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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的形式与渠道日趋多元

化，新疆地域文化跨界传播的话语生成，不仅涉及到语

言文字的翻译与阐释，还涉及到文化符号、历史叙事与

社会价值观念的传递。新疆地域文化的传播，不仅关乎

自身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而且关系着世界各国对中国文

化的认识与认同。然而，由于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以

及文化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新疆地域文化在对外传播过

程中经常会遇到误读。因此，对新疆地域文化国际传播

中的话语生成机理进行系统研究，剖析其传播过程中面

临的挑战，对提升新疆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中华

文化国际影响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新疆地域文化特点

（一）多民族融合与共生

在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各

民族和睦相处，各有其特有的语言、服饰、饮食、节日

等。如维吾尔族舞蹈热情奔放、旋律优美，其中最著名

的就是《十二木卡姆》；哈萨克族以其特有的马背文化、

草原牧歌式的生活方式而闻名，多民族文化交融于此，

构成了新疆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新疆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要道，自古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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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它既是汉文化和佛教文化的

传播中心，又是古代西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各种文化

因素在此交融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1]。

（三）新疆自然景观多样

天山南北纵横，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如沙漠、草

原、雪山、湖泊等和谐共生。神秘的喀纳斯湖，广袤无

垠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宁静秀美的天山天池，都令人流

连忘返。这些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不但使新疆民族文

化增色不少，而且孕育出独特的民族生活习俗。

（四）饮食文化丰富特异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饮食文化极为丰富，

种类繁多，烤全羊、手抓饭、拉条、纳仁等美味佳肴，

不仅味道独特，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无论是在熙

熙攘攘的集市上，还是在安静的乡间巷子里，都可以品

尝到正宗的新疆菜，感受到浓郁的地方风情 [2]。

二、新疆地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生成挑战

（一）文化差异和认知偏误

亚洲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不仅

仅表现在语言、习俗和宗教信仰上，而且还表现在思维

方式和价值观等更深的方面 [3]。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

认知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西方受众对新疆文化的接

触与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来自于对不

熟悉的文化的陌生和防卫，也可能来自于已有的文化定

势，这些偏误不仅造成了误解，而且影响新疆文化的国

际传播效果与受众的接受程度。

（二）信息不对称和误导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信息传播的方式与质量是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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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地区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特色，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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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新疆地域文化话语的生成及其面临的挑战为当前社会热议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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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新疆文化信息在传

播过程中往往呈现出非对称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体现在

信息的片面，甚至会造成误导。部分西方媒体或组织出

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考虑，可能会有选择性地报道甚

至歪曲事实，造成对新疆文化认知的偏差。信息的不对

称与误导，不仅破坏了新疆文化的本来面目，而且也影

响到国际社会对新疆文化做出公正的评价。

（三）文化输出渠道的局限

现代科技、网络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新疆文化

的传播，但是，新疆文化的传播渠道还比较单一。新疆

位于中国西北边疆，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传播

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4]。另外，由于文化输出渠道的单

一与局限，使得新疆文化很难向世界观众全面、立体地

展示。传统的图书、影视、音乐等传播手段虽能在一定

程度上展现新疆文化魅力，却难以应对全球化、信息化

时代的挑战。

（四）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性，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

要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与制约。尤其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

中，某些国家或地区为了自身利益，对新疆文化传播设置

重重障碍，甚至恶意中伤。这种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敌

对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新疆文化的国际传播与认同。

（五）文化自信和创新不足

新疆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但是在对外交

往中却常常显得缺乏自信，这种缺乏自信，可能是因为

低估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也可能是因为不了解、不适应

国际文化市场。此外，新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缺乏创新

意识，缺乏与时俱进的意识，使其不能满足现代国际交

流的需要，文化传播不应仅限于展示与传播，而应根据

时代的审美与价值观，在继承中不断创新。

三、新疆地域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生成策略

（一）加强文化交流与互动

文化交流和互动可通过举办国际文化节而得以实现，

新疆文化节庆、展览与交流活动，既是展示新疆丰富文

化遗产的窗口，也是各国游客直接接触、感受新疆文化

的重要平台。这样，不同文化的人就可以在同一个空间

里进行交流，共享各自的文化特征与历史故事。这种面

对面的沟通，可打破语言与文化的隔阂，增进了彼此的

了解与尊重 [5]。如新疆特色歌舞表演、传统工艺表演、

美食体验等，可让参与者全方位地感受新疆文化的魅力。

同时，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艺术家及文化工作者参加，

通过讲座、专题讲座、大师班等形式，深入挖掘新疆文

化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增强新疆文化在国际上的认

知与认同。此外，可建立长期的文化交流计划，通过与

国际文化组织的合作，为新疆文化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

平台和资源。如新疆文化的研究、推广与交流，可与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文化部及国际文化基金会等单位

进行合作。项目内容涉及文学、音乐、舞蹈、戏剧、影

视等多个方面，以多元化的形式与渠道将新疆文化传播

出去。如可组织国际文化代表团赴新疆考察与交流，了

解当地的文化生态与社会风貌，并撰写相关研究报告或

艺术创作等。

（二）增强信息透明度和权威性

要有效提升新疆地域文化话语的权威和透明性，就

必须构建一个权威的新疆文化信息发布平台。这一平台

不仅要能够及时、有效地发布信息，而且要保证信息的

准确、全面。具体来说，新疆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科

研成果和活动信息可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和相

关文化组织等官方渠道进行。这样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

避免由于信息的误报和误报而引起的误会。同时，平台

还应建立多语种支持平台，保证不同语种的受众能够方

便地获取信息，进一步扩大信息的覆盖面与影响力。此

外，应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的合作，是提高新疆文化传

播成效的重要手段。通过与国际媒体的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将新疆的文化形象传递给世界各地的观众。同

时，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兴趣爱好的外国观众，可量身

订做多元化的沟通内容。如可以纪录片、专题报道、访

谈节目等形式，对新疆历史文化遗产、民俗风情以及现

代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展示。不仅要注重视觉、听

觉上的冲击，还要辅以文字解说、专家解说，使观众对

新疆独特的文化魅力有更深刻的认识与体会。

（三）拓展多元传播渠道

随着网络的普及与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介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借助微博、微信、

抖音等社交媒体平台，可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的文化传

播。制作有创意、互动的短片，配有插图的文章，还有

现场直播的活动，都能吸引全世界的观众。如新疆的传

统音乐和舞蹈视频可以上传到抖音上，或新疆菜的制作

过程也可上传到抖音上。这种直观、生动的传播方式，

不仅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能打破语言、文化的

隔阂，吸引更多的外国受众关注新疆文化 [6]。此外，可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使参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新疆的



89

教育发展与创新 | 第2卷/第24期

自然景观、历史古迹和民俗风情，增强文化传播的沉浸

感和互动性。如可开发虚拟现实应用程序，使用户能够

在虚拟现实设备下游览著名的景点如喀纳斯湖、天山天

池或体验新疆的传统节日。这一高科技手段既能提高传

播效果，又能增强受众的参与性与互动性，使新疆文化

得以更好的传播。另外，可通过举办新疆文化艺术节和

影视节等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将新疆丰富的文化资源

展示给世界。如在国内外著名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开展新

疆文化展览，展可示新疆的历史文物、民族工艺品和当

代艺术品；也可以邀请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音乐家来新

疆音乐节，在艺术上进行跨文化交流，让新疆的文化得

到更多的认同。同时，也可以借助电影节这一平台，向

全球观众推介新疆题材的影视作品，向世界展示新疆的

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及社会发展。

（四）优化国际传播环境

要使新疆地方文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认同，并

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就必须优化国际传播环境。必须发

挥民间外交的作用，加强新疆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互

动，可借助文化交流团、姊妹城等民间外交渠道来实现。

具体来说，就是组织新疆文化交流团到国外去展示、交

流，这是非常必要的。如新疆的民族音乐、舞蹈和手工

艺品巡回展等，使外国观众亲身体验新疆独特的文化魅

力。与此同时，与世界各国友好城市建立友好关系，定

期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如共同举办文化节和艺术展等，

不仅可以增进互信，也可以潜移默化地促进新疆文化的

传播。通过这种形式的交流，既能增进彼此的理解，又

能促进新疆文化在国际交流中的广泛传播。此外，应积

极参与国际文化组织，新疆应积极参加包括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内的国际性文化组织，这样既能提高新疆文化

的国际影响力，又能使新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

泛的传播。如新疆可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计划，借其全球影响力，让世界了解新疆独一

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增强文化自信与创新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交融的地方，文化资源丰

富，文化形态独特，为对外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提

高文化自信和创新能力，是实现对外交流有效生成话语

的关键。要对新疆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进行挖掘，增强

文化自信，确保其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不会失去自己文化

的独特性和核心价值观。维吾尔族舞蹈、哈萨克族音乐、

传统手工艺、古丝绸之路遗址等新疆文化遗产具有很强

的代表性。对这些文化要素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

一种学术权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资源库，既能为

文化传播奠定坚实基础，又能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要

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支持文化

工作者开展创新活动，开发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

提升新疆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文化创意产业以创新为核

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创意设计，把传统文化元素和

现代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如动漫、影视、游戏等，能够

有效地吸引到世界各地的年轻人。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新疆地域文化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

话语生成及其所面临的挑战的分析，可揭示出文化传播

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与多元。新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

资源，在进行对外交流的同时，也面临着语言、文化差

异和偏见等方面的问题。新疆文化要想在国际上发挥更

大的作用，就必须采取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战略，采取多

样化的传播方式，才能使新疆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

泛认同。未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数字化技术的

飞速发展，新疆文化必将在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世界

舞台上大放异彩，为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与共生性发展

作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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