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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邀请”得体表现差异原因探讨 
吴代小雨  曾妍 

（吉林省长春市  长春工业大学  130012） 

摘要：在异文化交际中，“邀请”得体表达十分的重要，在中日邀请表达中，具有不同的差异性，而中国人与日本人语言思维

的以及社会形态都有差异，即中国人具有“炒饭志向”，为关系社会，而“日本人具有”饭团志向”，为间人社会，本论文对这种

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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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 

弘兼宪史在（2008）《如此不同！日本人和惊讶的中国人》一

书中，提出中国人具有“炒饭志向”，在进行言语行为时首先考虑

是否传达出真实想法。这种思维模式指即使有别人造成负担的可能

性，也要传达自己的需求。与此相对，日本人有“饭团志向”的语

言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模式强调集体发挥作用的性质。 

中国人的「炒饭志向」不仅仅是是否表达出真实想法，也包含

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差距，日本人的「饭团志向」认为集体不仅能发

挥力量，而且有很多特色和差异。所以中日两国在营语思维方式的

差异也就决定了邀请行为中的“得体表现”存在差异。 

（1） “炒饭志向”的中国思维 

中国的“炒饭”很有名，米一粒一粒但各自有各自的味道，肉

和蔬菜混合，味道融合，成为最好的料理。中国人之间进行的交流

就像“炒饭”。这是“炒饭志向”语言思维方式的由来。 

中国“炒饭志向”的语言思维是指在与对方交流时，给对方营

造一种和谐的氛围，利用语言，在向对方打成一片的同时，传达自

己的欲望和要求。中国人“炒饭志向”的语言思维有两个特点。 

（1）首先，在交流的时候，即使因为自己的要求给对方添麻

烦，也要直接“优先”表达个人的要求。例如，在邀请过程中，根

据中国人的“炒饭志向”的思维，经常使用“感叹句”“平叙句”、

“祈使句”和“自称词”的“我”。这些要素都是中国的“我们一

起··吧”的心情，成为邀请的对人交流的重要表现形式。 

中国“炒饭志向”的语言思维的第二个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

同时重视对方的面子、人情、信赖感等。中国的“邀请表达”在语

言语法形式上表达不多，各种“得体表达”利用“强调对方重要性”、

“询问可能性”“赞赏”、“亲切面称语”“打招呼语”等策略。

这就像“炒饭”里的大米。虽然大米的主体地位没有太大变化，但

是适当添加肉和蔬菜等，然后就成了完美的料理。因此，在进行邀

请交流时，通过这种“炒饭志向”的语言思维，为了使自己的欲求

得到实现，添加了各种各样的得体表现”。与对方建立“信赖”、

“依赖甚至“亲密的关系，心理状态为“正因为是你才邀请”这样

子的心情。 

（2）“饭团志向”的日本思维 

作为日本料理代表的“饭团”是日本特有的主食。米一粒一粒

地藏起来，一个饭团是一个集体，与其他饭团之间没有联系，味道

也很单一。日本人在和对方交流的时候，就像饭团上的米一样，一

粒一粒地不强调“自我”的存在。这是日本人语言思维的特征。 

在“饭团”这样的集团内部，隐藏“自我”的表达是其的独特

之处，所以几乎不使用自称词。和对方说话时，经常使用省略、暧

昧的说法。其基于紧紧依靠的心理，期待对方的理解和好意，暗示

着自己的意志，并在交流时考虑对方的立场和感情。同时，也非常

注意身份地位的序列。因此，和同一集团内的长辈、前辈说话时，

日本人经常使用敬意度、客气度高的“得体表现”。 

日本人的“饭团志向”使得他们在进行邀请的交流中时并不强

调自我的存在。无论是父母、朋友还是上司，在委托什么的时候，

都会选择适当的“得体表现”。突出“真的很抱歉，可以接受我的

邀请吗”的心情，成为邀请交流的重要特征。 

“饭团志向”的语言思维的另一个特征是集团和集团之间的独

立。在与其他集团的人交流时，经常使用敬语这样的礼貌程度高的

“得体表现”。在邀请时的交流场合，特别是在邀请不认识的路人

时，不仅使用敬语，也会与其他礼貌的“关怀表现”一起使用。这

些是“饭团志向”语言思维方式的典型应用。“尽可能地客气的委

托他人。”的心情，是邀请行为中重要的一点。 

中日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是邀请行为中得体表达差异的深层

原因。而且，可以说两国社会形态的区别是邀请行为中“得体表现”

差异的根本原因。 

二、社会形态差异 

（1）中国的关系社会 

“关系”在汉语中是指人与人的联系，是一种关系。日语也有

类似的表达方式。但是，其内容却不同。“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是

一种强大的人类粘合剂。 

“关系社会”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将利用人际关系拉关系

或搞好关系，建立关系网络的社会形态。 

“关系社会”的特征是，第一有关系的人之间产生了强烈的亲

密感。基于“关系”社会形态的“有关系者之间产生强烈的亲密感”

特征，中国人在邀请家人和拜托朋友时，用“依靠”、“亲近”的

“得体表现”。 

第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由物质基础支撑的。中国人很重视饮

食。而且人际关系是以饮食为媒介的。关系可以说是从共食开始，

以共食发展。所以，邀请朋友的时候，一起吃饭啊、一起干饭吧等

表现经常被使用。除此之外，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都有送礼物的习

惯或者酬谢和奖赏「一起去呗，去的话，我请你吃饭。」 

第三，面子、人情支撑着关系社会。首先，中国“炒饭志向”

的语言思维在交流时，一定要以自我为中心，优先说“真心话”。

然后，保持对方的面子和人情。这种语言思维形成的因素被认为是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人的面子支撑着关系社会。有时会在邀

请时保持自己的面子，考虑对方的面子。比如，在中国夸奖孩子时

最常用的表达方式是“乖”，这是给对方面子的表现。作为父母，

想邀请孩子进行打扫的时候采取像“我女儿最乖了”这样给对方面

子的“得体表现”。 

在中国，作为上司把工作交给部下的时候，不怎么使用“得体

表现”。那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身份、意识，保住自己的面子。把工

作交给部下时，一般直接用“明天二点提交报告”这样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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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子女升学和结婚的事在别人面前显示父母的面子。

因此，中国父母很高兴，让子女升学，协助他们准备婚礼。并且，

有决定权。对于子女来说，这是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承认父母绝对

上位，保住父母的面子。然后在拜托父母的时候，使用中国特有的

[得体表现]。“爸爸，这几个志愿都录下来了，我真的拿不定主意

到底去了哪所学校，咱们一起研究一下吧，看看哪一个更适合我？” 

“爸爸，婚礼的酒席上的菜品，麻烦您把我换掉。”“准备婚

礼的事，您二位多费心。 

而且，人情也支撑着关系社会。所谓人情，是指对自己的距离

定位他人，根据距离成为亲疏程度的基准的心理态度。也就是说，

根据亲疏程度的不同，对对方抱有的感情也不同，在那里看到的人

际关系的性质也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关系社会”的“人情”，人际关系可以分为“自己人”、

“熟人”、“外人”。一般来说，共有血缘关系的父母、姐妹、兄

弟、其他亲戚被认为是“自己人”。中国的“自己人”是“一家人”。

在大家庭里人们互相扶持着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际心理距离是

最接近的。沟通是“欲望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都要

直接和家人说。家人大家一定要合作。 

想邀请父母去任何场合时，很多人都会直接说，常用平叙句。

邀请姐妹兄弟、其他亲戚等时也是一样的。 

“熟人”在日常生活中与“自己人”并不亲近。但有地缘、利

益等的联系。“外人”是没有关系的陌生人。“熟人”、外人，中

国人的对人原则是“受益原则”。也就是说，A 和 B 本来就不认识。

以什么为契机，为了某种意图，和对方交流的时候，会缩短心理距

离。“外人”可能会成为“熟人”。而且，也有把对方当做“自己

人”的时候。一般来说，将外人”直接看作自己人情况下，为了达

到某种特殊的意图，往往采取这种方法。中国人向不认识的人问路

时，会用“亲属名称”称呼对方。比如“大姐（阿姨），不好意思，

打扰你一下，你知道…在哪里吗？” 

但是，从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那里得到某种恩惠，或

者与身边的感情越来越深，就会认为是“自己人”。中国人与没有

血缘关系的“熟人”之间结成义兄弟、仪父母后，自己和他人的界

限变得模糊。然后。会将对方看作自己人 。像朋友一样和好朋友、

同事合作的时候，带着义兄义弟的心理，像“张哥，请你帮帮忙吧”

这样的拟血缘关系的呼吁和动词的重叠型经常被用作“得体表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的人际关系。不仅要连接血缘和地缘，

还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进行交流的双方的心

理距离会产生变动。也就是说，“自己人”。“熟人”。“外国人”

的界限并不固定。 

（2） 日本的间人主义社会 

滨口惠俊（1982）在《间人主义的社会日本》中对欧美人的个人主

义社会相对地，提出了日本人的“间人主义社会”。迄今为止的先

行研究中，没有发现日本的“间人主义社会”和中国的“关系社会”

的比较研究。所谓“间人主义”是指对对方依赖主义的态度。主要

是根据日本的集团意识，建立了人际关系。以往的观点有两种。一

是中国和日本同样是东亚的国家，所以社会形态是“间人主义社

会”。另一种是中国关系社会的“关系主义”被看作是是欧美的个

人主义”。本论文为了推进邀请中的得体表现的中日比较研究，中

国的“关系主义”社会形态和日本的“间人主义”社会形态的区别

是邀请中“得体表现”的差异是根本原因。 

日本人普遍具有较高的“人际关系意识”，十分重视人际关系，

这与日本固有的集体主义以及相互依存的观念有着必然的联系。日

本集团主义形成的一大原因是“稻耕文化”。水稻的耕作需要共同

作业，互相协调和配合。生活在四面环海的狭小岛国的日本人，通

过高度集约的作业，培养了尊重人与人之间团结协作的精神。也正

因为这种精神有利于集团发展，所以，如日本式的经营模式就会在

最大限度上保障集团主义的积极性，也就导致了集团主义渐渐成为

日本人的共同认识。 

日本的“间人主义社会”特征是，这种集团意识在同一集团内

部支撑着“上下意识”和“序列意识”。上司和部下的关系属于同

一集团内部的关系，交流时的措辞根据“上下意识”变化。 

因此，在把工作交给部下的时候，不会使用敬语这样的“得体

表现”。例如，“虽然很急很抱歉，但是结算说明会的草案，只是

希望今天之内做”。另外，在公司的同宿舍邀对方时，根据“序列

意识”，邀请前辈的时候和邀请后辈的时候“得体表现”是不同的。

比如，对前辈说：“对不起，可以邀请您出席今晚的活动吗”对后

辈说：“（称呼对方），来今晚的活动吗。” 

“间人主义社会”的特点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支撑“赞赏”

和“负担心理”的家庭关系。根据中国的血缘关系，为了祈求大宗

族的联系和长辈的面子而保持绝对权威。与此相对，在日本有很多

小家庭，通过“赞赏与被赞赏”，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因此，

邀请家人时不使用敬语这样的“得体表现”。例如，对父母说：“关

于我的升学，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吧……” 

而且，中国人对什么事情过于依赖父母，日本人尽量不想给父

母负担，向父母商量升学、求职的事情。另外，想邀请家人的时候，

因为会给对方增加负担，所以要有“对不起”的心理，“道歉系”

经常作为“关怀表现”“场面添加”来使用。作为“得体表现”的

“文末变更”和添加和省略等也受到关注。比如，“对不起，我要

出差了，下次您能和孩子一起在家等我回来吧”。 

在林建彦（1998）的《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的表现结构比

较》中，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对象进行了对交流的自我评价调查。

从结果来看，与中国人相比，日本人“比较正式”、“冷淡”、“很

客气”等暗示了说话人与对方的距离很远。 

总结 

在本论中，讨论了语言思维方式的差异与社会形态的差异也许

是中日交流差异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在进行邀请行为时，由于中国

人的「炒饭志向」不仅仅是是否表达出真实想法，也包含了各种各

样的意识差距，日本人的「饭团志向」认为集体不仅能发挥力量，

而且个体有很多特色和差异。在社会形态差异上，中国人的关系社

会决定了中国的人际关系不仅要连接血缘和地缘，还要保护自己的

利益。为了达到交流的目的。进行交流的双方的心理距离会产生变

动。日本“间人主义”社会的综合特征是支撑“撒娇心理”和“负

担心理”的“家庭亲密”原则，支撑“上下意识”和“序列意识”

的“集团原则”，以及在内外侧的意识下对人的关怀原则。上司和

部下的关系属于同一集团内部的关系，交流时的措辞根据“上下意

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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