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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外交，在“9·11”事件后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的再度关注和热烈讨论。
本书通过起源与发展的探寻、中外学术观点的辨析对文化外交进行科学定义，进而透析其相互性、长
期性和诚实性等属性和它与公共外交、对外宣传和文化关系之间的对比特征。
运用国际关系学的理想主义、自由主义、文化国际主义和建构主义等理论解读其三个命题：文化外交
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外交主体多元化的现象以及影响文化外交开展的关键因素等
。
大国是文化外交的集大成者，自由主义的民族文化构成美国文化外交的思想基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
义思想不断较量，催生了美国不同时期文化外交政策的特征和管理机制复杂的建构过程。
对华文化外交是美国对华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先后经历文化渗透、文化援助、文化遏制、文化
合作等复杂的历史过程。
宗教与国家的二元使命是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基本动因。
基于这两种使命的驱使，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呈现出行为体多元化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征。
作者以官方的富布赖特中国项目和非官方的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为个案，借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
进行全面分析和透视，深刻揭示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动机、目标和成效，为中国文化外交机制的完善
和如何借重文化外交实现和平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书的出版得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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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文涛，湖南衡阳人，毕业于暨南大学专门史专业（中外关系史方向），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
先后在《史学集刊》、《国际论坛》、《外交评论》、《国际经贸探索》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代表作有《冷战期间美国文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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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文化外交犹如一条双向车道（a two—way street），它是促进国家间、人
民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
相互性、长期性和诚实性，构成文化外交的主要属性。
文化外交源于文化关系而“高”过之；突出双向交流与相互沟通，而异于公共外交那种单向信息输出
和强行价值灌输的特征。
学术界对它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升温，但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实际地位的确定仍需不断深化。
文化外交尽管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将文化外交纳入国际关系范畴进行理论探源，是
值得尝试的。
运用国际关系学的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文化国际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比较容易解读文化外交的三
个命题：文化外交发展的动力源自何处、为什么会出现文化外交主体多元化现象以及影响文化外交实
践的关键因素等。
从学理上解构了这三个命题，旨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理性认识，为全面认识文化外交的理论价值
奠定基础。
第一节　概念界定一　起源与发展概述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与国际关系一样古老，它是以
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
以研究富布赖特项目而著名的美国前新闻署高级官员兼学者理查德T．安特（Richard T．Arndt）博士
在他最新的著作中提出，至少3000多年前，文化外交便成为国王们的首要外交手段，从有文字记载来
看，铜器时代文化外交已成为人类要求文明进步的一种规则。
在古代，罗马和波斯都曾将文化作为他们战争的一部分。
罗马文明在语言、学识、秩序、繁荣和娱乐等方面的优势都是罗马征服意大利和世界其他地区强有力
的工具。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比较普遍将文化作为外交关系的一部分。
法国是第一个通过官方途径广泛开展以宗教传播、教育输出、慈善事业等为内容的文化外交国家。
早在1884年，法国就成立了以在海外教授法语为主的法语培训中心。
1945年，法国外交部成立“对外文化关系和法语事务总司”，这是“文化”一词首次应用于官方文件
。
英国1934年以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的创立进入文化外交领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将文化作为战争工具，在拉美地区发动文化攻势（cultural Offensive）
。
前苏联曾努力创立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文化和生活，在共产主义阵营大量开展文化外交。
美国自“二战”后成为世界文化外交大国，尤其以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著称于世。
冷战开始后，美苏两国背离了文化外交的本质，将之蜕变为一种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运用到文化冷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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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国际问题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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