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地方文化在汉语国际推广中的地位和推广策略研究1 

梁京 

【摘 要】：近年来，“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国际文化现象。与此同时，中国实

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积极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四川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深厚，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高品

位的文化资源，是中华大地上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旨在探讨四川如何

充分挖掘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发挥四川的文化资源优势，改进四川地方文化国际推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促进四

川的文化强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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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国际推广工作作为中国国际战略中的一部分，是传播中国语言、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树立我

国良好国际形象的基础工程。从本质上说，汉语国际推广决不只是推广和传播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应当是以汉语为载体，以

教学为媒介，以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把汉语与中华文化一起推向世界。四川是文化资源富集的地区，历史悠久，文化渊源深

厚，积累了一大批珍贵的高品质的文化资源。在目前汉语国际推广强劲发展的态势下，充分挖掘四川地方文化资源，对于改进

四川文化国际推广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大力促进四川的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汉语国际传播与推广的意义与四川文化强省建设 

从1950 年清华大学为第一批东欧国家来华留学生开设汉语课程起，新中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已经走过了60 多年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世界上掀起了“汉语热”。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汉语国际传

播都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一）政治意义 

1、汉语国际传播有助于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 年的第31 届大会上将5 月21 日定为“世界文化多样化日”，内容之一就是“提倡在尊重母语的

环境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鼓励自由学习各种语言。”由此看来，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

象，通过语言多样化使文化多样化得以生存和发展己经是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时代，各国都肩负着

保存本民族优秀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语言的对外传播不仅是在传播文化，同时也是

在传播政治意识形态，接受学习一门语言是在潜移默化地接受一种政治思想，汉语的对外传播因而也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形态意

义，它可以让更多的国外人士认识理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减少对中国的敌意，从而维护世界意识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世界

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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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汉语国际传播有助于提升我国的软实力 

21 世纪是软实力竞争的时代，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高度重视文化传播，以此来提升国际形象。推动汉语的国

际传播不仅是适应和满足世界各国急速增长的对汉语的需求，也是提升我国软实力的需要。在2006 年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作代

会上，胡锦涛指出“提升国家软实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在2007 年召开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明确提出了“中

国文化软实力”的要求。尽管我国软实力在不断增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通过汉语国际推广战略来实现中

国文化强国的诉求，进而改变一个大国文化软实力的缺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经济意义 

2003 年，曾任英国财政大臣的布朗来中国时说，英国在继续进口越来越多的家电、服装和其他物品的同时，可以出口一样

东西来取得平衡，就是出口英语( 包括英语教学、影像资料等)，它的价值在5 年内已从每年65亿英镑增加到1030亿英镑，大约

占英国GDP 的1%。英国的经验就是英语产品的研发出口，这是值得借鉴的，做好汉语的国际传播也可以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和投

资贸易的快速发展。 

具体而言，汉语国际传播的经济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充分利用中国文化资源的优势，大力开发文化产品，如蕴

含中国语言文化的动画片、展示各地地方文化的动画片、汉语影视音像等；（2）输出对外汉语专业人才；（3）针对海外学习

汉语的热潮，研发制作各级各类汉语教材、汉语词典、名著的翻译等。这些措施都能带来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 

（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发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号召，面对前所未有的文化发展

战略机遇，面对新一轮文化发展竞争态势，四川省提出了建设与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相适应的文化强省战略目标。四川是一个文

化大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资源丰富，形态纷呈，既有世界级的文化品牌，又有国内独特的文化资源，为文化强省建设提供

绵延不断的养料。在汉语国际传播和推广的背景下，做好四川的汉语国际传播策略，加大对四川地方文化的对外宣传、对外传

播，可以有效促进四川文化强省战略的实施，推动四川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四川的“跨越式发展”。 

二、四川地方文化资源在汉语国际传播推广中的优势 

四川历史源远流长，地方文化资源十分丰富，4500 年前的宝墩文化使成都平原诞生了早期城市文明，人类活动在四川盆地

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在汉语国际传播推广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 

一是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四川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有以下几个系列：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

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 

二是民俗文化资源优势。传承数千年的民俗民风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以川西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民居，以川茶、川

酒、川菜为代表的饮食，岁时节日民俗有元宵灯会、新春花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乐山龙舟会、郫县赛歌会、新都桂花

会、自贡恐龙灯会等。还有含蓄幽默的四川方言，包含有变脸、踩高跷、翎子功等绝活的川剧等。 

三是民族文化资源优势。虽然四川地方文化资源以巴蜀文化为主体，但优势部分则是少数民族文化。四川共有汉、彝、藏、

苗、羌、回等15 个少数民族，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第二大的藏族聚居区，有唯一的藏羌自治州和唯一的羌族自治县，有

浓郁的民族风情、绚丽的民族服饰、各式各样的民族建筑、各具特色的民族节日，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 



 

四是旅游文化资源优势。四川的旅游资源丰富，总计各种各级文化旅游资源多达 4000余处，是全国文化旅游资源最多的省

份之一。且四川的文化旅游资源类型多种多样，以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商业街战国船棺葬遗址为代

表的古蜀文化，以宣汉罗家坝为代表的巴人文化，以武侯祠、庞统祠、富乐山、剑门蜀道为代表的三国文化，以茶马古道和南

方丝绸之路为代表的特色文化，以杜甫草堂、望江楼、三苏祠、李白陇西院、郭沫若故居为主要体现的中国诗歌文化，以鹤鸣

山、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仙游胜地，以峨眉山、文殊院、昭觉寺、安岳石刻等为代表的佛教禅游胜地等，反映出四川

博大精深的地方文化旅游资源文脉。 

五是宗教文化资源优势。道教是起源于四川的中国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起源地，以青城山、青羊宫、鹤鸣山为代表的

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四川是禅宗神学发展的重要中心，佛教文化资源也极为丰富，著名的寺院有成都的

文殊院、昭觉寺、大慈寺、石经寺，新都宝光寺，江油云岩寺等，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也是值得开发的蜀禅文化

旅游资源。 

以上这些文化资源地方特色显著，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反映了四川人独特的审美观念、精神气质与文化心理，为四川的

汉语国际传播推广、文化强省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三、四川地方文化如何应对汉语国际推广的要求 

（一）推广中存在的问题 

汉语国际推广的重要使命是让世界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从而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目前，汉语国际推广在国家战略、

理论研究和实施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不利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广泛传播。 

1、汉语国际推广的工作尚未完全铺开 

当前，我国政府已将汉语国际推广提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但是在贯彻实施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十一五”期间，

四川通过省外国专家局等部门，从全球引入5 万多人次的外国专家、技术人员来川工作、交流，在中西部地区名列前茅。但是

四川的对外交流还是非常有限，汉语产业尚未形成，汉语产品出口很少。 

2、语言的推广远远大于文化的传播 

在当前的汉语国际推广中，语言推广是重点，对中华文化魅力的挖掘相对不够。事实上，汉语的国际推广不仅仅是语言问

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许多人学习汉语是为了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外汉语教学主要是把留

学生“请进来”，把对外汉语教学作为纯粹的语言教学来处理。现在的汉语国际推广则要主动“走出去”，让世界真正地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 

3、对外汉语专业并未形成良性发展势头 

为了回应“汉语热”趋势，内地许多高校纷纷建立了对外汉语专业。在四川，有11 所高校开办对外汉语专业，但受诸多条

件限制并未形成良性发展势头。有的院校图书资料有限，教学设备简陋，实践和训练根本无法进行；由于地处内陆城市，不少

学校尚未开展留学生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实践机会较少。同时由于国家对外汉语教师选拔体制的原因，从事对外

汉语教学的该专业毕业生极少。 

（二）推广的策略研究 



 

为了配合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四川应当通过多层次发掘自身的教育资源、加强对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开发，不断促进四

川地方文化走向世界，助推四川文化强省建设。 

1、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 

四川有丰富而优质的各类教育资源，在汉语国际推广中，应当多层次充分发掘这些资源。 

一是高校资源。四川高校有汉语言文学、中医、武术等富有中国特色的学科，往往为外国留学生所青睐，如四川大学、成

都中医药大学、成都体育学院、西南民族大学等都是留学生来川学汉语的首选之地。如何让这些高校在汉语国际推广中不仅教

授语言，更要传播中华文化和四川地方文化，是应该充分考虑的问题。 

二是中小学教育资源。中小学是汉语国际推广潜在的优质教育资源。近年来，成都已有不少中小学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如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市第七中学、成都棕北中学、绵阳中学等四所学校是“汉语国际推广中学实习基地学校”，其主要任务

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国际友人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从而加深学习汉语的兴趣。 

2、加大对外汉语专业的扶持力度 

对外汉语是个仅有30 来年历史的新兴学科、新兴专业，需要加强该学科的建设，强化专业培养目标，突出专业特色，优化

人才培养质量，使学科可持续发展。要加大投入，为培养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政府要为该专业毕

业生走出国门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创造条件，提供更多的机会。 

3、依托文化产业，加大文化产品的输出 

汉语国际推广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离不开靠本身的产业化发展，需要汉语文化产品的开发和输出。要充分认识语言文

化产业的广阔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充分利用四川地方文化资源的优势，大力开发带有地方特色的汉语产品，通过文化产业的

市场运作，带动文化产品的出口，达到在无形之中传播和推广汉语的目的。 

（1）建设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汉语教材 

对外汉语教材一般会涉及大量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知识，是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熟悉了解中国社会、文化、

历史的重要凭借。总体来看，四川高校大多采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编撰的对外汉语教材，其中的人文地理、风土人

情带有明显的北方地域特色，使身处四川的留学生难以理解。可见，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本土汉语教材是四川地方文化产品开

发的一大空白，值得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来大力研发。 

（2）本土化影视作品的文化传播 

影视作品具有声像并茂、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优势，是信息时代传播地方文化、推广城市形象最为有效的传播工具之一。

一部《乔家大院》不仅使人们认识和了解了晋商，也使山西祁县成为旅游热点，极大地丰富和传播了山西的城市旅游形象和文

化形象。在借助影视作品推广四川地方文化、提升城市形象的过程中，可选择四川秀美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为背景，通过精

心策划和表演，将自然景观、古镇村落、历史遗迹经过艺术加工，变成融人文历史、地理景观、艺术魅力于一体的影视作品，

让世界了解四川的文化遗产、民俗风情、历史文化。 

（3）借助动漫产业，丰富文化产品的传播形式 



 

成都是国家数字游戏动漫产业基地，有相关企业200 多家，从业人员3 万余人。四川应该充分应用这一优势在数字游戏动

漫作品中植入四川地方文化内涵，这不仅能提升游戏动漫的内容品位，还能推广和传播四川地方文化，达到挖掘和传承四川地

方文化的目的，也为四川的文化强省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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