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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

●德国·歌德学院

歌德学院是德国在世

界范围内积极从事文化活

动的文化学院。建立于1951

年的歌德学院发展迅速，目

前已遍布78个国家和地区，

共有分支机构144个， 其中

国外分支机构128个。

●法国·法语培训中心

早在1884年， 法国就

成立了以在海外教授法语

为主的法语培训中心，目前

已在138个国家建有1098个

分支机构，拥有30多万名学

员。 每年3.75亿欧元的预算

和遍布世界91个国家的144

个文化中心更是构成了法

国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海

外文化推广体系。

●韩国·世宗学院

韩国在全世界有20个

文化院。除教授韩国音乐、朝

国料理等文化课程外，文化

院还专门运营教授韩国语

的对外教育机构———世宗

学院。 韩国文化观光部曾于

2007年宣布，5年内要在全球

100个地区建立世宗学院，向

当地普通民众免费教授韩

国文字和韩国文化。

留学人员有155.34万人， 其中113.69万人

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 每

一个出国留学人员， 都是中国文化的传播

者，他们为世界各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起

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中俄、中美、中英、中

欧四大人文交流机制相继建立和完善，中

国东盟、中国阿拉伯、中日韩教育交流平台

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多边教育合作等， 全面

拓展了中国教育的国际交流途径。

记者： 与其他国家的教育在软实力提

升中所做的贡献相比， 我国教育存在哪些

不足？

张西平：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

文化上的强大， 不仅仅表现在好莱坞和英

语的流行， 最根本的是西方有一套思想文

化体系和话语。 而中国虽然在孔子学院、

中国文化中心建设等一些载体上规模做得

很大， 但在思想观念的传播方面仍有所欠

缺。 语言和文化艺术的传播只是外围， 以

哲学社会科学为代表的思想和学术的输出

才是核心。

另外， 人才缺乏已经成为一个制约中

国文化走出去的瓶颈问题。 对外传播中国

文化不仅需要大量的通晓外语、 了解对象

国的外向型人才， 而且还需要具有一定中

国情怀的复合型人才。 从２００５年至今

的对外传播实践来看， 不仅传统电视台、

电台、 报社、 杂志社、 出版社等媒体企业

缺少中外兼通的人才， 而且外向型的演

出、 展览、 动漫游戏、 数字产业的制作与

加工等方面的人才更是大量缺乏。 由于目

前我国高校学科建制的特点， 至今尚不能

系统培养一批精通中国文化又能熟练使用世

界各国语言的中国文化国家传播人才。

王岳川： 与欧美和亚洲教育国际化程度

较高的国家相比， 中国的教育国际化有起步

晚、 人才逆差现象严重的问题。 起步晚未必

是纯粹的坏事， 可以有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

来借鉴。 但是中国目前送出留学人才大多为

中国的科技文化精英， 而引进的留学生相对

素质较差。 这一形势的改变需要一定的时

间。

张梧华： 在学生世界观形成的重要学历

教育阶段———高中， 国际化方面有着很多不

足。 例如， 现在的公共课程都是国外教材，

历史是外国人编写的历史， 这就是西方通过

教育实现了对我国青少年观念和思想的渗

透。 如果都是西方观念培养出来的出国留学

生， 怎能要求他们有良好的中华文化底蕴？

他们又怎会有具中华情操的国际视野？

目前， 公办高中国际课程如雨后春笋，

但绝大多数仅停留在或满足于通过举办各种

国际班及国际项目输送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而忽视了国际化本身对中国教育应该起到的

推动作用， 如吸引和招收更多的国际留学生

进入我国学习等。 如何使我国从留学生输出

大国转变为留学生输入大国？ 如何使我国从

教育模式、 标准和理念的输入国变成输出

国？ 如何将中国的基础教育通过海外留学生

的“走进来”、 海外兴办学历性学校“走出

去”， 变成软实力的一部分， 并与孔子学院

和孔子课堂互相配合、 相得益彰？ 这些都是

目前高中阶段教育国际化应该考虑、 准备和

完善的战略目标。

教育：国家软实力提升的助推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

院院长 王岳川

安生国际教育科学

研究院院长 张梧华

记者： 刚才提到， 思想观念的培养和

输出是“走出去” 的核心， 在这一点上，

教育能做些什么？

王岳川： 教育是形成民族的核心价

值、 整合社会能量的媒介。 我们要重塑中

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并使之成为大中小学

教育的重要内容， 长期贯彻执行。 差不多

在一个世纪以前， 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

生就提出“美育代宗教” 的教育指导方

针。 但是今天， 这个方针似乎逐渐被人遗

忘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 琴棋书

画已经逐渐被西方典籍和钢琴、 歌剧、 油

画所取代。 孩子从小和自己的文化土壤隔

离， 自然不能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 可喜的是， 大概在10年以前， 全

国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改革增加了传统典籍

的内容， 中国高校建立了不少文化研究基

地和国学中心， 中国的文化断根正在得到

修正。 但是在更高的教育层次上， 我认为

要通过教育来建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心。

张西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

方面， 我认为， 一方面， 中国学者需要继

续修炼外语， 让自己的成果能在更多英语

甚至非英语的国际刊物上被接纳； 另一方

面， 需要以国家为后盾， 继续扩大汉语的

影响力和接受度， 使得更多中文刊物的质

量能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此外，中国学

者应当注意观察国际学术界新的、 交叉的

学科生长点，在发挥传统文科优势的同时，

将自己的研究更多地与国际接轨， 这样才

能加快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步伐。

记者： 作为“走出去” 的语言载体，

我们的孔子学院已经在五大洲落地， 在汉

语输出方面， 今后哪些工作需要进一步改

进？

张西平： 汉语教学只是基础， 任何语

言教学都应包含文化教学， 将我国目前所

推行的孔子学院计划和国外的一些汉学研

究结合起来， 对于提高汉语教学的质量才

会更有价值。 此外， 应尝试在实践层面建

立完整的汉语教学体系， 为一些汉语教学

后起步的国家培养更多中文专业本科以上

层次的高级汉语人才， 以及足够的合格汉

语师资， 适合各国使用的汉语教材也有待

进一步开发。

王岳川： 在对外汉语和海外华文的教

学中， 加入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因子， 必然

能够大大提高课堂的趣味性， 让外国人对

中国文化产生更大的兴趣。

记者： 在人才培养以及培养模式方面，

教育应该为提升软实力做哪些准备？

王岳川： 一方面， 教育要为中国蓬勃发

展的文化产业培养后备人才。 如果细分， 文

化产业可以分为文化加科技， 文化加旅游，

文化加会展， 文化加体育、 文化加演出、 文

化加书法等诸多方面。 文化产业是低污染高

附加值的产业， 而且可以解决大量的就业问

题。 以旅游文化产业为例， 2011年， 文化

旅游业直接新增就业50万人。 电影、 电视、

体育等产业更是蓬勃发展。 这样的文化产业

形势， 需要大量的相关方面的人才。 这是未

来教育的机会， 也是挑战。

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更多的既深入领会

中国文化内核又具有优秀外语素养的双语精

英。 长期以来， 我们受到苏俄教育模式的影

响， 将教育分科细化， 这自然有其好处， 但

是同时也使我们的人才出现了一定的缺陷。

例如外语系的人才大多不懂国学， 而中文系

的学生往往外语不好， 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

深通汉语知识， 但是对于文化又往往力不从

心。 因此， 我们现在急需既有良好的外语素

养， 又深通中国文化底蕴的双语精英来做中

国文化传播的使者。 我们要从拿来主义变为

送出主义， 而送出的前提是要培养出众多的

文化使者， 通过翻译和教学， 将中国的文化

输出引向深入。 这是教育界应该思考的问

题， 同时也是教育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张西平： 全国外语院校可以先承担起语

言人才的培养工作， 加大其中国传统文化课

程的设置， 同时加大国别、 地区政治和文化

的研究， 并集结一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人

才， 摸索多语种、 多学科的中国文化人才培

养计划。 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但要抓

紧做起来。

张梧华： 中国高中阶段教育的国际化要

立足于中国高中课程改革和教育革新的探

索， 为中国学校培养一支有能力从事国际课

程教学的双语教师队伍， 一支能管理国际课

程的教学管理队伍， 一个被国际认可的、 能

吸引以美国学生为主的国际留学生或交换生

前来中国学校留学的具有中国文化元素的国

际课程体系； 中国教育的国际化还要为中国

教育“走出去”、 外国学生“走进来”， 为中

国从教育大国转变成教育强国

做好充分的师资、 教学管理

和课程的准备， 而其不仅能

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并提

供保障， 又是提高中国软

实力的重要手段。

■本报记者 易鑫

软实力在当

今世界各国综合

国力竞争中的作

用越来越突出，

它深刻地影响了

人们对国际关系

的看法， 使人们

从关心领土、 军

备、 武力、 科技

进步、 经济发

展、 地域扩张、

军事打击等有形

的硬实力， 转向

关注文化、 价值

观、 影响力、 道

德准则、 文化感

召力等无形的软

实力。 在此背景

下， 我国教育该

为青少年树立怎

样的价值观， 怎

样培养能讲好

“中国故事” 的

各类人才， 怎样

做好语言文化交

流， 怎样播撒中

国文化的种子？

就此， 笔者采访

了三位该领域的

专家、 学者。

教育在国家软实力竞争中起到什么作用

教育是文化输出的媒介和载体， 是启人心智的工具， 是构筑国家文化

安全防线的堡垒和推进国家文化战略的手段。

记者： 教育在软实力竞争中能起到什

么作用？

王岳川： 教育在国家软实力的竞争中

意义重大。 教育是文化输出的媒介和载

体， 是启人心智的工具。 在全球化日渐深

入的今天， 文化冷战正酣， 各国都试图将

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向其他国家和民族

播撒。 在这样的语境中， 教育更成为构筑

国家文化安全防线的堡垒和推进国家文化

战略的手段。 我们仍以美国为例， 美国通

过立法等手段使得政府成为了国际教育的

主体。 美国通过对他国进行正式或非正式

的教育资助、 留学访问、 项目资助等， 致

力于向其他国家推行其“民主、 自由、 平

等、 博爱” 的价值理念。 美国试图通过教

育扮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启蒙者。 在这样

的语境中， 中国应该对教育之于国家软实

力的意义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张西平： 在国家软实力“走出去” 的

整体设计中， 语言教育是基础， 文化交流

是途径， 媒体宣传是手段， 哲学社会科学

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 这是世界主要国家

向外部传播自己的文化和观念的基本经

验。 这其中， 各种交流活动的进行、 学科

的建立要依托学校进行， 各种语言人才需

要依托学校来培养， 教育起到了极为重要

的作用。

记者： 我国教育在软实力的提升方面

做了哪些工作？ 哪些方面影响较大？

张西平： 汉语国际传播是提升我国软

实力的重要途径， 我国教育部门所做工作主

要体现在十个方面： 全球孔子学院稳步发

展； 汉语教师和志愿者派出人数持续增长；

中外加快联合培养本土汉语师资； 国际汉语

师资培养规范化进程加快， 汉语国际教育硕

士专业培养院校数量、招生人数、外国留学生

人数增长迅速；“语别化”和“本土化”教材开

发力度加大， 能够更好地激发各地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 汉语水平考试网络在线考试系统

在中国和北美两地推出；“汉语桥” 系列大赛

提升汉语国际传播的社会关注度； 组织各国

校长、教师、学生近万人访华感受中华文化，

推动本国汉语教学；来华留学教育蓬勃发展；

华文教育扶持力度加大， 如为海外华文教育

募集资金、实施华文教师培训项目等。

此外， 近年来， 我国开始为文化产业培

养后备人才。 为了加速动漫高端人才的培

养， 2012年底 ， 教育部 、 文化部开办了

“动漫高端人才联合培养实验班计划” 首届

实验班， 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和北

京电影学院3所高校联手共同组建了专家组

织机构， 采取“三校一体、 四年一贯、 校企

合作、 协同育人” 机制培养首届21名大学

新生。 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戏曲学院附中

中国少年京剧团， 也一直在探索动漫艺术与

舞台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并致力于培养

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优秀京剧后备人才。

张梧华： 如今，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留学生生源国。 据教育部最新数据统计，

截至2012年底， 以留学身份出国， 在外的

记者： 现在一提到国际关系就要提到

软实力这个词， 您如何理解软实力？

王岳川： 一个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

和软实力两个方面。 硬实力主要是指经

济、 政治、 军事等方面， 软实力是一种通

过吸引而非强制来实现目标的能力。 每个

国家都力图以文化、 信息、 价值观等的传

播来发展其软实力。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和

世界总体和平的今天， 软实力成为一个国

家整合内部社会力量、 寻求外部文化认同

的重要工具。 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受尊

重的大国， 一方面要有强大的硬实力， 另

一方面又要有深具魅力的软实力。 没有硬

实力， 一打就倒； 没有软实力， 不打自

倒。 21世纪， 中国的主题是“和平崛起”

和“文化复兴”， 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抵

御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 减少文化误

解和隔阂、 重塑中国国际形象的必由之

途； 同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又可以促进中

国产业模式的深度升级， 将中国文化更好

地推广到世界。

记者： 其他国家在提升软实力方面做

得怎么样？

王岳川： 欧美国家和亚洲的日本、 韩

国等国家都非常重视软实力的提升， 主要

表现在文化输出工作。 第一是文化产品的

输出， 就我手头的资料来看， 美国的文化

产业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5%， 仅次于

军工业。 美国的“三片” （薯片、 大片、

芯片） 成为了很多国家须臾不可离的产

品。 日本是排名世界第二的文化产业大

国， 其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

与美国不同的是， 日本重点发展动漫和游

戏产业， 其动漫产品占到世界的60%， 游

戏产业占到世界的1/3强。 日本的电影亦

培养出小津安二郎、 黑泽明、 宫崎骏这样

的国际电影大师。

文化输出的第二点， 即国际教育和国

际文化交流。 美国、 德国、 法国、 日本等

文化先进国家都为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提

供大量的奖学金， 注重吸收有可能成为未

来各领域领袖的留学生到其国家深造。 以

美国为例， 美国为了大力发展国际教育，

制定了国家教育法， 开展纷繁的教育交流

以及推行跨国教育。 而国际教育和交流的

大发展也为美国的软实力乃至国家的实力

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全世界范

围内存在着大量的美国式自由和民主的鼓

吹者， 他们往往是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留

学生或者进修生， 自然对美国的价值观和

文化具有深刻的认同。

记者： 当前， 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快速提

升， 政治形象也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

相比之下， 我们在软实力提升方面做得如

何？

王岳川： 在新世纪， 中国的文化产业有

了大发展。 2011年， 中国出版业的产值达

到1.5万亿元， 发表长篇小说300余部， 制作

电视剧一万多集， 生产电影791部， 票房超

过了13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 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的

舞台上由隐到显， 中国文学开始赢得更多的

目光。 2011年， 中国文化产业占到了国民

生产总值的3%， 且增长极为迅猛， 预计到

2015年可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到5%。 这

是数量上的指标， 但是在文化产品的出口方

面， 中国才刚刚起步， 国际文化品牌还有待

培养。

张西平： 一方面，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

有了孔子学院、 广播电视媒体等实际有效的

抓手， 例如孔子学院， 截至2011年年底，

孔子学院总部已经在108个国家建立了400

家孔子学院， 500多家中小学孔子课堂， 派

遣海外汉语教师及志愿者近两万人次， 同时

设立了孔子学院海外留学生奖学金， 每年有

几千个名额。 另一方面，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

传播已经不是局限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而是

在全球展开， 在五大洲都有了自己的布点。

记者：提升文化软实力有何重要意义？

张西平： 李长春同志在第十七届六中全

会上曾经指出： “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

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 越

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

略的重要内容。 从一定意义上说， 谁占据了

文化发展制高点， 谁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

力， 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

动。”

而当今的世界话语权， 仍有80％掌握

在美国人手里， 西强我弱的地位没有改变。

美国的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 按题目来

说， 负面的占一半， 中性的占25％， 有一点

积极意义的占25％。 如果按字数算、 按文章

长短算， 则90％以上是负面的。 这就要求

我们从学术上研究出一套应对之策， 在世界

范围内尝试构建新的文化话语体系。 另一方

面， 近百年来， 我们一直以西为师， 在学习

吸收的同时， 对自己的文化却渐渐生疏， 这

说明文化自觉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我

们要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出发， 总结出自己

的精神世界价值。

提升国家软实力重要意义何在

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来实现目标的能力。 谁拥有了强大的

文化软实力， 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教育如何担当起“讲好中国故事”的重任

要通过教育来建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 民族的文化认同

和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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