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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空缺现象研究

张倩

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文化具有独特性，多样性，不同文化之间存在文化空缺，而文化空缺是造成跨文化交际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

从跨文化交际领域分析文化空缺现象以及出现空缺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应对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文化空缺障碍，以此进

一步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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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与全

球各国跨文化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在

文化和语言方面存在着各种差异，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文

化空缺层出不穷。比如一些中文里词汇在外国词汇中基本找

不到可以与之相应的单词，这就是所谓的“文化空缺”的现

象。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中文词汇中，而且还出现在各种文

化环境中。文化空缺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

分析这种现象的根源以及如何解决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跨文化交际的意义

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和历史事件的所有成

就的总和，是人类通过身心劳动创造的所有物质和精神财

富。而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的意识形态，即道德，

文学与艺术，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政治，知识教育以及社会

关系等。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流。

“跨文化”不仅指身处不同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交流，

文化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概念，不一定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

地理划分有关。“跨文化交际”指母语使用者与非母语人士

之间的交流，也指代具有不同语言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

间的任何交流。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受文化体系的影响

和制约。语言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人们建设文化，表达文化和

创造文化的需求。因此，在跨文化交流中，语言是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基本桥梁。语言的学习不仅使人掌握基本

的沟通技巧，而且还是了解各种文化环境的重要渠道。语言

交际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形式，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

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同时跨文化交

际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空缺的意义

“空缺现象”最早是由美国语言学家霍凯特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他在比较两种语言的增长方式时，提出了“偶

然的缺口”。同时，语言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在跨

文化交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前苏联翻译家索罗金从话

语和民族文化的角度提出了“空缺理论”。所谓的空缺是指

一方具有但另一方没有的语言和文化现象。索罗金等学者指

出，所谓的“空缺”是指外来文化接受者无法理解的，用原

始语言无法解释和容易误解的东西，从而导致了外来文化的

空缺。这种空缺可分为主观型，文化空间型，交往活动型和

话语型。正是由于语言和文化的“空缺”，跨文化交际中才

存在相应的“空缺”。这种空缺现象使跨文化交流中的双方

在信息不平等的情况下难以实现合理、完整的交流，大大降

低了跨文化交流的水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文化空缺理论由俄罗斯心理语言学

空缺理论学派在探讨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征时正式提出。文

化空缺理论的出现和应用，可以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和认识一

种文化中的文化空缺现象，从而有效地防止或避免由此产生

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三、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空缺现象分析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文化空缺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

免的。由于生活环境、文化基础等各方面存在差异的影响，

文化空缺的表现形式也各有不同。例如，中国人，尤其是北

京人，总是喜欢问：“您吃了嘛？”这是中文表达问候的一

种方式，其含义与“你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如

果同种方式与英国人打招呼，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对于

英国人来说，进餐属于是私人活动。对于他们而言，与某人

一起吃饭以及他们所吃的东西可能会透露一些个人隐私或

者工作中的隐私等。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语境

中，“您吃了嘛？”这个问候句在英语国家环境中可能没有

相应的表达方式来正确表达它，这就导致了“词不达意”现

象的出现。

事实上，汉语中还有很多谚语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也

存在空缺现象，例如“吃软饭”、“狗眼看人低”等，更不

用说一些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的成语了。也有一些词汇，在

英语国家表达中是一个单独的词汇，但是该词汇涵盖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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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文词汇。 例如，英语中的“uncle”和“aunt”这两个

词在中文中对应很多词，这种“一对多”的情况使中国人民

无法理解彼此的身份，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英语国家和中国之间的“文化空缺”就非常

明显。

此外，在对物体或个人的情感表达中也存在文化空缺

现象。 例如，对于“狗”，中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有不同的

理解。在中国，“狗”的地位相对较低，人们通常使用“狗”

和“狗腿”来描述贬义的人。而在英语国家环境中，“狗”

变得被大多数人所喜爱，如“love me，love my dog.( 爱屋及

乌 ) ”、“top dog( 最重要的人物 ) ”等，这些都使“狗”和

积极的情绪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中外文化很大的不同，也是

一种“文化空缺”的独特现象。

四、文化空缺产生的原因

由于跨文化交际存在不同的文化背景，比如地理、宗

教、历史和习俗等，这些因素的差异是造成文化空缺的主要

原因。为了减轻跨文化交流中的误解，下面将讨论有关产生

文化空缺的原因。

首先，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仅会影响人

们的外表，还会影响其生活方式，从而给其他文化的人们带

来文化空缺现象。例如，考虑到中国整体的地理特征，西高

东低，中国大部分河流流入东海。由于地理特征，中文中有

诸如“付诸东流”之类的表述，它表示失去的东西不会返回，

意味着“徒劳或完全失败”。像这样的表达方式，外国人若

不了解中国的地理特征便难理解。

其次，宗教因素。宗教信仰的差异会影响人们的价值观，

生活态度，甚至生活方式。例如，佛教徒会相信“轮回”，

因此，佛教徒倾向于过相对限制性的生活，举止仁慈，他们

希望能够在死后转世变得更好。但是，对于没有宗教信仰的

人来说，这个概念是“文化空缺”。在其他宗教中也可以找

到类似的概念。例如，基督教中“来世”的概念，它也相信

一个人死后不会简单地消失，但它与“轮回”的区别在于死

后他的灵魂将漂浮到地狱或天堂。这种情况下，不同宗教背

景的人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容易造成误解。

另外，历史因素。文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

一种文化的独特性通常是其历史遗产的结果。由历史因素造

成的文化空白在历史文学参考、成语、谚语等中得到明显体

现。 例如，汉语成语“四面楚歌”，字面意思是“四面唱

楚歌”，使外国人们很困惑。事实上这一成语的历史背景是

在中国，公元前 202 年刘邦和项羽之间的楚汉争夺期间，当

项羽和他的士兵被完全困住时，为了进一步破坏楚军的精神

意志，汉军采用了“四面楚歌”的战术，即他命令汉族士兵

朝着被俘虏的楚军唱歌，楚歌使楚军回想起了自己的家人，

大大降低了他们的战斗意愿，甚至项羽本人都以为整个楚国

已经被困灭亡了，最终项羽败北自杀。因此，只有外国人填

补了历史空白，他们才能充分理解成语“四面楚歌”表示“四

面楚歌，无法逃脱”。

最后，习俗文化。习俗是一种文化的特质，直接关系

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是指习惯性或惯常做法，这种行为做

法在某个特定区域为人们普遍接受。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通

常是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根源。如一个美国人邀请菲律宾同事

共进晚餐，菲律宾人有礼貌地拒绝，而美国人受到了伤害，

并且感觉菲律宾人很不友好。但是，菲律宾人也受到了伤

害，并认为美国人没有真诚地发出邀请，因为按照他们的

习俗，在正式接受邀请前希望接到多次邀请。在这种情况

下，菲律宾人发出邀请的习俗在美国文化中是空缺的，这

便引起了误会。

由于上述四个因素，在跨文化交流中产生了空缺，阻

碍了人们的跨文化交流。但是，通过对原因因素进行分类和

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文化特点的多样性，这是增进

相互了解必不可少的一步。

五、应对文化空缺的策略

学者们在分析空缺现象的同时，也在寻找减少空缺的

方法。俄罗斯学者针对外语语篇的理解和翻译提出了两种

处理空白的方法。在我国，李向东教授针对外国文化文本

理解中出现的空白，提出了形成“认知卡”的观点。然而，

这些解决方案都局限于语言上的差异。在分析了造成空缺的

各种因素后，本研究试图找出缓解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方法。 

   一方面，要在跨文化交际中达到恰当，交际者首先要意识

到文化空缺，做好跨文化交际的准备此外，应尽量避免上述

障碍。此外，由于文化的独特性，交际者不要用自己的一套

文化去评价别人，不要有认识上的误区或者刻板印象，最好

是拓展自己，通过阅读、上网、提问等方式来检查自己对他

人意思的理解，通过协商等来达到发送意图信息或接收正确

信息的目的。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可以运用

有效人际交往的原则。例如，同理心交际原则。与其忽视文

化的独特性或认为自己的文化优越，不如试着把自己放在另

一种文化的人的位置上，现实地考虑对方的立场和行为。其

次，了解一些普遍存在的文化障碍，并为可能出现的文化空

白做好准备。最后，自我监控。为了有效的跨文化沟通，最

好是互动者根据对方的反馈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逐渐填补

他们之间的文化空白。通过自我监控，互动者操纵他们的人

际互动，给予最有效的表达，并产生预期的效果。

六、结语

文化空缺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一个民族认知其他民族、

认知世界过程的必然产物。文化具有多样性，同样文化空缺

不可避免，但重视文化空缺现象有利于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

际。分析文化空缺现象以及产生的原因可以帮助人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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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尊重和理解异文化中存在的空缺现象，从而有效地预

防或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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