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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 传统媒体的限制逐渐被

打破，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崭露头角，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元。 可以通过书面文字、图像、视
频的多模态路径，推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文字、图像、视频三模态不

断整合的综合传播模式，不仅能够提升传播效果，也有助于更好地满足受众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这将为中华文化

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为深远的文化影响，构建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叙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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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

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 ［１］ 。 国际传播能力

关乎着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影响着一个国家在

世界上的公信力和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

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弱。 因此，必须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

文化走向世界。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华文化

的交流与传播创造了全新的媒介环境，传统媒体的

限制逐渐被打破，社交媒体、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崭

露头角，中华文化的传播途径变得更加多元。 如何

通过互联网技术，让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以更丰富、更
生动的方式，更加快速、广泛地传播到全球受众，不
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是当前对外文

化交流实践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模态是现实媒介在长期传播活动过程中形成

的意义潜势，是用于表征和交流意义的社会文化资

源。” ［２］以社会符号观为基础的多模态符号学将书

面语、口语、图像、建筑、音乐等各种模态资源进行整

合，构建出一个多模态的符号体系。 “多模态话语

就是多种形态模式的语言形式，各种符号交汇而成

并构造语言意义。” ［３］ 随着信息和传媒技术的飞速

发展，媒介提供的多样感官体验已成为受众获取信

息的主要途径，形成了信息交流中的多模态转变现

象。 中华文化的呈现、输出作为多模态产物，包括文

字、图画、表格、视频等模态［４］ 。 综合运用多模态话

语分析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将会更有利于中华文化

的传播。 本文将从书面文字、图像、视频三个模态来

探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路径，以期更好地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华文化

在海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促进世界文化交融共生。

一、文字游走世界：中国文学的
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

　 　 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资本静态的文本表达，是
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呈现方式，是中华文化走出去

的先行者［５］ 。 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差异、被目标语言

受众接受， 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努力方向。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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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
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译者需要具

备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通过

艺术处理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领略经典之作的独

特魅力。 翻译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文字的准确传达，
更要注重对中国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的传递。

优秀的古诗是汉诗的突出代表，言简意赅、含蓄

而富有内涵，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国际诗歌界显

得新颖而引人入胜。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

总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可以成为传播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 古诗的对外翻译和传播需要翻译家

对语言的娴熟运用和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
许渊冲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汉诗翻译家，他对汉诗的

精湛翻译让国际读者充分领悟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深

邃之美。 “意美”“音美”“形美”是鲁迅先生在中国

文学创作中提出的“三美”理论。 作为我国古诗英

译第一人，许渊冲在古诗英译过程中，尤其是在《蒹
葭》的翻译中，切实贯彻了“三美”理论［６］ 。 “意美”
强调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的意义，以意动人。 比

较原诗和译诗，许渊冲翻译《蒹葭》的首要原则就是

“原义优先”。 中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传统，而准确传达其内涵和精髓是向世界展示真实

中国的关键。 只有坚持原义优先，将汉语的深层含

义恰如其分地翻译成英语，才能确保外国读者感知

到最真实、最准确的中国故事。 因此，他把“蒹葭苍

苍”翻译成“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ｅｄ”，把“在水一方”
翻译成“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ａｍ”，恰如其分。 “音美”所

侧重的是译诗要和原诗保持同样悦耳的韵律。 在翻

译过程中，恰当地运用音节、押韵和重复等手法，可
以保持原诗的节奏感。 《蒹葭》多采用“苍苍” “萋
萋”“采采”等叠词，许渊冲在翻译时使用“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ｅｅｎ”“ｗｈｉｔｅ，ｗｈｉｔｅ”“ｂｒｉｇｈｔ，ｂｒｉｇｈｔ”等词语来保持原

作的这种节奏感。 《蒹葭》在汉语中每句都是四个

音节，许渊冲在翻译时也采用四个音节如“ｗｈｉｔｅ，
ｗｈｉ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ｅｄ”来还原这种节奏和重音。 “形美”把
译诗的重点放在与原诗保持同样的形式（如长短、
对仗）上。 在形式层面，许渊冲尽量兼顾或保留原

作的诗歌形式。 如对于“苍” “霜” “方”等词，他使

用英语中丰富的押韵手法，如近音押韵、全音押韵

等，选择适当的英语词汇和结构来保持押韵的效果。
同时，他还注重语气的传递，将陈述句“所谓伊人”
翻译为疑问句“Ｗｈｅｒｅ’ｓ ｓｈｅ Ｉ ｎｅｅｄ”，巧妙地传递了

原文中微妙的情感，表达了主人公的爱慕与追求。
中国网络文学异军突起，在海外掀起了一股中

国网文的热潮，成为一个现象级存在。 经过三十多

年的发展，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与美国好莱坞大片、
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列的世界文化奇观。 刘慈

欣的《三体》作为一部硬科幻巨著，打破了国际读者

对于中国文学只有古典题材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中

国作家在科幻领域的创新力和想象力，吸引了更广

泛的国际读者，获得雨果奖等多个国际重要奖项。
《三体》中融入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可以让国际读

者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的文化背景。 《将夜》和《微微

一笑很倾城》在海外网络平台上的成功传播展现了

中国网络文学成为全球文学新形式的典范。 《将
夜》融合仙侠和玄幻元素，《微微一笑很倾城》以浪

漫的爱情故事为主，这些全球性主题更容易被不同

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和接受。 通过海外流媒体平

台，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传播的地域限制，进入国际

市场传播。 通过互动和分享，作品在海外积累了大

量粉丝，形成了一种口碑传播效应，进一步拓展了作

品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网络文学通过创新的传播途

径，正在为中国文学在国际上的传播开辟新的道路。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的传播不仅仅是语

言的翻译，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通过经

典文学的翻译，受众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刻

内涵。 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不仅是文字的传递，更
是文化的对话，不仅为不同文明的相互理解搭建了

桥梁，更为中华文化的辉煌注入新的活力。

二、图像传播与文化认同：中国元素在
全球图像传媒中的角色与影响

　 　 新媒体的出现使得跨文化符号的传播和叙事更

具多元性、复杂性和创造性［７］ 。 在全球图像传媒

中，中国元素可以通过传统绘画艺术、航拍技术以及

电影海报等形式展现出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内涵。
《千里江山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是一次引人

注目的文化盛事。 这一传统绘画艺术作品通过其丰

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成功在国际间传播，体现了文化

的包容性和交流的力量。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绘

画艺术的经典，它通过绚丽的色彩和精湛的技艺，展
现了千里江山的壮丽景色，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
同时，展览的成功举办也离不开大英博物馆作为国

际性文化机构的平台效应。 在展览的策划和宣传过

程中，跨文化的沟通和理解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通过精心设计的展览布局和详细的解说，观众得以

更好地理解中国绘画的历史演变和文化内涵。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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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输出既是对传统绘画艺术的传承与弘扬，也是

对国际观众开放的一种文化对话，为中华文化在国

际上的传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航拍技术为中国自然景色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全

新的视角。 《航拍中国》通过先进的航拍技术，从自

然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现代城市、文化传承五

个部分，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将中国的壮丽风光全方

位地展现在世界观众面前。 通过航拍技术，可以俯

瞰整个山脉、河流或自然奇观，完整地呈现大规模的

自然景观，这种视觉冲击力极大地吸引了海外观众

的注意，激发了他们对中国自然之美的兴趣。 社交

媒体和在线平台的广泛使用，也为《航拍中国》的国

际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渠道。 通过点赞、评论和转发，
媒体平台上的口碑传播加速了中国自然景色的国际

化进程。 此外，《航拍中国》在叙事和配乐上也进行

精心策划，将美丽的自然景观融入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涵，动听悦耳的配乐为画面增色，使观众可以沉浸

式地了解中国。 《航拍中国》在海外的成功传播为

中国元素在国际上的传播树立了良好榜样，不仅丰

富了海外观众对中国自然风光的认知，也为中国元

素的跨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
精美的电影海报可以通过图像传达出中国电影

独特的审美和故事内涵，扩大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

上的影响力。 《卧虎藏龙》的电影海报在设计上注

重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画面采用典雅的水墨画风

格，以黑白为主调，突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海报

中以悬浮的姿势表现了武侠动作的精髓，巧妙地呈

现了主要角色。 人物造型和服饰融入中国传统武侠

文化的元素，突显了电影的独特氛围。 每个角色的

表情和动作都传递着深刻的内在情感。 海报上的文

字以中英文双语呈现，清晰地标明了电影的中文名

和英文名，使观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电影的背景和故

事。 同时，中文的书法字体也为海报增色不少，展现

了中国书法艺术的魅力。 通过这些设计元素，电影

海报成功地在海外市场传达了《卧虎藏龙》的独特

审美，展示了中国电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叙

事方式，吸引了更多观众的注意力，提高了中国电影

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这些例子表明，中国元素通过其独特的审美风

格和文化内涵，可以促进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

和理解，在全球图像传媒中扮演重要角色。 通过图

像传媒，中华元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跨文化的传

播，不仅加深了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也为促

进文化交流、拓展国际视野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镜头下的文化对话：中华文化在
全球视频平台上的展现与沟通

　 　 视频作为新的社会语言符号，通过其独特的美

学呈现，使中华文化在全球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视频宣传对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作

用。 在全球视频平台上，中国文化可以通过电影、美
食纪录片、流行音乐等形式，充分展现中国元素的多

样性。 视频可以通过独特的美学呈现，巧妙地融入

中国传统和现代元素。 这种传播方式不仅可以为国

际观众呈现中华文化的多元面貌，也可以为文化交

流提供有力支持。
中国科幻电影的代表《流浪地球》能够在国际

市场取得成功，中国文化元素在影片的视觉效果和

故事情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地球移动的过程

中，影片中呈现了震撼人心的太空站和城市景观，这
些场景在设计上融入中国古代建筑的元素，使得影

片在视觉上充满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 《流浪地

球》通过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引人深思的故事情节，
成功地输出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丰富了海

外观众对中国电影的认知。 通过影片的视觉呈现和

故事叙述，中华文化巧妙地融入国际市场，激发海外

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理解。
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通过细腻的镜头

语言，成功地向全球观众展示了中国美食的多样性。
这部纪录片通过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展现了中国

美食的地域多元性，从北至南、从东至西将中国各地

的传统美食呈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食物的颜色、质
地和独特的制作过程，展示了不同地域文化对美食

的独特诠释，使观众更深刻地了解和欣赏中华美食

文化的丰富多彩。 影片运用音乐和声音效果，巧妙

地渲染了中国美食的情感内涵和历史背景。 通过悠

扬的音乐、食物烹饪时的声音，观众可以感受到每道

美食背后的故事和文化传承。 这种音乐与影像的融

合使得整部纪录片更具艺术性，也使中国元素以独

特的方式传达到全球观众。 制作团队充分利用摄影

技术，以高清晰度的画面展现中国美食的精致之美。
从食材的细腻纹理到烹饪过程的微妙变化，每一个

镜头都呈现了中国美食的绝妙之处，使全球观众能

够近距离感受到中国元素在美食中的独特魅力。
中国流行音乐在视频分享平台的传播，向全球

观众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和独特魅力。 视频分

享平台为中国流行音乐提供了全球性的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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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和音乐制作团队能够通过 ＹｏｕＴｕｂｅ 等平台将音

乐作品上传，使其随时随地都能被全球观众欣赏。
这种无国界的传播方式使得华语音乐突破了地域限

制，让更多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能够深入感受中国音

乐的独特魅力。 中国的流行音乐涵盖流行、摇滚、电
子等各类音乐风格，通过视频分享平台，可以传递出

华语音乐不同风格的魅力。 这些音乐作品通过视频

传播，可以为全球观众呈现多元的音乐文化，使他们

在音乐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之处。 通过视频分

享平台，中国流行音乐成功走出国门，为全球观众呈

现了中华文化在音乐领域的多元性和创新性。
短视频平台的盛行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

的可能性，通过短时间内生动展示文化特色，可以更

好地引起受众的兴趣，提升中华文化在全球范围内

的可见度。 中华文化在全球视频平台上的展现与沟

通，拓宽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途径，促进了文化交

流与理解，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融搭建了重要桥梁。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更好地利用社交媒体，中华文化

可以实现对受众更直接、生动的传达。 社交媒体的

互动性和广泛传播的特点可以使中华文化更容易与

国际受众进行深入互动，建立更紧密的文化联系。
在这一过程中，新媒体的应用不应仅仅停留在传统

的文本传播，更应该深入到图像、视频等多元的媒体

形式。 这样不仅可以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注入更多创

新元素，也会使传播更加贴近年轻一代受众的习惯。
文字、图像和视频这三种不同的传播模态，可以

在海外传播中相互补充，构建出更加丰富的叙事体

系。 通过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和推广，中华文化能

够传播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 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深

刻的文字表达，传递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情感体

验。 图像和视频的运用将为中华文化的传播带来更

生动的展示。 图像可以用更直观的方式呈现中华文

化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色，使之在观众心中留下独

特印象。 视频作为更加生动、立体的传播方式，能够

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感知，使中华文化在海外传

播中更具感染力。 文字、图像、视频多模态的不断整

合不仅能够提升传播效果，也能够更好地满足受众

多元化的文化需求。
随着国家对外宣传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不断

加强，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中将迎来更为深刻的变

革。 在这个过程中，重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独

特性将成为突出的特色。 中华文化将在海外传播中

注重呈现其深厚的历史底蕴、独特的哲学思想和艺

术风格，形成更为鲜明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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