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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际中的“微笑”看俄汉民族文化差异
∗

汪成慧

（四川文理学院 外语系，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　 要： 微笑是人类独特和微妙的一种面部表情，是人类的体态语言。 面部表情和语言

一样烙有民族文化的印记。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交际中“微笑”的规则也不相同。 本文

从交际的角度探讨了“微笑”在俄汉民族文化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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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笑是一种交际的世界语，是世界各国都能

读懂的世界性语言，微笑没有国界也没有阶级之

别，人人都有权利享受别人真心的微笑。 正如美

国著名的礼仪大师罗杰·Ｅ．艾克斯泰尔所说：“有
一个世界通用的动作，一种表示，一种交流形式，
它存在于所有的文化与国家中，人们不分国别、不
分种族地使用它，并理解它的含义。 它可以帮助

你与各种关系的人交往，不论是业务伙伴，还是朋

友，它是人们交流中唯一最有用的形式，那就是微

笑。 “ ［１］微笑在交际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它是交际中重要的乃至必要的组成部分。 微

笑不仅是交际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礼节，而且还能

给对方带来亲切温暖的感觉。 众所周知，美国人

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Ｋｅｅｐ ｓｍｉｌｉｎｇ！” （请保持微

笑！）中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一贯提倡“笑迎

天下客”。 然而，当你踏上俄罗斯国土，进入海关

或者来到商店购物，迎面见到的并不总是一张张

热情洋溢的笑脸。 你也许会感到纳闷，甚至有些

心灰意冷，其实大可不必。 俄罗斯人不对你微笑

并不是不友好的表现，也许是长期的民族心理习

惯或千百年来民族交际文化观念的影响，人们常

有“‘吝啬’微笑的俄罗斯人”的说法。 尽管如此，
并不是说俄罗斯人完全拒绝微笑，在其交际结构

中“笑”仍占一席之地，只是他们的微笑有别于中

国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而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
俄汉民族在交际中的微笑存在着诸多差异，分析

两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心理和交际实际，了解

两国人民在交际中微笑差异的缘由，对我们学

习和了解作为交际文化的微笑特点是十分必

要的。

一、从对陌生人展露“微笑”中看俄汉

民族的文化差异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微笑就是心

灵的发言人。 虽说如此，世界上还是有些民族在

实际的交际中不善于微笑。 所以人们把世界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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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分为微笑民族和非微笑民族两类。 一类是美国

人、日本人、中国人、西欧人等称为爱微笑的民族；
另一类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人称为不爱微笑的民

族。 在爱微笑的民族里，微笑成了这些民族日常

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因为他们知道，微
笑能使陌生人感到亲切，使朋友感到安慰，使亲人

感到愉悦。 你给别人以微笑，别人回报你以友情。
微笑既是出于人们在交往中的礼貌，更是人们发

自内心的一种感情表达。 在欧美，给陌生人一个

微笑，表达友善之意，是相当平常且深植在人民生

活的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反射行为，根本无需多

加思考。 美国人不但对人彬彬有礼，亲切友好，对
陌生人都会报以微笑，而且常伴友好的手势，口中

也少不了“Ｈｏｗ ａｒｅ ｙｏｕ？” （你好吗？）。 日本人对

初次见面的人微笑是试图表达自己内心的谦虚、
谦恭的态度。 所以人们称日本人的微笑是“暧昧

的笑”，因为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没有的表情。
日本人像戴上了面具，当事人把真正的感情完全

加以遮盖，把感情和表情严格加以区分。 实际上，
他们在克制感情，目的是要避免把自己不愉快的

感情通过自然表情传染给别人，这是传统日本人

处世待人的一种礼仪，在日本人的思想中认为这

也是一种美德。 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你会得到

充满善意的微笑，即使是对待陌生人，在正式场合

“笑容可掬”似乎成了规约似的习惯。 这是中国

人举止文明、待人礼貌的表现。 无论在哪里，“微
笑”已经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亮点，中国人

已经把“微笑” 视为一种 “文化”，是 “文明” 的

象征。
俄罗斯人不属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人，但

俄罗斯属于东斯拉夫人，也属于不喜欢微笑的民

族。 俄罗斯人富有同情心，他们善良和好客，但他

们不喜欢微笑，这是有一些原因的。 在东正教的

文化中，发笑的是死神，是魔鬼和其他妖魔鬼怪，
由此而产生成语“дьявольский смех” （魔鬼的笑

声）。 俄罗斯圣像画中的耶稣、他的门徒和圣人

们以及圣母从来不笑。 俄罗斯人有信仰宗教的传

统，正是这种信仰造就俄罗斯人待人善良、诚实、
严肃，而不随意笑的习惯。 如果俄罗斯人对陌生

人微笑则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表现。 从这可以看

出，面部表情和语言一样烙有民族文化的印记。
弗里森（Ｆｒｅｓｅｎ）和汤姆金斯（Ｔｏｍｋｉｎｓ）在大量实

验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显露规则的概念，它表明

“每种文化都发展了一系列的规则，这些规则指

导个人显露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它表达个人在一

定的条件下所体验的情绪”。 不同的显露规则，
使得人们的面部表情在感情流露时的不同，那是

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反应速度和表达方式的不

同。 “掩而不露”是中国人的显露规则，而英语国

家的人则是“表露无遗”，这就使英语国家的人很

难读懂中国人的面部表情。 以笑为例，中国文化

中的笑的含义是很丰富的，既可以表示感谢、赞
赏，又可以表示“没关系” “一笑了之”；而英语国

家的人则认为笑总是表示高兴、兴奋或者认为这

件事很搞笑，这也就是为什么外国人搞不懂中国

人笑的原因。 俄罗斯人不习惯于对陌生人微笑，
对陌生人微笑并非俄罗斯人的传统习惯或文化。
俄罗斯人认为陌生人莫名其妙地对他微笑，不是

因为虚伪假装友好，就是为了掩饰，假装一切事情

都很正常。 如果哪位俄罗斯先生在马路上对陌生

姑娘微笑，或者姑娘朝不认识的小伙子微笑，这在

公众眼里会被视为是举止轻佻、无礼的表现。 在

И． А． Стерник 的 文 章 《 Улыбка в русском
общении》中讲了这样的一件事：一位美国妇女在

圣彼得堡的大街上被一位俄罗斯老太太当面责

问：“Чего ты улыбаешися⁃то？” ［２］ 这也许是民族

性，也许是气候太冷所致，更也许是长久的文化及

生活习惯使然，除非原本认识，或是小婴孩，不然，
很难在一个陌生的俄罗斯人脸上看到笑容。

二、从交际活动中的“微笑”礼节看俄

汉民族的文化差异
俄罗斯人认为，微笑不是交际活动中必需的

礼节，不是礼貌待人的标志。 美国人、德国人、日
本人和我们中国人在见面打招呼时，总是笑容可

掬，通常认为对交谈者露出笑容是礼貌交际的要

求，因为笑容是一种令人感觉愉快的面部表情，它
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为深入沟通与

交往创造温馨和谐的氛围。 同时，这也是礼节的

表现形式。 而在俄罗斯人看来，礼貌交际不要求

微笑。 他们觉得微笑仅仅是交际活动中一种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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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不是处处都合适的，而彬彬有礼的话语、
礼貌的语调和友好的言辞、充满友好诚意的面部

表情才是交际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所以俄罗

斯人与人打招呼时不一定脸上带笑。 因此，俄罗

斯人在公共场合———如上班时或公交车辆中———
很少微笑。 他们认为笑必须是真诚的，发自内心

的，而莫名其妙、无缘无故的笑是不可取的。 他们

认为，人们微笑必有某种原因，有原因才有微笑的

权利。 在俄语中有句俗语“Смех без причины –

признак дурачины．”（无故而笑是愚蠢的表现）。
我们的学生有时在课堂上突然笑声一片，俄罗斯

教师很不理解，称之为“дурацкий смех” （傻笑），
学生们为此感到委屈，甚至愤愤不平。 在俄罗斯

的餐厅、公交、剧院等公共场合，我们的同胞常常

会爆发出一阵朗朗的笑声，招来俄罗斯人的异样

目光。 俄罗斯人认为：“Смеяться громко прежде
считалось неприличным， поэтому взрослые люди
сдерживали смех， прикрывая рот ладонью， ⁃⁃
мужчины при этом делали вид， что поглаживают
бороду”（以前，大声笑被认为有失体面，所以成

人笑时用手捂嘴，男人则做摸胡子的样子）。 俄

罗斯人在不明白别人笑的原因时对笑是非常反感

的。 就表面性、相对性和传统性而言，俄罗斯的民

族性格具有两极性，他们既热情、开朗、情绪激烈，
又很冷漠、沉闷、忧郁。 许多外国人抱怨，在街上

或宾馆、商店等某些公共场合对俄罗斯人微笑或

在出入境时对俄罗斯海关人员微笑，往往得不到

相应的回报。 所以与不相识的俄罗斯人打交道，
不要奢望他会笑容满面地与你交流以示对你的

友好。
就连英美人对我们中国人的微笑有时也感到

不可思议，他们称之为“比蒙娜丽莎还蒙娜丽莎”
的“不可捉摸的微笑”。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一
位美国留学生回校后很不高兴地向中国老师诉说

她在城里的不愉快遭遇，老师一直微笑地听着，一
点都看不出感情的共鸣，学生很不高兴，质问老

师：“你为什么发笑？ 这有什么可笑的？”因为在

美国，老师会用很明显的感情共鸣的表情作出反

应；而我们的老师看起来似乎是在幸灾乐祸。 由

于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微笑”的理

解有所不同，所以就会让在场的外国人产生误解

或不满。

三、从履行公务交际活动中的“微笑”
看俄汉民族的文化差异

在履行公务交际活动中，俄罗斯人历来不苟

言笑。 许多东西方国家都提倡服务行业的工作人

员开展微笑服务，有的地方还把这项规定列入

“工作守则”。 俄罗斯却从来没有“微笑服务”的

传统。 他们往往认为微笑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工
作时就应该思想集中、态度严肃、不苟言笑。 工作

时笑会影响工作的完成和给事业带来损失。 他们

认为微笑同认真工作是不相容的，工作是非常严

肃的事情，应该聚精会神。 因此，当你在俄罗斯的

机关、银行办事，在商店、饭店购物和就餐时，倘若

见到面无笑容、一副面若冰霜、不苟言笑的表情的

工作人员，实在会让客人有种被人相拒千里之外

的感觉。 但切勿产生什么对立情绪和恶感。 不能

单凭这一点就认为俄罗斯人是不礼貌、不友好的，
或者对人有敌意的情绪。 俄罗斯人甚至还认为微

笑、出声笑以及与此相关的愉快必须是在工作以

外的时间。 一些俄语谚语、惯用语把俄罗斯人对

待工作和笑的态度刻画得清清楚楚。 如，“Делу＿
＿＿ время， потехе＿＿＿час．” （工作和娱乐，各有定

时。） “Некогда сейчас улыбаться．” （现在没有时

间笑。）“Не до улыбок сейчас！” “Не до смеху！”
（无暇取笑，无心取乐！） ［３］ 如果在俄罗斯的一位

外国人在办公务时笑，有人就会埋怨他：“Чего за
смех！”（有什么好笑的！？）因为俄罗斯人的微笑

准则拘泥于熟人之间，而且多在工作之余。 在他

们看来，工作和笑应当是迳渭分明，两者不能同时

并存。
这有别于中国的 “笑口常开” 或美国人的

“Ｋｅｅｐ ｓｍｉｌｉｎｇ！”。 中国的商业和服务部门的工作

人员在工作岗位上都要对自己的顾客微笑，以此

表现乐业敬业。 在服务岗位，微笑更是可以创造

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让服务对象倍感愉快和温

暖。 如，北京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优秀营业员张

秉贵，从业 ２７ 年中，就是靠和蔼的微笑服务始终

赢得顾客赞誉、赢得个人和集体的无上光荣。 美

国的零售业巨头创始人山姆·沃尔玛的“三米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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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原则，山姆鼓励职员们说：我希望你们能保

证，在离顾客三米之内时，用眼睛跟顾客取得交

流，并微笑问：你需要什么帮忙吗？ 这就是著名的

沃尔玛 “三米微笑”原则。 今天的沃尔玛拥有如

此的成就和地位可以说是与“三米微笑”原则分

不开的。 再看，康纳·希尔顿是号称全球旅游业

之冠的希尔顿酒店总公司的董事长，当他的资金

由最初的 ５０００ 美元增加到 ５０００ 万美元时，他有

些沾沾自喜。 但他的母亲对他说：“除了诚实以

外，你还得想出一个简单可行、不花钱又行之久远

的方法，去争取顾客的再次光临，这样，你的旅馆

业才是前途无量的。”希尔顿经过苦思冥想，认为

只有微笑才符合母亲所说的要求。 于是，他把微

笑待客作为最基本的经营方式。 他经常到设在世

界各地的酒店去视察，每到一地，他问得最多的一

句话就是：“你今天微笑了没有？”希尔顿的座右

铭是：“我们脸上的微笑应当成为旅客的阳光。”
持之以恒的微笑最终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希
尔顿的成功有目共睹。 可见，微笑，一个小小的表

情，竟能有如此大的功效，说起来总让人觉得不可

思议。 可无数事实却证明了微笑不单单是一个表

情，更是一种武器，一种征服自己、征服他人的武

器。 它传达的是一种喜悦、一种安慰、一种兴奋、
一种浪漫、一种呼唤和一份心情。 有这么一首歌，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
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这是对微笑的一种渴

望和呼唤，微笑应该是无处不在的，但俄罗斯人没

有这样的传统。 这和我们中国人要求的“笑口常

开”正好相反。 据说今年俄罗斯某航空公司曾向

外国旅游部门驻俄机构征求过改进工作的意见，
各国参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建议，就是希望俄方

的服务人员能够多一点微笑。 但好笑的是，俄方

研究后提出的改进口号竟然是：我们的不笑正是

为了让你们更好地微笑！ 你看，俄罗斯人有多么

固执！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知识，微笑也要讲

究合适的场合和语境，弄懂交际双方的习惯和国

情，否则就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四、从“微笑”的语境看俄汉民族的文

化差异
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作为世界上有着重要

影响的两大民族，已经形成各自迥然不同的文化

特征和性格。 提到俄汉文化差异，自然会联想到

东西方文化差异。 比较文化差异的话，世界上再

也没有哪两个国家比俄罗斯和中国更具可比性

了。 因为在世界民族中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俄罗

斯民族那样独特，任何一个民族的精神都不像俄

罗斯民族精神那样复杂。 这是因为俄罗斯民族不

仅有着横跨欧亚大陆的幅员辽阔的疆域，而且有

着一部起伏跌宕、徘徊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历史

和一个对俄罗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

的宗教。 正因为如此，俄罗斯人不习惯逢人便笑、
不习惯用微笑去博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以微笑

给别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他们认为微笑必须事出

有因。 只有碰上令人高兴和开心的事，才情不自

禁地发出会心的微笑。 没有愉快的心情，脸上就

不会出现笑容。 不少俄罗斯人把西方的礼貌微笑

视为矫揉造作，笑起来令人厌恶。 他们把经常挂

在脸上的微笑称作为“ дежурная улыбка” （没完

没了的微笑）。 尽管在工作和面对陌生人时俄罗

斯人不喜欢“微笑”，看起来淡淡冷冷，但在熟人

之间和闲暇时，他们从来就不“吝啬”微笑。 如果

对交谈者抱有好感，俄罗斯人马上就变得非常热

情、非常够义气，他们的脸上则充满了真诚善良的

笑意。 亲朋好友相聚，大家在一起畅所欲言，人们

忘却生活中的不愉快，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开怀地

笑。 这时的笑不是出自交际中礼貌原则，而是发

自内心真诚的笑（искренные улыбки）。
相比之下，在中国有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表

示，当有陌生人主动向自己微笑时感觉非常友好，
或者是自己的友好形象得到认可。 因为微笑有效

传递了友好乐观的态度，有助于在社会生活和人

际交往中缓解生活压力、建立和谐关系以及打造

和蔼可亲的个人名片。 笑脸不只是快乐和友好的

表示，也能传递道歉与谅解的信息。 在公共汽车

上因急刹车踩了别人的脚，微笑就等于说“对不

起”；与陌生人相遇或相撞，微笑是为了向对方表

示自己没有敌意；服务行业的人脸上常带着微笑

则是欢迎和友善的表示。 我们东方人比较含蓄，
感情不容易外露，不像西方人、尤其是拉丁语系人

那样，从面部可以看到七情六欲的展现。 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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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用面部来遮掩感情，而不是显露感情。 中国

俗语“看脸色办事”和“给人脸色看”更将面部表

情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所以“察言观色”
便成了跨文化交际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通过俄汉民族文化交际中“微笑”这一非语

言现象的差异比较可见，作为交际行为组成部分

的微笑在俄汉民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

显示出两个民族的特殊性。 了解两民族交际中微

笑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两国人民的理解和

认识，有利于我们在各领域中进一步加强两国人

民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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