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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于2009年11月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中国现代传播体系的构
建”。
《构建现代国际传播体系——“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论文选》是这届大会的成果之一，
由160篇参会论文中精选89篇编辑而成。
全书共分为9个专题，内容涉及构建中国现代传播体系、主流媒体建设与话语体系变革、跨文化传播
与软实力提升、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策略、新媒体时代的国际传播、热点问题对外报道的媒体策略、
地方对外传播工作研究等多个研究领域，集中反映了论文作者在当今形势下对国家传播理论与实践的
深入思考。
《构建现代国际传播体系:"全国第一届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论文选》被列入中国外文局重点图书项目
，是“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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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十六世纪以来，中国已经不可能在自己固有的文化发展的逻辑中演化前进。
作为后发现代化的中国，在西方外来势力的干扰下，打断了它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中华文化其固有的
深厚底蕴，中国人民顽强的奋进和努力的探索，也不可能使外来文化毫不改变地移植到中国。
“中国近现代新文化既非单纯的西学东渐，也非中华传统文化全方位的直接延续，而是西学与中国传
统文化相杂交、相化合的产物。
”　　当代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
的思想支撑。
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断裂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并未死亡，它以新的形态存活在
当代文化中，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消化西方文化的问题，完成自己的社会
转变。
中国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它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学习西方
乃至世界各种先进和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
近四百年的中国文化的演变大体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的。
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博物馆的文化，一个只是发古人之幽思的死去的文化，它活着，它发展。
中国文化从晚明以来的四百年历史中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和思想：学习西方、走自己的路，这样
的自觉性使得中国文化获得新生。
三千年，一百年，六十年，环环相扣，代代相传，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文化，历经磨难，凤凰涅檠。
　　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觉是中国文化百年变更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中华民族在1949年获得国家的
独立和民族文化的再生有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内在逻辑。
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告诫西方人“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
命。
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
”他又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当代的形式，是一个基本上独立的进化过程的最终产品，它可以与
希腊一罗马的犹太一基督教的西方相比，但绝不是一样的3。
”按照费正清的理解，文化民族主义，在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国家独立与民族存亡的思想，中国几
千年的传统文化，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逻辑基础。
今天发展的中国以更大的包容性吸收着各种外来文化，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伟大历史转折
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它的底色，为现代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智慧和思想，近现代文化的变迁和发展
成为我们今天创造新文化的出发点。
正像经过六百年的消化和吸收，中国彻底完成了对佛教的吸收一样。
四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改造为今天中华文化的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以其特有的古代文
化的资源和现代文化再生的历程可以给当代世界展示其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为今天的世界提供一种
古代与现代融为一体的智慧与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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