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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人的非言语表达行为 

黄学杰 
(浙江工程学院 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3) 

摘要：语言对人们传达思想、感情是十分重要的。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仅仅依赖语言表达还不够，语言之外即 

非言语表达同样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本文拟从日本人常用的非言语表达行为入手，论述这些非言语行为所展示的日本 

文化的某些层面及 国民性格，以期为我们更顺利地与 日本人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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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Understandings on Japanese Nonverbal Expression 

HuaIlgXue-jie 

(College o／Foreign 唱l妈 ，ẑ撇 lmtitute ofScience and Tedmology，Han~ ou 310033，China) 

A~ 'act：Although a very important tool for people to convey their ideas and emotion8，la age is riot the only chsnl~ ~oush which 

people ccemmnicate with each other．The impommce ofnonved~l cormnunication has long been Iec0 ：ed．TIle present g岫dy pIDbes into the 

nonved~l expressiom frequently used by the Japanese and discusses some舶pects 0fJapanese cuLtu~and Japanese n~ional identity manifested 

in them．It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ommunication with the J，a1)a 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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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 

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的载体。然而，能够切实充当 

思想感情之载体的并不仅仅只有语言，还有许多非言语因素 

作为辅助的交际手段伴随语言共同完成传播思想感情的任 

务。很多心理学家认为身体接触是人们相互交流的主要途 

径，而其它感觉皆以此为基础。人们通过身体接触(非言语 

表达)传达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如敌对行为往往体现在身 

体的直接暴力侵害上，而热烈程度的亲密最终也体现在相互 

的身体接触。可以说，不伴随任何非言语表达的纯粹的语言 

表达是不存在的。因此，无论在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交 

际语言学还是外语教学实践中，对非言语因素及其在交际中 

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非言语行为指用手 

势、表情、姿势等传递思想、感情。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容相 

当丰富。《比语言更达意一非言语交际入门》一书中列举了9 

项非言语交际因素：(1)身体特征，包括体格、毛发、肤色等； 

(2)身体动作，包括手势、面部表情、姿势等；(3)眼睛，眼神与 

视线的交叉等；(4)附和行为，对方讲话时随声附和的声音及 

其特征；(5)沉默；(6)身体接触，讲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身体 

接触以及代替其行为的表现；(7)交际空间，人们交际时所利 

用的空间；(8)时间 指文化形态和生理学两个方面；(9)色 

彩。在论及日本人的非言语表达行为时。撷取一些较有代表 

性的诸如鞠躬、交际空间、姿势姿态、眼神、沉默等进行简要 

分析。 

一

、鞠躬—— 日本式的“寒暄语” 

在世界众多的民族中，日本人的彬彬有礼常常给人以深 

刻的印象。他们重视礼仪，伦理意识强，等级意识分明，待人 

接物讲究“非礼勿动”。而鞠躬是人与人见面时的礼节，也是 

基本礼仪之一。虽说西方人认为日本人不重视逻辑语言，但 

是，日本民族罕见的纤细而敏锐的自然观察力和季节感，使 

他们重视寒喧语，同时更重视动作表情，特别是鞠躬。教科 

书也一再用插图示范的方式教育学生怎样鞠躬。背在背上 

的孩子就由母亲掀着头皮学习鞠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 

日本道歉或承认错误的最好方式就是鞠躬，在表达自己的诚 

意方面胜过其它任何方式。日本人一般认为，如果讲许多理 

由就意味着辩解或表示自己没有错，只讲一句“实在对不 

起”，并深深低下头，才是忏悔之意最真诚的表达。鞠躬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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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领呢?首先是所谓“礼三息”。即：(1)吸一口气后弯下 

上半身(或低头)；(2)在吐气时间里完成鞠躬礼；(3)在吸气中 

抬起上半身(或头)，恢复行礼前姿势。其次，鞠躬时还要注 

意以下几点：(1)脖子不要伸得太长；(2)不要挺出下颚；(3)鞠 

躬时男性的双手放在两侧裤线的位置或大腿前，女性的双手 

则放在大腿前；(4)根据对对方尊敬程度的不同，身体的弯曲 

角度也不一样，一般为1O～15度左右，最深为9o度左右。总 

之，鞠躬这一日本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动作，在交际中 

的作用十分重要。只有运用得当才能为双方交流创造和谐 

的气氛和环境。 

二、“明”——日本人交际的距离意识 

日语中有一个词读作r7J汉字写作r同j不仅使用频率 

很高，用法繁多，而且颇能反映日本文化的某种特点。它除 

了表示时间( 圭 南 、 )之外，还有抽象意义上的幸运、凑 

巧等意义。音乐上的节拍与语言之间的停顿、沉默(空白)是 

r同J的具体表现。但是，笔者并不想在此对r同J的所有文化 

内涵展开论述，仅就r同J所表现的日本人交际双方的空间意 

义作一分析。 

一 般交际双方在谈话时，除激烈的争吵和亲密无间的关 

系外，相互间都保持一定距离。这就是交际空间。有研究资 

料显示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在交际双方的距离上确有差 

异。例如拉美人、阿拉伯人谈话时彼此靠得很近，而法国人、 

英国人则离得较远。与欧美人相比，日本人的空间距离又要 

相对大一些。为了探明 日本人理想的交际距离，从 1988年起 

日本国际表演研究所对引起不愉快的最近距离进行了调查。 

其结果如下：与家人和恋人的距离为 59cm；朋友之间为 

70．5era；与其它初次见面的人为98cm；与街上遇到不相识的 

人为ll3cm。由此可见，日本人的交际距离相对较大。对日 

本人来说，欧美人的交际距离近乎给人一种威胁感，是对他 

人空间的“侵犯”和“占有”，在日本，即使是恋人，也极少在大 

庭广众之下接吻和拥抱。只有了解这种由于文化背景不同 

而造成的交际距离的差异，才能对顺利交往提供有益帮助。 

三、姿态姿势 

(一)面部表情 

日本人大都面部表情贫乏，就如同其古典戏剧能乐中所 

使用的面具一样。这与日本人压抑自己，不愿轻易向外人表 

露自己内心世界的性格有关。在欧美国家，微笑是礼貌，陌 

生人间的一个微笑，便成了一种无言而友好的问候。留下的 

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在日本，除了服务性行业和熟人 

以及对接待客人外，一般来说 日本人的笑容就少些，欧美人 

曾用r t， 二一 叉7 ， J来形容日本人与众不同而又 

意味深长的笑容。那么日本式的笑有何特征呢?有人把它 

归纳为自制的笑，即r笑 、J的自我抑制。身着和服的日本女 

子掩袖轻笑的神态似乎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的轻笑换 

成微笑似乎更贴切。日本颇负盛名的人类文化学专家柳田 

国男对笑(扫岛 、)与微笑(之 )曾作过严格的区分。他说 

笑有声而微笑无声。笑有时会给他人带来不愉快，有些笑也 

并非发自内心，而微笑不然。这种带有诚意的微笑，如点头 

示意的微笑绝非附合雷同之笑。它是一种寻求与他人保持一 

致的自我抑制的表情流露。 

(二)坐姿与站姿 

通常 日本人的住房为木结构。r置J(草席)直接铺在木 

地板上。人们直接盘腿坐(胡座老加<)于草席或棉坐垫(座 

布团，置于草席之上供坐用)之上。盘坐于草席之上便成为 

日本人坐姿的常态。有人说草席上的坐姿(昼l二坐6 、．j 

姿势)是日本人姿势、动作的基本框架。坐于草席之上，各人 

占据一方有限空间，相互之间保持一定距离。这种坐姿是一 

种r待横J(待命、伺机)姿态，是一种较保守、被动的姿态。它 

与日本人不夸张、不张扬的特性吻合。当然，受欧美文化的 

影响，能安然端坐与草席之上(置 上l二正座亨6)的年轻人 

是愈来愈少了。与坐姿的消极被动比较，站姿具有积极性、 

主动性。然而“直立不动”在站姿中又另当别论。通常有这 

样的情形：歌手双目微闭，像钉子似的站立在舞台上，几乎没 

有身体动作，从头到尾保持同一近乎呆板静止的舞台造型。 

这种“板钉型”的身体姿态之所以为日本人所接受，归结于他 

们不喜欢夸张和张扬(才一， 一 表现c土良L 芒札 、 

、)。因为过分强调这种感情的内在蕴籍与包容，外在形体 

动作就无关紧要了。动作的呆板并不意味着感情的淡漠，相 

反，因为过分专注于内在感情的表达而忘却了外在形式，是 

内心的“自己规定”，是内敛型的自我表现形式。 

四、目——日本人的心灵之窗 

“目”在汉语中是一个象形文字，本来应当是横着写，像 

人的眼睛，后来因为用于偏旁时为了字形美观和书写方便， 

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日语中“目”的词义与汉语一样表示“眼睛”。日语中就 

有r目c土心 镜j(眼睛是心灵的镜子)；r目c土口ci 物老言 

．j J(眼睛能像嘴一样说话)；r口℃人役芒亨目℃役亨j(不用 

口杀人。而用眼杀人)等之类的说法，而由r目Jg0成的许多惯 

用语句，颇能反映日本人在某些方面把握、认识、表现事物时 

的特点。r目l二入札 毛)痛< 、J就是堪称代表的一例，它 

表示一种极度喜爱的心情，多用于家长对孩子的亲子之爱。 

日语把这种心情比喻为“放进眼睛里(眼睛)也不痛”。这样 

的比喻在汉语中没有，我们想象不出把孩子放在眼睛里是何 

种感觉。表达喜爱、溺爱孩子的心情，汉语常常用“掌上明 

珠”或“心肝宝贝”之类的词，这样的词语往往给人抽象、笼统 

的感觉，而r目l二入札 毛)痛< 、J就不然，它很形象具体、 

生动。每个人都有迷眼的体验，所以眼睛进了东西是什么感 

觉几乎无人不知。借用这种人人皆知的感觉表达一种抽象 

概念，妙不可言。汉语中有一句类似的话可以和它媲美：揣 

在怀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不同民族因其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及交际习惯， 

其眼神的运动方式也存在差异。在英国，人们在听对方讲话 

时一定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以示对对方的尊敬和礼貌。 

否则将是轻视对方、无修养的表现。而在美国，人们只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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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对方确认“我讲的内容你懂了没有?”时才仔细盯住对 

方。在电车上，特别是拥挤的电车或电梯里眼神停留在对方 

的视线上非常失礼。日本民族是一个十分敏感他人眼神的 

民族 ，在一般的人际交往过程中，尽量避免与对方眼神相交， 

特别是男女之间，更是如此。日本著名的眼神研究专家井上 

忠司在其专著《眼神与人际关系——视线的行为方式》(讲谈 

社·现代新书，641，1982)中指出，“如果说以英国人为代表的欧 

洲人是‘眼神相合’的文化的话，那么日本人则是‘眼神相离’ 

的文化。如何用眼神进行交往，如何巧妙地回避对方的视线 

是日本人非常头痛的事。”日本人为既回避与对方视线直接 

相交又达到交际 目的，想出了许多方法，如“和室”里都有壁 

龛，那里背景挂着应季的山水风景画或书法作品，前面摆放 

着各具特色的插花，这里被称为和室的中心和日式美的典型 

体现。据说这是日本人创造的回避视线直接交往的极好方 

法。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这些绘画、书法作品上，而不必眼 

神交往。另外，日本电车上的“三多”现象(即广告多、看书报 

的多、睡觉的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尽可能回避对 

方视线交往的现实。 

五、沉默—— 日本人的无言之美 

“雄辩是银 ，沉默是金”(Speech is Silver，Silence is Golden) 

是托马斯卡莱尔的一句名言，用它来描述日本人的交际方式 

最为贴切。日本自古就有r巧言仁少 Lj之说。意为花言 

巧语假装讨好他人者缺乏真诚仁爱之心，虽然嘴上说得好， 

但却不付诸行动。日语中有不少对沉默寡言的赞美，更有许 

多对多言善变的贬低。r言扣招 花J，意思是少说为佳；r言 

j f于野暮J则是对 “说”的极度贬低——“说即不萧洒，说即 

土气”。江户时代的著名俳旬诗人松尾芭蕉，为日本人留下 

了一句警世名言r物言 之f 唇寒 L秋 凰J告诫人们不要随 

便乱说多余的话，否则会招致灾祸。这个观点在现代日语中 

被提炼成r口f耋祸 朗j——“祸从口出”。镰仓时代和歌诗 

人吉田兼好在著名的随笔集《徒然草》中指出：“沉默寡言，不 

问不说，是明辩之道最为重要的。”在日本人看来，对于某些 

事情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做，作为常识人们应该清楚，如 

果是明白人 ，不说 白明，不明白的人说了也没用。与语言交 

流相比，他们更注重相互之间的领悟与体察，像r以心亿心J 

r勘 扣加为J，就反映了他们对言外之意的传达与交流的重 

视。日常生活中，相比那些能言善辩、精于辞令者，r燕口J 

(沉默寡言)和r衲弁J(笨嘴拙舌)之人更易得到他人的信任。 

所以有r f耋下手 方力 尊f 扎为J之说。在人与人交往中， 

日本人注重用内心的感觉去体察、揣摩对方所要表达的含 

义。如茶道、歌舞伎、能等文艺活动也都很讲究动作表情，语 

言则寥寥无几。静的场面很多，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要讲 

究优美、幽雅。 

剑道则更极端轻视语言。伊藤一刀斋景久被称为一刀 

流的鼻祖。他的剑道之奥秘就是“无想剑”。所谓“无想剑” 

就是剑士在格斗或比赛中，要排除一切杂念，使自己处于无 

思无念的状态。不是要揣测对方的心态，而是要使自己的心 

态处于无思无念的境地，使水澄清，将对方的心态像照镜子 
一 样映在自己心中。这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一面机械的警 

示，正好相反，是要间不容发地进行反击。为了能不间断地 

进行反击就必须无思无念。所以 日本人认为，为了完全的相 

互理解，毋宁说语言是一种障碍物。 

日本人崇尚“沉默是金”可能由以下几方面原因所致。 

首先是因为日本是一个极度强调集体存在而不允许突出个 

人的社会。个人意思的表达并不能由他本人的意志决定，而 

要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定位和当时场合情形的制约。日本 

人时刻考虑他们在那个集体中的自然位置，每个人都力求使 

自己的行为方式与他人相协调。其次，日本社会是一个长期 

极度封闭的社会，人们共同生活在一种关系相对稳定、情况 

少有变化、外来干扰极少的社会中，彼此非常了解，在各自的 

心中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话语前提。最后，也是最深沉的原因 

是日本人自古以来的r言翌j信仰，日本人坚信就在他们信口 

说出的话语中蕴含着某种灵性，他们认为如果胡乱说话或无 

意中说漏了不该说的话，就会遭报应和惩罚。 

六、结束语 

语言交际实践表明：语言与非语言表达乃一个矛盾的两 

个方面，两者相互作用，互相影响。在某些场合人们只有通 

过语言表达才能表明自己的思想，而在另外一些场合，惟有 

借助于非言语表达。上文论述的多为日本人带有普遍性的 

非言语表达行为。然而事物总在不断发展变化，深受西方文 

化影响的当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一代，未必完全遵从上述 

交流方式，即便是传统的日本人，酒后的那段善言与狂放也 

和他们传统表达方式截然不同。重要的是，通过论述可以了 

解一些 日本文化和国民性格方面的知识，有助于与 日本人顺 

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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