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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礼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然而不 同的文化有着不 同的礼貌衡 量标准 以及表达方法。从而 

赋 予“礼 貌”一词不 同的文化 内涵。礼貌本身可以成为成功交际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因而礼貌 用语常常成为语 言学家的研 究对 

象。中西文化相去甚远 ，西方文化常以英美文化为代表。“礼貌”一词在两种不同文化 中的含义也存在一定差异 本文 旨在分 

析 中西文化 中“礼貌”一词的不 同文化 内涵以对比研 究中西会话语用结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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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litet1eSS．as a symbol of human civilization，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of the human society．However，different cultures 

have different criteria and v,,ays of expression concerning politeness，thus mnderiag this word different connotations．Politeness itself Can be a 

very importan t part in successful human interconm~mfication，and its expression in language appeals to linguists all the time There al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kinese cultm'e and the western cuhm'e as represented by that ofthe Britain and America．The aim ofthis paper is to 

make a co【l】pam r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conversational structures in the two languages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cormotations of the word 

“politeness”in the two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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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信仰 、风俗习惯 、宗 

教法律 、制度 、组织机构等的总称。而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 

化和社 会的产 品。因此 它必 须从 文化 和社 会的角 度去理 

解。”(Sapir，1988：188)文化对语言具有巨大影响，因为文化不 

仅传授语言符号以及使用规则，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规定着语 

言符 号 的 意义 ，而且 影 响 着人 们 使 用 这 些 符 号 的 方 法。 

(Samo、_ar．Porter＆Ste ，2000：125)正因如此 ，语言被打上 了 

深深的文化烙印。 

礼貌足人类文明的象征 ，是一种约定俗成 的社会行为规 

范。一方面 ，礼貌 是一种普 遍的社会现象 ，在所有文化 中都 

存在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认识到在不同文化中有 

不同的礼貌衡量标准 以及 表达方 法。这种差异性源 于不同 

的历史文化背景 。何兆熊认为“礼貌的语言 和礼貌的行为只 

是表层现象，是特定 的文化价值在语言 中的折 射，只有深人 

到文化 的深层中，才能透过这种表象 ，挖掘出其真正的特征 ， 

才能成功地解 释其本质特征。”(何兆熊 ，2000：239)这就是礼 

貌的文化 内涵。 

正因为礼貌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 ，所 以人们在 日常生活 

中总是竭力去维护和遵守它。这种维 护和遵 守既表现在行 

为上又表现在语 言中。因为礼貌本 身可以成为成功交 际的 

重要组成部分，它创造了一种和谐友好 的交际氛围。在语用 

学中，为补充格莱斯 (Griee)合作原则的不足 ，里奇 (Leech)提 

出了一系列礼貌原则的准则。但 由于不同 的文化 对“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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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词 的理解不同 ，因而在遵循这些准则时会有所偏颇。换言 

之 ，有些文化 ，如东方文化 更倾 向于谦虚准则 ；而另一 些文 

化 ，如西方文化，更侧重 于策略准则。不 同文化对各 准则的 

遵循程度不尽相同。 

话语中的“礼 貌”是礼貌原则在语言 中的典 型表 现。在 

语用 学 中 ，话 语 语 用 结 构 的研 究 对 象 主 要 是 会 话 结 构。 

(Levinson，1983)本文旨在分析中西文化 中“礼貌”一词的不同 

内涵来对 比研究中西会话语用结构的差异。 

二 、礼貌的文化 内涵 

礼貌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的含义受不 同文化 因素影响 ， 

因而不 同民族对“礼貌”的理解不同。中西文化相去甚远 ，西 

方文化常以英 美文化 为代表。“礼 貌”一词在两种不同文化 

中的含义也存在 一定差异。这种 差异源于中西文化在个人 

价值观 、个人隐私权 、思维模式 ，以及交际 中对信息或语言形 

式的不同侧重等文化因素造成 。 

(一 )个人 价 值观 和礼 貌 

西方文化被 称为“个人 价值至上 文化”或 “个人 主义文 

化”。个人主义表现为 自我主动性 、自我独立精神 、自我表现 

力等方面 。对于西方人 来说，自我居于极其重要 的地位 ，个 

人成就 、个人主权 以及个人 自由被视为美德而加以颂扬和推 

崇。(Samovar，Porter&Stefani，2000：62—63)正是由于这种根 

深蒂固的个人价值观 ，当西方人受到赞美 时，他们会欣然接 

受。这是因为他们以自己为荣 ，不会刻意去掩饰 自己的 自信 

心和成就感。 

在汉文化 中，“自卑 而尊人 ”是其礼 貌的核心部分。(何 

兆熊 ，2000：239)中国人深受两千多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 ，“中 

庸之道”，“树大招风”的思想在头脑 中根深蒂固，无论说话做 

事都避免张扬 ，严守谦虚准则。中国人在谈论有关 自己的事 

情时 ，通常表现出 自谦和 自贬 ，以视谦虚 ，他们认为欣然接受 

别人的赞美是不 礼貌 的行 为。中国人的这种 自我贬抑 的做 

法常常使英美人感到迷惑不解。 

(二 )隐私权 和礼 貌 

英语中有句谚语 叫做 ：“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意思 

是“每个人的家都是他 自己的城 堡，不容别 人的侵犯。”西方 

人非常尊重个人 的隐私权 ，在交谈 中忌讳诸如年 龄、婚姻状 

况、个人收入 、信仰之类的话题 ，认为那 些纯属个人 隐私 ，不 

便询问 ，否则便被视为不礼貌。 

而在汉语中这些事情可以随便作为话题 ，而且被认为是 

一 种对他人表示关心和热情 的行为 ，可 以用以缩短彼此的社 

会距离。 

(三)思维模式和礼貌 

礼貌用语还受到 中西文化 不同思维模式 的影响。西方 

人的思维模式成 直线 型，在语 言中表 现为直截了当 ，简洁明 

了。话语的核心部分在一开头就点 明，采用“直称策略 ”，并 

且认 为这种直入主题的会话方式是礼貌的表现。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通常呈螺旋型，在语言 中表现为尽量 

避免直截了当而采用迂回的表达方式，语言含蓄委婉，采用 

“暗示策略”，常把话 语的核心部分放在后面 ，因为他们认 为 

这样做才符合礼貌原则。 

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可用 于解释 中西方文化 中请求 和 

邀请语的语用差异。西方人在请人办事时，采用“请求 + 陈 

述”的方式 ，先直截 了当地提 出请求 ，再 陈述 细节 。相 反，中 

国人常常采用 “陈述 +请求 ”的方 式，先述 细节 ，再提请 求。 

另外 ，这种不同的思维模式还可用来解释 中西文化在邀请用 

语上的语用差异。在中国，受邀者 不能立即接受邀请 ，否 则 

就会显得过于急切 ，是不礼貌的行为。而邀请者也须再次或 

三次发出邀请才算真诚。西方人在接受邀请时 ，常常直截了 

当地表示接受或拒绝，而邀请者不再发出第二次邀请 。 

(四)交际中的信息、语言形式和礼貌 

语言交际包括交际信息 和语言形式 两个 方面。中西文 

化对两个方面各有所 侧重。这种不 同侧重其实 和跨文 化语 

用学 中不同文化在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时有所侧重 不 

谋而合。美国哲学家格莱斯认为 ，语言交际活动 中的参与者 

之间存在一种默契 ，一种双方都应遵守的原则 ，他称这 种原 

则为会话的合作原 则。换 言之 ，在整个交际过程 中，说话 人 

和听话人都抱着合作态度，以期 达到成功的交际 目的。但 格 

莱斯的合作原则没有解释人们为什 么要违反会话 准则以含 

蓄 、间接地表达 自己。(何 兆熊 ，2000：211)其实 在多数情 况 

下 ，这都是出于礼貌的考 虑。间接 、委婉 的言语可 以减 轻不 

礼貌的程度 。为弥补格莱斯合作原则 的不足 ，里奇提 出了礼 

貌原则的一系列准则。 

何兆熊认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之 间存在 着一种 进退 

相让的关系，多考虑礼貌就不得不牺牲合作原则 ，反之亦然 。 

(何兆熊 ，2000：213)中西文化对礼貌一词的理解不同 ，因此在 

遵循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也就是在交 

际信息和语言形式方面各有所侧 重。西方文化 ，特别是美 国 

文化强调交际的效率 ，如何在最短 的时 间内达 到交际 目的， 

因此 ，在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之间往往侧重 于合作原则 ，语 

言直接 ，以交流的信 息为主。汉文化强调语 言的形式 ，如何 

体现语言的礼貌性 和得体性 ，因此更侧重 于礼貌原则 ，语言 

间接 、含蓄、委婉 。 

三、中西会话语用结构对比 

会话结构分析是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用学研究 会 

话结构的目的是要通过探索 自然对话的顺序结构来揭示会话 

构成 的规律，解释会话 的连贯性 。(何兆熊 ，2OO0：305)一个完 

整的对话是由一系列语句构成。会话语用结构分析就是研究 

各语句在整个交际过程 中的作用 、意义及语用 联系。会话结 

构分析可从两个不 同方面去人手 ，～个是局部会话结构 的语 

用分析 ，另一个是整体会话结构的语用分析。局部会话 结构 

分析是对整个会话交 际过程中的不 同阶段进行 的语用分析。 

何兆熊认为 ，相邻对 (adiaeency pair)是研究会话局部结构 的较 

合适的基本单位。(何兆熊，2O00：313)整体会话结构分析是指 

为达到某个交际 目的而进行 的一段对话的结构分析 。它 主要 

讨论整个会话是怎样开始展开并结束。中西文化中“礼貌”一 

http://www.cqvip.com


周 梅 ，等 礼貌的文化内涵和中西会话语用结构对比分析 109 

词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这种不同必然会反映在会话结构中， 

因此有必要对中西会话语用结构进行对 比研究。 

(一)局部会话 结构对比 

局部会话语用结构的对比分析常以相邻对为基本单位， 

对 比分析相似交际情景 下整个交际过程某个 阶段 的语 用差 

异。这里仅从 礼貌角度出发 ，用实例对 比分析不同文化 内涵 

如何造成会话结构中招呼语、道别语、对恭维与赞扬的反应、 

邀请语这 四方面 的语用差异。 

1 招呼语的语用差异 

英语 中的招呼语一般分 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 

招呼语 常用在正式场合 ，譬 如 ：A：How do you dot B：How do 

you dot 

非正式招呼语 主要用 于朋友或亲近的人之间 ，譬 如 ：A： 

l{i!B：}Ii! 

招呼语“How are you?”既可用在正式场合 ，又可用在非正 

式场合。譬 如：(1)A：Good mo ng， ，Srnjth，How are you 

tMay?B：Fine，tlmnk you．(2)A：}Ii，T0m．How are you today? 

B：Fine． 

中文中的招呼语也有 一些和英文对应 的表达法 ，譬如 ： 

A：您好 !B：您好 !但在 日常生活 中，这样 的表达法用得较 

少。在更多时候 ，人们 习惯 于根据 自己的推测和判 断询 问别 

人在于什 么或 准备干 什么。譬 如：A：小 王，接小孩 啊?B： 

哎!类似的问候还包括：吃了吗?上哪儿去?去上课啊?等 

等。这些仅仅是打招呼 的表达法 ，说话人并不是真正想弄清 

听话人在干什么或准备干什么。听话人无须作明确回答 ，可 

视具体情况随便答复。 

西方人认为别人在干什么或准备干什 么纯属个人隐私 ， 

不应成为交谈话题。中国人则认 为这 种问候方式表达 了对 

别人的关心，能够缩短彼此距离。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文化 

差异，就会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误解而导致交际失败。 

2．道别语的语用差异 

中英文中的道别语不乏相似之 处。人们在道别 的时候 

常常用诸如“再见 !(Goodbye／Bye)”，“明天见 (See you tomor． 

row)”之类的表达法。但在某些场合 下也存在一定差异。譬 

如有时候主人把客人送到门口会说 “慢慢走 ”、“走好”之类 的 

话 。客人会回答说 ：“请留步”。这种道别的方式常常会使西 

方人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英语中没有类似的表达法。西方 

人认为客人离开后怎样回家是他的私事 ，没 有必要指示别人 

怎么走 。中国人认为这样 的道别语是 出于对客人 的关心 ，是 

礼貌的表达法。 

3．邀请语的语用差异 

西方人在 接受邀 请时 ，常 常直截 了 当地表 示拒绝或接 

受 ，邀 请 者无 须 发 出第 二 次邀请 。譬 如 ：would you hke to 

come to dinner 山us曲s evemng?如果受邀者要接受邀请 ，他 

会说：0h，ves．I'd hke to．或者 0h，yes．That’s a great idea．如 

果受邀者要拒绝邀请，他会说：I'm a d I caJ1’t．或者 Oh，I'd 

fike to，but I’m afraid I can’t．不管以何种方式 回答，邀请者都无 

须发 出二次邀请。 

中国人认 为立 即接受别人 的邀请 是不 礼貌 的行为 ，在接 

到邀请时他们往往会再三推辞 ，而邀请者要再 次，甚 至第三 

次发出邀请以示真诚。请看下面的例子： 

张 ：小王，星期 六到我家来吃饭吧。 

王 ：不 了，怪麻 烦 的 。 

张：不麻烦 ，反正我也没事干。过来和我说说话吧。 

王 ：你老是请我吃饭 ，太客 气了。 

张 ：别这样说 ，吃 顿便饭 嘛 。 

王 ：好吧 。那就谢 谢 你啦 ! 

在该对话中，邀请者总共发 出了三次邀 请 ，受邀者在推 

辞两次后接受 了邀请。一旦 了解 了这种 由文 化差异造成 的 

语用差异 ，便可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4，对恭维和赞扬 的反应 

西方人受 到别人恭 维和赞扬 时常表 示感谢。譬 如 ：A： 

Ann，you are so k强utif t0day．B：Thank you，mom 

当母亲称赞 自己的女儿漂亮时，女儿愉快地接 受了母亲 

的称赞。西方文化被称为 “自我价值 至上文化”。别人 的赞 

扬是对听话者个人价值的肯定 ，听话者大多会欣然接 受。不 

必要的谦虚会被人误解为是对说话者欣赏力 的怀疑 ，从 而伤 

害到说话人的面子 ，是不礼貌 的行为。 

中国人受赞扬时常通过 自我贬抑方式 以示谦虚。例如 ： 

方鸿渐 ：我知道我很 大胆 冒昧。你表姐说 你朋友很 多， 

我不配高攀 ，可是我很想在你的朋友里凑个数 目 

唐晓芙：我 没有什 么朋友 ，表姐在 胡说 ，她 跟 你怎 么说 

呀 ? 

方鸿渐 ：她 并没讲 什 么，她 只讲你善 于 交际，认 识 不 少 

人 。 

唐晓芙：这太怪 了!我才是不见世 面的乡下女孩子呢? 

(《围城》) 

方鸿渐对唐晓芙有好感 ，借苏小姐的话 赞扬唐 晓芙善于 

交际。且不说方鸿渐 的赞美是否是事实 ，唐晓芙称 自己是不 

见世面的乡下女孩子，是典型的自我贬抑的谦虚作法。 

(二 )整体 会话 结构 对 比 

整体会话结构对比分析的目的在于研究在相似交际情 

景下 ，为达到相同的交 际 目的，对 以两种不 同语 言为媒介 的 

一 段对话进行的语用结构对 比分析。这里 ，笔者将从 上文 中 

提到的中西文化对话语 信息和语 言形式 的不 同侧重 以及 中 

西方人不同 的思维模 式两方面人 手来对 比分析这 些差异 。 

先看下面一段 电话对话 ： 

A：Hello． 

B：Hero．fI11is is Tbm th，Is山at Ann? 

A：Yes， 

B：Oh，Ann，I have s0rnethi urgent to talk tO Dick Johnson 

about．but I~rget Ilis telephone numl~r．1 wonder if you could#re 

me Hs numl~r． 

A：Wait a ~ nute．I’U bring my telep~ne book． Ah，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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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23344． 

B：Just let me cheek that．66223344． 

A： nlat’S it． 

B：Thank you．Bye． 

A：Bye． 

再看在相似的交际情景 下 ，为达到同样的交际 目的，中 

国人会怎么说。下面是 甲和乙的电话对话。 

甲：喂 !请问找那位? 

乙：请 问甲在不在? 

甲：我就是。 

乙：是我 ，好久不见 了，你还好吧? 

甲：挺 好 的。 

乙：小孩几岁了? 

甲：快两岁了。 

乙：会 说话 了吧 ? 

甲：会 ，还会背唐诗呢。 

乙：真的吗? 

甲：是 呀。大家都夸他呢。 

乙：(仿佛 突然想起)哦，甲，我想问问你有没有小彭的电 

话号码?我找她有点事。 

甲：哦 ，你等一会儿 ，我去拿电话本儿 。她的电话是 ** 

* * * * * o 

乙：谢 谢啊 。再 见 ! 

甲：再 见 ! 

从上面可看出“礼貌”在两种语言 中不 同文化内涵所造 

成的语用差异。西方人讲究直截了当，交际的 目的在会话的 

开始就点 。中国人喜欢 先寒 暄几句再提及交 际 目的。他 

们认为寒暄在交际中是必要 的，它可以拉近说话人 和听话人 

之间的距离 ，是热情 的表现。在跨 文化 交际 中，这种谈话方 

式往往会令西方人感到莫名其妙，甚至会产生误解。 

整体会话结构的语用差异还表现在请求用语上。看下 

面的例子 ，一位学生请求老师调课时这样说 ： 

学生：老师 ，我们班周 六要 参加 系上组织 的英语戏剧表 

演大赛。 

老师 ：那挺好。这种 活动应该参加。 

学生：系上领导对这次活动非常重视。我们班也下 了不 

少工 夫。 

老师 ：好好努力，争取拿到名次。 

学生：比赛将在周五 晚上举行 ，可我们周五晚 上有英语 

课 。 

老师 ：哦。 

学生 ：能不能把课 事先调一 下? 

老师 ：行 。 

学生 ：谢谢老师。 

老 师 ：不 用谢 。 

学生用的是典型的“陈述 +请求”策略，先述 细节 ，再 提 

请求。这种请求方式和中国人的螺旋型思维模式相吻合。 

而西方人受直线型思维模式 的影响 ，常常采用“请求 +陈述” 

的策略。先直截 了当地提出请求 ，再述 细节 。在跨文化交 际 

中中国人的请求方式常常使西方人感到抓不住谈话重心 ，从 

而导致交际失败。 

四、结束语 

文化是个动态系统 ，会有所发展变化。随着各 民族问的 

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加强 ，文化不断 面临来 自其他 文化 的思 

想、观念 、信息的冲击 。这种不 同文化 间的接触必然 会给本 

族文化带来变化。目前 ，中国和西方 国家在政治 、经济 、文化 

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汉文化要完全避开西方文化的影响似 

乎不太可能。比如现在越来越 多的 中国人在 听到别 人的赞 

扬时也愿意表示欣然接受了。在请求他人时，也有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采用 直截了当的方式。但正如萨莫 瓦等 学者指 出 

的那样 ，尽管文化 中的许多 因素在发生变化 ，但 一个 民族 的 

深层文化结构却在抵抗 任何重大变动 (Although many aspects 

of culture are subject to ckm ，the deep structure of a culture re— 

sists major alterations)o(Samovar，Porter＆Stefani，2000：46)他们 

还认为 ：每个文化都想持久保 留下来 ，所 以它们 在引人其他 

文化的成分时，通常只采用那些和 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和信仰 

相容的文化成分 ，或者是那些不会造成对本 文化重大破坏的 

变动(Because cultures want to endure，they usually adopt only those 

dements that are compatible with their values and beliefs or that can 

be modified without causing major disruption)。(Samovar，Porter＆ 

Stefani，2000：45)这样看来 ，从礼貌的角度 出发，汉 民族在总体 

上更倾向于谦 虚，语 言从整 体上 更偏 向于委婉 、含 蓄 ，因为 

“自卑而尊人”仍是汉民族礼貌的核心部分，位于其文化的深 

层结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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