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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城市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策略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王建荣

文
化遗产是城市的灵魂所在，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

北京3000年的建城史和850年的建都史赋予其7项世界

遗产，1400多家文物保护单位，7000多处文物古迹。京剧文化、

胡同文化、天桥文化等特色鲜明的京味儿文化，又使这座城市

焕发出独有的魅力。丰富的文化遗产，厚重的文化底蕴，是北

京成长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不竭源泉。提升北京城市文化遗产对

外传播能力，不仅需要传承者们做好文化遗产的发掘、整理、

保护工作，还需要传播者们不遗余力地探索有效的传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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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鹰与研究

Palace)、《北京四合院》(BeUing Courtyards)等系列图书等。北京

市正在积极申办“世界图书之都”，外向型出版企业的国际化

必然会加快有北京文化特色的优质图书、期刊和数字出版物的

“走出去”步伐。

北京市许多文化机构认识到新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开始推

进相关传播渠道的搭建工作。如北京市一些政府机构网站建设

了内容比较全面、形式比较灵活的北京文化外文资源译介页面。

以“北京之窗”为例，其所属的链接外文资源库提供了北京市

从5A级至1A级的全部旅游景点英文名录及介绍，具有较高

的权威性，是外国游客了解北京文化资源的有效渠道。像同仁

堂、全聚德这样的北京老字号，开辟有自己的多语种宣传窗口，

既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滩头阵地，又可以卓有成效地宣传北京传

统文化。

尽管较之十几年前城市文化遗产的对外传播力有了显著提

升，但传播渠道单一、介质碎片化的状态仍呈主导态势。介绍

城市文化遗产的影视作品和书籍在国外的发行数量和渠道仍非

常有限，文化遗产的海外巡展、京剧等传统艺术形式在海外的

巡演急需更多的合作平台。此外，对依托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

的新媒体的开发程度不够，大量文化机构仍没有外文网站。笔

者对官方公布的1 33个北京博物馆所做的调研显示，其中无外

文网站的有92家，占69．17％。此外，能够迎合不断增多的移

动智能终端的国外用户信息需求的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

新媒体平台仍未得到有效开发。对北京7个5A级景区所做的

调查显示，其中有4家尚没有建立微信公众号；故宫、恭王府、

颐和园3家搭建的微信平台图文并茂，使用便捷，但是均未实

现外文介绍和导览。在人人皆是信息发布者的互联网时代，实

现数字化管理，如建设移动社交平台，与互联网企业联姻，实

现多种传播介质的数字化整合与文化遗产单位的信息共享，都

是城市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亲民”路径。

调整传播叙事视角

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是超出一般城市建筑体的功能作用，

有形的建筑和物品是反映历史时代、民族融合、民族情感、

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物化载体，折射出中华民

族传统的伦理观、审美观、价值观和自然观。在国际交流和

传播中，遗产的“物”与其所承载的“文”应相得益彰，避

免“厚物薄文”。

北京的很多旅游景区、博物馆，包括不少门户网站，都

花大力气开展了翻译工作，不过译文往往拘泥于原文形态，表

述僵化，给外国受众留下“有历史无传承”的刻板印象。阅读

20家北京博物馆及旅游景点的中英文网站和景点讲解牌会发

现，能将相关文物与北京城市价值观念建立关联的约占49％，

其中，能在译文中做出相关表述的则仅占28％，即约21％的

关于文化价值的阐述被忽略不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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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精神”为例，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是对北京

历史文化传承的高度凝练，但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只做了语言的

简单转换，忽视外国读者的阅读心理和语言习惯，未能构建恰

当的叙事角度，表达方式流于形式化，影响对外传播效果。《纽

约时报》2012年2月29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北京街头关于“北

京精神”的标语“是为了宣传一项政治运动”“内容枯燥乏味”。

西方社会对我们的“妖魔化”宣传也是其偏好，但是重视叙事

策略，探索讲好城市故事的方法，能够更好地保证城市文化遗

产的对外传播发力于无形，潜移默化地消解误读和偏见，提高

城市文化影响力与跨越民族、国度界限的广泛参与力。

创新文化展示维度

文化贯穿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呈现出多向交互融合

态势。提高对外文化遗产交流水平，还要完善城市文化交流机

制、创新交流方式，使城市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建设中的新兴

产业联姻，创新展示维度，让收藏在禁官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真正活起来。

北京文化遗产与旅游、体育、商务等第三产业领域已实

现较好的双向融合。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22年

北京一张家口冬奥会的成功申办，就是很好的范例。2015年

1月至11月，北京全市累计接待入境游客391．2万人次，其

中接待外国游客333．8万人次。这个庞大的境外观光群落构

成北京文化遗产和北京形象通达世界的直接传播媒介。北京

作为我国国际交往的中心，地位特殊、条件优越，外国使领

馆和工作人员不断增加，海外公司数量庞大，涉外商务、会

议人数激增，与这些外籍人士群体的交往过程也是北京文化

遗产对外传播的过程。

把城市文化遗产及其相关符号输入到产品的设计理念和外

观形象中，是推动城市文化走出去的产业化路径。当前，北京

正在努力建设成为设计之都、中国最具活力的文化创意名城、

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中心。古都文化要素如果

搭乘广告会展、艺术品交易、设计服务、文化科技等新兴行业

的便车，其国际话语能力和传播能力将会获得新的动力。

结语

一座城市，绝不能充当建筑物的堆积区、人群的聚合之地，

城市的生命力是优秀文化资源支撑下的生活方式。北京应该成

为最能够对外展现中国文化先进性和核心价值观的城市。当然

这种展现不是单一的、刻板的、无目的的，必须是生动的、有

实际功能的、主动探索价值引导的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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