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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承中价值探究

一、汉语言文学概述和特点

1. 汉语言文学概述

汉语是全球使用最多的语种，汉语言文学是我国

高校开展的一门专业课程，此类课程的开展可以追溯到

一百年前左右，汉语教育是培养专业型人才的主要途径

之一，并且还可服务于各行各业。当前我国社会变革速

度较快，汉语言文学教育自身具备一定价值，所以需要

得到各大高校的重视。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和

社会，并且也可见证时代变迁，更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象

征，在学习后，学生可以对自身想法进行有效表达。

2. 汉语言文学特点

语言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文化

表达，人与人之间需要通过语言进行交流。汉语是每个

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母语，语言也是全人类生活工作不可

缺少的内容，一般情况下语言需要文字进行记录。对于

汉语文学而言，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语言交流在人们

的生活中时常发生，在交流过程中也可以有效对情感进

行表达，此过程也是传承历史的一个过程。每个国家或

者地域都有着自身的历史，因此各个地区的汉语言文学

存在一定差异性。每个国家在文字文化方面都有历史记

录。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中文字的记载较多，因此才可

被传承。汉字在历史不断发展下，也发生了一定的演变，

在演变过程中汉字成为了表达语言的载体，同时汉语言

文学专业也利用汉字的特点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演变作出

传播，促使我国传统文化可以有效被传承，并且也赋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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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将传统文化融入汉语言文学中，不仅可以丰富文学素材，提升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还可以体现国家文

化的软实力，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和传播。因此，我们应该继续推动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的融合，探索更加多元化和

创新性的文学创作模式和方法，以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国文化的精髓和价值，让汉语言文学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出更加丰富和多彩

的魅力。鉴于此，本文探讨了汉语言文学研究在文化传承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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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需要不断加强文化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语言文学需要在文化传承中发挥自己重要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了各类传统文化意义。

二、汉语言文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

1.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然要对汉语言进

行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就

是将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其有利于推动全社会精神

文明的建设 [1]。基于世界各国交往联系日益密切，中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正逐步走向全球，但在这一过程中无疑

面临着众多挑战。当前，全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都开始

热衷于学习汉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播。汉语言文学是记录、呈现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播、继承、发展汉语言文学

的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而然得到了发扬，这也

促使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够看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重的

积淀以及丰富的内蕴。当今，全世界推广汉语言文学是

传播、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径。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汉语言文学

中华传统文化并非以抽象的形态存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蕴极其丰富，不仅涵盖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

之中创造出的物质文明，更包含先祖留下的璀璨精神文

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依托汉语言文学进行传播，

这就意味着汉语言文学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一个重要内容。往前追溯到商朝的甲骨文、秦朝的篆书、

隶书，再到汉代的楷体，这些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构成部分，无一不展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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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是汉语言文学产生与得以发展的源头，汉语

言文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实现发展。

3. 汉语言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影响

汉语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字符号，其具有一定

的复杂性。从汉语的字音、字形、字意来看，都深深地

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果基于汉语言文学

中的一些成语进行分析，就能够看出汉语言文学是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与指引下进行发展的。举例而言，

从成语的构词来谈，无论是单音节词与四字格的构成形

式，还是平仄搭配的构词形式，都将中华民族人民特有

的思维方式及审美情趣呈现出来。又如，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多年的发展中，无论是服装、饮食这些与百姓息

息相关的内容，还是历史、政治、军事关乎国家大局的

内容，都能够在成语中找到相关表达。而当代人民群众

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学习成语的方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研究及追溯。

4.、我国各民族文化依托汉语言文学进行融汇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我国文

化也相应的十分多元，大多数民族都有属于自身的独特

语言文化。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各个民

族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物质及精神文明。汉语言是使用

范围最广，且影响较为深远的一种语言，其为促进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文明得以不断发展提供了坚

实的保障。

三、汉语言文学在文化传承中价值

1. 加深了新一代对传统文化的认识

中华文化的传播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年轻的一代人

抓起。几乎从我们牙牙学语开始，汉语言文学就开始融

入每一个孩子的生活。今后的成长教育中，汉语言文学

更是伴随每一个孩子的教育生涯。汉语言文学很好地向

一代年轻人展示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向他们讲述着历史

纵横发展的历程，传达着一代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 [2]。

汉语言文学对于新一代认识和了解国家发展历史，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认知、个人辩证思维，激发他们形

成正确的爱国主义情怀，养成健康的心理成长习惯，加

深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有着重要的意义。

2. 为中华文化稳定传播提供了保障

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都会面临着文化传播中

断、传播渠道不合理的问题，最终导致部分中华文化未

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汉语言文学作为国内教育重点扶持

项目，将其作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佳渠道是最为合

理的。其不可替代的可操作性和易保存性，确保了文化

传播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为中华传统文化继承发扬提供

了良好的传播空间。正是有了汉语言文学的存在，才会

让一代中华儿女认识和了解每个时代民众的生活状态，

知晓民族发展进程中宝贵的文化财富。

3. 推动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

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传承创

新和发展的重要性，而汉语言文学是在记录现实生活的

基础上，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形成的，他在有效记录中

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创新加工记

载，是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形式。在多元文化时代

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需要与时俱进，创新

发展思路和途径，获得年轻人的青睐和关注。汉语言文

学则结合时代特色，融合时代符号，通过线上线下的方

式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播和发展，实现了对文化继承

发扬的同时，以更为多样化的方式向大众传播传统文化。

4. 传播和弘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精神

中国几千年风风雨雨的发展历程包含了诸多的文化

情怀，彰显了华夏儿女不畏外敌入侵、团结一致的民族

精神，而正是这样伟大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一代中国人努

力奋斗，为民族复兴提供动力支撑。中华传统文化一直

都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民族精神象征，汉语言文学将这种

抽象的民族精神，有效地记录下来，真正实现了民族精

神的代代传承和发扬，为当下和未来中华儿女的努力奋

斗提供了精神动力支撑。民族精神的传承需要传统文化

作为基石，而汉语言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和记录

者，义不容辞地肩负着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

历史使命。

四、汉语言文学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对策

1. 提高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意识

在实现将传统文化与汉语言文学融合之前，要做好

基础经济建设，为语言文学的持续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汉语言文学发展与文化传承属于文化产业范畴，文化产

业发展本身就不同于其他产业建设，它需要正确的文化、

政治信仰做支撑。这就要求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融合

要建立在大众理解和尊重文化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

文化市场繁荣发展，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发展都受到

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对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语言和文化

发展观，正确看待外来文化入侵的现状，不能全盘否定

外来文化，要秉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理念，用开

放包容的态度辩证地看待外来文化，在此基础上实现进

一步的创新发展。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以

市场为导向，在保持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

基础上，迎合主流市场的需求，寻求更为多元化的融合

发展路径。再者，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都是中国几千

年历史发展和人文精神风貌的体现，是我们寻根溯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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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武器，作为中国人要谨记传统中华文化的重要使命，

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定地支持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

化的融合发展。

2. 优化汉语言文学体系

首先，在建设汉语言文学体系时，应注明与传统文

化相关的主干课程，使学生在学习汉语言知识的同时，

高度关注中华传统文化。

其次，应深人研究当前的汉语言课程内容，提取中

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且教师根据新时代的特点，更新、

补充汉语言课程内容，结合中华传统文化与时代元素，

促使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更多经典文学作品，了解历史

典故，获得中华传统文化知识，提升文学素养 [3]。教师

可以在网络中搜索与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知识，融人汉

语言文学中，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或者在文言文、古诗

词学习过程中渗透传统文化内容。比如在教育学生形成

爱国主义精神时，应引导学生学习范仲淹的“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会爱国情感 ; 或者学习

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体会

民族精神 ; 或者学习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体会奉献精神 ; 或者学习孟子的“富贵

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感悟崇高的精神。

除了学习古诗词外，教师还可以整合与学习主旨类似的

作品内容，明确作家的创作背景与生平经历，引导学生

在他人经历中体悟传统文化，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升

学生的理解感悟能力。比如在进行民族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可以挖掘文言文中的传统文化内涵，在学习孟子“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等句子时，

感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 在学习李自“道

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

等诗句时，体会表达的侠义之情 ;在学习孔子“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等语句时，体会和谐均衡

发展的美好精神。为了加深学生的印象，教师在讲解中

华传统文化时还可以融人重要的历史事件，比如改革开

放 40 年，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整体体现了自强不息

的精神，且期间出现了任长霞、魏青刚等代表人物，传

达了无私奉献、见义勇为的精神，使学生认识到社会经

济发展与传统文化发展相辅相成，深刻感悟传统文化的

现实意义，增强传承积极性 [4]

最后，教师应在慕课中开设中华传统文化课程，结

合汉语言与学生学习兴趣，持续性完善慕课体系，若期

间涉及中华传统文化知识，应及时为学生分享链接，要

求学生学习研读。

3. 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技术打造新时代文化阵地

在创新发展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互

联网新媒体力量，打造时代化的文化传播阵地，借助时

代优势实现对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内高校

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授课过程中要借助多元化的新媒体方

式，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深度挖掘汉语言

文学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和大众从不

同角度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加强民族文化自信建设，

不断提高学生和大众的语言文学素养和民族文化素养。

对此，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方面，要借助多元化

的新媒体方式，通过微信、微博、短视频等各种互联网

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解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相关内

容，加深学生对两者的认识和了解。另一方面，高校和

社会机构要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构建文化宣传和建设

软件平台，并及时对平台信息进行更新，让学生和大众

能够随时随地借助平台了解最新的汉语言文学和传统文

化咨询，同时为学生和大众提供有效的互动平台，实现

言论自由的同时，满足彼此之间对于汉语言文学和传统

文化认识的沟通交流。

结  语：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汉语言文学的成熟毫

不相干是一种错误的结论。回顾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

程，正是因为有了汉语言文学的传承性、文化性、民族性

和人文性特点的支撑，其才能打破环境、地域、思想的

阻碍，获取更为丰富的内涵。对于传统文化来说，汉语

言文学正在不断补充文化的人文价值，拓宽传统文化的

传播渠道。其传承与发展，已经与汉语言文学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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