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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罗的 海 国 家——立 陶 宛、拉 脱 维 亚 和 爱 沙尼

亚——地处“一带一路”的一个十字路口，连接北欧、西

欧、东欧，具有深入欧洲各地的门户作用。目前，我国同波

罗的海国家的交往与合作正逐渐密切，但是双方的了解还

不够深入。“‘一国一策’传播是对外传播的新型交往方

式”。①实现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精准传播将对双边交往以

及“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实践大有裨益。本文认为，

要提升“一带一路”倡议对波罗的海国家精准传播的效

果，就要首先明确精准传播的目的，然后制定适合的传播

策略，从经贸、文化等方面入手，加强本土化传播，转变话

语体系，与当地机构合作传播。

一、波罗的海国家的文化异同
 “一国一策”首先要做好基础工作，首当其冲的是

加强国别文化研究。②波罗的海三国有着相近的历史进

程，但又各有特点，在民族文化和民族自我认知上也各不

相同。

波罗的海三国在历史上都先后遭遇过周边国家（如

瑞典、德国、俄国）的侵占和统治；都经历过苏联时期，以

及在苏联解体前脱离苏联，重新独立；随后，三个国家先

后加入欧盟、北约、欧元区。

立陶宛的官方语言是立陶宛语。立陶宛大公国曾与

波兰合并成波兰立陶宛联邦，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因此

立陶宛受到来自波兰的天主教文化影响较大，并且以此

为骄傲。

拉脱维亚的官方语言——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是

波罗的语族仅存的两种语言。与立陶宛的天主教文化不

同，拉脱维亚受到来自德国的基督教路德宗影响更大。拉

脱维亚首都里加曾经是汉萨同盟成员之一，有许多德意

志商人在此经商、居住，成立各种工商行会。

丁宁 外交学院在职硕士研究生

爱沙尼亚的官方语言是爱沙尼亚语，与波罗的海另两

国的官方语言完全不同，而与芬兰语同属乌拉尔语系芬

兰-乌戈尔语族。在文化方面也与芬兰相近，例如，两国的

国歌旋律相同，仅歌词不同；两国的民族起源史诗也基本

相同。因此，爱沙尼亚自认为是北欧国家，而非东欧国家。

爱沙尼亚人的民族自豪感特别强，为波罗的海三国之首。

尽管波罗的海三国曾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在自我

认知方面，他们对于作为前苏联国家的认同感极低。三个

国家大使甚至曾向德国媒体正式发函，应停止在提及波罗

的海三国时称之为“前苏联国家”。③波罗的海三国在重

新独立后，希望以各自独特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同

时，由于人口较少，且呈缓慢下降趋势，再加上综合国力

相对较弱，需在欧盟、北约、“一带一路”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位置，在与大国的合作中寻求平衡。

二、“一带一路”倡议面向波罗的海国家传播的现状

和问题
（一）传播的现状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波罗的海国家政府及

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广泛认同，我国与波罗的海国家开

展了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1.高层推动。2016年，“16+1合作”峰会在拉脱维

亚首都里加举行，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拉并出席第五次中

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这是中拉建交25周年以来

中国总理的首次到访。著名汉学家、拉脱维亚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贝德高借此机会向李克强赠送了他编纂的《精选

汉拉拉汉词典》。

2.孔子学院唱主角。在拉脱维亚的孔子学院，目前有

800余名在读学生。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孔子学院曾分别

邀请我国中医学者、专家，赴立、爱两国举办系列中医讲

“一带一路”倡议面向波罗的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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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吸引了数百名当地的医生、学生、市民，参与者表示有

深入学习中医的兴趣和意愿。目前孔子学院在我国向波罗

的海国家传播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文艺演出和文化展览丰

富了文化传播的内容，加上波罗的海国家都是能歌善舞的

民族，对此类形式的接受度较高，更容易产生共鸣。

3.传统医学交流前景广阔。由于波罗的海国家现在仍

然有其传统医学，尤其是立陶宛，对当地传统医学的研究

深入，应用广泛，因此对于与我国传统医学的交流效果良

好，兴趣十足，较之西欧国家或更容易接受相关理念。

4.学者参与研究，民间配合促进。目前，拉脱维亚国

际事务研究所启动了“新丝绸之路”研究项目，项目宗旨

如下：一是促进和协调“新丝绸之路”沿线欧亚国家的研

究活动；二是对拉脱维亚融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涉

及的运输、物流、信息、金融、数字和人力资本交流进行

概念化和评估；三是为中国－中东欧国家“16+1合作”机

制提供专业咨询；四是代表拉智库网络参加与“新丝绸之

路”沿线发展相关的研究活动；五是在欧亚基础设施和

民用交通的形成中，评估印度、伊朗、中东和中亚国家的

前景和战略。④

（二）存在的问题

我国面向波罗的海国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存在欠缺。

首先，传播渠道和媒体有限。当地人民了解中国的渠

道主要是当地媒体、我国媒体的外文频道、孔子学院、在

中国学习生活过的亲朋好友。最能够让当地人信服的信

息来源于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过的亲朋好友。随着越来

越多的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交流，他们的亲身体验对于当

地人民引起对中国的兴趣、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是非常有

帮助的，例如他们在中国体验到的网购、无现金支付、高

铁、中国速度等，对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来说既惊讶又

好奇。尽管当地有孔子学院，学生数量较为可观，然而学

习材料和延展阅读却十分欠缺。当地书店目前关于中国的

书籍主要为英文、俄文或当地文字的旅游、宗教（包括佛

教、道教）、语言学习类书籍，以及一些政治立场有待商榷

的书籍。

其次，传播内容不全面。当地媒体报道中有关的中国

的内容不多，主要集中在经贸和外交方面。经贸方面的报

道较为积极正面，表达了波罗的海国家希望与中国进一步

加强经贸合作的意愿；外交方面的报道则表现出一定程

度的担忧。我国媒体的外文频道对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人

民来说，是一个了解中国官方发布消息的渠道，但对于有

些问题无法深入了解。

三、“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实现面向波罗的海国家

的精准传播
（一）明确传播目的

对于中国来说，波罗的海三国成为“一带一路”进入

欧洲的第一站，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基于本国国情和地

理条件，拉脱维亚希望将自身打造成连接欧亚大陆的物

流中心之一，即“一带一路”上的中转站；⑤立陶宛作为目

前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表示愿意扮演

中国－中东欧金融合作门户⑥以及“一带一路”通向欧盟

最东节点。⑦与“枢纽”国家保持持续的友好关系对于“一

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向拉脱

维亚和立陶宛——两个已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

国家——精准传播的目的便是保持和巩固现有的友好关

系，全面发展和进一步深化友谊，同时以适当的方式消除

对方误解，增进双边互信。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7）》的数据显示，中

国与沿线国家2017年国别合作度最低的五个国家之一有

爱沙尼亚。《“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8）》中，爱沙

尼亚在沿线国家政治环境方面得分排名第一。尽管目前

爱沙尼亚尚未深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合作中，但也表

示重视在“16+1”框架下加强与中方各层次合作交往，希

望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扩大对华经贸合作。⑧因此，

向爱沙尼亚精准传播的目的应该是增进两国理解，找到更

多合作点，以便早日达成广泛深入的合作。

（二）制定精准传播策略

结合波罗的海国家的国情和我国向波罗的海国家传

播的现状以及精准传播的目的，制定对其精准传播策略

时应从以下方面考虑。

1．了解受众的偏好和需求，做好本土化传播

波罗的海国家曾受到周边强国长达数个世纪的侵占，

重获独立的他们对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十分警惕而反

感，同时，对于与他们有类似遭遇的民族和国家则十分同

情。对此，我们应表示理解和尊重。在面向波罗的海国家

传播时，需注意避免过分强调我国的强大，实现从官方话

语到民间话语的体系转换，从宏大叙事到具象叙事的方

式转换。⑨

在对外传播时，有必要了解对象国的风俗禁忌和法

律法规，将我们想传播的内容恰当地转化成受众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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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这并不是对受众的一味迎

合，而是在受众和我们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体现出中

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国际政治思维。

2．精心设置选题

选题的设置对于传播的成功与否有决定性作用。向波

罗的海国家传播的选题建议结合具体合作展开。

我国与立陶宛和拉 脱维亚在近两年中，贸易往来

的增长率都保持在两位数，增长态势喜人。立陶宛作为

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第一个签约参展国，对

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中国-拉脱维亚

电子商务中心计划在里加建立。由此，关于经贸方面的选

题是非常适合的。特别是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加强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选题，将帮助波罗的海国家人民直

观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合作机制。

波罗的海国家，尤其是爱沙尼亚（被称为欧洲硅

谷），在前沿科技的研发方面处于某些领域的世界领先

水平；我国拥有强大的科技研发实力以及广大的科技应

用市场。科技合作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也是“一

带一路”合作的重要方面。让波罗的海国家了解我国科技

的发展现状和发展方向，介绍我国对科技领域的扶持政

策，组织科创企业、研究者互访，都将十分有利于双边未

来的合作。

在文化方面，波罗的海国家与我国其实有许多相通之

处，需要进一步挖掘。波罗的海国家居住着能歌善舞、多

才多艺的民族，他们在音乐、舞蹈、戏剧、绘画、设计等方

面都有很高的造诣。立陶宛的戏剧蜚声海外，已连续数年

来中国演出，并赢得众多忠实观众。拉脱维亚的传统建筑

为木制房屋，有其独特的建筑工艺，其地位与我国的榫卯

结构相当。波罗的海国家由于是基督教最后传入的欧洲

国家，至今仍保留着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古老宗教，与我国

东北少数民族的萨满教类似。因此，艺术类的选题将很容

易被接受。

3．选择恰当的传播方式

恰当的传播方式对于传播效果有着事半功倍的作

用，传播的语言、载体、形式等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

尽管英语在波罗的海国家已经较为普及，但以母语传

播的效果更佳。使用母语传播不仅能让受众更好地理解

内容，还能让受众感受到尊重，从而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

传播内容。

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范围内对于传统媒体的依赖

度都大大降低，对新媒体平台的兴趣与日俱增。然而波罗

的海国家人民仍然有阅读纸质书籍的良好习惯，一年一度

的维尔纽斯书展也成为了波罗的海地区最盛大的文化活

动之一。选择传播载体时，我们需要同时考虑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

与国外机构合作传播将有利于提升传播效果，也是

本土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受众熟悉的媒体讲中

国故事，并让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参与其中，这将给中国

故事的传播增添新活力。

4．评估传播效果

对于波罗的海国家的传播策略正在探索中，评估传播

效果，及时做出相应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促进向波罗

的海精准传播的同时，还能够为针对其他国家的精准传播

提供借鉴和参考。

四、结语
尽管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土面积较小，人口较少，但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我们

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应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态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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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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