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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经常会发生故

障
。

跨文化交际已经引起语言学家的 重 视
,

成为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
。 “

跨文化交际
”

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

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
,

也指任何在语言和

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
。

我

们当然更为关切前者
。

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故

障向题
,

对于我们的外语教学有实际意义
。

近

年来
,

国内也开始重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

已

有一 些 研 究 成 果 问 世
,

如邓炎昌
、

刘润 清

( 19 89 )
,

何自然
、

阎 庄 ( 19 8 6 )
,

何自然 ( 19 8 8 )
,

胡文仲 ( 19 8 5
,
19 8 8 )等

。

在跨文化交际里产生故障
、

冲突和误解
,

不仅同发音
、

语法和词汇有关
。

发音正确
,

懂

得语法
,

掌握相当数量词汇的非本族语者在

同本族语者交谈时也会产生故障
,

引起误解
。

非本族语者在跨文化的交谈中经常不能表达

自己的思想 ; 有时显得没有兴趣
、

缺乏反应 ;

有时又 口气过于肯定或显得盛气凌人
,

等等
。

这说明还存在其它方面的重要障碍
,

影响有

效的交际
。

在跨文化交际中
,

由于一方 (或双方 ) 对

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
,

因而出现

不恰当的言行
,

这是产生交际故障的一个重

要原因
。

不同的文化要求不同的行为
,

这是

一种文化规约
。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

不尽相同
,

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故障的另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 0 年第 4 期 (第总 8蓦期 )

一个原因
。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各 自有一

套说话规约或习惯
,

如怎样开始交谈和保持

谈话继续进行 ; 怎样组织信息 ; 怎样表示话语

的连接 ; 怎样表示强调 ; 怎样表示礼貌
,

等等
。

人们的说话方式是在成长过程中
、

在 日常生

活中逐渐形成的
,

是很难改变的
。

甚至在学

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
,

人们也倾向于保持 自

己的说话规约
。

人们在交谈 中自动地
、

不假

思索地遵循 自己的说话方式
。

在交际中人们

通常考虑的是要说些什么而不是怎么去说
。

一旦决定了说什么
,

就会 自动地
、

下意识地选

择适当的说话方式
。

在跨文化的交际中
,

人

们总是习惯于用 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

的话语
。

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作出不正确

的推论
。

在跨文化交际时
,

交谈双方难于 自

觉地发现谈话方式上的差异
,

主动采取弥补

措施以防止发生交际故障和冲突
。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既涉及文化的规约也

涉及语言的规约
。

这两类规约在不同文化里

的差异就是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 的 根 本 原

因
。

语言学者把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故障称

作语用失误
。

在跨文化交际中
,

人们在哪些方面容易

发生语用失误呢 ? 这是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

语用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

本文根据笔者最近

所做的一次语用能力测试结果
,

探讨学习英

语的中国学生容易发生语用失误 的 几 个 方

面
,

及英汉文化规约和语言规约的一些差异
。

本文初稿曾经王还教授阅
,

谨致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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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用能力测试

这次语用能力测试的对象是刚刚结束第

三学年英语课程的 1 10 名学生
。

测试试卷是 50 个选择题
,

并附有简短的

情境说明
。

测试题的内容只涉及 日常 生 活
,

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对参试的学生不会造

成困难
。

以下是测试结果的几项计量统计
:

平均分 34
.

1
,

中位数值 34
,

标准差 3
.

5
。

测试对象的答对率

3
.

语用差异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
,

难度指数在

0
.

7 以下的 27 道试题可以看作是参试 学 生

语用困难之所在
。

这些试题涉及称呼
、

问候
、

介绍
、

寒暄
、

告别
、

请求
、

询问
、

提议 (供 ) 和道

歉等言语行为
。

现逐一作简要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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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
,

表示集中趋势的

平均分和中位数值这两个统计量非常 接近
,

标准差也比较小
。

因此可以认为平均分和中

位数值代表了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的一般水

平
。

统计数据表明
,

答对率在 59 肠以下的有

9 人 ; 在 6 0肠至 79 肠的有 95 人 ; 在 80 %以上

的仅有 6 人
。

数据还表明
,

试题难度指数在

0
.

,
以下的共有 27 题

,

占试题总数的 54 呱
。

根据以上数据
,

可以认为这份测试题的难度

较高
,

大多数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分处于

中等水平
。

3
.

1 称呼

各种语言都有特定的称谓系统和使用规

则
。

人们相见时用姓名称呼对方
,

这是包括

说汉语和英语在内的许多言语社团里通常使

用的称谓形式
。

但同汉语比较
,

英美称谓形

式与使用规则有一些特 点
,

比如
“
名 ” ( if sr t

n

am
e ,

F N )的使用
。

这次测试中有一道题
,

问

学生应如何称呼未婚妇女 M a r y B or w 。 (此题

的答对 率为 0
.

2 3 )
。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

种语用失误
。

一是有些学 生 错 用 了 M iss

M ar y
。

英语没有
“

称谓词十名
”
( T F N ) 这种

称谓模式
,

汉语则可以用
“

名十称谓词
”

这种

模式
,

如可以说
“

安平先生
”

等
。

不过
,

汉语中

也不大说
“

淑贞小姐
” ,

而更常说
“

赵小姐
”

或
“
赵淑贞小姐

” 工。

所以在这一点上
,

英汉两种

语言有同也有异
。

学生忽视了英美基本称谓

形式只有两个
: ( 1)

“

称谓词十姓
”
( T L N )

,

( 2)
“
名

”
( F N )

。

二是许多学 生对在英语里使用
“

名
”

( F N )作称谓语感到踌 躇
,

如称呼 M ar y

Br
o w 。

为 M ar y
。

这里中国学生显然是 混 淆

了用
“

名
”

作称谓在英汉两种语言里的不同文

化涵义
。

在汉语里
,

熟悉亲密的人之间可以

只称
“

名
” 。

但在美国社会里
,

用
“

名
”

称呼对

方并不一定表示双方很熟悉或关系密切
,

适

用范围要广得多
。

3
.

2 问候

问候语的使用遵循相互性原则
。

甲向乙

致问候
,

乙必须也向甲 致 问候
。 “

问候
”

大

概是开始谈话的最通常方式之一
。

各个言语

1
.

此例系王还教授提供
。



社团都有问候语
,

但其语言形式和使用规则

不尽相同
。

不过
,

各种语言的问候语有一共

同点
,

即都使用为数甚少
、

相当简练的一些

语言形式
。

或者说
, “

问候
”

言语行为大多是

高度规约化的
,

甚至可以说是仪式性的
,

使

用的是模式化的套语
。

例 如
,

在 英 美 社会

里
,

同事或同学之间在一天里初次相见可以

说
: H ell

o
.

H o w ar o
yo

u ? (测试中此题 的

答对率为 0
.

37) 但有不少学生在测试中选择

了 H ell o
,

H o w ar e y o u g e t t i昭 o n ? 这句话暗

示说话人已经知道对方正在干些什么 事 情
,

因此询问进展情况如何
。

如果实际情境并非

如此
,

那末把它用作一天里初次相见的向候

语就不合适
。

3
,

3 介绍

“

介绍
”

言语行为也是规约化的
,

并且带

有明显的文化特征
。

在英美言语社团里
,

影

响选择
“

介绍
”
的语言形式的主要因素是人们

的社会地位和情境
。

据此
,

可以区分正式的

介绍和非正式的介绍
。

比如
,

把校长介绍给

新来的教师要比在社交场合介绍两位朋友正

式些 ; 会议过程中的介绍要比晚会上的介绍

正式些
。

在正式介绍中
,

通常要使用称谓语加姓
,

并且介绍者介绍时和被介绍者在作出反应时

使用的语句较长
,

词语也较正式
。

在非正式

分绍中
,

既不使用称谓语
,

也不用正式词语和

长句
,

往往使用缩略句
。

所以
,

在测试题中
,

当一位学生被介绍给一位教授时
,

他可以说
:

H e l l o
,
i t

, 5 n ie e t o m e e t y o u ,

然后 (或同时 )

与对方握手 (此题答对率 为 0
.

52)
。

可是
,

有

一些参试学生却选择了 H o w ar e
yo u ? 作为

被介绍者的反应用语
。

这句话用在这种场合

下显然不合适
,

因为它是熟人之间再次相见

时的问候语
。

应酬话和其它闲谈
。

其中的
“

问候
”

已在 3
.

2

说过 ; “

告别
”

将在 3
.

5 里谈 ; 本节只说有关天

气的应酬话
。

寒暄的基本社会功能是在社会

接触中调整人际关系
。

在包括说汉语和英语

在内的许多文化里
,

在交谈的开始阶段寒暄

几乎是一种普遍习惯
。

不过在某些情 境 里
,

人们又通常避免寒暄
,

如交谈双方在当天已

经见过面并交换过寒暄语
。

寒暄时使用的语言是高 度规 约 的
。

因

此
,

听话人几乎总是能够判断说话人在进行

寒暄
。

就使用最频繁的有关天气的寒暄语来

说
,

这里所谓谈论天气的词语是指对于天气

状况的一种评论或一种 预 测
,

如 N ice d卿
,

Q
u i t e a s t o mr l a s t n ig h t ,

G o i o g t o e l o a r

u p ,
I t

, 5 a if o e d a y
,
i s n

,

t i t? 等
。

但不能仅

仅说
“ I t

’ 5 r a i n i n g t o d ay
,
i s n

’

t it ? ”

这种关于

天气的简单陈述
。

在这次测试中
,

一些应试

者有过这 种 语 用 失 误 (此题的 答 对率为

0
.

6 8 )
。

3
.

5 告别

3
.

4 寒暄

寒暄语通常包括问候
、

告别
、

有关天气的

称呼
、

问候
、

介绍
、

寒暄都属于谈话的开

始语
。

告别则属于谈话的结束语
。

告别语的

功能之一是巩固交谈双方的社会关系
。

这一

功能可以通过使用多种不同的结 束 语 来 实

现
。

比如
,

可以使用对对方健康表示关怀的词

语
,

如 aT k e e a r e n o w ,

W
a t e h h o w y o u g 。 ,

H o p e y o u r e o l d g e t s b e t t e r s o o n ,

等等
。

这

里应该注意的是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
。

汉语

里
,

人们常常对病人说
, “

多喝点开水
” 、 “

多穿

点衣服
”

之类的话以表示关怀与安慰 ; 但在英

语里
,

人们绝不 会 说 D r i n k 扒e n t y o f w a t e r

这一类的话
。

在这次测试中
,

有些应试者就

缺乏辨别这种差异的能力 (有关试题的答对

率为0
.

62 )
。

以上所说的对于对方健康表示关怀的词

语在话语分析里称作前结束语 (S
c h eg l。挥 &

sa ck
s , 197 3 )

,

接下来交谈双方交换 告别 套

语
,

如 A :

脚 e
.

l : B ye
·

这时候谈话才真正结



束
。

初学英语的中国学生有时忽视交谈是个

双向过程
,

结束谈话要经过交谈双方的协调
,

达到双方同意才能顺利地结束
,

因而在交谈

中表现出很唐突
。

如象这次测试题中所列
,

说

出 1 h a ve n o t h i n g t o s a y , 5 0 g o o d b y e 这样

一类的话来
。

犷O u m e a n -

W h a t
, 5 t h e

P o i n t ?

B
.

w h a t
, 5 t h a t

m e a n , w h a t
, s

t h e P o i n t ?

3
,

6 请求

“

请求
”
言语行为的特点是

,

听话人有接

受请求或拒绝请求的选择自由
。

听话人对于
“

请求
”
的反应

,

仅仅说一声 Y se 或 N o
是不够

的
,

他必须在接受或拒绝
“

请求
”

之间作出选

择
。

回避对方的请求只是拒绝它 的 方 式 之

一
。

但有一些
“

请求
”
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为听

话人所拒绝
,

例如在餐桌上经常说的 W ill y o u

P a s s t h e s a l t ?

“

请求
”

言语行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

如请求提供信息
、

请求澄清
、

请求说明
、

请求

证实
、

请求评价和请求采取行动等等
。

这次

测试结果表明
,

识别
“

请求采取行动
”

对中国

学生很重要
。

例如
,

对 1 W
o n d e r i r y o n ,

d

m i n d P o s t i n g t h i s l e t t e r fo r m e o n y o u r

w a y h o m e , J o h n ? 回答说 1 d o n ’

t m i n d 是不

恰当的
,

因为这是一个要求采取行动的
“

请

求
” ,

恰当的回答是 eY
s , s u er (此题的答对率

为 0
.

6 5 )
。

这道题的答对率相当低 (0
j

4)
。

大多数学生在

作答时都选择 了A
。

这样
,
Y就向X 提 出了一

个语用意义问题即X 有什么权利对交给的工

作发牢骚 ? 可想而知
,
Y 这么一问

,
X 必然更

生气
,

两人会更激烈地争论起来
。

其实
,

这里

发问人 Y (一个非本族语者 ) 只 是 不懂得
w h a t

’ 5 t h e p o i n t 这个句子的意思
,

即是说他

提出的是个元语言问题
。

在英语里
,

通常用

W h a t d o e s x m
e a n ? 这个语言形式对 元 语

言问题发出询问 ;对语用意义提问才用 w h at

d o y o u

me
a n b y X ? 这个形式

。

所以这 道

题的恰当选择应该是 B
.

3
.

8 提议 (供 )

3
.

7 询问

“

询问
”

言语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
“

请录
”

即请求提供信息
。

一般地说
, “

询问
”

紧跟着的

是
“
回答

” 。

这看起来很简单
,

但有时也会对学

外语的学生造成 困难
。

从本次测试结果看
,

中

国学生有时分不清语用问题与元语言问题
。

在测试中
,

对

X ( a n a t i v e s P e a k e r ) : w h a t t h e h e l l d o

t h e y w a n t t h i s l o t

r e e o r
de d fo r ?

w h a t
, 5 t h e P o in t ?

Y ( a n o n一
a t iv e s P e a k e r ) : A

.

W h a t d o

“

提议 (供 )
"

( o ffe
r i n g ) 与

“

请求
”

有相似

之处
,

即有可能为对方接受
,

也可能被拒绝
,

例如
:

A : L ik e a l i ft ? (提议 (供 ) )

B : l ) Y o u

vaS
e d m y l i fe

.

(接受 )

2 ) T h a n k s
,
b u t l

,

m w a i t i n g fo r
m y

fr ie n d
.

(拒绝 )

所以
,

人们在作出
“

提议 (供 )
”

时也总是尽力

避免遭到拒绝而陷于窘境
,

常常使用的方法

是先进行试探或者不要过于直 接 地提出
“

提

议
” 。

本次测试中有一道题问应试者
: 在街上

看见一位外国人象是迷了路
,

你想帮助他
,

应

该怎么说呢 (此题的答对率为 0
.

4 2) ? 有相当

多的应试者选择 了 w h a t e a n 1 d o fo r y o u ?

这句话用在这种场合下不太恰当
,

因为愿意
_

提供帮助的意愿表达得过于直接了当
,

好象

那外国人肯定需要你帮助似的
。

其实
,

并不能

肯定那外国人真的是迷 了 路
。

另一个选择
:

C a n 1 h el p y o u a t a l l ? 就比较恰当
,

它表达



的
“

愿意提供帮助
”
的意愿比较一般

,

不是十

分直接与肯定
,

带有试探的口气
。

在这种情

况下
,

既使遭到拒绝也不致使 自己感到难堪
。

3
.

9 道歉

“

道歉
”

言语行为是说话人公开承认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或没有做应该做的事
。 “

道歉
”

的功能是补救某种无礼的言行
,

建立或恢复

谈话双方的融洽关系
。

知道在什么时候和怎

样道歉
,

是许多言语社会里礼貌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 “

道歉
”

言语行为的条件是
,

道歉者

必须是真诚地道歉
,

同时道歉者也希望受到

冒犯的一方能表示宽容
,

接受道歉
,

如说一声

T ha t’ S a ll : 逗ht
。

这样
,

一个
“

道歉
”

言语行为

才算完成
。

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
, “

道歉
”

言

语行为使用的语言也是规约 化 的
。

在 汉 语

里
,

接受别人的道歉经常是说
: “

没关系
” ; 但

在英语里
, I t d o e s n ’

t m a t t e r 不能用来表示

接受道歉而应该说
, T h a t

’ 5 a l l r ig h t
, T h a t

’ s

o K 或 N o p or lb e m等
。

在这次测试中有不少

应试者因分不清英汉两种语言的这类差异而

导致语用失误 (有关试题的答对率为 0
.

3 1 o)

异
。

文化理解和文化比较应视为外语教学的

必要组成部分
。

交际是双向的过程
。

为了在

跨文化交往中避免交际故障
,

人们至少需要

具备两种能力
:
一要能感觉到进行中的交际

不完全成功 ; 二要能发现交际故障之所在并

知道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
。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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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
,

社会文化知识是

构成交际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

不同文化背

景之下
,

人们的说话方式或说话习惯也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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