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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传播视阈下的文化“涵化”
张宇姮

（上海杉达学院，上海 200438）

摘要：文化“涵化”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题课题之一，是

不同文化传播的一种现象，分为文化的接触、文化的交融与文化

的创新三个阶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在同其他异质文化相互

接触并产生文化的发展和变迁。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现代传播技

术的发展加速了文化“涵化”的新维度。本文基于文化“涵化”

的理论基础，试图结合实践从现代传播视角探析中国文化面对异

质文化时应采取的策略，期望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提供启示，并

为中国现代文化艺术的创作实践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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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涵化”的理论基础

（一）文化“涵化”的概念

涵化（Acculturation），是某种文化在其他文化影响下，发生

变化的现象。它是人类学领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

基于人类文化变迁理论而产生。自 16 世纪以来，随着海上贸易的

活跃，欧洲人主导了大规模的文化迁移，中西方文化第一次接触

就出现了两类异质文化的“涵化”现象。1880 年，美国民族学局

首任局长鲍威尔（J.W.Powell）在《印第安语言研究导论》一书中

提出了“涵化”一词，将之用在了有关民族事物的研究。从 20 世

纪 20 年代开始，美国的涵化研究逐渐兴起。据赫斯科维茨考证，

1928 年，美国《韦伯斯特大词典》就列出了“acculturation”的词条，

并给出其定义为“人类种族或部落因文化或艺术接触，而变得相

近似”。1936 年，“acculturation”在该词典中的定义进一步修改

为“一个人群对另一个人群的文化输入”，所指范围扩大。1936 年，

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ML）等人在发表的《涵化研

究备忘录》文章中提出：“由个体组成的具有不同文化的数个群

体之间发生直接的、持续的文化接触，引起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

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叫作涵化”。

国内关于“涵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的文化适应、

人口流动及其涵化心理研究。吴泽霖总纂的《人类学词典》把“涵

化”定义为“通过直接与不同文化的群体不断进行交往传播文化

的过程，其中一种文化常常更为发达。这个过程可能是单方面的，

也可能是双方面的”。李安民在《关于文化涵化的若干问题》一

文中认为“文化涵化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在接触过程

中，相互采借、接受对方文化特质，从而使文化相似性不断增加

的过程与结果”。

（二）文化“涵化”的过程

文化“涵化”过程是两种或多种民族文化发生文化变迁时，

将新文化特质交融到本体文化之中的过程。在涵化过程中，发生

变化的本体文化称为主体文化，而外来文化则称为客体文化。同时，

涵化过程包含三个阶段：文化的接触、文化的交融与文化的创新。

三个阶段相互关联，层层推进文化变迁。

文化的接触是涵化过程的初始阶段，主要表现为客体文化在

主体文化的传播。一般而言，主体文化会接纳全部的客体文化特

质，具体表现为主体文化无意识的被动接受和有意识的主动吸收。

在文化接触的基础上，主客体文化进入到涵化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文化的交融，即主客体文化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相互包容与发展。

主体文化在保持本体特色的同时，融入客体文化的相关特质，出

现了主客体文化并存的局面。文化涵化的最终阶段即文化的创新。

文化创新是指主客体文化根据自身条件进行选择性吸收融合，加

速主体文化的内部更新与重构。这一阶段是在与其他文化进行融

合的基础上，再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化形式。

（三）文化“涵化”的策略

从文化“涵化”的概念和过程可以看出文化“涵化”所强调

的是一种动态变化，并且是以文化接触和文化传播为前提的。这

其中体现出文化“涵化”的策略，它作为涵化发生的结果贯穿于

文化涵化的始终。通过对文化涵化策略的解析，可以更有效地运

用涵化理论。加拿大心理学教授贝理（J.W.Berry）将结合文化与

心理研究，提出了涵化策略的双维度理论模型（如图 1），借鉴

此理论模型并将文化涵化作为结果时，提出了文化涵化的同化、

分离、整合和边缘化策略。同化策略是指在强大文化冲击弱小文

化时，后者完全同化于前者，从而丧失弱小文化特征；分离策略

是强调保留本体与外来文化各自特质；整合策略是渊源和特质均

不相同的文化相互吸纳、重新组合的过程，在保持原有文化的同

时注重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归纳两者的共性，形成一个功能与形

式的互补关系，促成新的多元包容文化；边缘化策略由于原有文

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没有交流与变化，不符合文化涵化的前提条件，

故先剔除。

图 1 Berry 的双维度理论模型 

二、现代传播技术对文化“涵化”的干预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不同地域文化形态产生碰撞，不同

国家、文明之间的文化接触愈发密切，文化“涵化”在跨际传播

中的嬗变和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

每一次传播媒介的革命都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深刻的转变，而在

网络信息化的当代，这种变化对本体文化的挖掘、梳理、保护、

传承和传播的方式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有的经过现代传播媒介

的演绎变形，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代传播媒介以现

代传播技术为基础，即指“建立在新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媒体技术、

系统技术以及为适应现代传播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传播理论和传播

技术”。当下的传播媒介，已进入到新旧媒体融合发展、发挥各

自优势的时期。新媒体是相对于广播、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而

言的概念，它最大限度地将每一个人卷入信息传播的漩涡中去，

打破了信息传播的壁垒，缩短了信息传播的周期，改变了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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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生产模式，使信息传播的交互性特征更充分地显现出来。

现代传播的美学维度主要表现在融通东西方文化，在传统与

现代、主流与非主流、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构建相互理解和平等

对话的平台，通过文化涵化，彼此适应与改变。现代传播技术对

本体文化的涵化不可避免，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其带来的文化

元素愈来愈多样，文化的“流动空间”代替了文化的“地域空间”，

文化与媒介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依附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生

成关系。同时，VR/AR 等技术在当代使用让文化的“涵化”从不

同地域的文化涵化扩展到时间维度的涵化，即不同时代的前后影

响，包括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等前后不同的文化特

点在当下同一个地域同时存在，不可避免地也产生涵化现象。在

现代传播视阈下中国传统文化不断遭到互文性的改写、复制、拼贴，

使得现代媒介传播下的文化涵化，机遇与挑战并存。

三、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涵化”之于广义的文化，更加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调适，

无论其是否发生融合统一。在文化人类学范畴内讨论的涵化包括

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二者的涵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尤其在现代

传播技术之下，既有过程也有策略。

（一）文化“涵化”对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启示

学界对于中外文化交融有诸多不同的看法和声音，亦存在以

非理性的思想和态度评价中外文化交融的艺术成就与发展成果。

但就学术研究而言，中国的学者们应对文化交融抱持宽容的态度，

最大化地容纳和重视其具有的特殊精神内核、艺术价值和鲜明的

时代烙印。诚然，促进中外文化融合要立足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坚持洋为中用的基本思想，拒绝崇洋媚外、盲目模仿的学习作风

和倾向，融合本土化理念和内涵对异质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消化、

改造、吸收。在全球化不可逆的今天，中外文化在多个领域的交

流达到空前繁荣，需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促进二者之间的

相互学习与交流，增强异质文化间的互补，对于外来文化应有选

择地理解与借鉴，表现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与自信。此时，

从策略角度分析，选择文化“涵化”的整合策略就更具积极的社

会意义，它既不像文化同化策略一方文化将另一方文化完全消融，

也避免了文化分离策略中外文化之间的“零”交流现象。

（二）利用现代传播手段促进中外文化融合

现代社会是一个追求多元化的时代，文化“涵化”是现代传

播技术之下不可避免的现象，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紧密联系着不同

种族、肤色和地域的人民，社会各个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

有创新的观念，采用富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

一方面要“传下来”，适应时代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结合，真正地为人所用，发挥其内在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方面要“走出去”，充分利用新旧媒体融合走上国际舞台，

展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现代传播技术使网络平台更趋向于大

众化，不单涉及内容和形式上的复制、模仿，更有利于激发民间

富有创新性的思想，激励大众参与到国家和民族的建设中，并在

参与的过程中形成文化自觉，创造良性的文化传播环境，共同形

成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三）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教育实践

笔者在工作单位曾与斯洛文尼亚和印度高校的师生围绕“民

族文化交融和可持续发展”主题，以旗袍这种中国传统服饰的创

新设计为媒介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深刻注入“一带一路”

的时代内涵，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搭起一座桥梁。

在这次中外交流活动中，通过 Workshop 工作坊、作品展示

（秀）、民俗调研、企业参观以及学术交流等主题活动，以中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女性着装文化的典型标志——旗袍为媒介进

行三国传统文化的交流、借鉴、融合和创新再设计，将各自国

家的传统文化工艺与时尚相结合，以全新面貌展示给大众。在

Workshop 工作坊中，每组的三位学员均来自三个不同国家，每组

可挑选一件旗袍，与组员一起加入各国的文化元素，对旗袍进行

再创造，重新创作后的旗袍融入三个国家鲜明的文化元素，演绎

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交流之中的互鉴交融。创新后的旗袍是一种无

须翻译的时尚语言方式，同时承载着美学、礼仪、社交、国际文

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让他国友人看到了更加真实的中

国和更加多元化的上海（如图 2）。同时，通过传统新闻媒体及

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对此次交流活动进行集中性报道，

其他两国学生通过 Facebook、Instagram 等国外社交媒体平台分享

感受，让国外民众感受中西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包容，使中

国文化真正“走出去”。

图 2 中外文化交融下的旗袍创新再造

四、结语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费孝通的名句“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正是对文化交融意境的最佳诠释。

文化的活力来源于广纳四海，“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直都是

我国吸收学习外来文化的基本原则，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更好地

发挥中国文化的优势，不断繁荣和完善自身。通过现代传播和文

化涵化，打破传统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壁垒，增强文化的多样性，

强化民族的凝聚力，可唤醒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回归。总而

言之，我们应保持开放的眼界、平等尊重的态度，才能在当下及

未来新的文化涵化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健康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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