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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国际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

王林海
(燕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 ,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 国际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有着历史的和哲学的基础 。功能主义法 、解释说明法和

批判研究法各有其优缺点 。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出现于近些年 ,它是对上述三种传统研究方

法批判性的综合 。该方法包容并取 ,用动态 、相关 、相对 、历史和全面的观点对待和研究不同文化间

的交流 ,容许相互对立思想的并存 ,较适合国内外的现实需要和挑战。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

教育中 ,学习辩证研究法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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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起源

不同文化间的交际指的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 , 中国有人也称之为跨文

化交际 。国际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法有着历史的

和哲学的基础 ,其源头可追溯到后二战时期的美

国 。当时正成为世界舞台上支配力量的美国开始

向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派驻各种工作人员 , 然而

受过良好外语训练的美国政府官员和商人们常常

发现自己在国外应付另一种文化中的人和事并非

得心应手 。为此 ,美国政府特意成立专门机构研

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问题 ,雇用著名的人类学家

和语言学家等对其海外工作人员进行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培训 。这些机构和人员几十年的研究工作

对国际文化间交际的许多研究方法的形成与发展

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对跨文化交际研究方法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来自

学者们的研究哲学(researchphilosophies),或称世

界观(worldview)。人们往往会戴着具有某一或某

些特定文化色彩的镜片去看世界 ,从不同角度观察

其所处的环境 ,选择 、评判 、组织并解释关于不同文

化环境中人们的言行举止的信息 。这些与不同民族

和多元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研究哲学一定程度

上促生了人们研究与学习异文化或跨文化交际的不

同方法流派。

二 、百家争鸣的研究局面

国际文化交际研究的历史虽不算古久 ,但研究

方法业已呈现多样化态势 ,各种流派纷纷出现 ,从不

同视角 ,以不同手段 ,围绕或侧重不同的内容各抒己

见 ,百家争鸣。其中较具体易行的方法有:文化关键

性差异主义(theculturalcritics), 文化相似主义(the

culturalsimilarities), 文化对话主义 (thecultural

dialogistapproach), 动态过程法 (the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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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approach), 内视法 (the`emic' approach),

外察法(the`etic' approach);经验学习法(theex-

perientiallearningapproach)等等。文化差异主义和

文化相似主义是有关异文化交际探索和异文化交际

教育的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前者认为不同

文化中差异性的东西才是导致交际出现交际偏差的

潜在障碍 ,所以受教育者要学习和了解这些障碍 ,尊

重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后者强调来自不同文化的

个体之间有着许多共性 ,恰恰是这些共同的东西帮

助人们跨越了民族 、种群和个体文化的界限 。文化

对话主义主张提高自我文化意识以及跨文化意识 ,

克服文化差异 ,进行国际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世界交

流 。内视法偏爱从一种文化内部如其内部成员一样

来理解其文化。相比之下 ,外察法研究人员往往立

身圈外 ,旁观 、对比研究不同的文化。动态过程法的

提倡者视文化与交流为动态的永远变化的多层面的

复杂体 。经验学习法鼓励直接体验不同的文化 ,去

感受其人 ,领略其道。经验学习法理念基于 Kolb

andFry的经验学习循环模式(ExperientialLearning

Cycle)。KolbandFry认为异文化的研究与学习含

四步要素:1、始于具体经验;2、去观察反思;3、形成

概括性概念;4、在新环境中检验新概念。 Kolb说如

果想让这一循环有效 ,研究或学习活动在人员的认

知 、情感和行为方面都应是积极的。以上这些文化

交际研究方法可以说简单易用 、各有千秋 ,是值得指

导跨文化交际的教育和从事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工作

者所借鉴的 。

尽管较具体地说有关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的

方法有许多 ,但每种方法均存在局限性 ,缺乏整体性

和完整性 ,所以很少有人单独使用一种方法研究国

际文化交际 ,而是综合归纳形成主要体系来指导这

方面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传统上人们将这些方法体

系综合分为三大类:功能主义法 (functionalistap-

proach)、解释说明法(theinterpretiveapproach)和批

判研究法(thecriticalapproach)。这三大类方法反

过来对各种新的和老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法的形成和

发展又产生重大的影响。

功能主义研究法也被一些人称作社会科学研究

法(thesocialscienceapproach),主要基于人们对心

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 ,流行于 20世纪 80年代。按

功能主义研究理念 ,文化人的行为有可预测性 ,文化

是一种可测的变量 ,文化对交流与交际的影响与人

的特点对人们交往影响方式大同小异。所以该方法

对异文化交际的研究目标就是通过了解不同文化中

人们的价值观念 、行为 、准则等情况具体预测文化的

差异如何在跨文化交际中引起误解 ,判断误解在哪

有可能出现 ,从而指导人们在将来的交往中如何缩

小理解偏差。使用这种研究方法的人常常采用定量

研究方法 ,通过分发问卷或观察研究对象等获得第

一手材料 。此类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指导下的许

多研究工作在辨识不同文化交际时的差异和变数

以及在确定交际过程中人们心理和社会上的变量

方面都被证明是较有成效的 。然而功能主义研究

法的局限性自上世纪 90年代起逐渐开始被学者

们指出:人在交际方面的创造性以及人内在的复

杂性远非易预测的 ,许多定量研究手段难以深入

问题 ,缺少文化敏感性。

解释说明法于上世纪 80年代末开始受到交际

研究学者青睐 。其研究目标是描述和解释某一特定

时空环境内的行为而不是预测行为。其研究方法为

定性研究 ,采取实地研究(fieldstudies)、观察和参与

式观察等技术手段。跨文化心理学家常使用外察

(̀etic' )和内视 (̀ emic' )区别功能主义研究法和

解释说明研究法。功能主义者常以旁观者的眼光客

观地搜集概括普遍性的东西 ,因而是外部的 (̀ et-

ic' )和普遍的(general);解释说明研究者强调在某

一文化区域内客观地理解现象 ,相对而言是内部的

(̀emic' )和具体的 (specific)。批判研究法含有许

多解释说明研究法理念:强调主观性 ,重视物质现

实和具体文化背景的重要性 。然而批判主义者强

调的是文化的宏观背景环境 ,诸如政治和社会结

构对不同文化交际的影响 。从批判研究角度来

看 ,文化是一种斗争的环境 ,在此多种解释汇于一

处 ,研究人员的目的不仅是理解行为而且要用多

种解释中处于斗争上风的思想或看法去改变交际

人群的生活习惯与世界观。

56



三 、跨文化交际研究辩证法

虽然功能主义研究法 、解释说明法和批判研究

法各有其优点 ,但功能主义研究法只侧重文化的差

异性 ,其成果仅限于个人———集体主义分析和各种

交际包容主义理论;解释说明研究法只注重较具体

的某一文化内部的研究而忽视了世界文化的广义性

和客观性;批判研究法又只是单一地偏重宏观政治 、

经济等态势 。这三种方法相互有所联系 ,但有时又

相互冲突。所以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有必要寻找

更全面的综合方法。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出现

于近些年 ,它是对上述三种传统研究方法批判性的

综合。

首先 ,辩证法以变化的眼光动态地看世界文化

或者某一国家的文化 。这有助于避免偏见和误解 。

例如在西方学习文化的学生经常会被教师建议看一

部名为 《福乐门》(TheJoyLuckyClub)的描写在美

华人生活的故事影片 。西方文化教师通常对这部电

影评价较高 ,认为看这部电影有助于学生了解中国

人许多典型的文化习惯和交际行为。然而看完这部

电影后 ,中国学生多会发现影片中关于中国人的交

往习惯 、为人处世 、女人地位 、母女关系以及餐桌礼

仪等的许多描述早已时过境迁 ,一些描写还容易导

致误解和偏见。其次 ,辩证法相对地和历史地看待

问题。这对正确理解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行为也是至

关重要的。例如 ,西方人眼中的某些 “恐怖行为 ”在

有些文化中可能会被普遍视作 “自由斗争 ”。

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的最大一个优点在于

它容许相互对立思想的并存。辩证法研究人员归纳

了六个辩证对立统一体:文化与个体;个人与环境;

差异性与相似性;静与动;过去 、现在与将来以及优

势与劣势的辩证统一 。其中主张跨文化研究侧重文

化间差异性的学说和主张重点研究文化间共同点的

看法是跨文化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的对立思想 。

关于文化差异性与文化相似性孰重孰轻的争论由来

已久。从辩证的角度来看 ,文化间的差异和相似不

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处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融合的过

程之中 ,将差异凌驾于相似之上或将相似凌驾于差

异之上都是极端的看法 。

强调文化相似性的观点建立在二战后普遍流行

的 “国际间相互理解 ”的理念基础之上 ,其代表模式

为前文提到的文化相似主义 (theculturalsimilari-

ties)。然而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 ,这种观点开始被

强调将文化差异作为国际文化教育资源的必要性的

文化差异模型所取代。强调不同文化交际的研究应

主要研究关键性差异的文化差异主义(thecultural

critics)是文化差异模型的发展代表 。新出现的辩证

方法是对上述两种模型的平衡。

历史上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表明文化相似使得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有可能相互理解和进行交流 ,

文化差异则有可能导致不同文化间的人们在交往时

出现问题 ,因此 ,平衡对待文化差异性和文化相似性

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与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了解文

化差异可避免误解 ,并有助于国际文化交流 ,然而 ,

过分强调差异或忽略相似可导致教条和偏见 。

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的表现往往是多方面

的 ,不仅表现在思维方式和语言应用上 ,而且会流露

于许多非语言行为中。香港著名学者刘必庆说过东

方人的思维方式多为螺旋式的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

多为流线型的 。这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确有体现。中

国学生回答问题好拐弯抹角或旁征博引 ,西方人喜

爱开门见山 、直截了当。因此中国学生刚到西方学

习时可能会被认为不会回答问题 。在中国人的文化

意识中 ,直接否定别人的看法或经常反对别人的意

见是不礼貌的 。这种意识反映到讨论问题和篇章写

作中往往会被西方学者误认为缺乏评判性思维。然

而中西方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又常常会想到一起 ,

容易沟通 ,我们的许多想法和处事方式他们也很欣

赏。不同文化人的这些共性的东西显示出相似性研

究在跨文化交际学中的一定意义和价值 。在非语言

行为研究方面 ,重视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也同样

富有意义 。对非语言行为中身体语言的研究表明东

西方对某些眼部活动特征的看法是一致的。例如 ,

长时间直视谈话对方的眼睛通常被认为是不礼貌

的。当某位男学生在课堂上制造很大的噪音时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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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通常会通过持续的直接眼光接触制止他 。如果某

位男生或男老师连续一段时间直视某位女生的眼

睛 ,这位女生会感到不舒服而将自己的目光移开 。

女生长时间直视男生的眼睛通常会被认为有些轻

浮 。有意识地观察这些相同的规则无疑对正常交际

和避免不愉快是有帮助的。此外 ,在非语言行为中

研究差异规则也很重要 。了解不同文化人对目光

接触频率 、触摸以及私人距离等的不同期待和意

义也同样必要 。 “凝视他人时间的长短因文化而

定 ”。因此 ,当文化背景不同的人们进行交谈时 ,

缺乏对彼此文化中人们目光交流频度和时间长短

的了解也有可能会导致误解 。中国学生在西方学

习时也常常因不懂或不重视与他人眼睛的交流而

受到误解 ,被人认为不很诚实 、可能在撒谎 、胆怯

或不感兴趣 。缺乏对另一文化社交距离和空间感

的了解同样也会产生问题或给自身带来麻烦 。朋

友曾在国内某一火车站目睹过这样一件事情:一

位来自西方的女士在售票大厅等候买票 。由于她

站在离售票窗口一米远的地方 ,因而长时间被售票

员忽略 。她疑惑地看着别人一个接一个径直走到窗

口在她之前买车票 。在中国 ,人们排队购物时通常

彼此站得很近。离售票窗口很远站立可能被误解为

“不想现在买票或正在等人 ”。而在西方 ,站得太近

则会被认为是不尊重他人的隐私。东西方异性之间

的距离观念也是大相径庭。在中国 ,同性好朋友之

间私人距离较近 ,可能会容忍很近的身体接触 ,但近

距离的身体接触对异性之间来说通常是不合适的 ,

除非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达到谈婚论嫁的程度。相比

之下 ,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 ,男女朋友亲密接触是正

常的 ,同性间的亲密接触却可能会被怀疑是同性恋 。

辩证法包容并取 ,本着动态 、相关 、相对和历史

的态度看待不同文化间的交际 ,容许相互对立的思

想的同时并存 ,因此同许多其它研究文化交际的方

法比较起来 ,它是较有全面性的 、较科学的 、更贴近

实际的研究和培训国际文化交际的方法。

四 、学习跨文化研究方法的意义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兴领

域 ,在美国也只有五 、六十年的出现 、形成和发展历

史。最近几十年它才逐渐在前苏联 、英国 、澳洲等地

形成规模体系 ,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中国 ,对跨文化

交际的研究可以说是方兴未艾 ,只有为数不多的

学者较早地对其开展了研究(如早期从美国留学

归国的顾嘉祖教授);多数人的研究起步较晚 , 在

许多方面 ,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教育方

法方面未能与国际研究接轨 。中国有句古话:“它

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完全可以与西方学者开

展国际文化交际研究方面的跨文化交流 , 认真学

习 、充分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 ,把各具特色的西式

文化差异主义 、文化相似主义 、文化对话主义 、功

能主义 、解释说明法 、批判主义及辩证研究法等等

引入国门 ,在国内跨文化交际研究学术领域营造

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 。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 “批判性思维”、反对

个人主义 、偏爱中庸之路等原因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

中 ,把各种研究理念引入跨文化交际研究与教育领

域并加以推广或许还存在许多现实和潜在的局限

性。但是国际文化交际研究中的辩证法强调求同存

异 、对立统一和变化地历史地全面地看世界想问题

的思路与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研究理念有许多共

性 ,或许不失是一块 “攻玉之石”。

全球化的到来使人之间的交往在时间和空间上

变得更加便利 ,然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

中的心理障碍 、冲突和误解并不是现代化工具所能

消除的。美国 9· 11事件后 ,世界各国似乎更加意

识到研究不同文化 、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与交际的重要

性。各研究派别也都从各自的角度研究 、分析 9· 11

事件与文化交际的联系 。这也使中国业已红火的国

际文化交际的研究与教育陡然升温。近几年 ,中国

的入世 、申奥的成功 、大学外语教育改革浪潮的蓬勃

兴起等使得跨文化交际学从学术研究领域走入高校

教育和外语教学 ,其内容既涉及语言和思维又包含

非语言交际方面的知识 。国际国内形势正在表明在

中国高校大力推广国际文化交际研究和教育方法已

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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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信息·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

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李爱华教授在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 11期的 《论马克思恩格斯的

国家利益观 》一文中认为 ,国家利益问题的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按

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点的共同利益的代表者 ,是以统治阶级利益为核

心的全民利益的表现形式 ,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多种利益的聚合体 ,是以地域民族性为主同时具有世界历

史性的利益形态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家利益并更好地维护和发展国家

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

(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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