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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空式传播:以讲好中国故事第一句推动构建互主体式中

华文化共同体
任烨

重庆大学，重庆，400000；

摘要：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对外传播

实践中，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等因素往往导致中国故事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失真”、“误解”等问题。为

破解这一难题，本文提出“喷空式传播”模式，即借鉴河南方言中“喷空”（聊天、闲扯）的随意、轻松、拉近

距离的特点，利用 TikTok 等短视频平台，通过官方媒体和民间自媒体结合传播简单有趣的内容，随机开启话题，

引发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通过讲好中国故事第一句构建互主体式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并通过持续互动，

引导其深入了解中华文化，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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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喷空源起韵悠长，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

1.1 喷空构建互主体式交流空间

喷空式传播滥觞于民间的口头交流传统，最初是百

姓在闲暇时光里的随性漫谈，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

中形容喷空就是两个人或几个人在一起，你一言我一句，

有人抛话头，有人接话，说的话可以是见过的、听过的、

想过的，不需要都是真实，可以答非所问，天马行空云

山雾罩都可以，越夸张越新奇越惊悚越好，可以不拘泥

于形式，只要聊得嗨就可以。在聊天的过程中，聊天双

方逐渐加深对彼此的深入了解，一个人既可以是话题开

启者与传播者、同时也是受众与反馈者，对话双方通过

喷空构建一种愉快的互主体式的交流空间。

随着网络与自媒体媒介平台的不断发展，这种喷空

式聊天可以超越传统的面对面式的聊天所受到的时间

和空间的束缚，在网络空间可以引发更大规模的群体之

间的喷空式的交流、从而构建更大的互主体式交流空间。

1.2 讲好中国故事第一句，降低对外传播目标受众

理解门槛

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做好新形势下

对外宣传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精深，中国汉字更是自成体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为世界上最难的文字，如果只是通过英语对外传播有些

中文原汁原味的表达很难传神，但通过中文直接传播理

解难度过大，因此选择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传播内

容，讲好中国故事第一句，降低传播目标受众的理解门

槛就成为了当前对外传播的关键。

1.3 构建互主体式中华文化共同体，提升中国国际

话语地位

通过喷空式传播打开中国对外传播良好局面，通过

讲好中国故事第一句推动构建互主体式是中国共同体，

激发传播目标受众国家对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好奇，推

动其进一步主动探索，增加其对中国逻辑的理解，以此

降低未来中国对外传播与交流过程中的传播成本与理

解成本，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国际地

位。

2 对外传播中讲好中国故事的现状与困境

2.1 对外传播中国故事的现有模式与成果

当前，中国通过多种途径对外讲述中国故事，包括

传统媒体的国际频道、文化交流活动、影视作品海外发

行、社交媒体平台推广等。在一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例如，部分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引发了全球

对中国电影艺术和文化主题的关注；一些文化名人通过

国际舞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技艺，如武术、书法、京剧

等，提升了中国文化的知名度。

2.2 面临的主要困境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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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言障碍：汉字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使得外国受众

在理解中国文化文本时面临较大困难，语言的隔阂阻碍

了文化内涵的准确传递，导致许多优秀的中国故事在翻

译和传播过程中出现信息丢失或误解的情况。

2.文化差异：中西方文化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审

美观念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些中国故事所蕴含的文

化逻辑和价值观念难以被西方受众直接理解和认同，甚

至可能引发文化冲突或困惑，影响传播效果。

3.传播渠道与受众需求匹配度问题：虽然新媒体平

台为中国故事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但在传播过程

中，未能充分精准地满足不同国家、不同年龄段、不同

文化背景受众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导致传播内容的

针对性和吸引力不足。

3 喷空式传播助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优势与机制

3.1 喷空式传播的优势体现

1.降低文化理解门槛：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口

语表达和轻松幽默的聊天氛围为载体，喷空式传播能够

避开复杂的文字和高深的文化理论，将中国故事以一种

简单明了、易于接受的方式呈现给外国受众，使他们能

够快速进入故事情境，初步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和

价值观念。

2.引发受众兴趣与好奇心：喷空的即兴性和趣味性

能够迅速抓住受众的注意力，通过巧妙设置话题悬念、

讲述新奇有趣的故事片段等方式，激发外国受众对中国

文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使其主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中

国的信息，为深入传播中国故事奠定良好的受众心理基

础。

3.增强情感连接与亲和力：在互动交流过程中，喷

空式传播能够营造出一种亲近、友好的人际氛围，让外

国受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温暖与包容，从而在情感上与

中国文化建立起连接，减少文化传播中的距离感和陌生

感，提高文化接受度和认同感。

3.2 基于模因理论的传播机制

1.模因生成与选择：在喷空式传播中，讲述者通过

对中国文化素材的筛选、加工和创新表达，创造出具有

感染力和传播潜力的文化模因，如有趣的中国传统习俗

故事、朗朗上口的中文短语、独特的中国文化形象等。

这些模因凭借其独特性、趣味性和实用性，在传播过程

中更容易被受众注意和选择。

2.模因复制与传播：一旦受众对某个喷空内容中的

模因产生兴趣，他们就会在人际互动和社交媒体分享中

不自觉地对其进行复制和传播。例如，一个幽默的中国

成语故事在 TikTok 上被外国用户反复模仿讲述并传

播，随着传播范围的扩大，更多的人接触并了解到这个

成语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内涵，从而实现了文化模因的广

泛扩散和传承。

3.模因变异与进化：在不同文化背景和个体认知差

异的影响下，喷空式传播中的模因在复制和传播过程中

可能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这种变异可能会产生新的

文化含义和表现形式，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传

播中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使其更好地融入不同的文化语

境，促进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3.3 拟态环境具像化的作用机制

1.文化元素的具象呈现：喷空式传播通过生动的语

言描述、形象的动作模仿、真实的场景再现等方式，将

抽象的中国文化元素如历史事件、传统技艺、民俗风情

等具象化地展示在受众面前。例如，在讲述中国传统剪

纸艺术时，讲述者不仅介绍剪纸的历史和文化意义，还

现场展示剪纸的过程和技巧，让外国受众能够直观地看

到、感受到中国剪纸文化的魅力，从而在他们心中构建

起一个关于中国剪纸文化的生动、具体的拟态环境。

2.沉浸式体验的营造：通过营造一种轻松、自然的

交流氛围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场景，喷空式传播使受众能

够沉浸其中，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国文化的氛围和情感。

在讲述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时，讲述者通过描述春节期间

的家庭团聚、年夜饭、放鞭炮等场景，配合适当的音效

和表情，让外国受众仿佛置身于中国的春节庆典之中，

增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和情感共鸣，进一步深

化他们对中国文化拟态环境的认知和体验。

3.认知引导与观念塑造：在受众沉浸于喷空所营造

的拟态环境中时，讲述者可以巧妙地融入中国文化的价

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引导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和理解

这些文化内涵。例如，在讲述中国家庭尊老爱幼的故事

时，传达出中国文化中重视家庭伦理和亲情关系的价值

观念，使外国受众在感受故事情感的同时，也对中国的

家庭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知和态度，促进中国文化观念

在国际受众中的传播和认同。

4 构建互主体式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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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

4.1 互主体式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涵阐释

互主体式中华文化共同体强调在文化传播与交流

过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主体处于平等、互动、

相互尊重的地位，摒弃传统的单向文化输出模式，注重

文化的双向交流与共同建构。在这个共同体中，各文化

主体通过对话、协商、合作等方式，共同探索人类文化

的共性与个性，促进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和谐发展，共同

创造和分享文化价值与意义，形成一种紧密相连、相互

依存的文化关系网络，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增进人类的文化福祉和相互理解。

4.2 喷空式传播在共同体构建中的角色与功能

1.文化交流的桥梁搭建者：喷空式传播以其独特的

亲和力和互动性，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

轻松、平等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讲述中国故事和倾听

外国受众的反馈与分享，促进了文化信息的双向流动，

打破了文化隔阂，使中国文化能够自然地融入国际文化

交流的大舞台，同时也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文化，

为构建互主体式中华文化共同体搭建起坚实的沟通桥

梁。

2.文化认同的培育推动者：在传播过程中，喷空式

传播通过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独特魅力和普适价

值，引发外国受众的情感共鸣和理性认同，使他们在对

中国文化的欣赏和理解中逐渐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这种认同感的培育不仅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

参与到中华文化的交流与传承中来，还能够增强全球华

人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

的文化向心力，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内在的精

神动力。

3.文化创新的活力激发者：由于喷空式传播鼓励受

众的积极参与和互动，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碰撞和交流

能够为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富的灵感源泉。外国

受众在参与喷空过程中提出的新观点、新视角和新需求，

能够促使中国文化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元素，进行

自我更新和创新转化，使中华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

时，更加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需求，为中华文化共同

体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4.3 实践路径探索

1.平台建设与资源整合：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优势，

打造专门的喷空式传播文化交流平台，整合国内外优质

的文化资源，包括中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文化专家、语

言教师以及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友人等。通过平台

的组织和引导，开展多样化的喷空活动，如线上直播喷

空表演、文化主题喷空对话、中外文化对比喷空分享等，

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丰富的内容和活跃的交

流空间。

2.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加强喷空式传播专业人才

的培养，包括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喷空讲述者、文化

翻译人才、新媒体运营人才等。在高校和职业教育中开

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文化理解

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和新媒体传播技能，为喷空式传

播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同时，注重对民间喷空

艺人的挖掘和扶持，鼓励他们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

发挥其在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方面的独特优势。

3.国际合作与交流拓展：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文化机构、媒体平台、教育机构等的合作与交流，

共同策划和组织喷空式文化交流项目。例如，与国外的

学校合作开展 “中国文化喷空进课堂” 活动，与国际

媒体合作制作喷空式文化传播节目，通过国际合作的方

式扩大喷空式传播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吸引更多的国际

受众参与到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中来。

5 喷空式传播的实践案例分析

5.1 TikTok 平台上的喷空式传播案例

在 TikTok 上，一些中国博主通过喷空的方式分享

中国文化知识和生活趣事，吸引了大量外国粉丝的关注。

例如，一位博主以 “中国传统美食之旅” 为主题，通

过轻松幽默的喷空讲述了中国各地的特色美食，如北京

烤鸭、四川火锅、广东早茶等，不仅介绍了美食的制作

方法和口味特点，还穿插了美食背后的历史文化故事和

地域风情。在视频中，博主与外国粉丝积极互动，回答

他们的问题，邀请他们分享自己国家的美食文化，引发

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该系列视频的播放量累计达到数

百万次，点赞数和评论数也相当可观，许多外国粉丝表

示通过这些视频对中国美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

希望有机会能够亲自品尝中国美食，了解更多中国文化。

5.2 案例效果评估与分析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些 TikTok 上的喷空式传播案

例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国受众的注意力，扩大了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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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传播范围，提高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

的曝光度。通过互动指标分析，如评论区的积极讨论、

粉丝的私信交流以及用户生成内容（UGC）的产生，表

明喷空式传播有效地激发了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

趣和参与热情，促进了文化交流与互动。从文化认同角

度评估，许多外国粉丝在评论中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喜

爱和赞赏，对中国文化元素如美食、语言、习俗等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他们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亲近感。然而，案例分析也发现

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文化内容的深度挖掘不够，传播

的持续性和系统性有待加强等，为后续的喷空式传播实

践提供了改进的方向。

6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文化交流与传播犹如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展示自身文化的独

特魅力，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然而，中国文化在走向

世界的征程中，却遭遇了语言和文化差异这两座高耸的

壁垒。汉字的复杂性、文化内涵的深厚性以及价值观的

独特性，使得许多外国受众在接触中国文化时感到困惑

和难以理解。“喷空式传播”作为一种新颖、随性且轻

松的传播方式应运而生，其核心价值在于打破传统传播

模式的束缚，以一种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姿态出现在

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最大限度地降低外国受众对中

国文化的理解门槛，从而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开辟一

条崭新的道路，助力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并

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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