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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学生跨文化能力培养的影响

——以意大利欧技集团口译实践为例

诸泓亮

新疆师范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摘　要：全球化时代，跨文化外语教育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的关键途径。它不仅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

和技能培养，还重视文化交流互动、视野拓展及文化身份认同的发展。目标是塑造能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有效沟通、自信

传播中国声音、促进文化互鉴的国际化人才。为此，需提高学生的文化自觉性，加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译介能力，

同时深化对目标国家文化语境的熟悉度，提高翻译的针对性和精准性。本文结合自身口译实践经历，进一步分析东西方各

个层面的文化差异，以及学生跨文化能力养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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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英语翻译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语言转换活动。对于

翻译者来说，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英语知识和翻译技

能，还应具备从跨文化视角进行翻译的能力，这意味着要遵

循特定的翻译策略，以确保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的恰当连

接（党争胜，2024）。这些策略包括但不限于准确的术语使

用、参考行业标准、专业概念的适当解读以及对文化因素的

细致考虑（胡良玉，2022）。正确使用这些策略可以提高目

标语言读者的理解，确保内容的技术准确性和文化适应性，

并避免可能的误解和风险。本文将基于作者在口译实践中的

经验，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在翻译专业学生培养跨文

化交际能力方面的重要性。

1 文化差异

本文的口译实践服务对象为欧洲客户，其中大多数来

自意大利的欧技公司。比较对象为新疆煤化工有限公司的员

工。在为期 15 天的口译实践中，从语言文化差异和非语言

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了详细比较（萨莫瓦，2000）。

1.1 语言交流

语言对人类交互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与周围世界建

立联系的方式。如果我们回顾一天的日常生活，会发现我们

用语言来表达各种不同的目的。比如我们早上醒来时会说：

“早上好！”我们用语言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或与他人分

享不愉快的经历寻求支持：“让我告诉你我昨晚做的可怕的

梦。”这个例子还展示了我们如何通过语言与过去联系，即

谈论已经发生的事情（萨莫瓦，2000）。当我们学习另一种

语言时，我们很快会发现，不仅是符号（词语）和这些符号

的发音不同，使用这些符号和发音的规则（语法、句法和语

调）也不同。本文将从称呼方式、问候方式和工作方式三个

方面分析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差异。

1.1.1 称呼

东西方在称呼同事和领导的方式上差异巨大。在与中

国员工合作时，必须考虑到资历和上下级关系。在同级之间，

根据工作年限和年龄，通常不会使用全名，而是保留姓氏并

加上“哥”或“姐”，例如“张哥”。对于领导，则会在姓

氏后加上头衔。如果是下属，姓氏前会加上“小”字，例如“小

朱”。然而，在与欧洲员工合作时，无论职位高低，通常直

接使用名字，不必特别考虑职级差异（Hooker, 2012）。当然，

双方的共同点是都需要对领导表示充分的尊重。

1.1.2 日常沟通

在问候方面，东西方也存在显著差异。在遇到中国员

工时，通常先称呼对方的职称并问候。如果是用餐时间，可

能还会询问是否已经吃过。与欧洲员工见面时，问候语则取

决于当天的时间，例如“早上好”，“下午好”或“晚上好”。

如果一段时间未见面，可能还会问：“你好吗？”（Moran，

2010）。有趣的是，欧洲人在同事打喷嚏时会说“保重”或

“祝福”，这一习惯源自中世纪欧洲受瘟疫影响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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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工作职责

在工作职责方面，东西方也存在一定差异。在与中国领

导合作时，员工可能会被要求做一些自己职务之外的工作，

而这些工作领导通常不会亲自去做。例如，跑腿或送文件是

员工的常见任务。然而，在与欧洲领导合作时，虽然也有类

似情况，但如果员工忙于自己的工作，领导通常会自己完成

这些任务，而不是强制要求下属去做，比如泡咖啡和洗杯子

（Graham, 2022）。

1.2 非语言沟通

从认识到分离的那一刻起，人们通过所有感官来观察彼

此，听暂停与语调，注意穿着和举止，观察眼神和面部表情，

以及注意词语的选择和句法。每一个信号的和谐或不和谐都

在引导着人们对当时情绪或持久属性的解读。根据动静、声

音和言辞的评估，决定是争论还是同意，是笑还是脸红，是

放松还是抵抗，是继续还是打断对话（萨莫瓦，2000）。因

此，非语言沟通在跨文化沟通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因为许

多非语言行为传达了普遍的语言。本文将从准时性、身体行

为和餐桌礼仪三个方面分析中西方非语言沟通的差异。

1.2.1 准时性

准时性是东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差异。在时间管理方面，

中国人通常对到达时间较为灵活，以适应突发事件，而欧洲

人则一般力求接近预定时间，通常提前五分钟到达。在西方

社会，准时被视为基本的社交礼仪，迟到通常被解读为不尊

重和不专业。西方时间观念往往与个人主义相关，强调个人

责任和效率。相比之下，东方的时间观念更倾向于集体主义，

注重人际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比时间的紧迫性更为

重要。例如，在中国，迟到可能会导致之前会议的延长，参

与者更在意彼此的感知和感情，不愿急于结束，忽略了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Allen，2024）。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的灵

活性被视为对他人情感和社交关系的尊重。

1.2.2 身体行为

在身体行为方面，进入房间的顺序存在显著差异。中

国员工通常会为领导开门并让其先进入，以表示尊重。然而，

欧洲员工通常不会有这种意识，他们按到达的顺序进入，领

导有时甚至会为员工开门（高江阳，2013）。此外，赠送礼

物的文化差异也很大。在中国，给领导和同事送礼通常是建

立良好关系或促成工作的方式。而欧洲人则将赠送礼物视为

交换礼物，并不会基于收到礼物而提供好处；一切都按照规

章制度来执行（Graham，2022）。

1.2.3 餐桌礼仪

在中国文化中，主人通常会坐在面对入口的座位，这

被视为最重要的座位，贵宾根据身份坐在主人的旁边。这种

座位安排旨在显示尊重和等级。在西方文化中，座位安排通

常较为随意，可能不如中国文化那样体现等级和正式性（崔

晓霞，2022）。个人可能根据个人偏好或便利性选择座位，

主人不一定要坐在某个特定的座位。

餐会开始后，在中国文化中，通常是等最高身份的人

先开始吃，这是一种表示尊重和顺从权威的行为。相反，欧

洲人通常喜欢自助餐式的就餐体验，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自己

喜欢的菜肴，没有严格的谁先吃的问题（Xiao, 2021）。此外，

在中国的餐桌礼仪中，主人通常会为远道而来的客人夹菜，

这是表示关心和重视的举动。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可能无

法理解这种做法，因为他们的餐饮习惯更注重个人选择和自

主性。西方文化中，客人通常会自取食物，而不习惯让别人

为自己盛菜，这可能会被视为对个人空间或偏好的干涉。

1.2.4 酒文化

酒文化的差异也十分显著，欧洲人到中国出差时可能

会发现很难适应这种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尤其是在中

国北方，酒文化尤为浓厚。例如，在重要的宴席上，当喝白

酒时，领导会举杯致敬，酒杯中的酒通常分五口饮用。最后

一口酒饮完后，不论杯中剩余多少，都应当喝完，标志着一

轮敬酒的结束。

相比之下，欧洲人通常根据个人需求和酒量来饮酒，

在重要场合上，喝完一瓶红酒后，可能会等待一小时再开

另一瓶。如果是烈性酒，他们通常一次只喝一杯（代羽冰，

2023）。这反映了中西方文化中对酒精消费的不同态度。在

中国，敬酒和共同饮酒被视为建立关系和表示尊重的方式，

通常涉及强调集体和谐的仪式。而在欧洲，葡萄酒文化更注

重个人享受和适度，强调酒的质量和品味，而非饮酒的数量

（Jiang，2011）。

1.3 文化融合与适应

文明之间的交流自然包括文化的融合与适应。长期驻留

和频繁访问中国的欧洲人会逐渐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

并遵循其传统习俗（邵彤，2013）。出于对文化的尊重，他

们也愿意了解不同的文化。同时，尽管中国文化保持其独特

性，但它也在与外来文化的不同程度融合、适应和碰撞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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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国人在中国的现象反映了多种文化的共存和共生。

2 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跨文化外语教育将外语能力与跨文化技能的培养有机

结合。它不仅强调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技能训练，还注重语言

学习的基本特征，如语篇构建、文化交流互动、视野拓展和

文化认同感的发展（葛春萍，2016）。其内涵和外延比传统

的外语教育更加丰富和深刻，是培养具有中国情怀和全球视

野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也提升外语能

力和国际交际能力（Byram，2020）。

在新技术和新时代的背景下，一方面，我们需要增强

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文化认同感和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的主

动性，强化学生对中国文化的内化和诠释；另一方面，我们

要坚持教授学生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化，特别是行为文化和心

理文化的教学，为学生熟悉和掌握目标国文化语境打下坚实

的专业基础，提高翻译的针对性、精准性和适切性（唐丽伟，

2024）。

总之，我们认为，在我国的翻译专业教育中，应高度

重视加强学生跨文化能力和国际文化视野的培养。相关专业

管理者应积极吸收国内外类似专业机构在教育教学方面的

理念和方案，创造条件培养新时代所需的高层次人才。

3 结语

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跨文化外语教育正成为连接

不同文明、促进国际交流的必不可少的桥梁。通过这种教育，

我们不仅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还强调他们对不同文化的

理解和尊重，以及在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有效沟通能力。我

们的目标是培养出具有全球视野、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秀外

语能力的新时代国际化人才。这些人才能够自信地传播中

国声音，促进文化交流，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培养这样的高层次人才创造更多有利

的条件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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