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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时代，文化传播在国际交流中愈发重要，文化差异的解决不仅能带来经济的

发展，人民之间的理解也能促进国际关系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维持世

界和平局面。文化传播也是不同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国与中

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需要。一直以来，孔子学院在中

东欧国家的开办，汉学课程的设立，以及在中东欧国家流行的“汉学热”，都充分说

明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频

繁互派留学生，2016年举办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2016年11月5日，李克

强在里加会见中东欧16国老中青三代汉学家代表。总理指出，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希

望有更多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语言文字交流的作品涌现。这些都说明了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仍存在广阔前景。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经济不断交融，国家间的竞争

也更为激烈。各个国家都在致力于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提高本国竞争力，从而进

一步提升本国国际地位，获得更多国际话语权。在新世纪，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是经

济硬实力的竞争，同时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博弈。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制约着一国的经济

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强弱。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交流也因此成为各国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中东欧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加强双方
文化交流不仅能进一步促进双方经济合作，也能促进双方文化共同发展，推动世界文
化大繁荣。双方文化由于历史、地理及现实等原因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双方文化并非
水火不容，而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双方文化的传播是不同文化碰撞的过程，双方需要
在这一过程中选择最优策略，这就是一场博弈。本文从文化传播源、文化传播途径与
渠道和文化受众层面对中国和中东欧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博弈论的视
角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及改进措施，争取实现双方收益最大化。

关键词：中国与中东欧；文化传播；一带一路；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F752.68/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72(2017)02－0089－08

doi:10.16060/j .cnki. issn2095-8072.2017.02.009

从博弈论视角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文化传播

*

� 本文为2016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英语学院预研究项目（批准号：YYJ1601）的阶段性成果。*



90

致力于加强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交流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自“一

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东欧国家凭借其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成为“一带一路”

倡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各方面合作都在不断加强。其中，

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灵魂，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是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一项长远

战略。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加勒斯特纲要》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

作贝尔格莱德纲要》两个纲领性文件中，文化交流也被置于重要领域来推进。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而文化交流是民心相通的关键。另外，近年来，中

国对中东欧在外交策略上也积极推广“人文外交”，为此也必须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的文化交流与传播（王明国，2015）。因此，文化交流在双方的经济合作以及外交

政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以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中国与中东欧的文化交流与传播

（一）博弈论的主要要素及类型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博”是丰富多彩的意思，“弈”是指下棋、打

牌等对抗性的游戏；“博弈”就是指丰富多彩的对抗性游戏。实际上，两千多年前在

中国，孙膑的田忌赛马就是博弈论的雏形。博弈论（game theory）又称对策论，既

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最早是指用数学模型来解决

处于互斗模式中的现实问题。博弈论主要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

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1944年，著名数学家冯 ·诺伊曼与

政经济学家奥斯卡 ·摩根斯坦恩所合著的《博弈与经济行为的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

着博弈理论基本架构的形成。但在此之后几年，博弈论的发展比较缓慢，适用范围也

很狭窄。直至20世纪50年代，纳什(Nash，1956；Nash，1951)发表了《n人博弈中

的均衡点》以及《非合作博弈》等著名论文，给出了均衡存在的定理，提出了被称为

“纳什均衡”的概念，博弈论才有了全新的开始。1994年，莱茵哈德 ·泽尔腾凭借着

其在非合作博弈理论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奖，博弈论开始被作为一种重要的

方法论。

博弈论主要包括四个要素：参与者、策略、得失或支付函数以及信息结构。参与

者或称为局中人，是指博弈过程中做出决策并承担后果的个人或组织；策略即在博弈

过程中参与者可采取的策略集合；得失或支付函数即各方在博弈后的所得或所失；信

息结构是指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所能掌握的对做出决策有帮助的所有情报。博弈能力

是由支付函数、信息能力和策略能力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所以三者缺一不可。

根据博弈参与者是否合作，博弈可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是指参

与双方达成一致的协议，其结果对双方都有利，而非合作博弈则指参与者无法达成约

束力的协议，双方都想寻求各自利益最大化。根据参与双方是否同时作出决策、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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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博弈可分为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前者指参与者同时采取行动，但后行动者不

知道先行动者采取的行动；而后者是指参与者一方提前掌握博弈中的信息，即后行动

者提前知晓先行动者的行动。

（二）博弈论在中国 -中东欧文化传播与交流中的应用

随着博弈论的不断发展、完善，开始被运用于经济学、政治科学以及心理学等学

科。20世纪70年代，博弈论又被用于生物学和计算机科学，但却很少有学者运用博弈

论的视角来分析文化在国际中的传播。目前，国内从博弈论视角来分析文化传播的论

文还寥寥无几，如段圆圆（2007）在其《全球化时代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博弈的研究

与启示》一文中强调了文化主权的重要性；初彤（2011）在《以博弈论视角探析中西

方文化碰撞及文化全球化趋势》中得出了中西方文化应该互相包容来使利益最大化的

结论。这些论文以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文化主权地位、避免

文化霸权主义滋生蔓延等问题。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来分析中国与中东欧的文化传播

如何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实现双方互利共赢等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向世界释放出和平友好的信号，是坚持与各国

互利共赢的表现。中东欧国家地处亚洲与欧洲的交接地段，享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

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东欧国家构建和平友好关系也因此

成为中国外交事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化交流则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也是双方文化不断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文化博弈的

过程。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双方都在尽力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按照博弈规则，假

设双方抵触，得到的收益是-1；双方如果互相包容，得到的收益是1；若一方抵触一

方包容得到的收益是0，我们可以得出下表结果：

如 表 1 所 示 ， 双 方 若 想 实 现 利 益 最 大

化，必须是互相包容互相吸收，此时双方利

益之和最大。但由于各国国情的复杂性、语

言交流存在的障碍和西方国家不断宣扬“中

国威胁论”等原因，使得中东欧国家对中国

存在不少误解，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仍存在较多问题。

本文试图运用静态博弈和动态博弈从文化传播源、文化传播途径与渠道以及文化

受众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在文化传播源中，双方需要对自己的文化输出内容进

行界定，即挑选优秀的、具有代表性的特色文化，此时双方同时采取行动，但互不知

晓对方的策略，即属静态博弈；在文化的传播途径与渠道中，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达成

一致协定，一方输出文化，一方在境内采取措施接受文化，双方文化交流呈现出动态

的互动，此时，文化传播归属于动态博弈；在文化受众层面，双方境内大众对外来文

化的确切接受程度不得而知，这时文化传播又为静态博弈。从这三个方面探索在博弈

过程中如何把握文化传播尺度，兼容双方文化，正确传播，更好接受外来文化。

表 1   中国与中东欧的文化博弈
中东欧

中国 包容 抵制
包容 1,1 1，-1
抵制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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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问题及方法

( 一）研究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得到迅速发展，在人文交流方面亦有

所突破，但是相对于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往来，无论是中国民众对于中东欧文化的了解

还是中东欧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都有待提高。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存在文化传播

源、传播途径与渠道和文化受众三个必要因素。本文将从这三个层面分析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人文交流所存在的问题并试图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1.在文化传播源层面，存在两个思考角度：第一，在中国，中东欧文化作为传播

源，传入中国境内的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存在冲突，兼容困难；第二，在中东欧国

家，中国文化作为传播源，由于各国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尽管中国

积极开展文化的宣传，但在中东欧国家内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可以及两国文化的交融并

不理想。

2.在文化的传播途径与渠道的层面：第一，当前，全球发展已进入信息化网络化

时代，如何利用互联网做好文化宣传，扩大本国文化在中东欧国家的覆盖率，已成为

文化传播的重要问题；第二，在出境旅游方面，公众对于中东欧国家知之甚少，因此

选择中东欧国家旅游的人群相对较少，不利于两国之间的互通往来。

3.在文化受众层面：当前，中国与中东欧的密切来往仅存在于政府官员及从事相

关研究的专业人员内，在民间普及低，同时民间组织机构不受重视造成活动受限，因

此如何扩大文化受众范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量化分析、定性分析与对比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比分析，将博弈论中的博弈双方应用到中国文化和中东欧国家文

化的文化博弈中，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出发，分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文化传播源、

传播途径和传播效果，将其三个方面分为静态博弈文化传播和动态博弈文化传播，其

中文化传播源和传播效果发生在两国境内，归属静态博弈文化传播，而传播途径相比

而言更呈动态化趋势，归属动态博弈文化传播，探索在各自博弈过程中如何更好把握

文化传播尺度，兼容两者，正确传播，更好接受外来文化。

四、方案实施计划及分析

（一）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源头体系

国家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各个国家的自身文化涵盖面极广，广义的国家

文化主要范围涉及经济、政治、体育等各方各面，良好的国家政治体系、积极的经济

财政政策都是国家文化丰饶、底蕴深厚的表现。中国文化作为国际文化坛中一颗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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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其内涵深不可测，同时也很自然是向各国传播文化的一个主要文化源头。在中

国文化和中东欧国家文化的文化博弈属于静态文化博弈，因为双方文化在各自国家境

内同时存在并被认可，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有良性博弈，并且相对而言无先后顺序，双

方也并不是很了解对方采取的具体的文化策略，主要是文化在民间的普及。在传播伊

始，为了更好地向中东欧国家传播中国文化，在中国境内，应建立良好的文化传播源

头体系，创造一种良性静态博弈的局面，两种文化在一方境内发生碰撞时，应较好处

理两者关系，从源头上避免文化的正面碰撞，在博弈过程中应有上有下，即使在一国

境内也不可长时间一家独大，否则不利于文化传播源头体系的构建。因此，在国家内

部要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源头体系，需要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营造一种多元文化相

互包容并存的良好博弈局面。

国家或政府政策的制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方因素综合影响的

结果，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传播活动也脱离不了多方因素的影响。中

东欧国家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同时包含着多种意识形态，包括波罗的海3国（爱沙

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中欧5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

亚）和东南欧8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克罗地亚、马其顿、波

黑、阿尔巴尼亚），其中有11国已加入欧盟，还有5个国家属于欧盟候选国，由此可

以看出，中东欧16国整体有很大的亲欧性。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纵观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发展史，

（龙静，2014）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经历了复杂的曲折发展过程，主要分为四阶

段：（1）受对苏关系影响的冷战时期，不容忽视的是中东欧国家是最早承认新中国

的一批国家，后来由于与前苏联的关系变化，经历了友好到恶化到缓和的发展变化；

（2）关系疏离的转型期，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中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和社会制度转型，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向西方国家和欧盟靠拢，造成了与中国关系

的疏离与冷却；（3）新世纪双边关系高速发展期，进入新世纪，中东欧国家外交政

策不断成熟，不再过度向西方靠拢，更加重视外交的平衡，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双边关系，有助于中东欧国家的复

兴和经济发展，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带动文化意识的交流与相互包容；

（4）开启机制化合作的新时期，2012年4月，首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华

沙进行，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这都标志着中国与中东

欧国家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国紧密联系，深入合作，这为文化交流提供了良好

的契机与平台。

除却国家政策的支撑，文化传播源也需要精心挑选，即传播的文化应该是积极正

面，有民族代表性的优秀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众文明中选择可传播对象亦需

有所考量，以我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为例，莫言的优秀文学作品可以代表

中国的优秀文学传播到中东欧，此时，需要优秀的小语种翻译人才帮助实现这一文化

传播过程，在此，作家莫言就是一个恰当的文化传播源。在与中东欧进行文化传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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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选择好正确的文化传播源也是十分必要的。

综上，在国家间文化传播的博弈过程中，要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源头体系，营造

包容和谐的文化氛围，辅以适当的国家文化政策，充分利用现有的政治经济合作平

台，实现不同文化的良性博弈。

（二）搭建高效笃行的文化传播桥梁

桥梁作为连接两个不同载体的中间部分，显得尤为重要。良好的文化传播源头体

系是文化传播的前提，但是相对而言，文化传播途径显得更加重要，包括文化传播

模式、文化传播手段等，处理不及时、不得当都会降低文化传播效率。如今中国文化

和中东欧文化传播途径，及各种国际文化传播途径种类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互联网、

广播、电视、书籍等渠道，这些都属于当代新媒体范畴，是文化传播的新媒介，即文

化传播的桥梁。如果想要正确传播两国间文化传播，当文化传播发生在这些桥梁上并

出现动态博弈时，我们应更加注意其博弈过程。之所以称之为动态博弈是随着科技发

展，信息的及时性越发明显，在文化博弈时的互动中有明显的先后顺序，且内容、策

略共享，这就表现出了动态博弈的特点。当动态博弈发生时，我们应秉持高效笃行的

态度，正确传播文化信息，搭建合理的传播渠道，双方不曲解传播的文化内容。

现阶段，中东欧之间的文化传播渠道多种多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传播

渠道也已逐渐信息化，同时文化传播也越来越频繁，涉及的文化类型也越来越多。

从渠道上来说，如今的文化传播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书面文化交流，如

一些机关刊物、大众书籍和广播等，光靠这些传播文化已远远满足不了当代文化传播

的要求了，因而如今有更多的文化传播方式，主要是依赖于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诸

如在线新闻、社交平台和文化网站等，除了这些线上文化交流方式增多，线下文化传

播活动也愈加频繁，比如中国文化年的举办和孔子学院的成立等，都不同程度地促进

了中东欧文化传播。比如说，中东欧国家文化合作论坛和孔子学院是重要的交流载

体，这些都是近几年间兴起的，为了促进中东欧文化交流，文化部还主办过中东欧国

家文化交流回顾展。自2006年保加利亚设立中东欧首家孔子学院以来，除黑山、波

黑两国外，中东欧巳有14个国家设立了24所孔子学院和8个孔子课堂，专兼职教师近

800人，学员1.5万人（王明国，2015）。这种线下的文化传播方式还与线上传播相结

合，比如利用新型网络、移动端等新媒体方式设立“孔子学院日”，从而构建一个良

好的中东欧文化传播平台，并且形成良性的动态博弈。

从狭义的文化类型来说，文化传播已不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化传播，如特

定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大文化，而是越来越涉及到更多的文化类型，比如影视文

化、饮食文化等等，其表现也十分明显。这些文化的传播同样也是构建和强化文化软

实力的战略，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做出了巨大的经济贡献，中东欧经贸往来愈加

频繁。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中方已向中东欧国家提供了近 30 亿美元的基建优惠买

方信贷（王明国，2015）。在这方面，中国部分城市已与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很好的经

贸文化往来。据宁波市商务委统计，2014年，宁波与中东欧16国贸易额达24.43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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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增长7.6%，占全国总量的近1/20。2015年，宁波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额首破

千万美元，达1044万美元，同比增长28.5倍（冀春贤，王凤山，2016）。其中，投资

产业类型不乏中国工艺品、棉纺织品等等，这些文化方面的频繁互访交流，也形成了

一种动态良性博弈，相关产业政策、多样文化交流这种互动无疑是搭建了一条高效笃

行的文化传播桥梁。

（三）创造和谐共融的文化传播效果

当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源头经过中间途径传播到另一个国家时，文化传播仍需要继

续，并不能放任自由发展，需要创造和谐共融的文化传播效果，这种传播也是一种

静态博弈文化，但与文化传播源头体系的静态博弈不同，这种博弈可能出现的问题不

是博弈双方的博弈行为，而是博弈单方的懈怠，导致文化传播无法进行。当中国文化

传播到中东欧国家时，如果文化受众只是相关国家的政要或高层人员不仅会导致文化

传播效果较差，文化传播受众局限，还有可能阻断未来的文化传播，以及文化传播的

质量如文化翻译等，如果不能较好改善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文化传播效果均会大打

折扣。

肖进（2015）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要实现文化传播层次深且广，需要关注除国

家政要、高层人员以及专业学术人员外普通公众的接受程度，即传播范围的范畴，同

时也需要关注民族之间、人民之间有意义的文化接受和反馈。

在普通群众中的文化传播效果除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外，整个社会群体的受教

育程度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它会决定文化传播到本国的接受程度。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涉及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在人文教育方面也在不断发

展新的合作，教育合作已得到双方共同重视。2016年10月，在中国北京举行了中国-

欧盟国家教育部长会议和第四届中国-中东欧教育政策对话，中东欧各国均派代表参

与讨论中国与中东欧各国教育务实合作等问题，加强了解与共识。至2015年底，中

国在中东欧各国留学生总人数达3200多人，在华学习的中东欧16国留学生达5000多

人，同时，各国互派留学生学习规模还在不断扩大，这都有利于增强双方对彼此文化

的了解与认同。

此外，孔子学院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中东欧16国已有

14个国家建立了32所孔子学院和课堂，但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中东欧国家与中国高校

都需要开设相关文化课程，扩大文化的传播范围，在国家内部共同实现不同文化的相

互交融，争取最大利益的良性博弈。

五、结语

综合以上三个部分，从传播源头、传播桥梁和传播地效果三个方面分析总结，注

重各个阶段的文化传播策略和重心，在传播伊始，要注意创造一种和谐共融的文化氛

围，这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对优质文化源头的挑选；在传播途径方面，注重传播渠



96

毛 锋 孙秋霞 闫静文 何佩文 从博弈论视角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的文化传播

道的线上线下活动和大文化经济产业交流的结合，从广义的文化层面分析总结中东欧

文化传播的现状；在传播目的地，重视目的地文化传播的受众范围，希望通过扩大受

众改善文化传播效果，同时对国家人民受教育程度也提出一定的要求，受教育程度越

高，其文化传播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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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Eastern Europ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MAO Feng, SUN Qiu-xia, YAN Jing-wen & HE Pei-we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context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CEEC) are attached an increasing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ing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ill do good to their further economic cooperation. Meanwhile, 
it will enhanc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se countries involved as well as in the world. Due to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realistic reasons, there exist big differences in their cultures, which, however, never means 
that their cultures are in confl ict with one another. They can integrate and coexist well.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he two parties is a process of collision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The two parties have to 
optimize their strategies in the process and this is a game. In this paper, problems in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erms of the sources, ways and the target audiences will be discussed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will b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maximize the two parties’ interest. 
Keywords: China and CEEC; cultural transmission; gam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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