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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自信培育中仪式传播问题的思考
龚春丽

（湖南文理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　要】文化自信就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通过文化传播来实现文化习得，从而形成对自身所承载的文化的认知、

认同、坚守和发展。仪式媒介载体的文化传播使人可以文化习得，文化习得使人可以文化认知、认同，达到文化自觉，进而实现

文化的坚守与发展，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文化自信；仪式

1 何谓“文化自信”

当前，基于回应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关切，学术界对“文化自信”问题的探讨持续深化，不

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深刻认识和大力培育文化自信都

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文化是相对于人而言的，因而文

化自信是相对于文化的持有者，即文化主体——人来说的，文

化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而本文语境下的文化自

信是指“群体的人”的文化自信，具体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文化自信。文化是人的本质特征，

是国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生生不息、发展繁荣的动力源泉。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 培育广大人民

的文化自信，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必将使全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迸发出生生不息、永往直前的强大力量。青年大学

生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培育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对于树立并坚定全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从内涵上分析，文化自信概念的含义可以界定为特定的人

通过媒体传播来达到文化习得，从而实现对这种文化的认知、

认同、坚守和发展。在人的文化自信的养成中，文化传播是条件，

文化习得是基础，文化认知、认同、坚守和发展是实质，文化

自觉是关键，文化价值观培养是核心。立足对文化自信的一般

性理论认识，在现实社会层面，我们认为文化自信就是指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通过文化传播来实现文化习得，从

而形成对自身所承载的文化的认知、认同、坚守和发展。它体

现一种文化自觉、反映一种文化态度（特别是价值观的确定）、

表现对自身文化的主动坚守和积极发展。“一定的文化（当作

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

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 文化自信是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发展历史与现实的客观实际在广

大人民的心理意识上的能动反映，同时也是推动自己国家、民族、

社会不断前进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

2 文化自信在文化仪式传播中养成

仪式，从广义上都是文化意义上的仪式，文化仪式传播是

文化自信培育的重要途径，文化仪式是这种传播的载体。那么，

何谓仪式和文化仪式呢？《辞海》中对“仪式”的解释是指各

种典礼活动的秩序规程和展开形式。它最早见于《诗经》中“仪

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意思是规制之用。常用的“文化仪式”，

是文化人类学的概念，是特定族群（人群）的文化传统中存在

的习俗和典礼活动的规程和形式，具有规范性、表演性、家庭

性和约束性的特征，同事具有传承、传播的文化功能。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自信，往往通过文化信息的仪

式传播便能在实践中得以实现。文化自信养成的基础是文化习

得，而前提条件是仪式媒体的文化传播，文化仪式传播的文化

信息，是文化习得的途径。人的文化习得是借助相应的仪式媒

介载体通过文化传播而实现的。这是一个文化信息的传播过程，

即“从信息的发送者（传播者），到信息的传播渠道（媒介），

再到信息的接收者（受众）的传播过程”。[3] 如果没有这个过

程，没有仪式媒介的文化传播，人的文化习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文化自信的养成更是不可想象的。仪式媒介载体的文化传播使

人可以文化习得，文化习得使人可以文化认知、认同，达到文

化自觉，进而实现文化的坚守与发展，形成坚定的文化自信。

3 文化仪式传播的时代特征

人类社会是变化发展的，媒介载体的类别、形式也随之变

化和发展，媒体的文化传播也因而呈现历史时代发展的差异性

特征。历史上，基于人体媒介而进行的语言交流仪式传播是人

类文化习得最主要的文化传播活动，对传统的人们的文化自信

的养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字产生以后，印刷媒体相应

出现，文字传播而成为人们文化习得，从而实现文化自信养成

的重要方式。工业化和新技术革命使电在传播领域得以应用，

产生了电报、广播电视等电子机械媒体，对文化传播产生更大

的影响，更深刻、更广泛地影响人们的文化习得，从而对人的

文化自信养成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成为传统媒体文化传播

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媒体传播传播都有仪式的存在，在

一般意义上属于文化仪式传播的范畴。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以面对面语言交流为方式的人体传

播、以文字书写为方式的纸质传播和以电子信号传导为方式

的电子机械传播，被统称为传统传播活动类型，由此对应的

人际口语、书籍和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都统称为传统媒体。

这些传统媒体基于自身一是载体对于文化传播既有优势也有

不足。总体而言，传统媒体的文化仪式传播具有直接性、可

重复性、普适性、稳定性和单向性的特征。在当下，正确认

识这些特征，合理并充分地发挥传统媒体的文化仪式传播的

功能，对于促进人的文化习得，培育人的文化自信仍然具有

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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