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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下，“地球村”中的国家关

系越来越密切。具备跨界沟通的桥梁型人才日益成为人

们关注的对象。其中一个阻碍跨界沟通的，就是异文化

交流。作者在日本留学期间，对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有

了更深的认识，认为在日语教学中，应该如何正确地指

导理解异文化和适应异文化。

一、日语教育中“文化”的定位

东亚文化圈中，文化资源分享虽有正面作用，但有

时也会造成误解，以为东亚各国具有相同的文化，而忽

略了不同的文化，从而造成了理解与沟通的困难。我们

对于日本文化的认识，也有这样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大

学日语教学中的文化差异的剖析，来探索促进两国间文

化了解与沟通的有效方法。目前，全球学习日语的人大

约有四百万，数量前三的是中国，印尼，韩国 [1]。

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统计，2009 年中国日语

的学生从 827171 名到 2013 年的 1046490 名。日本文化部

在 2000 年，面临日语学员数量的不断增长，日语教师在

2000 年已不再实行统一的「标准式教育」，而改为「弹性

教学」，由「基础」至「应用」。具体而言，设置了“社

会”、“文化”、“教育”、“语言”三大学科，并将其划分

为“社会”、“文化”、“地域”、“语言与社会”、“语言与

心理学”、“语言与教育”、“语言”五大板块 [2]。日本文

化部在同年发表的《日本語教員の養成に関する調査研

究協力者会議》报告中，认为日语教师的职业能力应该

包括语言能力、日语教学能力、日语教学背景等。《高等

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日语教学指导委员会于 2000 年制订的。该大纲对

日语教学的目标和有关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规定。其中，

以日语为基础，日本语为基础，日本文学，日本社会文

化为重点。

《日本社会文化史》一书中，将日本文化史、日本

概况、日本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分门别类，包括历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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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风俗、政治、经济等 [3]。我们可以看到，课程大纲

中所列的课程，是希望透过语言的学习，使同学们能够

认识到日本的文化，以及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我们

还可以从以上的教育部大纲和日本文化部推行的“弹性

教育”中看出，“文化”在语言教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鉴于日语言化在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在中文

教学中应重视两个问题：一是从实践上讲，语言和文化

是二元合一的过程，除了对高年级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

文化教育之外，文化教育也很重要 [4]。理由很简单，因

为每一个词的背后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意义，正如

“一个字的诠释，就是一个文化的历史”。第二，《高等

院校日语专业高年级阶段教学大纲》明确指出，在日语

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掌握“文化”的关键，而不能脱离

外语教学。确实，如果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文化

解释中，那就是喧宾夺主了。然而，在语言学习中，特

别是在日语学习中存在着“文化”这个神秘的问题，它

被称为“文化干涉”[5]。

美国学者詹姆斯·班克斯有一句经典的话：儿童时

期所处的社会环境对他们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他

们接受了外界的东西，并接受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JamesA.Banks 认为，母语在学习或沟通中有一定

的障碍。到目前为止，英语教学的基本模式都是在面对

完全不同于自己国家的文化系统时，先从文化的差异入

手，进而引导学生主动地去了解 [6]。根据 Banks 的观点，

大多数人都会从自己的文化角度来看待差异，寻找了解，

把分歧看成是彼此的不同，让另一方来了解自己，而在

这个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忽视自己的文化。

例如，在日语中，“经济”就是“経済”，“けいざ

い”是读音。尽管是汉字，但是汉字的字形和发音却有

很大的差别。在引入该词汇时，你怎样才能掌握并了解

它？首先，它是日本人发明的。晚清时期，日本人吸取

了西方的文化，把“economics”这个名词翻译成了“经

济”，这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被引入中国的。其次，为

了解释日本人对“economics”的翻译，在中国传统文学

中，把“经世济民”这个名词作为“经济”，并赋予它一

个新的意义，从而实现了文化的创新。在实践中，只有

通过这种文化阐释，才能消除“中国”这个词的固有思

维的干扰，从而体会“文化吸收”的文化内涵 [7]。日语

的学习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不管是初学者还是高年

级学生，在各个阶段都会遇到来自自己国家的文化问题。

所以，从低级向高等的学习，实际上也是一个跨越差异、

寻找彼此了解、超越文化障碍、实现文化融合与创新的

过程。

二、中日文化差异

异文化是指在各种文化中出现的各种现象。随着经

济全球化和社会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对异文化的认识和

对异文化的适应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必要的交际技巧。同

时，异文化间的排斥、共存和融合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

课题。异文化交流强调的是实际操作。许多人都认为，

异文化的交流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上的问题，如果能

用语言交流，那就没有问题了。在我去日本之前，我

也是这样想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文化背景对异文化

的沟通有很大的阻碍，只有克服了这些阻碍，异文化

的沟通才会顺畅。本文作者认为，英汉语言的不同之

处在于：

1. 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

日语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含蓄”、“暧昧”。特别是在

某些消极意义上，一般不会直接用否定的词汇，而会用

否定的语气。比如，“讨厌”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经常会

说“不喜欢”。日本人在判断和表达自己的态度时，更看

重的是自己的判断和态度会对别人的心理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所以，他们往往会用“可能”，“也许”，“大概”

这样的含蓄的表达方式。日本人也很忌讳谈论身体上的

缺陷。日本人一般把残障人士称为「有语言障碍的人」、

「失明的人」、「失聪的人」。日语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

敬语。比如，在称呼上，提及自己的亲人与提及他人的

亲人时，使用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2. 不同的思考模式。

日本人有一个很大的特征，那就是把对方当成自己

的核心，总是担心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比如日本人经常

说“抱歉，不好意思”，或者日本的服务业，在全球都

很有名。由于服务行业的每位从业人员都具有“客户至

上”的意识，因此才能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3. 不同的行为方式。

日本人最基本的礼节就是遵守时间。尤其是日本人，

他们的时间表都是按分钟计算的，因此，他们晚了好几

分钟都不能原谅。在诸如有轨电车和地铁这样的公共运

输中，还有误点的证据。这个凭证是由于某些原因而造

成列车延误时，车站会发出。带着这张证明去上班，就

不会被视为迟到。如果是平时，他可能会迟到，那就得

提前通知公司。同时，还要告诉他们，他们为什么会迟

到，需要多久才能抵达，以及抵达的具体时间。因为日

本人自觉地把工作看得很重，所以在实际工作中，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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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某些特殊的习性和行为方式。首先，就工作时间而

言，中国人下班通常都是看手表，日本则是根据工作内

容来确定下班时间。日本人通常会在一天之内加班。就

算不给加班费，他们也愿意加班。日本公司的工作时间

可以说是一种文化 [8]。

三、中日文化吸收与文化创造

在中日语言教学和文化交流方面，人们更多地注意

到了古代中国对中国的影响，也更多地注意到了日本人

在翻译大量西方文化作品时，使用汉语产生了大量的词

汇，从而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中国人所创

的现代词语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容小视，这充分表明了互

相吸收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比如，京都有个别名叫“洛阳”，和南京叫金陵一

样，也叫石头城。在课堂上，有时候会遇到“入洛”这

个词，意思是“到京都”。京都市有个地方叫“洛北苑”，

顾名思义，就在京都市的北边。据说平安时代的时候，

京都被日本人称为洛阳，后来又用“洛”来表示京都，

于是出现了京洛，洛中，洛外，上洛。

从“洛”到“洛阳”的日化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

么是文化吸收，什么是我自己。我们谈到文化创造，其

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与知识，

鲁迅所谓“拿来主义”，也是如此。可是，“拿来”之后，

又该如何消化吸收，化为己用呢？如“工匠精神”一词

是否可译为日语“职人気质”。从字面上看，这样的解释

很好。两者的共同点，就是专心致志，甚至达到艺术的

境界。日本人讲“石上三年”；汉语中有“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的说法，而日语中也有“云は道によって

贤し”等 [9]。

不过，在这两个字的后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

出中日之间的文化差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工匠精

神”，“美轮美奂”、“巧夺天工”、“精益求精”、“庖丁解

牛”……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名言。然而，在古代，特

别是文人墨客，总是把技术、艺术当作人生的点缀和调

剂，他们的人生有着崇高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达者

为国，为国为民”。中国的主流文化普遍不赞成把自己的

一生都用在研究一种技术上，这样做带来的快乐只能是

“玩物丧志”。

而大部分日本人对眼前的琐碎小事很是满意，他们

可以通过每一项工作来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的价值，并

积极地投身于此。那么，这种追求“一物一物”的精神

和文化又是如何渗透进日本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日本在

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是一个崇尚佛教的国家。佛教经典，

例如《华严经》，其最根本的理念就是“一粒尘埃而知天

下”，这一观念对日本人养成了一种全神贯注的态度，有

着深远的影响。例如，日本人很喜欢打棒球，一条关于

棒球的格言让我很感动。

“一球入魂”（いっきゅうにゅうこん），不管是击

球者或投手，他们都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每一个球上，

他们的注意力都很集中，好像要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到每

一个球里。不管是在赛场上，还是在电视上，所有人都

能从“一球入魂”的气氛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忘我的状

态。从上面可以看出，“工匠精神”与“职人気质”在词

义上没有差别，而从与佛教的联系上来看，明显是中国

文化的熏陶。

四、如何引导学生理解和适应中日文化差异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没有哪一种语言可以离

开它而生存，二者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联系的。中日虽然

有着悠久的文化交往，但是由于其特有的民族性格和地

理环境等原因，两国在文化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不了解

彼此的文化，在交流和沟通中常常会出现许多误会。身

为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要认识中日两国的文化

差异，并培养对异文化的适应性，也就是日本的文化，

从而使我们能够真正地掌握日语，并顺利地进行跨文化

交流。作者提出了日语教学应重视的问题。

1. 针对异文化交流，进行专门训练。

在异文化交流时，对于同一现象，要有不同的看

法，不要被自己的认知框架所束缚，要找到和发掘多元

的思考方式。异文化训练是一种锻炼这种能力的活动方

式，它被称为“案例学习”。案例学习是一种通过对某

一事件的暗示，并对该场景进行解释和评价的方法。在

小组讨论中，首先要对异文化 - 摩擦的情景和情况进行

描述，然后从两国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摩擦的成因进行

分析，并对如何解决这种矛盾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

对策 [10]。在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后，学生可以在这里了

解到异文化的不同。在这种培训中，教师的角色不在于

给学生“标准答案”，而在于鼓励学生主动思考，积极分

析，并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必要的协助。

2. 对照语言表达，发现文化特点。

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人们在语言上的表现方式也

不尽相同。比较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找到不同的表达

方式和原因，以加深对不同的认识。比如，当中国人夸

奖某人时，他们会说：“小李今天真好看。”日本人会说：

“山田也是个美女。”这细微的差别，却反映出日本人的

文化传统，即以对方为中心，含蓄、严谨，时时留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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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态度、判断会给对方带来的心理冲击。日本人说：

“今天的山田真美！”，那么被称赞的山田不但不开心，

反而会觉得“难道我以前不漂亮吗”。

五、结语

简而言之，日语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日语的沟通

顺畅。日语教学工作者应在尊重学习者的文化习惯的同

时，引导他们了解自己与日本文化的差异，进而促进他

们更好地了解中日文化，并不断学习，不断发展，为异

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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