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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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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们认为交际能力包台语言能力和语用能力。但在跨文化交re,中．除掌握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外．社会文化知 

识、情感认同和行为适应也很必要。因此，本文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应包括认知能力(语言知识、语用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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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交际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 

交际 能 力 的概 念首 先 由美 国学 者 海姆 斯 

(Hymes，1972)在“论交际能力”中提出。他认为能力 

应视作说话人和听话人所具有的运用语言的全部知 

识．其中包括：(1)语法的正确性；(2)语言的可行性． 

指有的话虽语法正确，但实施并非可行；(3)语言的 

得体性，指语言应适合于对话双方的社会地位、身 

份、胜别、心理因素等；(4)语言的现实性，指话语实 

现其功能并产生影响 

此后，语言学家对交际能力发表了许多见解，其 

中影响最大的是卡内尔(M．Canale)的观点(Coulthard， 

1985：147) 他把交际能力分为四个方面：(1)语法能 

力(grarr~afical competence)，指具有表达和理解话语字 

面意义的知识，即语法、词汇、语音知识；(2)社会语言 

能力(scciolinguistic competence)，与语言的得体性有关， 

包括使用语言时应注意的规则、话题以及言语行为的 

社会影响力等；(3)语篇能力(discourse competence)，涉 

及语篇中语句问的衔接和连贯，包括语言活动(speech 

events)的组织以及形式和功能的解释规则；(4)应对能 

力(strategle competence)，包括语言交际的各种应对手 

段和交际策略。 

随着语用学的发展，海姆斯和卡内尔关于交际 

能力的内容显然可以重新划分为语言能力(1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他们 

所述的第一条为语言能力，后三条属于语用能力。 

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似乎还有缺陷。学生可以将 

语言规则、交际规则背得滚瓜烂熟，但不会在交际中 

自觉使用，交际能力仍然为零。 

1992年，Kim(Sar~ ar＆Porter，1995：277)发表了 

“跨文化交际：系统与理论概观”一文，提出跨文化交 

际能力应达到认知(cognitive)、情感(emotiona1)和操 

作(opemfionM)的标准，即掌握必要的知识，情感上认 

同．按不同文化方式行事。此提法弥补了纯粹交际 

能力的缺陷，可以构想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模型。 

二、跨文化交际的认知内窖 

Euis(1992：179)指出：“意义是个人认知范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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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交际相互作用的结果。交际语码是由符号组成 

的认知系统⋯⋯”，那么交际者如何编码和解码呢? 

从 }IaIlid且v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可以寻找答案。 

系统功能语法是研究语言实际运用的理论。系 

统功能语法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系统，社会交际中 

它能通过编码把人类的行为潜势(即人类能做的事) 

变成意义潜势(能表达的意思)，然后叉把意义潜势 

变为能说的话。语言有三大功能。这些功能构成语 

义层的三大部分，他们是：概念功能(ideational rune． 

Ii0n)——表述各种经验过程及逻辑关系；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Lmcti0n)——表达讲话者的态度、情感、 

动机等；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表述语言的 

组织方式，是使概念功能和人际功能在语境 中得以 

实施的功能。交际过程中说话者根据语境在三大系 

统组成的语义层中进行选择 ，对语义层的选择叉促 

动了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对词汇语法层的选择又 

促动了对音系(或字系)系统的选择。 

意义系统的选择受制于三个情景语境因素：语 

场(field)、基调(tenor)和语式(mode)。语场指发生了 

什么事，所发生社会活动的性质，参与者可从事的活 

动等，决定对概念意义的选择。基调指参与者的社 

会角色和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决定对交际意义的选 

择。语式指话语交往的方式和途径，语篇的符号组 

织及其地位和功能决定语篇意义的选择。 

情景语境与文化语境之分是系统功能语法对语 

言学的重大贡献。虽然情景语境因素制约各种意义 

及形式的选择，文化语境却对整个语言系统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 ，因为文化语境是整个语言系统的环境。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Sapir)的学术名著《语言论》写 

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也就是说不脱离社 

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 

总体。”“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 

的⋯⋯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服务的文 

化。”说明文化对语言的使用影响很大，语言形式是 

否合理、恰当取决于语言所在的文化。据此，语言符 

号系统上述各因素间的关系可描绘成图1。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堪称社会语义学， 

引起了语言学家们的广泛兴趣。利奇接受了语言三 

大功能的区分．不过概念功能属于语法范畴，人际功 

能和语篇功能属于语用学范畴(Leech，1983：57)。 

但什么时候说什么、怎样说都由文化语景和情景语 

景因素所决定。不同文化有不同观念、价值取向、风 

俗习惯，其语言也有不同的编码系统。如中国人喜 

欢用“月有阴晴圆缺”象征人的悲欢离台 ，“满月”常 

能勾起美好幸福的联想；而法国人却常用“满月”形 

容人“圆滚滚的大面孔”。美国人受到称赞会说 

“Thank you”，中国人却会自谦说“哪里，哪里”或“过 

奖，过奖”。因此，跨文化交际的认知内容应包括语 

言、语用及社会文化知识，交际者理应具有以下技 

能：(1)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包括语音、词汇、语法 

内容；(2)掌握一般交际规则及语用原则；(3)熟悉交 

际对方的文化背景，包括观念、价值取向、风俗习惯 

等；(4)了解并能识别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特征、对 

方文化特有的言语行为及语言习惯。 

圈1 语言符号系统各因素的关系 

三、情感过渡与适应 

Kim提出的情感标准说 明，交际中必须从心理 

上设想和理解对方的感情与用意，这便是心理学所 

说的移情(empathy)。有了情感的认同，还必须自觉 

站在对方的立场行事。Samovsr和 Porter(1995：284) 

把这种角色选取 (role-taking)能力叫做适应能力 

(adaptation competence)，即调整 自己以适应对方．从 

xC-Jy的角度进行交际，这符合 Kim所提出的操作标 

准。移情和适应能力对说话人能说出得体、恰当的 

话以及听话人能准确理解、领悟对方话语的用意都 

发挥着极大作用。其作用同时体现在交际中，有了 

移情的心理，还要有适应性的话语行为。如 A和 B 

俩人同时赴宴，被安排在相邻座位，A出于礼貌，从 B 

的角度对 B说： 

What a bit ofluckthatI’m placed nextto yon ． 

此话非常得体，表示被安排在 B的旁边是一种 

荣幸。如果 A不用移情，话语也随之变成： 

What a hit ofluckthat yon ’replaced nexttom ． 

此话似乎说“你能坐在我旁边，你应感到荣幸”， 

显然使 B觉得 A趾高气扬，破坏交际气氛。 

在跨文化交际中，移情和适应能力的作用尤其 

重要。按自己文化的方式行事或带着自{下转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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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上接第72Ⅲ)己文化的有色眼镜看待其他文化，只会 

给交际带来障碍。如外国朋友把年龄、收入、婚姻状 

况都看作隐私，一句“How old you?”虽然语法正 

确，却触犯了隐私，会引起不快。如中国学生叫老师 

喜欢加上姓，如“张老师”、 王老师”，把这一习惯套 

用到英语上，叫外国教师“Teacher Smith”、“Teacher 

10l— ’却属语用失误，因为英语习惯是直呼其名， 

或在姓氏前加 MrZM~-a／Niss。可见，只有从心理上尊 

重对方感情和思想，设身处地按对方的民族文化习 

惯考虑问题和实施言语行为，才能在交际中达到默 

契。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越来越多外国朋友来我 

国工作和学习，他们对一些根据我国特有事物译出 

的英语已逐渐能接受，这是移情与适应的结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可以概括为 

认知能力(包括语言知识、语用知识、社会文化知 

识)、移情能力、适应能力等。要取得跨文化交际的 

成功，光有语言知识和语用知识并不够，还要有与此 

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在移情的心理作用下，自我调 

整，以不同文化的习惯和规则进行编码和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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