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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语言交流的几点思考 
李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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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2013年习近平主席倡导“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在短短 4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这个宏伟蓝图覆盖亚欧非三大洲，跨越太平洋、印度洋

两大洋，惠及全球 60%以上的人口。它不仅是推动世界未来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当今世界最为复

杂的国际合作综合建设项目。文章试图从语言交流的背景、应遵循的原则和语言交流的途径三个

方面探讨我们所面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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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同地区、不同国家、

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同社会

环境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样

性，给文化的交流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语言

作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还承载着文化传统、社会观

念、宗教信仰、民族情感等众多的内涵，成功的语

言交流是文化交流乃至整个“一带一路”建设成功

的前提和基础。本文试图从语言交流的背景、应遵

循的原则和语言交流的途径三个方面谈谈我们所面

临和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中错综复杂的语言交流环境 

“一带一路”的空间概念极为广阔，其中的“一

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从中国出发，包括三个

走向：其一是经中亚、俄罗斯到达欧洲；其二是经

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其三是经东南亚、

南亚、印度洋。“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重点方向亦有两条：即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

度洋，延伸至欧洲为一条，另一条是从中国沿海港

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一带一路”覆盖了尼罗河流

域、两河流域、印度河与恒河流域、黄河与长江流

域，贯穿了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一带一路”的范围里，不仅

居住着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肤色、不

同语言的居民，而且存在着基督教、伊斯兰教、犹

太教、佛教、印度教等世界主要宗教。可以说，多元

文明、多元文化的交织，即丰富多彩，又错综复杂。 

以宗教而言，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甚至同一

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历经千年却依然存在。例

如，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耶路撒冷，是世

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和圣地，是历史上宗教冲突最

为惨烈的地方，延续到今天的巴以冲突仍然是这一

地区难以解决的问题；又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中段的

巴尔干地区，东正教教堂、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

清真寺并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火药桶。就

同一宗教而言，基督教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

有着不同的教派传统；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什叶派

矛盾重重；佛教大乘、小乘对佛理的理解同样分歧

不一。这些都是文明冲突和区域不稳定因素的来源。 

以民族而言，在中亚—阿尔泰地区，包含着匈奴

人、蒙古人、突厥人等，历史上曾经建立过匈奴帝国、

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南俄罗斯大草原—东欧平

原，包含有波斯人、希腊人、拉丁人、日耳曼人等，

曾建立过波斯帝国、古希腊、古罗马帝国；在阿拉伯

地区，则有闪米特游牧民族，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

腓尼基人等，曾建立过古巴比伦王国、迦太基帝国、

阿拉伯帝国等等。这些民族的后裔今天仍然主要居住

在东北亚、中亚、欧美各国、伊朗、印度、中东地区，

亦即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的范围内。  

二、语言交流中的包容互鉴原则 

“用理解之语沟通，印入脑海；用乡音之语交

流，刻在心田。”（曼德拉语）语言交流是民心相通

的前提与保障，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应始终不

忘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

心的基本精神，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本目

标，如此才能真正深入贯彻实行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由于语言承载着文化传统、社会观念、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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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民族情感等众多的内涵，因此那些文明的隔阂、

文明的冲突也会反映到语言的交流中来。在“一带

一路”这个极其纷繁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要坚持和

平发展，语言交流中的包容互鉴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包容的根本体现在于尊

重各种语言主体人群的表达方式与表达习惯，凡涉

及到一些重大的宗教、政治、文化分歧或事件时，

要以中性的文字加以表达，特别是对于一些重大的

历史是非问题，要坚持公正的立场、准确地用词。

例如，过去有的西方人称中国澳门为“妈港”，日本

人称中国人为“支那人”，都带有典型的殖民色彩和

歧视色彩，虽已成为历史，但类似的现象在今天的

“一带一路”交往中是必须避免的。 

解决包容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互鉴。语言之

间的互鉴也就是语言的包容性、适应性、再生性的

发展过程，文明冲突和融合必然伴随着语言的接触，

并导致不同种类语言的流动。事实上，语言互鉴从

古至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例如汉语，为俄语提供

了 丰 富 的 词 汇 ， 包 括 学 说 、 政 治 方 面 的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儒学），инь-янь（阴阳），даосизм

（道教），фэншуй （风水）等。植物方面的 чай(茶)，

улун（乌龙），；运动方面的 ушу（武术），тайцицюань

（太极拳），цигун（气功），кунфу（功夫）；货币、度

量单位的 юань（元），цзяо（角），фэнь（分）等；人

物，身份方面的 кули（苦力），ходя（伙计）等词汇。 

英语中也可找到大量的汉语引入词。例如：瓷器

方面的 china（瓷器），bluechina（青瓷），wutsai（五

彩瓷）；植物方面的:silk（丝），pongee（茧绸），shantung

（山东绸），Lungching（龙井茶）等；礼仪方面的

kowtow（磕头），chinchin（请请），cumshaw（感谢），

ganbei（干杯），KungHei Fat Choy（恭喜发财）等。 

英语中也吸收了丰富的内容，如餐饮方面的绿

色食品(green food)，热狗(hot dog；衣饰方面的

迷你裙(miniskirt)，比基尼(bikini)；社会现象方

面的代沟(generation gap)，文化差距(culture 

gap)，单身母亲(bachelor mother)；技术工业方面

的硅谷(silicon valley)、电视电话(videophone)、

IC（集成电路）等等。而汉语在对外来语最初的融

合中吸收最多的是匈奴语和西域语，如“琵笆”、

“酪”、“笳”等等，都来自匈奴语。 

三、语言交流的途径 

“一带一路”建设将书写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

章。它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使沿线各国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日益越成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它所带来的文

明的交往不是单一的、局部的，而是综合的、整体

的。因此语言的交流也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至少

可以从以下五种途径进行有效的语言交流。 

1.教育培训。语言教育和培训是语言交流的基

础性工作。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

了 100 多个孔子学院，为汉语教育培训做了大量的

工作，但与“一带一路”语言互通的需要还相差甚

远。我们当前特别需要双向的语言教育培训，即推

广汉语，又学习其它语种。整个“一带一路”地区

都面临着语言人才的匮乏问题，特别是一些非通用

语种的语言人才奇缺，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由

所有语种的使用主体共同组建一所语言联合大学。

这个语言联合大学，既可以解决各国专业机构语种

教育的互通有无，又可实现语言教育资源的集约利

用，既可以培养高级语言人才，又可以培养大量从

事语言普及教育的师资队伍。 

2.文化交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实现语言交

流，可使语言交流更加生动活泼，更接地气，更入

人心。政府及民间组织可以通过有计划的适时组织各

种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展、

艺术展、夏令营、语言竞赛，等等。在文化交流的过

程中，尽可能采取多方联合策划、联合组织的形式，

体现语言、文化和民心“相通”的主题与色彩。 

3.产业推动。对于“一带一路”的人民大众来说，

实现语言互通最便捷的途径，便是通过智能化的机器

翻译产品，随时随地突破语言障碍，享受专业的翻译

服务。现在智能翻译机器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在语

音合成、语音识别、口语评测、文字识别、自然语言

处理等多项技术领域有着日新月异的突破，可以大力

发展语言翻译机、语言学习机及开发相关的软件产

品，并尽快实现“一带一路”各语种的全覆盖。 

4.技术服务。大数据和“互联网+”为语言交流

提供了非常理想的网络化服务平台，综合利用多种

前沿技术如语音识别技术、图形图像技术、声光电

展示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各种新媒体技术，可

以开发大数据的语言文化资源库和语言资源在线采

集和处理服务平台，并研发多通道交互语言模型，

推送原始语料、标注语料、语言知识、语言文化样态

陈列、语言文化体验游戏等多种专题。开发面向互联

网和移动互联网即电脑和智能手机的语言翻译服务

客户端，为沿线国家的各界人士提供语言采集、在线

翻译、知识和信息专题、语言学习和评测、语言实时

监测等各种语言大数据增值服务，这种高效率的服务

将大大降低“一带一路”各语言交流中的沟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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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相对较好，和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学生对此种教

学模式的喜爱程度明显提升。 

三、结论 

综上所述，微课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可以

起到冲击传统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促进大学英语教

师专业发展、推动大学英语新型教学关系构建的作

用，通过教学设计、微课制作、翻转课堂教学活动

设计等工作，可以构建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基于微

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此模式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

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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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novation mode of college English micro lecture 
LIU Hui 

(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Cunjin Colleg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Zhanjiang 524000, China )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 in College English micro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Firstl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y and teaching function of 

micro-lesson, then illustrates the application significance of micro-lesson i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Then, 

combining with practical examples, it analyzes and studies a kind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micro-lesson, hoping that this paper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the innovation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mo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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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一带一路”上错综复杂的社会形态、状况和

语言环境，决定了语言交流包容互鉴的重要性，也

决定了语言交流途径的多层性与多样性。这就需要

所有“一带一路”上的成员之间建立广泛而密切的

合作，这些合作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倡导者和组织

者。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发起人，有必要

也应该有能力承担这一伟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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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Belt and Road's language communication 
LI Zheng-wen 

(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00, China )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advocated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since 2013. In just 4 years, 

One Belt and One Road has gained positive responses and participation from over 10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grand blueprint covers 3 continents of Asia, Europe and Africa across Pacific 

ocean and Indian Ocean,which benefits over 60% population of the world.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engine 

pushing forwar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world but also the most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ve project in the modern world. The thesis tries to discuss problems we are facing and needs our solving 

through 3 aspect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ackground,principles to follow a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ay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language culture; linguistic mutual reference;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