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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命运共同体视角下中日跨文化交际研究
马俊宇 尹凤先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摘要】近年，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交往也变得日益频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广泛认知，在此前提下，以亚洲各国为范围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与发展对于整个亚洲的地区局势及未来

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中，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以来都保持着良好的交流传统。且这种趋势在近现

代正不断加强。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下，也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有利于开展中日跨文化

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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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所
谓“亚洲命运共同体”指的是在面对亚洲局势，解决亚
洲问题时，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需要亚洲各
国共同努力，通力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亚洲地区长
期的稳定和繁荣。从亚洲地区的文化、历史交往、地理
位置等角度来看，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符合亚洲历
史发展长流，顺应亚洲地区发展趋势的明智选择。具体
来看，亚洲文化圈大都受到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影响，
无论是东亚还是东南亚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离不
开儒家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从历史交往角度来看，亚
洲地区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进行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
交流，如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的经贸往来和互派使节
等等。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来看，亚洲各国之间的相对距
离并不遥远，整体形状呈现半圆弧状，利于形成统一的
整体。随着未来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将大大缩短亚
洲地区各国之间的距离，便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那么，应该如何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
下，有效地进行中日跨文化交际呢。本文主要尝试从日
常生活、商务以及国家层面的跨文化交际来探讨此问题。

1. 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交际
1.1 在进行交际前提前了解与交谈内容有关的日本

历史或风俗习惯
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人文交流方面，从塑造共同体

意识，构筑民心互通之桥的视角来看，我们在与日本人
进行跨文化交际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了解对方的历
史和风俗习惯。尤其是要仔细研究与将要进行跨文化交
际有关的历史文化内容，做到心中有数，为即将进行的
跨文化交际的开展打下良好的基础。避免因为文化差异
导致沟通时存在较大差异而难以开展的局面。例如，当
有日本朋友说想要邀请你去他家做客时，在提前了解到
日本人的交际行为中的距离感和日本人委婉的性格特点
后，我们会感受到，这句话的意思仅仅只是出于礼貌和
客气的寒暄表达而已，不能过分解读，误认为对方真的
是在邀请自己去对方家里做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给对方家庭造成困扰。因此，在进行日常的跨文化交际
之前，提前了解好对方国家文化特点以及交际特点之后
再对对方的表达进行合理的解读、处理是十分重要的。

1.2 在交际过程中充分考虑对方的感受
基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大前提下，中日两国人民

命运休戚与共。在一次的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需要注
意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中国人这一
方要充分考虑日本人的感受，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
之邦，日本也是倡导以 " 和 " 为贵的国家。但是，在实
际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中国人可能会更加注重自
己的感受，而与此相反，日本人则会更加注重对方的感
受。如果不能很好地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说话太过于
直白的话，就会使得另一方在交际中感到不适。

1.3 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另一个不能很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面对一些突发的交际场合下由于反应迟缓，不能
及时根据对方的话语做出反应。这就要求我们除了要在
关键场合下注重跨文化交际之外，还要在平时就注意对
日本人的跨文化交际思维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尤其是作
为日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日语的基础上，更要了解日
本社会文化和日式思维，比如日本人说话的暧昧婉转，
日本人的集团主义等等。在平日里，面对在交往中可能
会遇到的情况，尝试用对方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这
样，在真正开展跨文化交际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游刃有
余。

1.4 相互尊重对方的社会文化差异，做到求同存异
由于中日两国社会意识形态存在差异，无论是从

社会还是文化层面上两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些
差异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两国人民不同的与
人交往的方式，在面对这些无法避免的文化差异的时候，
我们应该对此表示尊重，理解和适应，做到求同存异，
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作为一个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为
了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坚持求同存异是很好的面对文化
差异的应对方式。

2. 商务场合中的跨文化交际
在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下，中日两国在经贸上

的往来是必不可少的，中日两国在经贸和商务上具有共
同利益，相互合作的互补性较强。从亚洲命运共同体
经济层面的视角来看，中日两国在商务场合下的跨文化
交际也非常符合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共商、共建、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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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的原则。中国企业在亚洲各国开展业务时，需要理解
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对于目标市场进行深入的
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与日本客户在商务场下
应避免直来直去说话的模式。与中国喜欢直来直往的表
达方式相比，日本人更喜欢委婉的表达方式。同理，中
国人作为跨国人士在日本工作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很多问
题。近年来，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逐年增加，根据厚生
劳动省的调查显示，到 2019 年末为止在日本停留的外
国劳动者数突破了 166 万人。并且这个数字年年攀升，
成为有史以来最高的人数。在这其中，中国人占据了其
中大部分的比例。甚至在很多公司有很多中国人在公司
站到了公司高层的位置上。许多中国员工在日本工作的
时候，有时也会对日本特有的交流方式到困惑。因此，
当处于不同国家和文化中成长的人们在同一个职场工作
时，就需要在深入了解了彼此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前提下
才能达到顺畅的交流。在日本工作或商务场合下应该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 :

2.1 比起用语言说明，更注重培养工作中的默契
许多外国劳动者在日本工作的时候，在职场上进

行跨文化交际的必要性很高。对工作抱有不同的认识，
和同事之间的关系，负责的工作范围等，日本人与外国
员工之间存在“不协调感”的情况不在少数。比如，有
不会明确表达 YES 或 NO 的日本上司，也有对“讨论”
这个词感到困惑的外国员工。根据外国员工的语言能力
不同，有时会因无法表达不满和意见而产生误解。和职
场中发生的如外国员工决定一件事情的思考方式、业务
优先顺序、对长时间劳动的想法等方面会产生不同等的
情况，如果忽视了跨文化交际，职场内就容易产生焦躁
不安的气氛、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恶化。

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员工之间会产生共同的思考
和价值观。这和企业文化和组织文化也有关联。员工平
时接触的企业的展望、上司的指示方式、工作上的评价
等，都是根据各种制度和行动方式而形成的。也就是说，
“不说也知道”在日本社会交往中占据很大的比例。例
如，关于顾客信息的管理方法，外国员工提出了新的提
案。即使现状看起来并不合理，但是因为员工之间既有
的“默契”，如果按照惯例需要长期采用同样的方法的
话，对于老员工来说也容易感到“不得不继续”。用语
言来说明这种默认的理解让员工信服是很难的。但是，
如果不说明理由就把价值观强加给对方的话，没有共同
价值观的中国员工可能会无法接受，从而积攒压力。

2.2 学会界定工作的范围，尽可能地尝试完成更多
的任务

在亚洲其他国家，对待工作通常情况下会提前确
立好属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在中国亦是如此，公司会明
确规定员工从事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这是一种根
据本人的职位和职种，明确决定应该做的范围的形式。
反过来说，范围以外的工作是不应该做的。与此相对，
在日本要求许多任务的职场很多，工作范围没有明确限
定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没有规定业务范围的情况下，能
做许多新业务的员工也会被评价为能够成长为优秀的员
工。因此，在日本的职场环境下必须要学会尽可能多地

尝试各种类型的工作。通过空司开展的 OJT 或 Off-JT
等形式的培训，尽可能地去适应日本职场的工作模式，
提高应对日本职场的工作能力。可以以管理人员为对象
进行学习，也可以从自己过去经历过的一些案例中学习
常见的对工作范围的界定方式。

2.3 加强时间观念，增强时间意识
日本独特的想法之一是“对时间的认识”。对上

班的时间要求早，却不在意下班的时间。这是以前在日
本经常看到的景象。虽然时代正在变化，作为工作方式
改革的一环，规定了加班的上限时间，关于加班和会议
的效率，企业在行动上也有了变化。但是，如果觉得下
班时间不够，就要根据工作场合的不同来区分了。在这
种情况下，重视效率化，在意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外
国员工会感觉难以工作。相反，和工作时间观念比日本
员工宽松的外国员工一起工作的话，日本员工也同样会
产生压力。此外，对于截止日期的想法，不同国家的想
法并不相同。日本企业有着严格的截止日期的概念。日
本员工认为“在截止日期之前会交付完美的产品”。另
一方面，中国员工会认为“在截止日期之前提交，之后
再修改就可以了”。因为没有认识到这方面的差异，导
致在截止日期交出的交货物品的品质低，以至于日本企
业认为如果不和中国员工交待详细的计划及截止时间的
话，就无法达到客户满意的效果。因此，作为中国员工
必须要加强时间观念，增强时间意识。

2.4 尝试理解日本人的集团主义，不要过度地突出
表现自己

人们常说，日本人一旦形成集团，就会产生出难
以估量的强大的合力。贝尼迪克在《菊与刀》一书中写
道：“日本人始终以耻辱感作为原动力。”日本人唯恐
被排挤在集体之外，因此常常不愿意突出地表现自己，
而是奉行一种与周围同步的处事原则。即使意见不一致，
也通常会选择以一种圆满的方式解决问题。也就是说，
与其坚持个人的独特见解而引人注目，倒不如赞同他人
的观点，随波逐流。作为中国员工亦或是亚洲其他国家
的员工在日本企业工作都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尝试理解
日本社会的集团主义以及日本人的中流意识。而不是过
于强调表现自己的个性，热衷于发挥自己的价值。

2.5 企业应充分考虑员工的感受，不给对方增添额
外压力

在日本企业中，有部分公司认为在工作以外的时
间加深员工互相之间的关系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工作效
率的。在休息日，员工家属一起参加烧烤聚会，在酒会
上发泄烦恼等等。即使上述的想法不一定是一般情况下
的选择，但是对于想把工作和私人生活好好分开的人，
会对参加公司内部活动产生困扰。亚洲其他国家的员工
在和日本员工相处的时候，容易产生的差异之一是饮食
文化。如果员工里有素食主义者或宗教信仰者的话，必
须充分考虑欢迎会、联谊会、忘年会等活动的餐厅和菜
单的选择。如果不充分考虑所有员工的国家的饮食文化，
在开展欢迎会等活动的时候，外国员工就会无法很好地
享受宴会。解决这样的问题，重要的是要了解引发这类
问题的原因，了解在职场交流中，有哪些不同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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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会给他人带来压力。企业可以通过了解以往的职
场习惯和员工之间交流中曾出现过的问题，进而思考应
对解决的方法。

3. 官方场合中的跨文化交际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中

日关系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从经历“政经分离”，“蜜
月时期”，“战略互惠关系”，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步入新时代，两国关系都在呈现积极向好的态势。放
眼世界，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国家间的官方交流
十分紧密。从亚洲命运共同体中“相互尊重、协商一致、
照顾各方舒适度”的视角来看，随着亚洲命运共同体的
不断构建，中日两国间国家层面下沟通对话的机会将会
逐渐增多。同样，作为个体，当我们代表自己的国家站
在官方场合下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也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3.1 避开敏感话题，消除隔阂
虽然近年中日两国关系蒸蒸日上，但是仍存在一

些敏感问题会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阻碍。总的来说，
一个是历史认同问题，另一个是领土问题。关于历史认
识的问题包括，靖国神社参拜的问题、历史教科书的问
题等。关于领土问题，主要是钓鱼岛问题及其附属海域
的资源问题。这些问题因为到现在仍然没有尚佳的解决
办法，而且由于个人主观的感情原因，不同国家的人都
会有各自不同的看法。在谈论到国家有关问题的时候，
要尽量避开这些敏感话题，为交流的开展提供平和有利
的条件。

3.2 增进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关于国民感情的一些问题，往往是由于单方面的

误解和相互之间的不理解造成的。如果双方一直固守己
见的话，那么双方之间的矛盾也会随之加深。这样做不
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展开。双方之间应该把各自的主张耐
心地仔细地讲述给对方，为了获得对方的赞同和理解而
付出的努力是十分必要的。面向未来的中日跨文化交际，
只有保持沟通，构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交往原则，
才能更加友好地进行中日间的跨文化交际。

3.3 培养家国情怀，将小我融入大我中
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在异国他乡与来自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人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除了要做到尊重对方，
相互理解之外，更不要忘记我们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

体，而是代表整个国家。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的时候，
必须要胸怀远大格局，培养自己的家国情怀，时时刻刻
心怀祖国，将小我与大我紧密结合。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文化自信，增强国家意识，主体意识。为了祖国未来长
期的发展着想，为推动中日跨文化交际，中日友好而贡
献自己的力量。

4. 结束语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沟通与对话是时代发展

的潮流。“亚洲是世界的亚洲。亚洲要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必须在世界前进的步伐中前进、在世
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亚洲命运共同体构建所依托的
是基于共同利益的相互合作与和平共处，其建设是一个
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作为引领亚洲地区发展的两
个重要代表，中国和日本对于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
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借助亚洲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必然会加深中日两国之间各个领域的交
流合作，推动中日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同时，通过中日
跨文化交际也将加强两国和地区间的人文交流，塑造共
同体意识，推动亚洲命运共同体不断发展。中日两国在
未来不仅要为本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服务，也将会为全
球提供一个全新发展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样板，为全世界
长期的稳定与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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