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文化差异及其英语教学对策!

江 涛，张玉翠
（盐城工学院 外语系，江苏 盐城 !!"##$）

摘 要：文章通过对中美成语、客套话及身势语的理论浅析和实例对比，从而透视出语言之差异中异域文化

之不同。由于语言阻碍和文化鸿沟的存在，汉语和英语之间既存在着某些共性，又有着极大的差别，因而，在

日常生活与英语教学中，我们要对其探究源由，才能提高语言能力，继而才能提高文化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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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语言折射出文化的光彩。语言是文化的载

体即每一种语言都是由每一种文化编制出来的；语言的

构造总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的使用总要遵循一定

的文化规约；语言的“体”与“用”都是一定文化特色的体

现。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要正确运用语言去进行交际，

人们不仅要知道什么是符合语言的形式规则的，更需要知

道什么是符合文化规约的，是文化所能认可和接受的。具

体地讲，就是需要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说，

说的时候说什么，对谁说，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以什么方

式说”等等。否则，仅有语言知识而缺少相应的文化背景

知识，语言交际能力是不完整的。遗憾的是，尽管外语界

围绕外语交际能力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及中美语言文化

对比做了很多研究（邓炎昌、刘润清、顾嘉祖、何自然、杨

自俭、胡文仲、王福祥、郑春苗、李瑞华、束定芳等），但是，

误解和偏见依然存在，文化教学的状况是“教师随机任意

地教，学生凭兴趣随意地学”。［’］具体地说，由于目前的研

究主要服务于外语教学，而外语教学又与社会语言学缺乏

联系，所以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并没有同时得到应有的

强调。下面笔者就中美文化差异及其教学对策作一些探

讨。

一、中美文化差异

’、中美文化言语交际之差异

（’）中美文化成语之差异

文化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包括文字和词汇的语言的发

展，而语言的发展又需要真正理解才能翻译转换过来。中

国的成语就是最好的证明。四个字一句的成语，对中国人

来说可能会引申出更深远的意思，而西方人却只是简单地

望文生义。例如：一位美国人曾经问起过一位中国同事近

来工作忙不忙，他回答说：“马马虎虎”。那位老外花了很

大气力才搞清楚他的回答指的不是“两匹马和两只老虎。”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表 ’ 所示）。

表 ’ 中美文化成语不同点比较

!"#$% ’ &’((%)%*+%, ’* -.’*%,% "*/ 01%)’+"* ’/’21,
举例 中国 美国

好好干
（-.) & ) %..-) /01） 赞美用语 贬义词

头发竖起来
（2&34 ) .5 ) 65-）

愤怒———怒发冲冠 恐怖———毛骨悚然

高龄
（&-7&586- &%6）

意味着受到社会尊敬，所以无人忌讳。
意味着不中用或被淘汰，在交际中几乎成
了禁忌语了。

黄色书籍
（&-9:- ;..<=）

指的是它的内容有色情而不是它的颜色。 指耸人听闻，并非指它的色情内容。

第一夫人
（>34=? :&-@）

有些中国人误认为这是其中之一，还会有
第二、第三个夫人。

常指总统夫人或州长夫人

幸运的是，中美文化之间的这种差异被有效地传播、

介绍给对方。更为幸运的是，我们之间的某些共同点可能

超过不同点。比较几个带有哲理性的常用语作为例子（如

表 ! 所示）。

因为人类的基本要求是共同的，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要

面对生和死、爱和恨、悲与欢、工作和娱乐等一大堆实际问

题。尽管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美国文化较注重实际、坦率、

自我表扬；而受儒家、道家以及佛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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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注重谦虚、含蓄、自我克制。但我们的共同点必须建立

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然后才能相互交流。

表 ! 中美文化成语共同点比较

!"#$% ! &’(’$")’*’%+ ’, -.’,%+% ",/ 0(%)’1", ’/’2(+
中国 美国

“无风不起浪” “哪儿有烟，哪儿就有火”；

“有志者事竟成” “有决心就有道路”；

“乱七八糟” “六六七七（乱六七糟）”；

“一丘之貉” “同类鸟聚集在一起”；

“水火不相容” “油水不相容”；

“妻管严” “母鸡也会进攻”；

“三思而后行” “先看再跳”；

“掌上明珠” “珍爱之物”；

“爱屋及乌” “爱我，也爱我的狗”。

（!）中美文化礼貌用语之差异

日常生活中，相互见面、问候彼此以示关心在不同文

化背景中都是合情合理的，但礼貌用语的表达，中美之间

存在着差异。一位刚刚到中国某城市工作的美国专家抱

怨说：“我讨厌中国人老是暗中侦查我！每次我外出，碰到

的每个人都问我：“吃了吗？你从哪儿来？你上哪儿去？

你去哪里了？上班还是回家？”对于美国人来说，问他“你

吃了吗？”好像你在有意邀请他吃饭。有不少天真的中国

学生问美国朋友“你吃了吗？”而最后却不得不让美国人敲

了一餐。一位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留学生结结巴巴地用

汉语说：“你们为什么老问我吃了没有？我有钱。”他以为

人们是 因 为 怕 他 没 钱 吃 饭 才 这 样 问 他 的。美 国 人 对

“"#$%$ &%$ ’() *(+,*？”“-&.$ ’() $&/$, ’$/？”之类的话，常理

解为“询问”，而不会理解为一种友好的“问候”。其实这是

中国人普通的问候语，不是有意在审问别人。中国人总是

随意提问或者回答某些问题。这在以个体意识为主的美

国人看来，已经侵犯了他们的“隐私权”（0%+.&1’）。美国人

极少问：“你上哪儿去？”当然他们也从不问：“你收入有多

少？”对女孩子更不能问：“你几岁啦”？美国人的问候通常

是“2((3 4(%,+,*！”“-+！”“-$55(！”“-(6 &%$ ’()？”“-(6 &%$
/#+,*7 *(+,*？”等。

美国人倒是常常把“谢谢”挂在嘴边，这也许使得有些

中国人感受到厌烦。因为这些人认为朋友或者亲人之间

不必讲究拘谨的礼节。同样，美国人也觉得某些不拘小节

的中国人是轻率的。特别是这些人受到帮助时从不说“谢

谢”。一位美国商人刚到中国的两周内，有一次到银行取

款后对营业员小姐说：“谢谢你。”她回答说“不用谢”。他

听不懂她的意思，问她：“为什么你不让我用‘谢谢’这句话

来谢谢你呢？”她惊奇地看着这位外商，好像他是从火星上

来的外星人，要不就是疯了！他赶快低着头退了出来。对

此他感到很委屈，后来才知道中文的“不用谢”和英文的

“不必客气”意思一样，都是委婉的礼貌用语。

本来人们见面打招呼是人之常情，这不仅有助于双方

进一步的接触，而且还能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但由于中

美双方语言的习惯不同，如果交际双方都根据各自的风俗

习惯去理解对方的话，这样，就很容易因语言习惯的不同

而造成交际过程中的种种误解甚至于“文化休克”（1)5/)%$
7#(18）。这种影响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学者著文立

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国内何自然先生［9］在《语用

学概论》一书中就从打招呼、道别、赞扬、邀请、道谢等方

面，系统地阐述了中美在礼貌用语方面的差异，指出了文

化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

!、中美文化非言语交际之差异

非语言行为包括四肢动作、头部动作等人体语言，也

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包括身势语、手势语、

目光语行为以及体距行为。如表 :。

表 : 中美文化非言语交际不同点比较

!"#$% : 32, ; 4%)#"$ 12((5,’1"*’2,+ #%*6%%, -.’,%+% 15$*5)% ",/ 0(%)’1", 15$*5)%
举例 中国 美国

伸舌头 常以此行为表示惊愕 常表示对对方的蔑视

翘着二郎腿 常被认为是对客人的极大不礼貌 男人喜欢的坐势

跺脚 表示愤怒 以为你这是不耐烦

正视对方 被认为是粗暴无礼 是正直和诚实的标志，

送礼物或接受礼物时 必须用双手以示尊敬 无所谓

抚摸成年人的头部 可能觉得是污辱 以示同情、感动或者鼓励

此外，在演出结束时，观众一片掌声，台上的演员有时

也鼓掌。美国人看来，好像是在为自己鼓掌，以为他们很

高傲。美国人用食指指着自己的胸膛意味着“我”，而中国

人通常是用大拇指向后指着自己的鼻子。这个动作美国

人认为很滑稽，因为美国人大拇指朝下左右晃动是表示不

赞成或者否定的态度。以个体意识为主的美国人始终保

留着隐私权。男士们面对面谈话时总得保持 9< 到 => 厘

米的距离。大于这个“距离”（&/ &%4’7 5$,*/#）谈话就不方

便，小于这个距离则被认为是侵犯了隐私权。美国男士，

除了短暂而有力的握手外，几乎不触摸对方。但是，中国

人却常常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放，他们十分满足地闲谈着

消磨时光，毫不在意别人的不舒服。好像忘了应该把别人

的手松开！以至于外国人一看到年轻的中国先生们迎面

走来举手打招呼就全身发抖，心有余悸！非言语行为之差

异常常是十分微妙和难以辨认，这不仅使交际变得非常困

难，而且也使对其研究分析欠准确。这意味着，在跨文化

交际中，我们对非言语行为之差异必须非常敏感。可见理

解不同文化的非言语行为之差异是何等重要。

二、中美文化差异之教学对策

正如 美 国 外 语 教 学 家 温 斯 顿·布 瑞 拜 克（"+,7/(,
?%$4@$18）所说：“采取只知其语言不懂其文化的教法，是

培养语 言 流 利 的 大 傻 瓜 的 最 好 办 法。其 后 果 是 严 重

的”。［!］（0A ）而如果不注意语言与文化之差异，就会导致判

断失误、相互误解、进而导致交际受阻。通过以上几个方

面的对比分析，笔者以为我们在中美跨文化交际中之所以

容易出现如此之多的文化错误，其原因莫过于以下几个方

面：B）A把中国式的思考方法移植到英语表达中去，或是把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同起来；!）A 误以为文化的基本方

面是共同的，因而忽视了文化的差异；:）A不熟悉外国的文

化，与其接触不够；9）A 不了解外国文化中联络感情的成

份；<）A过分简单化或过分概括化。针对这些原因，在教学

·!C· 万方数据



中有必要把跨文化的敏感性作为教学的目标，做到：第一，

重点使学生熟悉美国的风土人情，包括那里的人们的生活

方式、世界观等；第二，使学生了解语言和社会的变异之间

的关系，如人们的语言和举止可因年龄、性别、种族及社会

地位等等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三，培养学生要以客观的态

度看待美国的文化。具体来说，可以在教学中尝试用以下

几种方法：

!、异同比较法

比较中美文化之间的异同，以了解两种语言的使用所

受文化规约的异同，利用“同”，扩大语言习得中的“正迁

移”，指出“异”，可以防止“负迁移”；同时把文化差异讲清

楚了，有助于克服学习者的心理障碍，文化知识的丰富更

会有利于他们语言的学习和运用。现就中美价值观作一

比较：

表 " 中美价值观念之差异对比

!"#$% " &’((%)%*+%, #%-.%%* /0’*%,% 1"$2%,
"*3 45%)’+"* 1"$2%,

中国（群体文化为主） 美国（个体文化为主）

枪打出头鸟 个人精神

树大招风 崇拜英雄

出头的椽子先烂 努力争先

人怕出名猪怕壮 全力竞争

论资排辈 任人唯贤

但在比较中应让学生注意正确对待美国文化，既要防

止对美国文化过高评价，也要防止民族中心主义。总之，

要客观地看待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会和文化。

#、直接阐述法

对语言教材中涉及的文化背景内容教师应随语随文

加以注释，进行说解，或指明其文化意义，或指明其运用的

文化规约。具体来说，教阅读课和翻译课的外语教师，应

该正确理解教科书中的与文化差异有关的词汇和短语的

语义并帮助学生揭示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表达方式

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因此，教语法课和写作课的

英语教师可以通过汉语与英语在语法形态、句子结构和篇

章结构方面的对比找出其差异；口语教师则可以通过中美

两种文化在招呼与问候、道谢与答谢、敬语与谦词、恭维与

称赞、禁忌与委婉以及称谓等方面语言使用的差异进行对

比，才能使学生运用语言更加得体；而教视听说课的教师

可以通过表现各种不同交际场合的录像画面的分析，让学

生了解包括表情、体态、目光、触摸、服饰和外貌等在内的

非言语交际方面的文化差异。

$、交际实践法

英语教师或者在课堂内设置一定的社会文化氛围，或

者通过多媒体在课堂上提供相关的文化背景，让学生学习

和操练在这种背景下的交际能力，教师不断地从旁提醒，

让学生从每一个细节做起，如语音、表情、用词甚至手势

等；或是带学生进入课外的社会文化实境中去实践，可以

上商场、游公园及看文化景观一类的活动。有条件的学

校，应充分发挥外籍教师之所长，让学生与他们多接触、多

交流，以便使他们能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异，习得第一手

资料。

"、授人以渔法

文化包罗万象，光靠教师在课堂上介绍是难以穷尽

的，明智的做法是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不定期地向学

生介绍或者推荐有关中美语言与文化的书籍和杂志。如：

张奎武的《英美概况》、邓炎昌和刘润清的《语言与文化》、

王宗炎的《美国英语与美国文化》、胡文仲的《英美文化辞

典》和《文化与交际》、顾嘉祖和陆升的《语言与文化》、钱宁

的《留学美国》及杂志《美国大观》等等，这里的 %&’()*+,%(&
往往是教科书中所缺少的。鼓励学生自觉利用课余时间

借阅，如有可能，教师可组织学生定期召开中美文化差异

系列演讲会或座谈会，这样一来，收效就会更大。

-、测试法

教师在测试学生的语言知识的同时，也要测试他们所

学的文化知识，只有把有关的文化知识纳入考核范围，学

生才会对文化给予更认真的对待，他们的文化意识才会进

一步加强。我们不妨命拟下面一类选择题：

.)/ 0% %1 %&,)(23452 ,( .)/ +&2 .)1/ 6*%,7 87( +)5 1%,,%&9
%& .)/ :)(8&’1 2)+8%&9 ; )((*/ .)/ 6*%,7 1,+&21 3< +&2
17+=51 7+&21 8%,7 .)/ 0% 8+)*>? +1 ,75? +)5 @5%&9 %&,)(23452 ,(
5+47 (,75) 87%>5 .)1/ 6*%,7 )5*+%&1 15+,52 8%,7 (&>? + 1>%97, &(2
(’ 75) 75+2 +1 .)/ 0% %1 @5%&9 %&,)(23452 ,( 75) / A44()2%&9 ,(
B51,5)& 43>,3)5 .)1/ 6*%,7 /

A/ %1 @5%&9 <)(32
:/ %1 +& 3&<>5+1+&, +&2 3&1(4%+@>5 8(*+&
C/ 9)55,1 .)/ 0% %& +& +445<,+@>5 *+&&5)
D/ 2(51 &(, >%=5 .)/ 0%
当然，在语言教学的实际运用上，这几种方法常常是

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的。而方法运用的成功程度同教师的

个体文化素养密切相关，所以，这也就对从事外语或第二

外语教学的师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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