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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语用失误是异文化冲突的常见现象"也是导

致跨文化交际故障的重要根源! 语言顺应论从本

质上揭示了语言使用的重要特征'动态的选择0

顺应! 以A6,;71(6,6) 的顺应理论下的交际语境

顺应理论为指导"就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经常出现

的语用失误的问题进行阐释"并提出成功的跨文

化交际应该是交际双方彼此对对方交际语境的

顺应!

一%引言

美国语言学家@9Y-,9 ?-V4,指出'(语言不能

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续下来的各种

做法与信念"这些做法与信念的总和决定了我们

生活的性质+! 文化的形成和维系在很大程度上

要依靠人们使用语言来组织社会合作的能力! 胡

文仲对跨文化交际.U)>6,7(.>(,-.0+XX()47->4+)/

下了一个非常简明的定义'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从事交际的过程就是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言语

交际指交际一方或双方使用非母语进行的言语交

际!

,#-我们在使用英语.目的语>-,26>.-)2(-26/的

过程中往往会受到汉语.母语或称源发语 ;+(,76

.-)2(-26/以及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一种既不是源

发语"也不完全是目的语的所谓中介.4)>6,J.-)J

2(-26/"或称语际语言!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

由于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

乏了解"交际双方各持不同的文化观点参与跨文

化交流"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去揣摩其他文化背景"

结果两种文化观念不能相互融合"于是产生文化

冲突"出现不恰当的言行"这就是跨文化语用

失误!

,!-

英国语言学家'6))851+X-;在评论语用失误

的严重性时指出'(语法错误可能使人不愉快"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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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交际"但至少在规则上"它们是一清二楚的"

听话人会立即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且一旦意识到

说话人的语法较弱"对其是容忍的! 然而"语用失

误则不然"如果一个非本族语者说话流利"对方就

不会把其明显的不礼貌或不友好的行为归因为语

言缺陷"而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的自然流露! 语

法错误可能显现出说话人还未掌握一定语言能

力"语用错误可能反映出说话人的人格有毛

病!+

,&-由此可见"减少和防范语用失误对于跨文

化交际的顺利进行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语用失误的概念及类型

(语用失误.V,-2X->47/-4.(,6/+这一概念是英

国著名语用学家'6))851+X-;#F%& 年在(跨文化

交际中的语用失误.0,+;;J7(.>(,-.e,-2X->47 -̂4.J

(,6/+一文中提出的! 她将其定义为(>164)-Z4.4>8

>+()96,;>-)9 Y1->4;X6-)>Z8Y1->4;;-49. 不能理

解别人话语的含义/+"

,O-这一概念现在已被我国

学者普遍接受! 在此之所以用(失误+./-4.(,6/而

不用(错误+.6,,+,/"是因为语言的使用本身并无

所谓对错之分"它主要涉及说话方式是否妥当#得

体"是否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据统计"在整个

语言文化交流的信息中"通过言语传播的信息只

占 &Kk"而 $Kk是通过非语言传递的! 一般认

为"当说话人在言语交际中使用了符号关系正确

的句子"但说话不合时宜"或者说话方式不恰当"

表达不合习惯等"具体来说"说话人不自觉地违反

了人际规范#社会规约"或者不合时间空间#不看

对象#不顾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场合等"违背目

的语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使交际行为中断或失

败"使语言交际遇到障碍"导致交际不能取得预期

效果或达到完满的交际效果"这样性质的错误就

叫语用失误!

,K-

'6))851+X-;指出"在外语学习中由于文化

的差异造成的语用失误有两类'语用语言失误

.V,-2X->47J.4)2(4;>47/-4.(,6/和社交语用失误.;+J

74+JV,-2X->47/-4.(,6/! 语用语言失误是语言使用

规则的迁移造成的"语言使用规则因不同文化和

社会而存在着差异"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相互交际

时套用母语模式"直接把自己语言的话语翻译成

目标语"而不考虑这种套用在另一种语境中是否

恰当#得体! 社交语用失误是社交语用规则的迁

移造成的"是因为不了解或不能准确把握对方的

文化背景差异如身份#话题等而造成的语言选择

形式上的错误! 主要涉及在什么场合下#什么时

候#对谁说什么话!

三%交际语境顺应与顺应理论"M9-V>-J

>4+) 516+,8$

比利时国际语用学学会秘书长 A6,;71(6,6)

在他 #FFF 年出版的(<)96,;>-)94)2e,-2X->47;+一

书中"从全新的角度理解和诠释了语用学"提出了

语言综观说"并进一步主张全面#综合地研究语言

使用的复杂性及其奥秘所在! 他提倡的语义学纵

观论"认为使用语言就是选择语言"即语言的使用

是(一个不断地选择语言的过程"不管这种选择

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处于语言内

部的原因还是处于语言外部的原因+!

,$-他还指

出"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过程中做

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由于语言顺应性的存在!

语言的顺应性是指能够让语言使用者从可供选择

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的特

性! 语言顺应性是人类语言的特征"也是我们进

行语用分析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 语言顺应涉及

四个方面' .#/语境关系顺应'指语言选择中要考

虑的各种语境因素2.!/语言结构顺应'指顺应涉

及语言的各个层次及语言结构原则2.&/顺应的

动态性'指语言选择和协商的过程是不断变化的

顺应过程2.O/顺应中的意识突显'指交际者对语

言选择的意识程度!

A6,;71(6,6)认为语言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

语境和语言结构之间的动态顺应过程! 语境包括

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两方面的内容"二者构成了

言语交际中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的总和! 语言语

境指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根据语境因素而选择的各

种语言手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下文2交际语境

属于非语言语境"它包括语言使用者#心理世界#

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等因素! 语言使用者在交际

语境中处于中心地位"因为物理#社交和心理世界

中的语境成分都要靠语言使用者来激活"以发挥

语言的交际功能! 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

应自己和听话人心理世界的动态过程! 交际语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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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语言使用者在使

用和理解语言时做出的语言选择! 下面是从几个

方面分别阐释对交际语境的顺应忽视而造成的语

际语用失误与语内语用失误!

,I-

四% 以交际语境顺应视阈剖析语用

失误

翻译本质上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同

时它也有一般交际的特点"译者和原文作者#译者

和心理预测读者都可以构成双向交流的整体! 其

实"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也是一个连续不断要做出

选择的过程"从(翻译什么东西+到(如何进行翻

译操作+都要牵涉到一系列选择的问题! 译者若

想通过翻译担负起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作

用"就必须使自己的思维运作及翻译过程顺应于

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双方的认知环境! 否则交

际的成功性势必会大打折扣!

,%-

"一$忽视对语言使用者的顺应

在跨文化交际中"参与谈话的双方以及与谈

话内容有关的其他人就是语言使用者..-)2(-26J

(;6,;/! 我们通常指的是交际对象! 在言语交际

过程中"必须考虑交际对象的性别#年龄#身份#职

业#种族特点#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以

及与其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如果忽视顺应这些因

素"就会对语言的使用作出错误的选择"从而导致

交际的中断或失败"造成语用失误!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准则和价值取

向! 西方文化是(我文化+"而东方文化是(我们

文化+! 这种差异导致了西方社会高度尊重个人

隐私"而中国文化以群体价值为取向"人际关系重

人情#重和谐!

例 #'.L,*:.-7\刚作了一次讲演/L,:.-7\"

8+(*=6X-96-Y+)96,/(..67>(,6*

这句恭维不恰当! 在西方人眼里"学术报告

是求实的"不会是Y+)96,/(."这样会使人以为说话

人在吹捧"显得虚伪! 更恰当的说法为'U,6-..8

-VV,674->68+(,.67>(,6" L,:.-7\*

例 !'.某人要乘出租车去机场"他对司机

说'/`+(.9 8+( \4)9 6)+(21 >+;6)9 X6>+>16-4,J

V+,>$

司机'.有点尴尬/`6..*

说话人忽视谈话对象的身份或社会地位! 出

租车司机的工作就是服务"为了获得经济收入他

们都乐意为乘客提供热情服务! 其实"当向出租

车招手叫停之后"只要说一声'M4,V+,>" V.6-;6就

很恰当"既不失身份"又礼貌得体!

"二$忽视对物理世界的顺应

A6,;71(6,6) 所指的物理世界.V18;47-.Y+,.9/

主要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指示关系! 时间关系包括

事件时间#说话时间和指称时间等2空间关系包括

绝对空间关系和参照指称对象的相对空间关系"

类似于我们一般所说的时间#地点事件#场合等情

景知识! 为了更好地传递信息"使听话人寻找到

话语的语用照应关系"说话人的话语要顺应交际

的物理世界!

例 &'5168-,67+X4)216,6>+9-8Y66\ .或

Y66\ >+9-8/*

英语中的 >+9-8Y66\" >+X+,,+YY66\ 和 86;J

>6,9-8Y66\要分别理解为(下星期的今天+.七天

后/#(下星期的明天+ .八天后/和(下星期的昨

天+.六天后/! 可是 86;>6,9-8Y66\ 还可以表示

(上星期的昨天+.八天前/"这样的歧义只好靠语

境或句子的其他手段.如时态/来消除!

英#汉时间词语的语用差异还表现在时序和

先后顺序的表达上!

例 O '.一个中国学生借给美国朋友一本书"

并强调书的第一部分很精彩"催促其尽快看完"那

位朋友答/:(>Y6-,626>>4)2-16-9 +/>16;>+,8*

中国学生说' (U\)+Y" Z(>V.6-;6/4)4;1 4>

3(47\.8*+

美国朋友听了以为他在催他快还书"

,F-

.因

此产生交际失误! 汉文化是以过去时间取向为主

导的文化"人们从面向过去的视角看待时间'汉语

中(前+表示过去的时间"(后+表示将来的时间2

美国是以将来时间取向的文化"人们从面向将来

的视角看待时间'(前+表示将来的时间"(后+表

示过去的时间! 中国学生受母语的影响"将汉语

策略迁移到英语中"在英语句中(-16-9 +/+是指

.故事的/最后一部分而在汉语中(-16-9 +/+是指

.故事的/第一部分! 在这个例子中"正是交际双

方对彼此时间指称关系的顺应失败而造成的语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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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误!

"三$忽视对社交世界的顺应

社交世界.;+74-.Y+,.9/包括社交场合#社会

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 在跨

文化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者进行语言选择时"必

须顺应不同的社交场合#社会环境#交际原则和准

则! 社交场合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在正式场合

下"应该用正式语体#礼貌级别比较高"词语的选

择比较讲究2相反"在非正式场合下"应该用随便

语体"礼貌级别比较低"如果忽视应对此所作的顺

应"就会导致语用失误! 同样"社会环境也制约着

语言的选择"在言语交际中"不同的社交场合#社

交环境要求不同的角色定位与之相适应"才能在

正确得体的角色认知下得体地使用语言"否则"就

会导致失误!

例 K'M是来自美国的英文教师"他应邀参加

了学生:的生日晚会!

M'P+( -,6=6,8Z6-(>4/(.4) ,69*

:'D+" >14;,69 9,6;;4;+.9*U9+)*>>14)\ 4>4;

Z6-(>4/(.*

显然"此对话没有达到完满的交际效果":是

按照汉语的习惯回答别人的称赞! 因为中国人听

到别人赞扬自己时"总是先否定对方的赞扬"再贬

低自己一番"以示自谦"而接受赞扬则意味着有骄

傲自满的情绪或缺乏教养"但是中国人的自谦会

引起西方人的误解与不快"因为他们觉得这种谦

虚不仅否定了自己"同时也否定了赞扬者的审美

观和鉴赏力"是很不礼貌的! 在英语里面别人对

你赞美"你就应该接受! 例中的 :应该这么说'

51-)\ 8+(" U-X2.-9 >+16-,>1->*

在西方人倾向于合作原则的地方"中国人却

热衷于礼貌原则! 中国人的谦虚遵守了礼貌原则

中的谦虚原则"但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

在跨文化交际中"将母语的礼貌策略迁移到目的

语文化中"势必会造成语用失误!

"四$忽视对心理世界的顺应

根据 A6,;71(6,6) 的观点"心理世界.X6)>-.

Y+,.9/主要涉及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和意

图等认知和情感方面的因素! 心理世界说话人选

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的和交际另一方心理

世界的一个动态过程!

在美国社会中"人们的一切行为都以个人为

中心"个人利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准则渗透

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在人们日常交谈中不喜欢

涉及个人私事"有些问题甚至是他们所忌谈的"如

询问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多少#宗教信仰#竞选中

投谁的票等等都是非常冒昧和失礼的! 美国人对

年龄的看法同中国人大不相同! 在我国"老年人

受到尊敬"而在美国(老年人+一词却是满脸皱

纹#腿脚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等外延意义! 因此在

美国"老年人绝不喜欢别人恭维他们的年龄!

例 $'.一名中国人对已一名已经 $" 多岁的

外国老教授说/P+( 1-=6)*>71-)269 -.+>*

这位老教授面有不悦! 其实"中国人的意思

是赞美老教授还是那么年轻#有活力! 但是在西

方人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没改变说明

这个人不求上进"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而绝对领会

不到会有 (还是那么年轻"那么精神+的言外

之意!

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如果说话者忽视

顺应来自不同文化的交际对象的情绪或其他认

知#情感方面的因素"肯定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

果"造成语用失误!

五%结语

?-V4,说过"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

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形式! 因此"文

化必然约束控制人们的言语交际并在人们的言语

交际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

择语言的过程! 在选择语言的过程中"要遵循高

度灵活的原则"要做到语言与语境的顺应"语言的

选择要顺应各种语境因素"不同的语境因素要求

选择不同的语言! 任何文化都有向异文化开放的

可能性"而过分坚持自己的文化的特定性"只能导

致交际的失败+!

,#"-我们认为跨文化语用失误正

是由于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的一方忽视了语言

与各种语境因素的顺应而造成的! 因此"在跨文

化交际中"为了避免语用失误"必须做到从语言顺

应性的特点出发"根据实际的语言使用语境在两

种文化之间"对原文语言使用者与译文语言使用

者所反映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

O"#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CCCCCCCCCCCCCCC第 !% 卷



的差异做出恰当的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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