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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传承、外译与传播研究

刘　慧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　要：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不仅仅是中国和世界的宝贵遗产，同时也是活的源泉，在中国传统礼

仪与文化中我们能够永远发现能够对现代社会生活起到作用的东西。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传统礼仪与文

化的传承、外译和传播。认为在文化传承上中国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且在不断传承保护着传统；

在文化的外译上需要考虑中国和翻译国家的文化以及语言环境，互相尊重；在传播上已经乘上了网络时

代的快车，且在传播中出现过的问题也都在不断修正，正一步步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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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在

一代又一代的朝代变迁中，中国积累下来了丰厚

的传统礼仪与文化。然而在时代的进程中社会在

不断的进步与发展，作为现代人的我们要对传统

的礼仪与文化以辩证性的眼光看待，取精去糟，

用心传承。而且随着社会发展，中国的传统礼仪

与文化正面临着新的形势，例如有的人认为现代

年轻人将不懂得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

传统节日正在遭到冷落等。同时在开放的世界环

境中，中国文化必将与外国文化进行碰撞。在这

样的纷乱背景下，对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传承、

外译、传播等方面进行系统化研究将帮助我们看清

形势，做出正确的应对。

一、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传承

1. 应有的传承态度

从近代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我国对传统文化与

礼仪的传承发生了明显的态度转变。在封建王朝时

代，我国国民信奉的是祖宗大于天，家法不能变，

对传统文化和礼仪不加区分的一律继承。但是因为

近代的列强入侵事件可科学现代思潮的传入，一部

分中国人开始觉醒，意识到传统礼仪和文化并不是

永远正确，我们需要打破传统的藩篱才能拥抱新的

真理，使国家走向新生，因此，轰轰烈烈的“打倒

孔家店”运动出现了。到了现代，我们国家进入了

稳定的发展，并且在持续进步着，国人对传统礼仪

和文化的态度也走向了正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批判性的继承 [1]。

但是在外国文化的入侵下，传统礼仪与文化又

迎来了一轮新的危机，那就是它会不会被网络文化

和外国文化所取代。本文认为传统礼仪和文化会出

现新的变化，但并不会消失。中华文化从来都是开

放性的、活的文化，只有不断与新的文化进行融合、

传统文化和礼仪才会一直活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

体现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中，而不会活在书本上和历

史中。

2. 目前的传承状况

（1）民族精神的传承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在一次次入侵

下始终坚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

神传承一直在延续。从始皇帝统一天下开始，中国

就永远没有被真正分裂过，因为所有中国人都在坚

定同一个思想信念：爱国。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在

今天依旧被每一个中国人坚定不移地坚守着。这是

中华传统礼仪与文化得以传承不断的根本原因。除

此之外，中国礼仪和文化中许多正面的精神思想都

被传承了下来，它们在新的时代或者改换了名字，

但内核永远不变，例如“天道酬勤”、“厚德载物”、

“乐于助人”、“雷锋精神”等等。

（2）民族知识技艺的传承

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能够传承到今天，当然不

是凭口头说说，它有着丰富的物质载体。例如一个

简单的拱手礼传承的是尊敬，一句“要留清白在人

间”传承的是坚贞，一件件文物传承了历史，一项

项技艺传承了智慧……只有将中华礼仪与文化的载

体重现，中华礼仪与文化才仿佛就在我们面前。尽

管传统文化的传承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我国

依旧在传承的路上依旧秉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念：教

育中占比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一项项国家遗产、

世界遗产、传统技艺传承人……我国民族的知识和

技艺也都在不断传承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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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外译

1. 中外文化的差异

首先，文化形成的环境因素不同。由于地理、

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的文化和外国的文化有很

大的差异。例如中国平原多，形成的是农耕文明，

在蒙古草原则形成了游牧文化，至于欧洲，因为多

为小岛，所以他们形成的文化就多涉及鱼。例如，

在中国文化中，春天的象征是东风，而在西方文化

中，春天的象征是西风，出现这截然不同的现象就

是因为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

其次，历史不同也会造成文化的不同。例如我

们在学习英语时，都会听教师说过在英国最常见的

方式就是谈论天气。而在中国虽然也会谈论天气，

但人们的谈话往往都通过“你吃了吗”开始。例如

在芬兰，大部分人都不喜欢与其他人交往，这是他

们国家特有的文化内涵，但是在中国则是喜欢热闹

的人占大部分。

2. 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外译的原则 

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在对中国文化进行外译

时要综合考虑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对方文化的特点，

一般在翻译中遵循实事求是和等价代替的特点。例

如上文提到的东风表示春天时，就应该翻译成英语

中的西风。文化翻译的策略一般分为以下几个：转

译法，即通过转变词性以使意思通顺；增词法，即

通过增加字词使意思通顺；重复法，为了强调某一

个词语可以在翻译时对这个词进行重复；省略法，

将汉语中一些可有可无的词语或者不符合翻译语言

文化习惯的词语删掉，但不可改变文章的意思 [3]。

三、中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传播

1. 网络传播传统礼仪与文化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国传统礼仪与文化

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从纸质书籍类变

成电视广播类，直到今天，我国在传播传统礼仪与

文化的方式上已经多种多样。这多种多样的传播方

式对在不同的人群中传播文化起到了非常全面的作

用，使我国传统礼仪与文化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传

播。其中，最重要的传播方式就是利用网络传播，

我国也在不断地将各种传统文化通过现代技术和网

络进行数字化储存和备份，现在如果想要了解某一

项传统礼仪或者文化知识只要上网搜一搜就能轻松

查到，非常方便。

2. 传播的娱乐化与严肃性

在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娱乐成为了当今社

会的主流，一切事物，无论严肃与否，都在不可避

免的沦陷在娱乐当中，甚至有人提出了“娱乐至死”

的观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我国传统礼

仪与文化的传播也成为了娱乐的附庸，人们对传统

各种调侃借用，通过漫画等方式逐渐消解了传统礼

仪与文化的严肃性，使其沦为了大众娱乐的消费品。

但是索性，目前我国对传统文化与礼仪的认识正在

回归常态，在传播途径中传统礼仪与文化也开始慢

慢显露出自己的特点，利用其博大精深的内涵对现

代社会的浮躁加以影响。虽然在某些传播途径中，

依旧带有娱乐的性质，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其正面

作用更大，例如《中国诗词大会》等。

3. 传播的大众化

我国传统礼仪与文化在我国古代的传播中有

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特点，那就是民众阶层与士人

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在我国古代的文化中大致

可以分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分别对

应两个社会阶层，下层的人看不懂上层的文化，

上层的人看不起下层的文化。但是在现代社会中，

我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传播已经走向了大众化，

随着大众审美的不断提升，雅俗共赏这个词语正

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4]。

4. 传播的多元化

我国的传统礼仪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化、是博

大精深的，没有人可以在短暂的一生内学会所有的

传统礼仪与文化，因此在传统礼仪与文化的传播上，

也表现出了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所

有的人都能在浩如烟海的传统礼仪文化中找到自己

心仪的那一种文化，二是我国传统礼仪与文化的输

出呈现出多元性，它即吸收外来文化，也积极向外

国人传播自己。只有拥抱世界的文化才能永葆青春。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的传统礼仪与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虽然面临着一些危机和挑战，但是我国对传

统礼仪与文化的态度确实明确而正确的，因此只

要善于利用环境，妥善应对，危机也可以是机遇，

中国传统礼仪和文化会在新的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目前我国传统礼仪与文化所面临的主要有对外输

出、对内传承两种情况。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正

确的态度，在用心传承的同时积极输出，在利用

传统服务现代的同时让世界共同见证中国传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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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与文化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陈诗雨 . 探究礼仪本源弘扬中华文化 [J]. 高

中生学习：高一 ,2019,000（002）:P.58-58.

[2] 王楠 , 李雁冰 . 中国优秀传统礼仪文化的传

承和发扬 [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5（08）

:56-57.

[3] 周悦娜 . 论中国礼仪文化传播与大众传媒的

关 系 [J]. 中 国 广 播 电 视 学 刊 ,2011,000（005）:93-

94.

[4] 屠若曦 . 中国传统文化礼仪在英语教学中

的运用 [J]. 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6,13（001）

:12-12.

作者简介：刘慧（1981.11—）性别：女，民族：

汉族，籍贯：湖南娄底人，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

学英语教育硕士，讲师，从事英语教学、中外文化

对比与翻译等方面的研究。

项目基金：本论文是广东省教育厅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互联网 + 时代下的大学英语微课创新模

式研究”（粤教高函（2018）180 号；湛江科技学

院大创项目：观大国之仪，叹服饰之美——传统礼

仪与汉服的传播与传承（2021ZKYDCA02）；广东

旅游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及传承研究——以开平

碉楼为例（2021ZKYDCA45）；“翻译专业教学团队”

建设（ZLGC2019003）; 高级英语视听说 I—“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PPJH202118YLKC）; 大学英语—

线上线下混合一流课程（PPJH202104YLKC）; 教育

信息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与策略培

养研究（DDXK202101ZXM）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