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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3 日,“漢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設計大賽優秀作品粵港澳大灣區巡展“澳門站”走

進澳門大學，展出“心生萬物”和“家和萬事興”兩大主題優秀作品。“漢字之美”活動總

召集人、北京師範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中心首席專家于丹教授為澳門大學

圖書館及澳門大學人文歷史中心捐贈了包括《于丹<論語>心得》、《于丹字解人生》在內的著

作各壹套，並為澳大的師生做了以《中文的鄉土》為題的演講，得到現場觀眾的強烈反響。

本次活動由北京師範大學、澳門大學主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與傳播中心承辦，北京師

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協辦。

以文化之 促進兩地青年漢字文化交流

在《中文的鄉土》主題演講中，于丹教授首先從澳門的文化入手，講述了澳門文化的精神特

質，以及這座城市如何形成並延續著獨特的多元文化。于丹教授用“跨文化之橋”來比喻澳

門，認為澳門文化的多元性主要體現在豐富的語言現象、多元化的宗教、中西融合的建築和

多元飲食及民俗幾個方面。澳門 400 年來中西合璧的歷史，使她成為中國和葡萄牙以及各拉

丁語國家文化交流的橋梁。

于丹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間進行交流的先決條件。“漢

字是握在中華民族掌心裏的紋路，循著它的指事象形，可以觸摸到所有觀念由來的秘密；漢

字也是筆尖下流淌的鄉土，橫平豎直皆風骨，撇捺飛揚即血脈。”漢字不僅是人與人交流的

工具和載體，還承載了中國人對於自然和生活本身的理解與想象，蘊含著深刻的中國智慧。

400 年前的澳門以“文字為基、語言為橋”溝通中西，這與“漢字之美”活動殊途同歸。

于丹談到，“漢字之美”的優秀作品秉承著激活創意、活化漢字、講好中國文化故事的宗旨，

以全新方式傳達出漢字承載的文化意蘊和美學價值。她回顧了“漢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

設計大賽從“心生萬物”到“家和萬事興”的基本情況，為在場來賓講解了眾多“漢字之美”

的優秀獲獎作品。

從“心生萬物”到“家和萬事興” 以漢字創意激活傳統文化

“漢字之美”全球青年設計大賽是壹個全球性的青年創意設計比賽，立足於國際視角，凝聚

全球設計靈感旨在探討全球化語境下對漢字進行創造性傳承和轉化的可能性。特別是通過設

計藝術的延伸，深入挖掘漢字的美學展現和文化內涵的方法，展示漢字文化源源不斷的生命

力。通過將創意設計與漢字結合的，賦予日常生活藝術的魅力與傳統的神韻。

“漢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設計大賽以“家和萬事興”為主題，經過五個月的時間，大賽

征得來自中國大陸和港澳臺、美國、韓國、法國、馬來西亞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近 2300 份

優秀作品，最後產生了 17 個重量級獎項，百余件優秀作品。本次粵港澳大灣區巡展精選 67
件“漢字之美”優秀作品，通過漢字與設計的語言，講述傳統文化之美，讓人們感受中國文

化和漢字創新設計的強大魅力。



首屆“漢字之美”全球青年設計大賽以“心靈生活”為主題。在于丹看來，比大海更遼闊的

是天空，比天空更遼闊的是心靈，人的心思能包容萬物。心靈擁有強大的力量，無論科學技

術多麽發達，無論物質條件多麽富足，內心的精神力量都不可被忽略。

“漢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設計大賽以“家和萬事興”為主題，參賽者以三十個以“宀”

為字頭的漢字進行自主選擇並創作。于丹認為，“家教和門風，學則可以成聖，不學則無以

成人。中國人的聖賢理想是壹脈相傳的，學習就是壹個光明所在。所以，倫理規矩教育的起

點，是從家庭開始的。在壹個知識越來越豐富的時代裏，還是要記住這句古訓——家和萬事

興。”

“對於中國人來說，沒有什麽比家更為重要的。千百年來，立身處世、持家治業是壹個人必

備的基本素養。古代的家族為壹個人提供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基礎保障，而每個人也都作為家

族的壹份子，將家族作為最終的心靈港灣和最根本的價值寄托之地。”

用創意挖掘文化之美 以對話實現文化共通

“漢字之美”以漢字為紐帶，以創意性、國際化的視覺語言為形式，展示了當代青年發掘民

族文化資源的熱情與創造力，也進壹步增進了多元文化溝通和理解。作為北京師範大學粵港

澳大灣區文化創新與傳播中心掛牌後的重要活動，“漢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設計大賽優秀

作品粵港澳大灣區巡展陸續在珠海、廣州和澳門三地陸續舉辦，展現了漢字創意與文化的全

新表達，展示了目前國內在漢字創意方面的最新成果。“漢字之美”全球青年設計大賽總召

集人于丹教授在發言中提到，希望能以此為契機，讓身處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輕人，以漢字為

媒介搭建起壹座文化溝通的橋梁，啟發他們了解漢字的深厚內涵與中華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

促進多元文化的溝通與交流。

作為“漢字之美”優秀作品粵港澳大灣區巡展的最後壹站，“漢字之美”澳門站展覽對於推

動內地與澳門地區間的文化交流，進壹步提升粵港澳地區高校跨學科合作的密切程度，具有

重要意義。據悉，本次展覽將持續到 17 日。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與傳播中心

依托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的發展基礎，結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現實需要，經

北京師範大學批準，北京師範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中心在珠海校區成立。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院長于丹教授擔任首席專家。

中心將依托特色新型智庫——北師大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發揮北師大在文科基礎研究、

文化傳播研究、傳媒應用研究等領域的優勢，打造壹個全新體制的新型智庫、學術平臺和人

才高地。

作為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孵化的重點中心之壹，中心將與北京校區文創

院實現兩地聯動，為粵港澳大灣區、特別是珠海的文化發展，提供高質量的科研與社會服務，

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業發展獻計獻策，同時服務北京師範大學“雙壹流”建設和中國傳統

文化國際影響力的提升。



未來，中心將紮根灣區歷史文化傳統，緊扣灣區文化創新發展需求，在文化發展、創新、傳

播等領域重點突破，為灣區的文化產業優化和區域文化融合，為中國文化的創新傳播和中國

文化走出去做出應有貢獻。

關於“漢字之美”全球青年設計大賽

“漢字之美”全球青年設計大賽是“漢字之美”全球青年設計大賽是由北京師範大學與清華

大學美術學院共同主辦，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清華大學中國古文字藝術研

究中心、漢儀字庫和北京師範大學漢字研究與現代應用實驗室聯合承辦的壹項以漢字創意設

計為載體，以漢字文化推廣、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為使命的全球性文化盛事。

比賽立足於國際視角，凝聚全球設計靈感旨在探討全球化語境下對漢字進行創造性傳承和轉

化的可能性，特別是通過設計藝術的延伸，深入挖掘漢字的美學展現和文化內涵的方法，呈

現漢字與當下社會的精彩碰撞，展示漢字文化源源不斷的生命力，同時通過創意設計與漢字

的結合，賦予日常生活藝術的魅力與傳統的神韻。

大賽為雙年賽，前期通過全球征集的方式遴選優秀漢字創意設計作品，通過設計語言充分挖

掘漢字創意魅力；獲獎作品將通過全球巡展的方式，擴大漢字文化的國際認同，推進漢字文

化的對外傳播工作，持續擴大中國文化在全球的影響力。

欲了解更多賽事及展覽信息，敬請訪問“漢字之美”2018 全球青年設計大賽官方網站

http://www.lovehanzi.com

關於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

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成立於 2012 年 6 月 6 日，由北京市與北京師範大學合

作共建，是壹個集學術研究、咨詢服務、文化傳播於壹體的高層次研究機構，是文化政策制

定的咨詢平臺和業界籲求的傳遞平臺。著名文化學者于丹教授擔任研究院院長。

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主要承擔北京市文化發展、創新、傳播等方面的調研論

證、基礎理論研究和應用對策研究任務；開展首都文化和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工作；開展

推進文化之都建設的相關理論模型研究；研究推進傳統文化的國內外傳播工作；總結文化創

新的"首都模式"，開展首都文化示範基地建設研究和評估體系研究；開展文化創新和文化傳

播方面的培訓工作。

成立以來，北京師範大學文化創新與傳播研究院鏈接校內外資源，致力於新興文化產業和文

化傳播的研究，踐行高校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的重要職能，已經成為北京市文

化發展決策的重要智庫和首都有影響力的文化研究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