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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承中的价值研究：信息交融与重构
孙诣昀

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3300

摘要：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持续进步以及社会的变革，文化已经成为了反映一个国家形象与底蕴的重要标签，更是民族凝聚力和
精神延续的力量源头。而在坚持走文化自信发展道路的背景下，文化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时代特色的象征，更是印
刻在每一个中国人脑海中潜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表现。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同时期的文化也具备着时代的特色与象征，
展现出了不同时期人民在价值观念、发展观念方面的想法与愿景。本篇文章主要是分析了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承中发挥的作用价值，
并且就汉语言文学助推文化传承的有效路径进行了探究，希望能够为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延续提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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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介质和载体，
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具有
上下 5000 年的发展历程，穿越历史岁月长河遗
留下的语言文化包含着前人的智慧结晶，更是独
属于世界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瑰宝，在引领现代社
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的价值无可取代 [1]。而随着
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语言更是成为了人们在相互
交流中的重要理解工具，语言的产生与演变的进
程也真实地反馈着人类历史文明在前行过程中的
脚印，也代表了一个民族深厚的底蕴与精神凝聚
力。因此，在新时期坚持走文化自信发展道路，
进一步探究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价值
更显得意义重大。

一、汉语言文学的内涵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而 56 个民
族在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文化更是包罗万
象，在源远流长的丰富历史底蕴下，中华文化展
现出的精神命脉与精髓历久弥新。目前，我国也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形态，包含了民族民

间艺术活动、体育活动、民俗建筑等多个不同的
方面，这都是多民族长久发展下累积的文化财富。
而在新型文化持续发展的影响作用下，汉语言文
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价值更是不可小觑。在人类
社会持续变迁的背景下，汉语作为人们交流的重
要语言工具，衍生出的词汇更加丰富多样，而新
词的诞生和使用也让语言的表达方式更加的生动
和立体 [2]。由此可见，通过汉语言文学的持续研究，
这种语言文字不仅仅是古老的文字符号，更是随
着时代不断发展过程中融入时代特色的新产物。
汉语言文学是不同时代历史下代表人们思维的新
方式，它总能融入新的发展元素与时代元素，对
于推动我国的政治经济建设意义重大，对于助推
世界文明的繁荣发展具有极大的作用。正所谓文
化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命脉，代表着一个民族
在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等多方面的发
展成果。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在世界平台中的竞
争软实力，更能够反馈出该国文明背后蕴藏着的
底蕴价值。

而在中国的文学历程中，文学作为一种艺术
形式，更是中国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之
一。现代汉语言文字具有极为鲜明的民族性以及

（稿件编号：IS-25-3-1019）

作者简介：孙诣昀（2004-），女，汉，江苏淮安人，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学生，主要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专业。



57

2025 年，第三期，国际科学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时代性特征，这正反映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特色，
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的魅力。首先，汉语言包罗万
象，文字内容复杂多变，这也决定了汉语言文学
的研究工作面临着巨大的难度，语言文字的差异
也让研究工作的开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不同地
域文化下方言的使用也导致不同地区对同一词汇
的理解存在较大的偏差。第二，汉语言是世界上
最独特的文字语言，其发展历程极为长久，这也
让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广度和深度有所延伸。

二、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价值

（一）为文学研究工作拓宽了形式与载体
历史的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基于

文化的传承以及民族的建设，只有独立的民族具
备精神发展的魅力，才能让历史不断地延伸与拓
展，而文化的传承又是人类在精神命脉传播过程
中的重要载体和形式 [3]。因此，在中国的教育领
域中，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应当摆在更加重要
的位置，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培养相关
方面的素质性人才，这样不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
我国文化的精髓，加强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同时也能够自觉地担任起对于优秀民族文化的传
承责任与使命。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人们对于
文化精神方面的追求品质更高，在知识学习面拓
宽的同时，当代的学生与人民也更希望成为祖国
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分子。而在文化自信发展
道路上，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应当与时俱进，
展现其创新性发展的一面。通过对汉语言文学的
研究更能够让语言文学融入时代发展元素和特
色，比如，让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汉语言的研究工
作中，就能让汉语言文学的传承具备新的载体和
新的途径。

（二）让汉语言词汇更加丰富拓展
文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形象与历史，而汉语

言文化中包含着的中华民族精神文明，更是推动
中国民族建设的支柱。文化具有传承性以及开放
性，尤其是考虑到中华文化本身包罗万象，其在
世界平台中的包容性也让汉语言文学受到了许多
国家的青睐。可以这样说，汉语言文学的研究不
仅仅助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了人们对于物
质方面的需求，同时，还能够从精神层面帮助人
们丰富头脑。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看，中国是一
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长久的发展历程
中也形成了独特的语言体系与特色文字 [4]。在这
样的背景下，汉语言的发展可谓包罗万象，同时，
在不同的时期，也融入了新的语言形式和词汇。
而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
世界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形成也是人们在劳动过
程中沟通的工具。而汉语语言在使用的范围上极
其广阔，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从文学
发展的角度来看，文学是极富生命力的，通过情
感的渲染更能够与读者之间产生共鸣。文学的内
容复杂多样，有小说、戏剧、散文等等，而这些
不同的表达形式也独具魅力。因此，汉语言文学

的研究工作包含着种类多样的丰富形式，其与西
方单纯的理论体系套路有所不同，更能够展现出
中华传统文化中包罗万象的特色。通过对汉语言
文学的深入研究，更能够持续拓宽对于优质文化
的传承丰富性。

（三）更有利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第一，汉语言文学本身就具有传承性的特征。

语言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载体，而文化的传
承，则需要源源不断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一
代建设者延续，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创新，才
能让文化的展现不断诞生新的活力。而在当前的
经济时代下，社会经济的新常态，让人们对于精
神文明方面的追求不断地增加，语言文化作为人
类交流过程中的重要应用工具，也受到了社会各
界的关注和重视。由此可见，语言文化的传递本
身就包含着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在使用语
言工具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延
续。第二，语言的传递和使用具有强大的可塑性。
中国是一个历史发展悠久得多民族国家，作为世
界上的文明古国，在 5000 年的文化发展历程中，
中国人民用智慧积累了大量的文字性宝藏。而这
些素材则为现代语言的学习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在文化的传递过程中，汉
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能单纯地依靠文字的应用实现
传递，而是要融入新时期的科技发展力量，不断
地实现文化的交融与重构，才能让新时期的文化
传承诞生新的活力。

三、信息交融与重构，通过汉语言文学研究
助推文化传承的有效路径

（一）实现信息交融，采用新媒体方式助推
文化传承

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时
代背景下，前沿科技在不同领域的融入和应用彻
底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而新媒体作
为文化传递的新形式，更是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一
种重要载体和方法，也是新的文化状态。新媒体
的出现让文化在新时期的延续具有了更强大的技
术支持，也让文化的展现更具吸引力和活力。在
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接收信
息时已经离不开多元化的网络渠道，网络的发展
也让人们接收信息的方式更加便捷，传递信息的
效率更高 [5]。在我国，互联网络的持续普及也为
传统媒体的发展带来了新挑战，目前纸质的书籍
和报纸正在接受着互联网络的冲击。而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中国一直秉持着以书为主的文化传递
方式，通过书籍实现对于新文化的探索，并以此
为基础自观自省。而在新的发展时代背景下，如
何能够应用新媒体作为文化传递的新形式也成为
了汉语言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话题。

比如，可以通过借助公共图书馆，将与汉语
言文学相关联的历史、人文以及民族等方面的书
籍材料融入公共图书馆的电子信息库中，从而实
现文化传递的互融共通和信息的共享。再比如，
也可利用一些新型的短视频传递渠道，开设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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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传递的公众新栏目，将传统优秀文
化融入短视频中，让短视频的重现为传统优秀文
化带来新的形象与活力，也更易于被社会大众所
接受。另一方面，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者还应
当将网络中的语言文化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研究对
象，通过信息融合，让网络语言文化发展为一种
动态可解析的文化。例如，可以将传统的语言文
化与当下流行的网络流行语之间相互融合，通过
发挥古今互补的效应，让文化传递的影响力不断
地增强。

（二）解读文学作品新形式，实现汉语言文
学作品的重构与创新

汉语言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种类多样的特
征，而在新的发展时期下，如何能够去掉汉语言
文学作品中枯燥乏味的一面，而是让汉语言文学
作品的解析呈现出全新的形式，也成为了汉语言
文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关注的重要话题。这就需要
文学工作的研究者发掘更加具有多元化和感染活
力的研究性课题。一方面，研究工作者可以结合
现代人类社会中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了解受众
群体阅读习惯以及语言文字传递喜好的背景下，
对于一些经典的文字作品展开一些创新性的编创
活动或释义活动。从而实现对于经典作品的再创
造，让经典作品结合新时期的文化元素不断创新
与重构。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拓宽一些经典文学
作品在现代社会中的传递范围，同时也能打消其
中一些枯燥乏味的元素，让经典文学作品中的内
容与现代人的学习喜好更加的接近。比如，在解
读《诗经》中的故事时，就可以做成微视频的方式，
通过一边解读一边配合解析动画，让读者能够身
临其境地了解故事的内涵与价值，同时，也让经
典文学作品摇身一变成为了与新时期相结合的新
形态，更易于被受众群体所接受。另一方面，汉
语言的文学研究者还应当持续寻找一些新的研究
课题，不要仅针对一些大众熟知的名著或史书展
开研究，而是要寻找一些价值更广泛的研究对象，
收集更多的文学研究素材，不断拓宽研究的形式
和方法。

（三）发挥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通过
多元渠道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保护

中国国土广袤，56 个民族共同在中国大地上
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历程与篇章。而在不同的
民族长久发展的历程中，由于其地域生存环境、
信仰、经济因素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也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多民族文化，最终所生成的语言文化类
型和表达方式更是千差万别。因此，作为汉语言
文化的研究工作者来说，在对汉语言文学作品进
行研究和解读的过程中，也需要考虑这些文学作
品形成的民族，能够从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民族
特色的文学角度作为切入点，保留这些传统文化
中所包含的民族特色和元素，从而让文化的传递
不失特征，展现出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形式。尤
其是考虑到我国的多民族文化在语言传达的过程
中各具特色，为了更好地展现这种特征，研究工
作者在开展汉语言文学的研究活动时，也应当深

深地植根于当地的传统习俗以及人文特色，在深
入了解不同民族文化底蕴的基础条件下，从中挖
掘出值得永久传承的特色文化元素与宝藏。

（四）包容与开放，通过教育与交流强化汉
语言文学的推广

教育工作以及对外的文化交流，一直以来就
是汉语言文化在传递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渠道和
形式。作为汉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者，文学的发
展离不开教育作为基础的手段，而沟通和交流则
是能够让我国文化持续开放，并在世界舞台中迸
发活力的新方式。因此，如何能够研究更具有创
新意义的汉语言文学内容，更成为了新时期助推
中华优秀文化持续传承和弘扬的关键。比如，汉
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者可以深入到高等院校中，
以高等院校这一重要的教学阵地作为语言文化传
递的平台，通过达成合作，借助学校这一文化氛
围浓厚的教学阵地，在校内策划一些与汉语言文
学研究作为主题的新时期特色文化活动。比如，
可以组建关于四大名著的文化专题讲座大会、大
学生诗词比赛活动等等，从而让学生在讲座与比
赛的过程中，不断地感受中华传统语言文化的魅
力。除此之外，还要注重汉语言文学作品的对外
传播，持续拓宽对外传播的途径。目前，我国在
海外已经设置了多所孔子学校推行儒家文化，也
可以借助孔子学校作为平台，在海外推广一些独
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从而通过更加开放
与包容的形态，让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不断地展
现。

四、结语

综上所述，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更是推动传统文化持续
发展的有力载体和关键形式。而在现代信息技术
与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汉语言文学
在助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传递的过程中，也应当
以信息融合和重构的视角作为出发点，通过不断
创新语言文学作品的释义新形式、注重对于多民
族地域文化的保护、用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强化汉
语言文学的推广、借助新媒体技术拓宽文化传递
渠道等多措并举的方式，不断为传统优秀文化的
传承注入现代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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