3． 2 合作共建:搭好“特色牌” 

搭好“特色牌”指向“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怎么建的问题。在主题设定好之后，如何定位建设，如

何凝聚特色，如何突出精华是最重要的问题。 

3．2．1 建立文献资源专家智库 

江西文化资源库建设要以内容为主，要突出文化资源的可读性，要简单容易理解、形象生动、图文并

茂。地域文化丰富、内容庞杂，如果全盘皆抓，不打造精品必定全盘皆输。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在资源库

建设上是专业能手，但是在某些学科领域不一定知晓、精通，要建设内容科学经典、独具特色的数据库，

离不开相关学科领域专家的指导。为此笔者认为，建立一支“江西之韵”文化资源专家智库尤为重要。智

库专家来源可以来自其他文化事业单位、科研机构、高校教师及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确定某一文化资源

主题后，由专家智库科学认证、遴选、确定主题下的分支内容; 公共图书馆根据主题及下类进行采选内容; 

再由智库专家对收集的文化内容进行筛选，挑出既简单又具代表性的部分。建立专家智库有利于文化资源

库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揭示与阐发，而科学系统的内容也能为江西文化“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 

3．2．2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 

2017 年国家发改委下达《关于报送“一带一路”PPP 项目典型案例的通知》，文化领域“一带一路”

与 PPP 模式相结合将全面展开。“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建设项目是一项长期工程，文化资源不仅包括图书

还包括其他文献信息载体，如图片、影像、音频等。不同内容的文化资源可以用不同的载体呈现，比如动

画视频，需要专业技术团体承担时，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完成文化资源库建设。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建设，文化资源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可以更加高效地展示江西文化，为文化资源库的推广与传播

创造良好条件。 

3．2．3 多方合作组合文化资源 

江西历史文化内容涉及诸多方面，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纪念馆等等，文化资源库建设是多方

通力合作的过程，同一种主题文化各个省、市、县图书馆之间也可以联合其他部门或社会团体共同建设，

建立长效信息沟通机制，避免资源重复建设。在建设中可以添加音频内容，和高校外语系合作，开发有声

阅读服务，为江西文化“走出去”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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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传播路径:打好“特色牌” 

打好“特色牌”指向怎么用好“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的问题。打好“特色牌”意味着要积极主动地

推广江西历史文化资源，把它真正送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真正做到“为书找人”。 

3．3．1 与国内外高校及孔子学院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在丝路国家已经建成 134 所孔子学院和 130 个孔子课堂。笔者认为，

第一，可以向孔子学院提供我们制作的“江西之韵”文化资源库。国外孔子学院的学生基本都学习汉语，

可将这类人群作为受众。可以针对孔子学院的学生开展线上讲座、线上展览等，也可以制作一批江西文化

的视频文献赠送给丝路沿线国家的孔子学院。第二，可与高校图书馆合作，为外国留学生开设与江西文化

相关的公益课程或讲座，比如江西中医药大学有不少非洲留学生，为此可以开设江西药业文化公益讲座。

第三，国内有许多师范院校为华文教育基地，每年会派出大量的教师到国外支教，针对出国支教的江西教

师，可以在出国前对他们进行江西历史文化方面的培训，使他们能坚守江西文化自信，为江西文化的传播

贡献力量。 

3．3．2 参与丝绸之路图书馆联盟建设 

当前，文化部正推动建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丝绸之路国际艺

术节联盟”等民间社会组织，这将促使文化交流机制更加完善。江西省公共图书馆要积极参与丝绸之路国

家图书馆联盟、博物馆联盟、美术馆联盟之间的文化交流，进一步传播江西优秀历史文化［11］。此外，

要积极参与在丝路国家开办的中国文化交流年，可以将文化资源库提供给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还可以通过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举办展览等。 

3．3．3 互联网 + 突破传统创新传播手段 

文化部针对文化“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推进“互联网 + 中华文明”及“文物带你看中国”项目，

以促进文化资源、文物资源的国际流通。根据《2016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截至 2016 年，全球互联

网用户数已超 30 亿，互联网全球渗透率达到 42%。《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也显示，截至 2016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3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95 亿，占

比达到 95． 1% 。在“移动互联”的时代，“互联网 + ”为“一带一路”的文化发展和交流带来前所未

有的便捷。为此，江西文化要走出国门，也应该积极参与“互联网 + 中华文明”项目和“文物带你看中国”

项目，例如建设一些适合 VＲ 观看的文化资源格式等，直观生动、形象地展示江西文化，利用“互联网 + ”

这个助推器，打破传统的信息交流方式，搭建信息高速通道让江西文化高效传播。 

4 结语 

“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更是文明之路。自古以来江西与丝绸之

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新时代，积极参与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对于传播中华文明、塑造江西良好形

象、讲好江西“好故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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