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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属于符号体系范畴，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主要受文

化差异、民俗习惯、生活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文化和语言

之间密不可分。中日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障碍，不能有

效表达内心意思，是因为中日双方的文化差异不同，在思维上

想要表达的东西有明显区别，中国人说话直接、干脆；日本人

说话心传心。所以，在为学生授课过程中要培养学生各个方面

的能力，具体有：听、读、说、写，若是单纯的了解表面

含义，会出现用词错误的现象。

1  跨文化交际的定义

跨文化交际分开来看，即“跨文化”“交际”，两者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需要了解当

地的文化背景，对语言合理利用，那么应用的高度，取决于了

解的深浅。

一位德国哲学家指出交际的范围在两个主体以上，看见其中

包括人际关系，这样一种行为。语言和符号是为了让人们清楚

明白地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含义，进而完成交际。

2  跨文化交际语义传递的对比分析理论

2.1对比语言习惯的差异性

不同民族文化并非完全无相干，也存在一定的相似情况，

可以称为“文化偶合现象”。试想一下，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

风俗、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不尽相同，使得人们看待事物也是有

一定的差异性。例如：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诞生了许多“轮回”

“龙”“八卦”之类的字眼，若是日本人不了解中国文化，很难懂

这些字眼表达的意思。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人对待浪费金

钱的行为，一般称为“挥土如金”，但日本人却不相同，他们普遍

称为“湯を飲んでみたいな”翻译为中文大概为“喝热水一样”，

可见差异非常之大。另一方面，狗在日本的地位属于朋友、宠物，

因为它们非常可爱、懂人心，当日本人知道中国有狗肉这道菜时，

表示不理解。虽说中国人同样喜欢狗，但也有“狗仗人势”“痛打

落水狗”等词语。

2.2对比词汇联想的意义

词汇联想可以理解为：读者在看到词汇时，联想到的范围，也

就是这个词语附带的含义。由于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文化差异不同，

引出的词语代表的意思自然不相同，举例来说“粉色”，在我国粉

色可以代表女性；交到心爱之人称为“桃花运”等等，在日本代

表的含义完全不同，就只是单纯的颜色代表，没有过度的引申。在

拿黑白来说，中国出现丧事，会用白色来代表哀悼、悲痛之情，黑

色是参加丧失的着装颜色；日本人看待白色是纯洁无瑕，在婚礼

中会使用白色为婚服颜色，表示新娘一尘不染，像一张白纸似的

等等。

2.3对比语言环境的差异

汉语和日语在语言区域方面同样各有特色，其含义和深度有

着极大不同。就拿血缘关系来说，在中国表达境界可能比日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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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些。在中国历代非常看重血缘关系，祖祖辈辈的关系族谱非常

复杂，在日本便不会这么复杂，举例来说，在中国对于叔叔、伯

伯、婶婶、伯母分的特别清楚，父辈和母辈又有不同的叫法，但

在日语中这些关系称为“おばさん”，很难分清真正的关系。再例

如日语中的“足”，仅代表身体中的腿、脚；“兄弟”也可带代表

姐妹的意思。由于日本和中国之间存在很大差异性，因此代表的

意思不尽相同。

3 重视日语教学中存在的文化差异，增强学生跨文化交际

能力的措施

身为一名“教书育人”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注重专业素

养、综合能力的提升，这样才能在课堂游刃有余的为学生讲解

疑难点。若想要提升自身素质，可通过“走出去、座谈、培

训”等方式弥补日常教学的不足。

目前，传统教学模式仍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阻碍了跨

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可采用现代化教学

手段，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日本文化，或者剪辑优质电影的片

段，让学生快速了解到人文风俗，这样才能更好的有助于学生

学习。再例如：教师设置图书角，提供有关于日语相关的书

籍，并引导学生阅读书籍，可以在一定程度提升学生的视野，

当然，教师也要布置任务，让学生将每天阅读到的内容记录下

来，从而帮助学生积累课外知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是对跨文化交际语义传递对日语翻译影响的简要

描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已成为发展的

必然趋势，关于跨文化交际需要高度重视。对于学生而言，学习

日语任重而道远，并非简单地学习词汇，更是通过词汇学习文化

的一种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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