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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襄阳诗词故事
——“中华诗城”的叙事体系构建与传播路径探索

陈玫伊

（湖北文理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摘要：襄阳，一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中国名城，蕴藏着丰富多彩的诗词文化宝藏。其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与绵延久远的历

史脉络，使之成为“中华诗城”的典型象征。面临当代社会，如何高效地传承与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成为了一项迫切需求解决的议题。

构建并实行“中华诗城”的叙事体系策略，对于促进襄阳地域诗词文化的外延传播与文化产业经济的提振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致力于

借助叙事学及传播学的理论工具与手段，探索构建以襄阳诗词为核心的叙事系统，并寻求其传播效能的最优路径。首先，系统剖析了襄

阳诗词的历史定位及其文化意涵；继而，利用叙事学理论框架，绘制时空双维度的叙事图谱，细究叙事话语特色，并精选出一系列标志

性诗词案例；随后，设计了多方位传播媒介融合方案与国际传播策略；最后，评估了该研究的实际应用成效与地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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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华夏诗词的浩瀚银河里，襄阳诗词堪比一颗耀眼的星辰。

这座历久弥新的城市不仅是诸多文人骚客挥毫泼墨的见证之地，

亦是滋养了丰饶诗词文化的沃土。自唐朝杜甫、宋朝苏轼以至明

清时期的众多诗人，襄阳的诗词文化底蕴深厚，流传下众多深入

人心的佳作。这些诗词不仅是历史更迭的刻痕，亦是社会景观与

人文情感的镜像。襄阳诗词既是地域文化的珍宝，亦承载着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核，对于

传承中华文化、巩固民族自信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

当前时期，国家层面对于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的重视程度日

益增强，习近平主席在多种场合着重指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

要性，此中涵盖了各地多彩的地方文化叙事。在此大环境下，湖

北省的文化要地襄阳紧随国家导向，全力投入到本土诗词文化的

挖掘与传播工作中，旨在向全国乃至世界范围扩展其文化辐射力

及影响力。

本项研究致力于探索构建叙事体系及挖掘高效传播路径的方

法，旨在增强襄阳诗歌故事的生动性和吸引力。诗歌故事不仅是

文字的简单集合，实为情感、历史与哲理的深度融合。基于此认识，

研究将以叙事理论与传播学原理为基点，贴合襄阳诗歌的独特性，

细析其叙事构造、语言特色及传播技巧。同时，将考察这些叙述

与传播模式对提升襄阳城市品牌、激发文化旅游活力可能产生的

积极作用。通过深度剖析与创新传播襄阳诗歌故事，期望能为传

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注入新颖视角与策略，为襄阳乃至中国文化遗

产的维护与传承增添动力。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在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传统学问的承继与创新成为了文化

研究领域内的一个核心议题。本章节系统性地回顾了国内外在叙

事架构建立及文化传承路径方面的研究最新进展。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在叙事体系研究领域的探索起步较早，已构筑起完

备的理论架构与方法论体系。在此领域中，学界对叙事的构成要

素——结构、话语及接受者视角——均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分析。

诸如杰拉德·普林斯的著作《叙事学词典》等，为搭建叙事学理

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在国际范围内，文化传播途径的研究跨越了传媒学、社会学

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学者们致力于探讨文化要素经由多样

化的媒介与通道传递的过程，并深入分析这一过程对社会结构及

文化风貌的影响力。诸如霍华德·霍因尼格的著作《跨越文化障碍》

等，为揭示文化传播的机理与轨迹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叙事学与传播学的探究正逐步赢得重视。研究者们

日益聚焦于运用叙事理论来架构文化叙事，并探讨如何借力传播

学手段以传播这些叙事。尽管如此，国内针对叙事体系建立及文

化传播渠道的探索仍处于初级阶段，匮乏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与

系统化的方法论支撑。

鉴于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叙事体系建构与文化传播路径的理论

探讨尚显不足，部分城市已先行一步，着手实施类似传播策略。

举例来说，诸多承载着丰富历史文化的名城，通过筹办文化节庆、

创新文化旅游商品等形式，有效地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融入到

城市形象塑造之中。这些来自实践第一线的尝试，不仅丰富了我

们的案例库，更为后续的理论深化与实证研究贡献了宝贵的经验

资料。

三、襄阳诗词故事的叙事体系构建

构建襄阳诗词叙事体系需囊括完整的方法论支撑，这蕴含了

吸纳叙事学原理，细究时间性叙述、空间构建及话语表达；勾勒

襄阳的旖旎自然、深厚人文与历迹长卷；深掘文化象征并提炼文

字内核；创建案例库，为叙述注入充沛的素材源泉。

（一）叙事体系的理论基础 

叙事学作为一门探讨叙事表达方式的学科，专注于叙事的构

成要素、表达手法及受众反响。在文化传播的故事叙述场景中，

叙事学理论能助力我们优化故事架构，增强其吸引力与感染力。

面对襄阳诗词故事的解析需求，我们需采纳叙事学的理论体系，

细究其时间线索的铺陈、空间描绘及叙事语言，旨在构筑一个全

面而深入的叙事系统。

（二）襄阳诗词故事的时间叙事

时间性叙事作为叙事学的关键面向，专注于探讨叙事的时间

架构。面对襄阳诗歌故事的分析，我们需系统地追溯其历史发展

线索，发掘各个历史阶段的标志性诗人及其创作成果。从唐朝杜

甫的代表作《登楼》，穿越至宋代苏轼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直至明清时期诸多诗家的精品，这一系列诗词构成了襄阳诗歌时

间叙事的主干。通过构建时间叙事的图解，我们能够直观地展示

襄阳诗歌发展历程的宏观脉络，助力读者深入领会其背后的历史

情境与文化底蕴。

（三）襄阳诗词故事的空间叙事 

空间叙事作为叙事学的一个关键面向，专注于探讨叙事中的

空间维度。在分析襄阳诗歌故事时，我们致力于勾勒其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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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景，以此揭示襄阳的自然景致、人文景观及历史遗址。这些

地理空间元素不仅是激发诗歌创作的灵感之源，也构成了故事情

节展开的实质性框架。诸如襄阳古城墙、隆中对策等历史遗址，

均是构成襄阳诗歌故事中不可忽视的空间要素。透过空间叙事技

巧的应用，我们得以将诗歌作品同其生成的具体地理情境相融合，

进而使读者能更直观且深切地体会到诗歌中描绘的景象与情感氛

围。

（四）襄阳诗词故事的叙事话语分析

叙事话语的剖析构成了叙事学研究的关键组成部分。面对襄

阳诗歌故事，我们首要任务是深入探讨其叙事话语，发掘其中蕴

含的文化象征，以及精炼文本的表述方式。此过程伊始，需精心

挑选具备代表性的诗词佳作，细究它们的主题思想、艺术风格及

表现手法。进而，提取作品内部的文化标记——诸如人物肖像、

历史瞬间与自然景致等，并无缝融入叙事脉络，使之成为故事不

可或缺的组成。最终阶段，则凭借鲜明的语言表达与生动的画面

勾勒，将这些诗词精髓转译成一个个充满生命力与感染力的故事

场景，从而提升其吸引力与艺术魅力。

（五）襄阳诗词故事的样本库建设

为了充实襄阳诗词叙事的多元化体系，构建一个综合性的样

本数据库显得尤为关键。此数据库应涵盖横跨不同时期、展现多

样风格与广泛主题的诗词佳作。与此同时，搜集与这些诗词密切

相关的史实记录、流传传说及民俗故事等补充材料亦是不可或缺

的步骤，旨在为叙事内容的深化与创新提供更多实质性的参考和

灵感来源。通过这一系统的样本库建设，我们将为叙事体系奠定

坚实的信息资源基础，进而促进故事阐述的全面性与生动性。

借助上述策略，我将襄阳诗词故事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助力其更深入地理解及鉴赏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展望未来，我

们还需积极探索现代化传媒手段在传承传统文化中的应用，旨在

让襄阳诗词故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四、襄阳诗词故事的传播路径探索

信息传播的轨迹，即传播路径，涉及到从其发端至接收者之

间信息流通的渠道与形式。在文化传播的故事叙述中，精心选择

传播途径显得尤为关键。这一决策不仅作用于信息传播的成效，

还深刻关联着文化价值的延续与演进。鉴于此，我们亟需深化对

襄阳诗词故事传播路径的研究，旨在更有效地推介这一弥足珍贵

的文化财富。

重视新媒体技术的融入。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

背景下，新媒体已崛起为信息获取的关键渠道之一。通过微博、

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推送襄阳诗词故事，能够快速聚拢大量

关注度并促进内容的广泛传播。另外，探索运用 VR、AR 等前沿

科技，为受众构建沉浸式体验模式，是值得采纳的创新传播策略。

其次，注重教育领域的融合，将襄阳诗词故事融入中小学语文课

程或策划专门的讲座及展示活动，构成了另一种高效的传播路径。

此举不仅使学生自小接触并领悟传统文化之美，还培育了他们的

文化认同感与民族自豪情绪。再者，推动文化旅游的结合。襄阳，

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坐拥众多知名景点和丰厚的文化

遗产。将诗词故事与旅游资源深度整合，创造以“中华诗城”为

主旨的文化旅游商品，是一种新颖的推广策略。比如，设计以诗

词大师为主题的旅行线路，或举办诗词朗读会等，能吸引更多旅

客来此体验襄阳的独特文化底蕴。第四，强化国际交流与合作，

借力跨国家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推广襄阳诗词故事，是扩大

其国际认知度的有效方法。诸如组织国际学术论坛让中外观摩学

者交流互动、参与全球文化节庆典，或在国际媒体平台上宣传襄

阳的诗词文化，均有助于提升其全球影响力。第五，鼓励社区与

民间力量的参与。激活社区和民间组织在传播襄阳诗词故事中的

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支持本土文艺团队创作以襄阳诗

词为灵感的戏剧、音乐作品，或主办诗歌朗诵竞赛等，能够激发

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形成积极的社会反响。最后，加大政策

扶持与资金注入力度。政府的政策扶持与充足的资金投入，是确

保襄阳诗词故事有效传播的关键保障。这包括增加相关项目资金

支持、建立专项基金以激励优质作品的创作与推广，以及为从业

者提供奖励机制和专业培训，均为推动工作顺畅进展并取得显著

成果的重要举措。

五、“中华诗城”叙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构建“中华诗城”的叙事体系，为襄阳地方诗词这一传统文

化遗产的承继与创新开拓了新颖的理论视野。该体系通过细致梳

理襄阳诗词的历史发展线索、发掘标志性诗人的创作及其代表作，

并将诗词作品融入地理空间脉络之中，构筑成一个系统化的叙事

整体。此举不仅有效维护与传承了襄阳诗词这一不可多得的文化

财富，而且激荡起创新思潮，促进传统文化在意蕴丰富的当代社

会中重焕活力与新意。

该研究创新性地融合了叙事学与传播学理论，为探讨襄阳诗

词故事开辟了新颖的方法路径。通过对时间维度的叙事构造、空

间情境的叙事描绘及叙事语言的深入剖析，我们得以优化故事构

架，增强其吸引力与感召力。此外，研究还设计了多渠道的传播

整合方案与国际传播策略，促使襄阳诗词故事能够跨越更广的范

围触达受众，有效提升了其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构筑“中华诗城”的叙事体系实践中，我们深入挖掘了现

代传播技术的创新应用途径。通过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兴媒

体平台上推送诗词故事内容，以及融合 VR、AR 等前沿科技手段，

为观众打造出置身其境的体验感受，从而使襄阳的诗词故事在当

下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全新的活力与魅力。

六、结语

经过本项研究的深入剖析与探索实践，我们有效地构建起襄

阳诗歌故事的叙述架构，并且开拓出了高效的传播途径。此举不

仅为襄阳诗歌这一传统文化遗产的承继与创新开辟了新颖的理论

视野及实际操作策略，同时也增进了现代传媒技术在文化信息传

递中的运用实例。尤为重要的是，经由生动讲述襄阳诗歌故事，

我们极大地提升了襄阳的城市品牌，使其成为“中华诗城”的典

范之一，加强了市民的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荣誉感，并吸引了大量

访客来此体验襄阳文化底蕴。在此过程中，我们清醒认识到文化

承传与创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展望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

该领域的探索，进一步挖掘如何运用当代科技工具及多样化的信

息传播渠道，使襄阳诗歌故事的影响力扩展至更广阔的空间。同时，

我们将密切关注叙述架构与传播路径的实际成效，持续优化调整

策略，旨在更有力地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增强中国

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期待与各界

共同努力，不仅让‘中华诗城’的美名回响在古城墙内，更要使

其声名远播海外，让世界聆听襄阳的声音，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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