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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文化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探究
——以来华留学生间南充本地文化传播为例

韩佳秀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 南充 637000）

摘要：川北文化是川北地区人民和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代表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川北文化尤其

是南充本地文化在来华留学生间的传播现状、传播中人才稀缺的问题，从而探索出川北文化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策略，为川北文化的弘

扬传承、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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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这样一句话：“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地域文化最能够体现一个区域的特点，川北文化即能体现川北地

区的特点。当来华留学生到南充来读书时，他们首先接触的一定

是当地的文化，即川北文化，川北文化将直接给在南充的留学生

带来最直接的地方文化体验，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文化体

验将对来华留学生回国后的生活、学习、就业等产生很大的影响。

因此南充的来华留学生间川北文化的传播就变得尤为重要，而川

北文化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将是川北文化国际传播最有力的助推

器。

一、川北文化在来华留学生间的传播现状

南充本地的文化与文明是来华留学生来到南充后进行体验、

感知中国文化的第一站。笔者认为，为了让来华留学生热爱和认

同当地文化，就应该让他们长期体验当地文化，深入了解当地文化，

所以南充片区的川北文化应该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要着力点。

（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目前，南充市的来华留学生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接触和

了解到川北当地文化。2016 年，“汉语桥”系列活动启动，由四

川省川北历史文化普及基地与南充市社科联共同推动，活动的目

的主要是为在南充的中外大学生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

华文化普及率，增进对南充历史文化的了解，从而培养更多“知

华友华”的国际人士。目前已举办了很多次活动，如“中国书法”“开

汉南充——汉式婚礼”“南充凌云山文化之旅”“川北美食体验

之旅”“中国传统戏曲”等，这些活动充分展现了川北文化的魅力，

来自美国、老挝、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科特迪瓦、

马达加斯加、坦桑尼亚等国家的数百名留学生被吸引到活动中去。

同时，南充市社会各界也在持续做着传播当地文化的活动，例如“嘉

陵江灯戏暨地方戏剧艺术节”“川北大木偶文化节”“中国绸都

丝绸旗袍活动”“学做南充菜，美味进万家”“红邦小镇文创节”

等。同时，来华留学生们也会走出南充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例如

江油的李白文化、广安民俗文化，还有一年一度的国际学生感知

四川行等。这些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从不同角度带领着留

学生们感知中国的魅力。留学生们纷纷表示，他们很喜欢这些活

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可以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更快地适应中

国。但笔者认为，在这些活动中，留学生们仅仅是跟着活动流程走，

对川北文化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表面，了解还是不够深入。

（二）来华留学生眼中的中国

最近，留学生们参加了“第三只眼看中国”国际短视频大赛，

南充市高校的留学生们深入川北乡村，用镜头和手机，以第三方

视角，记录走读中国的精彩瞬间，呈现中国乡村的风土人情，讲

述中国百姓的时代故事。在视频里，他们分享对当代中国人与事

的认知和理解，实践对中国文化与精神的传播与交流。他们想把

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和美德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家乡，他们看到了中

国百姓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体会到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他们

认识了中国乡村“农文旅”结合的发展模式，他们感受到了中国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和实践。透过他们的自述，能够感受到

心中对中国的热爱和敬佩。不只是通过比赛，留学生们在日常生

活中也会录下小视频，发发朋友圈，记录在中国生活的点点滴滴。

但少部分留学生的视角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留学生，还有一些留学

生也存在不认同、不喜欢当地文化的想法，所以来华留学生间南

充本地文化传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跨文化传播人才稀缺

据笔者的问卷调查统计，南充高校的来华留学生大部分都有

兴趣或有意向学习川北文化。通过对川北文化越来越多的接触，

很多留学生已经感受到了川北文化的魅力，当他们认同这里的学

校，认同当地文化的时候，他们也会把自己的亲人、朋友介绍过

来读书，让更多的国际友人知道中国南充这个地方。如果想以地

方特色文化吸引来华留学生来南充，那就需要善于挖掘当地特色

文化的人才和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他们能让留学生参与

到地方特色文化的独特体验中，同时还能在留学生间达到非常好

的传播效果。但目前在南充，能够同时具备语言沟通能力以及传

播川北文化能力的人才还非常紧缺，所以在高校里，除了汉语国

际教育师资的培养，还应加强文化专业人才的国际化交流能力，

以及增强语言专业人才的文化修养，这样才能从多方面地加强我

们川北文化传播人才的储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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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北文化国际传播的人才培养策略

（一）来华留学生是传播中国声音的生力军

来华留学生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

亲身体会到的、理解到的，会通过他们的认知传播给他们的国家，

无数国家的留学生面向的即是全世界，传播的力量不容小觑，他

们对中国的真实传播，将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

改变他人对中国文化“腐朽陈旧”“刻板”的印象，加强国际文

化交融，从而帮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良好的形象。来华留学

生不仅熟悉他们所在国的国情，又在中国亲身体验中国国情，他

们对中国的理解和感悟，在很多环境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我国自己

人无法替代的。所以来华留学生也是我们川北文化国际传播人才

培养的重点对象，他们是传播中国好声音的生力军。当他们真正

认同和热爱当地文化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欣赏川北文化的接受

者，还是自发的传播者，他们所传播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更容易

取得他们所在国家的信任，他们自己国家的人更易于接受留学生

们传播的真实的中国。基于留学生们独特的优势，如何让他们正

确认识中国并传播中国好声音是最重要的问题。

目前，川北地区的高校留学生教育的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留学生间文化传播的效果还不够好。为了能够更多地培养出我们

需要的来华留学生人才，希望当地政府联合高校能从留学生招生、

留学生教育、留学生就业这三大方面来考虑优化有关留学生教育

的政策，不能以中国学生的标准严格要求和评价来华留学生，也

不能过度地辅助留学生们成为超国民待遇。尽量做到因材施教，

在合理范围内为留学生们提供更好的留学环境、文化氛围以及实

习就业的机会，这将有利于培养出更加优秀、高质量的来华留学生，

从而一步提升这支生力军的亲华友华程度，促进传播的稳定性和

持久性。

（二）加强民间文化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民间文化人才，是将中国优良传统文化的概念转化为可触可

感的文化认知的关键执行者，他们可以在老百姓的生活场景中融

入特色文化体验，引发更多的文化共鸣，促成更广泛的、更多自

发的文化传播，让中国的文明和内涵深入人心。如何做到深入人

心？对于来自不同语言环境、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留学生们来说，

文化的特色和输出方式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他们的接受和理解程

度。而民间文化人才，他们是真正热爱中华传统文化，愿意为文

化传播付出贡献的人，同时他们具备深入挖掘川北文化内涵的素

质，以及探索创新川北文化特色的能力，使川北文化更具有吸引力。

所以民间文化人才，尤其是扎根基层的乡土文化能人、民间文化

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是川北文化国际传播的重

点人才培养对象。川北片区各地政府应将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作

提上重要日程，争取出台更优的文化人才政策，尤其是要加大对

体制外文化人才的保障和扶持力度，让他们的才华有更多更大的

平台可以施展，同时还能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更多的年轻人投身

于民间文化宣传事业中来，使优秀的川北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

发扬光大。

（三）高校是川北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调查，来华留学生们的日常活动场所大部分是宿舍、教室、

超市、餐馆、当地旅游景点等，交流的对象大多是中国学生和老

师，所以留学生教育和留学生管理的人才是高校要重点培养的人

才类型。汉语国际教师除了要具备基本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技能，

还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及当地的文

化知识，同时还应具备基本的国际化交流技能，从而在来华留学

生间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川北地区文化、南充本地特色文化。

所以留学生教育对师资的要求非常高。这些能力涉及到各个学科

的课程，高校可以将当地的特色文化融入进各个学科体系中，在

抓好核心课程建设的同时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完整教学

体系，联合各个学院培养出当地文化传播的人才。在人才选拔上，

高校要做好质量把关，考核要侧重跨文化传播交际能力，增加在

人才的国际化交流、自我塑造意识层面的评分权重，为来华留学

生们选拔出优秀的国际汉语教师。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在做好

留学生间的文化传播的同时，还可以促进高校以及南充的国际合

作与交流的发展。目前，南充市有留学生的高校共 3 所，分别是

西华师范大学、川北医学院以及南充职业技术学院，这三所高校

之间也应加强合作与交流，甚至可以扩大到与川北片区其他地方

高校间的合作，例如广元、绵阳、广安、遂宁等地区的高校，然

后组成一个高校川北国际传播研究组，将川北文化国际传播人才

培养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针对文章前面提到的，留学生们在活动中对川北文化的了解

还是不够深入这个问题，笔者有个建议。高校可以形成系统化的

流程，在活动前组织留学生们先学习即将要参与的活动内容，布

置好要探寻的问题，活动结束后进行分享、交流或演讲，这就要

求领队老师的功力足够深，能真正引领着留学生们带着任务和思

考去参加这些活动。这能让留学生们更加容易熟悉汉语的表达方

式，快速成长，帮助他们理解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探索到汉语学

习中的答案，在帮助他们学习汉语的同时，可以让他们真正地深

入探索中国文化、当地文化，更快地适应中国、当地的环境，增

强中华文化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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