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1), 400-40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4.12111028  

文章引用: 孟祥玉, 于光远. 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发展策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4, 12(11): 400-404.  
DOI: 10.12677/ml.2024.12111028 

 
 

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发展策略研究 

孟祥玉1，于光远2 
1四平市城市规划展览馆，吉林 四平 
2北部站区总医院，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2024年9月12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12日 

 
 

 
摘  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汉语言文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融合优秀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创

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本文探讨了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对汉语言文学发展

的重要性，接着分析了当前汉语言文学发展的现状，然后提出了几条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策略，旨

在为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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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en-
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
ditional cultur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hen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d finally proposes 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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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at integrat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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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涵盖丰富内容的专业和学科领域，其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载体，承担着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有着深刻的文化传承、语言能力提升、思维能力培养等重要价值。然而，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动汉语言文学多元、多面协同发展，成为当前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2. 融合优秀传统文化对汉语言文学发展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的深厚底蕴，也是其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从古老神话传说到经典诗词歌赋，

从哲学思想到历史典故，传统文化元素极大丰富了汉语言文学。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日益加速的今天，汉

语言文学若想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深挖传统文化的深厚根基，丰富其文学内涵，从中

汲取养分。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的源泉和基石，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为文学

作品提供了无穷的创作资源。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可以培育现代人的道德情操

和审美情趣。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爱等价值观念，以及对和谐、美的追求，对于构建现代社会的道

德体系和审美标准具有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利用文学作品的传播，这些深邃的思想和崇高的情操得以

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对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融合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丰富汉

语言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其艺术表现力，提升文学作品的时代感和生命力[1]。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

传统文化的智慧和精神可以为现代人提供心灵的慰藉和指引，使文学作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现实、贴

近大众。运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创新表达，汉语言文学能够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和社会变迁，从

而在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持续创新和繁荣发展。 

3. 汉语言文学发展的现状 

当前汉语言文学的发展现状复杂而多元，既有积极进取的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随着全

球化的深入发展，外来文化的大量涌入对汉语言文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

化元素和文学形式的边缘化现象日益明显，尤其是在青少年群体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汉语言文学自

身的创新不足也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传统文化元素和文学形式的边缘化问题，部分源自当

下社会的快速变化与文化多元化趋势。随着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影响，青少年更多地接触和倾向于外

来文化和现代娱乐形式，如网络文学、外国影视作品等，这导致其对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的兴趣和

认知度普遍较低。这种趋势减弱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影响汉语言文学的传统基础和发展

动力。其次，汉语言文学在创新方面的不足也是其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当前，一些文学作品虽然

在形式上寻求新颖，但在深度和思想性方面却显得不足，难以触及更深层次的社会和人性问题，也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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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日益多元化和高层次的文化需求。网络语言作为现代汉语言文学中的新兴表达形式，影响了传统文

学风格和语言表达方式。网络语言简洁直接和富有创新性的特点，丰富了文学的表达资源，使得文学作

品反映了现代社会的语境和情感体验，但是其非正式和碎片化的语言形式也对文学的语言规范性、文化

价值传承及深度探索提出挑战[2]。这种现象部分原因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过分追求商业化和娱乐化，

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此外，当前的文学创作环境和评价体系也未能充分激发和鼓励创作

者进行深度探索和创新实践。 

4. 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汉语言文学发展策略 

4.1. 开展公众参与的文化活动 

在当代汉语言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融合并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课题。开展

公众参与的文化活动能够促进广泛社会各界，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和珍视，运用创新的

形式激发大众对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和参与。文化节作为展示传统文化丰富多样性的重要平台，能够有效

地汇集和展示地方的历史故事、民俗艺术、传统手工艺等文化元素。精心设计的活动内容，如传统服饰

展示、非遗文化、地方美食节、民族音乐和舞蹈表演等，文化节可以吸引广大公众的参与，激发年轻一

代对本土文化的兴趣和探索欲望。文化节还可以设立专区，展示经典文学作品和当代文学创作，让参与

者在体验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深入了解汉语言文学的魅力和发展[3]。文学竞赛则是激发公众，特别是

青少年和文学创作者创新思维和文学创作热情的有效途径。设立以探索和再现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学创

作竞赛可以鼓励参赛者深入研究和思考传统文化的内涵和价值，促进其将这些文化元素与现代生活经验

相结合，创作出既具传统韵味又富有现代感的文学作品。这样的竞赛可以提高公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文学

素养，发掘和培养新一代文学人才，为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创作工作坊则可以提供

一个互动性强、注重实践的学习环境，促进参与者对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创新性转化。工作坊可以邀

请文学家、艺术家和文化学者等专业人士进行面对面的指导和交流，参与者能够获得专业知识和技能的

提升，在创作实践中探索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表达方式结合的新路径。工作坊还可以围绕特定的传统

节日或文化主题进行设计，开展制作传统手工艺品、编写相关主题的文学作品等活动，让参与者在动手

实践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和理解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实施这一策略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和社交媒体平台对活动进行宣传和推广，是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公众参与的关键。利用线上直播、互

动讨论、作品展示等形式，可以突破地理空间的限制，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这些文化活动中来，还能

激发网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学的兴趣和讨论，形成线上线下互动的良好氛围。 

4.2. 深化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 

深化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元素融合要求作家和学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层资源，探索与现代文

学创作相结合的新路径。在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现代汉语的语言文化出现了边缘化的趋势。为了传承与

发展汉语言文化与汉语言文学，我们必须在对汉语言文学继承的过程中，加强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利用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深厚底蕴，进一步地推动二者在新时期的共同发展[4]。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

观念融入现代文学作品，可以丰富文学的内涵，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同时也为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鼓励作家和学者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是实现这一策略的前提。

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哲学思想、美学理念等，这些都是现代文学创作的宝贵资源。作家

和学者可以研究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哲学著作等，吸取其中的人文精神和艺术美学，将这些元素以创

新的方式融入现代文学作品中。例如，在历史学研究中，作家和学者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背景和人物

特征，使文学作品在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展现更深层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在哲学研究中，可以探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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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存在、道德等深刻主题，丰富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美学研究则可以启发作家探索更多符合现代审

美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使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探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创作的新结合点，要求作家和

学者不断创新思维和创作方式。在尊重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勇于突破传统表现形式的限制，探索适

合现代语境的新表达方式。这包括对传统故事的现代解读以及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创新运用和再创造。 

4.3. 创新文学表达方式和途径 

在汉语言文学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微博、B 站、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建构起汉语言文学传播的新格

局。在新媒体平台的支持下，能够集文字、图片以及动画视频等为一体，以更加生动多样的方式对汉语

言文学进行宣传，借助这一手段，既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良性发展，也能落实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因此，汉语言文学可以积极利用新媒介技术扩大传播范围[4]。利用这些现代科技手段创新文学作品的表

现形式和传播途径，可以拓宽传统文化的影响范围，以全新的方式吸引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

这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文学作品的创作

和传播提供新的可能性。开发以传统文化为背景的数字文学作品，如电子书、有声书、互动小说等，可

以使读者运用点击、触摸、声音交互等方式与文本互动，从而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这种互动性能够

吸引年轻读者的注意，也让其在享受文学魅力的同时，深入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互联网和

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更为便捷和广阔的平台[3]。运用社交网络、博客、微信公众

号、视频分享平台等渠道，作家和出版机构可以将文学作品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文化内容迅速传播到全

球各地，吸引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这种跨界的传播方式能够提高作品的知名度，用于增强文化的

交流和互鉴。此外，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先进技术，可以创造出极为生动和真实的传统

文化体验空间。例如，利用 VR 技术，读者可以“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古代诗词中描述的场景，或是在虚

拟的历史背景下亲自体验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这种高度沉浸和互动的体验能够极大地提升读者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和认知，激发其对文学作品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创新文学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的关键，

在于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文化内容的有机结合。这要求作家、艺术家、技术开发者和文化传播

者之间进行跨领域的合作，共同探索和实践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表达手段相融合的新路径。运用这种

创新，可以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推动汉语言文学以更加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形式

呈现于世界。 

5. 建立文化研究平台与机制 

建立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研究的平台和机制旨在依托政府和教育机构的支持，搭建一个专门的平

台，促进传统文化研究、汉语言文学研究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此举能够为学者和作家

提供一个共享资源、交流思想的空间，有助于汉语言文学的创新发展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政府和教

育机构可以建立研究基金、学术中心或在线平台等，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研究资源。这些平台应该覆

盖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学的各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文学作品的研究、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传统艺术的

保护与传承等。资助相关的研究项目、学术会议和出版物，可以激发学者和作家对传统文化及汉语言文

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推动学术成果的产出和传播。鼓励国内外学者、作家进行交流合作，可以举办国

际学术会议、研讨会、工作坊，搭建一个面向全球的交流平台。这有助于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的

国际化，促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者和作家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经验分享。此外，在跨国合作项目和学者

交换计划中，参与者可以在不同文化和学术环境中进行深入研究和创作，进一步拓宽其视野和提升研究

的深度和广度。政府和教育机构可以协作，利用数字化技术收集、整理和公开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汉语言

文学资源，包括古籍文献、经典文学作品、民间故事、传统艺术作品等。这些数字化资源可以为学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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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提供丰富的研究材料，使广大公众能够更加便捷地接触和了解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学，从而增强社

会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尊重。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和机制，需要政府、教育机构、学者、作家以及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这一策略的实施可以为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促进

汉语言文学的创新与发展，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汉语言文学在全球文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推动国际化的交流与合作 

推动国际化交流，展现传统文化魅力，致力于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合作，将汉语言文学作品以及其融

合的传统文化精髓介绍给全世界，从而提升汉语言文学在国际上的认知度和影响力。翻译是将汉语言文

学作品介绍给全世界的桥梁。政府和相关文化机构应投入更多资源，支持将优秀的汉语言文学作品翻译

成世界各国的语言。这包括古典文学名著及现代文学作品，尤其是那些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反映中

国社会变迁和文化特色的作品。优秀的翻译能够准确传达作品的原意，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中文的韵律美

和文化底蕴，让外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情感[4]。利用国际书展、文化

节等平台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提升汉语言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有效手段。这些国际性的文化

交流活动可以提供展示中国文化和文学成就的重要窗口。组织丰富多彩的展览、讲座、研讨会等活动，

可以直观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如书法、国画、古典音乐、舞蹈等，以及这些

元素如何与现代汉语言文学创作相结合，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文化表达。同时，这也是一个与国际文

学界进行深入交流和合作的良好机会，运用互访、合作出版等方式，促进中外文学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

展。可以定期举办国际文化交流周、中外文学论坛等活动，邀请国外的学者、作家、译者和文化爱好者

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汉语言文学。在这些活动中，参与者可以从学术和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汉语

言文学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体验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从而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现

代社会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和理解。 

7. 结束语 

融合古今优秀传统文化来创新发展汉语言文学不是简单的复制和模仿，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革故鼎

新。首先，汉语言文学可以从多方面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结合当代社会的需求和特点，进行多种

方式创新和发展，创造出了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来丰富当代文学内涵、传承民族精神、提升语言魅力，

还能促进文化创新，为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其次，综合运用加强传统文化教育与普

及来深化文学作品中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元素融合。最后，通过创新文学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建

立研究平台和机制、推动国际化交流等有效策略，有效推动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使其在全球文化交流中

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世界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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