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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与通讯手段的发展，不同国家、不同种

族、不同民族的人能够频繁地接触和交往，全球化已成为世界发

展的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封闭地发展，跨文化交

际与文化交流成为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 但是不同国家地域有

着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规范、

社会习俗等，因而在言语行为、行为举止、交际习惯、生活习俗等

方面都有很大差异，给跨文化交际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所以跨文

化交际的研究与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 跨文化交际学也成为基

于社会学、文化学、语用学等相关学科的新兴学科。

跨文化交际的内容决定了文化是交际的重要内容， 决定着

交际是否成功。 跨文化交际的时代特征同样适合于中国国情，但

是受机构主义的影响， 英语教学中一直以来注重语言知识的教

授而忽视了文化教学， 所以加强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已经成

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了。

在时代背景和发展的要求下，跨文化交际相关知识的普及、

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策略的探讨尤为重要， 这对于跨文化研究

者、英语教学工作者甚至是普通人的人际交往，都有积极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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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本书梳理了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理论， 探讨了跨文化交际教

学的策略、方法、文化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相关话题，介绍了

主要的西方社会习俗，力求为研究者、学习者提供全面的跨文化

交际学习的素材和文化教学方面的一些启示。

本书分为七章，分别是文化、交际和语言，跨文化交际，语言

交际与非语言交际，跨文化交际中的禁忌与委婉，跨文化交际与

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文化教学和英语国家文化习俗介绍。 由于

条件、水平有限，疏忽与不足之处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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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际与语言

第
一
章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 交际指的是人

与人之间相互往来和交流信息的过程。 语言是用以沟

通交流的符号。 语言与文化息息相关，蕴藏着丰富的文

化内涵。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密不可分。文

化在交际中得到传承，语言是交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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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 化

一、文化的定义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文化热”席卷中国大地，文化一词使

用非常频繁，人们经常在讨论“企业文化”、“饮食文化”、“影视文

化”、“茶文化”、“非物质文化”等等，但什么是文化，一直也没有

一个固定的结论。“文化”一词使用广泛，其内涵和外延十分丰

富，所以界定就比较困难。学术界对“文化”的解释，至少已达 250

多种。 因此，要探讨跨文化交际与英语文化教学这个话题，首先

要对文化一词的定义进行归纳。

“文化”这个词自古就有，但它的含义与现代的理解不一样，

指与“武力”相对的文德教化。 后来“文化”一词被日语借入，到近

代又被日语用来作为英语 culture的对译词。再后来，“文化”作为

日语借词又被现代汉语吸收， 与英语 culture一词有了直接的词

源关系，并衍生出“文明”、“教育”等含义。

现代汉语词典中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三个， 其中一个很宽

泛的解释就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

等。 ”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泛指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

总和，另一方面又特指文学、艺术、科学等。 上世纪 80年代以来

关于文化的讨论，也是两种趋向。 一种趋向是从广义层面上认为

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创造， 包括人类所创造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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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成果，即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主张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

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同时又把文化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是物质文化，它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第二个层次

主要包括政治及经济制度、法律、文艺作品、人际关系、行为习惯

等；第三个层次是心理层次，或称观念文化，包括人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情感和民族心理等。 另一种

趋向是从狭义层面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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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定义中， 文化人类学家泰勒

（Tylor）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定义比较受人推崇。 泰勒

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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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斯基把文化看成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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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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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学者都同意“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但对“广”与

“狭”的理解不尽一致。 国内学者理解的狭义文化指上述“特指”

的精神财富， 这与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Kluckhohn 的理解一致。

Kluckhohn指出：“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指历史和

文学中的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某种文化素养；而广义的文化则指

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人类学家所讨论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 ”

因此，从广义方面理解，“文化”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即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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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不过，

在通常情况下，提到“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它的狭义方面，

即文化的精神形态方面。

二、文化的表现形式

一种文化系统的内部往往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如在中国，东

南西北民风习俗各异。 如果把中华文化这个大系统称为主流文

化，那么那些地方性的、个别群体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则就是亚

文化（sub-culture）。 亚文化虽然与主流文化存在差异，但仍然是

一个价值观、态度、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的体系。 克鲁克和克拉克

洪（1952）将文化分为外显文化和内隐文化。 外显文化就是眼睛

看得见的文化，如衣食住行、社交活动、宗教、礼仪、语言交际、文

体活动等。 内隐文化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文化，通常指隐藏在习

惯性行为、语言行为背后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 他们认为，只

有真正理解了内隐文化才能理解文化的本质。

文化是一个大范畴， 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类改造过的自然或

自然物和政治、经济、艺术、哲学、宗教、民俗、心理等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它可以分为实物、风俗习惯和制度、思想产品和心理

意识等多种层次。 鉴于此，文化被划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精

神文化。 其中，社会文化即集体交往或社会交际文化，是我们所

讲的狭义的文化。 而精神文化则是以语言为基础和载体的。

根据文化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某一特殊社会生活方式的整

体，可以有罗马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华夏文化等。 同时，

这一整体中的部分， 因为能够体现该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被称之

为文化，如饮食文化、园林文化、武术文化、服饰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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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评价角度看，文化有优雅文化与俗文化之分。 从文化

主体角度看，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 从文化客体角度可以

有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包括政治、文化、法律、文学、历史、伦理、

道德、艺术、宗教、教育等及缺乏精神表现的科学文化成果、公众

文化活动等。 其中文化与艺术包含丰富的表现形式， 如诗歌文

化、曲艺文化、戏剧文化、音乐文化、绘画文化、影视文化等。

三、文化的作用

（一）文化的社会作用

文化是一种精神力量， 在人类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的过程

中，文化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对民族、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

影响。 先进的、健康的文化对社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落后的、腐

朽的文化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

文化对人类与社会也有其他方面的功能。 从广义上说，文化

提供了人类社会用以维持自身系统的三大要素： 结构（struc-

ture）、稳定（stability）与安全（safety）。 例如，从宏观的角度看，传

统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一个稳定的结构， 其间虽然磨

难不断，但整个社会的根本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摇过。 从狭义而

言，文化的功能在于提供给社会成员一个施展物理、心理与语言

作用的情境（Borden，1991），指一群人日常生活的环境。

（二）文化的教化作用

文化通过其中蕴含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

规范等规范人们的行为， 使人们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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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在行为上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尤其是在思想信仰和价值观

念方面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 文化的长期熏陶、教化，使得整个

社会的思维习惯、价值取向、道德信仰等趋于一致，从而形成社

会共同的心理素质。

（三）文化对经济的作用

文化能推动经济，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更新观念，开阔视

野，提高素质，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文化本身也是经济产业，可以

直接创造物质财富。 当今世界，各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文化在

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四）文化对个人的作用

文化可以启蒙心智，认识社会，教益思想，愉悦身心，陶冶性

情， 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依归。 优秀文化能够丰富人的精神世

界，培养健全的人格，引领人们前进，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四、文化的特征

文化有四个最基本的特点：

（一）文化是经由学习获取的

文化是一组共同分享的符号系统，人类不可能与生俱有，必

须经由学习的过程来求得。 一个人具有什么文化并不取决于他

的种族、肤色，而是取决于他生活的文化环境。 例如，人有食欲要

吃饭是天生的，而对什么样的食物产生食欲、如何烹饪却是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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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生活的文化中习得的。 待人接物的礼貌原则也是视文化不同

而表现各异。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人类社会学习文化的最基本

管道。 人社会化的过程由家庭的生活开始，从家庭成员正常的互

动开始，在此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一步一步接受、整合、强化

文化需求的符号系统，进入学校的教育系统后，开始更广泛的文

化认识和学习。

（二）本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文化的第二个特征叫“本族中心主义”，它是指人们紧紧依

靠自己的文化，并认为自己的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的心态。 经由

学习或涵化过程，一个人慢慢地认知、拥抱与传承自己团体或族

裔的文化。 由于文化提供给我们一个悠然自如的环境，逐渐地我

们会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特殊与优越的。 本族中心主义是文化生

存的保障，因为一个文化若教导国民其自身是劣等的，而且毫无

引以为荣的特色， 那么这个文化势必失去其存在的动力而在短

时间内衰亡。 然而，过度膨胀的本族中心主义信念，往往会成为

跨文化沟通的障碍。

（三）整体性（Holistic）

文化是一个社会传统的总和， 代表着一个连接大大小小文

化系统的整体性系统。 文化内的各要素层层相扣，彼此影响。 任

何一个文化要素或系统发生了变动，其他部分也会跟着变动。 文

化是社会成员所共有的， 如果某种行为不为广大社会成员认可

并且共有的话，那就不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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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动态性（dynamic）

文化和人一样，有生命的周期，人需要以活动与运动来保持

身体的机能，文化也一样，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 而促使

文化不断更新改变或动态性的机制就是新的发明、 灾难与文化

的进步。文化是传承的，是社会的遗产。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人们

通过口头将自己的经验、知识、信仰、观念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有了文字， 则通过文字的形式将文化代代相传。 由于文化的传

承，使得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包含了历史的积淀。

第二节 语 言

一、语言

（一）语言的定义

语言就广义而言，是一套共同采用的沟通符号、表达方式与

处理规则；是生物同类之间由于沟通需要而制定的具有统一编

码解码标准的声音讯号；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由词汇和语法构

成并能表达人的思想的符号系统。 符号会以视觉、声音或者触觉

方式来传递。 严格来说，语言是指人类沟通所使用的自然语言。

人们彼此的交往离不开语言。 尽管通过文字、图片、动作、表情等

可以传递人们的思想， 但是语言是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方便的

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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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的结构

语言的结构包括音位、语素、词、短语、句子、篇章。 语言结构

要素的各个单位，在语言结构中并非处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是分

为不同的层和级。 语言的底层是音位，音位经组合而与某种意义

相结合就能构成语言的符号和符号的序列，这是语言的上层。 在

语言的上层中，第一级是语素；第二级是语素组成的词，是造句

材料，是交际的基本单位；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第四级是

篇章。

（三）语言的特性

语言具有创造性、结构性、意义性、指代性、社会性与个体性

的特性。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许多动物也

能够发出声音来表示自己的感情或者在群体中传递信息，但是

这都只是一些固定的程式,%不能随机变化。 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

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为数

众多的语素按照各种方式组合成话语， 用无穷变化的形式来表

示变化无穷的意义。人类创造了语言之后又创造了文字。文字是

语言的视觉形式。 文字突破了口语所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能够

发挥更大的作用。语言的目的是交流观念、意见、思想等。然而世

界各地的人们所用的语言各不相同，彼此间直接交谈是困难的，

甚至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同一种语言，还有不同的方言，其差别

程度也不相同。 有的方言可以基本上相互理解，有的差别极大，

好像是另一种语言，如北方人大都听不懂广东话、闽南语就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 不仅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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