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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中华农耕文化成为中国国际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农

业交流合作不断深化，国际社会对中华农耕文化的兴趣日益增长。了解中华农耕文明、农耕历史和农民

生活现状有助于更全面地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中华农耕文化的核心思想

与中国的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其传承不衰。为了有效传播中华农耕文

化，需要通过翻译和传播中华农业典籍、农业创新、农耕诗歌故事等方式，宣扬农耕文化的成就和历史。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农业组织和派遣农业专家，传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此外，通过讲述

中华农耕历史故事，减少中外文化差异导致的信息误解。在国际舆论场上主导中华农耕文化的传播，让

国际社会更清晰地理解中国的理念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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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has become an im-
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With the deepening of agri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interest in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is growing day by day.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
z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and the current living conditions of farmers can help shape the na-
tional image of China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appeal of Chinese values. 
The core ideas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China’s new develop-
ment concept, injecting new connotations into Chinese culture and ensuring its inheritance and 
longevity.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pread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achievements and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lassics,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and agricultural poetry stori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send agricultural experts 
to spread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In addition, by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griculture, we can reduce information misunderstandings caused by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lead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ul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rena, enabl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
nity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ideas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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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华农耕文化正焕发出新的光彩，成为中国国际话语中引人瞩目的新

亮点。随着国际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入，世界各国对中华农耕文化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一古老而丰富的文

化传承，不仅承载着中国的农耕历史，还融合了新发展理念，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启发。本文旨在探讨

中华农耕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与策略，为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添上

新的篇章。 

2. 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背景 

中华农耕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内涵，正逐渐引起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关注的背后，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农业交流与合作日益深

入。探讨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背景可以追溯到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加强

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城乡共同发展。在这一战略的推动下，中国农村发生了巨

大的变革，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些变化不仅在国内引起广泛反响，也引起

了国际社会的兴趣。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农村的发展经验和模式，中华农耕文化作为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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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根基，自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农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为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契机。中国积极参与

国际农业组织，派遣农业专家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分享农业技术和经验。这种形式的国际合作不仅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升，也促使了中华农耕文化的传播。中国农业专家的经验分享和农耕文化的介绍，

使国际社会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发展和文化传统[1]。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交媒体的兴起，

信息传播变得更加迅速和广泛。中国的文化元素，包括中华农耕文化，通过互联网媒体渠道传遍世界各

地。人们可以轻松地了解中国的农耕历史、农村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这种信息的传播方式

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也加强了国际社会对中华农耕文化的兴趣。 
总之，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背景是多方面因素的交汇。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合作与交流

以及全球化趋势，都为中华农耕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了解这些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农耕文化

对外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有效地推广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 

3. 中华农耕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建构 

中华农耕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国际话语的建构具有深远影响。中国国际话语

是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的表达和传播方式，而中华农耕文化在其中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探讨中华农耕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能够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文化对中

国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的塑造。 
中华农耕文化作为中国国际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其独特的文化元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

独特的形象。农耕文化强调“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思想内涵，与中国的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高度契合。这种契合不仅赋予了中国文化重要的特征，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

个更加立体和丰富的认识中国的视角。中华农耕文化强调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与现代社会

对可持续发展和环保的重要性相呼应，使中国在国际话语中扮演了一个积极倡导可持续发展的角色。 
中华农耕文化在国际话语建构中的体现不仅体现在思想内涵上，还体现在文化符号和艺术表达上。

中国的农耕文化通过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的表达，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劳动、情

感和精神追求。这些文化符号和艺术作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的文化底蕴，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2]。
例如，中国的农耕诗歌、田园画作、农村音乐等都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促使国际社会更深入

地了解中国的农耕文化传统。 
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也与中国在国际农业合作和农村发展领域的积极参与密切相关。中国不仅积

极参与国际农业组织，还派遣农业专家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和技术支持。这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有助于传

播中华农耕文化，使国际社会更加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经验和农业创新。同时，中国的国际农业合作也体

现了中华农耕文化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中国在国际话语中树立了积极的国际形象。 
中华农耕文化与中国国际话语建构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一文化通过其思想内涵、文化符号和

国际合作等多重途径，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赋予了独特的文化特色，推动了中国国际话语的建构。中华

农耕文化的传播不仅有助于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全面的视角，

促进了文化交流与合作。 

4. 农耕文化与新发展理念的契合 

农耕文化是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在当代中国，农耕文化

与新发展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契合，为中国的发展路径和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探讨农耕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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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之间的契合，能够更好地理解其在促进国家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耕文化与新发展理念的契合表现在对生态文明的共鸣上。农耕文化强调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倡

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与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原则高度契合。新发展理念倡导发展方

式的转变，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与农耕文化的生态理念相辅相成[3]。通过传承和弘扬农

耕文化，中国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为新发展理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持。 
农耕文化与新发展理念的契合体现在社会和谐与共享价值观的传承上。农耕文化强调家庭、社区和

社会的和谐，弘扬了“和为贵”的价值观。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原则，强调发展成果要更加公平地惠及

全体人民，追求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农耕文化所蕴含的家庭关系、邻里情谊和社区合作等传统价值观，

为新发展理念的社会共享提供了历史文化支撑。通过传承这些价值观，中国在实现社会和谐和促进共享

发展方面得到了文化的助力。 
农耕文化与新发展理念的契合也在文化创新与传承方面体现出来。农耕文化注重传统智慧和文化创

新的结合，倡导“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思想内涵。这与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原则高度契合，强

调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通过挖掘和传承农耕文化的传统智慧，中国可

以在文化领域实现传承与创新的平衡，促进文化的持续繁荣，为新发展理念的实施提供了文化的支持。 
农耕文化与新发展理念的契合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发展理念之间的有机融合。这种契合不仅

强化了中国在生态文明、社会和谐、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发展基础，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供了更有吸

引力的文化表达[4]。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将继续在中国的新发展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为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文化振兴事业做出贡献。 

5. 中华农耕文化对外传播策略与实践 

中华农耕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关键。为更

有效地传播和推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以采取多种策略与实践。 
通过文化节庆和活动来推广中华农耕文化。例如，农历新年庆典、传统农耕节日等文化活动成为向

国际社会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这些活动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参与，还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演、展

览和庆典活动，向外界展示了中华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些节庆和活动不仅丰富了国际文化交流，也

为外国人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提供了机会。 
积极利用现代传媒和互联网平台，推广中华农耕文化。通过社交媒体、官方网站、文化推广平台等，

中国可以将农耕文化的信息和资源传递到全球范围。这种数字化传播方式使得文化信息能够更广泛地传

播，跨越地域和语言的障碍。中国还制作了多语言的文化宣传材料和影视作品，以便更好地传递中华农

耕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观。 
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华农耕文化的国际传播。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文化交流协议，

组织文化交流团访问外国，举办文化交流展览等，推动中华农耕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5]。此外，中

国还鼓励外国学者和艺术家来中国学习和研究农耕文化，促进文化的互鉴与共享。 
中华农耕文化的对外传播策略与实践是多样化而富有成效的。通过文化节庆、数字化传播和国际文

化合作，中国不仅在国际社会传递了中华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为促进文化交流、增进国际友谊和理

解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努力有助于将中华农耕文化的珍贵遗产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一丰

富多彩的文化传统。 

6. 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反思与展望 

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与互动。文化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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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不仅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还可以借助乡村振兴的机遇实现自身的发展。在这个

背景下，需要进行反思与展望，以更好地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 
反思文化振兴对乡村振兴的贡献。文化振兴强调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对于保护和传承乡村

的历史文化遗产至关重要。通过挖掘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者前来乡村旅游和

文化创意产业。同时，文化振兴也有助于培养乡村居民的文化自信心，提高他们对乡村文化的认同感，

进而激发他们对乡村振兴的积极参与[6]。 
展望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未来发展。未来，可以加强文化教育和培训，培养更多的文化人才，推

动乡村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此外，可以鼓励文化创意产业在乡村兴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推动乡村

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可以建设更多文化设施和乡村文化体验中心，提升乡村文化的传播力和吸引力，

吸引更多游客和投资。 
需要强调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应该形成良性循环，互相促进。文

化振兴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思想引领和文化支撑，而乡村振兴可以为文化振兴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

市场。双方合作可以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经济、文化、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7]。 
总之，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密不可分，它们之间的互动与协同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和新机遇。

通过反思与展望，可以更好地推动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为中国的乡村和文化事业注入更多

活力和创新力。 

7. 结语 

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相互促进，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在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引领下，

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而乡村的历史文化也为文化振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通过反思与展望，我们

更深刻地认识到文化与乡村发展的紧密联系，将坚定不移地走在文化与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这是一场文

化复兴的伟大征程，也是中国梦的璀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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