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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工业文化的支持。因此研究者认为，我国应当加强数

字传播内容的创新，可以将网络文学、动漫、游戏、影

视等数字内容作为中华文化新的话语表达方式，为中式

模因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丰富的素材来源。以开放共享、

共同创造的态度，在尊重各类群体表达全球化与本土化

并存的期许上，欢迎更多海外用户加入到“中式”数字

话语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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