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習近平提出文化自信（部分）

●2014年，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
首次使用「文化自信」的概念。

●2014年，習近平在參加全國兩會貴州代表團審議時說：「我們要
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
信。」

●2016年，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正式把文
化自信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並列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道路必須堅定的「四個自信」。

●2020年，習近平在全國抗擊新冠疫情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指出，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
的力量。」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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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文頴怡：2023
年，在法國阿爾卑斯山脈的一處雪
場酒店內，度過了一個難忘的農
曆新年。當時酒店為慶祝中國
春節，舉辦舞獅表演，令我驚
訝的是，表演者並非華人，
而是高大的法國人。他們一
招一式充滿熱情，現場中
外遊客都為這份中國年
味歡呼。那一刻，我感
受到文化自信最生動的
詮釋：我們的傳統文
化被世界自發接納，
還成為當地的節日
儀式。中華文化從
「輸出」到「吸
引」的轉變，正
以多元姿態融入
世界。「中國文化自信已經進入了一個收

穫期，文化自信已從理念宣導
轉化為民眾的自覺認同與實踐。」全國
政協委員、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蔣
勝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年來漢服
成為街頭日常風景、故宮文創「一票難
求」、傳統節日儀式感回歸等現象，都
表明民眾對自身文化的熱愛從「被動接
受」轉向「主動擁抱」。

中國春節悟空哪吒等風靡世界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

化與傳播學院教授郭媛媛表示，當前，
文化自信已進入了收穫期，這一變化得
益於中央的前瞻性布局和持續的政策推
進。她提到，自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首
次提出文化自信這一概念以來，經過11
年的大力推進，文化自信在人民群眾中
生根發芽，如今已碩果纍纍。「《黑神
話：悟空》《哪吒2》以及DeepSeek，去年
以來的這些作品不僅展現了中華民族的
文化自信，更以渾然一體的狀態，呈現
出中國社會的當下文化生態。」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張頤武指出，文化自信體現在傳統文化
認同的深化上。隨着考古發現與非遺保
護的推進，民眾對中華文明5,000年延續
性的認知顯著增強。北京中軸線申遺、
中國春節文化全球傳播等案例，彰顯了
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生命力。「我們
從歷史中尋找價值，為現實生活提供解
釋，這種對歷史和社會的信心，正是文
化自信的重要來源。」

經濟社會發展是自信重要來源
同時，文化自信得力於大量優質的中
國文化產品。在張頤武看來，《黑神
話：悟空》《哪吒2》等成功產品不僅
在國內產生了巨大影響，還通過國際傳
播走向世界，成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載
體。郭媛媛認為，《哪吒2》凝聚了138
個動畫團隊的共同努力，體現了民族團
結精神和大國工匠精神。
代表委員們認為，除了政府大力支
持、文化本身魅力、作品製作精良外，
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科技創新和國際
地位提高等亦為文化自信的提升創造了

條件。
港區全國政協委
員、著名歌唱家

莫華倫表示，「這十年來，明顯感受到
文化自信到了一個收穫期，中國實力不
斷增強，在硬實力的加持下，國際社會
對中國的關注與尊重明顯提升，其中包
括對中國文化的尊重。」
張頤武認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也是
文化自信的重要來源。現在的文化消費
能力就很強大。中國已形成全球第二大
電影市場，網絡文學、微短劇、網遊等
新興業態蓬勃發展。年輕一代通過國潮
設計、虛擬偶像等形式，自發成為文化
傳播主體，推動文化消費升級。這種消
費力不僅支撐了國內文化產業的繁榮，
還為文化產品的國際傳播提供了堅實的
基礎。

「Z世代」自發傳播中華文化成主角
「這一代人在享受改革成果的環境中
成長，他們以文化新形態表達自己，是
文化自信的一種自然流露。」郭媛媛認
為， 「Z世代」創作者通過國潮設計、
虛擬偶像等新形態自發傳播中華文化，
這種個體創造力對於文化自信建設具有
重要意義，這不僅與技術發展互為砥
礪，更是當下社會狀態的一種新結構方
式。
張頤武認為，年輕一代已成為文化傳
播的重要力量。他們能夠為文化傳播帶
來新的動力和活力。「例如泡泡瑪特從
一個本土潮玩品牌發展成為全球熱捧的
品牌，讓世界各國的年輕人感受中式潮
玩的獨特魅力。這充分展示了年輕一代
的創造力和海外市場的潛力。」
「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文化自信建
設的主角。」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戲
劇家協會主席李梅建議，應更多鼓勵民
間團體、文化學者、普通民眾等多元主
體參與文化敘事，通過所有人的微觀敘
事展現中國文化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體
現和傳承。
「文化自信正逐漸融入到每一個中國
人的內心世界，成為我們民族的精神底
氣。文化自信是一種力量，我們不再僅
僅以『學習別人』為目標，而是能夠自
信地以自己的文化為根基，走自己的
路，講自己的故事。它也是一種橋樑，
讓我們以更積極的姿態與世界溝通，讓
中華文化成為全球文化對話中不可忽視
的重要一環。」全國政協常委施榮懷
說。

從李子柒中國風作品火爆全網到中國春

節、北京中軸線申遺成功，從廣西民間舞

蹈「科目三」在國外引發模仿熱潮到文化

新三樣（網文、網劇、網遊）風靡世界，從中國免簽擴容、China Travel

出圈到外國網友湧入「小紅書」感受中國文化，從《黑神話：悟空》橫

掃海內外到《哪吒2》不斷刷新全球票房紀錄……近年來，中國文化出海

萬舸爭流成蔚然大觀，中國IP已迎來「大航海時代」。中國文化釋放出

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影響力，正在重構全球文化格局，亦標誌着中

國文化自信取得了重大成果。

參加今年兩會的代表委員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一致認為，「文

化自信」自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以來，歷經十年有餘，而今已

進入收穫期：文化自信已逐漸融入深植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世界，成

為國家和民族發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並助推構建新的

文明形態，為人類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

記者江鑫嫻、馬靜、柴婧、黃子龍、胡恬恬、李陽波、凱雷兩會報道

港薈萃國際化資源 發揮「借船出海」重要作用
受訪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一致認
為，在中國文化出海的浪潮中，香港憑藉薈萃中西
文化的國際化資源、深厚的文化底蘊、開放的文化
制度等獨特優勢，一定能大有可為，發揮「借船出
海」的重要作用。

深化灣區合作 打造國際級文化節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莫華倫表示，香港在中國文化
傳播中可以扮演獨特角色，發揮重要作用。在「一
國兩制」制度優勢下，香港寬鬆的文化政策為內地
藝術團體提供了「試水」國際市場的機會。「許多
劇碼先在香港打磨，再走向世界，既降低風險，又

擴大影響力。」他建議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合
作，通過政府資金支持與資源共用，打造國際級文
化節或聯合演出項目。莫華倫還呼籲香港特區政府
在海外經貿辦事處增設文化推廣職能，助力中華文
化「借船出海」。

助力聯通世界 構築中華文化橋樑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朱立威認為，香港是天然的文
化橋樑，香港的潮流文化與內地傳統文化相結合，
能夠創造出獨特的文化產品推向世界，而香港發達
的傳媒業可以充當文化傳播的中轉站，用國際化的
表達方式將中國文化推介給全世界。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表示，香港的「一國兩
制」優勢使其在文化創作上具有獨特的自由度，為
本地藝術家和創作者提供豐富的靈感來源。香港得
益於聯通世界的優勢，在金融、經貿、旅遊推廣方
面有密切的國際聯繫，加上容易以英語與世界朋友
溝通，可作為中國文化藝術的櫥窗，展示中國文化
藝術的精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文頴怡表示，香港薈萃中西文
化，具有廣泛的國際脈絡，是世界各地人才工作和
升學的理想地點，也是西方旅客到亞洲的旅遊首選
地之一。建議把國家特色非遺項目融入到香港生活
日常，例如在著名景點不定期展示中華文化，在國

際學校舉辦非遺手作坊，邀請來港工作的外籍人士
參與中國傳統節日慶祝活動，令在港外籍人士接觸
更多中華文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仲尼指出，「和」文化在中
國源遠流長。香港一直以來匯聚中西文化，向世界
傳播中華文化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建議，香港
未來可舉辦「和」文化論壇，傳播「和」文化，拉
近世界各國人民的距離。

●朱立威

●2017年，李子柒
正 式 進 軍 YouTube、
Facebook 等平台，將中
國傳統工藝、農業生產和
節令食俗等內容，跨越
語言和地域界線傳播

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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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可謂彈指一揮間，是蹉跎歲月，還是踔厲

有為，取決於這個國家的歷史主動、頂層設計以及行動力。

近年來，中國在諸多方面積極進取，成績斐然。特別是，「文化自

信」提出十年有餘，中國文化出海碩果纍纍，風行全球；《製造業

2025》實施十載而今交卷，中國製造脫胎換骨，驚羨世界。香港文匯報在

兩會期間採訪代表委員及相關專家，推出「十年雙鋒」專題（上下

篇），向讀者展現十年間中國精神與物質文明雙輪驅動推進現代化的發

展雄心和內在邏輯。

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們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訪問時表示，隨着中國文化自信的不斷提升，文
化出海已呈千帆競渡、萬舸爭流之勢，中國IP迎來
了彰顯中國人文價值的「大航海時代」。中國在不
斷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參與重構全球格局的過程
中，將豐富人類價值光譜，以新的文明形態為人類
社會作出貢獻。

中國「和」文化促各國包容和諧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

院教授郭媛媛表示，「隨着數字技術等新興技術的
發展，中國的文化復興隨着民族復興進程正在加
快。我們融合歷史的基因、5,000年中華民族的智
慧，以及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文化和文明建設、發展
和探索中的經驗和實踐，必將為人類文明帶來新的
生命力、結構力和發展力。」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仲尼指出，中華文化IP已進
入「大航海時代」，開始參與重構全球文化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大多都有「和」文化，這
亦是中國希望向世界貢獻的文化價值。中國人數千

年來都主張「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和」文
化在中國源遠流長，在現時世界地緣政治下，更凸
顯「和」的重要性。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朱立威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向來秉持和而不同、兼容並蓄的理念。在全球
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的當下，不同文化間的碰撞不可
避免，而中國宣導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和諧共生，
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各國文化隨着
經濟紐帶的連接而相互交融，中國文化在其中發揮
着促進包容和諧的積極力量。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執委張佐姣表示，
中國作為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既承載着「天
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學智慧，又展現出數字

經濟、航太科技等領域的現代創
新能力，正以獨特的文明形態
為人類發展貢獻東方智慧。在
此背景下，世界文明格局可
從單極主導向多元共振演變，
非西方文明重新參與全球價值體
系構建，形成多元文明平等對話的
新態勢。
張佐姣表示，通過將歷史智慧、科技創新與全球
責任有機統一，中國不僅能為人工智能倫理、氣候
變化應對等全球議題提供思想方案，更能在文明互
鑒中催生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也是中華文明在歷史
螺旋上升中實現新突破的必然選擇。

●陳仲尼

編 者 按

◀全國政協常委施榮懷說，文化自信正逐漸融入到每一個中
國人的內心世界，成為我們民族的精神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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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明格局可從單極變多元

●2021年，中國對
外文化貿易總額首
次突破 2,000 億美
元，影視、遊戲、
網絡文學等領域成
為增長主力。

● 2022 年 ， 優 酷
《這！就是街舞》越
南版開播，中國綜藝
模式首次反向輸出海
外，實現節目模式出
海的「零突破」。

●2023年，文化出海
「新三樣」（網文、網
劇、網遊）崛起，網絡
文學海外市場規模超
40億元人民幣，2024
年，網遊海外收入達
185.57 億美元，同比
增長13.39%。

●2025年，「歡樂春
節」活動在全球100多
個國家舉辦500多場大
型活動，逾4,300萬人
次直接參與，線上覆
蓋近2億人次。

●2025年，《哪吒2》
全球票房破145億元，
這是非荷里活電影首次
進入全球票房前十，彰
顯中國文化 IP的國際
影響力。

●2023 年底，廣西民
間舞蹈「科目三」火遍
全球，被稱為一道網絡
文化奇觀。截至 2024
年元旦，網絡視頻播放
量已經超過460億次。

●2024年，AI技術賦
能 微 短 劇 「 一 鍵 出
海」，中國短劇應用
海外下載量近1.48億
次，收入達2億美元，
開拓小語種市場。

●2020年，閱文集
團發布全球內容生
態開放平台，推動
網文進入「全球共
創IP」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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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去
年，在法國小鎮多維爾參加一個中法文化交流論壇
時，有一位法國知名劇院的總負責人告訴我，中國團
體赴法演出已十分普遍，他們劇院就接待了很多來自
中國的演出團體，並且在當地擁有穩定的受眾。這種
潛移默化的傳播方式，讓我深感中國文化國際影響力
的不斷提升。

全國政協委員、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文化與傳播學院
教授郭媛媛：我看了四遍《哪吒2》，從劇情、技術到
藝術表達等多個維度都深感震撼。最近一年的幾個
「現象級」文化、科技成果，如《黑神話：悟空》、
DeepSeek以及《哪吒2》等，不僅展現了中華民族的
文化自信，更以渾然一體的狀態，構成了中國社會的
當下文化生態。

全國政協委員、溫州大學人文學院研究員蔣勝男：當我在
河南洛陽看到滿街都是身着漢服的青年人時，當我們
的動漫影視崛起、走向國際時，我深刻意識到，「文
化自信」已經不再是口號，而是融入到了大眾生活的
方方面面。

全國政協委員、陝西天龍國際拍賣有
限公司董事長祁志峰：2025乙
巳蛇年「長安燈會」在西
安、開羅、羅馬、希臘
「四大文明古都」同
時點亮。每一盞燈都
是「活的文化」，從造
型到雕畫，皆是博大精深的文化傳
承。而AR等現代科技元素的融入，
更是讓傳統文化煥發出別樣魅力。文

化出海不僅是傳播，
更是對話；不僅
是輸出，更是
共鳴。

全國政協委員、陝西省戲劇家協
會主席李梅：我帶着秦腔碗碗腔
《楊貴妃》去法國巴黎演出，雖然
舞台上以黑色幕布為背景，甚至沒
有話筒，但演出卻贏得了法國觀眾
的熱烈歡迎。令人感動的是，一位法

國老婦人流着熱淚歡呼，謝幕長達十幾分
鐘。這讓我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力量，它能在最短時間
拉近語言不通的人們之間的距離，讓不同國界的人們
心聚得更近。」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著名歌唱家莫華倫：
我每次出國演出只要有機會就一定會唱中國歌
曲，能感受到中國文化正逐漸被外國觀眾接受。
在巴黎演出時，當我演唱《我和我的祖國》時，
現場的法國人雖然聽不懂歌詞，但都被旋律吸引
並給予好評。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國際知名小提琴家姚珏：
2025年蛇年迎來首個「非遺版」春節，我帶領香
港弦樂團到澳洲巡演，當時演出了自己創作的大
灣區作品《粵劇幻想曲》以及香港特色的《繁花
串燒金曲》等，受到當地各界熱烈歡迎。我們在
悉尼歌劇院的2,000張演出票售罄，這是該音樂

廳古典音樂演出中少有的。我還帶領香港的孩子和
當地孩子共同演奏《我愛你中國》，也反響熱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馬浩文：
我家小朋友在國際學校就
讀，過去往往以學習外
國文化為主，「科目
三」現在成為他們中
文班在學校的表演項

目，無論哪個國家的小朋
友，都能享受演出帶來的喜
悅，體驗中國文化的樂
趣與精髓，也改變了
他們對中國文化的
看法。

●張佐姣

●2024年，春節申遺
成功。目前，中國共
有44個項目列入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名
錄、名冊，總數居世
界第一。

▲▲國產遊戲近年橫掃海內外國產遊戲近年橫掃海內外。。圖為人們在德國圖為人們在德國20242024年科隆國際年科隆國際
遊戲展遊戲展《《黑神話黑神話：：悟空悟空》》拍照區拍照拍照區拍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春節文化全球傳播中國春節文化全球傳播。。圖為外國遊客在山東威海年貨大集圖為外國遊客在山東威海年貨大集
上感受中國傳統年俗上感受中國傳統年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024年，首款
中國 3A遊戲《黑
神話：悟空》，全
球 銷 量 超 2,800
萬份，銷售額達
9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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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已逐漸融入深植於每文化自信已逐漸融入深植於每
一個中國人的內心世界一個中國人的內心世界。。圖為圖為
「「不破不立不破不立」」——電影電影《《哪哪
吒之魔童鬧海吒之魔童鬧海》》幕後創作展幕後創作展
在四川成都開展在四川成都開展。。 中新社中新社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江鑫嫻

近十年來文化出海的成功案例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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