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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问题的提出
从地缘政治维度看，21世纪将是区域国家间大规

模一体化整合进程形成、发展及相互促进的时代。

我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经济全
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理论构建与现实推动，越来

越受到各国政府与学界的关注

学界有责任厘清“一带一路”区域一体化进程中
人文交流的角色与作用，明确语言作为“一带一
路”人文交流决定性组织要素的基础地位与整合
功能。



1.0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与语言的区域一体化整合问题
1.1 语言作为区域一体化人文交流组织要素的整合功能

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S. Huntington）认为，
文化认同与归属感是凝聚人类社会的基础， 是文化在
各民族国家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间文化共性与文化认同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
正是语言。 这一认识可以上溯到德国哲学家洪堡特著
名的语言世界观理论，他详细阐明了语言在民族文化
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以此为基础，学者们从文化对话
角度，探讨民族间跨语言、跨文化理解与阐释问题，
从而确立了语言在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确立了语言在跨民族理解与对话中的主导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关于语言作为区域一体化
人文交流组织要素及整合功能的两个理论假说：

在某一区域一体化跨
民族共性进程中，多
元语言与文化差异性
是该区域国家与民族
间跨文化交际有效性
的障碍，阻碍了区域
一体化进程的深度与

广度。

在某一区域一体化跨民
族共性进程中，语言的
一体化整合功能将在跨
民族文化对话中促进共
同文化价值观的形成，
有效降低跨文化交际障
碍风险，有助于区域一
体化进程顺利展开。



1.2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语言状况与文化认同问题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圈的基本框架



1.3 俄语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要素整合功能实现的现实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俄语国家间存在以下5点民族文化差异与冲突：

短暂的统一历史 剧烈的种族冲突 宗教差异

经济差异 欧亚之别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人文交流框架下建立新的国际化合作平台分类

“一带一路”
国家间人文交
流机制与合作

平台

半官方人文交
流合作平台

政府部门建立
的研究机构或

文化中心
语言培训中心

国家及地区间
的人文交流合

作项目

机制化
活动平台

人文合作交流
信息平台

大学及大学联盟 公共外交平台
商业及社会组
织，即具有俄
语一体化功能
的组织机构



2.2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区域一体化与俄语整合功能
运用的基本原则

语言与文化的
对话性原则

人文合作中语
言政策和实践
的统一原则

非语言专业人
才培养中俄语

优先原则

俄语国家科学
研究与成果传
播中的俄语
优先原则



3.0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人文交流与合作：策略与方法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与方法，为区域一体化
视角下的国家间人文交流与合作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建立多元文化
认同人才培养
的合作模式

加强多元文化认同智库建设
为“一带一路”俄语国家人

文交流提供智力支撑

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学
研究的合作机制



谢谢，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俄语作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组织要素的整合功能��大连外国语大学：孙玉华
	0.0 问题的提出
	1.0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与语言的区域一体化整合问题�  1.1 语言作为区域一体化人文交流组织要素的整合功能
	�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关于语言作为区域一体化人文交流组织要素及整合功能的两个理论假说：
	1.2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语言状况与文化认同问题
	  1.3 俄语作为区域一体化组织要素整合功能实现的现实问题
	幻灯片编号 7
	2.2 “一带一路”俄语国家区域一体化与俄语整合功能�      运用的基本原则
	幻灯片编号 9
	谢谢，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