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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

密切，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文化“走出去”成为新时代

文化建设的战略选择。自21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陆续

推出了一系列文化“走出去”政策，如《“十四五”文

化发展规划》等，明确了文化“走出去”的目标、途径

和重点，强调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和输出提升中国的国

际影响力。［1］汉字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

不仅是一种表意系统与审美载体，汉字形音义三位一体

的特征还承载着华夏文明的认知范式，蕴含着中国人的

造字理据、审美趣味、价值取向、人生哲学等。北京语

言大学崔希亮教授曾提到，中国文化是兼容并包的。正

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里所讲，中国文化本质上是阴

柔的，讲求“温柔敦厚”“绵里藏针”，那种剑拔弩

张、张牙舞爪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代表中国文化的本质

特征。中国书法中的“二王”传统柔美瑰丽，而“碑

派”书法则更显朴拙硬朗。帖与碑都是中国书法的正

道，均为世界文化遗产，理应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对

于中国书法，我们不能敝帚自珍，而要与世界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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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核

心符号与艺术精粹，兼具文化、艺术与教育三重属性，其国际传播对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本

文系统剖析汉字书法的文化记忆、艺术本体与教育传承属性，揭示其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文化认知差异、教

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及传播形式与内容脱节等现实困境，并提出四维协同策略：构建梯度化教学资源体系以推动

“量变”到“质变”的跃升；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实现“单一”向“多元”的渠道拓展；深化文化认知建设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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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提升汉字书法的国际传播效能，助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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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有节律之谷荡与奋发。［5］章祖安先生从精神气韵维

度总结出如下美感：一是力强；二是势盛；三是意深；

四是气满。四者相辅相成，揭示了书法超越技法的精神 

境界。

1.3  汉字书法的教育传承属性

当代书法教育已形成“技道双修”的立体化育人体

系。教育之终极目的在于提撕人性，而艺术教育具有通

过美育与德育实现自我净化的作用，书法教育应承担起

以“审美传达”带动“技术演示”，进而达到“人格洗

炼”的育人目标。［6］汉字书法具有多方面的教育价值。

首先，它可以帮助学习者掌握汉字的书写规则和结构规

律，从而提升汉语学习效果。通过学习书法，学习者能

够更好地理解汉字的形态和意义，增强对汉语的记忆和

理解能力。其次，汉字书法的教育属性还体现在文化传

承方面。通过书法教育，学习者可以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的核心价值观和审美观念，增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最后，书法教育能够提升学习者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

力。学习者通过学习书法，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

独特魅力，培养自身的艺术素养。

汉字书法的三重属性使其在国际教育与传播中具有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方面，汉字书法的文化属性可以

帮助海外学习者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增强

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另一方面，汉字书法的艺术属性

可以让海外学习者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激

发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此外，汉字书法的教育属性

可以帮助海外学习者更好地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

2  汉字书法的国际教育与传播的现实
困境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汉字书法作

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际教育与传播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然而，当前汉字书法的国际教育与传播仍面临

诸多现实困境，这些困境不仅影响了汉字书法的传播效

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本

文将从文化认知、教育资源、传播效能三个方面对相关

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剖析。

2.1  文化认知差异：跨文化传播的障碍

汉字书法的国际教育与传播首先面临文化认知差异

带来的挑战。整体上看，中国书法向日本、韩国、朝鲜

的传播较为顺畅，但由于文化差异，向欧美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播颇具挑战性。日本、韩国、

朝鲜等属于“汉字文化圈”，中国书法在“汉字文化

圈”内的传播较为顺利。而西方的字母文字不论是造型

理念还是哲学内蕴都与汉字大相径庭，推动中国书法在

西方传播自然困难重重。这实际上反映出中国书法跨文

化传播面临的障碍主要在于，汉字作为书法的载体，很

分享，尤其要让世人了解中国书法中的人文精神。［2］

1  汉字书法的三重属性及教育传播
价值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汉字书法作为

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和艺术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和传播意义。本文将从汉字书法的文化属性、艺术属性

和教育属性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探讨其在国际教育与

传播中的价值。

1.1  汉字书法的文化记忆属性

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书法最鲜明地体现了

中国文化的精神。”［3］汉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甲骨文

时期，它不仅是表意文字系统，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

体。汉字的形态和结构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和社会文化特征。汉字书

法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例如，中国书法追求

的“和谐”境界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和”“中庸”

思想一脉相承。唐代书家孙过庭《书谱》中提到的“和

而不同，违而不犯”“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与传统

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相契合。书法还蕴含阴阳法则

这一哲理，从用笔的方圆、转折，字形的大小、聚散，

墨色的浓淡、枯润，到这些艺术美的发生、形势的构

成等，均与阴阳学说以及儒、释、道精神的体悟融会 

贯通。［4］

汉字书法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文化属性

集中体现为对历史进程的忠实记录与审美映射。以“二

王”书风为例，王羲之《兰亭序》的流美飘逸与王献之

《中秋帖》的纵逸豪放，不仅展现了晋人“尚韵”的审

美取向，更折射出魏晋时期文人群体对精神自由的追

求。至唐代，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与社会经济的繁荣，

书法艺术呈现出与时代共振的审美转向。颜真卿《颜勤

礼碑》所展现的雄浑刚健之姿，其“蚕头燕尾”的笔画

特征与严谨庄重的结体布局，正是对盛唐气象的视觉诠

释。这种艺术形式与社会形态的互动关系，构成了书法

作为文化镜像的特殊功能。

1.2  汉字书法的艺术本体属性

汉字，载体也；毛笔，工具也。由此构成汉字书

法艺术的三要素：结构、用笔、神采，展现出极高的艺

术价值。从结构角度看，不论何种字体，均由长短不

同、斜正不一的几种笔画，互相平行交叉，按照可辨认

性和美的规律组合，其结构变化无穷。从用笔角度看，

毛笔比之硬笔，富有弹性，天生灵敏易感，最具传达书

法这一精密且有节律的运动形式之特殊效能，其效果变

化万千。从神采角度看，书法之技近乎道，犹如绘画之

有气韵。神采与气韵二而一也，而稍有别。于书法用

“神采”比用“气韵”为优。盖书法较之绘画坦白，故

出神采尤为重要。书法神采之最高境界当体现出生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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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被西方人理解和接受。［7］汉字书法的跨文化传播面临

以下几个难题。

一方面，汉字书法属于高语境文化，其内涵和意义

往往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才能被充分理解。然而，

西方文化多为低语境文化，学习者在接触汉字书法时，

往往难以快速理解和接受其中的文化内涵。例如，汉字

书法的笔法、结构和章法背后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想和“中和之美”的审美观念，而这些对于西方学

习者来说是陌生的。另一方面，汉字书法在文化圈传播

也面临困境。传统的“汉字文化圈”在现代国际环境中

逐渐被“美国文化圈”挤压，导致汉字书法在海外的传

播遭受文化认同危机的冲击。例如，日本、韩国等传统

汉字文化圈国家，近年来出现“去汉字化”倾向，使得

汉字书法的传播空间进一步缩小。

2.2  教育资源不足：教学与传播的瓶颈

汉字书法的国际教育与传播还面临教育资源不足的

困境，主要体现在师资、教材和教学平台等方面不够完

善。首先，专业的书法教师资源匮乏。国际中文教育对

书法教师的需求旺盛，但目前能够胜任国际书法教学的

复合型人才仍然不足，书法专业水平高并不一定教学能

力强，教学能力强也不一定懂语言教学。许多海外书法

课程的教师多为兼职或业余爱好者，缺乏系统的书法教

学能力。其次，书法教材和数字化资源供给不足。当前

的书法教学资源多为学术性专著或教材，缺少适合海外

学习者的教材和数字化教学工具。此外，书法教学的展

览资源和实践平台也较为有限，难以满足海外学习者多

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2.3  传播效能有限：形式与内容的局限

尽管近年来通过孔子学院、书法展览等形式，汉

字书法在国际上的曝光度有所提升，但整体传播效能仍

显不足，汉字书法的国际传播效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从书法传播的形式来看，较为单一，多以体验式活动为

主，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例如，每年有大量书法交流团

队赴海外开展讲座、送春联等活动，但难以让学习者深

入理解书法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这种浅尝辄止的教

学方式不仅难以激发学习者的持续兴趣，也不利于实现

文化的深度传播。从书法传播内容来看，同样存在局限

性。当前的书法教学多侧重于书写技巧，对书法背后的

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阐释不足。许多书法课程未能充分

挖掘汉字书法所蕴含的人生哲理和处世智慧，导致学习

者对书法的理解停留在表面，难以深入。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汉字书法的国

际教育与传播之意义不言而喻，但也面临着诸多现实困

境。文化认知差异、教育资源不足、传播效能有限等因

素，均制约着汉字书法在国际上的传播效果。要突破这

些困境，需要从优化教学资源、创新传播形式、提升传

播效能等方面着手，推动汉字书法的国际传播，进而增

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3  汉字书法的国际教育与传播的破解
路径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汉字书法的国

际教育与传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却也存在诸多可资利

用的资源和机遇。为突破困境，实现汉字书法在国际上

的有效传播，提出构建四维协同策略体系，探索切实可

行的破解路径。 

3.1  构建梯度化教学资源体系，实现从“量变”到

“质变”的跃升

首先，完善海外汉字书法的教材体系。汉字书法

的国际教育需要系统化、多元化的教材支撑。编写教材

时，应考虑汉字音形义的特点，从高频汉字入手，结合

汉字造字原理与书法用笔基本原理，遵循循序渐进的原

则，突出重点难点，契合学习者的需求。例如，针对非

“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教材应更注重文化背景的引

入和解释，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书法的文化内涵。其

次，培养专业的海外教育与传播复合型人才。书法教师

是国际教育与传播的关键纽带。国内高校可以发挥资源

优势，培养集语言、艺术、教育等多领域知识于一身的

专门人才，开设针对外国学习者的书法教师培训课程，

同时鼓励本土教师参与国际交流，提升其跨文化教学能

力。最后，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样化的教学

手段。新媒体和智能技术为书法教育开辟了新路径。一

方面，数字媒材为书法教育提供了如高清字帖、高清视

频等素材，为学习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方

面，通过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学习者可以实现书

法的隔空体验，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此外，线

上线下结合的“双师型”教学模式，即线下教师与线上

书法家互动等，也值得推广，能够有效弥补教材不足的

问题。 

3.2  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完成“单一”向“多元”

的渠道拓展

为了增强汉字书法教育与传播的效能，可从以下

方面着手：一是善用新媒体与社交平台。在新媒体时

代，借助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进行书法传播，是提

升传播效能的重要途径。例如，通过抖音、微信公众

号、小红书等平台，开设多语言账号，制作并上传精

良的书法主题短视频，吸引学习者的关注。另外，培

养以目标语言为传播语种的社交媒体博主，用诙谐有趣

的方式讲述书法故事，能够有效扩大书法文化的受众群

体；二是丰富文化活动与展览的多样性。书法展览和文

化活动是传播书法的重要形式，通过举办书法展览、书

法讲座、书法展赛等活动，可以增强学习者对书法的直

观感受。例如，海外高校中文系、孔子学院以及中文教

育机构等，可定期举办书法体验活动，并融入中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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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让学习者在实践中感受书法的魅力。此外，

结合文化活动，展示书法的历史、工具、书写技巧等

内容，可以进一步提升学习者的兴趣；三是适应教育

传播方式的智能化。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转型，智能

化教学设备和多媒体技术在各单位和学校广泛应用，

以提升书法传播的效率和质量。年龄偏大的教师需要

克服固有思维，适应新技术并将其运用到教学课程中。

例如，书法临摹桌等智能设备可以帮助学习者自主学习

书法，同时教师可以通过智能设备进行监督和纠正，如

最近在师范院校广泛应用的书法智慧教室。这种智能化

的教学环境不仅提高了学习效率，还实现了智能化的 

评价。 

3.3  深化文化认知建设，推动“浅层”到“深层”

的认知转化

一方面，需注重文化内涵的引导。汉字书法不

仅是艺术，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国际传播过

程中，应注重对书法文化内涵的引导，帮助学习者领

会书法背后的文化精神。例如，通过阐释书法作品中

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以及历史背景，引领学习者融

入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增强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

另一方面，实现“濡化”传播。“濡化”是指通过长

期的文化熏陶，使学习者在潜移默化中接纳文化的过

程。在汉字书法传播时，应通过持续开展的文化活动和

教学实践，让学习者在平等、友好的氛围中感受书法

文化的魅力，实现文化的深度传播。此外，汉字书法

在“汉字文化圈”内的传播具有天然优势，通过加强

与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文化交流，推动书法在

文化圈内的互动与创新，可以进一步提升书法的国际 

影响力。 

3.4  创设跨界合作机制，促成“内向”到“外向”

的场域延伸

孔子讲“招徕远人”，又说“近者悦，远者来”。

“来远人”就是让远人前来，这是一个国家强盛的标志，

即谁强盛谁就能吸引远人归附。因此，应从自身出发，只

有国家强大，对外传播才会更“有效”。从国家层面构建

国际传播平台，通过孔子学院、国际中文教育机构等，推

动书法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在海外培养本土书法教师也是

提升书法传播可持续性的重要途径，本土教师能够更好地

理解当地文化需求，将中国书法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提升

传播效果。另外，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应积极应对文化

偏见和政治阻力。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学术研讨会等形

式，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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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Chinese 
culture has become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agenda. Chinese calligraphy, as a core symbol and artistic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embodies cultural, artistic, and educational attributes. It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hold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elevating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ltural memory, artistic essence, and educational heritage attribut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revealing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cultural cognitive disparities,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disconnections between communication forms and content. A four-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strategy is proposed: establishing a tiered teaching resource system to drive a leap from “quantitative” to “qualitative” 
transformation; creating an integrated media communication matrix to expand channels from “singular” to “diversified”; 
deepening cultural cognition to promote shifts from “superficial” to “profound”; and fostering cross-borde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to extend influence from “domestic” to “global”. Through the synergy of multi-dimensional pathways, this 
study aims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Chinese calligraphy’s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and advance the global outreach 
of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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