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Education and Practice 现代教育与实践 第 2卷第 5期 2020 年

对外文化输出途径研究及对策

【摘     要】

【关键词】

文化输出是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本，本文就对中国文化输出进行了研究，首先分析了中国文化输出的必要性，然后总结当下所

面临的文化问题，然后研究中国如何加强文化输出。帮助解决当前国内的文化问题，以及采取更为合理的行动，提升中国的文

化输出能力。

文化输出；软实力；问题；对策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全球文化交流变得
更加频繁使得文化输出成为了国家实力、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文化输出存在明显的不足和落后，因此，有
必要加强中国的文化建设，推动中国的文化输出，提升中国的实力
和国际形象。

一、文化输出的必要性

1. 文化输出是软实力的体现
软实力是一种国家的能力，能够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威逼利诱达

到目的，软实力中包括了国际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等，
国家利用软实力和硬实力相互促进和配合，能够更好地达到本国的
目的。软实力被提出以后，在思考国际问题时人们有了全新的思维
和视野，而且软实力也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广泛关注 [1]。随着研究的
深入，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被学者提出，所谓的文化软实力，指的
就是该国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内容，无论是利用文
化因素来发挥内部的凝聚力、动员力，还是对外产生渗透力、吸引
力和说服力，都有着极大的作用。因此，国家需要以文化为基础的
软实力，并且要依靠文化输出来体现自身软实力。

在全球化趋势明显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经济的界限正在变得模
糊，国与国之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不同国家有着激烈的竞争、
合作。在非常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国为了能够让自身发展壮大，
就需要提升整体实力。这其中必然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资源
掌握、科技水平等硬实力，但也应该不断提升软实力，为自身的硬
实力创造重要的发挥空间。目前，我国的文化输出存在明显的不足，
所以为了能够提升国家软实力，就需要加强文化建设，推动中国的
文化输出，给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空间。

2. 利用文化输出保证我国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民族、国家对于自身文化遗产、价值观对待的方式

和行为是否能免于被其他文化侵蚀和取代的评判，而中国的文化安全，
在于中国的文化能否免于被外界威胁、侵害而导致内部混乱和失序，
并且保证本民族的文化能够普独立、生存和发展。很多外部势力都
会从文化的角度来影响中国的发展，利用西方价值观对中国文化进
行解构，将中国文化塑造成长期落后、蒙昧的形象，以摧毁中国的
文化安全。同时，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正在遭
遇巨大的外部冲击，在缺少文化输出的背景下，中国的文化显得十
分弱势，并造成中国的文化在逐渐失去自由的特征，不仅严重威胁
着中国的文化安全，甚至对中国的主权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 通过文化输出重拾话语权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信息化时代，使得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之间

的合作，更让文化传播、渗透成为了世界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思想、

信息拥有和商品、技术、资本同样的流动地位，使得全球化正在走
向思想领域。文化是全人类共同的遗产，是对各民族文化传承和创
新的结果，并不存在优劣之分，所以需要尊重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
异，对于中国的文化交流而言，我国虽然有着快速的经济发展，但
是在文化发展上有明显的滞后，同时国内有过洋节、吃西餐的文化，
甚至中英文混用也成为日常说话的时尚，导致中国的文化逐渐失去
了主体性，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2]。文化输出的落后影响了中国的
话语权，在国际交流的过程中，很多国家对中国提出不可思议的无
理要求，也是为因为我们文化输出不足，导致他们对我们认识不足，
一方面不认同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没有认识到中国的负责任和
守信的国际事务风格。因此，中国加强文化输出，也有利于中国重
拾国际话语权，有利于增进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合作，增加互
信，从而为互利创造良好条件。

4. 经济输出需要和文化输出与时俱进
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中，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经济规模已

经来到了世界第二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具有完整产业链的国
家，制造业的产值高居世界第一，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国。在新
冠疫情之后也有迅速的反弹，并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
主要经济体。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文化输出始终没
有跟上经济的发展，导致世界很多国家并不愿意接受中国高速发展
的现实，本能地认为中国依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甚至在我国
产品出口、技术输出的过程中，也因为文化输出的薄弱影响造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同时，高速发展的经济也给文化输出创造了巨大的
平台，文化产业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经济创造一
定的支持。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中国需要更多发展文化
创造以创造全新的经济发展空间，而更强的文化影响力也更有利于
中国的产品、品牌走向世界。因此，中国需要做到文化和经济的同
步输出，利用二者的相互促进，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

二、中国的文化输出困境

1. 缺少对自身的文化自信
文化输出建立在拥有、了解和传承自己的优秀文化的基础上，

既要对本国文化有足够的自信，同时也要形成文化的自觉，否则文
化的输出就容易被曲解，或者被视为一种落后、腐朽的文化。在全
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强势文化很容易对弱势文化造成冲击，使受冲
击的一方往往会失去对自身文化的自信，甚至失去本文化的自觉 [3]。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就缺少自信，而且正在失去自觉，传统的笔墨
纸砚、琴棋书画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但是这些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无论是形式还是都有值得传承的部分，然而很多年轻人对
于传统非常抗拒，习惯性地将传统与落后甚至腐朽挂钩，很不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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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
2. 文化产品问题
文化产品是文化输出的重要途径，而且文化产品也有推动经济

发展的作用，但是如果在文化输出过程中对文化的重构不合理，就
容易产生文化的误解。很多中国人习惯地将文化产品局限在一些传
统文化上，包括瓷器、京剧等等，但是瓷器比较贵重，京剧也不被
大众所喜欢，导致文化产品曲高和寡，难以真正被外国人所接受 [4]。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对于流行文化并不重视，在网络小说、手机游
戏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管理部门并不愿意将其视为中国的文化符号，
使中国浪费了过多的文化资源。

三、文化输出途径分析

1. 加强精品文化输出
文化的输出一般包括了三个层面，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和

思想文化。使用文化是日常生活文化，包括各种日用品、家用电器
等等；艺术文化包括文学作品、书画作品、戏曲作品等等；思想文
化即国内产生的文化思想。中国的文化输出大多都注重在第一层文
化输出，因为国内的制造业产品出口较多，尤其是家用电器、日用
品等等，但是在艺术文化和思想文化上比较匮乏。

国内的艺术文化输出应该突破过去完全局限在传统文化思想禁
锢，而是应该认识到很多流行文化的对外输出也是一种重要的艺术
文化输出方式。无论是音乐、美术、电影、小说、游戏，都属于中
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当下中国人所创造的文化 [5]。因此，需要借
助市场，使文化得到高速的发展，并借助市场选择更多精致的文化
产品，使国内的文化能够走向外国。

一定程度上来说，思想文化能否向外国输出，来自于国家是否
具备足够的实力，如果缺少足够的实力，哲学等思想无论如何先进，
都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同。因此，思想文化的输出仍然要借助本
国发展，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发展。但是，中国依然需要不断加
强对思想反文化在发展上的投入，不断整合国内文化的发展成果，
提炼出能体现出当代中国学者的思想文化，不仅能推动中国的文化
输出，也能让中国人具有更强的认同感。

2. 基于自觉意识的文化输出
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提升了本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本国文化意识，

目前，中国仍然需要构建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在中国的长期发展
中，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从未发生转变，求真务实、人定胜天等
思想贯穿中国发展的始终。但是随着中国人思想受到外国的文化冲
击，以及因为中国落后导致本国人对外国思想的崇拜，破坏了我国
的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一些浮夸的享乐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文化
都在冲击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质朴思想和集体主义思想，因此需要
加强对本国文化的保护，提升文化自觉意识，才能为文化输出创造
良好的基础。

所以，需要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特点和发展的研究，
做好对民族文化精华和内在价值的提炼和输出，不断围绕民族文化
的思想内核加强文化创造。避免被西方价值观取代本民族的价值观，
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

3. 翻译下的多渠道文化输出
为了能传播中国的思想文化，就需要让外国人理解，而翻译是

必不可少的方式。对此，不仅需要有本国人参与翻译工作，也要吸
引更多外国人参与到其中，吸引他们打破语言障碍，学习中国的文化。
翻译的内容不应仅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应将国内的流行文化
向外推广 [6]。同时，翻译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思想的保留，防止翻译
后的作品在思想上发生转变，影响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效果。所以，
需要建立一支国际化的翻译队伍，能针对不同语言都采用最合适的
翻译方式，确保更多外国人能对中国文化有全面地认识。而对于一
些文化产品，包括小说、影视剧、游戏等等，也要加强翻译制作，
提升本国文化的商业价值。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能保护本民族文化，以及推动中国在
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就需要加强中国的文化输出，提高中国
的软实力。所以，国内还需要加强对文化的研究，突破过去仅仅停
留在传统文化上的宣传，而是需要将中国现代的文化创新也充分重
视起来，使更多的国家能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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