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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言文学中汉语言文字是其重要变现形式，也

是中国独有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从甲骨文、金文发展

为后来的大篆、小篆、隶书，直至后来的草书、行书、

楷书等，汉语言文字在努力用书面的形式传承着中华文

化。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也是记录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发

展的重要过程。它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以一种独

有的记录方式完整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汉语言

文学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及发展。

一、汉语言文学相关概述

（一）汉语言文学的特点

在世界各国，不同地域、不同事物、不同生活环境

的汉语言文学当然会有所不同。因此，中国文化有其独

特的特点。汉语言文学是描述汉字产生和发展的学术，

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汉字的发音也能充分反

映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个汉字有时有很多发音方法，

每个发音的意思有时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知

道的汉字来表达我们想要表达的各种意思。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二）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文学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诗歌。这首诗主

要分为两种重要形式：唐诗和宋词。按形式可分为四言

诗、五言诗、七言诗等。此外，我们的祖先还以音乐歌

曲的形式表达了一些诗歌。这种音乐和歌曲形式使文学

作品在文学之外广为人知，诗歌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随着中国对称文学的发展，对联

逐渐发展起来。因此，在第一个月，我们的门口有一些

新年的希望和祝福。这些对对应有趣的形状。这种做法

流传至今，相当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我们必须领

略诗歌的魅力，深刻理解汉语言文学的精髓。

（三）汉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的关联

汉语言文学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

文化发展的重要环节。我希望中国文化发展得更快。我

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建立汉语言文学的基础，因为更

多的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首先要做的是提高使用汉字

的能力。只有使用汉字，我们才能写出关于中国文化的

美丽文章，让更多的人阅读。因此，两者是相互依存的。

为了阻止鱼离开水面，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任何人。只有

相互发展，共同进步。

二、汉语言文化的传承意义

（一）增强中华文化的韵味

汉语言文学的最大特点是简朴，能反映出要点的意

义。汉语言文学的这一特点也使中国文化更加独特。自

古以来，汉语和汉语可以用不同的词语组合来表达许多

不同的意思。汉语言文学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研究者也对汉语言文学进行了更深入的人文研究，

使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为人们开启正能量的向导。

在现代社会，可以说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是非常完善的。

然而，在学者们的研究下，汉语言文学更加完善。因此，

随着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传承，中国文化也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不断的完善和发展。

（二）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承

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汉语言文学也成为其重要

而广泛的精华。汉语言文学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引导我

们学习。就像著名的中国古典名著“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很好的描写出了莲花的洁白无瑕。即使它

在泥土中生根，当它真正开花的时候也是如此美丽。没

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我们可以理解许多人生哲学。这

充分说明中国文化是在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

来的。汉语言文学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丰富了中国文化。

汉语言文学的存在使中国文化更具吸引力。

（三）增强中华文化的涉外性

在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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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方式，中国文化以外的传统文化表达方式也应当是我

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文学研究没有国界。我们借鉴汉语

言文学在其他方面的优秀表现，即取其精华，去其缺憾，

从而更好地促进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然而，学习外国文

化就像给自己注入新鲜血液，我们应该慢慢适应、吸收

和吸收一切营养，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必

须共同发展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共同进步，让更多的

人热爱和理解中国文化。

三、汉语言研究文化传承的发展方向

（一）对传统文化传承认知进行深入

汉语言文学研究有其学科特点和内容，体现出一定

的学科独立性，但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明显不足。如果不

把汉语言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很难实现中国文

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不断系统

研究，从不同渠道收集和解决汉语言文学的理论知识，

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深刻解读中国文化

精髓。结合语言的现代表达，汉语言文学更容易被更多

的人理解、接受和理解，从而逐步消除对汉语言文学的

片面理解，打破传统文化传承的语言障碍，加强中国传

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例如，古典汉语不同于白话。它

的文体、语法和语言结构与现代汉语有很大的不同。它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语言支撑形式。《史记》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传记通史。全世界都认为它是“史学

家和离骚的无韵之作”，反映了它前所未有的文学价值和

地位。然而，由于使用了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很多人无

法欣赏它的真正内涵和文学价值，很多人欣赏它却缺乏

深刻的理解。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意译、添加、替

换和重写来徒步翻译笔记，以便更容易理解编年史。

（二）对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实用性加以重视

汉语言文学研究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制，

而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实践，充分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

现实需要，回应不同时期汉语言文学研究社会发展的文

化需要。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

现阶段我国节水建筑的实际发展需要，我们需要从不同

的角度研究我国的水文化。结合分析人类文明发展和流

域文化变迁的水文化，结合大量反映水文化的文学作品

和文学现象，本文从人与水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水文化

的文化现象和发展规律，增强了水产养殖的凝聚力，明

确了水文化的独特内涵，明确了水文化的教育效果。充

分展示各民族重要的精神内核和内在联系，激发水文化

的情感体验，提高人们传承水文化的积极性。在汉语言

文学研究的文化传承过程中，我们应采取包容、开放的

态度和观念，结合“理论证据”和“实证证据”的研究

方法，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因此，

在中国语言文学研究中，最好避免“实证主义”。

（三）有效培养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人

汉语言文学研究是文化传承和学术文化传承的主要

途径。通过专业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了解传统文化的

理论内涵。但不足之处在于实践的肤浅。大众传承是传

承传统文化的另一种方式。通过大众实践，它具有多种

文化形式，但这种传承方式的缺陷在于缺乏理论规范，

传承形式零散无序，不利于传统文化的持续有效传承。

因此，我们应该依托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成果，构建完善

的中国科学与专业课程体系，整合完全不同形式的学术

遗产与大众遗产，整合文化遗产的理论知识与实践，培

养具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文化遗产。阐述了《从上

古汉语一批代词形式的消失看汉语量化表达的变化》一

书中，强调了汉语代词的不同形式与数量表达之间的关

系，即“莫”和“否”——汉语的数量表达需要借助短

语来体现学术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在现代汉语翻

译研究中，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结合不同的

语境，使之与不同代词的数量形式相一致。只有将理论

语境与实践语境相结合，汉语言文学研究才能正确、全

面地理解汉语的意义和意境。

（四）强化社会主义与传统道德之间的联系

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加强传统文

化与社会主义传统道德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文化多样

性的演变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渗透和融合，

对人们的价值观、人生前景和世界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

极影响。在研究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入分

析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伦理思想，挖掘中国传

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开放、多元的视角深入分析汉语

言文学的内容和体系，研究汉语言文学中意义的内涵。

我们必须理性、客观地解释汉语言文学的内容。避免对

意义的主观解读和过度解读，提高对汉语言文学的深刻

理解和认识，减少和避免寻找汉语言文学的认知偏差，

帮助人们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全球观。以杨世

铨《宋史·杨时传》中陈恩的《程门立雪》典故为例，汉

语言文学研究的重点是“求学”，抓住基本典故的内容和

本质，在学生理解文本时受到尊重，要求学生尊重老师

的学习态度，奖励和评价杨石正确的学习态度。使人们

能够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学中的成果，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

（五）对汉语言文化传承发展进行有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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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价值属性、本质及其消解之间的区别是

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焦点。在新的历史时期，外来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还包

括优秀的文化内容，可供外国文化借鉴。中国传统文化

的融入使其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发展，以适应不同时期社

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汉语言文学研究是促进多元文化融

合的动力。

四、结束语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着很高传承意义专业学科。其

中所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千百年来的精髓，展现出中华

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应当

能够有效做到将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够代代相传，为中

华文化向着繁荣与发展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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