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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语境下增强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途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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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任何一个民族只有恪守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才能够树立起文化的自信和民族的自信心，一个没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民族

是难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培养和树立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基石。当前我们正面

临着一场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的危机。在目前跨文化交际语境下，尽力加快建立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增强中华传统

文化认同感有两种路径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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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际语境下，提高中华文化认同感，树立和培养民族

共同意识，是增强中华民族团结的基础，是提高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中最重要的“软实力”。每个国家都会面临文化认同危机。这种认

同危机表现为对个人和民族两个方面。对个人而言，会出现对本民

族文化不自信。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认同，就会危害到民族团结和国

家安全。

文化认同是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定，是对本民族中的那些积极、

向上的正面事物的积极认可。古今中外有无数的鲜活的例子说明，

一个有着文化认同，文化自信的民族最终都能够在历史数次大潮中

披荆斩棘，勇于前行，反观那些失去了这些作为一个民族生存和发

展基石的民族最终会被历史所抛弃。

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缺乏认同的原因如下：

第一，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外来文化不断输入和渗透到我国

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今随着科技、文

化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振荡洗涤。

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行，全球化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本土文化

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一些弱小的民族文化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失去

自己的文化，使得国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自信，丧失本国文化

在世界的竞争力。西方文化的不断输入对东方文化产生了久远、深

刻的负面影响。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东方文化是愚昧、落后的文

化，西方文化才是代表了最先进、最优秀的文化。西方人的宣传是

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他们在宣传和介绍中国文化方

面是有选择性的，它把宣传的中心放到了中华文化中落后、愚昧、

阴暗的一面，宣传了“旧中国”的形象，他们不愿正视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蒸蒸日上的现实，他们歪曲事实，不去客观公正地宣传中华

文化的精华。国内某些电影导演拍摄的一些影片在国外获得了一些

电影大奖，殊不知，这些电影宣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阴郁、压抑、

落后的文化场景，恰恰迎合和满足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文化的心理，

满足了西方人的文化猎奇。另一方面，美国好莱坞大片源源不断地

输出世界各地，它灌输了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民主政治体系，民主

意识，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视而不见，不报道，不宣传，

歪曲事实，贬低对方，以此提升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先进性，这种

偏见极大损害了东方人的文化自尊，削弱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

第二，一些国人的“崇洋媚外”的心理在作怪。在旧中国，外

来文化的入侵极大影响了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同时国

人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了自信。

一些国人认为我们的科技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

失去了对本国文化的自信，总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亮。这些使

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没有个性的民族文化未必能够得到西方世界

的认同。正应验了那句话，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道理。

针对上述造成对我们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的原因，我们要清醒

地认识到培养和建立中华民族对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提高中华

文化自信迫在眉睫，我们可以采取对内和对外的两种方式来解决当

前的认同危机感。

内在路径：

一方面，我们应该明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个道理。世界

的多元文化是建立在各个民族独具特色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个体民

族文化基础上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区别于西方文化的文化差异性是

我们文化的特色，是我们文化的根本。作为中华子孙对待几千年的

中华文化，我们不应当盲目自大，也不该妄自菲薄。区别于西方文

化的差异性是我们文化的立身的根本，保持本民族文化的个性，才

能不失去自我，失去文化个性的民族就会被外来文化同化。保持鲜

明的文化个性，建立多元文化是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根本保障。

另一方面，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路径，还要构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氛围，让中华传统文化植入人心。近期中央电视台定期

举办中华传统文化各种大赛，这样丰富多彩的大赛在国内外引起了

强烈的共识和赞许。全民参与，线上线下互动掀起了一股喜爱中华

传统文化的热潮，让人津津乐道，受众受益很大，这样的大赛活动

有利于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最近几年影视文化的不断探索和创新为宣传中华优秀的民族文

化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一些备受观众喜爱的影视剧都把讲好中国

故事，宣传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作为影视创作的目标，这些优

秀的影视剧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树立国人文化自信方面做出了诸

多贡献。

我们要在中小学阶段展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想实招，

培养学生从儿时起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兴趣，要让他们在民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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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器、武术、书法、绘画、诗词中了解中华的精髓，懂得中华

文化的博大精深，培养其爱上传统文化，终身受益的意识。决不能

丢弃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而只记得节日里有情人节、圣诞

节、感恩节的一些西方节日，如果妄自菲薄，总认为西方的月亮比

中国的亮，那才是我们教育的最大败笔。

外在路径：

其一，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能够更好地展示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深厚意蕴。中国电影的海外输出是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好的

平台和媒介，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中国电影对外传

播中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是电影人奋斗的方向。

其二，中华文化对外翻译的认知方式的转变。汉语语言和欧美

语言属于不同的两个语系，语言的不同导致了认知方式的不同。欧

美文化源于圣经、古希腊罗马神话和骑士文学，宗教色彩浓厚，这

深刻地影响了欧美文化，他们的文化认知与我们产生了极大的不同。

中华文化源于孔孟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认

知方式必然会在两种语言的互译过程方面产生极大的分歧。由于有

了这些中外文化的认知方式的不同，在对外文化的翻译方面就会出

现表达方式、审美角度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在跨文化交际背景下，

如何将原汁原味的中华语言文化底蕴成功地翻译成外文是翻译工作

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使命。在对外宣传中华文化方面，我们要认识到

中外文化的认知方式的不同，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采取适合的认

知方式的转变，将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

人了解、接受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海外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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