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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正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
　　据统计，2006年，入出境外国人已经达到了4424万人次，大概是中国加入WTO之前的两倍。
自从2001年以来.中国每年仅邀请来华的海外专家就超过44万多人次，在华就业的外国人超过6万人。
近年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以及金融、保险和投资咨询机构等纷纷落户中国。
每个星期都会有1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在中国开设各种办事机构和公司企业。
　　奥运会在北京的举办更是掀起新一轮外国人来华高潮。
自2007年1月1日起到2008年10月17日，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和报道北京奥运会及相关事项，只需征得被
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
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目前全世界至少有3000万外国人正在学习汉语。
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2500所大学正在教授汉语课程。
中国对于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值得旅游的文明古国，更是一个充满着发展机遇
的国家。
　　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开始更加频繁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报道，2004年，中国就已跃居亚洲第一大客源市场；2005年，出境游
达3100万人次。
据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四大客源市场，出境游将达1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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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地球村”就逐渐由一个概念变为现实。
    随着不同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文化冲突也日益频繁发生。
小到人际沟通中的误会，大到国家之间兵戈相见，某种程度上都与缺乏跨文化交流的知识和技能有关
。
因此，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外文化交流，就成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课题。
    而今，中国正在不断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
对于中国人来说，学会如何与外国人交流还远远不够，理解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从而达到更好的沟通
目的，已经成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技能。
    本书以清晰而直观的图解方式介绍跨文化交流学，阅读起来非常轻松。
对于只是想了解相关知识，而不是要进行学术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读本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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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确了文化的定义之后，我们便不难总结出文化的一些特征。
　　从文化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文化一定是一个综合的体系，是由许多要素组成的。
其中包括物质产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关系、语言和非言语符号系统等各个要素，任何一个
文化产品都不可能脱离其他要素而单独成形。
　　其次，文化一定离不开人，无论是创造文化还是传承文化，都是由人来完成的活动，否则便不能
称其为“文化”。
打个很简单的比喻，一个天然的土堆不是文化，因为它没有人类的加工，不是人创造的物质产品，但
一旦人将土烧成了砖，用砖砌成了墙，它便是文化了，如果再加上各种设计、融入一定的历史背景、
赋予深远的社会影响，那它的文化价值就会越来越高（比如说长城）。
　　第三，文化一定具有传承性，能够被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学习和改进。
如果不能习得，文化便无法普及和传承，所以那些能够形成并传播开来的文化一定是可以为同时代的
其他人或后人学习的。
不仅如此，在人们学习的过程中，传承的同时也在改造着文化，还会成为文化的改造者，从而形成文
化的演变和进步。
　　第四，文化不仅具有多样性，而且具有自我中心性。
在这个世界上，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不相同，于是便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
化，不同文化的人都会本能地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会自然而然地
用本文化群体所遵从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去衡量其他文化群体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当这种做法达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分歧和冲突。
　　由此可见，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对该文化群体（即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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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们口中的“文化”究竟指什么？
跨文化交流仅仅是外语专业人才所关心的吗？
语言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唯一方式吗？
究竟是什么影响着不同文化圈里人们的思维与感知？
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不同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文化休克”？
是什么决定着文化交流双方的主次地位？
　　本书以清晰而直观的图解方式介绍跨文化交流学，阅读起来非常轻松。
对于只是想了解相关知识，而不是要进行学术研究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读本无疑是最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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