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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了中国第二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
当时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还刚刚起步，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会也才成立两年。
2009年北外再次主办跨文化交际国际研讨会。
此时，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从教学、科研、队伍或是从其影响来看，与
十二年前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始自上世纪80年代，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种特殊的双重性。
Interculrural communication引入我国时，曾经有过五六种译法，近年来大致已经归纳为“跨文化交际”
与“跨文化传播”两种说法。
具有外语教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前者，具有传播学背景的学者则倾向于后者。
在起始阶段，外语教学有关的研究占据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主导地位，传播学方面的跨文化研究所占比
重很小，跨其他学科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但是近年来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势不可挡，在这一本论文
集中已可清楚地看出这一势头。
跨文化研究的范畴还在不断扩大，除了传播学领域和外语教学，研究还涉及到跨文化交际理论、身份
认同、价值取向、经贸关系、跨国企业文化、文化适应、跨文化培训等等。
这在论文集中都有充分的反映。
可以说，论文集既集中了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同时反映了国际学者的研究现状。
　　多年以来，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的一个明显弱点是实证研究的缺乏。
我曾经做过一项调查，我查阅了1999-2002年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文史哲、教育和社科项下，共查
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这一数字十分惊人，说明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际上主流研究还有很大的差距。
许多学者为此忧虑，纷纷著文提出批评和建议。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情况正在改变。
一方面，我们在期刊上仍然看到不少一般议论性的文章，题目陈旧，内容重复，但是，另一方面，我
们也发现论文的研究题目不断扩大，研究方法越来越与国际上的主流研究范式靠近，定量定性的研究
数量不断增加。
本论文集就是明证：论文内容新颖，研究方法科学，研究结果十分有趣。
一般人常常把论文集与枯燥的阅读相联系，但是读了这本论文集，你的感受会完全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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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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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涉及跨文化交际的文章1066篇，其中基于数据统计的文章只有6篇，占总数的5.6%。
这一数字十分惊人，说明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际上主流研究还有很大的差距。
许多学者为此忧虑，纷纷著文提出批评和建议。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一情况正在改变。
一方面，我们在期刊上仍然看到不少一般议论性的文章，题目陈旧，内容重复，但是，另一方面，我
们也发现论文的研究题目不断扩大，研究方法越来越与国际上的主流研究范式靠近，定量定性的研究
数量不断增加。
本论文集就是明证：论文内容新颖，研究方法科学，研究结果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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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3 跨文化态度要素之三：合作　　这种合作是一种协调行动、促成积极的互动、在交往伙伴间创
建和谐关系的意愿。
然而和谐关系并不意味避免矛盾或掩盖差异，它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状态，合作的态度亦可简括为
“求同存异”的态度。
但这种意愿必须来自交往的各方，否则只会导致某个或某些交往伙伴一味让步，形成优势方与劣势方
，而这就违背了平等的原则。
　　3.4 跨文化态度要素之四：跨文化理解　　有了尊重、宽容与合作的平和心态，便奠定了跨文化理
解的基础。
理解是一个主体在自身的智力、经历、经验基础上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认知和认识，并将新的认知和
认识信息纳入已有的知识体系的过程。
智力、经历和经验对于理解至关重要，而经历和经验也因文化语境而异。
文化语境既是具体的物质和精神产品产生的基础，也是理解语言表达的背景基础。
理解不仅是明白语言文字所传达的意思，也要把握这些意思背后的文化语境。
哈贝马斯指出：“理解’一词在狭义上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某个语言学意义的表达；而最
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涉及彼此认可的是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方面，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
某种协调。
”（哈贝马斯，1989：3）在本文化语境中，交往主体因共享同一个语境，双方的理解比跨文化理解有
着更多的共同因素，一般容易达成协调。
而当交往各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共享因素减少，要达成协调，必须克服比同文化语境下更多的不同
因素。
因为，从宏观来说，本、异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各异，而从微观来看，互异的历史和传统塑造了交往主
体不同的生活经历、生活世界，进而影响他们看待问题的视角。
因而，跨文化的理解不能脱离宏观层面的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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