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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中的沉默行为研究分析 
于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207） 

摘要：“沉默”作为一种非语言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且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其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会帮助实现

跨文化交际的成功。本文将以跨文化交际中的非言语交际形式中的沉默为研究对象，探讨为了东西方文化对待沉默行为的差异和产

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应对策略，以期于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沟通、避免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潜在的

误解、减少交际障碍甚至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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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沉默作为非言语交际行为之一，在交际中广泛应用。在众多交

际策略及方式中，沉默本身就是一种“言说方式”，而对沉默解读

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给跨文化交际造成阻碍。因此，准确把握中

西方文化（以中国和美国为例）中有关沉默的文化差异，在不同的

话语环境下做出及时反映显得尤为重要。 

二、“沉默”的内涵及其语用功能 

“沉默”是指在跨文化非言语交际过程中，在双方的讲话和交

流中不明确地做出有声的表态，而是做出无声的回应或反应。它是

人们在交际过程中所发出的一种较为特殊的信息符号，它既不是空

白，也非停顿，而是表达着听话者的某种态度或复杂的内心世界。

沉默行为传达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沉默的理

解各有不同，一般而言，东方文化将沉默看得比语言还重，往往倾

向于选择沉默代替表达，而西方文化则相反，西方人更倾向于语言

的外在表达。“沉默”的含义究其本质可分为三类： 

（一）表达态度 

跨文化交际中的“沉默”行为是发生在对话双方在交流过程中

的，是无法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在语境之内产生的“沉默”行为的

一大功能是表达态度，可以表示对先前的说法的肯定或赞同，也可

以表示对先前说法的反对或拒绝。例如：当别人提出相关建议或意

见时，他人的沉默可能是一种肯定的态度，也可能是委婉否定的态

度。 

（二）传达情感 

沉默中所暗含的情感是极为丰富的，人们往往能够根据对方的

沉默来判断别人的内心世界或感受。例如，当对方回忆过去痛苦经

历时，沉默是同情和安慰的表达，而在面对分歧时，沉默是愤怒或

沮丧情绪的传递，在面对质询的谈话中，沉默是懦弱、不自信、让

人产生失望。语言交际中，不说话并不等于说话人的意义和情感消

失。说话者常常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使用沉默来传达更丰富的情感

含义，这些都属于沉默的言外之意。 

（三）会话调整 

在日常的会话交流中，沉默也常常用来调整谈话的内容和话

题，有时也用来调节交际中出现的尴尬或不愉快的场面，以确保谈

话者的交际在一个友好和谐的氛围中进行。交际中，说话者有时在

话题思考或在如何措辞表达时会保持沉默，特别在回答较为复杂的

问题，沉默的时间比较长，这种沉默可以使谈话者进行话语的自我

修正，当遇到对方因不满或疑惑才沉默不语时，说话者会进行自我

反思，并及时调整话语模式促进谈话进行。例如，在访谈中，当嘉

宾听了主持人的访谈问题后，沉默了好久不说话，这时，主持人为

了保证访谈的流畅应答，会对嘉宾的沉默进行快速地解读和分析。

这种沉默能促进交际双方的良好互动。 

三、东西方文化中沉默的文化差异 

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在对待沉默的态度和理解上，东西方存

在极大的差异。整体上来看，西方人认为沉默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交

际方式，是对别人的不尊重，甚至是侮辱。在他们眼里，沉默传达

的通常是抗议、拒绝、冷漠、厌恶等。而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和日

本人则认为沉默是一种积极的交际方式，保持沉默通常是为了表达

敬意、顺从、思考和顾及别人面子等。以下将从不同的背景和场合

观察沉默行为在东西方文化中的差异： 

（一）沉默在日常交际中的差异 

沉默作为一种交际手段，在东方人的日常生活中运用得十分广

泛，其社会功能也十分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功能有表示尊重、孝

敬、顾全面子的作用。例如，当我们被父母误会时，作为子女不能

与其针锋相对，否则就是就会落得一个“不孝子”的骂名，因为长

辈在东方的传统社会中是具有不可触犯和忤逆的权威和地位的，即

使在长辈对晚辈有所误会或有所错误时，晚辈对待长辈仍应予以足

够的尊重和敬爱，此时沉默的含义便是如此。同样，对于领导上司

也是如此，下属不应锋芒毕露、恃才放旷，要维护权威，即使他们

出了错或错怪，也最好是沉默不语，这样既可以保全自己也可以给

足上司面子，维持良好的上下级关系。 

同样的情况，在西方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在西方，如果父母打

骂孩子，孩子则会据理力争或离家出走，甚至将父母告上法庭。对

待领导上司，他们不盲目听从，不迷信权威，讲求真理，追求事实，

即使是总统，只要不满，也可以谩骂一通。对待朋友、同学�同事

等，他们直言不讳、坦率自然，他们很少像中国人那样为了“关系”、

“面子”非得“打掉牙往肚里吞”。 

（二）沉默在商务谈判中的差异 

在商务谈判过程中，东方人常表现出镇静、自信、优雅和耐心，

处理问题时讲究以静制动。比如中国人认为运筹帷幄方能在做人做

事方面更占优势。在商务谈判中，一方提出问题或要求，另一方通

常不会立刻给予回复，这是一种商业策略，目的是获取更多的思考

时间，经过充分考虑过后再作答复。这就是中国人眼中比较“周全”

的交流方式，体现了中国人的严谨性以及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与东

方人相反，西方人认为积极用语言表达是一种热情和主动的体现，

沉默往往代表着不认可甚至不尊重。因此在商务谈判中，往往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西方人常滔滔不绝地阐明自己的条件和要求，但东

方人常以沉默加以回应，这使得对方摸不着头脑，想当然地认为对

方或许在拒绝，或许对某些条件还存有疑议等，从而双方在商务谈

判中极易产生误解和矛盾。 

（三）沉默在政治活动中的差异 

中国人欣赏“此时无声胜有声”，以此来表达“沉默是金”的

道理，所以中国人认为凡事都要慢开口、少开口，因为言多必失，

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中国素来有“沉默是金”的古训，凡事要紧

闭口、慢开言，因为“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要适时地“三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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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口”，要学会“守口如瓶”。 

而西方人在政治上的言论相当自由散漫。奉行言论自由的西方

社会中人们常常会把自己对政府的不满，直接在公开场合表达出

来，媒体也不会屏蔽这样的评论，报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批评攻

击政府的文章，有的新闻媒体甚至曝光总统绯闻。他们的议会经常

是热闹非凡，谁也不愿意默默无语甘当一个忠实的听众，也没有谁

害怕“祸从口出”。 

四、造成东西方沉默行为差异的原因 

（一）文化背景 

首先，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封建

思想根深蒂固，禁锢人的思想。历代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总是否定前朝的东西，稍不留神就有灭顶之灾，因此会有“祸从口

出”的古训。其次，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深受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影响的东方，无言或少言被广为倡

导和称颂。中国人强调“慎言”、“少言”，宁可不说，也不愿言辞

有误，日本人更是认为“一切邪恶自口出”。“沉默”代表有涵养、

深沉、稳重，“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由于

释、道家的影响，人们追求一种幽静、空灵的感觉相信人与人之间

可以用心交流，语言似乎是多余的——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某

些情感说出口内心感受就变味了。所以有诗歌说“此时无声胜有

声”。 

但自古希腊时代起，语言在西方人眼里就是探索和表达真理的

工具。人们非常熟悉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等都是通过演讲、辩论来说服他人或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语言

是雄辩的工具，而“雄辩就是力量，因为雄辩好比深谋远虑”。无

论是政治大选还是日常交谈，西方人都是通过语言展示自己的才

华。因此在西方，语言是延伸自我影响和改造他人的工具。这就难

怪西方人会认为沉默是一种消极的交际行为，传递的是拒绝、冷漠、

不尊重、不感兴趣甚至侮辱等信息。 

（二）价值观念 

对于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东方人来说，他们对集体或群体有很

强的归属感，人们往往克己守道、循规蹈矩、自我压抑、含蓄内敛，

因此人们常常谦虚谨慎不轻易展示自己往往对沉默情有独钟。由于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因此群体主义文化中的沉默行为表现形式虽然

是多方面的，但它的主流是积极的。按照中国的传统，沉默是金，

因而深沉、缄默是一种美德。一个沉默寡言的人要比讲话多的人更

受人信赖，因此保持沉默是得到赞扬的。在激烈的言辞中沉默、低

头不语，却是一种回避，是缓和气氛、延缓矛盾激化的重要方式。 

而以个人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社会，人们喜欢独辟蹊径、标

新立异，崇尚“雄辩”、“口才”的竞争交际，因此沉默是不受欢迎、

不被认可的行为。人们更看重语言交际，极想体现谈话的趣味，沉

默是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而在其他场合间保持人际

间的沉默是不可原谅的。美国人最害怕沉默，对于沉默他们常常会

感到浑身不自在。他们认为，话语交流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避免沉

默。在实际情况中，在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眼里，保持沉默有可能

被看作是一种抗议。 

（三）语境交际类型 

霍尔根据信息传播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将语境交际类型划分

为高语境交际和低语境交际。他认为在高语境交际中信息的意义寓

于传播环境和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中，即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

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被传递的语

言中。 

在东方人的对话语境属于高语境文化，东方人交流含蓄内敛、

有节制，感情不会过于张扬地外显。在东方，人们除了利用语言传

达信息外，很多非语言因素会传达更加丰富的信息，中国式沉默可

能蕴含了说话的时间、场合及说话者的年龄、性别、地位等信息，

在这时，沉默语的重要性超过了语言。沉默就是东方人最常用的非

语言交际形式之一，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与东方文化

相对的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信息的

传递必须通过详细具体的语言描述，语言才是其信息传递和交流的

主要工具，非言语交际形式所提供的信息微乎其微，因此，在西方

人看来，沉默是一种拒绝交流、冷漠疏远的表现。 

五、“沉默”行为的文化差异的应对策略 

沉默行为在言语交际中具有普遍性，但不同文化背景后的沉默

内涵的不同又常为跨文化交际带来一定程度的障碍和误解。为了避

免此类交际障碍的发生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在此提出一些对

待差异的方法作为尝试。 

第一，由于“沉默”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环境中含义

不同，因此，在实际的跨文化交际中，不能只片面地以自己的民族

文化和习惯倾向为标准，去理解和评价对方的文化行为，而应采取

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间的非语言交际形式的深层含

义的差异，尝试站在对方的视角下去解释和评价 “沉默”行为。 

第二，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也需要避免负面的刻板印象和

偏见，切勿因误解了东方人在交际过程中的沉默内涵而产生的刻板

印象，认为东方人普遍是一种不爱交流、冷漠排斥的形象。增强跨

文化意识，做多元文化人，同时在对待文化差异时要采取正确心态，

避免“民族中心主义”。 

第三，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跨文化关系就其本性而言非常复

杂，充满了许多因素与差异，在此讨论的沉默的不同解读只是微小

的一点，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具体环境来提高或降低会话期望，在

不同的会话背景和模式下及时做出调整。 

六、结语 

沉默在实际交际中的内涵差别体现在人们的工作、学习、政治

问题、商务谈判和日常交际的方方面面。作为跨文化交际者，我们

必须重视这些差别，并充分理解沉默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达的信息

价值，克服各自的文化定势。只有这样，跨文化交际意识才能增强，

跨文化交际中的误会和冲突才能减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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