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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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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哲学智慧，也面临着如何在全球舞台上展现其独特魅力和价值的挑战。通过文献
综述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系统回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及其历史演变，随后深入分析了在
不同文化背景下这些传统文化元素的创造性转化实例，如中国书法在西方的展示与教学，以及中国传统节日如春
节在多文化社会的庆祝方式。通过适当的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不仅能够被国际社会接受，还能在保持本质
特征的同时，增加其全球吸引力。此外，跨文化交流活动如国际文化节、海外文化中心的建设等，都极大地促进了
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有效国际交流，需要加强文化自信，利
用现代传播技术，并建立更多的国际合作平台，以便更好地将中华文化的智慧与美学展示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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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及其历史演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
１．语言和文字（如书法）
中华文化中的书法艺术不仅仅是书写文字的技艺，它更

是一种深刻的文化表达形式和精神传递的媒介。书法以其
独特的形式和表现力，体现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审美观和独到
的文化心理。历代书法家通过对字体结构、笔触力度以及墨
色的精心操控，赋予了书法以超越文字本身的文化价值和审
美意义。

书法的文化与审美功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审
美功能和文化传递作用是多维度的。书法艺术不仅仅限于
文字的书写规范，它还蕴含了书写者的情感表达和个性展
现，使之成为一种独特的自我表达方式。在中华文化中，书
法被视为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书法的练习不仅仅是技艺
的锻炼，更是一种精神修养和道德教育的过程。

技术层面的探讨。书法的技术包括笔法、墨法、纸张选
择等，每一种技术选择都是对书法家审美观念和技艺的直接
体现。例如，笔法的轻重缓急可以表达不同的情感氛围和意
境。字体结构和构图的考究展示了书法家对于传统规范的
掌握以及个人创新的能力，是书法艺术价值和审美意义的重
要来源。
２．艺术与工艺（如绘画、雕塑）
中华艺术的核心元素之一是绘画和雕塑，这些艺术形式

不仅贯穿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
发展和文化传承。绘画和雕塑作为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展
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社会及宗教的理解和表达。

绘画艺术的多样性与深度书法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书法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了丰富的文化
信息和历史记忆。通过书法，许多历史文献和经典著作得以
传承下来，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书法还在传递传
统道德和哲学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书写的内容
选择，书法作品常常反映了儒家、道家等哲学思想，对社会价
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塑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中国绘画艺术涵盖了广泛的主题和风格，包括山水、花

鸟、人物肖像等。这些主题不仅展示了艺术家对自然的赞美
和对生活的感悟，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观察和
描绘。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绘画作品，可以观察到当时的社
会状况、文化心态和审美趋向。例如，宋代山水画的兴起与
当时文人士大夫对逃离现实、归隐自然的向往有关。

雕塑艺术的文化表达。中国的雕塑艺术从古代的青铜
器雕塑到后期的石雕和木雕，展示了精湛的工艺技能和材料
使用的演变。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体现了工艺人的技术进
步，也反映了不同材料背后的文化意义。许多雕塑作品，特
别是佛教石雕，是中国哲学和宗教观念的视觉表达。这些雕
塑不仅在宗教仪式中占据重要地位，也在传播佛教教义和哲
学思想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艺术与工艺的社会影响。绘画和雕塑不仅是艺术欣赏
的对象，它们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承工具。艺术作品常被用于
教育和启发人们对美、对哲学、对历史的理解。随着时间的
推移，中国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也在不断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
求和审美观念。现代艺术家们在传统技巧的基础上融入创
新元素，使得传统艺术在现代社会中依然保持活力。
３．哲学与思想（如儒家、道家）
儒家和道家哲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柱，这两种哲学体

系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政治和个人行为上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它们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思维方式，也
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慧。

儒家哲学的社会功能与影响。儒家哲学强调礼仪的重
要性，认为礼仪是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石。通过礼仪教
育，儒家哲学培养了遵守社会规范和尊重他人的行为习惯。
孝道是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它强调对父母的尊敬和孝
顺，认为家庭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这一思想影响了中国
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儒家哲学中的仁爱思想促进了社会
的整体和谐，也为中国的政治理论提供了道德基础。儒家认
为，统治者应以仁爱为心，以民为本，实现政治的道德化。

道家哲学的个体与自然观。自然和谐与无为而治：道家
哲学强调顺应自然的重要性，认为最高的智慧是理解并遵循
自然规律。无为而治的概念主张政治上的不干预，提倡以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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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动，通过不过度干预来达到社会和自然的和谐。道家哲学
提倡简约、自足的生活方式，强调内在精神和个人修养的重
要性。这种思想支持了个人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对现代人
在面对快节奏社会压力时保持心理平衡提供了哲理支持。

在现代社会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背景下，儒家的社会和谐
与道家的自然和谐观念为处理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南。儒家教育的重视和道家
对个人独立性的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尤为重要，它们促进了
个人在尊重传统的同时，追求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能力。

（二）文化的历史演变与现代价值
１．历史演变过程
中华文化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逐步发展

到封建社会的礼教和宗法制度。这一过程中，哲学、艺术、科
学和政治等多方面文化形态逐渐成熟，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体
系。进入近现代后，尤其是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的大量输
入使中华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此后，中国的文
化发展经历了融合、抗争到创新的多样化过程。
２．现代社会的价值重构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得到了新的诠

释。例如，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礼义被重新赋予现代社会的
道德建设和法制构建中的新意义。传统文化在现代教育体
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学校教育中的经典教学不仅传
授知识，更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强调和谐社
会的构建。
３．文化传承的现代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西方文化的流行趋势对中华传统文

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如何在全球文化多元的背景下保持
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是一个重大挑战。科技进步为文化
传承提供了新工具，如数字化保存技术和网络传播平台。然
而，如何有效利用这些工具传承并创新传统文化，同时避免
文化的表面化和商业化，需要深入探讨。

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保存传统，更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
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未来的文化发展必须在尊重
传统的基础上，探索适应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三）文化自信的形成与发展
１．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文化自信是指对本国文化的价值和独特性的自信，这种

自信来源于对本国文化历史深度和丰富文化遗产的认识与
理解。文化自信不仅是国家内部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的核
心，也是国际交流中展示国家形象和文化影响力的基石。它
有助于构建积极的国家形象，提升国民的自豪感，并在全球
化中维护文化多样性。
２．自信的内在构建过程
文化自信的培养从基础教育开始，通过学校教育、家庭

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传承，加深对本国
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加强历史意识教育，使公众理解本国文
化的发展脉络，认识到文化在过去的成就。同时，挖掘文化内
涵及其现代意义，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３．对外界影响的反馈和调整
在国际舞台上展示本国文化，不仅可以提升国家软实

力，也能促进国际文化的交流与理解。通过展示文化成就和
特色，增强其他国家和民族对本国文化的认知和尊重。建立
有效的文化反馈机制，收集国际交流中的反馈信息，分析本
国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接受情况。根据这些反馈调整文化
传播策略和内容，确保文化交流活动的适应性和有效性。

文化自信的形成是一个涉及教育、传播和国际交流多个
方面的复杂过程。未来的文化发展策略需要围绕强化文化
自信进行设计，不仅要增强内部的文化教育和认同，还要通
过外部的文化展示和交流，形成一个开放、互动、并不断进步
的文化传承与发展模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实例分析
（一）艺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１．中国书法的西方展示
在国际艺术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中展示中国书法，不仅

局限于静态的书法作品展出，还包括书法的现场表演和互动
工作坊。这些活动使西方观众能够直观地体验书法的创作
过程，深入感受其艺术魅力和文化深度。书法展示通常配合
专业的解说，介绍书法的历史背景、技法及其在中华文化中
的重要意义。通过详细解释书法的文化象征和审美价值，增
强了展览的教育意义和文化交流的深度。
２．传统音乐的现代演绎
传统音乐如古筝、琵琶、二胡等在现代音乐会中通过与

西方乐器如小提琴、钢琴的合作，进行新颖的编排和演出。
这种融合不仅展示了传统音乐的适应性，也体现了其在现代
音乐表现力上的可能性。通过参与国际音乐节和世界巡演，
传统音乐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使得国际观众能够实时体验到
传统音乐的现代魅力。这些活动有效地提升了中华音乐文
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３．中国绘画在国际艺术市场的表现
特别是现代水墨画在国际艺术市场上的广泛认可。艺

术家们在保持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主题的现代
化使作品更符合国际市场的审美需求。在国际艺术展览和
拍卖会中，中国绘画不断地提升其市场价值和艺术地位，成
为东西方艺术世界之间的重要桥梁。通过这些国际平台，中
华艺术得以展示其独特性并与全球艺术对话。

（二）节日与风俗的国际传播
１．春节在多文化社会的庆祝方式
春节，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全球范围内

广泛庆祝。在海外的中国城、学校、文化中心等地，通过举办
各种庆祝活动，春节的文化内涵和庆祝方式被广泛传播。庆
祝方式多样，包括舞龙舞狮、制作和品尝传统食品如饺子和
汤圆以及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这些活动不仅吸引了大量
非华裔参与者，还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体验。
２．中秋节的国际化推广策略
中秋节的庆祝活动通过故事讲述、月饼制作和赏月活动

在国际上进行传播。文化机构和华人社区通过组织这些中
秋主题活动，向国际社会介绍节日的文化背景和庆祝习俗。
中秋节的国际推广不仅增强了华人社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
也促进了跨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理解，提升了节日的国际知名度。
３．中国传统婚礼的跨文化适应
中国传统婚礼的元素，如婚服、礼仪和仪式，在跨文化婚

礼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元素通过电视节目、文化展览和主
题活动在国际上进行介绍，吸引了众多非华裔新人的兴趣。
这种跨文化的适应不仅保持了中国传统婚礼的独特性，还促
进了其在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传播和接受，加深了全球观众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欣赏。

中华优秀传统节日和风俗通过国际化推广和跨文化适
应，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深化，同时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国际
影响力和吸引力。这些节日和风俗的国际传播实例不仅增
加了全球对中华文化的认识，还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国际对
话和交流。

（三）传统哲学思想的现代应用
１．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儒家思想中强调的和谐、尊重和道德观念在现代企业管

理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原则帮助企业构建了更加和谐
的工作环境，增强了员工的团队协作精神，提升了组织的整
体效率和员工满意度。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许多跨国公
司采用儒家的管理方法来适应当地的文化环境。这种管理
方式强调领导的道德责任和对员工的关怀，从而提升了管理
效率并优化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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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道家哲学与环境保护的结合
道家哲学中的自然和谐观念与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的核

心价值相契合。这种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现代
可持续发展议题提供了哲学基础。在环境政策制定和自然
资源管理中，道家的观点被用来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这些思想促进了环境保护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强化了公众对
生态保护的认识和参与。
３．法家思想在现代法律实践中的影响
法家思想强调法制的重要性和统治的严格性，这在现代

法律体系中被广泛应用。通过引入法家的原则，许多国家加
强了法律的权威性和执行力，特别是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秩序
维护方面。法家思想中的策略和观念被用于提升现代行政
管理的效率。这包括强化法律执行、确保公正执法以及优化
政府的监管功能，以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秩序。

中华传统哲学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
其原则和观点也在现代社会的多个实践领域中展现出显著
的应用效果和现实意义。这些哲学思想的现代应用不仅强
化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也为全球面对当代挑战提供了宝贵
的智慧和解决方案。

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一）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１．国际文化节的策划和执行
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是推广中华文化、增强跨文化理解与

尊重的重要手段。通过这些活动，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艺术
魅力得以在全球舞台上展示。

策划国际文化节时，需综合考虑活动的主题、目标群体
及预期效果。选择能广泛展示中华文化元素的活动内容，如
音乐、舞蹈、戏剧及手工艺展示，确保活动内容的多样性和文
化的全面性。同时，精心设计活动流程和互动环节，增加参
与感和体验感。

执行国际文化节时，活动地点的选择应符合目标观众的
地理位置和访问便利性。与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协调，确保各
方资源的有效整合。准备多语种的宣传材料和导览，包括网
站、宣传册、社交媒体内容等，以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观众的
语言需求。
２．海外文化中心的建设与功能
海外文化中心不仅是展示中华文化的窗口，也是教育和

学习的平台。海外文化中心应提供包括语言课程、艺术工作
坊、历史讲座等在内的教育活动，深入传播中华文化和语言。
文化中心应发挥资源整合的功能，成为当地社区了解和接触
中华文化的桥梁。通过定期举办文化活动、艺术展览和节日
庆典，增强当地社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认知。
３．文化交流项目的评估与优化
建立系统的评估机制，定期对文化交流项目的影响和效

果进行评估。评估指标应包括参与者满意度、文化传播的广
度与深度，以及项目对增强文化理解的具体贡献。基于评估
结果，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调整项目策略和实施细节。
优化活动内容和形式，改善管理和操作流程，确保文化交流
活动更加高效和有影响力。

（二）现代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应用
１．数字媒体的利用
利用网络平台，如视频分享网站、在线展览和文化专题

网站，可以有效地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内容。这些平台允许
用户随时随地访问文化资料，提供了学习和欣赏中华文化的
便捷方式。互动式网站和在线工具不仅提供传统文化的展
示，还允许用户通过互动环节深入参与文化学习。例如，用
户可以通过在线工具自行学习书法或参与虚拟的传统手工
艺制作，增加了体验的趣味性和教育的有效性。
２．虚拟现实与文化体验
虚拟现实（ＶＲ）技术为用户提供了全新的文化体验方

式。通过戴上ＶＲ设备，用户可以仿佛置身于故宫、长城等中
国历史地标，或是参与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的庆典，这种沉
浸式的体验使得文化学习更直观、生动。ＶＲ技术使得国际
观众无须长途跋涉即可体验中华文化，极大地拓宽了文化交
流的范围和深度，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播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
３．社交媒体在文化推广中的作用
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极大地加速了文化信息的传播速

度。通过微博、微信、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等社交平台，中华文
化的相关信息和活动可以迅速传达给全球观众。社交媒体
平台支持用户间的互动，如评论、分享和讨论，这不仅增加了
内容的传播深度，还有助于建立围绕中华文化的国际社区。
定期发布教育内容、互动问答和文化活动信息，可有效提升
用户的参与度和对中华文化的兴趣。

通过这些现代技术的应用，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工作不
仅增强了效率和范围，还提升了交流的互动性和体验的深
度。这种多维度的文化推广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全球观众对
中华文化的认知和欣赏，为文化的持续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技术支持。

（三）建立国际合作的策略与框架
１．制定双边与多边文化交流协议
与其他国家的文化机构签署双边或多边文化交流协议

是确保文化交流活动系统性和持续性的有效手段。这些协
议应明确合作目标、资源共享机制及双方的责任和权益，以
确保合作过程中的平等性和互利性。通过这些文化交流协
议，可以形成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共同举办文化展览、艺术
节和学术研讨等活动，这有助于深化双边或多边间的文化了
解和友好关系。
２．实施文化外交的策略与实践
文化外交是使用文化资源来支持国家的外交目标，加深

国与国之间的理解和友谊的一种外交手段。可以组织国家
艺术团体访问、文化节目巡演等活动，通过这些文化活动展
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为政治和经济合作奠定良好的
人文基础。
３．面对全球挑战的文化合作
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交流也需要应对环境变化、经济

危机等全球性挑战。通过国际文化合作项目，可以集合多国
的智慧和资源，共同探讨和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国际合作可
以扩展到文化艺术领域之外的教育、科技、环保等多个领域，
通过跨领域的协同和创新，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和科技进步。

通过这些策略和框架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可以有效地推
广中华文化，增强国际社会的文化多样性和理解，还可以通
过文化的力量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这种
全面而系统的国际文化交流和合作策略，将为中华文化的国
际传播提供坚实的支持，同时增强中国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
影响力和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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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思考日本公共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问题，从而使得其理论
价值与实践意义大打折扣。

参考文献：
［１］李易宁．日本《图书馆法》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民主

化进程［Ｊ］．图书馆，２０１８（１１）：１７－２３．
［２］曹磊．日本《图书馆法》得到落实的开端———《中小都

市①公共图书馆的运营》［Ｊ］．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９，３８（９）：７８－
８２，９０．

［３］是枝英子．现代の公共
!

书馆·半世纪の
"

み［Ｍ］．
东京：日本

!

书馆协会，１９９５：５５－５７．
［４］日本

!

书馆协会．中小都市における公共
!

书馆の
运

#

———中小公共
!

书馆运
#

基准委员会报告［Ｍ］．东京：日

本
!

书馆协会，１９６３：序，１４．
［５］オ

$

ラルヒストリ
$

研究会．『中小都市における公
共

!

书馆の运
#

』の成立とその时代［Ｍ］．东京：日本
!

书馆
协会，１９９８．

［６］石井敦，前川恒雄．
!

书馆の
%

见．市民の新しい
&

利［Ｍ］．东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１９７３：２０８－２０９．
［７］李易宁．日本公共图书馆法规体系的构建历程

（１８９９—１９７０）［Ｊ］．图书馆，２０１８（３）：９－１４．
［８］李国新．日本图书馆法律体系研究［Ｍ］．北京：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６６－２６７．
［９］吴建中．从“书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赫尔

辛基中央图书馆给予我们的启示［Ｊ］．国家图书馆学刊，
２０１９，２８（５）：９３－９７．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ｓ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ＡＮＧ Ｘｉｎ１，ＤＩ Ｃｈｕｎ－ｓｈｕ１，ＹＡＮＧ Ｇｅ１，ＷＡＮＧ Ｚｈｅｎ－ｈｕａ２
（１．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５００２５；

２．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ｒｂｉｎ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１５００４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ｌｖ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ｈｅｒｅｉｎａｆｔｅｒ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ｉ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Ｉｔ ｉ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ｉｓ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责任编辑：桂杉杉）

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櫐
（上接第１４２页）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ＥＩ Ｚｕ－ｊｕｎ，ＪＩＮＧ Ｚｈｅ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１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ｒｉ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ｗｉｓｄｏｍ，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ｓｈｏｗ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ｃａ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ｅｐ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ｙ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ｒｏｐｅ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ｐｐｅａｌ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ｍａｋｅ ｕｓ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责任编辑：陈思婷）
５４１

第３８卷第５期　 总第３８７期
２０２５年３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８． Ｎｏ． ５（Ｇｅｎ． Ｎｏ． ３８７）
Ｍａｒ．（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