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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两国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传播认知研究 
杜  玮 

（青岛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266000） 

摘要：通过研究日韩两国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传播的认知状况，不仅可以直观地了解到中华文化在传播路径与效果上存在的问

题，还可以了解到受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度和需求等，为今后的中华文化传播路径和传播内容方面提出指导性建议，同时在我国对

外开放合作、促进东亚共同发展繁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也能发挥出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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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的魂。”文化也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衡

量国家之间软实力的标准。中日韩作为东亚三大国，正在建立的“东

亚命运共同体”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海外华人

华侨的民族文化认同感是新时代海外统一战线工作面临的一项重

要课题。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是在韩、日两国的华人华侨。基于近几

年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将中华文

化分为物质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三大模块，将调查对象按照

性别、年龄、学历、职业、宗教信仰层等层面划分，从了解渠道、

认知度、认可度、需求度等四大维度去设计并实施《日韩两国华人

华侨对中华文化传播的认知调查问卷》。对调查到的数据进行综合

分析，得出的结果能够看出，中华文化在日、韩两国传播的过程中

仍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项目组提出以下建议。 

1.树立海外华人华侨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推动文化发展的基石。中华文

化走出去的底气靠的就是中国人高度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 50 后、60 后华人

华侨，对中华文化持消极态度，缺乏文化自信意识；还有部分华侨

子女生长在海外，从海外媒体或者网络上看到负面消息，容易产生

文化自卑感。中国的崛起自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伟大的文化创

造，我们应当让世人看到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华文化的发展，让世人

了解一个全新的、正能量的新中国，所以华人华侨要有文化自信，

只有确立了文化自信意识，才能在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摒弃文化自

卑感， 敞开广阔的胸怀保持开放的态度。 

2.打造完善坚实的网络平台 

新时代背景下，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华文化的了解途径中，网络

占据了首要地位，同时网络也是最便捷、最迅速的传播方式。借助

网络社交媒体、微信平台及影视作品等来对中华文化传播的同时，

运用新媒体技术，搭建正能量的传播平台，完善对外传播途径，创

造更多优质内容、实现更多样化的传播。另外，也要有完善的网络

传播政策，营造积极向上的传播环境。 

3.蕴含时代精神的中国文化产品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出去的过程中，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先要明确我国的文化产品在海外受欢迎的程度

与范围，找出引起海外受众共鸣的、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因地制宜

地发展文化产业，再塑造文化品牌。“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

慧和理性思辨。”充分地把握好这些文化传统，使其与时代精神相

结合，形成就要有中华特色的文化产品。最后使其形成相应的文化

产业链，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能够提升经济效益。我国传播

中华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也应该精准地把握住文化特色与市场的导

向，可以通过开发衍生行业，使其形成产业链，从而可以推动相关

的文化产业继续发展。 

4.打造中华标志的文化品牌 

中华优秀文化缺乏品牌意识，使其在海外的文化竞争中缺乏竞

争力。中华文化品牌的打造不仅要从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入手，也要

努力提高品牌的附加值，提升海外华人华侨以及外国人对中华优秀

文化产品的认可度与美誉度，从而可以大力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出去。文化产业不能只追求经济利益，也要有本企业的品牌定位，

将文化内涵注入到企业定位中，增添中华文化色彩，这样不仅对中

华优秀文化传播有利，也能使企业的品牌定位更具特色，更容易提

升广大受众对文化产品的认可度。其次，还要加大品牌营销，营销

效果越好，与之相关的中华文化也就越能深入到人心，还能提升广

大受众对品牌的忠诚度， 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提高品牌附

加值，对文化产业的长久发展、对文化品牌价值上的提升都是一种

益的补充，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我们要长期坚持打造具有中华民族标志的文化品牌，使中华文

化成为永恒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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