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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包含文化发展演变过程中持续不断的信

仰、规范、秩序和传统，是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在

古代，在东北亚地区，中国文化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对

其他文化带来深刻持续的影响。故以中国文化为中心，

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等分布周边的同质文化圈逐渐形成。

《同中国文化再相逢》对于同质文化圈的影响力做出积

极的肯定。1

虽然中日韩三国拥有同源文化，但在三国迥异的政

治、历史、社会和经济大环境下，各自国家的本土特色必

然影响其文化的发展进程，逐渐产生自己独有的文化样式

和文化内涵，促使本民族所特有文化身份的诞生。中日韩

文化虽同系出同源，然三者在诸多方面仍存在差异。

一、文化差异

1.1 传统节日的差异

1.1.1 中日七夕节文化差异

作为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

与当地文化、风俗习惯融合后，形成了一个充满日本文

化特色的节日。中日七夕节差异主要表现在

1. 主角。在中国，成年人庆祝七夕节，而在日本，

七夕节的主角则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从最初的天

皇和大臣开始，随后进入到贵族阶层，最后融入庶民百

姓的生活。经历了历史变迁后，现代日本本土的七夕节

以儿童为主，仪式多在幼儿园和托儿所举行。

2. 日期。与中国的农历七月七日举行七夕活动不同，

日本的七夕活动日期是公历 7 月 7 日。

3. 节日活动及其活动内容。日本的公历 7 月恰逢梅

雨季节，不具备敬拜牛郎织女相会的气候条件，故七夕

的庆祝活动改为挂“五色短册”。对月穿针为中国七夕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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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活动内容，日本将此内容改为把带有祈愿性质的“五

色短册”装饰在竹子上，中国祭祀中的“红、黄、绿、

白、黑”五色中的黑色也被替换为紫色。

4. 气候。为了确保牛郎和织女能够正常相逢，在七

夕，中国人祈祷能有晴天。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期盼下

雨，哪怕几滴雨也好，最好是倾盆大雨，把挂有“五色

短册”的竹子冲走，这样，人们的许愿就能梦想成真。

1.1.2 中韩端午节文化差异

由于韩国文化发源自中国文化，两国的传统节日拥

有相同名字也不足为奇。但是，二者不论在形式和内容

上，都相差甚远。

1. 分布地域大小不同。在中国，端午节是全国性的

祭祀屈原的传统四大节日之一。然而，韩国端午节则是

区域性的，只在江陵地区出现。大多数其他地区的韩国

人甚至对端午节没有准确的认知。

2. 风俗不同。中国端午节习俗内容丰富多彩，主要

有赛龙舟、祭龙、采草药、挂艾草、食粽、拴五色丝线、

佩香囊等。活动时常仅一天。江陵端午祭则包括巫法祭

祀、跳绳、假面制作、巫俗表演、假面舞、农乐表演等。

活动持续时间也更久一些，为二十天到三十天。

1.2 筷箸文化的差异

1.2.1 中日韩筷箸文化的起源与演变

筷子最早出现在商代，始称“箸”。随后，“箸”的

名称几经更迭。先后有“荚”、“箸”和“筋”的叫法。

明代时，渔民企盼行船顺利，船体结实，不生蛀虫，故

改称“箸”为“快子”，取其吉祥之意。又因“快子”大

多是竹质的，宋代就出现了“筷”的叫法。

作为“筷子文化圈”的一员，日本的筷子也受到中

国的影响。史料记载，遣唐使将中国人的箸进献给圣德

太子，当时的日本人仍旧是用手进食，圣德太子因此被

称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用箸吃饭的历史名人。

韩国的筷子同样来自中国。中国的筷子在何时传入

韩国尚无定论。但筷子通常被认为是商朝遗臣箕子率民

迁往朝鲜时带入的。韩国人吃饭除了筷子，还会用到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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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韩国人大约从青铜器时代就已经开始用勺子进食，

最终形成了今天筷子加勺子双器具进餐的模式。

1.2.2 中日韩筷子文化的外形、材质、种类及使用方

法对比

1. 中国筷子的外形、材质、种类及使用方法

在中国悠久的筷子文化历史中，出现了多种多样外

形和材质。除了常见的木质和竹质，筷子的材质还有金、

银、铜、铁、象牙、玉石等。古往今来，筷子的长度都

在 20 － 25 厘米左右，宽度是 0.4 厘米左右。

因古代中国礼仪制度的要求，筷子的使用方法比现

代要复杂。古代的筷子只能夹菜，不能扒饭。宋代的宫

廷出现了现在的“公筷”。

2. 日本筷子的外形、材质及种类及使用方法

中国的筷子进入到日本后，材质变化不大，以木竹

为主，但其外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头平长身变为头

尖身短。中国人喜欢围坐在一起进食，要稍长的筷子才

能满足长距离夹菜的需求。在日本，自古以来是分餐制

盛行，所以不需要给别人夹菜或者夹取离自己距离远的

菜肴，因此，筷子的长度缩短。日本饮食特点以海产品

为主，多生食，筷子尖细利于剔拨食物。

日本的筷子种类繁多，功能多样。其中漆筷和方便

筷是日本的特产。漆筷最早是贵族专用，以彰显其地位

尊贵。后来，带有纹饰和镶嵌漆筷，成为日本人喜爱的

馈赠佳品。

方便筷，即一次性竹制筷子，是日本人的创新。日

本历史上，用杉木制成方便筷十分受欢迎。

3. 韩国筷子的外形、材质及种类及使用方法

与中国筷子不同，韩国筷子长度稍短，筷身略细并

且扁平，易撕开泡菜。筷子进入朝鲜半岛后，材质由竹、

木变为为金、银和铁等。古代韩国对于什么社会阶层能

用什么材质的筷子由严格的等级制度。平民用铁筷子，

贵族才能用金银材质的筷子。今天韩国的筷子基本都是

不锈钢材质的。

中韩两国筷子的使用方法比较相似。但在进餐时，

韩国人的饭碗不允许离开桌面，因此，勺子成为喝汤和

吃米饭的必备。

1.3 中日韩忠孝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忠文化起始于先秦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发

展渐成体系，阐释个人在自己的家庭和国家中所应该扮

演的角色。中国的“忠孝”指对君主忠诚，对父母孝顺。

儒家的“忠”包括两个对象，即君和臣。只有君主遵守

孝道，实行仁政，善待百姓得到百姓的拥戴，才能要求

臣子的忠诚。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忠”文化是一种君臣

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要求关系双方都必须承担各自的道

德义务，其中臣子对君主的忠诚并非绝对的，无条件服

从的。仁政是臣子对统治者忠诚的前提条件。

中国的“忠”和“孝”都是以“仁”为基础的，其

是最高道德水平的体现。但是，在日本，“仁”的涵义

和重要性均与中国截然不同。对于日本的长辈和统治者

而言，仁只是“附加值”而非“必需品”。日本的“忠”

与“仁”完全分离，“忠”仅仅是忠诚于君主，即无条件

服从天皇。在日本，皇恩居首位，父母之恩次之。回报

恩情的首要原则就是忠，每个人对天皇都有义务。天皇

对外传达的信息不是中国皇帝的“圣旨”而是来自神的

“神谕”。因此，日本的“忠”有两层含义，一是义务，

二是信仰。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韩国，虽接受了中国的“孝”

文化，却对其进行明显的改变，用“先孝后忠”代替

“移孝为忠”，即当忠孝不能两全时，韩国人的选择与中

国人的抉择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君臣之“忠”要让位于

父子之“孝”。这是韩国“孝”文化的一大特点。中韩两

国对“孝”不同的价值观直接变现为各自不同的实践形

式。与中国相比，韩国的“孝”更具有规范性和等级性。

在韩国，因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老人多跟随长子生活，

且其家庭地位最高，权威最大，晚辈出入皆先要给老人

打招呼。

二、如何正确进行跨文化交际

当今世界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地球村，不同的历史渊

源和社会文化风俗等因素都影响本民族特色文化习惯的

形成，各国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等都具有明

显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对跨文化交际带的负面影响

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对比不同国家迥异的文化习俗，

能使学生了解和认识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正确地

进行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的首要原则为树立文化没

有优劣之分的平等意识。其次，准确了解文化差异，避

免刻板印象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从容应

对交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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