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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代不

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我们看到, 任何区域的经济合作乃

至一体化的形成, 都有其共同的文化底蕴作支撑, 有互

信和认同的区域文化作平台。欧洲的一体化(欧盟)就脱

胎于 “欧洲文明的同一性”, “有着深远的文化思想根

源”, 同时又在一体化过程中强化了对区域内文化的认

同。而东北亚这个经济发展迅猛、又令全球瞩目和期待

的地区, 在区域合作和向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却步履蹒

跚, 更多地表现在单纯利益驱使下的双边层面上的合

作。究其原因 , 一方面 , 是这一地区政治缺信、体制差

异、历史纠葛等多种特殊不易逾越的沟壑 , 另一方面 ,

就是深层次的地区文化认同上的差异。

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文化基础

从东北亚国家的组成来看 , 它包括中国、日本、韩

国、朝鲜、俄罗斯和蒙古六个国家。从地区政治和经济

制度来看, 呈多样化特点: 在东北亚区域内有传统的社

会主义国家(朝鲜), 有改革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

国); 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 有发展中的资

本主义国家(韩国); 还有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

国家(俄罗斯、蒙古), 可以说东北亚地区包含了世界上

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东北亚地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落差也非常大, 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 也有

自然资源很贫瘠的国家; 有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 也有

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 有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 也

有经济发展很落后的国家。但从地缘文化上来看, 东北

亚地区无疑都属于东方文化圈, 深受汉文化的影响, 构

成了区域文化的主流。唯有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 在东

西方历史的对撞中, 有机地将东西方文化结合于一身,

形成了具有明显“双重性”的特殊文化。也正是由于俄

罗斯的因素, 东北亚区域内文化更显出了多元化的差

异, 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是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

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桥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交融性是

显而易见的, 这一点尤其在经济与文化交往密切的中

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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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生活和交往中随处都可能看到对方的影子。俄

罗斯在东北亚区域内以其鲜明的文化个性促进了这一

区域文化内涵的包容和外延的扩展, 给东北亚区域合

作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基于上述文化上的差异和历史所形成的政治、经

济、社会意识、民族意愿等因素的差距和不确定性 , 东

北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不可能在短期内整体突破、顺

利完成, 必须走一条由地区经济核心国家带动之路, 而

这一经济核心由一个国家很难承担, 从文化的深层次

和内在的影响力来看, 中、韩、日三国间进行经济整合,

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自由经济贸易区或某种行业共

同体, 这是目前最可能实现的方案。就地区经济发展而

言, 这种一体化合作需求已十分迫切, 且发展前景十分

广阔。从文化角度看, 以儒学思想为核心的文化基底,

为东北亚区域各国走向合作搭起了聚集的阶梯, 文化

的积淀会不断强化共同利益, 为长远和谐的发展提供

稳固的合作保障。

对东北亚区域文化发展思路的几点想法

加强区域文化战略研究。中国政府和民间文化团

体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已十分深入, 为弘扬民

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目前的研究仍局限于微观

层面, 对宏观的战略性研究则显不足, 国内也缺少专门

从事文化战略研究的机构, 文化的动力来源于组成文

化基底的微观要素, 但文化的扩展则要依托于宏观的

传播。发展区域文化并不是要做“文化帝国”, 我们反对

文化霸权 , 反对强权的文化输出 , 不追求文化同一 , 但

民族文化能在一定区域内发扬光大则是文化本身具有

生命力的体现, 也是彰显内在价值的需要, 这有助于扩

大区域价值观认同, 推动地区的文明进步。我们认为中

韩两国应加强区域文化战略研究, 为区域文化发展提

供方向和理论基础。我们主张区域文化共有, 倡导睦邻

友好、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 提倡在共同价值认同的基

础上包容个性、多元化发展。

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文化交流是弘扬民族文化, 借

鉴外部文明, 促进文化创新最基本和有效的途径。中韩

两国应从区域文化战略高度制定政策, 并组织实施指

导, 促进各领域、全方位、多主题、多形式的区域文化交

流, 特别要重视有影响的政府及民间的文化交流、学术

研讨等活动, 使之经常化、制度化。

推动对外文化产业和产业文化的发展。经济与文

化的交融己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 两者的结合更赋予

了文化交流的动力和广泛性。建议中韩两国在推动文

化产业交流的同时, 也要加强引导和管理, 确保引进文

化产品的普遍性和先进性, 既要展现文化传统的历史

观, 也要突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感。重视产业文化也是现

代文明的一个标志, 它注入了产业以人文精神, 使其更

加形象化, 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底

蕴, 塑造了国家的形象, 促进了对国家的认同。

进一步促进东北亚地区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在东

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大趋势下, 经济、文化的交流与

合作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展开。为了进一步促进东北亚

地区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区域内经济文化的交流不仅

要在国与国之间进行 , 还要在地方之间、城市之间、企

业之间乃至个人之间广泛地开展。特别是文化的交流,

我们既要寻求共性, 也要突出个性, 不仅要进行流行文

化的交流, 还应更加注重和尊重历史文化的交流, 并且

要从文化的广义性和内涵上彰显文化的魅力。哈尔滨

市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城市, 在城市间的互补交流

与合作中, 将有能力成为区域合作的纽带和桥梁。总

之, 东北亚地区与各国 , 特别是各城市之间 , 要进一步

开展区域内经济文化的综合性研究, 加强各国研究机

构之间的频繁交流与同心合作, 使东北亚区域在形成

“经济圈”的同时, 形成交流与融合的“大文化圈”。

文化认同促进东北亚区域合作

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思维意识、观

念和积淀”, 既具有稳定的延续性 , 也具有自身的包容

性和融合性。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和民族( 除来自欧洲的

俄罗斯民族) 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发展进程中相互学习、

借鉴、融合 , 形成了相同的文化内涵 , 同时保留了各自

文化的个性。所谓文化认同, 简单地说就是对核心文化

价值的尊重、理解和接纳, 体现了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

通与彼此信赖。在东北亚地区, 民族间共生的文化基础

是稳固的 , 儒学思想的“仁、义、礼、信”、“以人为本”的

道德取向 , “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的集体价值观

念, 以及“天人合一”追求“中庸”、“和谐”的精神已深植

于各民族文化的内涵之中。自从儒学思想走出国门并

为其他民族所接受, 他便不再专属于中国, 而成了东北

亚区域文化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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