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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文化差异与日语 

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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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与语言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一种文化都会在语言中打下烙印，而每一语言也会有其文化背景。所以，了解 

中日文化的差异是进行日语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在日语教学中不但要有语言观上的认识，技术性的策略亦非常重要。 

关键词：文化差异；日语教学；文化渗透 

中图分类号：H0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6-0130-03 

一

、语言学习与文化 

文化包括一切人类社会共享的产物，包含了一个 

民族的全部活动方式。语言是文化的重要部分。并对 

其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基石；另一方 

面，语言又受文化的影响。文化所涵盖的范围很广， 

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不同的衣着饮食，更在于一个人在 

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那种处事哲学、价值取 

向、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和语言形式等等， 

这些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一切文化都是 

独特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的。学习一种外语不仅要 

掌握语音、语法、词汇和句型短语，而且还要知道说这 

种语言的民族如何看待、观察事物，要了解他们如何 

用自己的语言来反映他们的思想、行为和习惯。因 

此，语言与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的语言行为是 

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可探索到许多文化奥秘，不同 

的文化对相同的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外语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所以就应 

该立足于理解所学语言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行为和 

观点，学习语言与了解语言所反映的文化分不开，语 

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是外语学习很重要的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基础，它使人们得以将客观事实进 

行分类、记录、记忆、思维和总结；语言又是最基础的 

传播文化载体，人们借以传递信息、交流经验、联络感 

情；语言也是各个人群集团最具特征的行为，它成为 
一 种文化的标志或分辨不同民族(国度)的标志。可 

见，语言既是工具，又是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相联系 

的现象。 

二、文化差异与语言 

文化知识面过窄无疑会构成与日本人语言交际 

的极大障碍。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中国 

人与日本人同文同种，这其实是中日两国国民基于对 

文化母体国与文化接受国这种定型化的思维模式上 

的误区。从历史上看，日本从中国吸取了大量的文化 

营养，表现出许多与中国相近的东方特色。但是，中 

国与日本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毕竟不同，日本文化 

是日本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吸收了包括中华文化 

在内的外来文化，又将其巧妙地移植在本民族精神土 

壤上的产物。因此，在语言表述上，在行为方式上，均 

表现出典型的异质文化的痕迹。 

文化的差异首先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最先触及 

的是词汇。意义相同的词语在不同文化领域中具有 

不同的感情评价意义和文化历史联想。从实际情况 

看，指代意义相同，但文化伴随意义不同的词例在中 

日语言中有许多。比如：“你”作为第二人称代词在汉 

语中的使用频率很高；而在 日语中，相当“你”的“贵 

方”，只能用于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或恋爱中的少男少 

女的相互称呼。在语言运用中，尤其在 口语中，日本 

人一般很少用它来指代第二人称，通常采用“姓 +敬 

称”、“姓+职务”，或是通过使用敬语而省略人称代词 

的方式来表示汉语中的“你”的意思。还有，部分表示 

节日的词汇，其文化伴随意义也各不相同。如：“端午 

节”和“七夕”这两个中国传统节日，虽都已传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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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内容、以及使人引起的联想却不一样。众所周 

知，在中国“端午节”是吃粽子、赛龙舟，使人联想到爱 

国诗人屈原；“七夕”则让人想起了牛郎和织女的鹊桥 

会。日本的这两个节日与之相比是大相径庭，这两个 

节日都是孩子们的节日。前者是男孩节，家家户户插 

菖蒲、挂鲤鱼旗；后者是孩子们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纸 

条上，然后挂在树枝上，据说这样能愿望成真。从体 

态语言来看也有所不同。体态语言是人类在漫长的 

生活中形成的以手势、头部动作和面部表情等来加强 

说话语气或表达某种意思的特种语言。中日两国虽 

同属东方文化，但依然有许多互不相同的体态语言。 

如：中国人见面握手表示问候，而日本人则避免身体 

部位的直接接触，习惯以鞠躬致意。鞠躬虽是中国的 

老礼，但现在很少有人行此礼。 

具体的文化差异则在语汇和日常用语中表露无 

遗，比如，日本人在就餐前总要说“I ta da ki ma SU”， 

而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因此，这句话很难译成贴切 

的汉语。一般将这个词理解为“吃”“喝”的郑重说法， 

或者译为“不客气了”等等。日本人即便是家族之间 

或者只是自己一个人，每日三餐之前都要习惯地说这 

句话。假如是客人，当然就更不能不说了。然而，从 

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角度分析，即便说“不客气，我要吃 

了”，也觉得非常生硬，更难理解日本人一天几次不厌 

其烦地说这句话了。其实，这句话的背后蕴涵着深远 

的文化背景。在封建社会，日本人认为食物为上帝或 

皇帝之恩赐，故吃饭之前一定要说“I ta da ki ma su” 

(领受恩赐)。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文明的进 

步，人们认识到食物来源于大自然，更来源于劳动。 

因此，食用时不应忘记劳动，应感谢大自然的造化和 

劳动的辛苦，带有崇尚劳动的文化心理特色。从这个 

角度分析，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什么总要习惯于说这 

句话的心理特征了。如果对日本文化缺乏了解，在用 

这句话时总难免感到别扭和生硬，从而带来语言交际 

的障碍，或者使对方感到莫明其妙，或者是自己对对 

方感到莫明其妙。 

如中国人对一位年龄较大的日本老先生说：“您 

是最年长者，而您的贡献也最大。”这位老先生便露出 

不愉快的表情，并说“我还年轻”。其实，用“年长者” 

这个词是中国人出于尊重对方，源于中国人的敬老情 

结，而日本人在心理上却产生了“我老了，不中用了” 

的不快感。类似这种由文化差异引发的语言交际障 

碍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同的语言文化也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上。崇拜强者，追随强者，肯于学习强者，是日本人对 

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吸收、选择、改造是日本人学 

习外来文化的基本手段，即为我所需则移植照搬，不 

为我所需就拒之国门外，不符合国情民意的就加以改 

造。通过日本对儒家文化的引进、吸收，可以看到日 

本是如何改造外来文化的。中国儒家认为，为仁者须 

常备五德，即“仁、义、礼、智、信”。此为五常。但以 

“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传到日本后，日本人改造成以 

“礼”为核心的日本儒家文化。两者不同在“仁”强调 

道德主体对他人的爱戴、尊敬和宽容，提倡“仁者爱 

人”，爱自己以外的所有人。“礼”则强调道德主体维 

护自己的名分，尊从社会制度和习俗，注重人伦规范， 

包括人与人交际中的仪式。中国人孝顺长辈、爱护亲 

友，乐于助人，有人情味。而日本人很注重礼貌，说话 

谦和，彬彬有礼，但有些表面化，缺乏深度，人情冷淡。 

日本人从小就教育孩子要抱团，要有集体意识，从小 

学一年级开始就有统一的制服，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 

校的各项活动，低年级要服从高年级，而到了社会上 

更要严格遵守规则，即便自己不愿意，也要按上级的 

指示做，上下级之间使用严格的敬语，团体精神体现 

在上级对下级的绝对权威，以及下级对上级绝对的服 

从，即使失去个人利益也要保护集体利益。 

三、日本文化与日本语 

日本文化的特征是讲究“间”和“和”。“间”即指 

日本人在实际生活中强调人际交往的一种适当的“距 

离”，社会秩序的有序性、社会各集团、阶层间的应有 

关系等等。“和”即指在“间”的基础上达到一切事物 

的和谐、统一。这点从日本民族 自称“大和”就可以看 

出来。语言是思想意识的体现者，日语扮演着体现日 

本文化特征的角色。日语中的格助词，授受关系助动 

词、暖昧的表达方式等等，这些正是日本文化所具有 

的“间”、“和”特征在其语言中的充分体现。 

学习日语的学生入门阶段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怎样正确地掌握格助词。因为现代汉语中正好缺少这 

种对应的概念。学习者将中、日文双方对应的实词加以 

对照之后，会觉得日语的格助词是多余的。这除了初学 
一 门外语时自然会产生的一种“求简心理”在作怪外， 

恐怕还是与缺乏对日本文化特征的了解不无关系。日 

语中的格助词所起的作用就是标明它前面的词(名词或 

名词性词组)在句子中的地位、成份，并确定它与句子的 

关系。这样实际上就体现了一种“间”的意识，句子中 

各成份间的关系有时就会一目了然。 

授受关系的表达中也体现着“间”的特征。}=、加 

岛、屯岛 、0、7=二 <、南c于弓、 弓、<札弓、<7=墨为 

等等，只要将它们作适当的搭配，那么，究竟是谁“授” 

或谁“受”便会很清楚。例如：“田中墨尢I耋先生l二抟 

屯L 0、本老0、允 誊丧L7=二”。反过来说：“先生f耋 

田中墨／乞，}：挡屯L 0、本老 L ”。句子的核 

心即“间”并没有改变，只是格助词进行了重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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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要保持“间”(老师与田中的师生关系)不变， 

就要靠相关的格助词和授受关系助动词来作相应的 

搭配。反过来说，相关的格助词与授受关系助动词起 

着维持“间”的作用的主体的不同，表达方式也不一 

样。如：吃饭：先生 L南c于为；学生 食 为；去 

学校：先生 、岛 L， 为；学生 行<。借助敬语 

和谦语来表达，自然地显出了一种“间”。 

如果说上述格助词、敬语、授受关系助动词是一 

种“间”的体现的话，那么，在此基础上日语所表现出 

来的暖昧、婉转、退让等特征就是一种“和”的精神的 

体现。语言是调剂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日本人 

正是基于此才非常注重语言的表达，希望以此来达到 

整个社会的和谐与有序。如果我们在给学生讲授日 

语格助词、授受关系助动词、敬语等知识时，能适当地 

作一些如上所述的有关日本文化特征的铺垫性讲解， 

这有助于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与接受，至少能够消 

除一定的心理障碍。 

四、日语教学中的文化渗透 

语言的习得，目标语的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一种 

文化意识的培养，一种价值观念的接纳，一种人格的 

重铸，一种思维方式的养成。在学生的意识中，文化 

差异可能局限于艺术、音乐舞蹈、服装时尚等流于表 

面的东西，而更深层的文化特质却没有准确认识，无 

从把握。学者们把文化比作大海里的一座冰山，能看 

见的只是露出水面的那一小部分，而构成文化的那一 

主要部分却隐藏在水下，为人们所不知。而那潜藏的 

部分才是给语言交际造成障碍的重要因素。 

文化包罗万象，怎样在教学中导人文化内容呢? 

文化不但有共性，也有个性，不同文化中必然存在差 

异。对于学生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较为容易掌握，而 

对于差异或个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际失误。 

从心理上讲，学生对相同的事物容易了解，对于相异 

的事物较感兴趣，而且容易记住。在外语教育中更重 

要的还是要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使学生对目 

的语国家的文化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首 

先要使学生树立起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所谓的文化 

相对论是指排除以本国文化为基准评价异国文化的 

态度，而肯定所有的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的观点， 

也称为文化平等论。文化是平等的。对于异族文化 

应本着“横向”的观点来看待，而不是“纵向”的。教学 

中应遵循文化差异的导人原则——即对比的方法，将 

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某些差异进行比较导人。 

这样能使学生避免交际中文化带来的失误，使学生能 

在语言表达上更加得体。 

文化导人也要注意实用性，即针对教材内容和学 

生的日常交际的需要。如果所学的语言文化知识与 

日常所需密切相关，与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那么，学 

习动机就会变成强大的动力，学生的学习兴趣将会大 

大提高，学习效率则是不言而喻的。文化是综合体。 

在教学中，我们应遵循文化内容综合性导人原则，将 

所学教材内容(句子、语篇)、日常交际方式(非语言交 

际行为)与文化要素、文化共性、文化差异综合性地导 

人，使学生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对目标语文化的 

诸方面从整体上有一个理性的把握。教师应对目标 

语文化的价值观念、文化特点作提纲挈领的导人，使 

学生从总体上了解目标语的文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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