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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角度看英汉恭维语的差异 
曹杉杉  陈雪 

（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130000） 

摘要： 恭维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具有问候、感

谢、鼓励、开启话题以及如何应对矛盾等作用。因此，了解恭维语有助于建立和谐的交际关系。首先讨论了文化角度下对英汉恭维

语研究的重要意义以及恭维语的定义。本文从恭维语词汇，恭维语长度以及内容这三个层面对英汉恭维语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

本论文指出在跨文化交流中，相对于语言本身更应该熟悉语言背后的文化及其差异，这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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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每一种语言都反

映了本民族独特的特点。语言是一个民族独特性的最重要标志之

一。反过来，民族独特的文化对语言的形式和内容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受不同的文化影响，不同的语言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恭

维语作为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也不例外。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有

很大的不同。一些语言现象在英语社会中很普遍，而在中国社会中

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在英语国家表示友好的恭维话，在中国

可能会引起冒犯。缺乏对这些差异的认识必然会在交流中造成障

碍，造成不成功的跨文化交流。 

二.恭维语词汇对比 

受不同社会文化、文化观念、意志形态等因素的影响，恭维语

受社会文化规则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特点。通过分析美国中产阶

级的恭维行为，发现在词汇层面都存在相当多的模式。在词汇方面，

恭维语的使用范围也非常有限。英语恭维语和汉语恭维语都以形容

词为主，形容词是对其积极意义的回应，使用形容词的频率不同。

在英语语料库中 80%的恭维语依赖于一个形容词来承载积极的语义

负荷，而可以使用的积极形容词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语料库中三

分之二的形容词恭维语只使用了五个形容词: nice，good，beautiful，

pretty，and great。在汉语恭维语中通常有形容词(44%)、副词(41%)

和动词(5%)承担正语义负荷。经常出现的形容词有“棒﹑好的﹑美

丽的”等，副词“非常﹑很﹑太﹑特﹑那么”。形容词在汉语恭维

语中的使用频率低于英语恭维语。那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把赞

美当作问候，在某种程度上。所以他们喜欢使用诸如“ nice”和

“ good”之类的形容词，这些形容词缺乏具体性，几乎可以用于任

何主语。这些形容词用来构建恭维语，既简单又方便。 

44% 的汉语恭维语依赖形容词来承载正的语义负荷，其次是副

词(41%)和动词(5%) ，它们在汉语中承担着正语义的作用。还有一

个数据表明，绝大多数(96%)的中国恭维语使用副词。汉语恭维语中

副词的高出现率不仅包括承载正语义负荷的副词，还包括作为正形

容词和动词加强语的副词。副词可能是中国恭维语的必要组成部

分，而这种现象在英语恭维语中很少出现。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说话

习惯比较间接。中国人不喜欢西方人直接表达他们的情绪、态度和

建议等。中国人喜欢委婉点，所以当一个中国人表达赞美的时候，

他会添加一个副词来强化正面的形容词或动词来表示他真的是这

个意思。如果你只是赞美“你舞跳得不错” (You dance well)。”这

在英语社区很常见，但在中国社区是不能接受的。看来你不够真诚，

不够严肃，不符合汉语的规范。 

三.恭维语长度对比 

首先看下面的例子。 

以下是汉语恭维语的例子: 

(1)你的皮肤真好，又白又有光泽。 

(2)你的孩子真聪明，学什么一点就通。 

(3)你买的这房子真划算，价位不高，地段却很好。 

以下是英文恭维语的例子: 

(1)You are nice.（你真好。） 

(2)Nice shirt!（多么漂亮的裙子啊！） 

(3)Well done!（你做的真棒！） 

通过以上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中文恭维语通常比英文恭维语

长。汉语恭维语的长度与形容词的长序列和精心修饰有关。这是英

汉两种语言对恭维言语行为不同态度的结果。在英语社会中，称赞

更多的是对某事或某人的真实评价。当他们说你很好的时候，他们

认为你是真的很好。恭维语常被用作传统的问候语，因此很少注意

恭维语的结构。似乎赞美越短，交流就越方便。而中国人则认为称

赞是一种客观判断，非常重视称赞。他们认为赞美越具体，就越真

诚。就像上面给出的例子，“You dance well.”(你跳得很好)太笼统，

似乎缺乏诚意。因此，接受者可能认为你不是认真的，造成一个不

成功的赞美。因此，在中文中，你应该尽可能地使你的恭维语具体

化，这必然导致长句结构。 

四.恭维语内容对比 

将称赞的主要话题分为三类: 个人外貌、技能和努力的结果以

及个性。对个人外表或财产的赞美是最常见的赞美类型。绝大多数

的赞美都集中在个人外表上，尤其是服装和发型，而外表方面“是

刻意努力的结果”尤其容易吸引评论。然后，关于能力的话题“通

过收件人的技能或努力而产生的质量”，例如一个做得很好的工作

或一个有技巧的游戏，总是受到人们的赞扬。对于中国人来说，虽

然外表和能力是最常被访问的话题，但是对于个性的称赞比对于外

表和财产和能力的称赞更容易被接受。毫无疑问，中文恭维语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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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恭维语不仅在词汇和长度上存在跨文化差异，而且在话题分布上

也存在很大差异 

在英语国家，人们把减肥当作庆祝的理由。看起来苗条或者减

肥被认为是一个积极的特征，因为它是健康的标志。所以像“哦，

你瘦了”“你看起来真苗条”这样的赞美，经常出现在英语的赞美

中。尤其是女性，希望得到这种称赞，因为在现代社会，瘦也被看

作是美丽的。然而，在中国，瘦了被认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也许你生病了，或者你有很多工作要做，或者你有麻烦了。总而言

之，你一定经历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让你瘦了。因此，在中国社

会，“你瘦了”不是恭维，而是来自朋友的警告，表达了说话者的

关心。相反，对一个非常瘦的人说“你长胖了”是一种恭维。这是

因为不同的文化对减肥的态度以及不同的文化规范的理想体重不

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着参与者对话语意

义的理解。 

根据中国文化，年龄可以是“体验长寿和道德美德”的象征。

老年人应该受到青年人的尊重。自古以来，尊老敬老就是中国人非

常重要的道德原则。因此，在中国社会，把年龄作为一个恭维话题

是很常见的。你可以经常听到这样的话来赞美老人，例如“老当益

壮”和“姜还是老的辣”。这些恭维语很少出现在英语恭维话里，

因为在西方国家，年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人们不喜欢提及任

何与年龄有关的事情。这种恭维会被误解为”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年轻，所以实际上你已经老了”这很容易冒犯接受者。说出“You 

haven’t changed much.”(你没怎么变化)意味着你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年轻，这在中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恭维。但是，在西方国家，这并

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话语，因为在他们的文化背景下，他们非常重视

“改变”。 

五.结论 

本论文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英恭维语的差异，主要从词

汇、长度和恭维内容三个方面分析了两者的差异。由于英语社区和

中国社区的文化背景不同，对这三个方面的赞美有很大的差异。就

恭维语的形式而言，汉语恭维语使用副词较多，英语恭维语使用形

容词较多，汉语恭维语比英语恭维语更长。在话题归因方面，中国

恭维语倾向于赞美自然的吸引力，而英国恭维语倾向于赞美个人外

表的某些方面，这是刻意努力的结果; 中国恭维语不以减肥为话题，

而英国恭维语以减肥为话题; 中国恭维语以能力为主，英国称赞语

则相反。可以肯定的是中英恭维语在这些方面或其他方面存在着差

异。在本论文研究中，由于方法的局限性，不能全面的说明中英恭

维语的差异。本论文研究采集的样本均来自大学生和老师。他们的

言语社区简单而有限，不能代表整个汉英言语社区。但本论文的研

究结果与其他中国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并且是真实可靠

的。总之，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下，了解英语恭维语和汉语恭

维语的差异，清楚地认识如何恰当地给予恭维语以及如何恰当地给

予恭维语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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