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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化适应论的跨文化题材影片研究 
——以《推手》为例 

雷盼盼 

（泰国格乐大学 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泰国·曼谷  10220） 

摘要：跨文化题材影片探讨了因不同的文化环境而引发的不同的矛盾，以及不同文化适应对象的适应。《推手》像是具有鲜明
意义的跨文化交流教科书，它不但对跨文化的适应中所遭遇的文化和感情上的冲突与困惑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同时也反映出了在跨
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人们渴望跨文化实现“大同”的境界。文章以《推手》作为个案，从文化适应理论的视角来探讨跨文化题材影
片的文化适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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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oss-Cultural Film Based on Cultural Adaptation 
——Take《Pushing Hands》for example 
［Abstract］ Cross-cultural films discuss the different contradictions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 and the adaptation ofdifferent 

cultural adaptation objects. Push Hand is like a textbook of cross-cultural exchange with distinct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provides an in-depth descrip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emotional conflicts andconfusion encountered in the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but also reflects people's desire to achieve "great 
harmony" in the process of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The article takes Push Hand as a case and discusses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cross-cultural films 
from the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dapt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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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作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对比其他媒介来说具有

传播信息量大、不限时空、传播效果好等特点。由于电影本身具有
的视听特性，不仅能丰富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还能在潜移默化中
或多或少地影响受众的认知，本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跨文化交
流进行了探讨。这将会对我们与各种文化的人的沟通产生重要的作
用。本论文以李安执导的《推手》为例，以跨文化交际中的跨文化
适应为切入点，对朱老先生在不同时期所遭遇的不同的社会冲击与
跨文化的融合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1《推手》故事简介 
《推手》主人公朱老先生在北京教太极拳，儿子在美国定居。

儿子游说留在故乡的老父移民到美国，一起与儿子和洋儿媳同住。
但是，朱老先生由于两地语言不通及生活习惯等不同，导致他无法
顺利适应美国的城市生活，他与洋媳妇玛莎渐生各种微妙的磨擦，
彼此却也一直都是自认为根本都无法与对方相处，完全都是要让对
方透过晓生间接表达，更由于玛莎内心强烈的排斥不能专心写作，
最后导致急性胃肠出血昏迷而入院。玛莎经过疗养出院，表示无法
再接纳朱老，朱老先生因为小家庭里气氛实在太过于沉闷，往小区
外头溜达，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小区美国里，迷路回不了家。晓生
驾车四处寻找，却无收获。朱老先生后来虽被警方设法寻回，但为
了顾及到儿子一家人的幸福生活，离家后外出自寻生活，到唐人街
附近的一个小中餐馆子里开始打工为生，和黑心老板和的两个打手
之间起到了很大冲突，成了当地一时的新闻。晓生到警察局见到父
亲，玛莎内心却甚为感慨，后来晓生将朱老保出，欲再接朱老先生
回家，但朱老先生不想再破坏儿子一家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不愿
再一次返回到儿子的身边。 

2《推手》中的文化震荡 
对某些为了继续工作、事业、求学深造或出于其他各种因素，

必须要身居海外异国一段时间以上的海外旅居者，文化的震荡是一
个无法逃避的历史过程。他们在身处充满陌生地域文化气息的社会
环境氛围中，会因此逐渐开始体会到文化的震荡所必然带来的苦
恼。根据 Furnham 和 Bochner 的理论 ，文化震荡发生于“旅居人和
当地人之间的社会碰撞、社会情节以及社会事务中”并且“它是旅
居人处理与当地人之间问题的反应”0。就是说，当我们的长期的生
活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并有冲突时，当我们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在这种
新文化环境氛围中被质疑的这个时候，当我们内心一直在期盼自己
言行举止更符合当地一些人的准则却又不能完全做到时，我们就在
经历文化震荡。文化震荡大致可分为五种形态:语言震荡、角色震荡、
转换震荡、教育震荡、文化距离[1]。在《推手》中，朱爸爸经历语
言震荡、角色震荡及文化距离。 

2.1 语言震荡 
语言震荡起因于不熟悉除本国外其他国家语言。因为语言隐含

着一个文化的价值信仰与社交关系的线索，如果不懂当地的语言，
就会失去适应新语言符号环境的能力[2]。在这部电影中，朱爸爸不
会英文，而玛莎只会中文里的“谢谢”。因此语言交流就已经成为
制约于他们俩之间的交流及沟通方式最大的一个障碍，这一切其实
就也已经间接地造成了在这部影片剧情中的开始一段所想描写出
来的是这种静默而又传达不和谐信息的状态。影片开头房间里显得
分外安静，只剩下室外传进来的噪音以及玛莎敲键盘的声音。缺失
了语言交流，午饭时，朱老先生和玛莎只会到饭点就做自己吃的事
物，然后体现“食不言”的画面；晚饭时，朱老先生为儿子和孙子
准备中餐，玛莎为丈夫和儿子准备西餐，桌上的餐具是中西式两套，
并没有通过交流达成一致的意见，比如今日为中餐食谱，明日为西
餐食谱等。缺少最基本的交流，朱老先生和玛莎就不会了解彼此，
更没有理解相互的行为举止，甚至玛莎有些厌恶朱老先生。从玛莎
的角度来说，朱老先生的到来对她的写作带来一定程度的坏影响，
导致玛莎的书籍一直没有完成。从朱老先生的角度来说，异国他乡，
言语交流阻碍造成儿媳妇关系冷淡让他觉得寂寞和无趣。 

如果能有一些言语的交流，这样所有的一些小的矛盾也都会可
以避免，这样大的很多矛盾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交流才造成
了的。实际上，朱老先生和玛莎的矛盾关键在于不能言语交流，大
家都不愿意学习两国语言，自然也不会了解和接受彼此。 

2.2 角色震荡 
角色震荡指个人因生活环境被迫发生角色社会地位的转换。为

了调整角色以适应新文化，所付出的精神时间，有时真是无法估计。
调查发现年纪越大的旅居人，角色的调整越不容易[3]。在《推手》
中，朱老先生的角色震荡体现很强烈。在中国传统家庭的观念中，
父亲是一个家里最有威严的角色，家庭地位很高。而在早就崇尚民
主人权的西方家庭中，父亲不一定是威严的存在，西方是人人平等
的，所有人家庭地位是平等的，以至于孩子和家长可以互道姓名。
由此，朱老先生在美国的家庭地位肯定不能延续，会发生变化，从
朱老先生的视角，儿媳妇在不尊重他，但美国儿媳妇却觉得是正常
的。影片故事中在大家吃晚饭时，朱老先生和儿媳妇都想与儿子对
话，各自用不同的语言。起初，儿子试图逐一回应。但是由于冲突
的愈演愈烈，两人言语中的矛盾争夺也就随之越来越加的尖锐激
烈，儿子最后终于又不得不发脾气让他们停止争吵。在这段影片故
事叙述中，朱老先生夫妇与玛莎夫人之间的矛盾就已逐步到达一个
最高潮。而这位朱的老先生却早已没有了其老人家往日在国内的那
种家庭的威严，他与美国的儿媳妇一样，很平等地争夺其家庭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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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我们如今处于这样一全新时代的媒体网络语境背景下中，话
语权作用正日益逐渐开始得到了削弱，朱老先生也已在逐渐中开始
逐步失去了他丧失了他作为这样一位家长应有的身份应有的社会
文化身份威严，他也已经开始在新环境背景下中开始逐渐地得不到
属于他这种文化身份的应有的自我价值与认同，为此，他内心悲伤
失落和茫然无助。 

2.3 文化距离 
文化距离是指旅居人的文化与地主国文化之间的差距[4]。例如，

中国文化与其他国家文化差异都很大，而文化距离越大，旅居海外
之人心理文化疏离感也会就随之变得越为明显，心理经历所带来巨
大的文化疏离痛苦也亦随之就变得越为强烈。例如，在晚饭时，他
觉得儿媳妇只吃蔬菜的饮食习惯不能接受，但语言不通，只好他继
续地跟他自己的儿子详细讲述出了中国的一些烹饪方法技巧及其
对我们保护我们人体的健康方面的好处，即中国饭菜“才能补先天
之不足”等。然而，这种源于中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儿子那里似乎从
来就都几乎听得见不到任何半点精神共鸣，为此甚至还婉转地批评
了父亲的这种老中式传统的中式烹调生活方式。当时在自己内心中
所受到过的那种巨大难过的痛苦程度和那个巨大的委屈痛苦程度
可想而知。这种由后天环境差异造成的文化距离无疑让朱老先生倍
感伤心无奈，是他后来选择离家出走的主要因素。 

3《推手》中的跨文化适应 
3.1 跨文化题材影片中的文化适应分析 
文化适应论将文化适应者的心理适应过程分为五个阶段，蜜月

期、危机期、自我调适期、适应期和返回本文化休克期。[5]生活中，
并不是说意味着我们每个人文化适应者一生里都将必定要分别先
后要经过的以下这所有文化适应阶段，不同生活经历层次的个体适
应阶段之间的适应心理状态的感受变化过程和心理适应阶段持续
进行的具体时间长短等往往情况也是可能的不尽相同，甚至连前后
阶段的顺序也可能颠倒。跨文化题材影片也常可视为根据其导演意
图或某种情节设置需要而体现了其中某些阶段，在此不同发展阶段
背景中实现某种矛盾的冲突和某种情节发展推进的艺术目的，下面
以《推手》为例分析其中的文化适应。 

3.1.1 危机期 
随着一种文化新鲜感和某种文化愉悦感的逐渐消失，文化适应

者本身就可能开始或陆续的遇到由生活可能产生出的各种适应性
新环境挑战，进入文化适应危机阶段。这时，最初他们所想关注接
触到的许多新事物也似乎有什么改变，远就没有像原来他们想象接
触到过的那么好，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他们好像也很快就不再希望可
以再像对待从前对招待的客人朋友们一样去好好地对待文化适应
者，思想交流和矛盾斗争便开始的较为紧张复杂而激烈，伴随着他
们产生着各种躯体不适感和会出现着许多的消极或负面的心理情
绪，如:失望、挫折感和对前途迷茫感等，“民族中心感”逐渐的复
苏了起来并开始逐步地得到了强化。 影片中，朱老先生帮身体不
适的儿媳妇按穴位，儿媳妇的不信任加上紧张导致自己胃出血，孙
子大喊：“你把妈妈弄坏了”。孙子一声大喊，朱老先生脸上的表情
瞬间很委屈和无奈。要知道在过去，朱老先生的穴位按摩是很拿手
的，儿媳妇胃出血让他内心受到打击。再例如，朱老先生自己默默
地离家出走到中餐馆打工，被老板嫌弃手脚慢，晚上工作结束只能
在破烂的出租屋里休息，这些都与之前的生活截然不同，过去他是
人人尊重的推手大师，而今他是工作手脚比年轻人慢的老年人，为
了自己单过必须低声下气保住工作。这些都是他遇到的挫折，他的
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心里必定有落差。影片种种画面显示朱老先
生在面对文化适应的危机阶段。 

3.1.2 自我调适期 
在渡过危机阶段后就进入自我调适期。此时，文化适应者往往

会逐渐对自己适应这个新文化大环境问题上有的一个有了个更新
和明确的一些总体认识，更容易积极和更乐于主动自觉地主动的改
变自己去接受适应接受理解和接受一些原来无所费解的一些新事
物，用带着某种较为的平和的客观的和平宽慰和包容的一个新心态
来重新地看待这一些新鲜事物，负面的思想情绪将相应得到减少，
寻求着更加的适合于他们的自己的性格的一些新的生活价值观念
态度和生活思维模式方法去重新去适应整个新文化社会的环境。例

如，晓生找不到父亲的愧疚和绝望，在家里大闹一场之后出去喝酒，
留下惊慌失措的媳妇。父亲被警察送回家，看到地上一片狼藉，看
到儿媳妇脸上的悲伤，儿媳妇对他问候但缺没办法回应，默默打扫
起来，儿媳妇见状和他一起收拾起来，他们一起抬桌子的画面就说
明他们的关系得到缓和，他们放下芥蒂，父亲理解儿子的为难，文
化适应在这时进入了恢复阶段，不仅是他和儿媳妇的关系恢复，也
是他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开始选择理解，他开始要自己出门谋生，选
择让步，不打扰儿子家庭生活。 

3.1.3 适应期 
文化适应的阶段，文化适应者已经逐渐的适应上了这种新文化

环境，重新塑造出新自我，以新身份开始获得对于新文化环境的重
新信任和理解。在一个现代西方的社会，大多数年轻人应该是都不
会愿意选择自己与其父母同住一起的。影片结尾处，从最后他爸爸
与那位陈太太的对话片段中，两位老人最后都勉强接受下了晚年不
得不继续独居终老的悲惨现实。虽然偶尔儿女们有时也仍会主动抽
空出门来家中探望看看他们，无奈辛酸与些许失落终还是深深地写
在了他们俩脸上。冬日阳光下，他们相对无语。他们就算是被迫适
应文化，也是在慢慢地接受文化冲突。影片最后朱晓生向媳妇中国
太极拳文化传承的历史，电影里也真实纪录再现出了玛莎对在朱家
父子人身上所能体现的出来的对父亲中国和太极文化传承的一种
微妙的情感变化和的微妙的心理状态和变化，暗含和预示着在今后
几年她将更有可能是要与这位中国的公公形成一种了较为复杂而
亲密而微妙的关系，相信未来的生活会向好的趋势发展，朱老先生
的文化适应也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由于其具体的剧情结构发展要求和主题电影艺术表现的策略
选择需要，尽管《推手》的主题影片并未完全真正的体现蜜月期和
返回本土文化休克期，但其他一些跨文化类型主题电影作品也应尽
可地同时也根据文化情节结构需要来充分体现反映出了蜜月期和
文化休克阶段，如电影《孙子从美国来》。 

4 结论 
电影语言是一种国际互通的艺术语言，不管语言是否为自己熟

悉的，都可以直观看懂电影要表达的内容，其文化输出较其他方式
更容易接受。总之，《推手》系列生动又真实细致地生动地诠释了
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各种优秀文化在碰撞相互冲击、文化交融相互协
调适应发展等诸多不同文明成长演化阶段中典型的特点，实现中华
民族多种传统文化的互动发展融合和谐共生发展的漫长曲折而艰
辛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的电影文化间产生的各种文化层面的对立
冲突最终也就终将都会被归结于电影文化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相互
文化融合，尊重电影彼此间文化层面之间存在的各种相对文化平等
性和各种文化互补性这也是中国电影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要文化基石。影片最后貌似也找到给文化适应者的一些建议：
相互尊重，为了环境妥协和改变生活方式，与地主国的人民和谐共
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当文化发生冲突时，文化适应会经
历几个震荡时期，通过这些经历给文化适应者更能顺利地适应地主
国的生活，并可以很好融入地主国。当然，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可以
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传播，增强民族文化复兴和文化自信，可以达
到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包容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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