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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中外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的研究

——以颜色词汇的表达为例

徐管恬

合肥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　230601

摘　要：本论文从跨文化视角出发，聚焦中外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以颜色词汇的表达为切入点展开研究。通过深入分析

中外语言中颜色词汇的文化内涵、语义差异及其相互影响过程，揭示了文化交流促使两国在颜色词汇使用上出现借用与重

新诠释现象。这种相互影响不仅丰富了双方语言表达，也反映出中外文化在深层次上的交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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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之下，中外两国之间的交流日益频

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语言作为文化的

重要载体，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生活经

验。颜色词汇作为语言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紧密相连，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不同文化背

景下，相同的颜色词汇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

内涵。例如，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喜庆，而在外国文化中

却常与危险相关联。研究中外语言中颜色词汇的相互影响，

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两国文化的独特性与共性，避免

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另一方面，通过剖析颜色词汇在文化

交流中的演变，能够为探究中外文化相互影响的机制提供微

观视角，对促进跨文化交流、推动文化多样性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中外语言中颜色词汇的文化内涵

2.1 红色

在中国文化中，红色是极具代表性的吉祥色彩。从传

统节日春节来看，红色元素无处不在：红灯笼象征团圆红火，

红春联寄托美好愿望，压岁钱装在红信封里寓意驱邪避灾。

红色还与革命紧密相连，“红军”“红色根据地”等词汇彰

显着其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特殊意义。

在外国文化里，红色更多地与警示、危险相关联。交

通信号灯中的红灯代表停止，火灾预警中的“red alert”（红

色警报）传递出紧急状况。不过，在情感表达上，红色也有

积极的一面，情人节时红色玫瑰成为爱情的象征，代表热烈

的情感。

2.2 黄色

在中国古代，黄色是皇家专用颜色，代表着至高无上

的权力。皇帝的龙袍、宫殿的装饰大量使用黄色，同时，平

民百姓严禁使用黄色。到了现代，黄色除了保留高贵的含义

外，还因受西方文化影响，衍生出形容低俗内容的贬义用法，

如“黄色网站”“黄色小说”。外国文化中，黄色常用于表

示警告，交通中的黄灯提示车辆减速慢行。同时，“yellow 

- bellied”（胆小的）一词体现了黄色与怯懦的关联。但在

自然意象里，黄色也代表着阳光、活力，如向日葵般传递出

积极向上的情感。

2.3 白色

中国传统观念里，白色与丧葬紧密相连。丧礼上，人们

身着白色孝服，白色象征着对逝者的哀悼和对死亡的敬畏。

不过，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白色婚纱逐渐被中国新娘接受，

赋予了白色圣洁、美好的新含义。在外国，白色象征纯洁与

神圣。婚礼上新娘的白色婚纱寓意着无瑕的爱情和全新生活

的开始。此外，白色还代表和平，白色旗帜是投降与求和的

标志 。

2.4 黑色

在中国，黑色既蕴含庄重肃穆之感，传统水墨画中以

墨色（黑色）为主展现意境；又带有消极意味，如“黑名单”，

“黑恶势力”体现出其与不良事物的联系。外国文化中，黑

色常用于正式场合，黑色领带、黑色西装代表着优雅与庄重。

同时，黑色也象征神秘与危险，如“black hole”（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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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 magic”（黑魔法） ；而在非裔外国人文化中，黑色

也成为身份认同与团结抗争的象征。

3. 中外语言中颜色词汇的语义差异与相互影响

3.1 语义差异的形成原因

中外颜色词汇语义差异的形成，源于两国不同的历史

发展轨迹、社会文化环境与价值观念。中国长期处于农耕文

明社会，对自然色彩的认知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形成了独

特的色彩文化体系；外国作为移民国家，其文化融合了欧洲、

非洲等多种不同文化元素，色彩观念更具多元性和开放性 

。同时，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因素也在颜色词汇语义的塑

造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相互影响的具体表现

3.2.1. 外国文化对中国颜色词汇的影响

随着外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其颜色词汇的语义和使

用方式逐渐影响着中国语言的内涵。例如，白色婚纱的流行

改变了中国传统婚礼的色彩观念，越来越多的新人选择在婚

礼上穿着白色婚纱，白色象征纯洁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外，

“blue”（蓝色）在外国文化中表示忧郁的含义也被引入中

国，出现了“心情很 blue”这样的表达，丰富了中文对情绪

的描述方式。外国电影、音乐等文化产品中传递的色彩观念

也深刻影响着中国年轻人的语言使用。如好莱坞电影中黑色

常与神秘、酷炫的形象关联，使得中国年轻人在描述时尚、

个性的穿搭或事物时，更倾向于使用黑色来表达这种风格。

3.2.2. 中国文化对外国颜色词汇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文化在外国

得到更广泛传播，中国颜色词汇的文化内涵也逐渐被外国人

了解和接受。春节在外国多地成为重要的庆祝节日，红色装

饰随处可见，外国人开始理解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喜庆、吉祥

的意义。一些外国商家会在春节期间推出红色主题商品，以

吸引华人消费者。中国传统绘画中对黑色的独特运用，也引

起了外国艺术界的关注。中国水墨画中墨色的层次感和意境

美，让外国人对黑色有了新的认识，不再仅仅将其与危险、

神秘联系在一起，而是感受到黑色在艺术表达中的独特魅力。

4. 中外颜色词汇相互影响的影响因素

4.1 文化交流活动

各类文化交流活动是推动中外颜色词汇相互影响的重

要力量。中外之间举办的艺术展览、文化节、学术研讨会等

活动，为两国人民展示了对方的文化特色。例如，中国文化

年在外国举办时，通过展示中国传统服饰、建筑、绘画等内

容，让外国人直观感受到中国颜色文化的魅力；同时外国电

影节在中国举办，也让中国观众接触到外国电影中独特的色

彩运用和文化内涵。

4.2 媒体传播

互联网、电视、电影等媒体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的广泛上映，将外国的色彩观念和文化元

素带入中国；中国的网络文学、短视频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在

外国传播，展现了中国传统，现代文化中颜色词汇的丰富内

涵。社交媒体的便捷性使得文化信息能够快速传播，加速了

颜色词汇在两国之间的相互影响。

4.3 经济贸易合作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加速推进，经济贸易活动大大

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融。中国商品出口到外国，其包装设计、

广告宣传等往往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包括颜色的运用；与此

同时外国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也会根据中国消费者的文化喜

好调整产品的色彩，色调的使用。这种商业互动使得两国人

民在消费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对方的颜色文化，被国家

的颜色文化所感染，推动颜色词汇间的相互影响 。

5. 研究意义

5.1 促进跨文化交际

了解中外颜色词汇的文化内涵和相互影响，有助于减

少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在商务谈判、文化交流等活动中，

避免因颜色词汇语义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能够更加准确地

理解对方意图，实现有效沟通。此外，外交活动、国际会议

等场合中，颜色词汇的文化敏感性也至关重要，准确把握其

内涵能助力外交人员展现文化尊重，维护国家形象，推动国

际合作顺利开展。

5.2 丰富语言表达

中外颜色词汇的相互影响为两国语言注入了新的活力，

极大地拓展了语言表达的维度。新的语义和表达方式不断产

生，使语言更加丰富多样，能够更精准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

情感。同时，颜色词汇的文化内涵相互渗透，还为文学创作、

广告文案等领域提供了更丰富的素材和表现手法，创作者能

够巧妙运用颜色词汇的多重含义，传递更复杂的情感和意

象，提升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5.3 推动文化理解与融合

研究颜色词汇的相互影响，有助于增进中外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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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此文化的理解与尊重。通过认识到颜色背后蕴含的文化

差异与共性，打破文化隔阂，推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促进

文化多样性发展。这种理解与融合不仅体现在民间交往中，

也为两国在文化政策制定、文化产业合作等方面提供了新思

路。例如，在文化产业合作项目里，双方能够基于对颜色文

化的了解，打造出兼顾两国文化特色的优质作品，让中外两

国人民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进一步领略对方文化的魅力，

为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贡献力量。

6. 结论

本论文以颜色词汇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跨文化视角

下中外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中外颜色词汇因

文化背景不同呈现出丰富的语义差异，而在全球化背景下，

通过文化交流、媒体传播和经济贸易合作等多种途径，两国

颜色词汇逐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语

言表达的丰富上，更反映了中外文化在深层次的交流与融

合。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以及元宇

宙等新兴概念带来的虚拟文化空间拓展，中外颜色词汇的相

互影响将呈现更多新形态。在虚拟社交、数字艺术创作等场

景中，颜色词汇的语义可能会被重新定义和延伸。同时，环

保理念的普及也可能促使两国在颜色文化中赋予绿色等色

彩更多生态意义。我们需以动态的眼光持续关注这些变化，

积极搭建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新框架，助力中外跨文化交流向

更广阔、更深入的方向发展。未来，随着中外交流的进一步

深化，颜色词汇的相互影响将持续发展，同时也会带动更多

语言和文化元素的互动和融合。我们应继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这种跨文化影响，不断探索语言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为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与理解提供更多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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