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与传播 2023.8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异质文化间的边

界渐趋模糊，个体文化身份呈现出去稳定化、混杂化

趋势，这一方面加剧了多元文化间的对冲，另一方面

也给文化间的理解、互鉴与交融提供了可能。因此，

不同文化的“居间”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中须重点关

注的界域。节日文化承载着识别文化身份、民族身

份的重要功能，笔者认为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因为

我们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你我皆是这个国家、这个文

化中的一份子”。尽管在民族国家的维度上不同节

日的形态各异，但各民族节日皆围绕着家庭生活、追

溯传统、纪念先人等共通的价值意义，它们植根于人

类共有的演进历史、制度文明和情感交流。由此，节

日作为不同文化间的接触区域与“文化共通性”的联

姻得以维系。

如今，跨文化传播的核心困境之一在于传播过

程中不同主体间文化身份调适的冲突，而节日通过

连接不同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发挥着联结共有

文化身份、弥合文化身份边界的作用。孔子学院作

为通过语言教学和开展文化活动进行中国节日文化

国际传播的在地主体，选择关照其节日文化实践有

利于解答我国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

厘清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困境，并构建我国跨文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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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整体性、前瞻性的实践脉络。

一、相关文献及理论回顾

(一)节日的“共在”及其跨文化相遇

“如果有什么东西同所有的节日经验紧密联结

的话，那就是拒绝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状态，节日就是

共同性，并且是共同性本身在它的完满形式中的表

现。”(伽达默尔，1975/1991：65)因此节日不仅是“被

庆祝”的特殊时刻，还是形构“共同性”的“异托邦”空

间。这种“共在”体现在时间与空间的缔造中，节日

的众多参与者在同一过程中凝集了相似的身份体验

和意义归属，也为节日的跨文化相遇赋予了沟通的

可能。

从时间的角度看，节日因其时间的特殊属性唤

醒对“共有”日常生活的回归。节日打破了日常生活

的时间，但同时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故而

也有学者将节日称之为“时间之外的时间”(Falassi，
1987：240-242)。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在关于中世纪狂欢节的研究中认为，节日本是周期

性的、是围绕农业生产和劳动的时刻，而在现代性和

制度化的秩序下，周期性的时间为线性的时间取代，

节日因而被框定为过时的和颠覆性的(转引自 Islam
et al.，2008)。因此，早期关于节日文化的讨论和研

究，包括而后20世纪兴起的，描述节日如何用于批判

消费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反文化狂欢”(Anderton，
2008)，都在试图通过节日唤醒共有的、田园牧歌式的、

以及在那个时代非主流的“被拒绝的知识”(Partridge，
2006)，即对日常生活本身的回归。

从空间的角度看，节日通过仪式空间统合地点

与景观，经由各种身体活动、宗教仪式实现集体感、

平等感和身份认同。传统媒介时代，节日仪式通过

“庆祝空间”创造的集体共在，将参与个体凝聚成了

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言的“一个超

有机的身体”(格尔茨，1973/1999：484-530)，这种节

日缔造的“社区精神”在更具平等、尊重的人际关系

中凝聚身份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电子媒介时代，

前后台界限的模糊使得节日空间进入到如戴维·哈

维(David Harvey)所言的“时空压缩”之境(哈维，1990/
2013：340)，将多种文化空间压缩在同一物理空间或

虚拟空间内，通过“空间再生产”塑造多元文化、多仪

式场景“共在”的节庆空间体验(晏青，沈成菊，2021)。
因此，虽然节日是以定期重返(wiederkehr)的方式被

庆祝的，但这种重返有别于重复，它不只包含回顾，

也蕴涵着变迁(刘广伟，单世联，2019)。
那么，当多元节日相遇，其在产生“碰撞”的基

础上不可避免地使文化边界感的体会更为清晰。

节日相遇后产生边界的原因，主要在于我们预设了

他者文化中的面孔、身体、时间和空间(Koefoed，de
Neergaard & Simonsen，2022)，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社

会话语和殖民想象等因素影响。不过，这种边界感

亦可通过特定的节日事件来调节，节日事件通过感

官编排使得人们关于节日的跨文化体验集中在有限

的时间和地点内，形成了一种经由多种感官创造的

“节日戏剧”(Ryan & Wollan，2013)。在历史的、情感

的界限之上，节日相较于其他文化符号更具一种传

播者和文化接触者之间的“文化共享性”(吴瑛，

2013：26)，当不同节日跨文化相遇后，节日一方面成

为同一文化内部建立和维护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也成为不同文化群体间感知文化差异、

体验“边界感”的文化媒介，形构了节日之于跨文

化交流互动的可能。由此，节日与身份认同间的

复杂关系需要我们从文化身份的视角思考节日的跨

文化传播。

(二)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身份与身份传播理论

的引入

对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系统研究可以

追溯至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理论工

作，埃里克森将身份的发展过程描述为个人和群体

两种身份合二为一的过程，并将文化身份置于个体

身份的核心和不同个体“共同文化”的核心(Erikson，
1968：30-34)。跨文化交际学者Mary Fong给文化身

份下了较为具体的定义：文化身份是一种社会建构，

是一种对所在群体中具有共同意义的语言符号系统

和非语言行为系统的认同，即一种享有共同文化、历

史、语言的行为规范和群体归属感(Fong，2004：6)。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则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文

化身份的集体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观点与不同领域

学者的观点相契合，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延展(霍
尔，1989/2000：208-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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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Identity”一词中，identity拥有“身份”和

“认同”两层含义，因此“Cultural Identity”可被翻译为

文化身份认同、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在不同研究

领域中，该概念的阐释有不同侧重。社会心理学领

域的研究更多注重“认同”的阐释，Henri Tajfel 和
John Turner在最简群体范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

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并区分了个体认同

和社会认同，以解释群体间行为和群际关系中社会认

同产生的基本过程(Tajfel & Turner，1986：7-23)。研

究者在后续研究中发现，文化身份认同被视为一种

自我调节的社会心理结构发挥作用，即个体身份自

我定义和自我表达的一部分(Turner et al，1987：10-
45)。在社会学研究中，identity更侧重“身份”的阐

释，将文化身份视为一种群体的和关系的融合性范

畴，强调与人们在社会中扮演的行为角色相关的身

份的结构(Hogg et al，1995)。在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中，相关研究注重阐释文化身份形成的关系范畴。

霍尔在其著作《族性：身份和差异》(Ethnicity：Identity
and Difference)中提到身份是经由差异构建的，是一

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放延异的、等待被连接的、去

本质主义的“未完成”状态(Hall，1996：339-351)；霍
米·巴巴(Homi K. Bhabha)则从“混杂体”(hybridity)的
概念切入，指涉一种诞生于不同文化相交“居间”(in-
between)中的混杂文化身份 (Bhabha，1994：19-65)。
最后，在跨文化研究中，相关研究更多关注文化身份

认同在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的适应过程，即文化身

份如何安全度过排异期，最终被目标文化吸收的过

程，如丁允珠从“协商”的视角出发，提出身份协商理

论(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①，以关注如何塑造、维

系和修正个体身份同跨文化交际环境的关系(Ting-
Toomey，2005：211-225)。

进一步从相关实证研究中看，关于文化身份的

研究大致遵循同化主义、多元主义、融合主义和分离

主义四种研究取向。同化主义的观点呼吁外来民族

或少数民族文化间的趋同化融合，以形成一个社会性

的、整体的思想和实践系统。诸如 JosephA.Page对在

巴西的日本人及其子女的研究(Page，1994)、Michael
Lind对美国的欧洲移民群体考察的代际研究和移民

研究(Lind，1995：47-65)等；分离主义则诸如 Young

Yun Kim的种族间交流研究，确定了身份包容性、排

他性以及身份安全性、不安全性对于跨文化/种族间

传播过程中的分离行为和关联行为(Kim，2005：323-
349)。多元主义与融合主义的混合以“双文化身份”

(dual cultural identities)的相关研究为代表，研究者通

过对“第二居所”个体“家文化的身份认同”(home-
identity)和“在地文化的身份认同”(host-identity)的
测量比较，发现强烈的单方面文化身份认同可能

会成为阻碍跨文化传播有效性的不利因素(Benet-
Martínez et al.，2002)。

笔者认为，跨文化语境下需要更多关注“Cultural
Identity”作为“文化身份”如何调适从属文化群体同

其他文化群体的交际过程，以及如何在与“他者”的

互动中维系认同。换言之，文化身份的形成、维系以

及变化重构的过程亦可以理解为传播的过程。但

是，目前的文化身份研究尚未从传播的视角形成较

为成熟且体系化的理论框架。基于此，笔者尝试引

入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的身份传播理论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identity，CTI) (Hecht et al.，
2003：211-242)以支撑对文化身份的分析。

选择该理论视角的原因有二。其一，CTI属于跨

文化传播研究学科范式中诠释学派的理论建构，相

较于跨文化研究中的批判学派和社会科学实证研

究，其理论建构更接近身份原本的复杂性(董海滨，

2016)，这种复杂性也为上文提及的节日与身份认同

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阐释的可能。批判学派对于身

份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种分裂主义的意识形

态立场，在强调主导/霸权意识形态结构及其对边缘

群体和少数族裔的同化主义之外很少关注身份的个

体差异及选择性适应的可能性(Kim，2007)；诠释学派

的理论，诸如CTI则更强调传播的作用，Hecht等人

将重点放在身份传播行为之上，注重身份的动态变

化及其演绎过程中自我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董海滨，

2016)。其二，CTI将个人和社会关系作为身份的场

所，并假设身份是由个人的、社会的和群体的属性组

成的，这些属性皆为持久的、变化的。因此，CTI的理

论框架主要由四方面构成：个体的(individual)、扮演

的(enacted)、关系的(relational)、群体的(communal)②，
包罗并拓展了上文文化身份研究涉及的几个主要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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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本文尝试使用身份传播理论框架结合对研究材

料的阐释构建后文的分析框架。最后，传播研究和

身份研究目前处于较为分离的状态，对身份建构和

媒介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独立

的，尚缺乏将身份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同传播相联

系的理论尝试(Seibel，2019)。
综合上述文献和理论的总结讨论，本文尝试回

答以下研究问题：

1.以节日文化传播为例，影响文化接触者调适

自身文化身份、适应跨文化对话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2.通过节日文化传播实现跨文化身份认同的现

实困境有哪些，是否有突破困境的可能？

3.基于不同节日文化的共通性或差异，传播者

主要通过哪些路径“赋魅”双方的文化身份，推动跨

文化双方的文化身份在协商或融合中走向认同？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孔子学院肩负着向世界推广汉语、加强中国同

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责任，包含教育、文化传播、文

化外交、社会公共服务等功能(赵成新，2020)，其教学

和传播的过程离不开以“节日”为代表的文化媒介，

因此具有作为跨文化节日传播实践主体的合法性。

孔子学院一般兼设中外两方院长，其中中方院长一

般承担汉语教学、教师管理、文化活动统筹、跨国交

流等主要工作，其对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身份调

适的感知相较于外方院长更为深刻。因此，从跨文

化传播实践主体的角度，本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选取

汉语教学开展情况较好、文化活动开展较为丰富的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教师作为研究对象。

此外，从文化接触者的角度，本研究亦选取节日

文化活动的参与者作为研究对象，此类研究对象主

要由各国孔子学院的学生组成，同时有小部分参与

对象为曾参加过或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工作、较为熟

悉中国节日文化的国际人士。相较于一般的海外人

士而言，他们对中国节日文化有更为直接的参与感

受，其对于中国文化在其所在国家传播状况的敏锐

度和捕捉力更强。

(二)面向海外孔子学院学生的预调查及跟踪访谈

本文主要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开

展研究。不过，由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基础文献相对

缺乏，面向中国节日文化语境的实证研究更是少之

又少，研究者为了更清晰地勾勒研究问题，在开展正

式研究前首先对 109位孔子学院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人口学信息见表 1)，以初步了解有哪些因素可能

影响文化接触者调适自身文化身份、适应跨文化对

话，为访谈问题的设计奠定基础。调查问卷中采用

了部分定量的设计，如通过赋分的方式调查中国节

日与其他国家节日相通性、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

和参与中国节日活动后的印象和感受等问题。

在调查过后，有 27位参与者愿意接受跟踪调查

(详见下页表2)。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参与者工作性

质的原因，本研究以跟踪问卷的方式，主要通过设置

主观题开展文字访谈，实施跟踪调查，并在与调查对

象充分沟通后框定了每一题的最低填写字数，以更

充分地获取研究材料。根据问卷星平台的统计，调

查对象的问卷填写时间位于11分钟至60分钟之间，

表1 109位海外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信息

变量名称

性别

年龄

类别

男

女

18岁及以下

19～25岁
26～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上

占比

49.54％
50.46％

1.83％
22.94％
18.34％
35.78％
13.76％
4.59％
2.76％

变量名称

教育程度

工作职位

类别

高中及以下

技术学校

学士

硕士及以上

普通员工

基层管理人员

中层管理人员

高层管理人员

目前无固定工作

占比

5.51％
8.25％
44.04％
42.20％

13.76％
10.09％
37.61％
14.69％
2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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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获得了包含6404英文单词的文字材料。

需要强调的是，本研究整体上仍遵循定性的研

究设计。在后文的质化研究中，问卷调查的统计结

果亦会作为定性的认识使用，即将其作为依据，来对

调查对象的共性进行陈述式的判断和整合(潘绥铭，

黄盈盈，王东，2011：444)。

(三)面向孔子学院中方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

在基于预调查和跟踪调查的结果制定了访谈提

纲后，选取了来自全球共15所孔子学院的院长和教

师作为研究对象(详见表3)，于2021年6月至2022年
10月陆续开展半结构化访谈。其中，表 1、2中的文

化接触者均来自15位受访者所属的孔子学院。由于

注：调查对象代码由“调查时间+调查对象编号”构成。

表2 海外跟踪调查对象信息

调查对象代码

202206A1
202206A2
202206A3
202206A4
202206A5
202206A6
202206A7
202206A8
202206A9
202206A10
202206A11
202206A12
202206A13
202206A14

所属国家

意大利

加拿大

意大利

意大利

意大利

埃及

德国

秘鲁

德国

意大利

尼泊尔

尼泊尔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调查对象代码

202206A15
202206A16
202206A17
202206A18
202206A19
202206A20
202206A21
202209A22
202209A23
202209A24
202209A25
202209A26
202209A27

所属国家

英国

塞内加尔

美国

俄罗斯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阿富汗

斯里兰卡

尼日利亚

孟加拉国

印度

意大利

意大利

表3 各国孔子学院受访对象信息

受访者代码

202106B1
202106B2
202106B3
202106B4
202106B5
202107B6
202107B7
202107B8
202108B9
202110B10
202110B11
202204B12
202205B13
202205B14
202210B15

受访者孔子学院所在大洲

欧洲

拉丁美洲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非洲

亚洲

大洋洲

拉丁美洲

欧洲

亚洲

北美洲

欧洲

欧洲

欧洲

职务

中方院长

中方教师

中方院长

外方院长

访谈时间

2021年6月
2021年6月
2021年6月
2021年6月
2021年6月
2021年7月
2021年7月
2021年7月
2021年8月
2021年10月
2021年10月
2022年4月
2022年5月
2022年5月
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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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地理距离和孔子学院开学时间影响，

本研究通过线上视频访谈的形式对13位受访者进行

了访谈，对 2位受访者进行了线下访谈(完成派出任

务回到中国)，访谈时间为60分钟至110分钟不等。

根据预调查和跟踪访谈的结果，研究者发现身

份差距、对话有效性、认可节日共通性的程度以及是

否为双文化身份背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文化接触者

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调适。因此访谈问题的设置，主

要包括中国节日文化活动的设计与开展、节日文化

教学、同当地节日共通性、当地文化形态、当地人和

孔子学院学生对中国文化接受情况等问题。

三、文化身份的隔阂：观念边界与身份差距的调

适之困

本研究发现，尽管部分个体抱着汉语学习的目

的来到孔子学院，但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仍难以突破“身份差距”感带来的观念边界，成为以

节日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隔阂

因素。

(一)检视外来文化：空缺的价值观与身份交流的

有限性

价值体系作为外在因素广泛地影响着身份差距

的形成，主要体现于检视外来文化的“态度”。在部

分欧洲国家，当地人对于以“民主”为代表的价值观

理解和中国人有较大的分歧，也可称为一种价值观

领域的空缺。“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可能是为人民

和国家开放发展服务的，但他们自己大学的使命就

是科学和教育。”(202205B13)这种价值观空缺导致的

认知错位客观上使得部分学习者更加重视汉语教育

本身，接触和了解中华文化的意愿则并非积极主动，

对中国节日文化的认知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然”的边

界感。因此对于文化接触者而言，参与中国节日文

化活动本质上是满足个体寻求知识补充、文化体验

的应激性心理需求，其不会超出“既有”价值判断的

限度，更不会以破坏内在自我的身份统一性和既有

的意义阐释环境为代价，因此需要具有一定交际性

和情感性的文化符号作为引导。

对于文化价值观和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明显的国

家而言，身份差距的形成是伴随文化交流的过程随

即产生的，内化于个体的价值体系对冲之中，例如：

“R国企业文化很突出，在孔院，我们和学生是服务

和被服务者的关系，缺少人情味”(202107B8)。对于

文化模式较为多元的国家，身份认同则更多地受到

特定社会情境、政治感召力的影响，“大多数G国人

不喜欢谈论中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西方民主世

界的威胁”(202206A7)。因此综合而言，在跨文化交

际中，文化身份除了体现出由自然属性引发的差异，

如由生长环境或亲缘传承而得的“既定资赋”，更多

地体现为所处文化自身的内在属性显现出的身份特

征，其核心是以形成内在自我为原点，对自身在周遭

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加以判断，无关

个体利益，而是一种以价值体系和文化形态为基础

的社会建构。

(二)止于理解文化：“阐释”之困与文化身份的工

具性

从符号学的角度而言，文化身份只有“被阐释”

才有其意义，而在跨文化传播中，这种意义则更多地

由语言符号意指。诚然，“语言壁垒”作为跨文化传

播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广为熟知的，但正是这种“显

而易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跨文化研究对于这些基

础问题的关注反而浅薄，更多集中于对某些潜在因

素和复杂现象的纠缠。

表4显示，相较于其他路径，“汉语课程”仍被认

为是提升对中华文化接受程度的最有效方式。从语

言与文化身份形成的关系而言，语言对于文化身份

的塑造更明晰地体现在民族身份之中。民族特有的

语言体系是历史和文化共同体形构的根基，亦是区

别于其他民族、识别个体文化归属的标识，这就使得

真正能够契合民族认同想象的语言与更为复杂的文

化符码相交织。因此，不同于“交流表达”层级的语

言能力，只有掌握语言体系背后植根的历史脉络甚

至旅居当地，才能深入地理解文化。如今，汉语学习

表4 提升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和理解程度的方式

线上文化课程

汉语课程

线下艺术类文化活动

线下体验类文化活动

其他

百分比

63.3％
77.6％
61.2％
65.3％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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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模不断扩大，如在东亚 J国，汉语已经成为第二

大外语，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对于 J国人而言已

经成为一项重要优势，并已在当地形成“青年群体

重视汉语的应用价值，中老年群体中汉语学习和文

化学习并重”之势(202110B11)。但是，对于中国文

化的理解却需要更高等级的汉语水平，仅有一小部

分汉语学习者能够达到这种水平。“从纯粹语言教

学的角度看，一些传统文化涉及的词汇并非基础或

常用词汇，初级汉语教学并不适合融入节日文化。”

(202107B8)
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习得本质

上以工具性为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文化身份

是“工具主义”的，形成于对特定情境的策略性反应

和理性选择(杨福泉，2013)。文化接触者身份观念边

界的形成受到汉语国际化和在地化程度的影响，当

汉语在当地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能够使之更充分地融

入“在地社会化”的过程之中，由在地文化符号意指

的文化身份更易发生断裂，中国文化方能得到阐释

并形成暂时的“意义定位”，这种由社会化过程维系

的观念边界和自我归属心理或能得到更大程度的解

放。但由于文化身份的工具主义本质，这种“意义定

位”更多流于准社会交往的层面，因此常常“止于理

解”，客观上绵延了跨文化交际中身份差距背后的

“阐释之困”。

四、调和文化身份差距的可能：节日的“阐释”与

有效对话的构建

打破认知边界、调和身份差距是否可能？根据

调查结果，在文化意义层面，中国节日与其他文化节

日产生共通性的可能性最高(见表 5)；在节日习俗及

活动方面，这种共通性也有所体现。本部分以中国

的春节和端午节为例，阐释通过节日构建跨文化有

效对话、调和身份差距如何可能。

(一)找寻“相通”身份：作为“文化交点”的节日及

其“意义共同体”形构

人类对于美好事物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彼此相

通，节日则作为承载人类祝福和向往的意义载体在

一定程度上成为不同文化间的交点，赋予了不同文

化在“间质空间”中形成意义共同体的可能。

中国春节以家、团聚、祝福、纪念为核心意旨，以

历法时节为纽带，与之寓意相近的节日不难在其他

文化中寻得，尤其对于地理距离相近、文明起源近似

的国家。在巴基斯坦开斋节期间，“大部分的人从城

市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享受传统食物”(202206A19)，
尼泊尔同样有如中国清明节一样纪念祖先的节日

(202206A11)。尽管有宗教背景的差异，对于起源于

同类型文明的国家而言，节日的意义共同体很难为

文化边界所禁锢，节日的历法和习俗赋予了寻求共

通性的可能。“以色列光明节的时间与我们春节的时

间相近，在节日的第一天晚上，他们也要举行正式而

盛大的晚宴；五旬节是犹太人庆祝丰收的季节，与我

们端午节的早期传说有相似之处。”(202107B7)
犹太文明中对时间的计算同中华文明一样采用

阴阳合历的历法系统，在庆祝光明节时，需点亮烛

台、共唱赞美歌并朗读《圣经》，节日第一天的晚宴要

吃特有的油炸圆饼、玩特有的棋牌游戏，犹太家庭中

的孩子也会收到长辈们的礼物。虽然光明节同春节

的文化背景不同，但在节日仪式和庆祝方式上却不

乏相通之处，因此当地孔子学院会在光明节期间将

有关春节的庆祝活动一同开展，以此调动当地人更

广泛的参与。究其本质，以光明节为代表的部分亚

洲国家节日同春节近似，归属于以集体主义、高权力

距离为特征的文化价值维度，即强调家族认同、尊重

社会关系差异和社会伦理。这些内涵通过仪式化、

习俗化的节日表征在历法、时间、风俗等符号互动中

赋予了跨文化身份认同的可能。

可以看到，对于地理距离相近、文明起源近似的

国家，节日互动形构的“意义共同体”更多体现在历

法、时间与相似风俗的共通；而对于地理距离遥远的

国家，这种共通感更多的形成于历史基源和物质性

符号的对话过程中。

位于西欧的E国尽管与中国有着相异的西方价

表5 中国节日与其他国家节日相通性的调查结果

起源和传说

节日的意义内涵

庆祝仪式

文化习俗活动

文化传统

平均得分(被调查者评分区间为1-7分)
4.23
5.20
4.88
5.00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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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体系，但却有着一部反抗压迫、呼唤和平的、以“苦

难史”著称的“移民史”，其经历与中国曾沦为半殖民

地的历史相通。与中华民族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相

似，E国的侨民社群对其母国持有非常高的认同感。

因此，这种由历史基源造就的相通的“文化性格”使

得当地人更愿意接受外来文化交流、接触以团聚和

民族情怀为核心的中国节日活动。相较于其他西方

国家，E国对春节活动的参与程度更高。“这里的人是

西方少有的愿意主动同外国人交流的人民，在市政

厅、华人社区和当地企业的支持下，春晚活动每年都

会吸引2000多人参加，政商界名人，如总统也会受邀

出席。”(202110B10)
作为一种催生庆祝活动的行为体系，不同节日

首先通过整合“地方性”的物质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

转化为精神资源，在对话中传达出一种“世界性”的

共通感知；接着，节日通过“消除”时间感营造出一种

共时性体验。人们的感受在一个被节日时间和仪式

赋予的“意义共同体”中同步、同时地呈现。由此，无

论是同属于农耕文化的邻邦，还是文明相异的遥远

国度，节日文化中的“共通意义空间”可以经由相通

的时间历法、民族观念、历史基源、文化情结等因素

阐释为相异但却共通的“节日意义”，进而在节庆活

动中，增进了形构意义共同体、推动文化身份对话的

可能。

(二)坦诚“差异”身份：全球化的文化身份与开放

型对话的形成

随着互联网社会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上

相当一部分人形成了一种“双文化身份”，他们的身

份一部分植根于其所属的当地文化，另一部分则源

于他们对自己与全球文化的关系的认识，体现出文

化身份的“全球化”趋势。本研究中，约 55.1％的研

究对象拥有“双文化身份”，相较于其他单文化个体

而言，双文化个体在生活中形成了更好的跨文化适

应能力。

I国每年有大量周边国家的移民涌入，当地孔子

学院每年举办的节日文化活动中，除了春节活动最

受欢迎外，端午节活动也同样受欢迎。“疫情之前的几

年，总领馆每年在端午节都会举办龙舟赛，虽然端午

节与当地文化完全不同，但特别受欢迎。”(202106B1)

对于具有复合文化身份背景的人群而言，他们

在一定程度上更倾向于将他者文化当作当地文化与

全球文化要素“习以为常”的交流过程。近年来，英

国移民数量净增创历史新高，英国孔子学院节日文

化活动亦渐趋丰富。B3谈到，疫情以来，其所在孔子

学院每年都会举办网络春晚。节目除了中国人的表

演之外还包括英国当地艺术家和其他汉语学习者的

表演，春节活动还会设置“新年肖绘”比赛(绘制本年

度生肖)，于市政厅宴会厅展出优秀作品(202106B3)。
一方面，春节活动多以艺术类展演、文化吃食等

熟悉的、通俗化的体验形式为载体，而多元文化互动

的社会背景必然会让那些具有世界性和普世性的元

素更容易被接受，进而通过集体性的文化共享推动

个体身份去中心化。另一方面，文化接触本身也是

一种知识性行为，全球化也催生着知识层面身份对

话的去边界化，进而成为调和文化差距的方式之

一。此处提及的欧洲国家文化接触者普遍知识素养

较高，参与汉语学习和文化活动的氛围良好，“他们

非常渴望知识、尊重知识”(202110B10)，而移民文化

和双文化身份背景亦提供了混杂、多元的文化认知

环境，在接触春节或端午节活动时，参与者并非将文

化比较和身份隐藏置于外显性的行为认知中。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生活形式

和文化符号也随世界主义的潮流被纳入不同的节日

文化。世界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套寻求和重视文化

差异以及开放性的实践(Bennett & Woodward，2016：
25-40)，“坦诚差异”其实也同“寻求共通”一般，是一

种不断更新节日文化意义的开放性机制，由此形构

的多重节日空间的身份感知和共时性体验赋予了节

日跨文化对话与理解的可能性。

五、文化身份“去边界化”的可能路径：基于节日

文化实践的共识塑造与身份赋魅

由前文可知，文化接触者的文化身份认同受到

个体身份构成、历史文化背景、文明起源、社会意识

形态等复杂因素的影响。从身份传播的理论维度考

量，这也证明了个体身份、演绎身份、群体身份和关

系身份在跨文化交际中是相互联系的，不应将其分

离考量。基于此，研究者以西欧、拉美两个文化区的

节日文化实践为例，尝试讨论文化身份“去边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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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路径，发现身份“唤醒—整合—归属”策略发

挥了关键作用。

(一)个体身份统合演绎身份：微观文化叙事唤醒

隐藏身份的双重路径

对于文化传播者而言，微观叙事策略是采取一

种无限贴近于日常生活的方式，通过情感、物件、现

象的互动驱散宏观文化差异带来的冲击感，从而将

文化接触者身份边界经历的外部刺激“自然化”，选

择将自身演绎为文化接纳者的身份角色。

微观叙事的第一重路径是唤醒共性身份的认

知，通过寻找微观传播载体的共性推动文化边界的

暂时性开放。以拉美国家为例，受到历史上华工移

民的影响，在秘鲁、阿根廷等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当地

居民有华人血统，因而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可度较高，

而南美当地的传统食物乌米塔(Humitas)在外观上与

粽子大同小异，籍由此，粽子文化在端午节系列文化

活动的开展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全球化、宗教世俗化和消费主义并行的时代，

节日的纪念意义渐趋淡化，通过重构节庆空间为世

界重新赋魅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因此，还需要重视

以“他本位”为核心的本土节日微观叙事，在当地节

庆空间的参与和再造中达成身份认同。“每一年的城

市建设纪念日全市都会放假，每个单位组织花车参

加‘花车游’。我们每年也会主动参加这项活动，同

时在我们花车的设计上融入中国元素，中国老师们

也会跳中国舞。”(202108B9)
就节日生活的构成方式而言，同一节庆空间中

首先被感知的是一种经由人与人之间共同情感、心

理等“同时性”体验而产生的“同感”(刘彦顺，2019)。
中国舞和中国花车营造的叙事首先被同步、同时地

演绎为节庆的共同参与者，在此之下，微观叙事引发

的边界流动性创造了独特的空间配置，使得既有的

“节日的文化化”转换为本土与全球范围内“文化的

节日化”。

微观叙事的第二重路径是注重相异之处的“双

向”微观阐释，通过对微观符码意义的接纳获取同更

高层次文化的沟通意愿，以逐渐解放文化接触者对

外来文化的身份隐藏。一方面，通过具象的文化符

号，诸如灯笼、熊猫、汉字(倒“福”)等节日符码是一种

惯常的微观叙事方式；另一方面，双向阐释，即文化

传播者自身同文化接触者的身份交流亦是一种重要

的微观叙事方式。A2谈到，她曾经上课时看到当地

学生共同分享一壶马黛茶，于是自己买了很多马黛

茶和茶杯，在办公室和老师们一起分享，以此拉近同

当地人的距离(202206A2)。可以看到，文化传播者通

过微观叙事演绎文化身份能够获得有效的在地认

同，那么其反过来引介自身文化时，当地人也会更容

易演绎出相应的文化接纳者的角色、并重设文化身

份的边界。

(二)个体身份统合群体身份：物质性文化体验推

动群体身份整合

节日作为不同文化杂糅的交点赋予了弥合不同

文化主体间身份差距和跨文化交流互鉴的可能。不

过，文化“杂糅”本身并非是常态化的，因为差异本身

是客观存在的。由此，塑造文化身份认同并非以差

异之名行抹除差异之实，其更近似于在寻求一种不

稳定的平衡中塑造一种不断缝合新故事、不断产生

新碰撞的身份整合。

据表6可知，自身兴趣仍是人们选择参加中国节

日文化活动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设计并调动参

与者的参与兴趣和参与动机更为重要。一种有效的

文化传播方式即为创造具象的物质性文化体验，通

过带动当地参与者亲身体验中国文化活动，营造身

体、感官的和情感的共同体验，推动个体文化身份与

群体文化身份的整合。

表6 参加中国节日文化活动的原因

个人兴趣

从家人朋友处得知

日常生活中的宣传

工作需要

平均得分(被调查者评分区间为1-7分)
6.08
5.10
4.92
3.73

以欧洲几国孔子学院的春节活动为例，体验民

俗、品尝食物、制作纪念品等方式已经较为常见；而

结合当地文化环境，将当地文化符码同标识性的中

国文化物件相结合的体验方式，能够更有效地调动

在地文化记忆与文化接触者之间的情感张力。在位

于高纬度冰雪文化地区的 F国，当地春节庙会活动

中，孔子学院主办方通过打造“生肖冰雕”的景观，引

发了当地参与者火热的拍照打卡。我们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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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本身具有强烈、独特的地方感，其可以通过调动

地方记忆实现“空间化的流畅”，同时结合当地文化

接触者具象化、诉诸感官的文化感知惯习，营造出了

一种通过“节日社交”形构的特定公共领域，推动了

一种共时性统合临时性的群体身份确认。

在文化体验的内容之外，诸如博物馆、艺术工

厂、剧院等“节日场所”能够更好地与参与者的位置、

情感和时间等非物质元素产生互动，形成一种沉浸

式的群体文化参与，成为群体身份整合的物质性保

障。欧洲后工业文化风靡G国，当地的中国节日活

动便尝试与当地艺术工厂以及民俗博物馆合作举行

国画画展、与市政府合办大型文化活动，通过规模化

的“群体在场”形成群体性的文化身份交流。通过这

种方式，在地性的文化记忆为文化接触者提供了一

种相熟的意义解码方式，外来文化在地化的意义生

产机制得以实时更新。从文化身份调适的角度思

考，这种群体性参与通过调动群体归属感的方式重

构个体文化身份，更好地消解了个体突破文化边界

时产生的身份质疑。群体性文化体验通过具身参与

和场所感营造，有效地削弱了文化身份边界开放前

的意义扰动感，在“共同意义空间”中不断缝合新文

化叙事(沈悦，金圣钧，2023)，推动了个体文化身份与

群体文化身份的统合。

(三)个体身份统合关系身份：节日互动的“双向

融合”凝聚他者化身份归属

在一系列文化形式中，始终存在一种“融合”的

动态，即可以批判性或选择性地从主流文化的符码

中挪用元素，并将其“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③。从

文化身份层面而言，身份融合并非旨在形成一种颠

覆性的混同力量，而是通过行为层面的双向交流，达

成一种关系层面的社会资本桥接，促成两种文化双

向的融合性理解。

首先，“双向融合”通过挪用和接合转换为桥接

型社会资本，推动外来文化的本地化理解。英国M
大学孔子学院在疫情期间，将摄影比赛活动的“英国

人旅居中国”主题更换为“中国留学生眼中的英国”，

妥善地桥接了两国参与者的视野，形成了良性的双

向人文互动。同时，在中秋节活动中挪用英国当地

风靡的“酒吧竞猜”文化，由英国本土教师亲自设计

节日文化竞猜活动，获得了广泛的在线参与。

本土老师设计竞猜题目的时候主要考虑到两

点。一是参与者及其社会环境。2020年正是英国居

家隔离时期，在线竞猜非常受欢迎，她自己和家人也

参加了此类活动。二是需要有文化延伸。题目设计

思路由中国到英国、欧洲、世界，添加时下热点，新鲜

又耳熟能详的问题都可以让他们产生兴趣和信心。

(202205B14)
如表 7，竞猜题目中，文化型的问题占比相对较

大(约 60％)，其中与社交关系相关的问题数目过半，

在与中秋相关的题目外，还设置了中国流行文化与

世界流行文化两类能够形成文化对话的题目。可以

看到，将中秋文化融入本地流行文化、并接合世界流

行文化的过程既是将自身融入当地社群关系的过

程，同时也是调适“我们”与当地人的关系以创造“新

身份”的过程。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身份差距的弥

合需要在同当地人的关系建构与情感互动中实现，

而“旧瓶装新酒”不失为一种简单却有效的双向融合

方式。在合理的文化形式拼合中，将当地群体中“结

题号

1
2
3
4
5
6
7
8

题目主要内容

中秋节日期

中秋节起源

月饼的功能

中秋节社交礼仪

中秋节活动

月亮的象征

十二生肖

中国植物物种

题目类型

知识型

知识型

知识型

文化型

知识型

文化型

知识型

知识型

题号

9
10
11
12
13
14
15

题目主要内容

中国数字的吉凶

会面礼仪

网络流行语

赠礼礼仪

生日饮食文化

待客礼仪

情侣关系文化

题目类型

文化型

文化型

文化型

文化型

文化型

文化型

文化型

表7 西欧U国孔子学院中秋节问答活动竞猜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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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型”的社会资本，即对同质群体中人与人关系的重

视转化为一种拥有桥接不同群体功能的社会资本，

达成了个体与外来文化间关系身份的统合。

其次，“双向融合”通过塑造去边界的想象性关

联，唤醒基于文化共同体的情感回应。既有研究对

于节日的关注更多地以研究对象所处的社会背景作

为严格的界限，强调封闭空间、限定时间、本土社会

参与者以及具有内部制度性特征的节日仪式，鲜有

将节日置于一个流动、开放的文化背景之下。一方

面，这种唤醒共性身份的双向融合体现于不同文化

历史身份的关系想象。英国孔子学院受访者B14谈
到，他们曾经基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四百周年纪念

日，开展了一场成功的文化巡演活动。莎士比亚和

汤显祖，是人类历史在同一时段产生的两位伟大戏

剧家。“我们跟他们讲，汤显祖在中国十分近似于你

们的莎士比亚，他们就更容易理解了”(202205B14)，
通过当地人熟知的莎士比亚解释来自中国的汤显

祖，更易于从历史身份中直接感知两国文化的关

联。另一方面，这种去边界的身份归属亦体现在情

感叙事之中，通过文化身份情感意义的抽象建构和

具象言说实现文化导引。例如在圣诞节时，在文化

活动宣传册上加入圣诞文化元素的标志开展行为层

面的双向交流(202106B3)；或在向当地人介绍中国文

化时，采用共通意义的对照型话语，如“中国也有‘哈

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202210B15)。哈德良长

城是当年罗马人修来抵御北部皮克特人之用，通过

介绍哈德良长城和中国长城的相似之处可以在唤起

当地人身份归属的同时形成一种接近性的文化体

验，这种身份的唤醒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化解认知结

构中互有分歧的文化假设，通过形构一种情感性的

文化想象形成“临时文化共同体”，增强身份安全性

感知。

六、结语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价值体系层面的文化边界

还是后天社会活动中形成的观念边界，个体在文化

交流中赋予了一种由价值体系主导、具有工具主义

色彩的个体文化身份，同时这种个体文化身份由所

属文化之中的群体文化身份所统摄，导致了一种难

以为个体重新演绎、更难以经由社会关系重塑的孤

立性身份的产生，主要体现为身份安全性、对话有效

性的缺乏。

面对该困境，突破身份边界的方式主要遵从寻

求共性和坦诚差异两种宏观路径，其核心是通过以

节日文化为代表的共通性意义空间，将双方的历史

资源、人文传统、仪式内涵相联结，以塑造“意义共

同体”的方式求同求通。本文提出了身份“唤醒—整

合—归属”的实践路径，分别对应注重微观文化叙

事、制造文化体验、推动双向融合的三重路径，以最

终实现文化身份的“赋魅”。在本研究中，节日文化

实践体现出了两种趋势，一是通过文化移情跨越边

界的可能性，二是“第三文化”作为新文化结构的整

合式传播场所。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个体在杂糅

文化的形态演变中通过互联网实现平等、互动的文

化交流，使得交际双方的文化身份在即时、易达的对

照反馈中“相互赋魅”，不断充实到自我的文化认知

中。易达性意味着非反思性，也意味着实施判断的

主观情感性，文化身份也迅即地在多维的情感交互

中呈现出多元融合的“全球化”特征。

由此，本研究认为，身份传播理论中提及的个体

的、演绎的、关系的、群体的四重身份框架不应该被

割裂看待，而是应在融合中发挥作用。在文化身份

“唤醒—整合—归属”路径中，身份“唤醒”对应个体

身份与演绎身份的融合，即个体身份随着外来因素

介入和时空变化不断演绎新身份；“整合”对应着个

体身份与群体身份的融合，即个体身份同文化活动

中的群体身份和文化场所产生共鸣，从而调和自身

的观念认知；“归属”则对应着个体身份与关系身份

的调和，即外来文化在主动开展关系建构和在地化

参与的过程中，文化接触者将产生的关系资本转化

为能够同在地文化桥接的社会资本，以更好地突破

文化边界。

最后，回归至研究范式反思的层面，笔者认为关

注诸如节日、租界等具有文化间共性的“接触区域”

是本土跨文化传播走出现象对策式、功能主义应用

式困局的现实路径。目前，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及

国际传播研究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及功能主义色

彩，脱离了本土实际的历史思想资源和中国文化在

海外文化传播中的实际境遇。对于本文研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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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份”而言，其理论资源虽然主要来自于功能主

义理论家霍尔，但霍尔所提出的反本质主义的、动

态化的文化身份在如今依然适用。笔者认为，有必

要在批判功能主义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同时，引介其

他学科或范式之下的理论，对功能主义文化理论进

行否思或再阐释，以更好地将其置于本土化的跨文

化传播研究中。我们需要明晰，对于大部分生长于

确定的、单一的文化身份背景的文化群体而言，不

安和质疑其实是常态，而人作为一个“开放的系

统”，亦拥有通过环境交换信息、与环境共同进化的

能力。因此文化身份的交叉与混同并不是一种“自

我放弃”，而是指向一种客观的自我生存方式，我们

除了要关注文化杂糅之于跨文化传播中层理论的

挖掘，还要重点关注文化杂糅的过程，即文化行为

者个体身份在全球文化环境中不断变动的意义生

产过程。④

注释：

①丁允珠(Stella Ting-Toomey)把“协商”定义为一种交易

性的交际过程，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试图维护、界定、修正、挑

战和支持自我和他者预期的自我形象。

②个体身份框架指涉对自我形象的认知，即个体如何定

义和看待自己；演绎的身份框架指涉如何扮演和表达自己，即

身份如何通过我们的角色选择在社会中构建生成；关系身份

框架指涉身份如何通过关系创造，即身份如何通过我们与他

人的关系构建形成新的身份；群体身份框架指涉身份的群体

性特征，即群体归属感和我们从属的群体文化如何影响身份

的形成。(Hecht et al.，2003)
③克里奥尔化：指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随着时间推移而

融合，并产生一些新的不同于其原族群的变化。

④特别鸣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钟新教授及“共情传

播视野下节日文化传播与国际中文教育融合策略研究”课题

组全体老师同学对本研究的帮助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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