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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寒暄语简介
最早关于寒暄这一概念的提议是由美国外籍学者马林诺夫斯

基在研究特罗布兰德群岛语言的作用和功能时提出的，寒暄语是
为了创造一种气氛或保持社交接触，避免交际双方出现尴尬，
其目的在于社交接触而非探究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现代很多学者
都把寒暄归于一种交际性的范畴,因为寒暄大部分都指的是在自己
进行应酬时和另一个对方所讲的话,也是为了与别人进行应酬的一
种沟通方式,其经常被看成是同时出现在二者乃至更多个别人的谈
话中,因而我们可以理解地认为, 寒暄的本质是一种交际，它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2　中西方寒暄语差异性体现
2.1日常用语
不同的国家的寒暄语表达方式各不相同。在中国，人们寒

暄时喜欢采取询问式，话题易偏向受话者的个人问题，如“吃
饭没啊”“在哪工作? ”“年底有加薪吧? ”个人的年龄、收
入，所购物品的价格，婚姻家庭等成为中国人开启进一步交谈了
解，建立友好关系的钥匙。但在西方人的世界里，打听个人隐私
是很不受待见的事情，会让对方感到不解和疑惑。西方人见面的
一般会谈谈天气、娱乐活动等无关紧要的事情，当然也可以谈近
况，但只是大致无目的地谈谈，不包含隐私，可以说：“How are
you?” “How is everything going on? ”

2.2社交用语
中国人受到夸奖时总是非常客气，比如朋友见面，甲穿了一

件新衣服，乙便会夸道：“哎呦，这件衣服好漂亮啊。”甲心里虽
然乐开了花但嘴上却说：“哪里哪里，我觉得很普通的”这类谦虚
的话。这在中国很正常但在西方人看来却很虚伪，西方人通常会
非常开心并说道：“Oh , I’m glad to hear that，thank you。”
另外在中国，对于别人送的礼物，即便真的想要，也会故意推辞
一下，说“不要”或者“不用，我有，谢谢”，但最后还是接受。
西方人则比较直接，大方接受并“Thank you，that’s great，
I like it very much。”这类表示感谢的话。

2.3称呼用语
在汉文化中，中国人兴老幼尊卑，好尊师重道，比如学生和

老师见面打招呼，是不能直呼其名的，通常是“赵老师好”、“李
老师好。”但在西方刚好相反，老师很乐意学生直接叫他们的名
字，认为这样会减少与学生的距离感。如“hello，Tom”、“hello，
Rose”。再比如对待“老”这个字，西方人会在称呼中千方百计地
避免，而用其他的词来替代“old”。但中国人是提倡使用“老”的，
和老年人打招呼时通常会说：“赵老好啊，您老这是要去哪儿
啊？”

3　中西方寒暄语差异性原因
3.1价值观不同
在中国，儒家思想经过不断发展取得了主导地位，儒家群体

观念成为传统价值观的主要方面，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也逐渐倾
向重整体，轻个人的形式。而西方的人文主义，个体观念最早来
源于苏格拉底的思想或是人们普遍信奉的《圣经》，鼓励或要求人
们突出、重视自我。西方的人文观念和自我思想是其后来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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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渊源和基石。这种价值观差异决定了英汉寒暄语话题的差异，
所以中国文化的寒暄语经常以日常生活小事为主要话题，来关切
彼此。而西方人在相互交流时尽量不提年龄、工资等个人问题；对
隐私小事闭口不谈，最多只是讨论一些双方都乐意去谈的话题。

3.2思维方式不同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小农经济哺育了

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儒家学者多关注于如何治国理政，用伦
理道德规范社会秩序，从本质上讲，儒家思想就是人文关怀下的
伦理道德体系。比如见人拿着篮子，问“上街买菜了?”见对方提
着行李，问“出差啦?”而西方文化发源于希腊半岛爱琴海等开放
的地区，小国寡民的治理方式，发展迅速的航海业和手工商业使
他们更加注重隐私，他们并不理解在中国为什么琐碎的日常小事
会成为谈论的话题，这对于认知型思维毫无逻辑可言。

3.3道德情操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为道德精神，注重人的修养、

道德等。其中道德修养又以“谦和”为最，而非过分地显露聪明
才智。”请客吃饭，尽管菜肴丰盛，主人还是说“做得不好，望见
谅”，表达的仅是一种客气。相反西方人肯定自己的才能是自我心
理健康的表现，过于谦虚反而是缺乏自信心。所以对于恭维话，汉
语习惯用“否认”的方式，如“哪里，哪里”，“过奖了”；英语则
多采用迎合的方式。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仁爱孝悌，说“您
老”、“老人家”，是尊老的表现。但在西方文化中，各种竞争激烈
而自由，青春代表着无限活力，老年人失去了青春，相比而言也
就是失去了竞争力，老会遭到别人的嫌弃，甚至成为累赘，人们
经常都是闭口不谈老的。

4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西方文化本质属性不

同，导致了中西方寒暄语的差异；同时中西方寒暄语的差异性也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所以我们在与外国友人交
流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文化差异，时刻注意这两种不同的文化模
式，减少或避免文化冲突，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积极的应对跨文
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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