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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中国文化语言研究迄今发展30年间，随着我国文化政策的不断强调，相关研究内容细化深化，针对该

领域研究进展与趋势的系统性综述必要且紧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国知网关于中国文化语言研究成果

的主要期刊论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使用CiteSpace和CNKI的可视化分析功能，分别从年度

发文数量、作者及机构、研究热点、主题内涵、发展趋势等展开综合分析，最后再从研究基础和研究内

容两个角度进行评述，以期对我国外国语言文字学科下中国文化研究更进一步提供见解与启示。本文发

现国内针对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长期以来集中在文化加翻译和文化加教学两个子领域，近年来开始以文

化政策为导向开展拓展创新性研究，总体上相关研究开始进入瓶颈和饱和期，有必要探索实证性和量化

研究的新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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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30 years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language research, with the con-
stant emphasis of China’s cultural policy and the constant refinement of relevant research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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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progress and trends in this field is necessary. This paper takes the 
main journal papers on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language in CNKI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dopts the visual analysis methods of CiteSpace and CNKI to make a basic 
over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and then con-
d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hotspots, them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trends, and 
finally com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earch basis and research content. It is expected to 
provide further insights and inspira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for-
eign language in China. This paper finds that domestic language researches on Chinese culture 
have been concentrated on the two sub-areas of translation about culture and teaching about cul-
ture for a long time. In recent years, innovative researches guided by Chinese cultural polic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whole, relevant researches encountered a bottleneck and saturation 
perio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topics of empirical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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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3 年提出的重大文化战略，其内涵在于传

承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等倡议背景下，外语学科研究应当承担起“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而自

第一篇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文献发表至今 30 年间，外国语言文字学科已经对中国文化这一议题

开展了丰富长期的耕耘，无论是中国文化与外语翻译的结合，还是英语教育中的文化素养培养，都是外

语学科针对中国文化的卓越成果(张为民、朱红梅[1]，2002；刘丽华[2]，2018；陈刚[3]，2006；陈小慰[4]，
2013；李志英[5]，2020；王丽娟[6]，2021 等)，但尚无文献针对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这一主题，尤其是

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展开系统的可视化梳理[2]。 
计量方法可以揭示语言现象形成的内因，语言系统适应机制以及语言演化的本质动因(胡壮麟[7]，

2012)。为了推动国内中国文化主题语言研究的开展，需要深入分析近 30 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脉络，研

究状况，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平台，选取 1992~2022 年与中国文化的语言

研究有关的核心期刊学术文献，运用可视化软件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与分析。从

年度发文量、作者与机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突现词表等维度梳理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

究现状，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助推我国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的中国文化研究进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数据库，包括 SCI、CSSCI、北大核心。为了确保

数据的精准性和完备性，采用计算机检索和人工排查结合的方式选取文献，以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
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选取“外国语言文字”学科，按照相关度(relevance)排序并剔除与主题相关度低的文

献(如征稿启事)，将 CNKI 文献按照 refwroks 格式统一导出，再导入 CiteSpace 软件并自动除重，最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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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效文献 794 篇。 

2.2. 研究工具及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利用可视化技术来展示一个专业和学术学科的内在联系、历史脉络以及演变发展，

从而发现最新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此类能够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工具较多，其中由陈超美开发的CiteSpace
软件多用于综述性研究的使用。CiteSpace 是一款和 Java 相关的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能够生成图谱(map)
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8]李杰、陈超

美，2016)。此外，中国知网(CNKI)自带的数据展示功能可以针对中文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主要是直观

展示数据统计方面的情况。两种方法的可视化表述逻辑相似，但具体的功能各有所长，相互结合后能够

更加全面系统地得到目标研究领域发展情况。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6.1.3R 版本，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

方法，从年度发文量、作者与机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突现词表等维度对中国文化主题的语言

研究进行全面系统梳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整体发展情况 

某一学科或者某一领域的发文数量情况从某种程度上直观地体现出其研究水平和研究热度的高低，

也是评判这一学科领域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知网检索后发现，国内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

言研究的核心期刊总发文量为 858 篇，图 1 为其年度发文量趋势。首发的两篇论文是《试论中国文化术

语的英译原则》([9]郭尚兴，1992)和《文化传统对中国学生外语学习心理的影响》([10]黄晓红，1992)，
随后几年(1992~1999)平均每年仅发表不到两篇，直到 2000 年以后，发文量呈逻辑增长趋势，并于 2017
年达到顶峰，此后发文量呈逐步下降趋势。整体而言，该领域发文量趋势呈单峰曲线，相关研究的年平

均发文数量存在着明显阶段性，主要可以分为：1992~2000 萌芽期，2001~2008 发展期，2009~2017 提升

期，2018~2022 拓展期。 
 

 
Figure 1. Annual trends in literature publication 
图 1. 年度发文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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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作者及机构分析 

再在 CiteSpace 中选取“作者”和“研究机构”作为分析对象，绘制知识图谱。节点间如有连线，代

表机构或作者之间存在共现与合作关系。如图 2、图 3 所示，共现频次较高的作者是胡开宝(8 篇)、王立

非、卫乃兴、何安平、杨敏(各 4 篇)，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是张为民、朱红梅。 
 

 
Figure 2. The author collaborated on the network 
图 2. 作者合作网络 

 

 
Figure 3. The author distribution 
图 3. 作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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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图 5 显示了研究机构情况，分析发现，高校机构，尤其是高校外国语学院，是研究的绝对力

量。大部分的研究机构研究方向相似，相互间合作联系较少，仅发现自 2012 年开始部分机构偶有合作，

如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四所高校

机构形成合作网络，南开大学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形成合作网络。此外，所有研究机构中

共现频次最高的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次之。 
 

 
Figure 4.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图 4. 机构合作网络 

 

 
Figure 5. Organization distribution 
图 5. 机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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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还显示了每位作者与学术单位之间的联系，可以得出该领域研究的合作特点：跨地域跨团队合

作关系较为薄弱。领域科研主要在固定队伍中平行开展，暂未发现存在有效协作的基础和平台。其次，

没有建立广泛的学术权威。研究主体相对分散、持续性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因此未能形成科研成就突出

的专家和组织。最后，科研主体组成结构单一。专业性科研组织或协会及其研究成果较少，跨领域、跨

专业的合作也比较罕见。 

3.3.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在研究中能高度概括主题内涵的核心词语。因此，发现频率高和中心性强的关键词可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11]肖君，2019)。本研究成果通过以“中国文化”为主题检索，分

别采用 CNKI 和 CiteSpace 技术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CNKI 绘得了关键词出现频次的直方图，如图 6 所

示。CiteSpace 的标签视图功能则能够对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绘制了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

图 7。 
对关键词出现频次和聚类视图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三

大内容：中国文化(含母语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播、文化自觉、跨文化交际、文化走出去)；英语

或外语教学(含大学英语教学、英专教育、外语教育、文化教学)；翻译或翻译策略(含《红楼梦》、翻译

策略、《论语》、文化负载词、林语堂、文化翻译)。 
从直方图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所涵盖的几个细分主题出现的频次均较低，外语教学和翻译两个主

题所涵盖的细分主题则出现频次明显较高，说明目前在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领域，研究者更多地将中国

文化本身与外语教学和翻译两个更为“实体化”的方向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在细分领域中耕耘。且细

分领域中的关键词已出现了如《红楼梦》、《大学英语教学》这样的频率很高的关键词，说明在尝试深

化相关研究的研究者中，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方向作为领衔。反观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跨文化交际、文

化自觉等细分领域，则还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总而言之，当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领域虽达到

了在外语教育和翻译两个方向上的共识，并实现了向细分领域中不断深化的目标，但新的研究热点有待

探索，热度较最高峰也有所衰减。 
 

 
Figure 6. Key word distribution 
图 6. 关键词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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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Keyword cluster map 
图 7. 关键词聚类视图 

3.4. 主题内容 

尽管 CiteSpace 软件无法实现对 CNKI 中文文献的共引分析，但将 refworks 格式的文献内容导入后，

仍然能够基于“关键词”、“标题”、“摘要”三类数据将共同出现的重要关键词，按照共现频率、中

介中心性等值分为成群组形式的单层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单一聚类中蕴含的重要关键词可以大致呈现

出某一专题的基本研究范式，不同聚类分析方法叠合可以呈现整个研究主题的基本专题架构与研究内涵。

图 8 展示了软件依据设置算法所标记的 15 大关键词聚类。 
 

 
Figure 8. Keyword tag map 
图 8. 关键词标签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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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数字为聚类号，按照所含相应关键词的数量多少进行排序，而聚类名则是按照内部频次

排名最高者所得的命名。聚类颜色相同，说明由核心节点派生出的各关键词出现时间相同、重叠率较高、

研究深度较浅。十五大聚类中所涵盖的细分领域仍然可以分为文化、翻译和教学，这与前文对关键词的

分析结论一致。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三个领域下包含的细分关键词，均有黄色也有紫色，说明在

研究的趋势上，基本是各自开展，没有三个领域之间相互转向的情况出现，未来的主流研究方向是否会

呈现朝某一固定细分领域发展仍需一定时间的讨论。 

3.5. 演进规律 

时间线视图能够根据关键词等的出现时间对数据进行分段，如图 9 所示，显示了 1992~2022 年度研

究热点随时间而形成的演化。CiteSpace 的突现词表功能能够通过突增算法得到一系列关键词，可以识别

出研究主题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如图 10 所示。根据突现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可以将该主题的研究历

史大体分为如下阶段： 
 

 
Figure 9. Timeline map for evolution 
图 9. 演进时间线视图 

3.5.1. 萌芽阶段(1992~2000)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中国的国门渐渐向外打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尤其在 1990 年中国第

一次在北京成功举办第 11 届亚运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12]吴耀武、花萌，2014)。同时，

1992~2022 十年间是中国文化市场逐步开放与壮大的使其[13]。因此学术界逐渐重视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

研究中的影响。这一阶段，外国语言文字学科下的相关研究处于萌芽起步阶段，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中国

文化在意识观念上对外语学习者的心理影响(黄晓红，1992)。其他研究者则非常直接地关注到中国文化特

色词汇或术语的翻译问题(郭尚兴，1992)。这些研究基本都局限于中英差异，但也有少数研究关注中俄差

异，如俄语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12]赵晓彬，1997)。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

言研究数量少、类型单一，且少见实证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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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Top 10 prompt keywords 
图 10. 突现关键词前 10 

3.5.2. 教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并行的发展期(2001~2018) 
在度过摸索初期后，外语界逐渐确立了两大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细分领域：中国文化与教学，中国文

化与翻译。从关键词突显列表中可以看到，“翻译”与“教学”首次出现的时间均为 2001 年，最后出现

的时间分别为 2016 和 2018。因此在 2001~2018 长达十余年期限内，这两大分支的研究并行媲美，贯穿

始终。也正因为这两大分支在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近几年有不少学者分别

对其研究发展和趋势开展了详尽的阐述。吴耀武和花萌在 2014 年发表的综述文章就分析了 1980~2013 年

我国发表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学术论文，发现该领域仍存在研究目的功用主义倾向较浓、研究水平不高、

辐射范围较窄、客观数据解释与系统理论可证性不足等问题，建议探索跨学科交叉新模式和开展总体历

时及共时描述和分析[12]。 
2000 年以后，“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术语的出现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育

状况。因此许多学者对该话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还发展出较多细分方向，如教材研究、初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非英语专业教学和英语专业教学研究等([14]吴驰，2019，[15]王鉴、江曼，2020，[2]刘丽华，

2018)。在实证研究之外，还上升到了理论与政策的高度，例如将中国文化融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

思考中(束定芳[16]，2016)。王振英和蔡宛灵还对 2000 年以来的相关核心期刊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大

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调查研究类、现状反思类、解决策略类和研究新视角

(王振英、蔡宛灵，2018) [17]。 

3.5.3. 以文化政策为导向的创新拓展期(2018~2022) 
2013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文化战略。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个自信”。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进一步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后以相关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剧增。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

并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18]张秀英，2022)。突现词表中尤为明显的是，自 2018 年开始以“文化自信”、

“文化传播”、“课程思政”为主题的研究成为热点。叶俊和盘华就在“四个自信”指导下，从完善教

学设计、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强化教学队伍四个方面探讨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的实现路

径[19]。张丹阳和辜向东则专注于英语师范专业的课程思政创新模式研究，设计并验证了“教学法 + 语
言 + 文化 + 技术”四位一体的课程思政创新模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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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历经三大阶段，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增多的良好发展，

不仅确立了两大内容丰富、涵盖方向有深度的细分领域，近几年还开始拓展新的研究分支，尤其是与我

国文化相关政策结合起来，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热点、国家政策紧密结合的优势。但在拓展期的研究

仍处于起步阶段，局限于理论阐述，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更多实证性研究，并尝试多学科交叉开展创新型、

应用型研究。 

4. 评述与展望 

本文借由对 1992 年以来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研究，从文献数量、作者与

机构以及知识基础等角度，对研究情况作出了综述。并以此为依据，再对研究热点、主题内涵、发展趋

势等加以综合分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针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其

必须重视的方面： 
从研究基础上分析，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具有多层次、多地区、多阶段的特点。在深层次、

跨地区、长期性的合作探索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扩展细化的空间。同时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受

到国家政策方针和社会热点的影响较大，在国家政策发生较大改变时，研究热潮相对衰退，如何在该领

域开展持续性的长期耕耘，并有效结合实践，则成为当前该学术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研究内容上分析，当前阶段依旧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文化 + 翻译、文化 + 教学这两大细分领

域，且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这两大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饱和的成果。因此如何在该方向上注入新鲜“血

液”成为许多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策在文化方面的大力弘扬，近几年拓展出新颖

的更关注文化本身的分支——文化自信或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研究者不再拘泥于面向国内的中国外语，

转向面向国际的文化语言载体，如新闻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董琇，2019)。可以想见的是，“讲好中国

故事”这一议题将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的必然趋势[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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