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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化外交的理念与机制 

杨光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美国文化中心是美国近年在中国高等院校开展的文化外交工程，其传播美国文化思想的目的反映美国文化 

扩张传统，是在“宗教使命感”驱动下，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美国文化外交理念在中国的延伸，并得 

到相对成熟的美国文化外交机制保障。比较美国文化外交理念和文化外交机制，中国孔子学院在开展汉语语言教 

学同时，应加强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介绍，并在机制上给予保障，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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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各国在致 

力提升本国经济的同时，更多地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家 

间出现的各类问题，而文化外交成为国与国相互交流 

和沟通的重要手段。以文化方式展现国家魅力进而展 

示先进思想带来政治、 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吸引力， “从 

而确立起能够塑造他人的价值取向的准则和制度” [1] ， 

已经成为文化外交的根本目的。为此，世界上不少国 

家成立专门机构推广本国文化，例如德国歌德学院、 

法国法语联盟、英国文化委员会以及中国孔子学院。 

相较以上文化机构， 起始于 2010年的美国文化中心最 

年轻， 然而美国文化中心所折射的美国文化扩张传统， 

体现的美国文化外交理念以及所反映的美国文化外交 

机制， 为研究美国当代文化外交思想提供了重要参考。 

客观看待美国文化中心，对中国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 

有借鉴意义。 

一、美国文化中心所秉承的美国文化 

外交理念 

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美国高校开始在中国高等 

院校建设美国文化中心，加强对中国的文化输出， “美 

国文化中心的任务是从深度和广度上讲述美国文化， 

其重要目标是超越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使大学生对 

美国文化、社会、政府、语言、法律、经济体系、以 

及美国价值观有更好理解，因为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 

领导阶层。 ” [2] 基于此，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美国文 

化中心举办了包括“美国音乐节”“美国文化日”“中 

美学生艺术节”以及“美国周”等各种美国文化主题 

活动，美方高校也派出专家学者在中国高校举办各类 

学术讲座以及开设与美国研究相关课程，领域涉及美 

国文学、历史、高等教育、体育、艺术、政治及宗教 

研究，在与中方高校进行科研和学术合作的同时，传 

递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加深中国师生对美国的了 

解。 截至 2012年底， 建成的文化中心总数达到十九个， 

从地域分布看，已经覆盖国内主要城市。美国文化中 

心成为美国当前对华文化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文化中心的建立折射了美国文化扩张传统， 

新教领袖约翰•温斯洛普 1630年在其乘坐的阿拉贝纳 
(Arrabella)号帆船跨越大西洋前往美洲途中的豪言壮语 

成为这一传统的标志之一，他写道： “我们必须考虑我 

们将作为山上之城。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我们。 ” [3] 

新教徒们要在美洲建立能够实现自己宗教梦想的理想 

国度，建立圣经中的山上之城，成为世人的榜样，由 

此，继承英国新教思想的美国文化价值观表现出特殊 

的宗教使命感，并在其后的三百余年中，持续显现其 

影响力。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朱利叶斯•普拉特指出， 美 

国人始终 “认为有一种天命在主宰和指导着美国扩张， 

这种思想根植在我们的民族意识里面，简直很少有不 

存在的时候” [4] 。 无论是美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向太平 

洋沿岸扩张过程中传播以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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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宗教思想，还是美国为把更多国家吸引到自己 

怀抱而输出“优越的”政治制度，以及近年连续发动 

海湾战争，向伊拉克等中东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普世价 

值观， 美国都把主动传递美国文化思想作为重要手段， 

文化外交成为美国武器库中的重要兵器，成为实现美 

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文化外交作为一种重要手段，折射了美国理想主 

义精神。事实上，美国是世界上使用武力最频繁的国 

家之一，例如通过与墨西哥的战争，美国获取德克萨 

斯；稍后的美西战争，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二 

十世纪强力介入两次世界大战；进入二十一世纪，美 

国出兵攻打阿富汗和伊拉克，等等。然而美国也充分 

意识到要征服别国，单靠武力是无法实现的，只有从 

文化上的征服才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才能实现长治久安。早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美国总统 

威尔逊就一度计划使用武力干涉，当发现武力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后， 威尔逊说， “布尔什维克的侵略 

主要是思想上的侵略，你不能靠军队击败思想。 ” [5] 

美国政府认为， “政治带有强制接受的烙印， 经济渗透 

被谴责为自私和强制，只有文化合作才意味着思想交 

流和无拘无束。 ” [6] 以威尔逊总统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 

认为，一旦人类的教育程度提高，人类就可以用理性 

思维取代感性思维，解决问题的方式就不再是战争而 

是矛盾双方的协商，战争就可以从此消除，因此，以 

教育和文化改造人类的思维和感情是维护世界和平的 

最好方式 [7] 。在理想主义影响下，美国积极推进各种 

不同方式的文化交流，促进美国文化输出，其中不乏 

成功例子，例如二战后开始的富布赖特项目，就被广 

泛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化外交项目之一。 

虽然理想主义是美国文化外交的出发点，文化外 

交为现实利益服务的目的性也非常明确。美国著名非 

营利研究机构“美国艺术文化中心”对美国 1938年以 

来七十余年文化外交历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完成阶 

段性成果报告《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报告指出，美 

国文化外交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每当“外来威胁” 

或“危机”来临时，美国联邦政府便会积极介入并支 

持文化外交。 [8] 例如，为应对二战期间德国对拉丁美 

洲的文化渗透，罗斯福总统实施“好邻居政策” ；冷战 

期间对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开展文化攻势； “9.11”之后 

为赢得穆斯林世界对美国认同，布什政府在文化外交 

领域采取多项措施提升美国国际形象等，这些都是美 

国文化外交服务现实利益的例证。美国文化中心的建 

设同样是美国感到中国孔子学院所带来的“中国文化 

威胁”的必然结果，在 2011年一份由美国驻北京大使 

馆提交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题为“美国另类赤 

字：互联网时代中国与美国公共外交”的报告里，美 

方认为在美国文化中心成立之前，美国在中国只有包 

括由北京大使馆运作的“美国中心”和位于四个驻华 

领事馆内的文献信息中心总共五个官方文化机构，相 

比在美国的七十余个孔子学院，美国在文化外交领域 

处于“赤字”状态，因此建立美国文化中心势在必行。 

从这种意义上看，在中国高校建立的美国文化中心成 

为美国在文化领域与中方开展较量的重要手段。理想 

主义思想和现实利益相结合，以文化交流方式实现美 

国国家利益，已经成为美国文化外交的核心理念。美 

国的决策者们深受美国“上帝选民”这一宗教使命感 

影响，认为美国的价值观是世界楷模，从而使传播美 

国“文明” 、 “教化弱小民族”演变成美国的国家使命， 

基辛格博士也认为， “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 

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观” [9] ，哈佛大学教授约 

瑟夫•奈认为，正是文化、 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构 

成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10] 。美国正是充分利用体现人 

类发展先进成果的价值观、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带来 

的科技创新和一切可以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资源，形 

成自己的软实力，进而产生控制力，最终实现本国的 

国家利益。 

二、美国文化外交的机制 

美国“宗教使命感”“国家使命感”深刻地影响着 

美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形成了美国人普遍存 

在的公民宗教意识与参与文化外交的自觉性。在十八 

世纪和十九世纪，对外文化交流主要以个人、教会或 

民间社团的形式把美国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 

随着美国国力的逐步强盛，宗教的使命感逐渐演变为 

炫耀宗教化的美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感， [11] 美国官方机 

构从二十世纪上半叶开始参与并与民间组织共同实施 

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美国国会、政府、高等院校、各 

类基金会、民间社会团体以及美国民众共同构建了美 

国相对成熟的文化外交机制。 

首先，美国国会以立法的形式，提出法案、促进 

并确保文化外交项目持续有效实施。在美国涉及文化 

外交的法案中，1946年由富布赖特参议员提出的富布 

赖特法案无疑最负盛名，此外，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 

了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该法案除了 

“增进美国公民和外国公民的相互了解” ， 也从经费上 

保证了富布赖特项目的可持续开展 [12] 。这一法案也使 

始于  1940 年的国际访问者项目(该项目从  2004 年 

更名为国际访问领导者项目， International  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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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Program，简称 IVLP)得以继续开展，该项 

目每年邀请三千至四千名国外有潜力成为领袖的人士 

访问美国，在相关领域与美国专家学者进行广泛深入 

交流，使他们从根本上了解美国社会制度以及美国价 

值观。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访问者项目办公室统计， 

截至 2008年，已经有 284名 IVLP项目成员成为所在 

国家或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总理或地区领导人，其 

中包括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前法国总统萨科奇、澳大 

利亚现任总理吉拉德以及台湾地区现任领导人马英九 

等，另有超过 1500名 IVLP项目成员成为世界各国政 

府内阁或议会成员，美国这一文化交流项目造就了一 

大批各国政府的 “知美派”甚或 “亲美派” 。虽然 IVLP 
项目被富布赖特项目的耀眼光环所遮蔽，它仍然成为 

由美国国会推动的最为成功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美 

国国会的法案，都有相应的立法背景，例如通过史密 

斯蒙特法案时正值冷战初期， 虽然法案本身充满理想 

主义精神，然而与前苏联在文化领域开展竞争的历史 

背景使其蒙上了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在中国高校刚 

成立不久的美国文化中心的宗旨也是“增进美中两国 

深入了解” ，与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初衷如出一辙，其 

理想主义旗帜下的现实用意，值得建有美国文化中心 

的中方高校仔细分析和深思。 

除了国会，美国政府在文化外交机制中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执行者角色，其执行力也随着文化外交经验 

的积累而不断提高。在文化外交的执行理念上，美国 

在 1938年文化关系司成立之初即制定了三条准则： ① 
(文化活动)要避免宣传色彩的痕迹；② 远离情报收 

集工作；③ 对一些本已脆弱濒危的外国文化的影响 

要最小化。 [13](xixii) 美国政府机构对直接参与文化外交 

也很谨慎，以避免被公众误读为政府操控文化活动， 

例如上文提到的  IVLP 项目虽然由美国国会批准、国 

务院组织实施，但国务院通常只负责确定受邀人选， 

而项目的运作被委托给诸如梅里迪恩中心(Meridian 
International Center)等非政府组织， 从而消除政府干预 

文化交流的猜疑，使文化交流效果得以最大化。当前 

正在中国高校运作的美国文化中心也是如此，美国文 

化中心由美国国务院出资，而具体运作由美国高等院 

校负责，美国政府直接参与的程度被最小化。 

最后，美国文化外交机制得以高效运作，与包括 

高等院校、各类基金会以及民间文化、艺术、体育等 

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由宗教使命感演化而 

来的国家使命感，使美国人民把美国价值观和政治制 

度神圣化，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把优秀的普世价值 

观推广到全球，这种认识促使美国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文化外交，这也是美国文化中心在中国高校得以迅速 

壮大的根本动因之一。美国高等学校积极向美国驻华 

大使馆申请建立新的美国文化中心，并利用所在高校 

的优势资源，积极与中方高校开展学术和科研交流， 

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位于美国西南部，对包括西南印 

第安文化和西南区域研究有独到之处，与中方合作高 

校在这些领域开展的合作非常有特色；如明尼苏达大 

学以体育学科见长，与中方高校开展的体育文化交流 

丰富多彩。如此，以美国高校为文化交流活动筹划核 

心，美国文化中心开展的各类活动从种类的广度和内 

容的深度都得到充分保证， 文化传播效果得以最大化。 

此外，以福特基金会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参与 

美国文化中心运作， 福特基金会赞助了 2012年在北京 

召开的首届美国文化中心主任联席会议，会议的目的 

是交流美国文化中心的各种文化实践，探讨实现资源 

共享并筹集资金开展更多活动的可能性，以便形成一 

张不断壮大的文化传播网络。此外，福特基金会拨款 

三十八万美元，在未来三年继续赞助该会议，此举为 

美国文化中心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很多美国文艺团体也开始参与美国文化中心的各项交 

流活动，带来具有美国特色的各类文艺表演，以直观 

的方式感染中国观众，使中国高校师生面对面地感受 

美国艺术风格和其感染力，以达到使他们认同美国文 

化的目的。 

虽然当前美国文化外交机制已经基本成形，但在 

过去的几十年，负责文化外交的机构也经历了频繁调 

整，1938年成立文化关系司，二战初期成立战时信息 

处，1953  年文化外交的相关职责归于美国新闻署 
(USIA)，1999年由于冷战结束美国新闻署被克林顿总 

统撤销，文化外交的职能重新回归国务院文化与教育 

局，美国文化外交经历了从巅峰到低谷， “911事件” 

后，文化外交重新受到重视。机构虽然在不断变化， 

美国理想主义者们始终把“展示美国文化的创造性和 

活力”作为美国文化外交的主要内容， [13](61) 美国文化 

外交界也公认，只有通过与一国人民直接、成功的交 

流， 才能使他们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有彻底的理解。 

但是，文化外交的特点决定了美国更多宣扬其普世价 

值观和文化积极的一面，而对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 

诸如种族歧视、吸毒贩毒、暴力犯罪、物欲横流、贫 

富悬殊等， 却视而不见。 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斯莱辛 

格在其《美国的解体》一书中指出，如果美国不正视 

这些问题，美国的凝聚力会大大削弱，并可能导致美 

国最终走向解体。因此，实现文化外交诚实性，美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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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文化外交的启示 

相比较具有积极对外扩张传统的美国文化，中国 

文化在对外文化交流主动性方面有所欠缺， “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以及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 ，折 

射出中国文化更擅长于吸纳外来文化的特质，而除了 

张骞出使西域以及郑和下西洋等少数积极对外文化交 

流案例，中国悠久的文明思想、建筑艺术、文学作品 

以及民间艺术等，在二十世纪以前，更多是国外来华 

人士通过书籍以及贸易等方式介绍到国外，并对西方 

文化产生较大影响，例如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两人的 

著述对促进西方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认为，历史上中国文化“送出 

去”更多可能是无意识的，由于语言文字的差异，介 

绍中国文化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14] 。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 

国开始认识到主动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而确定孔 

子学院推广汉语语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突破口，使 

全世界更好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思想，这无疑是正确 

的抉择。自 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建立，中国 

文化在积极“走出去”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并 

且在近年发展迅速，据国家汉办官网，截至 2013年 4 
月，仅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就已经达到 92所。然而，相 

较美国漫长的文化扩张历史以及利用文化外交实现国 

家利益的丰富经验，中国在应用文化外交的理念和机 

制上，尚待不断丰富和完善，落实到孔子学院，还有 

不少地方需要优化。 

首先，相比较美国文化中心把传播美国思想放在 

首要地位， 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思想的介绍应该加强。 

孔子学院在国外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 包括教授中文、 

介绍中国书法、举办文艺演出、推广中华武术，等等， 

虽然形式多样，但诸如文化讲座等有思想深度的活动 

数量偏少。此外，推介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动多，展示 

现代文明的活动少。很多孔子学院里鲜有孔子著作， 

也少有专门介绍孔子思想的课程，因此，孔子学院暂 

时只有孔子的名字和塑像，而没有反映孔子思想和中 

国文化精髓的作品引入和推介 [15]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 

非常大的遗憾。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从仁、义、 

礼、智、信，到天人合一以及和谐社会，无不是中国 

文化精髓，因此，孔子学院在教授中文的同时，以适 

当的方式传播中国深邃的思想，会使外国朋友对中国 

的了解更加深入，中国文化也才会更有吸引力。 

其次，在孔子学院的运行机制上，政府部门需要 

减少介入，民间机构需要更多参与。美国文化外交专 

家宁科维奇认为，美国人对官方文化历来比较反感， 

对文化的政治控制有根深蒂固的敌视，他们从来就没 

有从整体上接受政府与文化和信息有紧密联系 [16] 。如 

果文化机构与政府关系密切，其在西方的接受度就会 

相应下降。不能否认的是，孔子学院与国家汉办的联 

系还是过于紧密，以致相当多的美国人担心孔子学院 

成为促进中国政治影响的工具 [17] ，事实上，美国人的 

这些担心直接导致了哈岗学区事件和美国政府拒发孔 

子学院中方教师签证事件， 虽然事件都得到妥善处理， 

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因此受到影响。由此 

看来，孔子学院还需要建立更合理的机制，官方色彩 

少一些，民间色彩浓一些，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接受度 

也会相应大一些。 

最后，虽然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起源不同，然而 

人类追求和平、发展的共性决定了中美文化交流应该 

求同存异。孔子学院也可以通过介绍中国文化与西方 

文化的共性，从而获得更多的接受和认可。文化交流 

与融合是二十一世纪经济、政治和科技全球化的必然 

结果，美中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东西方 

不同文化的代表，双方文化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是文化 

交流的基础，美国需要尊重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民 

族文化传统，中国也需要借鉴美国反映人类文明的先 

进成果，在此基础上，双方加强合作与交流，才能促 

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而实现双方 

共同利益。孔子学院与美国文化中心应该成为双方在 

文化外交领域合作的典范，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做出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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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institution and revelation of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YANG 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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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nter  for  American  Culture  (CAC)  is  a  project  conduc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spread  American 
cultur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It is a reflection of American tradition of cultural expansion. It is also an embodiment of 
the idealistic and realistic thought of the American cultural diplomacy.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idea and institution 
embodied in CAC, this paper attempts to find out some points that Confucius Institutes could learn from the Center for 
American Culture. 
Key Words: Center for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 culture; cultural diplomacy; Confucius institute; Chinese culture 

[编辑: 颜关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