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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自我与他者
摇

项久雨摇 张业振

摇 摇 摘摇 要: 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过分强调自我而无视、敌视他者是不可取的;同
样,一味迎合他者而放弃自我也是不可取的。 由此可见,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价值观

国际传播躲不开、绕不过的基础问题。 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坚持自我立场,坚持传播内容由

中国自己生产,传播重点由中国自己选择,传播过程由中国自己主导,传播效果由中国自己评

估。 另一方面,要正视他者在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他者视为传播内容生产的必要助手,传
播活动展开的客体要素,传播效果评估的主要参考,传播策略构建的基本依据。 坚持自我,是
正视他者的前提;正视他者,是坚持自我的限界。 为此,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必须在坚

守自我立场的前提下,尊重他者;在自我与他者的和谐互动中,增进价值理解,达成价值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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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与他者的讨论具有深厚的哲学根源。 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冶的理论命题,开启了近代主

体性哲学对自我的研究。 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都对自我有过深入研究。 马克思在

批判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自我在主体性哲学中得到了科学确立。 然而,有批评者指出,近代主体性哲

学对自我的强调,是对他者的无视,是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 因此,现代主体性哲学分化出了他者研究。
胡塞尔是他者研究的开创者。 此后,海德格尔、萨特、列维纳斯、哈贝马斯、拉康等哲学家都以他者为研

究对象,重点强调了他者的中心地位与重要意义。 哲学领域自我与他者的讨论,形成了“自我—他者冶
的分析框架,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模式和发展方向,例如,文学、人类学、传播学、政治学等

学科就常常运用这个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冶,要“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

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冶 [1](P161)。 要坚持中国道路,站稳中国立场,凸显中国特色,弘扬中国精

神,凝练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这些不仅体现了对自我立场的强调,同时又提出了对

他者的关照。 因为国际传播活动本身就是在自我构建与他者的不断认同中完成的,是自我走向他者的

过程,所以,一定会涉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爱德华·W.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

断,即“每一个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的存

在。 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爷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我与‘我们爷不同

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 每一个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爷冶 [2](P426)。 由此看来,价值

观国际传播极有可能有意制造异质的他者,甚至可能敌视他者。
进一步看,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过分强调自我而无视他者或敌视他者是不可取的,但是,

一味迎合他者而放弃自我同样是不可取的。 因此,我们到底该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

自我与他者? 又该如何把握和协调二者的关系呢? 这些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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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过程中躲不开、绕不过的基础问题,研究这些基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坚持自我

对中国而言,坚持自我就是根植中国实践,以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

际传播中,是否坚持自我立场,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有效性问题。 因此,自我立场必须贯穿当代中国价值

观国际传播的全过程。 这是我们冲破西方价值观的浸染和重重围堵,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四个

自信冶,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的战略抉择。 坚持自我立场而不走向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自我在当代

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 坚持传播内容由自我生产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传播内容是什么? 不言自明,当然是当代中国价值观。 一般来说,价值

观指的“是人们对于主客体之间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是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关

于客体对主体是否具有价值、具有什么样的价值以及具有多大的价值的看法冶 [3](P11)。 这样来看,价值

观至少有三个基本规定:一是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的价值关系的观念把握;二是这种客观的价值关系来

源于人们客观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三是有没有价值、有什么样的价值、有多大价值的评判标准由评价主

体决定。 价值关系是“一种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关系冶,是“人类生命活动即社会实践所特有的

对象性关系冶 [4] (P53,29)。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

件冶 [5](P520)。 也就是说,自我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实践,就只能生产出什么样的价值关系。 所以说,价
值关系具有客观性。 但是,“万物的价值及其等级和次序并不是世界本身所固有的,从来都是人按照自

己的尺度来排列的。 物的价值因人而异,客体的价值依主体而定,具体的主体性是一切具体价值的根本

特性冶 [4](P54)。 具体价值因具体主体不同而不同,不同的主体拥有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 因此,自我才

是价值的评判者。 价值观不直接等同于实践活动,而是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对以实践活动为根基的价

值关系的观念把握,因而价值观便具有了观念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具体形式。 作为观念形态的价值

观主要以概念形式出场,是人们对价值关系逻辑化、理论化的表达。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

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冶,“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冶 [5](P524)。 所以说,用以表

达人们价值观的概念、话语、逻辑和理论等,都是由人们自己生产的。 对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
其价值观只能由自己生产,不能由他者代劳。 “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

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冶 [6](P192)因此,从价值观生产的角度来看,“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

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冶 [1](P171)。
(二) 坚持传播重点由自我选择

事实上,价值观是一个整体概念,“也是一个总称,是各种具体的价值观念的总和冶 [7](P217)。 按照

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在逻辑上把价值观进一步划分为个人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主导性价值观和非主

导性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和非核心价值观、传统价值观和当代价值观、表层价值观和深层价值观、正确价

值观和错误价值观等等。 价值观国际传播要有选择、有重点。 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不传播什么样的价

值观,自我应该拥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应该当好选择传播重点的“把关人冶。 对中国而言,“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 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
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冶 [1](P168鄄169)。 简言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

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冶 [1](P161)。 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重点,就是向国际

社会传播以这 24 个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也就是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并不

是把中国 5000 多年来形成的所有价值观全部传播出去,而只是重点把优秀的、积极的、具有当代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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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精神风貌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出去。 我们必须承认,并不是所有价

值观都是优秀的、积极的、具有当代价值的,有些价值观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能适应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有的需要进行创造性转化,有的需要进行创新性发展,而有的则应该加以扬弃。 因

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有所选择、突出重点,重点传播“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寄托着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上下求索、历经千辛万苦确立的理想和信念,也承载着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愿景冶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1](P169)。 这样的价值观不仅能代表自我的传播立场,同时也契合他者的价值需求。
(三) 坚持传播过程由自我主导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冶 [8](P298)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

之中,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也不例外。 从价值观国际传播活动的展开来看,主要包括价值观生产、
价值观筛选、价值观传输、传播效果评估等各个具体环节。 从价值观国际传播的理想目标和现实境遇的

关系来看,理想目标不会立即成为现实,而需要长时间的、多次反复的传播实践才有可能实现。 价值观

国际传播是对自我价值观进行的传播,自我必须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主体性作用,主导整个传播过程,不
能被他者“牵着鼻子走冶。 价值观国际传播过程由自我主导,其实质是强调自我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性

和主动性。 具体来说,一是主动进行传播,二是主动设置议题,三是主动开发和应用新技术,要充分运用

新技术创新传播方式,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不断增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效果。
(四) 坚持传播效果由自我评估

有过程就必然有结果,传播活动亦是如此。 在社会形态意义上,当代中国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而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底色是决不能抹掉的。
可以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也是国际政治传播。 当然,我们既不是搞意识形态输出,也不是回到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更不是西方文化殖民的翻版、再版,我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底色是客观存

在的,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的基本底线。 事实上,意识形态斗争从来都没有终结,只是斗争方

式更加“和平冶、更加隐蔽、更加复杂,西方从来都没有真正放弃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冶。
因此,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我们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有意回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 敢于

承认这一点,既是当代中国价值观自信的表现,也符合国际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

传播具有政治传播的意蕴,因而就不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只有抓住其政治传播的本质,将
其置于政治传播的高度,才能借助政治的权威和优势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政治传播效果评估的出发

点是自我,而不是他者。 因为,“政治传播是一种有很明确政治目的和很强传播手段的传播,因此考量

政治传播效果的出发点不是政治传播的受众,而是政治传播的主体冶 [9](P215)。 也即是说,政治传播效

果评估,传播谁的价值观就应该以谁的价值观标准为标准,而不是以他者的标准为标准。 以民主价值观

为例,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如果不坚持中国自己的标准,任由西方评估、评价、评判中

国,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只能是为了传播而传播。 总之,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决不能迎合西方,对
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坚守中国自己的价值立场和价值标准。 同时,随着中国综

合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改变了以往的“封杀冶路数,进而转向“捧杀冶新招,即表面“赞扬冶中国,其真实

意图在于诱导中国承担本不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从而达到“拖垮冶中国的目的。 因此,当代中国价值

观国际传播效果的综合评估,必须由中国自己理性地进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己心中要有一杆明

白秤冶,任何他者都不能代替我们完成这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二、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正视他者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明确坚持自我立场,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无视他者,甚至敌视他者,走向

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 事实上,不能正视他者,也就无法摆正自我,自我对待他者的态度直接影响他者

对自我的态度。 对中国而言,正视他者就是主动承认他者的客观存在,理性分析和把握他者的地位和作

用。 只有真正做到正视他者,才能拨开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的理论迷雾,才能疏通当代中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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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国际传播的实践梗阻。
(一) 视他者为传播内容生产的必要助手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冶价值观由自我生产,但并不意味着必然排斥他者。 实际上,他者是

价值观生产必不可少的助手。 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

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
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
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冶 [10](P35)。 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这不仅体

现在物质生产上,而且在文化、价值观等精神生产上也是如此。 在普遍的世界交往中,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的价值观生产必然受到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价值观的影响,这是不可回避和逆转的客观事实,当代中

国价值观的生产也是如此。 当代中国价值观生产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

义,采用了科学的辩证法,既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也看到资本主义发

展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最终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因此,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和其他国家价值观,中国

在坚守自主性的前提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当代中国社会实

践的历史逻辑,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原则,生产出具有民族特色、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

价值观。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冶 [1](P258)。 事实上,西方国家的自由、平等、民主、法
治等核心价值观[11](P28),新加坡的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
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共同价值观[12](P453),俄罗斯的自由、民主、公正等主要价值

观[13](P45),越南的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价值目标[14](P72),古巴的追求民族独立、强调平等互

助、维护社会公正、保持清正廉洁等核心价值观[15],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生产提供了有

益借鉴。 所以说,当代中国价值观的生产并没有排斥他者,反而大胆吸收了他者提供的价值资源,这充

分体现了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包容性、开放性和自信心。
(二) 视他者为传播活动展开的客体要素

传播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象性活动。 “作为人类对象性活动中两个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实体性

要素,主体是指实践者、认识者或者任何对象性活动的行为者本身,而客体则是相应地指实践的对象或

认识的对象或任何主体行为的对象本身。冶 [4](P30)按照主客体分析框架,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主体应该是

自我,客体应该是他者,自我与他者是价值观国际传播活动中两个最为基础的要素。 在这种对象性活动

中,自我离不开他者,他者也离不开自我,离开了任何一方,对方也就失去了在这种关系中继续存在的依

据和前提,价值观国际传播活动也就不可能实际地展开。 在国际传播领域,根据传播客体对传播主体的

重要程度可以划分为重点客体、次重点客体、一般客体;根据传播客体对传播主体的态度可以划分为顺

意客体、逆意客体、中立客体;根据传播客体行为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潜在客体、知晓客体、行动客

体[16](P179鄄186)。 在政治传播领域,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轴线,传播客体的具体形态主要有:臣民(国
家与社会合一中的政治传播客体)、市民(国家与社会分离中的政治传播客体)、公民(国家与社会融合

中的政治传播客体) [9](P194鄄202)。 同时,按照存在形态的层次划分,传播客体主要有国家(政府)、政
党、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类型。 具体到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领域,根据他者对当代中国价值

观的态度和认识结果,可以划分为正解客体、误解客体和恶解客体。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要维持和

扩充正解客体,引导和减少误解客体,回击和迎战恶解客体。
(三) 视他者为传播效果评估的主要参考

价值观传播效果评估由自我进行,评价标准由自我制定,并不意味着自我对他者的无视。 在价值观

国际传播活动中,坚持自我立场是一回事,以他者为中介来评估传播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者作为价

值观传播效果评估的中介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终究是不能代替自我直接进行评估的。 人类学家自豪地

认为,“只有人类学家敢于宣称通过研究他者能够比仅仅限于研究自己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冶 [17](P1)。 暂

不论这是否真的能更深刻地认识自我,但这的确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自我、评估自我活动效果的另一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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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途径。 因此,我们也需要以他者为中介,通过他者对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态度、认识和行为来评估传播

效果。 在价值观传播效果评估的综合指标体系中,他者的态度、认识和行为占有相当大的权重,是主要

的参考指标。 事实上,在传播学领域内,诸如枪弹论、使用—满足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等,都直接是以

传播客体的态度、认识和行为结果构建起来的。 这种研究范式遭到了批判:“传播学中传播效果研究,
可谓是媒介为中心的‘受众论爷,受众论带来的问题是,只是从受众角度看受众。冶 [9](P214鄄215)也就是

说,当前的传播效果研究,直接将受众或者传播客体对传播内容的评价当做传播效果,将传播活动的预

期目标抛在脑后,严重忽视了主体的指引、规范和评估作用,使传播活动失去了根和魂,使自我在传播效

果评估中消失了。 然而,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在坚持自我的基础上,以他者为中介,通过他者态度、认识

和行为的变化来研究传播效果是没有问题的。 具体到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领域,我们应该以他者

为中介,透过他者的态度、认识和行为来评估传播效果。 如果通过价值观国际传播,他者对中国的友好

态度不增强反而减弱,对中国不是越来越放心而是越来越担心,对中国的误解不是日渐减少而是日渐加

深,对中国的恶解不是有所收敛而是更加猖獗,中国的“朋友圈冶不是越来越大而是止步不前,那么,我
们就很难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他者要素对价值观国际传播效果评估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效果评估的一张晴雨表。
(四) 视他者为传播策略构建的基本依据

相对于价值观国内传播,价值观国际传播的受众更为特殊、复杂、多元,这大大增加了构建传播策略

的难度。 毛泽东曾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

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冶 [18](P1267)。 后来,这些论述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

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冶,成为毛泽东战略和策略思想的经典表达。 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当然不是

敌对逻辑的延续,但毛泽东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的科学区分和辩证把握,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是

有重要启示的,特别是在对传播客体的认识和把握上。 在传播学领域,他者本位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有

一味迎合他者的嫌疑。 强调他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本身没有问题,但放任他者吞噬自我是不可取的,是
愚蠢的行为。 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所谓他者本位只能限定在策略层面,不能上升到战略或原

则层面,不然,就会失去自我,使自我沦为他者的附庸,甚至是奴隶。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需再感到

矛盾,战略或原则上坚持自我和策略上重视他者并不矛盾。 美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之所以成功,其中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在具体传播策略上高度重视他者,这既体现在《战略沟通的国家框架》和《美国公共

外交和战略沟通战略》等官方文件中,又体现在具体传播实践中。 美国在具体传播策略上高度重视他

者,是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的。 因此,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必须充分了解和研究作为传播客体的他

者,以他者的语言基础、开放程度、接受心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已有认知、利益诉求、亲身体验等具体

方面为基本依据,构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传播策略体系。

三、 在自我与他者的和谐互动中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坚持自我是正视他者的前提,正视他者是坚持自我的限界。 中国既不能无视他者,也不能敌视他

者,更不能走向完全的自我中心主义,而是要在自我与他者的和谐互动中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这并不

是中国的应急之策、权宜之计,而是对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
(一) 互动的思维前提:尊重彼此的文化主权

中国在近代遭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约,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渴望国家主权独立。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组

建,彻底废除了列强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一切特权,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 《联合国宪章》宗旨第一

条就明确: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中国既是主权平等原则的制定者,更是主权平等原则

的维护者,尊重他国主权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参与国际交流、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 早在 1970
年,第 20 次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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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a)各国法律地位平等;(b)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
(c)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d)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e)每一国均有权

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 f)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

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冶 [19](P8鄄9)从构成内容来看,国家主权主要包括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

权、文化主权。 中国尊重他国主权,必然包括对他国文化主权的尊重。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文化核心突出体现在其价值观上,尊重他国文化主权,必然也要尊重其价值观。 无数历史事

实证明,中国从来都没有敌视他者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我们坚决反对零和博弈,坚决反对冷战思

维,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冶,主张“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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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 [20](P59)。 因此,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无论他者持什么态

度,中国都要求自己首先尊重他国文化主权,尊重他者价值观。 中国要有这样的自信,要敢于迈出这一

步,他者才可能跟进,从而尊重中国文化主权,尊重中国价值观。 自我与他者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主权,
尊重对方的价值观,这是二者和谐互动最为重要的一个思维前提。

(二) 互动的理想结果:价值理解与价值共识

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自我与他者互动的理想结果是什么呢? 一般认为,是实现价值认

同,使他者认同当代中国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国际认同。 事实上,这是短时间内很难达

到的,如果急于求成,注定会失望。 所谓价值认同,是指“在价值观念的交往过程中,人们有时被交往对

方的价值观念所同化,自觉地或非自觉地赞同和接受对方的价值观念冶 [3](P12),这意味着一方要接受对

方的价值观,并按照对方的价值观思考和行动。 这在理论上需要辩明,因为“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
家爷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冶 [8](P270);在实践上也需要证明,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会自动放弃标识着自己精神独立的价值观。
因此,中国并不奢望和要求他者在短期内认同当代中国价值观,而是希望在与他者的和谐互动中尽

可能地增进价值理解,达成价值共识。 对中国而言,所谓价值理解,是指在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中,
通过与他者和谐互动,使他者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形成的缘由和根据,承认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客观性、
合理性、人类性[21](P125鄄127),从而包容、尊重、理解当代中国价值观;所谓价值共识,是指在当代中国价

值观国际传播中,通过与他者和谐互动,同他者能够“在价值观念上形成某种协调、一致的意见冶 [3]

(P11),从而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 价值理解是价值共识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价值理解,就不可能达

成价值共识。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价值共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到世界各国各民族有着不同特点的

价值观,并真正接受这一客观事实;二是就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问题形成基本一致的认识,即共同价值。
因此,真正的价值共识,不仅包含“同冶的共识,而且还包括“异冶的共识。 中国主动担起了人类历史责

任,贡献了中国智慧,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认识,即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22]。 值

得强调的是,中国只是尝试提出了基本原则意义上的共同价值,并没有规定共同价值的具体实现方式。
世界各国各民族由于历史传统、发展阶段、奋斗任务和时代方位等不同,共同价值的实现方式必然存在

着巨大差异,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更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

人。 我们坚信,只要世界各国按照共同选择的方向继续前进,积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继续履职尽

责、贡献智慧、贡献力量,人类美好未来就大有希望。
(三) 互动的基本方式:理论对话与实践交流

价值观具有理论形态,理论对话是自我与他者价值观互动的基本方式。 对中国而言,与他者进行理

论对话至少需要做到以下四点:(1)深入研究他者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知己知彼,价值观和谐互动才

可能有效推进。 在尊重他者价值观的基础上,中国需要深入研究他者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理解他者价

值观产生的缘由和根据,寻找与他者价值观的相通之处,为形成更加深入、更高质量、更加广泛的价值共

识奠定基础。 同时,还要善于发掘他者价值观的有益成分,为当代中国价值观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价值资

源。 (2)包容他者对中国价值观的批评与质疑。 在与他者的互动中,面对他者对中国价值观的批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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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我们要认真进行辨别,很多时候,这些批评与质疑只是因为对中国价值观了解不够深入、不够全

面。 所以,中国要有能够正视和包容他者的批评与质疑的自信。 (3)鼓励他者著书立说讲述中国故事。
无论是古代的《马可波罗游记》,还是战争年代的《西行漫记》,还是现代的《论中国》等,这些西方人的

著作都比较客观公正地介绍了中国。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溢美之词,我们一贯欢迎客观的介绍和有益

的建议。冶 [23]与他者和谐互动,不是粗鲁地让他者闭嘴,而是尽可能地让他者采用更符合中国客观实际

的方式说话。 因此,要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解读中国样本,真正落实好“外国人写作中

国计划冶,鼓励他者著书立说讲述中国故事,客观公正地讲述中国、理解中国、感悟中国。 (4)共同研究

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
国不能缺席。冶 [24]因此,中国要敢于、善于与他者一道,研究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要积极参

与、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用中国理论解释世界难题,通过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的方式赢得国际话语权,彰显当代中国价值观的魅力和风采。
价值观来源于实践,价值观的生命力根植于实践,实践交流是自我与他者价值观互动的有效方式。

对中国而言,与他者进行实践交流,至少需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文章:(1)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当今世界,国家仍是价值观国际传播最为重要的主体,国家外交实践直接体现了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

观。 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中国要积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冶,努力

与“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的世界冶 [20](P58鄄59)。 这既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在国家外交领域内的生动实践,也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

传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2)担起应担当的大国责任。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国之一。 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国要有大国风范,要主动承担大国责任。
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欢迎世界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从而打破“金德尔伯格陷阱冶。 即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但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

地位没有变,因而我们“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冶 [25]。 (3)深化全方位的互联互

通。 无论在当前,还是在未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冶 [20](P58),互联互通是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现实要求,也是自我与他者价值观和谐互动的前提。 只有在互联互通的基础上,和谐的价

值观互动才可能有效展开。 因此,当前要以推进“一带一路冶国际合作为牵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础上,深化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互联互通。 (4)全民自觉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 国家无疑是价值观国际传播最主要的主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也要“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

往冶 [20](P60),更好地担起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时代使命和主体责任。 但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国

际传播不能只依靠国家主体、政党主体,更需要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努力。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在国外,全体中国人都应该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自觉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让全球华人都

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国际传播的有效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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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go and the Other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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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Abstrac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go and the other is a fundamental and inevitable issue in interna鄄
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values. On one hand,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the
ego must be maintained reasonably,which means China should be the subject to produce communication content,
select communication emphasis,control communication process,and assess communication effect. On the other
hand,the other must be envisaged rightly,which is a necessary assistant for the production of communication con鄄
tent,an object element for the system of communication activity,an major indicator for the assessment of commu鄄
nication effect,and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construct of communication tactics. Persisting the ego is the pre鄄
condition of envisaging the other,and envisaging the other is the limit of persisting the ego. Therefore,China puts
forward to respect the others爷 values firstly and clearly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values. To en鄄
hance value understanding and reach value consensus as much as possible,China will harmoniously interact with
the other in the way of theoretical dialogue and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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