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使包括海內

外華裔子孫也引以自豪。當代華人生

活習俗、中醫針灸、中華武術等反映

悠久的中國歷史，就如吃飯用的筷

子，休閒時玩的圍棋、象棋，下雨的

雨傘、寫字用的文房四寶、以至陶冶

性情的琴棋書畫等，都是歷代國人的

智慧結晶。中華文化亦可體現於漢

字、民族音樂、地方戲曲、華人服飾、傳統節日和道德規範，值得當代華人傳承。

中華文化是世上四個古老文明之一，是人類歷史唯一流傳至今的文明，是中華大地各區

域文化交流的結果；經歷數千年演變，游牧和農耕文化相互影響，黃河與長江文明亦與北方

民族和西域文化交融一體，形成了以華夏文化為重心的中華文化。學術界認為中華文化是多

元一體的文明；即使各地方言和次生語言有所異，但被統一的書面語所消弭，這是中華文化

多元一體的特色。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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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四寶、以至陶冶性情的琴棋書

畫等，都是歷代國人的智慧結晶。

中華文化是世上四個古老文明之一。

黃河與長江文明亦與北方民族和西域文化交融

一體，形成了以華夏文化為重心的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使包括

海內外華裔子孫也引以自豪。



在中華大地，各族人民和睦共生，構成相

互依存而不分割的中華文化。「多元」是指各

民族有其起源和發展歷史，當中文化既各具特

點又相互區別，呈現文化的多樣性。「一體」

是指中華文化在漫長歷史中，各民族文化交往

共融，形成相互關聯和依存關係，體現了中華

文化的整體性和共同性。民間信仰多彩，普遍

的是祖先崇拜；各鄉除供奉祖先的祠堂外，不

少地方有各式寺廟，供奉傳說人物和歷史英雄。

源於古代社會的民間信仰，華人習俗如入宅移徒、訂婚嫁娶、入殮安葬、開光建醮、祭

祀祈福、神佛誕辰等皆有祈福消災的特質。多樣性是中華文化的優勢，中華文化求同存異、

和而不同，在尊重差異前提下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共識。中華文化多元一體成為維繫各族人

民的精神紐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加強各民族交流交融，培育中華民族共

同體的意識。

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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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多彩，普遍的是祖先崇拜。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需加強各民族交流交融。

源於古代社會的民間信

仰皆有祈福消災的特質。

中華文化求同存異、和而

不同，在包容多樣中共識。



中華傳統節日有很強的內聚力，一到過

節舉國各地人民同慶，這與中華民族源遠流

長的歷史相承，是一份寶貴的精神文化遺

產。中國傳統節日形式多樣，內容豐富，是

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組成。在先秦時期，不

少民間活動與原始崇拜有關；發展到唐代，

民間節日從祭拜氣氛中解放，轉為娛樂禮

儀，成為佳節良辰。此後，中國節日變得歡

快喜慶，並延續流行至今。

春節是中國人每年的第一個節慶，正月初一為新一年的開始，春節被稱為新年；據說是

神農氏年終的祭祀習俗，感謝百神賜予，祈求來年風調雨順。春節前一夜叫除夕，是家庭團

聚的時刻，全家歡聚一起吃頓年夜飯；零點鐘聲敲過，年長者給晚輩壓歲錢，屋裡屋外貼對

聯、年畫和福字。而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不少外國元首如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會於新春向

當地和全球華人拜年。

中華節慶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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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民間節日從祭拜中轉為

佳節良辰，變得歡快喜慶。

不少外國元首亦會於新春

向當地和全球華人拜年。

全家歡聚一起吃頓年夜

飯，是家庭團聚的時刻。

春節是中國人每年的第一個節慶。



除了新春外，較為人關注的中國傳統

節日有：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

秋、重陽、冬至。中國傳統節日多與神話

傳說、歷史人物故事結合，有許多傳奇色

彩；如中秋節原是一個慶豐收的節日，後

來人們為這節日增添神話，拜祭月亮和嫦

娥就成了中秋習俗。不論傳統節日起源如

何，節慶加強了華人以家庭為基石的觀

念，是家人團聚的時刻。

由於家庭凝聚和節日間存有密切關係，保持傳統節日在華人社會顯得重要；喜慶節日也

好，紀念先人的節日也好，華人家庭都要聚首共餐。因地域差異，北方人春節喜歡吃餃子，

南方人則食年糕，慶祝節日的細節也各有特色，相映成趣。華人不僅尊敬在世的長輩，也尊

敬祖先；人們相信這一代的成就，是因祖輩行善積德所帶來的。因此清明、重陽等節日都有

紀念祖先的儀式。

中華節慶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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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尊敬祖先，因此清明、重

陽等節日都有紀念祖先的儀式。

中國傳統節日多與神話傳說、歷史

人物故事結合，有許多傳奇色彩。

因地域差異，慶祝節日的細

節也各有特色，相映成趣。

節慶加強了華人以家庭為基石的觀念，是家人團聚的時刻。



中國戲曲歷史悠久，由於地域遼闊，民族

眾多，各地的方言不同，除了京劇以外，還形

成豐富多彩的地方戲曲；據統計，中國地方戲

曲有300多種，稱得上是世界之最，其中影響

較大的有京劇、評劇、粵劇、越劇、豫劇、黃

梅戲等。地方戲曲是活態傳統文化的表現，既

傳承著文化的傳統，又在時代中實現傳統文化

的創造和轉換。戲曲藝術主要表現手段稱為四

功，即唱、念、做、打。

京劇是中國流行最廣的劇種，有近200年的歷史，在形成過程中吸收了許多地方戲曲的

精華，又受到北京方言和風俗的影響。粵劇則是廣東地方戲曲，原流行於廣東、廣西、福建

南部一帶，時至今日，不少居於東南亞和歐美的粵華僑也喜愛欣賞。地方戲曲歷來為民間喜

慶活動的主要元素，劇目不少是取材於民間傳說；而與西方古典歌劇不同的是，中國地方戲

曲常以大團圓為結局，活現了中國人對和諧的嚮往。

地方戲曲與民族舞蹈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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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戲曲歷來為民間慶喜活動的主要

元素，劇目不少是取材於民間傳說。

戲曲歷史悠久，地域遼闊，形成豐富多彩的地方戲曲。

戲曲藝術主要表現手段稱為

四功，即唱、念、做、打。

中國地方戲曲常以大團圓為結局，

活現了中國人對和諧的嚮往。



不同的民族因生活環境和宗教文化

差異，使中國擁有著數以萬計從內容到

形式，從韻律到風格各顯異彩的民族舞

蹈。民族舞蹈從功能上可分為：祭祀

性、自娛性、禮儀、歷史傳衍等。这些

民間舞蹈的一個特點是巧妙地使用道

具，如扇子、手帕、長綢、手鼓、單

鼓、花棍、花燈、花傘等，加強舞蹈表

現的能力，使舞蹈動作豐富優美。

不少民間舞蹈以故事傳說為依據，如廣東的《英歌》是表現梁山泊好漢攻打大名府的傳

說，福建的《大鼓涼傘》是表現鄭成功抵禦外寇練兵的故事。每逢節日，絡繹不絕的各族民

眾盛裝打扮，懷著心願和熱情投入到宣洩情感的民族歌舞中。這些不同民族所流傳下來的，

或源於祭祀或為尋求伴侶的民間歌舞，以不同角度展示著中華民族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

地方戲曲與民族舞蹈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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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民族所流傳下來民間歌舞展

示著中華民族深厚的民族文化。

大鼓涼傘是迎神賽會中不可或缺的組

成部分，已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民間舞蹈常以故事傳說為依據，如《英歌》

是表現梁山泊好漢攻打大名府的傳說。

中國擁有數以萬計各

顯異彩的民族舞蹈。

主辦 贊助



軟實力概念源於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是

指影響他國意願的無形精神力量；這概念提出

明確其重要性，世人從只關注國家軍事、經濟

等硬實力，轉向軟實力。為考量各國軟實力，

斯科爾科沃-安永新興市場研究所編寫了一個包

括接納移民人數、全球一流大學數量、傳媒產

品出口、入境遊等因素指標。美國在2010年軟

實力得分為87分，是全球最高；中國在這軟實

力榜居第8位，為新興國家之首。

從古至今，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文化對世界產生影響，科舉制度、四大發明、航海造

船等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源泉之一。中華傳統文化流傳至東亞與東南亞形成漢文化圈；漢文化圈

包括日本、朝鮮、韓國、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還包括世界各地保留著中華傳統文化

的華僑。中華文化歷史上有軟實力，今後發展中華文化軟實力要靠海外內華人一起來支撐。

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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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華文化軟實力有賴

海內外華人一起來支撐。

儒學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走出

國門，對世界產生了很大影響。

中華傳統文化流傳至東亞

與東南亞形成漢文化圈。

中國在軟實力榜居第8位，為新興國家之首。

主辦 贊助



2011年中國首份《文化軟實力藍皮

書》指出國家的文化軟實力與硬實力相

比差距大；文化產業當時在生產總值中

所佔的比例低於西方發達國家達10%以

上的水準。中國文化產業僅佔世界文化

市場不足4%，而美國則佔43%。英國波

特蘭公關公司聯合美國南加州大學公共

外交研究中心共同發佈2017年全球軟實

力研究報告《軟實力排名前30》顯示，

中國從2016年的第28名升至第25；從單項來看，中國在政府、全球參與、文化、教育指標的

排名均有提升，但商業和數位化排名則各滑落2位。

報告指出中國的軟實力增長在亞洲引人矚目，其優勢體現在文化領域，在創新與技術研

發領域亦發展迅猛。報告指出中國是全球經濟開放、自由貿易及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宣導

者；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讓中國在一種包容、合作、強調共同發展的情境下，將

經濟「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成功結合。

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多彩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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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軟實力藍皮書》指出中國

的軟實力與硬實力相比差距大。

「一帶一路」將中國的經濟「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成功結合。

全球軟實力研究報告顯示中

國軟實力從第28名升至第25。

中國在創新與技術研

發領域亦發展迅猛。

主辦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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