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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在闭关锁国闭门造车，而是转变
为开放与发展并存，西方的文化与商品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中，
我们与国外的沟通和交流逐渐变得密切。这对于我们加深对西方
社会的理解来说属实是一件好事，但这一过程的有序高效进行却
涉及诸多文化因素，这主要是因为中西方对于许多问题和思考方
式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就不可避免的造成误
会与矛盾，导致交流的结果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为我们敲
响了警钟，要想促进国内外贸易高效有序地进行，我们应注意
诸多方面的问题。

1　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文化冲突
1.1个人空间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讲究团结和谐，倡导天下一家，主张全球的人们应

该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愿意群居，而西方的
人们讲求独立与隐私。因此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常常会出
现西方人觉得受到隐私侵犯，而中国人觉得只是在尽地主之谊关
心与热情对待外国友人，这种现象的频发不得不让我们意识到在
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是我们应充分考虑国内外的风俗习惯，而不
应该主观臆断的用自认为好的方式对待对方。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讲求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讲求守时准

时。所以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在进行某项活动前会制定十分精
细的规划与安排，尽量让每一分钟都得能物尽其用，而不会白
白浪费，而与此相反的是，中国人对时间的观念往往不是那么看
重，往往认为迟到半小时也不是大问题，而这在跨文化交际时毫
无疑问会给对方留下不好的第一印象，此后的跨文化活动自然也
无法愉快进行。在西方要拜访某人，一定要提前告知主任，说明
拜访时间和缘由，主人应允做好准备后才可前往，到客人家中拜
访时，也只可在客厅与之交谈，不可随意进入卧室参观。而中国
人在拜访方面往往较为随意，卧室客厅更是随意参观，这让西方
人常常难以接受。

1.3对于称赞不同态度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逊低调，认为高调会惹人记恨，因此当听到称

赞和表扬的话语时往往下意识的贬低自己，回应自己的成就只是
偶然或是不值一提，而西方人对于称赞则往往很高兴的接受，认
为自己实至名归，此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西方人认为中国人虚伪，
装腔作势；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太过自傲。这将使得跨文化
活动进行前就存在了一定先入为主的客观印象，不利于活动的顺
利进行。

2　文化冲突现象出现的原因
中西文化冲突现象出现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源，就在

于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生长环
境，这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行为等多方面都产生较大的差异，因
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常常出现诸多矛盾和冲突。

2.1思维方式间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谦让和尊卑，在对人与交往中要秉承来者

是客，应当尊敬的原则，认为有才能有学士不应显露要注重内秀，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跨文化交际中，往往有能力的中国人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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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谦让的推辞，而西方国家的人们则会骄傲的接收称赞和夸奖。
西方文化的思维讲求逻辑和分析，就事论事，处理事情讲求有理
有据，分条缕析，处理问题讲求直截了当。而中国人在对待事情
时往往更倾向于直觉和客观印象，因此在对待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情时就也难免带有一些主观色彩，而对于问题的处理时更是会选
择委婉含蓄的方式，认为直截了当会让对方感到不自在，更加顾
虑别人的感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种无疑会造成
一定的困扰，例如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人字面背后的意思，中国
人认为西方人没有礼貌。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经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人们，对待不同的行为也许会有不同

的理解。而由于双方行为模式的差异，常常会导致一些不必要的
误解与矛盾，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的头以表示对可爱孩子的喜
爱之情，而在西方拍小孩的头时很没有礼貌的举动。所以说在我
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之前，应对对方的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
对其习俗更应表现出尊重与理解。

3　有效避免文化冲突的方式
通过对上述各个方面的叙述，我们了解到了在跨文化交际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许多问题，因此要确保活动的有序进行，我们需
要采取一定的举措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具体措施如下：

3.1改进跨文化学习模式
我们必须改进学校设立的跨文化交际课程，在质和量两个方

面对课堂教学中的跨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
学手段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此同时，学校应多举办相关
讲座，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对跨文化交际提出些许意见，促进学生
对于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实际情况的感知和了解，同时，学校应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促进学生的实际情景感受，多模拟跨文化交
际形式，有效推进知识和实践的有效结合，使得学生所学知识能
够进行有效的应用，使知识在应用中得到进步的升华和深入。

3.2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除去语言类的沟通交流外，非语言交际外商务谈判中也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对于贸易的达成和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非语言
交际是在谈判过程中的言谈举止，体现出谈判双方的内涵与修养。
而中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对于非语言沟通的习惯也有着较大的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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