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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PREFACE

20世纪初期 ，以英国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为先导，学术界开始注意到人

类不同文化的差异，并对跨文化交流活动产生了 日益浓厚的研究兴趣。 “二

战”后，学者们认识到 ，作为一门专门研究文化与传播之间关系的独立学科，

跨文化传播学应致力于考察那些对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交流活动中最有影响力

的文化因素，揭示文化的异同 、 加强文化理解，减少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

交流失败，以期达成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 合作和共存发展。

1946年，美国国会决定在美国国务院下设驻外事务处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为美国援外技术人员和外交官提供语言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培

训 。 一些学者认为 ，此举意味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正式开始。 随后，文化人类

学家爱德华 ·霍尔 (Edward Hall)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跨文化训练的论文，并于

1959年出版《无声的语言》 (The Silent Language)，具体描绘了跨文化传播

研究的若干原则 。 这本书还首次使用 了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

因此，许多学者认为 ，此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 。 此后，跨文

化传播研究快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跨文化传播研究逐步从人类学中分离出

来，开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于7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传播研

究领域的一门独立学科。 很多有影响的研究协会成立，学术期刊创刊 ，大批跨

文化传播的研究和教学著作陆续问世。 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拉里 ·萨默瓦等主

编的《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同时，教育领域开始

重视跨文化传播这一学科，美国有几百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这门课，部分院校开

始授予跨文化传播专业各级学位。 20世纪80年代，这一学科在学术研究和应用



领域的重要性得到了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可，许多分支学科应运而生。 同时期 ，

跨文化传播学传入我国，受到了外语界、 传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 在翻译和

借鉴国外著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这一学科进行了深入性和本土化的研究，

具有原创性特点的著作纷纷问世。 但总的来看 ，国内对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对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特质缺乏统一的认识，对国际跨文化传播

研究前沿进展的了解吸收仍有欠缺，在学科理论基础 、 研究目标和方法论等方

面尚处于探索之中。

20世纪90年代至今，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越来越

广泛深入，跨文化传播实践活动日 益增多 ，中华文化与世界各文化之间的交融

和冲突频繁，这一切凸显了对多元文化理解的必要性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重要

性。 这对跨文化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提出 了要求。

一、 本书的成因

中国戏曲学院是国内较早涉足跨文化交流学教学和研究的院校之一。 2000

年学院开设国际文化交流专业至今，已经取得了一些教学经验和科研成果，被

评为北京市级优秀教学团队。 其中由该教学团队学科带头人林一教授主持的

“跨文化交流学”课程，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在全国具有

示范作用。

2008年，依托学院本科、 硕士、 博士层次上的留学生培养体系和在跨文化

交流与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学院在跨

文化交流与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际项目运作能力。 2011年，学院又成立

了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研究所，专门从事跨文化交流与管理理论、 政策和重大现

实问题的研究，为政府和社会提供跨文化交流与管理咨询服务并定期与国内外

专家、 学者开展跨文化交流与管理学术交流。 现在，中国戏曲学院在美国开设

了全球第一家戏曲孔子学院，派出多名教师和学生在美国传播中国传统艺术 ；

与美 、 加、 英 、 法 、 瑞 、 韩 、 俄等10余所大学成为 姊妹院校关 系 ，建立 了 长

期深入的艺术教学科研合作，互派师生 ，开展文化艺术项目创作与演出 、 市场

推广 ；实施多个国际实习项目，学生以 “中国文化大使”、 “戏曲文化传播助

教”等身份在美 、 加进行跨国实习 。 在跨文化教育教学实践和艺术交流、 学术

研究的实际工作过程中，我们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积累了很多经验。 这

些材料和经验反映了跨文化交流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现象、 矛盾和冲突，对于



这些经验的深入分析和理论总结能够反哺我们的跨文化教育教学，并为现实工

作提出指导。 同时，由于戏曲学院所独有的传统文化背景，我们在跨文化艺术

教学和传播活动实践中发现了很多独特现象，本书试图在这一新的跨文化交流

领域进行一些研究和探讨，以期对民族文化和艺术的国际传播有所贡献。

二、 本书的内容、 特点和意义

本书中，我们把一个个包含着跨文化交流典型情境和真实事例的小故事编写

成案 例 ，来呈现跨文化交流活动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引导

读者对这些矛盾冲突进行思考，从而掌握跨文化交流的原理和技巧，理解文化的

多元性 、 提高跨文化交流能力。 本书共分十章，分别从跨文化交流核心原理 、 语

言、 非语言、 跨文化交流与教育、 艺术、 健康、 商务、 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跨文

化交流的基本原理和研究领域，分析交流障碍出现的原因以及解决办法。 当然，

每个案例的出现都是社会、 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很难确定一个案例

就是由一种或少数几种文化冲突引起的。 但是为 了便于读者领会跨文化交流学的

基本原理，我们根据案例的主要矛盾以及其所反映的主要理论对案例进行了 归属

部分的划分。 正是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特意在第十章收录了更能够集中体现文

化对交流多方面影响的综合案例，力争多角度地进行分析。

本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突出案例教学理念：案例教学被广泛运用于管理学 、 医学 、 法学等领

域的教学和训练 中，能够使教学过程生动 、 仿真，具有启发性 。 交流学是一

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理论学习 固然重要，但光靠纸上谈兵是不能最终掌握

交流技巧的。 在跨文化交流学的 学习中引入案例教学模式 ，使抽象的理论变

得生动直观，让案例和原理 、 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地提高读者理

解 、 掌握 、 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体现了教学的互动性 、 体

验性和研究性。

2．案例原创 、 真实，取材广 泛：本书共计案例100个，涉及跨文化交流研

究的方方面面。 其中34个案例是我们引用的跨文化交流经典案例，对于此类案

例，我们均以脚注的形式标出；另外66个案例则是教师和学生的亲身经历，或

是由周围亲友的访谈整理编写而成的，占总案例的近70％。 在编写案例和分析

的过程中，课题组全体师生都经历了一次对跨文化交流学的深入学习，增强了



跨文化意识和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加深了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提高了理论分

析能力，受益匪浅。

3．创新性：本书把跨文化交流理论运用于多种社会生活情境下，把具体案例

与理论点一一对应结合起来，弥补了我国跨文化交流学教学案例缺乏的现状。

另外，在跨文化交流经典领域：教育、 医疗卫生和商务管理之外，我们大量收

集编写了艺术 、 法律和社会习俗方面的交流案例，特别是重点突出了艺术的跨

文化交流与传播。 这一独特的、 前沿的研究领域是对这一学科的理论创新。

4．广泛适用性：本书可供跨文化交流专业各层次学生 、 外语学习者、 中外

留学生以及面对多元文化世界各领域跨文化交流实践者使用。 我们特别致力于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掌握多种交流手段、 方法和语言的国际交流人才。

三、 鸣谢

我们首先要感谢刘燊、 徐锦培 、 宁春艳 、 李莎 、 徐宣等，他们为本书提供

了一些很有典型意义的 、 来自个人实际工作的 、 鲜活的案例，由于对他们进行

的访谈而整理编写成的案例，没有在案例处特别标明，在此特别致谢。 同时还

要感谢学院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留学生、 教师和工作人员，他们也为本书提供

了教学和艺术领域许多鲜活的案例。 最后，还要感谢参与案例收集、 编写 、 分

析的所有人员，他们为本书的编写付出 了辛勤的努力 ，他们是：胡娜 、 王珺、

腾佳子 、 乔玉 、 朱萍萍 、 刘芳雨、 岳萍 、 高硕、 崔烨 、 巩晓秋 、 李典 、 薛天

依、 张媛、 钟馨、 杜菲、 冯静 、 王华瞻 、 王金子、 王晶晶 、 高露洋子 、 张子涵

等，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还存在许多不足，案例主要来自于中 、 美 、 日 、 英、 法 、 瑞 、 意等文

化群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希望将来能涉及更多的文化群体以增强研究的全面性

和普遍性。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案例分析难免有理论分析欠妥、 不够深刻

等问题，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对于任何与实践紧密相联的学科而言，案例教学弥足珍贵。 希望我们关于

跨文化交流活动的这一研究初探能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微薄之力。

编 者

2011年8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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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跨文化交流核心理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BASIC PRINCIPLES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Hofstede（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由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是具有影响力的跨文化理论之

一。 20世纪70年代末，霍夫斯泰德对分布在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6万名IBM员

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霍夫斯泰德证实了不同民族

的文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根植在人们的头脑中

的，很难轻易被改变。 文化差异是由各国的历史传统以及不同的社会发展进程

所产生的，表现在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 他将文化差异分为四个维度：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个人主义与

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以及阳性主义与阴性主义(Masculine

Versus Femininity)。 从霍氏的各文化维度指标值中，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的文

化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就是在同为东方文化圈的中国大陆、 日本、 中国香港、 新

加坡等地，也存在一定文化差异。 如中日两国文化都有一种集体主义导向，但两

种集体主义却有较大的不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霍夫斯泰德又重复了10年前的

研究，但这次覆盖了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超过60个。 这次的研究不仅证实了

四个维度，同时还发现归结出他的文化价值观的第五个维度：长远导向和短期导

向 (Long/Short Term Orientation)。 通过这些研究和维度，霍夫斯泰德试图



揭示家庭、 学校和组织内部因不同文化观而体现出来的认知和行为差异。

一、 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

权力距离即指在一个组织当中（包括家庭、 学校和社区中），权力的集中程

度和领导的独裁程度，以及一个社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接受组织当中这种权

力分配的不平等。 在企业当中可以理解为员工和管理者之间的社会距离。 一种

文化究竟是大的权力距离还是小的权力距离，会从该文化内掌握社会权力大小

不等的成员的价值观中反映出来。 因此研究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就可以判定一

个社会对权力差距的接受程度。

案例1：对谁训斥？对谁服从？①

王先生来自台湾，在日本一家大证券公司工作，他讲了一段近似笑话、 但

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在公司已工作了10年以上的王先生两年前升任课长，课长

是日本公司最中坚的人物，在第一线带兵冲锋陷阵，外国人要升课长并非易事。

王先生一向与公司的上司和同事相处甚好，但升任课长不久，却被部长 “大训一

顿”，理由是他对下属 “不凶”。 部长表示，身为课长一定要保持权威，并指出

这是公司的传统。

王先生说，接受部长 “训斥”后，他开始痛苦地学习，并 “找机会”大声

训斥部下。 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大声训、 大声骂部下倒是件蛮舒服的事，

慢慢地越来越顺口，当然也赢得了上司的赞赏。

也许是因为越骂越顺口，王先生后来无意中针对上司的一些问题也骂了起

来。 很快他又被叫到部长处挨了一顿训，理由是，部长叫他对部下要凶、 要

骂，可没有叫他连上司也骂，对上司绝对服从是公司传统。

① 尚会鹏、 徐晨阳：《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3月，
第103-104页



案例分析

本案例体现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时对权力距离的不同感知。 “权

力距离”是霍夫斯泰德四种价值观维度中的一种，讲述了权力和文化成员之间

的距离 。 所有的文化都有高低两种权力关系，但是每种文化中只有一种倾向占

主导地位。 霍夫斯泰德认为 ，在一些文化中，那些拥有权力的人和受权力影响

的人之间在各个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高权力距离 ），而在其他文化中，这两

类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紧密（低权力距离 ）。 ①在霍夫斯泰德对40个国家和地

区的权力距离价值观的列表中我们发现，中国台湾和日本的权力距离都是较大

的。 在高权力距离的文化里，权力高度集中，地位和等级非常重要，决策过程

中下属的意见不太受重视。 日本企业等级制度比较清晰，所以在工作中，上级

的命令需要无条件执行，而上级可以随意对属下发火。 所以当部长提出让王先

生对下属要凶的时候，他开始渐渐适应了这种管理模式。 然而由于习惯，王先

生甚至对上级也开始骂了起来，这当然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于是部长又叫他去

谈话，跟他说对上司绝对服从也是公司的传统。 这一案例正是权力距离在企业

管理中的体现，同时也告诉我们，要想在企业管理中很好地利用权力距离 ，就

必须要保持一个度。

案例2：美国教师在中国

Alice是一位美国女孩。 她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在一个二线城市当教师，

教英语口语。 有一天，她的朋友在上海结婚，邀请她去参加婚礼，她很高兴，

但是发现如果去的话就会耽误一节课。 由于她的朋友一再邀请她，所以她就向

领导请了假。 领导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告诉她 “那你下周回来以后晚上补课

吧”。 Alice很自然地回答：“我晚上没有时间，我有事情要做。 ”领导不满地

①［美］拉里·A·萨默瓦、 理查德·E·波特著，闵惠泉、 王纬、 徐培喜等译：《跨文化传播》
（第四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第78页



说：“那你下周三补课。 ”Alice此时听出来领导有一些生气，所以没说什么

也就答应了。 但是她很不解，“为什么就不能问问我什么时间有空？为什么他

说什么时候补课就得什么时候补课啊？”她一直为了这件事情揪心，就问了跟

她关系很好的一位中国朋友。 她的朋友告诉她，中国人向来是下级听从上级的

指示，如果与上司顶撞，还有可能被炒鱿鱼呢。 Alice听后很惊讶 ,“在美国，

上司所做的决定都会征求员工的意见，是非常人性化的，而且特别注重团队合

作，领导有时候都是与员工打成一片呢。 ”她这时才明白这是文化之间的差

异，需要认真的学习。

案例分析

在不同的国家，人们对 “管理”的理解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观都会有很大不

同 。 案例中的Alice由于直接拒绝了领导关于补课的要求引起了领导的不满，同

时Alice自己也产生了疑惑，她不明白为什么领导没有征求她的意见就决定了她

补课的时间，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明确提出自己的要求之后，虽然得到了同意但

还是与领导发生了冲突。

根据霍夫斯泰德的研究，美国属于权力距离相对较小的国家。 美国员工倾

向于不接受管理特权的观念，下级通常认为上级是 “和我一样的人”。 所以在

美国，员工与管理者之间更平等，关 系也更融洽，员工也更善于学习 、 进步

和超越自我，实现个人价值。 相对而言，中国则是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 在中

国 ，地位象征非常重要，上级所拥有的特权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这种特权大

大有助于上级对下属权力的实施。 在美国，人们认为等级只是为 了工作和办事

方便而创立出的不同 角 色，所以管理者会经常与下级交流，并努力保持上下级

之间关系的和谐；而在中国，人们是看重权力的，而且权力的等级不能够逾

越。 因此，Alice就领导要求补课的时间直截了 当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就

必然会引起中国领导的不满。



案例3：女士优先还是尊老爱幼

某京剧团要去美国演出，其中团里的一位主演李某已经六十多岁，是位

德高望重的艺术家。 团长怕旅途劳累会让李某吃不消，临行前便找到了在团

里和他配戏的、 年轻力壮的刀马旦王某，希望王某能多照顾一下李老师。 王

某也表示，一定会照顾好李老师，请团长放心。 飞机如期到达了美国圣弗朗

西斯科，下飞机后，王某一路上都帮李老师推着行李车。 机场工作人员看见

了这一幕，马上对李某说：“先生，您不应该让一位女士帮您推行李，应该

您帮助女士才对！”

案例分析

年轻女演员照顾年长的男演员 ，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因为这符

合中国人 “长者为上”的价值观。 而当美国机场工作人员看到这样的情况之

后，他以美国人 “女士优先”的评判标准来看待这件事情，就觉得年长的男演

员应该照顾年轻的女演员 ，承担推行李车的责任，这就是观念冲突所在。 一种

文化如何去看待某一事件，决定了身处其中的社会成员会如何观察世界，这就

需要我们去了解不同文化的深层结构。 中国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文化的

影响，儒家文化强调社会的和谐，“长者为上”的思想，正是儒家文化所倡导

的。 通常，中国的文化中认为长者是权力的代表和象征，应该被服从和尊重。

而美国大多数人信仰的是基督文化，基督文化的核心便是爱，他们认为女性应

该得到更多的照顾、 关心和爱护。 本案例中出现的这两种观念，是由来自于两

个不同文化国家的人背后的文化深层结构不同所决定的。 以各自国家的评判标

准来说，这两种观念都是正确的，但是在跨文化交流的环境之中，我们的思想

和行为需要根据环境的不同做出适当的改变，需要 “入乡随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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