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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在人类社会越来越复杂化、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文化的更新转

型日益加快,各种文化的发展都面临不同的机遇和挑战,新的文化层出不穷.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沟通交流越来越多,多种文化之间的

相互碰撞越来越频繁,文化的多元性越来越显著.

文化是影响交际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对语

言和非语言交际都有着重要影响.英语是在多元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发展、变

化着的语言,并形成了各种带有不同地域色彩的语言变体.英语不再为所谓

的“标准英语”使用者所独有,而是属于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世界各国的

使用者.各国文化都是博大精深的,要学习一门语言就要掌握该语言中的各

种文化,而教师和学生的精力都很有限,不可能掌握所有的文化内涵,因而就

要有所取舍.对于我国学生来讲,重点把握中西方文化.

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教师注重的是语言知识的教学和语言技能的操练,

要求会读、会听、会写即可,对于文章背后的文化知识讲解甚少,以至于影响了

学生交际活动的开展.如一位在中国工作过多年的英国教师到学校礼堂去看

英文电影,路上遇到也在忙着赶路去礼堂的学生.学生根据汉语中打招呼的

习惯很有礼貌地说:“Areyougoingtothefilm?”这位外籍教师觉得很奇怪,

心想你明明看着我往礼堂去,知道我去看电影,为什么还问这样的问题? 事后

的评论是:“Whatastupidquestion!”这个简单例子,说明了在英语学习中不

能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不能不同时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语

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

说,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就越能

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才能实现文化间的交流.在多元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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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学英语教学,尤其是大学专业英语教学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英语教学

不仅要培养学生英语知识和技能,而且要让学生学习和了解中外世界,提高学

生的跨文化意识和交际能力,培养学生成为一名优秀的外语人才.因此,研究

多元文化与英语教学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本书主要探寻多元文化背景下当代大学英语教学的方法策略,旨在推动

大学英语多元文化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同时也希望能够为英语教学工作者

提供一些可借鉴的资源.全书共８章,前两章从总的方面对多元文化以及多

元文化下的英语教学进行了讨论和分析;第３章至第６章从不同的层面研究,

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下英语知识教学、多元文化下英语听说教学、多元文化下英

语读写译教学、多元文化下英语文化教学等,第７、８章从教师和学生能力的提

升来讨论,包括多元文化下英语教师的角色定位以及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等内容.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可能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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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文化与多元文化

１．１　何谓文化

１．１．１　英汉中的文化

何谓文化?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指人化的自然,即人类通过思考所

创造的一切. 具体来说,文化是人类存续发展中对外在物质世界和自身精神世界

的不断作用及其引起的变化. 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反映、活动的记录、历史的沉积;

文化是人们对生活的需要和要求、理想和愿望;文化是人们认识自然和思考自己的

行为. 关于“文化”一词的定义,在汉语和英语的语言系统中都有记载.

１．汉语中的文化

在汉语中,“文化”一词古已有之. “文”原本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有纹饰、

文章之义. «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这里的“文”就是指各种象征符号

以及文物典章、礼仪制度等. “化”原义是“交易、生成、造化”,如«易系辞下»中的

“万物化生”. “化”的引申义是“改造、教化、培育”等.

最早将“文”与“化”合在一起使用的古代典籍是«周易贲卦»:“观乎天文、以

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中的“天文”,是指自然天体的构成及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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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而“人文”则指人类社会的构成及其规律,包括文明礼仪、人伦道德在内. 整句

化的意思是:治理国家者既要观察天文,掌握自然发展规律,以明耕种渔猎之时序;

又要观察人文,把握社会中的人伦秩序,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并进而推

及天下,以成大化. 这句话中“人文”与“化成天下”相结合,其实已经有了“文化”一

词的基本含义,即通过人伦教化使人们自觉行动.

西汉以后,“文”与“化”真正合并成一个词语. 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中记

载:“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

诛.”这里的“文”和“诛”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治理社会的手段. 这段话的意思是:圣

人治理天下,先施以文德教化,如不奏效,再施加武力,亦即先礼后兵的意思. 此

后,“文化”一词的用法延至后世,并进一步引申出多种含义,分别与天造地设的“自

然”相对,或者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相对,取其人伦、人文之义.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汉语中的“文”、“化”两字联用具有下面两种含

义:一是用作名词,是人类精神、智慧、意识及其创造成果的总称;二是用作动词,是

一种过程,指以“文”化之,即使用一定的方法将文明礼仪普及教化.

２．英语中的文化

英语中的culture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原义是“耕作、培养、教育”. culture

(文化)一词的基本含义包括两个方面,在物质活动方面意味着耕作,而在精神修养

方面的含义则涉及宗教崇拜. 随着社会以及近代科学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文艺复

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的推动,使人们对形形色色文化的区分以及对文化内涵

和外延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赋予“文化”新的内涵,使其成为一门为人们专

门探讨的学问.

国外诸多学者对“文化”一词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 在众多观点中,人们都比

较推崇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BurnettTylor,１８３２—

１９１７)和 马 林 诺 夫 斯 基 (Malinowski,１８８４~１９４２) 的 定 义. 泰 勒 在 «原 始 文 化»

(１８７１)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并且将它的含义系统地表述为:

“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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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与习惯.”而马林诺夫斯基则认为文化是一种具有满足人类某种生存需要功

能的“社会制度”,是“一群利用物质工具而固定生活于某一环境中的人们所推行的

一套有组织的风俗与活动的体系”.

随后,其他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对泰勒的定义进行了修正:“文化是一种复

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

习惯. 由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文化的辐射范围十分广泛,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知

识、经验、感知、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等都是文化现象. 小则如

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社会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级观

念、道德规范等,大则如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这一

定义强调精神方面的文化,当然还未更为全面的解释,即文化不仅包括精神方面,

还应该包括物质方面.

社会语言学家戈德朗夫(Goodenough)和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

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原姓Fulton)在对跨文化语言交际进行研究时,指出了

更为准确且直接的文化定义. 戈德朗夫认为,“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

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 作为人们不得不学

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组成.”本尼

迪克特则指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和行动方式,

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这两种解释均说明文化具有民族

性,但是前者突出的是民族内部的规范,而后者突出的则是民族之间的差异.

总的来说,文化是人们所觉、所思、所言、所为的总和,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不

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

１．１．２　文化的含义

１．文化的定义分析

文化属于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人性具有的共性就使得人们能共

享这些财富. 然而正如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固然相通,但“习相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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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了文化的差异. 因此,克服文化差异所产生的障碍就显得很重要,这意味着在

达到有效交际之前,我们必须了解别人的文化.

在文化学或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一词通常指人类社会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全

部活动方式以及活动的产品. 就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而言,它的意义是明确的,然

而在实际研究中,专家们给的定义却是五花八门. 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Kroeber)

曾搜罗并列举了西方近现代１６０多位学者对“文化”所下的不同定义,并从下定义

的方法角度进行了分类和研究. 在众多的关于文化的定义中,文化人类学家泰勒

(Tylor)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两人的定义比较受人推崇. 泰勒认为文化

“是一个复合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里所获得

的一切能力与习惯”马林诺夫斯基把文化看作一种具有满足人类某种生存需要的

功能的“社会制度”,是“一群利用物质工具而固定生活于某一环境的人们所推行的

一套有组织的风俗与活动的体系”. 前者着眼于文化的整合性和精神性,后者着眼

于文化的功能性和制度性.

着眼于跨文化语言交际的研究,另外两位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或许更准确、更

直接. 社会语言学家戈德朗夫(Goodenough)指出,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

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 作为人们不

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产品‘知识’组成.”

本尼迪克特(Benedibe)认为,文化是“通过某个民族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

和行动方式,一种使这个民族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的方式”. 这两个定义都强调了

文化的民族性,前者突出了民族内部的规范,后者突显了民族之间的差异. 概括地

讲,文化就是人们的所觉、所思、所言、所为的总和,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不同的民

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

２．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一般认为,“文化”作为一个专门概念,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

(１)广义文化.

广义的文化与自然相对,指人类社会、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也称“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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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文化领域最简单的分法为二层,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层.

物质文化就是实体文化,是指人类用各种材料对自然加工造成的器物的、技术

的、非人格化的、客观的东西,如城池、宫殿、祠庙、长城、桥梁、器皿、工具、服饰、饮

食等等.

精神文化又称虚体文化,是指人类对自然进行加工或塑造自我过程中形成的

用语言或符号表现出来的,精神的、人格的、主观的东西. 如文字、语言、宗教、哲

学、音乐、绘画、书法、风俗、制度等等. 实体文化与虚体文化组成文化统一体. 比

如,建造宫殿,是先设计后建造的. 设计建筑物时,表现为精神文化;当建成这一建

筑时,表现为物质文化,同时这个建筑物体现了这个设计师的建筑思想. 建筑是工

程,又是艺术. 所以说,建筑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 影视先是实体,后

是虚体,最终成为欺骗眼睛的艺术.

从文化形态学的角度我们把广义的文化它们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物态文化层. 是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

构成的. 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

化事务,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 如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艺术文化均属物

态文化层,大运会上有传统服饰表演,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物态文化. 物态文化以满

足人类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存需要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

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第二,制度文化层. 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 它

包括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

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 它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循的制度,反映出一

系列的处理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 科举制度也属制度文化层. 中国古代的三公

九卿、三省六部一夫多妻均属于制度文化层. 现行的«婚姻法»也属制度文化层.

第三,行为文化层. 是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

惯性定势构成的. 它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

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

如宋代至清代的聘礼,男方给女方送茶,用茶不能移植来寓意一女不嫁二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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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文化有三个特征,一是集体约定俗成,并反复履行,如春节、五月五端午节、八

月十五中秋节等等. 西方的复活节、圣诞节、情人节. 二是形式类型化、模式化.

如春节要贴对联、放鞭炮、包饺子. 端午节包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 三是时间上

代代相传. 好的风俗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扩展开来,而有些陋风则随着社会的

发展被逐渐淘汰掉. 如开始于宋朝的妇女缠足的习惯,到了近代被彻底改变了.

第四,心态文化层. 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蕴化出来的价值观

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 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 它还可分为以下 两

部分:

一是社会心理. 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风貌,是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

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 社会心理是暂时的,有流动性和变化性,如要求、愿望、

情绪、风尚. 如唐代以肥为美,魏晋时期以清瘦为美,古代诗词中有“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都反映了某种社会心理.

二是社会意识形态. 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文化专门家

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 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

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于后世. 比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道德经»、«南

华经»等,都深刻、持久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２)狭义文化.

狭义文化是指“文化”排除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中关于物质创造活动及其结果

的部分,它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也称“小文化”. 观念文化的核心是价值

观,价值观有时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 如今,人们在提到“文

化”一词时,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狭义方面,即文化的精神形态方面. 本书中所说的

文化也侧重于文化的狭义概念.

需要强调的是,狭义文化与广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二者是对立统一

的. 我们在研究精神文化现象时,不能忽略物质文化的基础和决定作用. 在研究

有关心态文化的问题时,不能忽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于心态文化的

影响、制约. 不能把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不能把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割裂

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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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文化定势

世界上大多数社会中都可能存在着若干群体或社团,这些群体或社团对地域、

历史、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共享,使其成员形成、发展并强化了自己独特

的文化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际文化. 当然,形成自己的文化,任何一个群体必须首先

界定自己群体的边界. 根据很多学者的观点,群体概念的形成可能以民族、种族、

地域、职业、性别、政治、社团. 世代,组织乃至具体的社会活动或生活形态的共享

为基础. 一旦一个群体形成了,相应的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 诸如中国文化和美

国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群体主义取向和个人主

义取向等,都属于国家、民族或更大范围的地域,为边界所定义的文化. 在进行跨

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倾向于把某一文化群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当作该文化

定势的代表,或当作整体文化形象. 这种整体式文化趋向,通常被叫作文化定势.

当然,在跨文化的过程中,文化会因具体情境、场合不同而表现出种种差异.

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由于环境、情境等时空的不断变化,人们通过交际确认、建立、

维持和强化各种文化身份,习得了不同的交际文化. 当他们长大成人时,他们掌握

了成套的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与人交往的规则,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不同情境,

与不同群体的交往中,习得了不同的交际规范. 也就是说,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人

们习得了各种不同的群体文化,信仰文化. 地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和角

色关系.

在文化学研究领域,通常把文化分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 也就是说,文化的概

念具有层次性,一种整体文化中往往包含了各种不同的范畴“变体”形成某种文化

圈内的亚文化圈. 亚文化产生于亚群体亚群体是某个民族内部的群体分化,他们

在亚群体中享有共同的信仰、价值观、行为准则、交往规范以及认知模式. 不同亚

群体在所觉、所思、所言、所为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亚文化与主流文化

之间,既有“大同”的一面也有“小异”的一面.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加之地域

辽阔,人口众多亚文化现象非常明显,长江以北的地区属于传统的中原文化,东南

沿海地区表现为典型的海派文化,西南地区呈现出多远的民族文化特色. 这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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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常会导致一种文化内部不同群之间的交际出现失误、冲突.

１．１．３　文化的特征

对文化的广义和狭义定义有了了解之后,还可以从文化的特征来理解文化.

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１．民族性

文化总是植根于民族之中,并与民族的发展相伴相生. 文化是特定的人群长

期共同生活、劳动和交往的产物,特定的人群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下长期

一起生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交往方式、行为准则、思维模式、社会

习俗乃至生活方式完全相同的民族或种族,进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某一社会群体

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文化特质. 由此可见,文化是以种族或民族为中心的,也就

是说,每个种族或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骄傲的文化.

２．社会性

文化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因此文化也具有社会性. 文化的社会性主要包

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文化是人们通过创造性活动而形成的结果,是相对于自

然而言的. 例如,冰块、树根、贝壳等自然物品经过人们的加工之后可以变成冰雕、

树雕和贝雕,这样的工艺品便成了文化物品. 其次,文化对于人的行为有着十分重

要的规范作用. 人作为一个个体,其言谈举止受特定环境中社会文化规则的约束.

一个人从小到大会受到文化的熏陶,在文化的轨道中前进并掌握成套的、形形色色

的处事交往规则. 因此可以说,人既是社会中的人,同时又是文化中的人.

３．系统性

文化具有系统性,这种系统性指的是一种文化就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文化系统.

一个文化系统又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属于

外显文化,多指可感知的、有形的物质精神产品,属于表层文化,如饮食文化、服饰

文化、建筑文化等,是文化的基础. 制度文化属于中层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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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建立的各种社会组织、规范和制度,是文化的关键. 心理文化又称“心态文

化”、“观念文化”,属于深层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形成的价

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社会心态以及审美情趣等,它是文化的主导与核心.

文化的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进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统一体.

４．学习性

从文化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来讲,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现象,是将人类和动物区

别开来的重要标志. 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遗产,并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而

是通过后天学习而习得的. 众所周知,动物的很多行为都是出于本能,人也是动

物,所以人也有许多动物的本能. 例如,没有人照料和监督的婴儿出自本能也会

吃、喝、哭、笑、睡等,只是吃什么和何处吃是需要后天习得的,这就是人生下来最早

接触并学习的文化. 每个人生下来就有许多的基本需求,这些需求中包括生成和

规范自己言语的需求,可如何满足这种需求以及培养人类的行为规范则要靠后天

的学习和习得. 所以说,学习是文化的重要性质之一.

５．符号性

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符号被人们习得和传授的知识. 任何文化都

表现为一种象征符号的系统,也表现为人们在创造和使用这些符号过程中的思维

和行为方式. 人是一种“符号的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

最富代表的特征,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发明和应用文化的过程. 人类创

造了文化世界,其实质是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符号的宇宙”. 在文化创造中,人类不

断把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和现象的意义及价值的理解转化为一定的具体可感的

形势或行为方式,从而使这些特定的形势或行为方式转化为一定的象征意义,构成

文化符号,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须遵循的习俗或法则. 于是人们就生活在这些习俗

或法则的规范之中,省会在家自己创造的充满文化符号的世界之中,一方面承受着

文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通过对文化制约的承受而表现其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比

如,在古代中国封建等级制度的规范中,服装的颜色是由登记规定的:帝王服饰为

明黄色,高级官员和贵族服饰为朱红或紫色,中下层官员服饰为青绿色,衙门差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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