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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spread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understand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on
 

a
 

global
 

scale.
 

This
 

study
 

uses
 

the
 

literature
 

reading
 

method 
 

collation 
 

induction
 

method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method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alligraphy.
 

Based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communication
 

situ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communication
 

obstacles 
 

this
 

study
 

analyzes
 

a
 

series
 

of
 

factors
 

affecting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and
 

points
 

out
 

the
 

core
 

obstacles
 

that
 

h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t
 

also
 

discusses
 

approaches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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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多維分析

駱稼祥

紹興文理學院

摘　 要:推動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對於促進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理解與交流意義重大。 本研究採用文獻閱

讀法、整理歸納法、差異分析法梳理、歸納現有文獻中關於書法國際傳播的研究,從傳播情況、傳播理論、傳播阻礙

三個維度出發,深入剖析影響其傳播效能的一系列因素和核心阻礙,探討提升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的路徑。

關鍵詞: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多維分析

基金項目: 浙江省大學生科技創新專案 「 外語專業學生傳播當代中 國能 力 研 究: 理 論 內涵 與 實 踐路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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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R46500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一、
 

引言

書法作為一門源遠流長的傳統藝術,在當今全球化的背景下正逐漸走向國際舞臺,成為文化交流和理

解的紐帶,通過筆墨之間傳遞著文明的精髓。 然而,對於書法在國際傳播領域的深入研究仍存在較大的空

白。 本文旨在梳理現有文獻中關於書法國際傳播的研究,從傳播情況、傳播理論、傳播阻礙三個維度出發,
聚焦於影響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的因素,揭示中國書法在全球範圍內面臨的挑戰,以及可行的傳播方法。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文獻調查法、整理歸納法和統計分析法為主要研究方法。 初步檢索階段,筆者以「書法國際教

學」為關鍵字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僅獲得 15 條相關結果。 為了拓展研究文獻的廣度,筆者進一步以「書法

國際傳播」為關鍵字進行檢索,共獲得 65 篇文章。 其中,涵蓋各類論壇紀要、開幕致辭及研討會性質的文章

8 篇,介紹書法作品或雜誌的文章 10 篇,關於國內書法傳播或理論的文章 8 篇,以及與檢索主題無關的文章

9 篇。 在進一步篩選文獻時,筆者綜合考慮論文的契題程度和學術品質,結合標題、摘要、關鍵字、正文等資

訊進行人工篩查。 最終,與「書法國際傳播」主題密切相關、能夠作為本文研究理論基礎的文獻共有 35 篇。
其中包括 5 篇博士學位論文、9 篇碩士學位論文以及 5 篇來源於 CSSCI 的期刊論文。 在此基礎上,筆者將所

篩選的文獻從傳播情況、傳播理論、傳播阻礙以及傳播方法四個方面進行歸納整合,以深入分析當前書法國

際傳播教學的現狀。

三、
 

研究結果

(一)
 

傳播情況

筆者查閱、分析已有文獻發現,目前學界對於書法國際傳播情況大致從兩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第一是

論述中國書法在國際上的傳播範圍,第二是闡述中國書法在國外的推廣現狀。
1.

 

傳播範圍

近年來,由於國家層面的高度重視,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的廣度不斷擴大,「已突破了此前僅在『漢字文化

圈』內傳播與交流的固有模式,而在亞洲之外的歐美等發達國家也產生了廣泛影響」 。 這一點已經成為國

內學者的共識,鄭開文更是直接指出,當今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範圍主要集中於三大地區,「一是中國書法文

化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傳播,二是「漢字文化圈」內部的中國書法文化國際傳播,主要是中國書法文化

向日本和韓國的傳播,三是中國書法文化向歐美地區的傳播」 。 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總體上呈現出範圍

廣、程度淺的特點。
2.

 

推廣現狀

我國高度重視中國書法在國際上的推廣傳播,近年來,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書協)在書法外交方面不

斷加大力度。 2008 年,中國書協主辦以「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奧運精神為主題的第八屆國際書法交流

大展;2011 年,為充實完善國際書法家聯合總會的組織機構,中國書協代表團和與會的來自中国港澳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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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亞洲、歐洲,以及美洲的十三個團體會員通過了《國際書法家聯合總會章程》;2012 年,中國書協在澳大利

亞悉尼市政廳成功舉辦了「漢字之美」中國書法展;2016 年,中國書法家協會承辦的「2016 漢字之美———中

國古代哲人的沉思與當代書家的表現」書法藝術展,在葡萄牙科技高教部澳門科學文化中心開幕;2019 年,
由廣東省書協承辦的「第十一回·中韓書法交流展」開幕式在韓國光州市舉行。

通過此類文化交流活動,宏觀上,中國提升了國家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形象,深化了跨文化交流;微觀上,
增強了個人和團體的文化認同感,推動了書法藝術的現代化與國際化發展,促進了文化產業的經濟效益。

(二)
 

傳播理論

在最終確定為研究材料的 35 篇文獻中,明確提出與書法國際傳播相關或者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借助的理

論的文章僅僅只有 5 篇。 除此之外,其餘文章都沒有提及書法國際傳播的理論基礎。 所涉及到的理論主要

包括共情傳播理論、皮爾斯符號理論、還原理論、漢字認知理論以及公共外交理論。
王一賽提出的共情傳播理論強調「尊重國別區域受眾差異,創設文化體驗交流情境」 ⑦,來尋找不同文化

間的共通點和情感連接,從而實現跨文化理解和認同;於廣華闡述的皮爾斯符號理論則是運用皮爾斯符號

學的三元模型「再現體、意義對象、闡釋項」 ,討論了中國書法文本的意義生成問題,提出任何文化傳播都是

一種動態的互動過程,傳播主體只能是「交互主體」 ,需要在中西文化之間尋找通約點,構建「交往理性」 ,
以實現有效的傳播;周斌、李守石提出的「還原理論」 強調書法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可以通過改變文

本表達的方式,使低語境文化人群更容易接受並理解其中蘊含的中國文化精神;王偉提出的「漢字認知理

論」 ⑥強調漢字的重要性,從語音、字形、文化等多個角度闡釋了漢字學習的價值所在,為國際書法教學提供

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徐梅提出的公共外交理論闡述了公共外交與傳統外交的區別,強調如何通過加強頂層

設計、整合資源、運用新媒體等措施將書法的符號特徵融入國際活動和對外文化作品,促進中國書法的組織

傳播、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

(三)
 

傳播阻礙

二十一世紀以來,不管是國家層面還是個人層面,向世界介紹中國書法的實踐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但仍然存在許多阻礙,影響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的效能。 具體的傳播阻礙可以分為以下四類:文化因素類、研
究學術類、傳播實踐類、人才培養類。 其中人才培養類是影響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的核心阻礙,正是由於書法

傳播人才的培養路徑上存在不足與缺陷,直接導致了文化因素類、研究學術類、傳播實踐類三個阻礙的出

現。 筆者將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1.

 

文化因素類

文化因素類阻礙是指在跨文化交流傳播的過程中根源於文化差異、語言障礙、認知差異或價值觀衝突

等因素而產生的障礙或困難。 妥善處理文化因素有助於促進文化共情和共融,減少刻板印象,加深國際社

會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具體來說當前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主要面臨著文化認知差異、自我刻板印象

以及異己刻板印象阻礙。
(1)

 

文化認知差異

中國書法在海外傳播面臨著複雜的文化認知差異,梁漱溟先生在《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中比較中西文化

差異時提到「中國文化自具特徵,自成體系,與其他文化差異較大」 ③。 而書法又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凝練的

物化形態」 ,往往借助抽象的藝術形式和象徵性的意義來表達情感和思想,與某些海外文化傳統的直觀性

和實用性要求存在衝突,由此對理解中國書法中的抽象符號和意境產生阻礙。
(2)

 

自我刻板印象、異己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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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賽也強調中國藝術形式在海外的傳播 「受到自我刻板印象 ( autostereotype) 和異己刻板印象

(heterosterotype)的阻礙」 ⑦。 在中國書法海外傳播的語境中,自我刻板印象可能表現為過於一致或過於一

元化的表達,而忽略了中國書法在不同歷史時期、地域和流派間的多樣性。 異己刻板印象則是指海外受眾

受到傳媒、文化教育或歷史觀念等方面的影響,對中國書法持有一些先入為主的刻板印象,這種異己刻板印

象可能使得中國書法被過度簡化為一種陳舊、過時的文化符號,難以適應當代多元文化的需求,從而影響其

在海外的傳播和接受程度。
2.

 

研究學術類

學術研究類阻礙指的是在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的學術研究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研究重點的偏差、數據獲取

的困難、全領域的投入不足、西方學術界對中國書法的認知偏差,以及研究資源的不足等。 系統化的學術研

究不僅可以深化對中國書法的理論解構與審美理解,更能為其在國際舞臺上的推廣和認可提供堅實的理論

基礎與學術支持。 目前在學術研究方面,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主要面臨書法傳播學研究滯後以及國際層面

學術交流欠缺兩大阻礙。
(1)

 

書法傳播學研究滯後

較於其他藝術形式,中國書法傳播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研究相對較為滯後,薛養賢、靳悅指出「從當

下中國傳統文化的國際傳播的實踐經驗看,對書法國際傳播的研究遠遠滯後於對武術、京劇等其他藝術形

式的傳播研究」 ⑨;其次,現有研究往往過於注重實證性的描述性分析,而在理論構建和深度解讀方面存在不

足,限制了學者對於書法傳播機制和效果的深刻洞察,制約了相關理論的不斷發展與完善。
(2)

 

國際層面學術交流欠缺

同時,學術交流的廣度與深度不足,楊加深強調「儘管中西書法交流日漸頻繁,但展覽層面的交流多,學
術層面的對話少」 ,國內外學者之間的合作機會有限,國際上缺乏一個系統性的學術平臺,難以促進不同文

化、語境下的學術觀點和方法的有效對話。 這種相對孤立的學術狀態使得中國書法在國際學術舞臺上難以

融入全球性的學術討論,影響了其在國際學術界的認知度和地位。
3.

 

傳播實踐類

傳播實踐類阻礙指的是在實際傳播過程中可能遇到包括傳播管道限制、傳播策略不適應以及資源匱乏

等問題。 有效的傳播策略、精准的傳播管道與媒介的選擇以及針對不同文化背景的傳播適應性,不僅有助

於擴大中國書法的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還能夠深化國際受眾對其文化內涵和審美價值的理解。 目前中國

書法在傳播實踐方面主要面臨書法教學停滯在象形層面以及傳播媒介更換遲緩等阻礙。
(1)

 

書法教學停滯在象形層面

首先,國際層面的書法教學大部分仍然停滯在象形層面。 任亞萌指出「當前無論是漢語還是書法的國

際教育研究,都普遍習慣鼓吹象形文字便於記憶的優越性」 ④,認為通過強調象形文字的特點,可以激發學習

者的興趣,並減輕外來學習者學習漢字的難度。 實際上,象形文字的特徵與書法學習關聯甚微。 眾所周知,
象形構成了漢字中僅有的一小部分,並且在長時間的演變過程中,其象形特徵已經被大幅淡化,將複雜的象

形文字作為學習的引導方式實際上增加了學習書法的難度。 同時過於強調這一特點可能使受眾產生誤解,
以為漢字都是象形的,使得所學的漢字知識變得零散。

(2)
 

傳播媒介更新遲緩

其次,傳播媒介更新遲緩成為阻礙中國書法在海外傳播的另一實踐難題。 儘管數位化和新媒體技術不

斷發展,一些傳統的書法傳播依然依賴傳統媒介,如展覽、印刷品等,而在新興媒體平臺上的表現相對有限。
先不論國際傳播中的書法教材,放眼目前所有品類的,面向國人的書法教材中,「僅《學習中國書法》《中國書

道至寶:書與人相關的三千年的物語》兩本圖書配有音像視頻;而大部分的書法出版物仍以清晰度差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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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方式為賣點」 ②。 這種傳播媒介更換的遲緩使得中國書法難以在全球範圍內迅速適應和拓展,限制了其

在當代傳媒環境中的廣泛傳播與互動。
4.

 

人才培養類

人才培養類阻礙指的是受限於教育體系的不完善、培養機構的匱乏、師資力量的短缺、教學方法的單

一、國際交流機會的不足等因素,在培養具備國際視野、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專業技能的書法人才方面所遇到

的挑戰和困難。 當前最大程度制約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的阻礙就是人才培養類的阻礙,這一點已成為國

內學者的共識,薛養賢、靳悅指出「出版人才匱乏的整體狀況,間接加劇了書法國際傳播的困境」 ⑨;任亞萌指

出「師資團隊建設不力等,影響了教學品質和效果」 ④;崔樹強指出「從事書法國際傳播的人才缺乏有效的培

養機制」 ①。
目前學界對書法傳播者在國際傳播中的重要性進行了論述,在國際傳播背景下,任亞萌提到,書法傳播

者在書法跨文化教學中充當著「多重角色」 ④,不僅僅是「課堂管理者、協作者、聆聽者和引領者」 ④,也是「資

訊資源的編碼者和解碼者」 ④,更是「中華文化的行為示範者」 ④。 黃友義指出,提高國際傳播能力,要「建設

一支多語種、實踐型、專業化的翻譯人才隊伍」。 徐梅更是直接強調,「師資是對外傳播書法成效的決定性因

素」 ⑧。
目前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與教學主要依附於海外蘭亭書法學堂和孔子學院,而這兩者的書法傳播者大

多來自漢語言文學、英語以及國際中文教育等專業,極少數有過專門的書法培訓經歷,而科班出身的來自書

法專業的老師又往往欠缺相應的跨文化交流與教學能力,無法具體、全面、清晰地向海外受眾介紹中國書法

的獨特魅力,崔樹強也指明了這一問題———「從事書法國際傳播的人才缺乏有效的培養機制」 ①,嚴重影響了

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效能。

四、
 

傳播效能分析

(一)
 

阻礙間關係分析

在中國書法國際傳播中,文化因素類阻礙、研究學術類阻礙、傳播實踐類阻礙和人才培養類阻礙之間並

非孤立存在,而是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和相互作用。 其中人才培養類是最突出、最核心的阻礙,直接導致了其

他三類阻礙的產生。 文化因素類、研究學術類與傳播實踐類這三類阻礙之間也存在複雜的相互作用。
在這四大類阻礙中,人才培養類阻礙作為最為重要且根本性的障礙,直接導致了其他三種阻礙的存在

和加劇。 首先,人才培養類阻礙直接導致了文化因素類阻礙的產生,缺乏具備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的書法人才,導致中國書法在國際傳播中難以適應不同文化背景和價值觀念,阻礙了其文化內涵的準確傳

播與理解;其次,人才培養類阻礙對研究學術類阻礙的影響顯著,由於缺乏高水準的書法專家和研究者,中
國書法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和認可度受到制約,阻礙了對其深入研究和理論解構的展開,進而影響了國際

傳播中對其文化價值的充分認知;再者,人才培養類阻礙也直接影響了傳播實踐類阻礙的產生和發展。 缺

乏具備國際化視野和跨文化交流技能的書法傳播者,使得在國際舞臺上的傳播策略難以制定和實施,從而

限制了中國書法在國際傳播中的影響力和效果。 以人才培養類的阻礙為核心,四大阻礙之間構成了複雜的

關係網絡,彼此交織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因此,人才培養類阻礙在中國書法國

際傳播中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其解決和突破將為其他三類阻礙的克服提供基礎和保障,有助於推動中國書

法在國際舞臺上的更深入和廣泛傳播。
同時,文化因素類阻礙、研究學術類阻礙和傳播實踐類阻礙之間也存在緊密的相互關係和作用。 首先,

930
LUO

 

Jiaxiang



學術研究類阻礙對傳播實踐產生直接制約。 當學術研究缺乏深度和廣度時,它無法提供足夠豐富和準確的

理論支持,從而削弱了書法傳播的有效性和說服力。 與此同時,傳播實踐的局限性和表面性又反過來限制

了學術研究的深入探索,使其難以產生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其次,傳播實踐類阻礙與文化因素類阻礙之間

相互制約,在面對文化差異和傳統觀念的挑戰時,傳播實踐往往難以找到合適的策略和手段,導致傳播效果

不佳,而文化因素類阻礙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局限,因為它涉及到深層次的價值觀、信仰和認知模式,這些

因素在傳播過程中可能會引發誤解、偏見甚至抵觸;最後,學術研究類阻礙與文化因素類阻礙之間的相互作

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當學術研究忽視或誤解文化背景和價值觀時,其產生的理論成果可能與文化傳統和社

會實踐相悖,從而削弱了其對傳播實踐的指導作用,而文化因素阻礙則可能加深這一矛盾,因為它在強調傳

統和本土特色的同時,也可能對外部影響持有保守態度,使得學術研究難以獲得足夠的認可和接受。

圖 1　 阻礙間關係圖
　

(二)
 

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總結

綜上所述,當前中國書法在國際傳播中遭遇多重困境,主要包括文化因素、學術研究、傳播實踐和人才

培養等阻礙,同時疊加傳播範圍廣但程度淺,傳播理論缺失等因素的限制,當前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效能

較低。

五、
 

傳播效能提升路徑淺析

為了從根源上處理上述阻礙,打通中國書法國際傳播路徑,提高傳播效能,筆者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一)
 

轉換研究重點,重視人才培養

近年來,為提升中國書法的國際傳播效能,學術界進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 然而,現有研究普遍存在研

究重點的偏差。 大多數學者通常直接從研究傳播方法入手,以期提高傳播效能,但這忽視了中國書法的國

際傳播是一條呈序列型、具有內在邏輯的傳播道路。 目前存在的阻礙並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的,因此

解決這些阻礙也應沿著一條科學合理的邏輯路徑進行。 這一邏輯路徑的起點應當著眼於書法人才的培養,
當前研究重點應側重於書法人才的培養。

通過培養兼具扎實技法功底與跨文化傳播能力的書法人才,能夠為書法國際傳播的學術研究提供智力

支持,經過系統學習藝術學、文化學、傳播學等相關學科,這些人才能夠深入探討書法在國際傳播中的文化

淵源、符號學特徵,以及跨文化交流中可能面臨的問題,為書法國際傳播的理論研究注入新穎的學術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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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能夠有效克服傳播過程中面臨的文化阻礙,扎實的技法功底使其在書法表達中能夠更為準確、貼近傳

統,從而在國際舞臺上能夠傳遞更為純粹的文化資訊;跨文化傳播能力使其具有適應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
以開放的思維,理解並融入多元文化,通過書法作品更好地與全球受眾進行情感共鳴,實現文化共融;最後

能夠把握書法教育的實質,通過數位化、虛擬現實等先進技術的運用,在傳播實踐中賦予書法作品新的形式

和維度,不僅擴展了傳播媒介的多樣性,同時也提高了書法作品在數字媒體中的呈現效果,有效克服傳播實

踐阻礙。
例如,上海外國語大學「從國際傳播素養和英語新聞業務兩個方向出發,精心設計了國際傳播格局、國

際涉華輿論、新媒體城市國際傳播、城市品牌對外傳播、對外傳播選題、英語新聞采寫規範、人工智慧國際傳

播實踐和英語視頻業務等相關課程」 ⑤,精准培養複合型國際傳播實踐人才。 同時 SHAN
 

Xinrong
 

和
 

LIANG
 

Xiaomin 指出要「強調語言服務人才培養協同創新,調整專業師資隊伍,改進教學方式,建立『一專多能』的培

養機制」。
綜上所述,當前書法傳播的研究重點應側重於書法人才的培養,以此為起點出發,打通傳播路徑上的層

層阻礙,實現書法在國際舞臺上的有機、深入傳播,真正達到文化的傳播與共享。

圖 2　 提升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路徑圖
　

(二)
 

深化理論建構,健全傳播機制

在確定為研究對象的 35 篇文獻中,僅有 5 篇提及了傳播理論,占總數的 14%。 這一低比例表明當前學

界對於書法文化與傳播理論之間關係的研究存在明顯的不足。 更具體地說,即便在提及傳播理論的文獻

中,研究者僅限於應用傳播理論的表層層面,未能深入探討書法文化的深層次特徵與傳播理論的理論整合。
以皮爾斯符號理論為例,雖然被運用於解釋書法作品的符號意義,但研究未能深入探討書法中獨特的

審美和文化內涵如何在國際受眾中引發影響,從而影響其解讀與感知。 這意味著研究者未能將傳播理論與

書法文化的深層次特徵有機地整合,缺乏對於書法文化傳播機制的全面理解。
總體而言,目前的研究在探討書法文化與傳播理論關係方面存在雙重不足:首先,提及傳播理論的文獻

比例較低,其次,即便有涉及,研究者未能深化理論整合,使得對於書法文化傳播機制的理解局限於表層應

用,未能涵蓋其深層次特徵。 這一不足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挖掘的空間。

(三)
 

追蹤長期影響,評估傳播策略

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聚焦於短期內書法作品的展示和教育效果,對書法在國際舞臺

上長期影響的追蹤和分析相對不足。 特別是在涉及傳播策略的具體實施和效果評估方面,研究缺乏對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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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的深入追蹤,而這正是導致中國書法國際傳播範圍廣而程度淺的重要原因。
首先,大多數研究更偏向於短期內書法作品的呈現,而忽視了其在更廣泛的時間尺度上的演變和效果;

其次,關於傳播策略的具體實施和效果評估方面的長期追蹤研究亦不夠充分,在書法傳播的國際化進程中,
傳播策略的執行和效果評估對於持續產生影響至關重要,然而,目前的研究未對這一過程進行深入的長期

觀察,缺乏對於策略實施成功與否、調整的有效性以及實際影響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綜合而言,當前的研究對於書法在國際舞臺上的長期傳播影響的追蹤和分析存在不足,尤其是在傳播

策略的實施和效果評估方面。 為了更全面地理解書法在長期國際傳播中的演變和影響機制,未來研究需要

更加注重長期追蹤、詳實的數據收集和系統的評估回饋,在「表達自我與傾聽域外世界他者」 間達到有機平

衡,深化對書法傳播的長期影響機制的理解。

六、
 

結語

通過梳理影響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的因素,本研究揭示了當前中國書法國際傳播效能較低的現狀。
在此基礎上,筆者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的對策建議,例如加大書法傳播人才培養力度,深層次建構傳播理

論、追蹤書法作品長期影響,評估傳播策略有效性等,以期為全面探索中國書法在國際傳播中的價值和影

響,推動中國書法走向世界舞臺,為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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