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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留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特征 
杨刚 1  朱珠 2 

（1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4；2 云南开放大学教育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本文以云南民族大学的斯里兰卡学生为样本，对其中华文化的认同情况进行跟踪调查。调查发现，斯里兰卡学生对中华

文化的认同具有以下三大特征：对文化符号的认同普遍高于对价值文化的认同，具有浅层性；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优于对现当代文化

的认同，具有片面性；认同方式上倾向于以类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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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2010 年至 2020 年在云南民族大学学习的斯里兰卡留学

生为样本，对其中华文化认同进行了为期 10 年的跟踪调查，初步

掌握了斯里兰卡学生中国文化认同的基本特点，以期为中华文化在

斯里兰卡的有效传播提供帮助。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从 2010 年持续至 2020 年，涉及斯里兰卡留学生共 45

人，以 SPSS 对调查对象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性别比

相当。男性占比 44.4%，女性占比 55.6%，所占比例接近，可排除

单一性别对调查的影响。第二，年龄高度集中，主要分布于 20 岁

至 30 岁之间，30 岁以上占比 6.67%，50 岁以上占比 4.44%。第三，

汉语学习年限高度集中，学习汉语年限一年以内的最多，占比

82.2%。第四，调查对象全部为僧加罗族，信仰佛教的学生最多，

占比高达 93.3%。总体而言，调查对象为信仰南传上部座佛教，性

别比例相当，20 至 30 岁的斯里兰卡僧加罗族青年。 

（二）调查的基本内容 

本次调查主要以问卷形式展开。问卷表以王沛、胡发稳的民族

文化认同测评结构为基础，删改优化后形成新的《斯里兰卡留学生

中华文化认同调查问卷表》，内容主要涉及“学生基本情况”、“文

化符号认同量表”、“文化观念认同量表”三大部分。 

文化符号认同方面，本文选择了 20 种代表性文化符号，其中

物质要素 10 种、非物质要素 10 种作为调查内容，运用李克特五度

量表进行打分，以平均值的高低作为判断认同度高低的依据。 

价值文化认同方面，本文分为传统观念和当代观念两大类进行

调查。传统价值观以“尊老爱幼、孝顺、礼貌、诚信、感恩、爱国、

重视集体、尊卑有序、勤劳、节俭”等进行测试。当代价值观念则

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问卷内容。 

二、斯里兰卡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的基本特征 

（一）文化认同的浅层性 

调查发现，斯里兰卡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其认同度与测试

项的形象性呈正相关，即：形象性越强认同度越高，形象性越弱则

认同度越低。文化符号认同 测试中，认同度均值最高的前三项食

物（4.89）、武术（4.58）、服饰（4.32）都具有高度的具象性，认同

度最低的历史（2.33）、哲学（2.30）、文学（2.15）、均为典型的抽

象类文化符号，其认知需具备较强的文化素养。再比如价值观念的

测试中，同是抽象的概念，形象性强的认同度较高，反之则认同度

较低。比如，认同度最高的前三项，不管是传统价值观的“尊老爱

幼”（4.95）、“孝顺”（4.94）、“尊卑有序”（4.92），还是当代价值观

的“富强”（4.61）、“友善”（4.34）、“爱国”（3.98）等，都具有形

象性相对较好的特征。 

从实际调查的情况看，斯里兰卡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大都处

于中庸的状态，即介于文化符号与价值观念（主要是传统价值观念）

这两个层面之间。价值观念（主要是当代价值观念）这一层面，即

中华文化最内里的部分其实了解不多，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二个测试项目中，七个项目均值都在 3 以下。此外，这一认同过

程具有可逆性，比如，学生的文化认同已进入文化观念的核心层面，

当遇到与自身文化理念、价值观冲突，甚至不可调和时，其认同会

有系统性地朝反方向发展，回到最开始的层面，仅仅保留对部分文

化符号的认同。 

（二）文化认同的片面性 

中斯两国具有悠久的交往历史，两国自中国汉武帝时期便有往

来。但自斯里兰卡成为荷兰殖民地以来至其独立的 450 年里，两国

的交往与互动其实不多。中国为广大斯里兰卡民众所了解则是斯里

兰卡内战结束之后，中国对其战后重建提供大量援助与支持，尤其

2009 年至 2011 年间，斯里兰卡掀起一股中国热。但 2011 年以后，

伴随斯里兰卡民族和解进程的停滞，失业率、物价指数连年攀升，

中国逐渐成为其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再加上两国国体、政体的差

异，印度对斯里兰卡内政外交各方面的影响，本地媒体片面报道的

推波助澜，多种因素的叠加导致中国国家形象逐渐走向消极。这种

变化在文化认同中也有所反映：对中国文化观念，尤其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当代文化观念斯里兰卡留学生认同度普遍不

高。比如：十二个测试项目中，七个项目均值都在 3 以下，不认同

率高达 58.33%。个别项目如“自由”（1.98）、“公正”（1.91）、“平

等”（1.25）均值均低于 2。 

（三）受传统价值观影响较大 

调查发现，斯里兰卡学生对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有较强的认同

感，10 个测试项目中有 8 个均值都在 3 以上，认同率高达 80%。经

过访谈后我们发现，学生对以上价值观的认同主要在于其传统价值

观念中有相似的要求或规约而非在中国语境下的解读，出于类推而

对上述价值观念持认同态度。实际上，中国儒家话语体系下的价值

观与佛教、印度教等宗教话语体系下的价值观，尽管形式相似，其

本质则完全不同。因此，与其说是对中国传统价值文化的认同还不

如说是对自身价值文化的再确认。比如，斯里兰卡学生对“尊卑有

序”的认同，均值高达 4.92，其实是基于种姓制度的类推，与中国

儒家倡导的尊卑有序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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