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１８／ｊ．ｃｎｋｉ．ｃｎ３２ －１４９９／ｃ．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６

跨文化交际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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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跨文化交际和合作中，文化冲突时常发生。 从制约的角度看，文化差异常常表现在思维
定势、价值取向、非言语行为和交际语境等层面。 由于这些制约的存在，导致了人们交际过程中
的诸多障碍。 唯有明其理，创新对策，方能减少不同文化的制约，并逐步培养交际者文化自觉和
移情能力，从而避免文化冲突，确保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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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在我国有了新的特点：一
是交往日益频繁；二是交往的面不断扩大；三是交
流方式多样化［１］ 。 不同国家的人对事物的看法
以及生活方式各有不同。 大部分人在进行跨文化
交际过程中常常回避不熟悉的人或事物，有意降
低不确定性。 由于忽视文化的差异，不熟悉外国
的文化，人们经常会不自觉地把中国式的思考模
式移植到西方式表达中去，将中西文化对等起来，
误以为文化的基本点是共同的，因此导致了跨文
化交际过程中过分单化或过分概括化的事情时有

发生，交际双方往往在心理上会产生定势和偏见
以及文化冲击和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思想。 而高效

的跨文化交际不仅要熟练掌握交际语言，而且也
得了解观念、态度和动机，也就是说，不仅要克服
语言障碍，还要克服文化障碍。

一、跨文化交际的现状调查

为更好地了解人们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和现

状，教学之余，笔者就跨文化交际问题和学生开展
交流和座谈，并设计了 １０个相关的问题开展问卷
调查，考虑到调查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人数控
制在 １００ 人以上，调查对象覆盖全校十多个专业
的学生。 调查分四批进行，共得到有效问卷 １５８
份，通过定量数据分析，受试者大致情况如表 １：

表 １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问卷调查
Table １　Inter cul 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跨文化交际能力
（我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进行的交流）

自我感觉和测评
基本同意　　　　基本不同意　　　　　不确定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１ �．交际之前，我了解英语国家概况。 １４ �８ H．９％ １０７ s６７ £．７％ ３７ ¢２３ Ë．４％
２ �．交际中， 我会尽量避免偏见和成见。 ２１ �１３ ^．３％ ６５ ]４１ £．１％ ７２ ¢４５ Ë．６％
３ �．交际中 ，我会获取文化和跨文化交际方面的信息。 １５ �９ H．５％ ７１ ]４４ £．９％ ７２ ¢４５ Ë．６％
４ �．交际中，我会经常使用身体语言。 ６５ �４１ ^．１％ ５１ ]３２ £．３％ ４２ ¢２６ Ë．６％
５ �．交际中，我会避免在语言和行为上冒犯对方。 ４３ �２７ ^．２％ ７７ ]４８ £．７％ ３８ ¢２４ Ë．１％
６ �．交际中，我能意识到潜在的文化冲突并尽量避免。 １３ �８ H．２％ １１９ s７５ £．３％ ２６ ¢１６ Ë．５％
７ �．交际中，我会避免有关隐私的话题。 ７１ �４４ ^．９％ ４２ ]２６ £．６％ ４５ ¢２８ Ë．５％
８ �．交际中，我愿意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对方文化。 ２７ �１７ ^．１％ ８４ ]５３ £．２％ ４７ ¢２９ Ë．７％
９ �．虽然通过四、八级考试，但交际中，我仍然担心自
己会听不懂，经常感到紧张和害怕。 １２６ .７９ ^．８％ ２１ ]１３ £．３％ １１ ¢６ “．９％

１０ 8．我愿意和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交流。 ７６ �４８ ^．１％ ３５ ]２２ £．２％ ４７ ¢２９ Ë．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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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大多
数被调查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不容乐观，具体在
跨文化交际中存在以下问题：交际者普遍对跨文
化交际常识知之甚少，概念理解模糊，跨文化交际
能力薄弱。 很多人在平时的学习和交往中拒绝和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甚至胡乱交
际；大多数人错误地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强弱对
其学习、生活以及未来的工作影响不大，他们对非
言语交际（言语行为以外的所有交际行为）只是
了解一点点，初次和外国人交流时，人们普遍感到
自己的发音、讲话内容、态度和体态语有问题，心
理上比较紧张，压力大，说话结巴，沟通有困难，甚
至出现交际冲突和文化休克；由于人们了解和学
习跨文化交际的途径和条件的限制，仅有的外国
文化知识只是平时在报纸或电视上得来的，或者
是偶尔在课堂上听老师的一点点解释和说明，大
都缺乏实践跨文化交际的机会和具体经历，很少
人有主动学习外国文化的习惯；在跨文化交际过
程中，当自己的文化和对方文化发生冲突时，少数
人视而不见，大部分人往往不知所措，表现尴尬，
对于对方的异常反应很难接受，误会因此而产生，
友谊和交往也因此中断。 很多大学生虽然通过了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外语专业的学生通过了专
业四、八级考试，但仍然感到外语能力很弱，哑巴
英语现象很普遍。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制约
人们的跨文化交际效果呢？ 笔者以为，只要有跨
文化交际的地方，就存在制约因素，概括起来主要
有四种：思维定势、价值取向、非言语行为和交际
语境。

二、跨文化交际的制约因素

（一）思维定势
思维方式是“个人选择、评价和组织外界刺

激的过程”，即将外界刺激转化为个人体验的过
程［２］ 。 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个人的交际形式，同时
还会影响来自其他文化的交际者对对方交际形式

所作的反应。 Ｐｒｉｂａｒｍ认为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
互理解和睦邻关系不仅因为（各民族）语言繁杂
而受到影响，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思维模式的差
异，即定义认知根源和组织连贯思维所采取的方
式不同而受到阻碍［３］ 。 思维定势是一种过于一
般化，简单化的认知方式，它的特点就是忽略个体
的多样化，忽略细节差别，只注重共同的总体的特
点［４］ 。 不同文化的人的认知模式不尽相同。 比

如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伦理、身心修养以及内向自
求，思想上多偏向于古之圣人、偏向于书本以及盲
目服从权威的倾向，从而导致思维陈旧，缺乏创
新，必然对探索自然失去兴趣，因而热衷于对天地
人作比附，进行直觉顿悟 ，在交往中往往以经验和
自身感受去揣摩对方的想法和做法，这就容易使
思维带有模糊性；相比之下，西方人的思维偏重科
学认知和逻辑思维、求知 、理性、外向探求、追求知
识和理性、不断求异、创造和超前。 中国思维具有
阴柔偏向，含有艺术家的素质，力图求善；西方思
维具有阳刚偏向，含有科学家的素质， 力图求
真［５］ 。

（二）价值取向
人的交际能力与价值观念关系紧密。 每一种

文化都会有其特有的价值系统，价值取向告诉我
们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什么是应该赞扬的，什么是应该抑制的。 并已成
为一种文化中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行为规
范。 而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但在自
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１０］ 。 外国
留学生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初期，其独立自主和喜
欢挑战的价值取向往往会使他们的人际关系比较

紧张，交流显得异常困惑，而且朋友较少。 同样，
某些在国外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家境比较宽裕，和
外国学生交流中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家的富

裕，甚至标榜自己的父母如何有钱有势，但是他们
常常会因此而失去朋友，被西方人看轻。 虽然中
国五千年传统文化以群体文化为主，但在中国文
化中，“我们”的意识强，倡导整体统一，重视、突
出并依赖集体，注重大家共享，个人受家庭或家族
保护。
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制约了各自跨文

化交际的效果和方式。 在以他人取向为核心的文
化中，其言语行为往往是以对方为主体的。 当一
方认为其言行对对方有好处时，有时不管对方是
不是愿意接受，都会强加于人，以示自己的诚意，
而西方人并不领情。 中国人好客就是很好的证
明：大家坐下吃饭， 客随主便，主人为了体现周到
和客气，往往会不停地敬酒和往客人碗里或盘里
夹菜，并希望客人吃得越多越好，而不顾及客人的
喜好，尤其当客人是西方人时，容易引起不快、 误
会，甚至导致文化休克，因为西方人认为这是在强
暴他们的意愿， “中国人敬酒为什么要强迫？”西
方人普遍感到中国人敬酒太过，深感身体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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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承受。 另一方面，采取自主取向交际方式的
文化群体，在交际中主要表现为双方的自主权都
不会受到侵害，交际一方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比如
喜好言行强加于人，以示对别人的尊重，同时，由
于希望自己受到对方的尊重，也不愿让别人的东
西随意强加在自己的身上。 这种自主价值取向的
交际方式在西方文化中占主导地位。 西方百年现
代文明所形成的价值观基本以个体文化为主，西
方人重视和尊重个体独立于团体，各人关心自己
的学习、生活、成功和进步，注重个人隐私。 “个
人主义”价值观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靠自己
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和追求差异。 个人主义意
味着个人物质利益的追求，人本位的观念根植于
人们的心中。

（三）非言语行为差异
语言学家 Ｄａｖｉｄ Ａｂｅｒｃｒｏｍｂｉｅ 曾说过：“我们

用发音器官说话， 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 在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非言语行为极为重要。 非言

语行为是指运用身体动作、面部表情、空间利用、
声音暗示、穿着打扮、手势、目光接触等无声言语
或通过语速节奏音调等辅助言语来传递信息的行

为。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借助大量的言语手段表
达感情，传递信息。 不同的文化背景赋予了非言
语行为不同的交际功能，如果在交流中使用了不
恰当的身体语言，就会对交际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有些非言语行为是人类所共有的也是与生俱

来的，如人眼睛的瞳仁会在异常兴奋的时候放大，
打招呼时眉毛会快速闪动，不满时会皱眉，困乏时
会打呵欠或合眼皮，恼恨愤怒时爱咬牙和跺脚。
再如人往往喜则笑，悲则泣，害羞则脸红等。 有些
体态语是人们在各自的生活环境中所习得的，因
此是各民族所独有的，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拱手
礼是中国特有的身势语：喜庆欢聚时表示祝贺、祝
愿：让路时表示谦让并互致敬意；逢年过节时相互
祝拜；在某些特定场合还表示感谢关照，嘱托致
谢。 比如，在一场激烈的外贸洽谈后，美国代表会
因谈判中的成功表现而情不自禁地用食指和拇指

做出一个 ＯＫ 的手势，而这个不经意的手势对法
国南部的谈判代表来说，代表刚才的谈判毫无实
际意义 ，日本代表会认为这是要求送礼，而对于巴
西的谈判代表来说这个手势无疑是一种侮辱行

为［７］ 。 “据我们所知，没有一种身体动作或姿势
具有普遍代表性。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发现一种
在所有社会中具有同一意义的面部表情、姿势和

身体姿势。”［７］因此，我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一
定要掌握非言语行为系统的知识。

（四）交际语境
语境是指特定的语言使用环境。 同样的交际

内容，如果话语形式选择与语境不一致，就很容易
导致信息传递的失败。 语境对语言理解、语言分
析以及语言交流会产生一定的制约。 一般而言，
在话语传递的过程中，语境参与信息交流和传递，
它是特定的交流语言，对交流的内容与形式起着
干预制约作用；同时它又起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
用。 交际双方在使用语言传递信息的过程中，要
充分利用语境，信息的传递要顺应语境，同时注意
语境对语言信息传递所产生的影响。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Ｈａｎｋｓ指出： 意义源于语言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而不是囿于语言本身。 也就是讲人们在交际
中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某种程度上受交际环

境（包括宽泛的交际环境和具体的交际环境）的
制约。 为此，语言学家 Ｅｄｗａｒｄ Ｔ．Ｈａｌｌ 最早提出
了高语境和低语境的概念。 根据 Ｈａｌｌ的观点，在
高语境文化中，在人们交际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
者蕴涵在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中， 或者内化于交
际者的心中；而在低语境交际环境文化中，交际过
程中所产生的信息量的大部分由显性的语码负载 ，
人们可以从语言中清晰明了地获取大部分信息 。
不同语境文化的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 直

接提出质问和提出异议，不存在尊重与否的问题，
往往是对于那些来自低语境文化的美国等西方人

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然而，处于高语境文化的
中国人和日本人对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不以为

然，他们通常不主张用太过直接的方式去驳斥对
方的错误，感觉这样做会让人受不了，尤其是日本
人。如果不同意别人的观点 ，总是先退让，然后委
婉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给对方必要的时间和空间
进行揣摩。 日本人以为此举是一种有教养的表
现，可以顾及到对方的面子。 然而，这种面对问题
先做出退让的表达方式所造成的歧义，有时却是
制约跨文化交际的开始。

三、应对制约的措施

外语教育学家温斯顿· 布瑞拜克就曾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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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笔者通过多年的跨文化交际实践摸索，认
为以下几种方法可以帮助人们学习感悟语言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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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差异、掌握跨文化交际的技巧以及培养文化
自觉和文化移情能力，以便尽可能地避免因自己的
判断失误而导致的相互误解，进而有利于跨文化交
际顺利开展，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应变能力。

（一）中西文化比较法
在平时的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人们不妨注意

比较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差异，尽快了解两种语言
的使用所受文化的规约。 因为，指出“异”，可以
防止“负迁移；”利用“同”，扩大语言习得中的“正
迁移”。 了解跨文化交际双方的文化差异有助于
克服交际者的心理障碍，丰富文化知识更有利于
彼此语言的学习和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比较
东西方文化时要客观地看待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社

会和文化，防止片面性，既不要过高估计和评价西
方文化，也不要一味排斥西方文化，以防止犯民族
中心主义毛病。

（二）资料学习法
俗话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中西文化

自主学习不失为一个减少文化制约的有效途径。
定期订阅相关国家的语言和文化概况的杂志和书

籍，有选择地观看跨文化交际相关的电影，依靠现
有的互联网了解跨文化交际领域的最新动态，购
买一定的有价值的西方文化音像资料，定时学习

和讨论，尽可能多地积极参加各类文化交流活动，
模拟跨文化交际场景，应对交际中出现的制约问
题，不断从中反思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这样一
来，收效就会更大。

（三）文化测试法
大学生在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跨文化

交际意识以及减少文化制约方面，文化测试法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并已经为许多高校的老师和学
生所采纳。 重要的是我们在教学中，应该考虑将
文化知识纳入到考纲中，这样，学习效果会更好。
现在的网络技术极为发达，内容非常丰富。 人们
可以很容易地从网上下载自己练习所需要的各种

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材料。
在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存在的差异和制约只

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通过互相的交往和对话，双方可以取长补短 ，
互利共赢，并尽可能地减少相关因素的制约。 如
果我们一味地以某一文化价值观念作为判断一切

的标准，那么，就难免产生文化碰撞和文化误解，
甚至文化休克。 因此，对于跨文化交际者，只有不
断认真学习，反复实践和总结经验，才能学会文化
适应，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移情能力，学会对文化
差异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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