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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带一路”以丝绸之路为媒介，以城市、人物、展演为基本维度，通过历史立足现在、沟通未来，在

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谋求跨文化认同。本文通过探讨丝绸之路构建为各国共同历史文化记忆的逻辑与路径，

以期为丝绸之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为“一带一路”国内、国际传播的话语生产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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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uses the Silk Road as the medium, taking cities, people and exhibitions as the 
basic dimensions, and seeks cross-cultural identity on the basis of cultural identity by anchoring 
the present and bridging the future through his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logic and pa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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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Silk Road into the comm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memory of each countr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issemin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the Silk Road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discourse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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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古丝绸之路，穿过大陆、海洋，跋涉千里，绵延千年，以时空为经纬，塑造出一个物质产品交换、

贸易与文化技术交流、沟通的海量容器。丝绸之路作为各国历史中的客观存在，以平等包容的价值观念

为底色[1]，为沿线各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见证[2]。作为沿线各国

的共同遗产，其概念模型不涉及意识形态纷争和冷热战争掠夺，却包含了追求美好、合作共赢的巨大阐

释空间，俨然是今天无与伦比的对话资源，是导引现代国际对话与合作“道路”创建的关键媒介。 
为避免意识形态冲突，我国的国际合作项目和问题叙事，无不以文化价值作为其重要支撑。而泱泱

五千年大国的历史，无疑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萌蘖媒介。“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现代生活

的众人，不可能拥有关于丝绸之路的经历。国家的话语搭桥，将历史作为媒介，唤醒并建构记忆，以一

种古今对话的逻辑，用历史文化框架将经济、民生等方面的合作容纳至此。今天，丝绸之路无疑是古代

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是亚欧非等几大洲历史文化的共同遗产。古老商道的印辙熠熠生辉，

将跨文化的认同建筑在文化的认同之上，将对于丝绸之路的认同转化为对“一带一路”的共识。 
时至今日，关于丝绸之路的或浪漫、或神秘的现代探寻从未停止。丝绸之路为“一带一路”提供了

价值底色，为“一带一路”的现实发展提供了文化记忆的可追溯空间，使得我们与“一带一路”合作国

家的历史关系有所凭依。得益于丝绸之路作为媒介的存在，引导“过去”进入“现在”[3]，将历史和未

来搭桥，允许现在的人安稳站立，“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边界才有不断拓展的基点与可能。 
哈布瓦赫指出，记忆需要借助某种客观载体存在，“比如一尊雕像、一座纪念碑、一个地点，或是

一种象征符号，或者某种具有精神内涵的东西”[4]。当今时代丝绸之路的相关传播，沿着城市、人物、

展演三个维度发力，借助有组织的典型文本、仪式活动等方式进行流动，不仅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与

集体记忆的职责，也同样承受着记忆刻写与重构的任务[5]，使特定的过去成为现时现刻、印有当代印记

的鲜活的记忆。 

2. 以城市为端：开掘和阐发文化意义 

陆上丝绸之路，从长安城，西出嘉峪关、玉门关，经张掖、兰州、敦煌、乌鲁木齐、吐鲁番等我国

内陆多个城市，跨中亚、西亚、欧洲，最终通达古罗马首都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海上丝绸之路，

自广州、泉州等港口城市始发，沿太平洋、印度洋，通达河内、吉隆坡、雅加达、加尔各答、内罗毕、

雅典、威尼斯等亚、非、欧各大洲多个国家的多个城市。丝绸之路所有线路，经过了 40 多个国家的 100
多个城市，城市，是丝绸之路的节点[6]，更是“一带一路”国内、国际传播的重要建设点、发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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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兰州、敦煌、西安、泉州、澳门等各个城市，开展着具有城市独特色彩的丝路城市

文化节，反复建构着各个沿线城市的人们关于丝绸之路的经历与记忆。1992 年 9 月，兰州中国丝绸之路

节成立；次年，改为兰州丝绸之路经贸洽谈会。而澳门则因独特的城市文化，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

贸合作论坛的常驻地，并建设起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基地。以城市为端，“一带一路”伟大倡议的诸多项

目得以渐次启航。 
城市，上辐射国家，下关系民众，是居于国家宏大叙事与百姓微观故事之间的社会场域。媒体的报

道，诉说着城市历史中不可泯灭的痕迹，使得沿线各个城市不断成为得益于丝绸之路、受造于丝绸之路

的显性代名词[7]。各国媒体的每一次相关报道，无论是肯定亦或是否定，都会让丝绸之路的影子重现于

当今时代的记忆书写之中。长时间的积累，让沿线各个国内外城市成为丝绸之路具象的载体，拥有开掘

和阐发的可供性。 
正如扬·阿斯曼所言，文化记忆不只是使用一堆抽象的概念，而是借助“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

式系统”等文化符号来形成。一座城市、一条街道、一个建筑，都是丝路关联、绵延、开拓的端口，将

丝绸之路从作为历史的历时，化为当今世界多国民众的共时，通过建构城市与丝绸之路之间的表征意义，

实现各国关于丝绸之路、关于“一带一路”主体性的确立与凝结。 
小到国际传播，大至国际传播，对话都是解决问题与建构叙事的关键。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城市不

仅是一种物质场所，更是一种多元意义集合体和生产空间。“一带一路”的对话逻辑，应以城市作为方

法，探寻对话的可能，并积极创造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对话、城市的古与今之间的对话、人与城市的对话，

以此为思维逻辑，编织民间故事、传播百姓生活、奏响城市颂歌。与此同时，应当以城市为平台，围绕

着各个城市的形象、各个城市丝路时代与当今时代民众的形象，打造出一批逻辑如“冰墩墩”般网络文

化氛围的 IP 形象[8]，制作出一批文创产品，创造符码化的标识，将停留在思想层面的叙事策略，物化于

技术与记忆之间。 
如此一来，多个城市之间的互文，构成着一种多声部的对话，呈现出并重现着东方与西方、过去与

当下的开放包容、众声喧哗[9]，让人和文化一样，通过互动来感知彼此的相同点和差异性，序列性地连

接起整个“一带一路”路线友好共赢的景观。长此以往，形态上相互融合、内容上相互交织的丝路记忆

生态与文化共同体随时间被创造出来，并与外部经济、民生等社会生活的其余关键部分息息相关。 

3. 以人物为针：串联和缝合话语空间 

公元前 139 年，张骞受命于汉武帝，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自此打开了—条连接欧亚大陆的传播渠

道[10]。不止是张骞，我国的班超、玄奘、法显、郑和等人，都是行走于丝绸之路上进行开拓的代表人物。

将视野放置于世界，著名的使者马可·波罗在 700 年前沿着古丝绸之路辗转来到中国，带欧洲认识中国、

认识东方、认识丝路[11]。除马可·波罗之外，“泰西儒士”利玛窦、命名“丝绸之路”的德国人李泰霍

芬、楼兰文明的发现者和传播者斯文·赫定等人，都是丝绸之路得以传播千里并传承千年的重大贡献者。 
这些铭刻于历史卷轴上的生动的人物，曾经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行走于丝绸之路，以己身为针，牵着

长长的线，将东西方的文化、技术与见闻缝合串联。跨越洲际的丝路，凝聚在一个人身上，就形成了一

种具有重要象征性和符号力量的传播聚像，能够唤起或者反映深层次的文化、经济与民生主题，帮助媒

体、帮助各国的民众，以熟悉的形象叙述相对陌生的“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看到，丝绸之路相关的张骞与郑和，其人物本身和相关事件被浓缩为简短的画面或形象，反复

出现在我们的纪录片和歌舞表演当中，成为相对独立的丝路象征。而踏足过丝绸之路的国外历史人物，

其传播力度与塑造角度，仍然不够，其人物及其相关事件仍留有充足、丰富的阐发余地。以典型人物为

针，缝制出传播中的聚像，能够帮助媒介解释历史背景，同样也可以影响我国对于“一带一路”后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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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传播架构[12]。 
二十大的召开，也意味着“一带一路”步入了新的发展道路。具有叙述空间的历史人物，面临着对

丝绸之路进行现当代的表达和探索的思考使命[13]。对于国外丝路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有助于拉近与西

方受众的距离，是慢慢培养亲切感和信任感的有效和可行渠道之一，有助于西方受众跨越文化的隔阂，

友好地接纳我国所传递的情感与观念。它的意义在于构建一个以“世界共同的丝绸之路”为核心逻辑的

框架，对于辨别和理解“一带一路”给予人文温度层面的有力支持。 

4. 以展演为载体：提供与建构记忆框架 

为建构现代人对于丝绸之路的经历与记忆，展演能够将历史通过表演的方式与现实空间重叠，无疑

是最为主要的载体。大量的歌舞剧、纪录片、主题电影节、文艺晚会，业已是当代人脑海中回忆到的接

触丝绸之路的基本途径。为以艺术的感染力促进人们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理解，一批又一批以丝绸之路为

题材的舞剧，自改革开放初期便映入观众眼帘[14]。大量常态化的艺术展演，生产着文化传承与丝路阐释

的模式化路径，不断固定与典型化着人们的记忆。丝路展演所塑造的记忆框架建立了丝绸之路文化与民

众之间沟通的纽带，让民众对丝路文化的记忆具有了较为完备的承载体和记忆场域。 
比尔·尼可尔斯在《纪录片导论》将这种意义结构与形象比喻为“记忆剧场”：“人们通过想象，

把需要记忆的内容放置在一个熟悉空间的不同位置上，当人们在这个想象的空间中按一定顺序寻找特定

事先存储在那里的观点时，脑海中的影像将帮助他回忆起记忆的内容。”丝绸之路的相关展演，作为“记

忆剧场”，提供了人们有关丝绸之路记忆与印象的框架图。 
除此之外，不同的观影经验不断碰撞，耦合成合理的记忆逻辑，在观众脑海中拼接成一幅动态的丝

绸之路记忆地图。不同纪录片、舞剧、电影等等，拥有不同的“声音”和模式，讲述着关于丝绸之路、

关于“一带一路”的不同侧面。不同展演的聚合，不但是丝绸之路得以可见的基础，也是人们记忆情感

得以寄寓的物质载体。展演时间的提前公告，更是形成了一种时间召唤[15]，使得人们脑海中关于丝绸之

路的文化坐标得以不断激活。 
艺术展演，从文化到功能，是影响丝路精神文明支柱塑造的最直接的载体。丝绸之路的故事作为引

起戏剧美感的内容，通过演员的表演艺术得以物化在舞台上，在演与观的关系中、在视觉化的感受与戏

剧化的景观中，以舞台与观众间的空间分隔为基础，产生着一种观看历史与感受历史的效果。而目前关

于丝绸之路展演的故事内核仍然趋于单一，不利于为各国民众营造亲身经历的感觉和共识创造所必须的

信服感。基于现实的需求，我国应打造一批全新的艺术呈现剧目和表演形式，通过当前的看法和价值观

映照过去，以寻求实现古今互文和情感共通。 

5. 结语 

“一带一路”与当代民众之间的对话逻辑，建构在以丝绸之路为媒介的古今对话的逻辑之上，其可

传播的话语的生产类型，无一不是基于对于过去可见性的制造和加工，基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

记忆，以及其中包容、平等、互相尊重的精神的深度传扬。现如今，关于丝绸之路的记忆已然成为一个

可持续生产的故事综合体和记忆生态系统，建构着当代中国以及中国人的民族和世界的文化身份。一带

一路”作为立基于古老商道“丝绸之路”之上的“古道新建”，需以丝绸之路背后的历史文化空间作为

媒介，寻求与沿线国家、世界民众之间的文化认同，在“共同的遗产”——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在建构

文化认同的基础上，逐步达成跨文化认同的共识。通过展演、人物、城市的互动和交流路径，“一带一

路”网络起其与人对话的逻辑，梳理出建立文化认同的进路。其中的直接接触与隐性互动，化解并消融

着我国与世界之间的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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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和现代人的连接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带一路”能够产生深厚国内、国际影响的逻

辑基点。以城市为端，以人物为针，以展演为载体，这三个表达丝绸之路的基本面向，既是“一带一路”

国内外传播的现实情状，同样也是可供继续深入阐发的基本策略。这提示着我们：我们需要过去，需要

通过历史故事的叙述，塑造文化传承的脉络；我们也需要过去，需要过去来烛照和谈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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