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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文化交际实践中由于双方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存在障碍或导致失误。通过实例分析，导致跨文化

交际失误的原因不仅包括语言语用失误，还包括思维方式、文化传统、价值观、世界观等各方面的因素。交际双方不

仅需要提高语言尤其是语用能力，还要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

面知识才能减少失误，使交际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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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may lead to obstacles or failures in cross-cultural com-

munications. By analyzing several cases, this research has found failur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which are due to pragmatic

mistakes,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different cultural traditions, different values and worldviews etc. To reduce failures and make com-

munications go smoothly, both sides of communication not only need to improve their linguistic competence, especially pragmatic com-

petence, but also enhance their cross-cultural awareness and learn about each other's culture and customs, way of thinking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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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

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为

了使国际交流沟通顺畅，人们不仅要具备较高的语言

素养，更要深入了解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但是

由于交际双方或一方深受本族文化价值观念、思维习

惯等影响而忽视对方文化习俗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障

碍重重、误解不断。也就是说，如果出访人员缺乏目

的地背景知识，不了解当地人民的价值观念以及历史

文化等均会引起社交语用失误[1]。跨文化交际学着重

研究干扰交际的文化因素：如语言与非言语手段、社

交准则、社会组织、价值观念等。语言包括词语的文

化内涵、篇章结构、逻辑思维以及翻译等值等；非言

语手段指手势、身势、服饰、音调高低、微笑，对时

间和空间的不同观念等；社会组织指家庭成员的关系、

同事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等；价值观念

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宗教观念、道德标准、人生观、

世界观等 [2-3]。国内学者的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着重语

言与非语言交际方面，较少涉及思想观念、文化传统、

价值观念等方面[4]。本文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方

面入手，分析各种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的原因，拟为

跨文化交际实践提供一些可行建议。

二、跨文化交际失误原因分析

（一）价值观念差异

东西方国家在价值观念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中

国文化推崇集体主义，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

体利益保障个人正当利益，追求两种利益高度统

一；而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本身就是

目的，社会、集体只不过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

价值观念差异通常体现于人们不同的行事风格之

中，中国人相处注重谦逊；西方人喜欢张扬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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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个人的能力。如果不了解两者的差异，在跨文

化交际中容易产生误会。

例 1：马路瑶是一位在俄罗斯工作的汉语教师

志愿者，在任期间她负责汉语水平考试的报名、缴

费信息统计和修改等工作。她工作积极、认真。由

于她的出色表现，这一次的汉语考试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在庆功会上，外方院长和执行院长拿着酒杯

来到马路瑶面前，对她表示感谢，还用了特别隆

重、华丽的词语赞美她的出色工作，马路瑶立刻感

觉害羞，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连连说这是自己的工

作和职责，是自己应该做的。和马路瑶一起工作的

还有一位美国同事，当两位院长赞美他的时候，他

只是骄傲地说了声谢谢。[5]238

这个例子说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会话准则

以及礼貌原则的遵守程度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传统

文化的价值观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应该

为他人和集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受到别人表

扬要保持谦虚谨慎，承认个人力量的有限，成就的

取得离不开大家的努力、集体的智慧。因此，面对

赞扬不能居功自傲、沾沾自喜，上述回答虽然违背

会话准则，但是在中国人眼里这样回答显得谦虚和

客气，并无不妥。然而，在个人主义文化里，上级

的表扬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自己应该感到自豪，

人们通常大方接受夸赞并表示感谢，过于谦虚的回

答反而显得不礼貌。

有些会话类型对参与者讲话的内容和范围有社

会或法律上的制约和限制。会话参与者遵守、违反

格赖斯会话准则（分量准则 informativeness、质量准

则 honesty、相关准则 relevance 和方式准则 clarity）
的程度和侧重点具有文化差异性和文化相对性[6]。何

兆熊认为礼貌原则及其准则的遵守或违反不仅受制

于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还受制于会话参与者的交际

目标和意图，例如中国文化注重谦虚[6]16。社会语言

学的一个研究常项“面子”（face）问题，就深刻集

中地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最大

差异是东方国家将个人的价值取向定位在实现集体

主义的社会价值中，而西方国家则将社会活动看作

是个人价值观念体现和个性发挥的实践场所[7]。在

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待表扬要表现出谦卑，而在西

方社会，人们喜欢表扬别人也乐于接受他人的夸

赞。如果对方对中国文化、价值观不甚了解，听到

中国人太过谦虚的回答，反而容易产生误解、感到

不适应。

（二）情感表达方式差异

东西方国家在情感表达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中

国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比较含蓄委婉，对爱意的表达

更多付诸行动而不喜欢挂在嘴边；中国人交往在意

“面子”，既注重维护自己的面子又避免鲁莽的话语

和行为伤及他人面子。西方人心直口快，表达更直

接，认为爱要大声说出来；喜欢直接给别人提建

议，不会认为这样做会伤害别人的面子。

例 2：周菲菲是一名派往美国的汉语教师志愿

者，一天早晨她突然觉得嗓子不舒服，又有点儿头

晕，用体温计一测，发烧。但是今天她有汉语课，

临时又找不到老师代课，只好自己坚持，拖着难受

的身体去上课。整节课不温不火地上完，回到办公

室，周菲菲的好朋友莉莉，一位美国老师，看到周

菲菲的脸色不好，立刻严肃地要求周菲菲去看医

生，然后转身离开了。周菲菲一下感觉好难过！如

果在中国，好朋友一定会端来热水，嘘寒问暖。[5]237

这个例子当中的周菲菲生病发烧没有告诉同

事，希望朋友端茶倒水也不好意思开口。中国文化

讲究含蓄委婉，自己生病也不明说，希望朋友能够

从其难受的表情发现异常，还希望朋友多关心、照

顾自己；美国文化却注重直接明了，虽然莉莉发现

菲菲生病，可她毕竟是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文化，

不知道含蓄表达背后蕴含的意义，觉得生病就得找

专业的医生治疗。这个例子虽然不是语言使用引起

的跨文化交际失误，但还是由于双方价值观念、文

化习俗差异而产生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信息差。换言

之，信息接收者不理解信息发出者用意而引起的失

落。中国文化注重“他人取向”，在心理上希望在

他人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在积极方面要尽量获得

他人的赞同、接受、帮助及欣赏，以维持自己人际

关系的和谐；在消极方面要尽量避免他人的责罚、

讥笑、拒绝、尴尬及冲突[5]234。在人际交往中，中国

人为了得到他人的好感经常会主动为他人提供关心

和帮助。而美国人注重“自我取向”，强调个人理

性功能的发挥，认为诚实地表达个人的偏好、感受

和需求是人际关系的基础[5]234。所以，美国人认为治

病的工作应该交给专业的医生，朋友没有必要客套

地嘘寒问暖，他们也不会刻意通过关心朋友而获得

好感、认同。如果不明白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交

际中就会像李菲菲一样对美国朋友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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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上世纪80年代一位中国留美学生说美国

室友曾要求他：“做完饭，把操作台上的菜叶和鸡

蛋壳清理干净”。他当时不以为意，二十多年后回

到国内，看到多数国人也很讲究生活质量，回忆往

事才承认室友的提醒不无道理。“可是，”这位先生

在文章的结尾写道“他们为什么不能委婉地提醒

我，而要用这么直接的方式呢。这让我感觉很不舒

服。” [8]38

这个例子中，中国留学生因为当时国内生活条

件不够好不注重生活质量而不理解室友的劝告。即

使他回国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承认室友

的提醒不无道理，但仍然不能接受室友太过直接的

命令方式。因为命令的口气有损留学生的面子，让

他难以接受。Brown & Levinson的礼貌策略的一个基

本内容是关于正值脸（positive face）和负值脸（neg⁃
ative face）的阐述。正值脸是指人的言行渴望得到

别人认可和接受，实质上是鼓励言行的高度参与；

负值脸则是指人的言行自由度受到充分尊重[7]64。在

留学生看来，命令的口气大大损害了他的正值脸和

负值脸，感觉自己的行为没有得到室友认可，他的

言行自由没有受到充分尊重。所以即使现在，如果

室友没有学会以委婉的方式提醒，他还是难以接受

更不会心甘情愿清理操作台。

（三）社会禁忌差异

东西方国家在社会禁忌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人“隐私”概念淡薄，邻里之间几乎没什么秘

密，对年龄、婚姻状况、外出去向等提问习以为

常，不但不反感还会被认为是表示亲切和关心；而

西方人往往很看重“隐私权”，对诸如年龄多大、

是否已婚、收入多少等问题非常敏感，交往中不宜

过问这类问题，否则会被认为是侵犯别人隐私，除

非对方表示不介意。

例 4：外籍雇员帕米拉在谈到中国人时说总是

被问到两个问题：“你结婚了吗？今年多大年纪？”

曾任《洛杉矶时报》记者的兰姆说越南人经常抛给

陌生人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你多大年纪？你

结婚了吗？”有一次他在火车上遇到一个年轻人，

在兰姆回答自己 60 岁以后又问他：“你有几个小

孩？”兰姆回答：“没有孩子。”年轻人再问：“没结

婚吗？”回答：“结婚了，但没孩子。”一丝哀怜的

神情掠过年轻人的脸庞：“很抱歉，这太不幸了，

怎么会这样呢？你一定很孤独吧？”后来再碰到类

似的情况兰姆就虚构了一个家庭，编了两个孩子，

而且一儿一女。没想到这样的回答竟会让问询者非

常愉悦：“啊，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太美满了。

你真太幸运了。”[8]121-122

外籍雇员帕米拉的烦恼来自旁人关于年龄和婚

姻状况的提问，因为这些问题在西方文化里尤其对

女性来说属于隐私范畴，初次见面都要避免询问。

然而在中国人们见面很自然会问到诸如年龄、婚姻

状况的问题，就像英国人见面谈论天气一样常见，

提问者并没有恶意。比如，第一次上课让同学自我

介绍或者介绍同伴，出现的高频词汇便是年龄、家

乡、爱好之类。对于适婚青年，热心的大妈也会问

其年龄、是否结婚等问题，如果知道对方单身甚至

会帮忙介绍对象。要是能促成一段姻缘，她们还会

非常开心，认为自己帮了别人一个大忙。（尽管现

在一些大龄青年也不喜欢这类问题，提问者也不会

觉得特别不礼貌。）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将关

于年龄、婚姻状况等问题纳入隐私，它们不是社交

禁忌，所以没有意识到提问年龄和婚姻状况会对外

籍人员造成困扰。个人奋斗、独立性、隐私是西方

人肯定的价值观，如果了解这一点就可以避免在初

次交际时询问有关年龄、收入、家庭婚姻、健康状

况这一类问题[3]40。

例 4说明询问者不太了解西方文化，不知道这

类问题属于隐私，还特别关心对方的家庭状况问兰

姆有没有小孩。得知兰姆没有小孩还认为他很不幸

并深表同情。其实，在西方国家（如今在中国也一

样），要不要小孩可能是夫妻的选择，不一定因为

不能生养，选择丁克的家庭也可以过得非常快乐，

所以人家不需要这种同情。“多子多福”“儿女双

全”中国这种传统观念也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改

变。庄恩平认为有效交际时交际双方必须理解对方

发出的信息，必须领悟言语涵义、非语言涵义和信

息涵义[9]。Verschueren指出，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

不断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因为语言具有可变性、

协商性和顺应性[9]15。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要兼顾交际

对方对于话语的理解和反应，这时，顺应过程就是

对话语做出调整和协商的自我监控过程[9]16。兰姆编

造儿女双全的情节也许出于无奈，因为不想别人认

为自己没孩子是一种不幸。换言之，兰姆是为了配

合越南人的反应而有意违反质量原则，对自己的话

语适度调整而避免双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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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词汇文化内涵差异

在汉语和英语里有些词汇虽然字面意思相近，

但是在特定的文化中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比如，中

国人有尊老爱幼的传统，长者是智慧的化身，威望

的象征，称谓前加一“老”字并无伤害之意。但是

西方国家认为年老意味着没用，提及老人喜欢使用

委婉语。有时在同一种文化里，一些词汇在特定的

时期也会有特别的含义，一些职业比如政治家和主

流媒体等对于词汇的选择要非常慎重。

例5：二十多年前，一位50岁左右面相稍老的

女士如果被人称作“奶奶”，会激动地对人说“已

经有人喊我奶奶了！”

新中国成立后男女平等，妻子被称作“爱

人”，以至于有外国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中国男人

都有“爱人”？女子出嫁很多地方要喊丈夫的父母

“爸妈”。

“民工”在官方文件及主流媒体上改为“外来

务工人员”。

美国一家报纸的新闻标题“老奶奶赢得森特勒

利亚市长一职”。媒体专家分析这个标题的这个问

题在于“老奶奶”一词，触及到两个敏感话题：性

别和年龄。。[8]125-126

八九十年代，上了年纪的大妈被人称“奶奶”

会感到激动，因为那个年代，“早生贵子”、早点当

奶奶是值得开心的事情。中国文化有尊老爱幼的传

统，奶奶是长辈理应受到尊敬（现在人们注重保养，

希望自己外表显年轻又该另当别论）。解放后丈夫改

称妻子“爱人”，而不是以前的“贱内”“拙荆”，说

明了妇女地位的提高，而老外却把它直译，理解成

“lover”（情人），误会就在所难免了。中国很多地方

女子出嫁后为了表示和夫家关系融洽、亲密改口叫

公婆“爸妈”。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家庭和谐，想办法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称谓也是一种方式。可

见，中文中不少词汇在特定的时期有其特定的文化

内涵，外籍人士如果不了解中国文化就可能产生误

解或交际失误。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领域，学者首先

感兴趣的是词汇的文化内涵研究，比如，胡文仲就

注重词汇的文化差异[4]88。语用语言迁移是学习者对

目的语言规则的掌握，社会语用迁移则是学习者对

目的语文化准则及社会价值的认识[10]。

中国主流媒体上“民工”一词、美国新闻报道

里“老奶奶”一词均会触及敏感话题，两者所指均

为弱势群体。“民工”指进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作

非常辛苦，生活没有保障。“老奶奶”在西方社会

从性别的角度违背男女平等的口号，从年龄的角度

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在西方文化里老年被认为是

“没用”的代名词，所以提及老人西方社会喜欢用

“senior citizen”之类的委婉语。由此可见，即使在

同一文化范围内，直接与间接表述的使用也不尽相

同，比如政治家在许多场合下必须言辞谨慎[7]64。

三、对外语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的启示

上述跨文化交际失误原因分析可以为外语教学

与跨文化交际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提高教师文化素养，精通中外文化

外语教师大多英语专业毕业，虽然在校期间选

修过英美概况之类的课程，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

但是由于好多学校没有开设系统的跨文化交际课

程，对西方文化及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化了解不够深

入，在外语教学中主要关注语言形式而较少传授文

化知识。而且，由于英语专业开设的课程缺少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研读，不少外语教师自身中外文化功

底不够深厚，对中华文化的译介感觉力不从心。然

而，目前的教师培训主要侧重教学理论学习和教学

策略提高，因此很有必要为一线教师尤其是中青年

教师提供中外文化素养培训的课程。通过不断进

修，外语教师可以提高自身跨文化意识，在外语教

学中不仅重视学生语言形式的习得，而且能够深入

挖掘语言蕴含的文化意义，不仅为学生传授精彩纷

呈的文化现象，而且可以揭示其反映的各民族思想

观念差异。

（二）培养学生语用能力，明晰词汇内涵

外语教学中要注重语言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

词汇的文化内涵要有清楚的了解，这样才能减少跨

文化交际障碍，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外语学习者

对词汇的掌握不应停留在对单词字面意思的理解

上，更应了解词汇的文化差异，因为在不同的文化

里同一个词也会有不同的涵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对

于语言的选择不是随意的，而是要根据不同的对

象、场合和目的选择符合语境的表达才能使交际顺

利进行并达到预期目标。学生的语用能力不一定会

随着语言能力的提高而自然提高，因此外语教师不

仅要帮助学生提高语言能力，还要有意识地提高他

们的语用能力。外语教师可以作词汇不同风格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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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比如正式、非正式、口语、俚语等）以及词汇

褒贬色彩的分析，以帮助学生根据具体的语境选择

恰当的词汇。此外，教师也可以进行中西方词汇文

化内涵的比较（比如人名、地名、颜色词、动物、

数字等），多了解词汇的文化差异，给学生进行实

例分析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词汇的文化内涵，在

交际中避免失误。

（三）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了解异国文化

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仅仅具备高超的语言技能还

远远不够。与不同文化背景的对象进行交流，除了

掌握对方使用的语言还要了解、包容目的语国家的

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背景知识。因为

跨文化交际障碍和失误的产生不仅源于语言层面还

源自文化层面，包括历史传统、社会准则、价值观

念等。如果交际双方文化迥异，一味地遵守自己的

价值观及社会准则与他国人士交流容易产生摩擦，

造成误会。外语教师不仅自己具备跨文化意识和跨

文化交际能力，并且要将这种能力应用到教学过程

中。外语教学不仅重视语言教学也要重视文化教

学。在日常教学中教师可以将中西方思维模式、价

值观念、传统习俗等方面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比

如了解西方社会注重隐私的习俗可以避免初次见面

问及年龄、收入、婚姻状况等以避免尴尬），归纳

西方社会的交际规则（比如了解西方人更喜欢直接

的表达方式可以避免过于含蓄的表达方式使交际更

加高效）。教师结合实例研究文化差异，分析、归

纳社交规律可以从宏观上帮助学生减少交际失误。

（四）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增强文化自信

学生语言文化知识的积累离不开中英文本的大

量输入，阅读英语文学艺术、故事童谣、历史文

化、社会习俗等各类作品有助于学生多方面了解其

他民族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对目标

语国家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的了解不仅有助于外语

习得还有利于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但是，外语学

习者不能忽视中国文化读本的阅读，不仅对中华文

化的精髓了如指掌，还要为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做充分的准备。在世界多元文化背景下，学生了解

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助于加深对异

国文化的理解，从而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学习异国文

化，尊重不同的风俗习惯。但是，学习他国文化不

等于盲目推崇西洋文化而忽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外语学习者可以首先推广西方社会容易认同、

接受的中华文化部分，对于其他国家目前难以理解

的部分最好能用他们社会喜闻乐见的方法进行阐

释，以便消除误解、以负责任的态度担任传播中华

文化的使者。如今国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有时外

媒对某些事件的评论抱有成见、有失偏颇，外语学

习者应该具备批判性思维，独具慧眼、明辨是非、

保持正确立场。

通过对上述例子的分析，发现造成跨文化交际

障碍或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价值观念、

情感表达方式、社会禁忌、词汇文化内涵等方面的

差异。与世界各国人士交流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化交

流的过程。作为中国人，应当有文化自信，不仅要

对目的语国家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以减少交际失

误，更应利用各种机会向国际友人介绍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使他们深入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从而

真正喜欢上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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