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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文

明的国际传播已成为国家间相互理解、共同发

展的重要桥梁。作为世界文明中的一颗璀璨

明珠，中华文明以其深厚的底蕴与内涵，为推

动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与繁荣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

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

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文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

密码，也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根本

标志。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华文

明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存在意义［1］。如何把握中

华文明的关键要素，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近年来，“韧性”的概念逐渐被引入政

治、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种

新的学术研究思维和话语自觉。在自然科学领

域，韧性是指材料在变形后恢复原始状态的

能力。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韧性融合了“刚

性”和“柔性”的优势属性，表现为在复杂社

会生态系统中灵活适应、协同包容、变革创新

理解“韧性”：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
现实取向、要素耦合与逻辑理路

周敏  郅慧

［摘要］“韧性”蕴含复杂系统中灵活适应、协同包容、变革创新等要素，为理解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

有益视角。本文以“韧性”作为审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关键概念，从过程性视角解读中华文明国际传

播的韧性取向，并通过结构与边界审视其与中华文明特性的要素耦合。在此基础上，从韧性激活、韧性

维持与韧性再循环的递进维度梳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韧性的逻辑理路，以期明确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方略，

进而为在学理层面完善理论范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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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正向发展的能力，强调系统演化的“应然状

态”［2］，这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提供独特性的

有益视角。因此，本文以“韧性”作为理解和

审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关键概念，以区别现

有国际传播研究中以传播要素作为重点的理

念，从过程性视角解读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韧

性取向，并通过韧性概念中的结构与边界，审

视其与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要素耦合。在

此基础上，从韧性激活、韧性维持与韧性再循

环的递进维度梳理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韧性的逻

辑理路，以期明确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要点与

策略，从而为理论范式创新与价值提升提供

启示。

一、  理解“韧性”：中华文明国际传

播的过程性视角

“韧性”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它既涉及

物质属性的描述，又包括心理层面的内涵，具

有广泛的应用和解释。韧性最初应用于工程

学领域，其本义为“反弹”，用来指物体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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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冲击后不易形变，恢复到初始状态的能

力。随着概念的不断发展与深化，韧性已逐步

应用于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诸

多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研究整个社会系统和个

体生存的重要维度。将韧性与中华文明国际传

播相结合研究，则体现出新的学术视角和话语

建构。

在以传播为中心的韧性理论中，韧性被视

为一个过程，因为传播过程是动态的、递进的

和迭代的。在社区和组织层面，韧性不是一种

特征，而是一种互动过程和策略，能够更好地

解释与其有关的面对面及中介形式的传播。在

国家层面，韧性则被定义为一种“中心修辞”

和“共有的社会现象”，旨在通过精神纽带唤

起团结和共同的坚定感。国际传播学会前主席

巴泽利尔曾提出传播韧性理论，她认为韧性是

通过对话、互动和物质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在

这一层面，韧性被描述为一个过程，个体通过

这个过程重新融入并共同构建一个新的正常状

态。在国内研究中，学者李建军等从传播过程

与传播时间的取向上，将传播韧性定义为，为

达到传播绩效，传播主体所采用的一种持续的

传播行为和过程，具有语言交流的本土性、过

程的连续性、行为的持久性、目标的稳定性四

个特点［3］。因此，从过程性的视角来看，韧

性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当面对挑战、变化或危机

时，能够迅速感知、有效应对、灵活适应，并

持续传递信息的能力与过程，既包含传播系统

内部要素的稳定特质，也强调系统对于外部环

境的适应、可持续和创新发展机制。

二、  从场域到内容 ：中华文明国际传

播的韧性取向

以时代洪流观之，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呼唤

韧性。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韧性取向是一个多

维度、多层次的概念，这种韧性不仅是对外部

挑战和变化的适应能力，更在于坚守和弘扬中

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文化特色。它要求国际传

播在适应全球化与数字化环境的同时，深入挖

掘和呈现中华文明的价值，积极应对挑战和危

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 场域偏倚：“乌卡时代”与“巴尼时

代”交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需以韧性适应内

外部风险交织的场域

在国际传播的研究中，“乌卡”一词多次

被用来描述重大转折点下的传播场域，其包含

的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四大特

征，为理解外部世界演化下的传播变局提供了

依据。但是，由于“乌卡时代”的表述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在技术、社会、文化等诸多要素演

进下，个体心理状态的变化及社会风险的内

嵌，已无法准确描述当今内外部风险交织的时

代特征。美国未来学家贾迈斯·卡西欧提出

“巴尼时代”的概念，通过对比“乌卡”，他详

细阐述了“巴尼”作为描述当前环境不稳定与

混乱状态的新框架，“巴尼”代表着脆弱性、

焦虑性、非线性和不可理解性，凸显了当前人

类社会的脆弱与不稳定性，以及人们对于未来

的深深忧虑与不安。在“巴尼时代”，曾经看

似坚不可摧的结构变得异常脆弱，极易在瞬息

万变的外部压力下崩溃瓦解；焦虑成为社会集

体普遍不安与忧虑情绪的心理写照；非线性揭

示了新环境中因果关系的复杂多变和不可预

测；不可理解性则意味着社会问题难以用简单

的逻辑进行解释和应对。

在“乌卡时代”与“巴尼时代”的交织

中，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和

难以预测，不仅需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还

需要处理内部的焦虑和不安［4］。韧性成为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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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际传播适应充满变数与风险的环境的重

要因素。具体而言，从外部风险看，中华文明

国际传播需注重策略性与持续性，根据不同的

传播对象和传播环境制定针对性的传播策略，

确保信息的有效传递，并注重长期的文化积累

和品牌建设，持续提升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力

和竞争力。从内部风险看，面对全球范围内的

文化冲突、价值观差异等问题，中华文明需要

更加注重文化自信的展现和文化包容的实践，

通过深入挖掘和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推

动文明交流互鉴。

（二） 技术悖论：“交流之桥”与“隔阂之

沟”共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需以韧性强化情

感共鸣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

中指出，当今世界改变的速度已与过去不同，

每当文明经历一次颠覆性的技术革命，都给这

个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技术对中华文明国

际传播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传播效率上，也深刻

地影响着传播的深层次结构。技术的发展打破

了物理空间与感觉空间界限，甚至通过关系连

接和感知提升超越了现实空间的行为界限。正

如麦克卢汉所认为的，借助电子媒介，人类生

活在瞬时世界的信息之中，时间和空间在一个

时空世界中相互渗透，每一个物体凭借它与其

他物体之间的关系而产生自己的独特空间。媒

介技术为全球个体提供信息交换的平台，使其

能够深入了解拥有不同文明背景的他者。在这

一过程中，各具特色的虚拟社区促使人类社

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重新部落化”，为中

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架起“交流之桥”。技术

发展下的工具理性深刻影响着人与技术之间的

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文诉求的断

裂［5］。在数字信息的包裹下，世界似乎变得更

为异质、冷漠和分离，社会个体沉迷于虚拟世

界的交流，却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联系，

并且在追求信息的快速获取过程中忽略了深度

思考和人文关怀，在某种程度上，技术也为文

明的国际传播带来“隔阂之沟”。

包容互通是韧性所蕴含的重要特质，也是

主体面对冲击时，能够保持坚韧不拔、积极应

对的品质。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需以韧性强化

情感共鸣，由此应对技术悖论带来的挑战。一

方面，国际传播需要以韧性挖掘中华文明的

独特价值，以更加生动具体的方式展现给世

界；另一方面，通过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之间

的差异，积极克服国际传播中的障碍，使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受众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华

文明。

（三） 内涵演变：“现代性”与“民族性”

互涵，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需以韧性夯实传播

根基

文明的现代性是指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所

体现出的特性。它表征了文明进步的核心概

念，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精神、理念和规划，勾

勒出人类文明的生活图景，呼唤人类对新文明

的探索和创造。中华文明的现代性体现在其对

现代化探索的积极回应和深度参与。中国的现

代化探索虽然起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挑战的回

应，但并非完全模仿西方，而是结合自身的历

史和文化背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不仅完成了从

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保持了其独特的连续

性和创新性，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智慧源泉。中华文明的民族性反映的是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在一定地域范

围内经过长期历史实践演变而成的文明，能够

体现中华民族独有的内在特质［6］。中华文明在

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多元一体、携手共进的特

质。中华文明既表征着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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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族性和坚定自我，又呈现出开放包容、胸

怀天下的格局与胸襟［7］。各民族在文化交流与

融合中，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这

种统一性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方面，更体现在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文明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上。同时，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也决

定了其对世界文明的开放胸怀，使得中华文明

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共

同发展。此外，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贯穿于历史

发展的诸多进程，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的交往

上，也体现在社会内部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之

间的和谐共处上。中华文明包含着“和而不

同”的包容思维、“协和万邦”的世界理想、

“太和万物”的道德关怀，这种以“和”为核

心的文化传统，奠定了其和平、和睦、和谐的

底色［8］。

现代性与民族性的互涵关系，是文化完整

性与连续性的保障，如果这一关系处理不当，

不仅会导致单一文化系统内部出现矛盾，也会

给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造成障碍［9］。中华文明

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既得益于中华民族

稳固的空间发展格局与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核，

也归功于其对人类生存核心问题的独到解答：

如何深入理解文明、如何妥善处理不同文明间

的差异及如何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此

过程中，中华文明还历史性地确认了现代化与

人类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树立了本土文明在

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文明整体发展脉络、推动人

类文明创新的典范［10］。因此，中华文明国际

传播需以韧性夯实传播根基，通过把握现代

性与民族性的互涵关系，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

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

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

起来。

三、  结构与边界 ：中华文明特性与韧

性的要素耦合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其中便包含着韧

性中的典型要素。而韧性构成维度的坚固性和适

应性分别对应着韧性的结构与边界，前者用来描

述系统承受冲击的性能，后者则用来描述系统承

受冲击的能力。因此，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需追

根溯源，深挖其特性与韧性的内在机理，并明晰

中华文明韧性在国际传播中的多维彰显。

（一） 内在结构的稳定性：中华文明内核的

多元一体

韧性包含坚强与持久两层含义，前者侧重

精神力量的强度，强调时间上的持续；后者侧

重个体在困境下的持续性状态，强调深度与力

量［11］。学者马俊毅等将文明韧性界定为悠久历

史中的文明体系内所形成的一种文化哲学与政治

哲学的理念与智慧，这种理念与智慧可以看作促

进该文明体系持久存在与有机生长的特质［12］。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内嵌于韧性结构之

中。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伟大

文明，其悠久的历史和连续的文化传承使得人

们在面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时，能够坚守核

心价值和文化精神，实现自我更新和发展。这

种连续性不仅让中华文明在变革中保持稳定

性，也为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中华

文明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复合统一体，各民族文

化在交流中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

内涵。这种多元一体的结构使得中华文明在面

对不同文化的冲击时，能够吸收其有益元素，

丰富自身文化内涵，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适

应性。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变革，但每次变革都

能够在保持核心价值和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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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创新和发展，这种适应能力使得中华文明能

够在不断变化的时代中保持其活力和竞争力。

（二） 外在边界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发展的

动态调试

韧性彰显了刚柔相济、张弛有度等对立统

一关系，蕴含着在保持底线刚性的基础上，因

时因地作出动态调适、灵活应变、柔性调节的

智慧［13］。中华文明推崇的是“和而不同”的

包容理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克己理

念，“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虚心精神，正是有

这些哲学理念做基础，才能让中华文化在其发

展的过程中表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将一

切有用的理念都尽可能地为我所用［14］。

中华文明外在边界的包容性体现在其对外

来文化的积极吸纳与融合上，这种包容性不仅

仅是一种被动的接纳，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

创新。历史上，中华文明曾多次与外来文化进

行交流与碰撞，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并不

是简单地接受外来文化，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

和特点进行选择和融合，使外来文化成为中华

文明的一部分，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和价值。随

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

互动愈发频繁，中华文明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心态接纳外来文化，同时也积极推广自身的优

秀文化成果，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交流与互

鉴，共同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需要指出的

是，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边界并不是无原则的妥

协和退让，而是始终坚持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

特色，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种既开

放又自主的动态调试，使得中华文明在多元文

化的世界中保持了独特的魅力。

四、  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韧性的逻辑理路

以韧性精神为生命气脉的中华文明，既是

绵延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深层缘由，也是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积极求变应变的重要

根源所在［15］。有学者认为，从传播的过程逻

辑来看，传播全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性节点是

“信息触达—信息认知—信息认同”。由此，以

韧性为策略，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需从这三个关

键性节点出发，打通传播全过程与全链条的逻

辑理路。

（一） 信息触达阶段：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

韧性激活

在信息触达阶段，中华文明国际传播需要

强大的信息筛选和整合能力、灵活的传播策

略、强大的风险应对能力以及持续的技术创

新能力。第一，韧性的激活需要强大的信息

筛选和整合能力。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元素

众多，国际传播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和

需求，筛选出最具代表性和吸引力的文化内

容，进行整合和包装，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更

具竞争力和影响力。这种筛选和整合的过程，

不仅是对文化信息的提炼和升华，更是对中

华文明韧性的一种展现。第二，韧性的激活

需要灵活的传播策略。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

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因此，中华

文明国际传播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特点和接受

习惯，制定灵活多样的传播策略，具体包括

选择合适的传播渠道、运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方

式、设计具有吸引力的传播内容等。第三，韧

性的激活需要强大的风险应对能力。在信息

触达阶段，可能会面临由于文化差异而导致的

误解、信息传播中的失真和扭曲等突发情况和

风险挑战。为应对风险，国际传播需“未雨绸

缪”，及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确保有关中华文明的传播内容能够准确、完整

地传递给国际公众。第四，韧性的激活需要持

续的技术创新能力。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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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迁，以算法、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

技术不断建构起新型国际传播场域，因此需

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拓展传播渠道，使中

华文明的国际传播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变

化和国际社会的需求。

（二） 信息认知阶段：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

韧性维持

国际传播可被视为由主体和生态相互依存

并协同进化的系统，受外部变化和内部矛盾的

双重挑战。因此，在动态变化中维持韧性显

得更为重要。从传播内容角度来看，文明能够

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文明对于接受

者“有益”，比如有益于精神、有益于身体或

者有益于物质的积累与丰富，因此，与人的生

存、情感需求密切契合的文化内容更易于被接

受［16］。在信息认知阶段，中华文明国际传播

的韧性维持涉及国际公众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评价和内化，其重点在于保持信息的一致性、

稳定性和吸引力，确保受众能够全面、准确

地认知和接纳中华文明。第一，要保持信息的

一致性。中华文明包含历史、哲学、艺术等诸

多丰富元素，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国

际传播需始终坚守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避免

出现信息断裂或矛盾的情况。第二，要保持信

息的稳定性。国际公众有时会受到诸多外部因

素的干扰和影响，导致其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产

生偏差或误解。因此，维持传播韧性要求传播

者在传播过程中保持对信息的监控和更新，及

时纠偏，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避免受

到外部因素的干扰和破坏。第三，要提升信息

的吸引力。在信息冗余的时代，国际传播面临

着对公众注意力及认知的争夺问题。为激发公

众兴趣，国际传播需提升信息的吸引力和趣

味性，打造具有特色的文化品牌，使中华文明

的传播内容在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引发公众

共鸣。

（三） 信息认同阶段：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

韧性再循环

韧性系统的再循环是一个动态且持续的

过程，它强调系统在面临内外部变化、干扰

或挑战时，具有能够不断适应、恢复并持续

运作的能力。这一过程涉及系统内部的多个

要素和环节，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的循环机

制。此外，韧性系统的再循环需要与外界保

持紧密的联系和互动，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和

资源，使其内部循环机制能够长期稳定地运

行。公众的创造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根本动

力，成为中华文明长期连续、不断发展的“保

险”或“驱动”［17］。一方面，公众以能动性

保障中华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抵御各种风险和

挑战；另一方面，公众又驱动中华文明不断向

前创新发展。因此，国际传播需从多元主体角

度实现韧性的再循环。具体而言，需推进政

府、文化机构、媒体、民间组织和个体等多

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协作，形成政府引导、

多方参与的传播格局，将中华文明的故事以

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受众，增强传播

效果。

五、  结语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是对中华文明突出特

性与世界文化普遍共性的探索与融合，体现着

中华文化创新发展、交流互鉴的主体性与自

觉性。在时间维度上，中华文化的丰厚积淀延

展了国际传播与文明互鉴的历史跨度，有助于

各国在文化交流中认识、理解、认同中国的历

史、现在与未来。在空间维度上，依托中华文

化的国际传播，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交融中寻求

“美美与共”的世界交往形态，为全人类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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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展营造了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环境［18］。

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正在逐步经历从“内

容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跨越，完成从“有

没有”的内容投入到“好不好”的创新发展

的变革。韧性作为一种过程性因素，为中华文

明国际传播的创新发展提供价值尺度。中华文

明的韧性则保证了其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的独立

性和特色。中华文明的韧性传播，既是理论所

趋，也是实践所盼，需将韧性要素融入中华文

明国际传播的全过程和全链条，从而实现具有

独特性和创新性的全新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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