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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开展的重要载体，国际汉语教材是反映中原文化国际传播情况的窗口之

一。通过考察《新实用汉语课本》和《ＨＳＫ标准教程》这两套通用的国际汉语教材，发现其中的中原
文化因素数量总体占比较低，文化类目涉及不全；内容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没有随着学生语言水平

的提高而逐步深入；呈现模态单一，多用传统的文字模态，图像模态未能与时俱进，容易造成学习者

对中原文化的刻板印象。这也是中原文化国际传播整体情况的缩影。为使中原文化真正“走出

去”，应借助多元传播主体，形成合力，扩大中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甄选传播内容，构建多层次传

播体系；创新传播方式，增强文化体验。

关键词：中原文化；国际汉语教材；国际传播；文化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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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这一地域概念在历史上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包括今天的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

部分地区；狭义的中原指的是今天的河南省［１］。

本研究所述的是狭义的中原，即河南的代称，因

此，本文的中原文化指的是河南文化。河南积

淀着数千年的文化底蕴，中原地区的语言、政

治、科技、宗教艺术和圣贤哲学等都有着极其丰

富的内涵，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由于特定

的自然和社会历史条件，中原文化是一种以农

业文明为核心的文化，由此形成的自强不息、顽

强拼搏、海纳百川的精神等对中华民族的发展

有着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中原文化不仅是中

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的根基

和代表；中原文化不仅是地域文化，更是国家文

化［２］。加强中原文化的国际传播，有助于坚定

文化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目前，学界对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的相关研

究并不多，且多从政府、媒介等较为宏观的层面

对中原文化的国际传播提出建议。随着我国国

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取

得了长足发展，如今已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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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渠道［３］。作为国际中文教育开展的重要载

体，国际汉语教材是反映中原文化国际传播情

况的窗口之一。鉴于此，本文拟以两套具有代

表性的国际汉语教材为研究对象，调查中原文

化在教材中的呈现情况，见微知著，探讨中原文

化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

策略，以期提高中原文化国际传播效果。

　　一、中原文化在国际汉语教材中的

呈现

　　教材是一种文化产品，也是促进文化广泛

传播的重要因素。作为传播工具之一的国际汉

语教材，不仅为教学实践服务，更是汉语学习者

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我们以

教材的权威性和使用的广泛性作为主要考量标

准，选取了《新实用汉语课本》（以下简称《新实

用》）①和《ＨＳＫ标准教程》（以下简称《教程》）

这两套综合系列教材（见表１）。

表１　两套国际汉语教材的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新实用》 《教程》

册数 ６册６本 ６册９本
教材类型 综合型 综合型

作者 刘繤 姜丽萍

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

《新实用》坚持结构与功能相结合，强化培

养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教程》的

编写主要遵循《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的内容，

与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称ＨＳＫ）的内容、形式与

级别全方位对接，体现了“考教结合、以考促

学、以考促教”的新型编写理念［４］。就教材的

权威性来看，《新实用》和《教程》均是由国内权

威的国际汉语教材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教材，两套教材的编写者均为国内

业界知名专家。从教材使用的广泛性来看，

《新实用》面世后已发行１５０多万册，被海内外

１０００多所大学使用［５］。作为一项标准化考试，

ＨＳＫ是衡量汉语学习者水平的重要标准，在国

际汉语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教程》采

用考教结合的方式，既适用于各国孔子学院，又

适用于汉语教学机构和个人自学，成为全球范

围内使用最广泛的国际汉语教材之一。下面主

要从两套教材中文化呈现的总体比例与文化类

目、文化内容和文化呈现模态三个方面对教材

中的中原文化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

１．数量上总体占比较低，文化类目涉及

不全

根据前文对中原文化的狭义界定，本文所

说的中原文化是指在河南省境内的由人在社会

实践过程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如

《教程》中出现的甲骨文、姓氏文化、太极拳、功

夫等，《新实用》中出现的中医、嵩山、白居易、

黄河、丝绸等。在计数时，同一文化因素不累

加，只计一次。据此，我们统计出了两套教材中

中原文化的呈现情况（见表２）。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中原文化应

在中国文化中占有较大比重。但如表２所示，

中原文化在《新实用》中的总占比仅为６．０９％，

在《教程》中的总占比不足４％，这显然与中原

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这也说

明，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编者并未认识到中原文

化的重要性，没有给予其足够的重视。教材是教

学开展的重要依据，教材中中原文化的缺失不仅

会造成学习者对中原文化的认知存在局限性，也

会导致学习者对中华文化产生认知偏差。

此外，要深入分析中原文化在国际汉语教

材中的呈现情况，还需要对教材中的文化因素

进行具体分类。２１世纪初第一个正式出版的

文化项目表是《中国文化教学大纲》，之后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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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实用汉语课本》第３版目前只公开发行了第１—２册，此修订项目尚未完结，因此，本文的考察对象仍为第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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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套国际汉语教材中的文化因素相关信息统计

教材

《新实用》

文化因素

总数／个
中原文化相关

信息数／个
中原文化

占比／％

《教程》

文化因素

总数／个
中原文化相关

信息数／个
中原文化

占比／％

第一册 ５８ １８ ３１．０３ ３４ ５ １４．７１
第二册 ７１ １４ １９．７２ ３８ １ ２．６３
第三册 １６２ １５ ９．２６ ７９ ４ ５．０６
第四册 １９８ ７ ３．５４ １４０ ５ ３．５７
第五册 ２２６ ２ ０．８８ １９４ ５ ２．５８
第六册 ２５４ ３ １．１８ １７９ ５ ２．７９
总计 ９６９ ５９ ６．０９ ６６４ ２５ ３．７７

国家汉办组织编撰的《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

大纲》，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存在着覆盖面不

全、系统性不足等缺点［６］。周小兵等在此基础

上，运用国内外二语文化教学理论，以大规模国

际汉语教材语料库为依据，创建了《新中华文

化项目表》，该文化项目表在科学性、系统性方

面更胜一筹。我们以此为依据，按照“一级项

目－二级项目－文化因素”三个层级对两套教

材中出现的中原文化进行归类统计。《新中华

文化项目表》总目录中共有４６个文化项目，而

《新实用》中中原文化涉及的项目只有１２个，

约占总数的２６．１％；《教程》中涉及的项目仅有

１０个，约占２１．７％。两套教材都涉及了国情文

化中的“地理”“历史”“中国体育”、日常文化中

的“饮食”“休闲娱乐”“节日节气”、成就文化中

的“艺术”和“语言文字”。但是，遗憾的是，与

人们生活比较密切的也是学习者比较关心的

“家庭生活”“购物消费”等内容均没有涉及。

可见，这两套国际汉语教材在文化类别的选择

方面均存在覆盖面不广的问题。

２．已有中原文化内容缺乏系统性、连贯性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两套国际汉语教材在

展示中原文化方面缺乏系统性。例如，太极拳

是发源于中原地区且是中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

的文化元素，在《新实用》与《教程》中出现的频

次分别为１４次和３次。按照教材中出现的先

后顺序对太极拳的相关知识点进行对比发现，

这一知识点的讲解并未随着教材难度的增大而

深入。太极拳在《新实用》中虽然出现频次达

到１４次，但几乎都是以关键词的形式出现的，

并没有设置相关专题进行讲解；《教程》中虽提

及了太极拳，附有太极拳的图片，并对其基本概

念进行了解释，但没有对其来源、发展历程、精

神内涵等方面进行介绍。太极拳诞生于中原地

区，是以中国传统儒、道哲学中的太极、阴阳辩

证理念为核心思想，同时具有颐养性情、强身健

体、技击对抗等多种功能的一种传统拳术，深受

外国友人的喜爱。但是两套国际汉语教材并没

有随着语言水平的提高而展现这些内容，学生

的跨文化理解可能会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国际汉语教材中的中原文化缺乏系统性、

连贯性的问题，究其原因，是有关中原文化显性

的、专门性的文化教学语篇不足。汉语教材中

显性的、专门的文化教学语篇大概分为两类：一

是介绍文化知识的板块；二是以中原文化为主

题的课文或阅读材料。我们发现：《教程》中共

有文化板块３０个，其中含有中原文化因素的板

块只有５个，占比约为１６．７％，整套教材中，以

中原文化因素作为课文标题或者阅读材料标题

的只有２个，分别是《走进木版年画》和《太极

与太极拳》；《新实用》中共有文化板块４８个，

涉及中原文化的板块数量为 ６个，占比约为

１２．５％，以中原文化因素为标题的课文或阅读

材料仅有《他们是练太极剑的》一篇。由此可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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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两套国际汉语教材中中原文化的总体

占比和显性文化占比都不高，这与其在中华文

化中的核心地位不相匹配。

３．呈现模态单一，未能多模态呈现

朱永生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认为模

态包括语言、技术、图像、颜色、音乐等符号系

统［７］。按照这种分类，两套国际汉语教材中中

原文化的呈现方式，主要包含语言模态（文

字）、图像模态（图片）和声音模态（声频）三种。

文字模态一直以来就是国际汉语教材中的重要

呈现方式之一，在中华文化传播中发挥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此外，两套国际汉语教材中虽都

涉及了声频模态，但是只局限于对教材课文与

课后习题的语音处理，主要是针对语言技能的

培养，而非文化知识的普及。

从图像模态来看，两套国际汉语教材呈现

出两种不同的风格，主要表现为教材中的插图

的色彩。插图的颜色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

学习者的视觉感官，还可以提高教材的表现力，

增强教材的趣味性。《新实用》的图像主要是

以黑白色彩的形态呈现，如《新实用３》第３４课

《神女峰的传说》中，中岳嵩山作为文化知识出

现在了文化拓展专题中，但配图为黑白色，并且

图像模糊，文化特征不典型，不易分辨，学习者

无法通过图片初步领略中岳嵩山的魅力。《教

程》中插图虽多为彩色，但有些图片没有随着

时代的变化和教材的再版而更新，整体风格有

些陈旧。这容易导致学习者对中原文化产生刻

板印象，无法全面认识与时俱进的中原文化。

从图像模态和语言模态之间的关系来看，

两套国际汉语教材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图像和文

字模态相结合的方式来呈现中原文化。图文关

系理论认为，图片和文字之间的关系包括平等

和不平等两大类。平等关系指的是图片和文字

地位相等，并且整个图像与整个文本相关联。

不平等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当图片只和部分文

本相关时，二者关系为图从文；当文本信息需要

参考图片解码才能被理解时，二者关系为文从

图［８］。我们发现，无论是《新实用》还是《教

程》，图像模态和文字模态之间的地位都是“图

依附于文”的不平等关系。例如，《新实用》中

涉及的中原文化相关知识点为“黄河”，但教材

中呈现的并非黄河的“几”字形插图，而是中国

的整体版图，没有凸显黄河的特点。这样一来，

图片内容并未准确传达出文字的目标内容，只

和部分文本相关联。又如，太极拳作为中原文

化的代表之一，在《教程》的不同级别教材中分

别出现在“热身”与“文化”模块中，但两者配图

具有极高相似性，展示视角单一，缺乏多样性和

生动性。

　　二、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化策略

　　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使

其形成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新

格局极为重要。作为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原文化是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

国价值的核心展现形式，与中国品格、中国气质

和国家形象密切联系［９］。因此，提升中原文化

国际影响力是非常有必要的。基于此，本研究

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等方面提出

中原文化国际传播的优化策略。

１．借助多元传播主体，形成传播合力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但在国际汉

语教材中的呈现却并不理想。中原文化要想

“走出去”，应借助多元传播主体，多方推介，借

力传播，形成共振效应。随着全球传播环境的

变化，中原文化“走出去”需要发挥多元主体的

协同作用，形成上下贯通的合力。一方面，政府

应发挥好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各民间团体组

织、个人等也应发挥各自优势，利用好已有资

源，使中原文化国际传播形成全方位扩散格局，

增强中原文化的辐射力。尤其是在自媒体时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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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多元传播主体可以形成合力，扩大传播途

径，提升传播效力［１０］。针对国际汉语教材中存

在中原文化占比较低、文化类目不全的问题，应

发挥国际汉语教材的直接使用者———国际汉语

教师与汉语学习者的作用。从中原地区走向世

界的国际汉语教师，都是“行走的中原文化”；

而汉语学习者则是国际传播中“他述中原”的

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可以将接触到的真实的中

原形象经过群体社交进行扩散，通过这种人际

传播的方式或经由他们所产生的媒介文本（社

交媒体内容等）来实现中原文化的柔性传播。

此外，还有研究中原文化的汉学家、来豫的外籍

专家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等，他们都

是中原文化的“活教材”，在中原文化国际传播

中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２．甄选传播内容，构建多层次传播体系

中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包含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内

容，其中物质文化是组织文化结构中的表层文

化［１１］，它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不同，具有外显

的文化符号。表层文化渗透性强，并且在传播

过程中，更容易产生文化认同，因此，在中原文

化传播的过程中，可以优先选择表层文化作为

切入点，如选取豫剧、少林功夫、太极拳、木版年

画、剪纸、中药、中原美食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化

元素，以其为基础进行再创造，激发被传播群体

对中原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提升中原文化的传

播效能，从而使中原文化得以有效传播。

在传播表层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应由浅

入深、循序渐进地呈现这些文化背后所蕴含的

核心价值观念。也就是说，应从眼见的表层文

化到心会（理解）的深层文化，构建多层次传播

体系。例如，两套教材对作为中原文化代表之

一的太极拳进行介绍时，都只停留在简单介绍

其概念这一阶段，缺乏对其深层内涵的挖掘。

汉语教材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承担着

文化传播的重要责任。如果在汉语教材中能够

由表及里地、深入浅出地、系统全面地呈现太极

拳的特点及其蕴含的以柔克刚、阴阳辩证、借力

打力、四两拨千斤等哲学思想，那么太极拳的国

际传播效果会更佳。又如，在向世界推介中国

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豫剧时可以首先从文化产

品入手，通过实物展示，让学生了解豫剧中常见

或典型的物品，引入豫剧的有关基本信息，包括

豫剧的起源和特点等；然后介绍豫剧的经典剧

目，使其感受中原人民勤劳善良、坚韧顽强、大

仁大义、诚信担当、爱国奉献等优秀品质，体悟

中原文化中的正能量；之后，可以让受众亲身参

与，通过文化活动体验切身感受豫剧的文化魅

力。这样，受众有了对豫剧文化的基本理解，才

会产生情感共鸣和认同，也才会有分享的欲望，

从而进行主动传播。总之，应构建多层次传播

体系，可以基于“文化三角”的概念，先从文化

产品出发，让受众有直接的形象的感官认知，然

后通过文化活动体验，了解“做什么”和“怎么

做”，通过阐释“为什么那么做”将中原文化中

的某种深层观念深入浅出地展现出来。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往对中原文化的宣

传和呈现更多的是“文化河南，厚重中原”，关

注传统文化多一些，缺少当代视角，这也是国际

上对中原文化产生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在遴选中原文化内容时，应拓宽视角，以

传统文化为根基，将历史与现实结合，挖掘与当

代精神特质相契合的中原文化元素，不仅展示

中原传统文化，也传播当代中原形象。总之，将

传统与现代、丰富多彩的中原文化作为一个整

体传播给世界，将有效提升中原文化的国际传

播力。

３．创新传播方式，增强文化体验

教材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但单纯“依

书本、靠讲解”的传播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概念化的呈现、平铺直叙的方式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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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跨文化情感观照不够［１２］。根据时代发

展的特点，我们应创新多元的传播方式，增强文

化体验。因为亲身体验的真实感是课堂环境中

老师的讲解或者多媒体中“隔屏相望”无法相

比的，它比抽象理解更容易调动受众情感，使之

产生情感认同。因此，国际汉语教育可以借助

汉语教材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教学的融合，让

学生参与社会调查或调研，在具体的实践活动

中体验感悟中原文化的魅力，以对中国形成客

观的评价；还可以通过文化专项活动，让学生对

文化内涵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例如，学生们通

过练习体验太极拳、到访太极拳发源地，近距离

感受太极文化，如此一来，太极拳对他们来说不

再神秘和遥不可及。又如，杜甫故里的诗词朗

诵，殷墟博物馆的甲骨文文化体验，许慎文化园

的感受汉字魅力，等等。

　　三、结语

　　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原文化

的国际传播对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影

响力，以及对海外群体全面认识中华文化具有

重要意义。本研究以两套国际汉语教材为切入

口，考察中原文化在国际汉语教材中的呈现情

况，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也是中原文化国

际传播整体情况的缩影。在中原文化国际传播

中，我们应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调整传播策略，

用符合国际表达的语言、受众喜欢的方式向世

界阐释中原文化的内涵，让受众领略中原文化

魅力，感受中原的社会发展，加深理解认同，传

递中原人民的声音；多渠道、多领域讲好中原故

事，传播中原文化，使中原文化真正“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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