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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国 际待播研 堯现狀及思 考

姚 敏

【提 要 】 语言传播现 象 由来 已 久 ， 相关 学术研究则 兴起于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 。 在 中

国
，
随着近年 来汉语 国 际传播事业的 蓬勃发展 ， 语言传播研究也迅速开展 。 从宏观语言

传播规律性研究 ， 到具体语言如英语 、 汉语 的传播研究 ， 特别 是在 汉语传播领域 ， 成果

颇丰 ， 但仍未臻完善 。 纵观可知 ， 我 国 语言传播的 学术研究 与 汉语 国 际传播 实践是互 为

促进的
。

【关键词 】 语言传播 英语传播 汉语 国 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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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传播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ｐｒ ｅａｄ ） 是指 Ａ 民族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 ， 相关学术成

（包括部族 ） 的语言被 Ｂ 民族 （包括部族 ） 学习果逐年增多 。 到 ２０１ １ 年 ， 该领域第
一

本学术期

使用 ， 从而使 Ａ 民族 （语言领属者 ） 的语言传刊 《汉语国 际传播研究 》 问世 。 ２０ １ ２ 年 ， 第一

播到 Ｂ 民族 （语言接纳者 ） 。

① 这个界定形象描届汉语国 际传播学术研讨会召开 ，

“

中 国语文现

述了语言传播现象的本质 。 无论是古代希腊语 、 代化学会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分会
”

成立 。 同年 ，

拉丁语 ， 还是非洲东部斯瓦希里语以 及遍及全吴应辉 的专著 《汉语 国 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

球的英语 ， 人类各民族 、 各国家之间 的接触和法 》
？
出版 。 ２０１ ５ 年 ， 《汉语国 际传播发展报告

交流总是伴随着语言的传播 。（２０ １ １
？

２０ １４ ） 》
③ 新鲜出炉 。 随着学术阵地的建

作为汉语研究的大本营 ， 我 国学者对于汉立 、 学术人才的储备 ， 研究成果逐年递增 ， 汉

语的国际传播研究 自 然最关注 ， 最有发言权 ， 语国际传播研究 日 益成为
一

个独特的研究领域 。

成果也最丰富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以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

从
“

中国知网
”

检索到与
“

汉语 （国际 ） 传世界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为己 任 ， 是
一

播
”

相关的研究情况来看 ：
２００４ 年 以前零星有一 个以语言教学为基础 、 多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

些研究汉语传播的文章 ， 其中传播历史研究较多 ； 领域。 因此 ， 涉及的研究 内容和视角 都颇为广

２００４ 年 １ １ 月 ２１ 日 随着我国第
一

家海外孔子学院泛和多元 ， 包括汉语国 际传播方略研究 、 汉语

在韩国首尔挂牌 ， 我国 的汉语国际传播事业迈出

了重要一步 。
２００５ 年 ，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章新

① 李宇明 ： 《探索语言传播规律
——

序
“

世界汉语教育丛书
”

》 ，

胜多次撰文强调要加强汉语的国际传播 。 李宇明 、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 厕年第 ４期 。

郭熙、 郑梦娟 、 谭学纯等学者也开始研究相关问② 中央 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

？。 后 ， 随＃汉语国际 ？ 王祖《 、 吴应辉 ： 《新》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１ ５ 年第 ２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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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传播与 中华文化传播的关系研究？
、 汉语教随着汉语 国际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 ， 学者

学的本土化问题研究 、 汉语国际传播与 国家软们的问题也逐渐深化 。 陆俭明＠先生提出 的六个

实力建设研究 、 汉语 国 际传播与 国家形象构建问题就颇有代表性 ：
１

？ 正确的
“

汉语国际传播
”

研究 、 汉语国际传播与国家安全战略关系研究 、 观念是什么 ？ 是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 中 国 、 用

汉语国际传播相关标准研究 、 汉语国际传播的世界的眼光来看世界 、 用世界的 眼光来思考问

项 目评估体系研究 、 现代教育技术与汉语 国际题 、 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汉语 国际传播 。 ２ ． 汉

传播研究 、 汉语国际传播的典型个案研究等等 。语国 际教学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 是汉语言文字

＿教学 。 ３ ． 文化教学的地位是什么 ？ 国家文化的
一

、 汉语国 Ｐ示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 传播主要是靠文化 自 身厚重的 吸引 力 、 感染力

ｗ
、

五 隹规 Ｔｅｎｔｅ ｉ
ｆｆｌＫ此文刺 田宗 ７ｍ伴且和影响力 。 ４ ． 汉语教材如何做到 国别化？ 要有

汉语国 际传播面临哪些不利 因素 ？ 可能是
普适性 的基础 。 ５ ． 汉语教师如何培养的冋

＾题？ 从长远来看应立足于培养本地教师 ， 只有

雜外的汉语教学基本上都由 当地汉语教师来

教 ， 才真正能做到汉语国别化教学 ， 汉语才能

真正走向世界 。 ６ ． 汉语怎样才能成为强势语言 ？

根本因素 ： 国家强盛 ； 关键因素 ： 国家的科技 、

除了 已被热议 的教师 、 教 材 、 教法 的
“

二教
”

教育事业高变发展
问题外 ， 还包括汉语的

“

外热 内冷
”

现象 ，
ＢＰ此外 ， 学者还颇有远见地提出 汉语国际传

轻母语而錢语
：

母
＾护賴麵 。 而额

■应減远景 目标 ， 賴是
“

倾语成为
一

先入为主 ， 重英语而轻视其，语的總也引
门全雜语言

”

。

⑧ 除 了 上述 问翻讨论 外 ，

人堪忧 。 此外 ， 汉语内 部Ｓ言分歧较大 ，

、

汉？很多学者还 围绕着汉 ｉ吾 国 际传播的建设 问题

展开研究 ， 包括学科建设 、

？ 継建设 、

？ 标
针对这些问题 ， 学者们积极应对 ， 献计献

策 。 郑梦娟？从政府 、 机构实施以及 国民认同三

人 户高《 山 冲响从 ｉＢ丁认认ｒａ
、

丨 本 ① 这个研究话题近年来不断成为学者关注 的焦点 ， 受篇 幅所
个层面提出战略构想 。 王玲玲＠认为汉语国际化％

的核心任务是普通话 （包括汉语方言 ） 与华语② 郑梦娟 ： 《汉语的国际传播 ： 主要 问题及其对策 《 江汉大

（包括区域华语 ） 之间互相汲取养料 ， 谋求汉语
２〇〇６赖 ６ ８１ 。

— ③ 王玲玲 ： 《汉语的国际化及传播与维护 ？ ， 《语言文字应用 》

ｇ文化在全球的 国 际化沟通与海外华语的 区域

性认同 。 郭熙？＾为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加强规划④ 郭熙 ： 《汉语的 国际地位与 国 际传播 》 ， 《渤海大学学报 》

与协调 ， 充分认识教学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２？＞ ７￥胃 １ ？ 。

进 ｒ
－ｗ士 在电甚

、

□
、

Ｘ 苗 ７細古⑤ 唐发铙 ： 《扩大汉语国际传播应改善国内语言环境 》 ， 《北华
汉语国 际推广要有 国际竞争意识 ， 还要了解有２０ １ １ ￥胃 １ ８８ ？

关国家的语言政策 。 唐发饶？提出 的对策包括主⑥ 张西平 ： 《走 向世界的汉语所面临 的若干战略问题的思考 》 ，

观上积极提升汉语 国际化程度 ， 培养高水准的《＿ ：
ｆｃｆ＾８ ？ ２Ｇ ｌｌ ￥ｍ ２ ＃ 。

細
、

丨 ／ｒ？ ｒｔＬ并 仏奋
、

ｎ如Ｍｌ妯吐＋ ＃县
⑦ 陆检明 ： 《汉语国际传播中的几个问题 》 ， 《 华文教学与研

翻译队伍 ， 提升法治意识、 加强执法力度 ， 最究 ＞ ２０ １ ３年第 ３ 期 。

重要的是要正视汉语 ， 消除 自卑心理 。 而张西⑧ 吴应辉 ： 《让汉语成为
一门全球性语言一全球性语言特征

平＠则从更高的战略角度 ， 提出 了在国际和平战探讨与汉语国际传播的远景 目标 》 ，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２ 期 〇

略形势下 ， 应有和平 、 平等的汉语国 际传播模 ⑨ 赵金铭 ：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述略 》 ，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式 ；
应加强调査研究 ， 注意语言传播政策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 ， ［新］ 吴英成等 ： 《 〈语言教学与研究 ＞３〇

积极与海夕卜汉学互动 ， 仓 ｜

Ｊ造 良好 的夕卜部环境 ；
周年？ ）ｉ与展望 ： 汉＠国际传播视角 》 ，

《＠言教学与

２００ ９年第 ５ 期 ０

加强对
？

海外孔子学院运行ＳＢ仑与实践的研
１究

； ⑩ 陈永莉 ： 《汉语国际传播 的制度建设 问题 》 ， 《暨南学报 》

加强学科建设等战略构想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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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敏 ：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现状及思考

准建设 、

？ 学术建设等 。

？用应该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 。

最近 ， 国家提 出
“
一带

一

路
”

战 略 ，
汉语＿

Ｓ ^

传播如何适应新的形势 ， 做好
“
－

带－路
，，

上三、 汉语传播历史研究

的语言传播 ？ 如何应对可能 出 现的新问题？ 在借古明今 ， 对历史进行全面深人的总结有
“
－带－路

”

框架下 ，
汉语 国际传播的 战略力

助于当今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 李宇明 ⑤指出研
何 ？ 恐怕需要学者们进－步思考 。

究的三个主要方面需要重视 ，

－是早年汉学在

二 汉 ？ ｉ吾传播的组■织与形式东西方的传播 ；
二是华人华侨在海外的语言保

＇一、
—

’

持与发展 ；
三是 ５０ 年来对外汉语教学活动 。

语言传播的组织形式有很多种 ， 大致分成具体的研究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已 出现 ，
至上

正规学校教育以及非主流语言教学 。 而后者又世纪末 ， 研究多是对历史上汉语国际传播有贡

包括社区服务型语言教学比如国外华校等机构 ， 献的某个具体人物或群体的介绍 。 进人 ２ １ 世

商业营利 型语言教学如华尔街英语等机构 ， 还纪 ， 研究内容逐渐集 中在断代史研究 、 国外汉

包括国际推广型的诸如英国文化委员会等机构学和传教士的历史研究上 。 而董 明 的专著 《古

组织 。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史 》 可 以说是
一部具有开

作为汉语 国际传播的重要运作机构 ， 孔子拓意义的力作 。

⑥ 该书以古代汉语汉字对外传播

学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 对它 的关注和研究也为题 ， 以 中 国历史朝代为序 ， 以
“

汉字文化圈
”

最多 。 研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包括 ： 孔子学院为主要研究对象 ，
清楚地揭示出 了不 同历史时

的运营模式 、 品牌塑造和发展规划 、 评估体系期汉语汉字的传播状况 。

建设等问题 ； 孔子学院对包括武术 、 音乐等艺断代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隋唐和明清 。 比

术门类在 内 的中华文化的传播 以及 中华形象的如 ， 王继红？分析得出隋唐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

塑造 ； 孔子学院本土化的 问题 ；
世界各 国语言活动主要是通过中外经济贸易 、 外国政府官方

推广机构 的比较研究以及不同 国家孔子学院特 派遣人员和宗教传教活动等三种途径实现的 。

点的研究 。隋唐时期汉语国际传播的主要动 因是经济 、 文

在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之际 ， 张艳杰？总结 化 、 官方交流以及宗教 。 相 比较而言 ， 明清时

了 十年来孔子学院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的 巨期历史研究表明汉文化对
“

汉字文化圈
”

的巨

大作用 ，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阻碍中大向心力 ， 以及传教士对汉语国 际传播的 巨大

华文化传播的主要 因素 ， 并从五个方面提出 了作用 。

优化孔子学院文化传播 的 建议 。 我 们不 禁思传教士与汉学的关系 问题张西平有详细的

考 ： 通过十年的努力 ， 孔子学院发展到 了 哪一

个阶段 ？ 现行阶段 ， 孔子学院的运营和传播模

式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 程晔＠站在宏观的高度① 王建勤 ： 《 汉语国际传播标准 的学术竞争力及学术规划 》 ，

分析 了 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各类中华文化传播
＋？ 山② 吴应辉 ： 《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探

机构在国外１足之后的 ；Ｓ营 、 传播方式 。 提出讨》 ， 《语言文字应用 》 ２０１ ０ 年第 ３ 期 。

要注重
“

市场
’’

理念 ， 遵循
“

传播
”

规律 办③ 张艳杰 ： 《孔子学院汉语国际传播十年 回眸 》
， 《 哈尔滨师范

事 。 这样的提法无疑可 以抛砖引 玉 ， 引发更多
④ 程晔 ： 《 中国语言文化推广机构 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 ，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 ０ １５ 年第 ２ 期 。

此外 ， 作为汉语传播的另
一

种主要形式


⑤ 李宇明 ： 《重视汉语国际传播的历史研究 》 ， 《 中国语言规划

海外华校 ， 关心 的人相对较少 。 目前的研究多￥ ２２８
？

２３３ Ｓ 。

？ ？ 士士 ｔＭ 、 丨， 仏沙 备灿衣播士？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是对
一些东南亚 国家华校及当地华文教育模式 ⑦ 王继红 ： 《隋唐对外汉语教学史考 ：Ｋ 《绥化学院学报 》 ２０ １０

进行的探讨 。 华校在汉语国际传播中发挥的作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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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 关于传教士在汉语国 际传播中的作用 ， 学界对华语传播的研究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

陈莉概括为 ：

“

激发起欧洲人了解中 国 、 学习汉研究力量相对单薄 。 华语传播的规律性研究 ，

语的热情 ； 为外 国人学习汉语提供大量系统的华语传播的政策 、 规划研究及历史研究 ， 华语

工具书 ； 初步培养早期汉语师资 ， 促进国际汉传播教育标准以及华裔语言 习得规律 ， 华文教

语教学学科化 。

”
？学方法的系统研究等都是未来可以深人开拓的

另外 ， 陈东东
？
通过三位美国 中文教学界巨领域 。

匠在不同 时期各 自 的卓越贡献 ， 梳理了 汉语在、

美国的传播史 ， 探讨了汉语在類传播的条件五、 汉语的国别传播研究

不同 国家情况不同 ， 自 然会影响汉语在当
但是

丨

学界对預语传＃撕史贿健＿＿ 。 了解各關情題定汉语国际传播

施 促舰賴繼細綱 。 关于 国别传
研允范式尚未形成等等 。 罗骧等？总结东南亚历

播的研究内容 ， 李宇 明？提出 至少有 四个方面 ，

Ｂｐ语言政策 语言特点 文化风貌和学习需求 。

研究的－ 巾￥細个方麵研究除了上文提过的语言政策研
够重视 ， 職賴大等 。 对于传触隨贼

餅 ， 難三个方麵職賴有謝 。 关于
胃

汉语学习需求的调査研究相对较多 ， 不过 ， 研

究对象大多是来华 留学生 。 针对本土学生的学

Ｅ３习需求调査受地域和条件 限制并不算多 ， 赵倩
＇Ｂ

等？的文章颇具代表性 ， 文章通过比较泰国和越

华语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共南两国学生学 习汉语的需求 ， 指出两个国家的

同语 。

？ 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 ， 是在差异和特 点 ， 对汉语在 当地 的传播无疑是有

现有汉语研究基础上的一大拓展 ，

？ 更应该成益的 。

为汉语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近年来 ， 华异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有何特点 ？ 是否会

语传播研究也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 ， 出 现 了一发生迁移或干扰 ？ 在教学中应该如何应对 ？ 这

批关于华语传播的学术资料 ， 仅在 《 中 国语言些问题都需要语言本体研究和教学实践相结合 。

生活状况报告 》 中 ， 华语传播的 内容作为专题现有的研究多是从句型 、 语音 、 句法 、 语用和

就出现了 四次 。 《全球华语词典 》
⑦ 的出 版是各

地华语词汇研究 的一个初步成果 ， 所做的工作① 张西平 ： 《传教士汉学平议 》
，

《世界汉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 。

本身就是传播华语 ， 同 时也致力 于服务华语② 陈莉 ： 《 论传教士在汉语国际传播中的作用 》 ， 《青海社会科

学 》 ２ ０ １ ０ 年第 ６期 。

③ 陈东东 ：
《汉语在美国的传播历史

——纪念美国中文教学界

早些时候 ， 海外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华语三位 巨匠 》 ，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２ 期 。

教育和华语的传播 。 国 内学者郭熙？详细分析了④ 罗骥 ： 《 东南亚汉语传播历史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办
、

ｒ 占 站比挪 ｒＪｍ 双 杜 上ｉｉＴ Ｌｉ 山 从 必 ７（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 》 ２ ０ １４ 年第 ２期 。

华１ ？口 自然传播 的原Ｂ及特点 。 他指出 华 １〇 除 了
⑤ 郭熙 ：

《 华语研究录 》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６ 页 。

传播之外重要的
一

个特点是传承 ；
华语 自然传？ 郭熙 ： 《华语研究录 》 ， 商务印 书馆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２３ 页 。

１ ．２ ．？ 李宇 明主编 ： 《 全球华语词典 》 ， 商务 印书馆出版 ２０１ ０ 年

限
；

３ ． 远离祖语 ， 易形成新的方 曰
；

４ ？ 受当地
⑧ 郭熙 ： 《华语的传播与传承 ： 现状与 困境 》 ，

《世界华文教

主流语言的影响 ， 逐步 出 现语码夹杂 、 语码混育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１ 期 。

至语码胃 要 些 ｌ

］^Ｍ ， ＳＨＩ？ 李宇明 ： 《 明 了名＂国 国情 ， 顺利传播汉语 》 ， 《世界汉 ｉ§教

要人为地进行语 Ｓ传播的规划 。

⑩ 赵倩 、 林昱 ： 《泰越本土学生汉语学习的 内在需求对比研

作为汉语国 际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究 》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５ 期。

９４



姚 敏 ：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现状及思考


不同 国家学习特点上去分析的 ， 这就需要研究破。 实证性研究 、 定量研究 、 数据分析等方法

者具备跨语言的研究能力 。 而另一个方面 ，
不的使用都能使学科更为规范 、 科学 。

同的文化背景 、 民俗风情 以及思维习惯对于汉语言传播研究是
一个系统工程 ， 涉及到 多

语学习 的影 响也是研究者们十分关注的问题。 个学科领域 ， 需要多语种 、 多专业的复合型人

做好这方面的研究需要了 解更多社会学 、 民俗才通力配合 ， 为 国家从战略髙度制定合理的汉

学 、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才能融会贯通 。语传播规划方略提供足够的学术支持 。

汉语在不同 国家的传播研究对于我们 更有

针对性地开展海外汉语传播提供了有力 的学术［导 ！Ｉ币李宇明教授 ，点评］

支持 。 目 前 ， 有针对缅甸 、 泰 国 、 保加 利亚 、进入 ２ ０世纪以来 ， 随着
“

汉语热
”

的逐渐

美国 、 法 国 、 土耳其 、 斯里兰卡等 国家的汉语 兴起 ，
汉语 国 际传播研 究 受到 了 广 泛 关注 ， 研

传播研究 。 但现有研究多是个案或经验性研究 ， 究者从不 同 的 角 度对这项研究进行 了 深入分析 ，

期待更多系统性研究 ， 这样有助于我们有的放成果显著 。 本文作者对这一 时期的 研究成果加

矢地制定方略 ， 实施教学 。以详细梳理 ，
从学科发展 、 汉语 国 际传播面 临

结语 ： 目前学界 已经取得 了 不小 的 成绩 ，

的 主要问 题 、 国 别 传播研究 、 传播历 史研究 、

进
一

步的研究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１

． 加华语研究等方 面分析 ， 并且 为如何进行下一 步

强规律性研究 、 为语言传播提供理论基础 。 ２ ．的研究提出 了 自 己 的 观点 ， 全 面客观 ， 具有参

加强英语及其他语言在中 国传播的共时研究 、 考价值 。 文章 层次分 明 ， 条理清楚 ， 有颇 多 独

对比研究 。 在国 际传播研究中争取更多 的发言到见解 ， 具有一定的学 术价值 。

权 。
３ ． 进一步加强海外华语传播研究 ， 海外华

、

校研究 ， 其成果会直接影响汉语 的 国 际传播 。本文作者 ： 北京 华文 学 院讲师 、 中 国 社会
４ ． 重视国外语言特点 、 文化风貌的研究 ， 从而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 系 ２０１ ６ 届博士

保证汉语传播更有针对性 。 ５ ？ 研究方法需要完责任编辑 ： 马光

善 。 除了历史研究有比较详尽科学的研究方法 ，

其他方面的研究似乎没有更多研究方法上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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