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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整个西南地区，巴蜀文化的发展水平最高，发达时间最早，在西南地区形成了一

个“文化高地”（刘弘，2007）。自 1997 年重庆直辖以来，四川出现由“巴蜀文化”向

“古蜀文明”和“巴蜀文明”的提升和拓展，而重庆则出现从“巴蜀文化”、“巴文化”向

“巴渝文化”的嬗变；不仅直接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和繁荣，扩大和提高了地域文化的

影响，更成为川渝两地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文化繁荣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

（黎小龙，2017）。巴文化以“顺应自然、开放包容、忠勇信义、勇往直前”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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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彭邦本，2016），具有勇锐性、质朴性和凝聚性内生力（李万斌，2015）。

蜀文化“兼容并包、渴求开放；追求和谐，讲究休闲；具有多重性”（唐永进，

2005）。巴文化内生力对推动川东北特色文化旅游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李万斌，

2015）。可基于品牌战略、产业思维和全局观念，将巴文化资源转化为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的生产力（张建华，2016）。谢怀建和杨小扬（2001）论证了发扬巴渝文化、

陪都文化和红岩文化优秀价值取向在重庆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段渝

（2019）梳理了建国 70 年来巴蜀文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展望。王小菲和袁鑫（2017）

指出巴蜀文化向国际拓展还面临中西方文化传统差异、巴蜀文化产业对外拓展机制

不完善和人才储备不足等问题，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从巴蜀地区的文化底

蕴、人文情怀、文化资源、传统习俗和文化理念等角度，论述了巴蜀文化向国际拓

展的策略。 

综上，学界研究得出巴蜀文化开放包容，其向国际拓展对于区域文化和经济建设

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界对巴蜀文化对外传播的研究较少，且缺乏对其传播现状

及效应的系统研究。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巴蜀文化对外传播有利于增进境外

知华友华人士对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川渝区域文化的了解，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提高中国尤其是川渝地区文化软实力，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国际经贸交流，

为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助力。立足四川省域，本研究运用问卷

调查全面梳理省内高校国际汉语教育中巴蜀文化对外传播的现状；运用定量数据分

析巴蜀文化对外传播对四川省国际经贸和旅游发展的影响；并基于现存问题，借鉴

其他国家（地区）先进经验，提出优化巴蜀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研究结果与分析 

四川高校研究和传播巴蜀文化现状调查 

地方高校学科众多、资料丰富、信息集中、人才密集，拥有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

和雄厚实力，加之研究者大多数来自所在地区，熟悉所在地域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

状，了解所在地域的文化需求取向，其研究成果也较多体现在对所在区域的文化研

究中，在发掘、生产和拓展地域文化的历史资源和价值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进

行地域文化传播时能够更好地把握和体现历史纵深度和历史文化价值（周欣，

2011）。在高校留学生教育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并从外域文化中汲取营养，

对于培养知华友华人士、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具有战略

意义（关春芳，2012）。因此，高校应承担中华文化（地域文化）对外传播的文化

功能。 

巴蜀文化，又称为四川文化，有 5000 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

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域文化共同构成中国文明（林军，张瑞

涵，2008）。高校对巴蜀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前者体现在本校

国际教育学院对来华留学生的教学和在海外共建的孔子学院对海外学生的教学过程

中；后者体现在本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对可能从事国际汉语教师职业的学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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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本文仅为初级阶段研究：以四川省 X 大学为例，通过访谈负责人和对学生

作问卷调查，对其开设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和国际教育学院，以及在海外共建的孔

子学院对外传播巴蜀文化的现状进行调查，并通过搜集和整理相关资料以获悉 X 大

学教师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课题及成果。 

 

1.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传播巴蜀文化现状 

截止 2021 年底，X 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国际汉语教育专业有在校本科生 158

人；2021 级本科生实行大类招生，尚未分专业方向；21 届本科毕业生无人直接从事

汉语国际教育工作；硕士阶段无该专业。本科阶段开设专业选修课  “巴蜀文化专题” ， 

参考书目涉及巴蜀历史、文化和文学领域。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本科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附件 1），收回有效问卷反馈 36 份。问卷结果如下： 

(1) 36 名被调查学生中四川生源 33 人（占比约 92%）； “不太了解” 和 “说不清是否

了解” 巴蜀文化的 11 人中，有 10 人（占比约 30%）来自四川； “知道一点” 巴蜀

文化的 25 人（包括 2 名非川籍学生），全部对巴蜀文化 “有点兴趣” 或 “很感兴

趣” 。 

(2) 36 名被调查学生中有 12 人（占比约 33%）知道学院开设了巴蜀文化相关课程 

“巴蜀文化专题研究” ；仅有 3 人（占比约 8%）知道学院开展了巴蜀文化相关活

动，例如参观三苏祠、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博物馆。 

(3) 36 名被调查学生中有 4 人（占比约 11%）表示将来不会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相关

工作，17 人（占比约 47%）表示会从事，而 15 人（占比约 42%）不知道。无此

意愿源于外语能力不足无法用外语授课，工作机会有限无法满足就业需求和有

其他职业倾向等原因。而他们希望从事的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工作包括：在国内

培训机构教外国人汉语、赴海外孔子学院任中文教师和继续深造后进高校任教

等。 

(4) 36 名被调查学生中有 22 名（占比约 61%）表示若从事汉语国际教育工作，会向

海外学生介绍巴蜀文化，基于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或者对巴蜀文化的

兴趣。 

(5) 36 名被调查学生中仅有 1 人（占比约 3%）读过反映巴蜀文化的书籍；7 人（占

比约 19%）看过反映巴蜀文化的影视，例如相关纪录片和川渝本土电视剧等。 

(6) 在巴蜀文化认知度考察（总分 20分）中，36名被调查学生中仅有 13人（占比约

36%）答对 60%及以上题目；最高 18 分，最低 4 分，均为川籍学生；平均得分

约 9.6 分。 

调查结果显示学院在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对学生巴蜀文化意识的培养还

不够，且传播巴蜀文化的力度尚不足，本科阶段还需增开相关选修课并开展相关活

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本科生对巴蜀文化的了解渠道有待拓展，了解程度还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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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升；虽然对外传播巴蜀文化的意愿较高，但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相关工作的意愿

不相匹配；学院对外传播巴蜀文化的间接效应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2. 国际教育学院传播巴蜀文化现状 

截止 2021 年底，X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有在读国际学生 205 人，分为学历生（本、

硕阶段）、语言培训生和假期游学生，来自老挝、尼泊尔、孟加拉、阿富汗、也

门、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德国；但受到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目前仅有

少数国际生在校，其余全部实行线上授课方式。针对国际学生，学院开设了必修课

“中国概况”，授课内容涵盖“中国基本国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科技”

四大主题，但尚未专门开设巴蜀文化课程；并开展了汉语角活动，主题囊括四川茶

文化和旅游景点等。对国际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附件 2），收回有效问卷反馈 33

份。问卷结果如下： 

(1) 33 名被调查国际学生分别来自老挝、尼泊尔、也门和孟加拉国，所学专业包括

工商管理、物流管理、工程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和计算机科学；其

中，32 人本科在读，1 人是专科生。 

(2) 33 名被调查国际学生中，有 20 人（占比约 61%） “完全不了解” 或 “不太了解” 

巴蜀文化，有 13 人（占比约 39%） “知道一点” 或 “非常了解” 巴蜀文化；这 13

人中，有 2 人（占比约 15%）对巴蜀文化 “不太有兴趣” ，有 11 人（占比约 85%）

对巴蜀文化“有点兴趣”或“很感兴趣”。 

(3) 33 名被调查国际学生中，没有人认为/知道学院开设了巴蜀文化相关课程，仅有

1 人（占比约 3%）知道学院开展了巴蜀文化相关活动，如国际学生感知四川之

走进凉山和南充。 

(4) 33 名被调查国际学生中，仅有 2 人（占比约 6%）读过巴蜀文化相关书籍，如

《湖广填四川》和《三国演义》；没人看过巴蜀文化相关影视。 

(5) 在巴蜀文化认知度考察（总分 11分）中，33名被调查国际学生中仅有 19人（占

比约 58%）答对 60%及以上题目；最高 11 分，最低 2 分，均为老挝学生；平均

得分约 7.2 分。 

调查结果显示 X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对巴蜀文化的传播意识和力度均有待提升；国

际学生虽然总体对巴蜀文化感兴趣，但缺乏了解渠道，了解程度也不够；虽然有 6

人在认知度考察中获得 90%以上得分，但不代表他们是从学校渠道了解巴蜀文化，

且考察题目是针对外国人设计，本身比较简单。 

 

3. 海外共建孔子学院传播巴蜀文化现状 

X 大学与海外某大学共建的孔子学院于 2019 年 3 月揭牌，2020 年起正式招生，

生源包括驻在国当地中学生和专科生。受到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授课和活动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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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线上形式开展，但孔院非常重视巴蜀文化的对外传播，开展了线上巴蜀文化专题

讲座、中外区域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和 “中外两地非物质文化传承” 国际服装网络

研讨会，以及线上夏令营、 “春游巴蜀” 和端午文化习俗交流等活动；制作了“蜀

文化及成都特色端午”、“跟着诗歌游成都”、“四川变脸”和四川茶文化介绍等专题视

频向孔院学生展示四川文化；此外，还将举行以中外皮影艺术为专题的交流活动。

对孔院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附件 3），收回有效问卷反馈 4 份。问卷结果如下： 

(1) 4 名被调查学生除了 1 人是中国籍外，其余 3 人均是驻在国人；分别就读于当地

大学和初中。 

(2) 4名被调查学生到孔子学院/学堂学习，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占比25%）和

学习中文并了解中国文化后赴中国留学（75%），且喜欢的孔院课程包括中文和

中国文化课程（占比 50%）；但无人了解巴蜀文化，更谈不上对巴蜀文化的兴

趣。 

(3) 4 名被调查学生均不认为/知道孔院开设了巴蜀文化相关课程或开展了巴蜀文化

相关活动；也无人读过巴蜀文化相关书籍或看过巴蜀文化相关影视。 

(4) 在巴蜀文化认知度考察（总分 12 分）中，仅 1 人答对 60%及以上题目；最高 10

分，最低 2 分，均为驻在国学生；平均得分 6.3 分。 

调查结果显示作为孔子学院的中方合作院校，X 大学非常重视并积极传播巴蜀文

化，但可能受到全球疫情影响下线上交流的限制，孔子学院对外传播巴蜀文化的效

果不容乐观，当然，问卷反馈样本量过小也可导致结果偏差；海外学生虽然对学习

中文和中国文化有较强动机，但不了解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文化。虽

有 1 名外籍学生在认知度考察中获得 90%以上得分，但不代表他是从学校渠道了解

巴蜀文化，且考察题目是针对外国人设计，本身比较简单。 

 

4. 高校关于巴蜀文化研究课题及成果现状 

为了更好地传承、保护和传播巴蜀文化，四川省内高校建立了区域文化、民间文

化、李白文化、张大千文化、康巴文化、彝族文化、羌学、佛教文化遗产和多元文

化研究中心，四川旅游、文化产业发展、地方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研究中心，川

菜、川酒、酒史和盐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四川思想家、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

研究中心等；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还发起了“巴蜀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专项课题；

省内高校教师等研究人员更是从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了巴蜀文化相关课题。 

2010 年来，X 大学教师成功申报的国家级社科基金项目中，涉及巴蜀文化研究的

有 7 项；巴蜀文化研究主要相关基金项目中，X 大学教师中标 6 项（见表 1）。此

外，在四川省社科联其他研究基地，尤其是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项目

中，X 大学教师关于巴蜀文化的立项课题众多；但总的来看，X 大学教师关于巴蜀

文化的研究缺乏高水平课题，还有较大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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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0 年以来 X 大学教师关于巴蜀文化研究课题统计1 

（国家级社科基金和巴蜀文化研究主要相关基金） 

基金类别 项目名称 项目类

别 

立项时

间 

项目情

况 

研究成果 

国家社科基

金 

彝族民间调解制度研究 青年项

目 

2011 结项 研究报告《彝族民间调解制

度研究》 

藏区非常规性纠纷研究 青年项

目 

2014 结项 专著《藏区非常规性纠纷研

究——以安多藏区》 

建川博物馆馆藏二战时期侵华日军日

记的整理、翻译与研究 

一般项

目 

2015 结项 译著《建川博物馆馆藏二战

时期侵华日军日记翻译》 

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文献整理研究 西部项

目 

2015 结项 研究报告《南方丝绸之路国

内文献整理研究》 

明代杜诗学史 青年项

目 

2015 结项 专著《明代杜诗学史》 

英语世界里的《格萨尔》研究 一般项

目 

2016 在研  

英美汉学中的扬雄译介与研究 西部项

目 

2018 在研  

教育部人文

社科研究项

目 

暂无 

教育部人文

社科重点研

究基地——

巴蜀文化研

究中心项目 

南方丝绸之路文献整理 
一般项

目 

2015 结项  

南方丝绸之路题刻书法及其文化旅游

价值研究 

重点项

目 

2019 在研  

基于三维数字化技术的凉山彝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创产品开发策略

研究 

重点项

目 

2019 在研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近代康区地方

志研究 

重点项

目 

2021 在研  

四川省社科

联“巴蜀文

化对外传播

研究”专项

课题 

四川高校国际汉语教育中巴蜀文化对

外传播调查研究 
一般项目 

2021 在研  

四川白酒品牌外宣中的广告话语建构

研究 
一般项目 

2021 在研  

 

研究小结 

由于时间仓促，本研究尚未展开，而仅对调研对象之一——X 大学研究和传播巴

蜀文化的现状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 X 大学尚未达到在国际汉语教育中向国际学生

直接传播巴蜀文化的预期效果，且通过培养汉语国际教育人才的巴蜀文化意识以间

接传播巴蜀文化的力度还有待加强；对于巴蜀文化的研究力度较大，但高水平的研

                                                           
1
数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index/45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 http://wap.moe.gov.cn/s78/A13/tongzhi/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官网

http://www.bswh.net/BigClass.asp?BigClassID=1&BigClassName=%CF%EE%C4%BF%B9%AB%B2%BC 

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官网 http://www.scskl.cn/#/news-

information/402809816ae75e3f016ae878b64b0002/%E9%80%9A%E7%9F%A5%E5%85%AC%E5%91%8A/2/%E8%B5%84%E8%

AE%AF%E6%8A%A5%E9%81%93/111 

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index/4541
http://wap.moe.gov.cn/s78/A13/tongzhi/
http://www.bswh.net/BigClass.asp?BigClassID=1&BigClassName=%CF%EE%C4%BF%B9%AB%B2%BC
http://www.scskl.cn/#/news-information/402809816ae75e3f016ae878b64b0002/%E9%80%9A%E7%9F%A5%E5%85%AC%E5%91%8A/2/%E8%B5%84%E8%AE%AF%E6%8A%A5%E9%81%93/111
http://www.scskl.cn/#/news-information/402809816ae75e3f016ae878b64b0002/%E9%80%9A%E7%9F%A5%E5%85%AC%E5%91%8A/2/%E8%B5%84%E8%AE%AF%E6%8A%A5%E9%81%93/111
http://www.scskl.cn/#/news-information/402809816ae75e3f016ae878b64b0002/%E9%80%9A%E7%9F%A5%E5%85%AC%E5%91%8A/2/%E8%B5%84%E8%AE%AF%E6%8A%A5%E9%81%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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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课题及成果还有较大增长空间，从而更好地推动巴蜀文化对外传播。当然，一所

学校的情况并不能反映全省高校通过国际汉语教育对外传播巴蜀文化的现状。 

在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1) 问卷反馈的样本量较小。面向 X 大学的三个调查问卷2分别只有 36、33 和 4 份有

效反馈，尤其是面向孔子学院学生的问卷（附件 3）。大概是因为受到新冠疫情

的持续影响，国际学生尤其是孔院学生与中国校方或教师只能采取线上方式交

流，相对松散的教学组织形式导致交流渠道受阻，交流效果打折。各个高校都

可能存在类似情况，问卷数据或将影响调研对象的横向比较，但随着调查高校

的增加，总的样本量也将增加，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省整体情况。 

(2) 各级科研体系庞杂，基金项目五花八门，某些机构的立项和结项信息并不完整

甚至没有公开，且一部分课题是否属于巴蜀文化研究范畴也值得商榷，全面搜

集整理四川省内高校关于巴蜀文化的研究课题和成果有一定困难，且偏误较大。

因此，只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基金项目（国家级和巴蜀文化研究直接相关基

金）作为范围，并采用巴蜀文化研究的广义内涵（即题目中具有巴蜀元素）作

为标准搜集相关课题。 

  

研究展望 

 本文仅是对四川高校国际汉语教育中巴蜀文化对外传播现状的初步调查，且只涉

及到一个调查对象，因此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 运用已经设计好的问卷对其他省内高校3做调查，并搜索整理各校教师巴蜀文化

                                                           
2
附件 1：《X 大学文新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对巴蜀文化的了解调查》； 

附件 2：《X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对巴蜀文化的了解调查》； 

附件 3：《X 大学孔院学生学习调查》 
3
包括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a
、开设海外/国际教育学院的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b
及在海外共

建的孔子学院
c 

a. 第一类包括： 

 成都：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大学、成都X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成都中医药大学； 

 绵阳：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师范学院； 

 宜宾：宜宾学院； 

 南充：西华师范大学； 

 乐山：乐山师范学院； 

 达州：四川文理学院（巴文化区域）。 

b. 第二类包括： 

 成都：四川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电子科技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西南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西南 财经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西南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成

都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成都X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成都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

院； 

 南充：西华师范大学国际学院、川北医学院国际教育交流学院； 

 泸州：西南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乐山：乐山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内江：内江师范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c. 第三类包括： 

 2007年，四川大学分别于与韩国又松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犹他大学共建孔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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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课题和成果，以及各校出版社出版的外文版巴蜀文化相关书籍。 

(2) 搜集整理 2010 年以来四川省国际经贸、旅游发展状况，包括：进出口贸易额及

对象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对象国（地区）、吸引外资额及对象国

（地区）和来川旅游的境外游客规模及其所属国家（地区）；并分析其与巴蜀

文化对外传播现状的相关性。 

(3) 运用问卷调查外资企业来川投资的文化因素，包括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

区（成都、泸州）的外资企业，成都国别合作园区（中法、中德、新川、中意、

中韩、中日）的外资企业和在川内设立分公司的境外世界 500 强企业。 

(4) 分析文化对外传播与国际经贸活动的相互影响，并借鉴其他国家（地区）文化

对外传播的先进经验，提出发挥高校科研教学功能，更好传播巴蜀文化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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