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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跨文化视角下对比外国剧与国产剧中的家庭对话模式

肖菲

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　230001

摘　要：本论文以跨文化传播理论为基础，通过话语分析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近年热门外国剧与国产剧中的家庭

对话模式展开对比研究。研究选取《摩登家庭》《我们这一天》等外国剧与《小欢喜》《人世间》等国产剧作为样本，从

话题选择、话轮转换、称谓系统、冲突解决方式等维度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外国剧家庭对话呈现出个人主义导向、平等

化与情感外露的特征，而国产剧则体现出集体主义价值、层级化与含蓄表达的特点。这些差异根植于中外不同的文化传统，

同时也在现代性冲击下发生着动态演变。本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跨文化理解，还能为影视创作与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理论

参考，进一步丰富媒体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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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影视剧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虚构或半虚构

的叙事，生动反映了社会现实与文化价值观念。家庭作为社

会的基本单元，其内部的互动模式更是文化价值观的微观缩

影。中外两国在历史、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存在显著差

异，这种差异在家庭观念上尤为突出。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

（Hofstede）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中，外国文化以个人主义

为核心，强调个体的独立性与自我实现；而中国文化则属于

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注重家庭和谐与群体利益 。对话分

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作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能

够通过对言语行为的细致剖析，揭示隐藏在语言背后的文化

逻辑，为跨文化视角下的影视研究提供了可行路径。

1.2 研究意义

从理论上来说，研究外国剧和国产剧中的家庭对话模式，

可以丰富媒体语言学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以前很少有人专

门从这个角度进行对比研究，所以这项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

在实际生活中，这项研究也很有用。对于观众来说，了

解这些文化差异，能让我们在看剧时更好地理解剧情和人物。

比如，当我们知道外国文化鼓励直接表达后，就不会对外国

剧中孩子和父母争吵的场景感到奇怪；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

掌握这些差异，能让他们创作出更真实、更有感染力的作品。

像一些国产剧想要走向国际市场，就需要考虑不同文化背景

观众的接受习惯，让剧情和对话更符合他们的文化认知。

1.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将话语分析法与内容分析

法相结合。在样本选择上，选取近年具有代表性的外国剧与

国产剧作为研究对象，外国剧涵盖《摩登家庭》《我们这一

天》等以家庭关系为核心的作品，国产剧则包括《小欢喜》

《人世间》等反映中国家庭生活的热门剧集。研究对比维度

主要包括话题选择、话轮转换、称谓系统、冲突解决方式等，

通过对剧中家庭对话场景的系统分析，挖掘中外家庭对话模

式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

2. 理论基础

2.1 高语境与低语境文化理论（Edward Hall）

外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文化具有语境性，

并将语境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他认为，外国是低语境文化国

家，沟通时倾向于使用直白的语言，较少依赖语境；而中国

则属于高语境文化国家，信息的传递往往依赖于语境、肢体

语言和隐含意义。不同语境的文化之间进行沟通时通常会出

现跨文化传播障碍，但是低语境文化环境中制作出来的外国

剧却能在高语境文化的中国取得很好的传播效果，这种高低

语境之间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值得仔细研究。

2.2 面子理论（Brown & Levinson）

有关不同文化的面子研究中，布朗和莱文的面子理论

是众多学者研究的起点，“面子”包括积极的面子（positive 

face）和消极的面子（negative face）。消极的面子指的是个

人欲望的实现不受阻碍，个人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活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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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侵扰的权利要求。积极的面子指的是个人的某些方面有被

外界认可和欣赏的需求，体现在个人持续保持其积极的正面形

象。不同文化中，人们维护面子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

文化中，为维护集体和谐，人们常采用委婉、间接的方式表达

观点，避免直接冲突；而外国文化中，个体更倾向于通过直接

表达来维护自身权利，即使可能威胁到对方的面子。

2.3 家庭沟通模式理论（Koerner & Fitzpatrick）

科纳（Koerner）和菲茨帕特里克（Fitzpatrick）提出的

家庭沟通模式理论，将家庭沟通分为对话导向型和遵从导向

型 。对话导向型家庭强调平等交流与个体表达，家庭成员

间鼓励开放讨论；遵从导向型家庭则更注重等级秩序，成员

间的交流往往围绕权威展开。这一理论为分析中外家庭对话

模式的差异提供了理论支撑。

3. 中外家庭对话模式实证对比

3.1 话题选择差异

在外国剧中，家庭对话的话题广泛涉及个人发展、情

感表达和社会议题。例如，在《我们这一天》中，家庭成员

围绕收养、种族认同、心理健康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充分

体现了个人主义文化中对个体经历与权利的重视。这些话题

的选择不仅反映了个体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也展现了外国家

庭对社会多元性的包容态度。

相比之下，国产剧中的家庭对话更多聚焦于学业压力、

代际责任和家族关系。以《小欢喜》为例，剧中围绕子女高考、

亲子关系、家庭经济压力等话题展开叙事，深刻反映了中国

家庭以集体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学业作为影响家庭未来

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家庭对话中的核心议题；而代际责任

的传承和家族关系的维护，则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家本位”

的传统观念。

3.2 话轮转换特征

外国剧中的家庭对话，经常出现大家抢着说话、互相

打断的情况，这体现了他们平等的交流氛围。在《摩登家庭》

的家庭聚餐场景里，孩子们会一边吃饭一边兴奋地分享自己

在学校的趣事，有时候还会打断父母的话。比如，女儿亚历

克斯在讲自己参加科学竞赛的经历时，弟弟卢克突然插话，

说自己在学校踢足球进了一个超级厉害的球，父母也不会生

气，而是笑着听他们分享，还会给出自己的评价。这种你一

言我一语、互相打断的对话方式，说明大家都想表达自己的

想法，而且觉得自己的观点很重要。

国产剧里的家庭对话，通常是长辈先说，晚辈认真听。

在《人世间》里，周家父母坐在饭桌前，开始讲述家里的一

些事情和对未来的打算，几个孩子就安静地听着，很少打断

父母的话。只有在父母问他们意见时，孩子们才会小心翼翼

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且，沉默在国产剧家庭对话中也很常见。当家庭成

员之间出现矛盾时，大家可能不会直接争吵，而是选择沉默。

比如，在《小欢喜》中，方一凡因为成绩不好，被妈妈童文

洁批评，方一凡心里不服气，但他没有和妈妈顶嘴，而是低

着头不说话，屋里一片安静，这种沉默其实也是一种表达情

绪的方式，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对和谐的追求，大家都不想把

矛盾激化。

3.3 称谓系统对比

外国家庭的称谓系统相对简单、随意。子女直呼父母

名字的现象较为普遍，如在《摩登家庭》中，孩子们常以

“Phil”“Claire”称呼父母，昵称的使用也十分频繁。这种

称谓方式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体现了外国家庭中平等、

亲密的关系。

中国家庭的称谓系统则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和规范性。亲

属称谓不仅明确区分辈分，还体现了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

如“爷爷”“爸爸”“大哥”等称谓的使用。此外，中国文

化中还存在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人们常将“叔叔”“阿姨”

等称呼用于非血缘关系的长辈，以此表达尊重和亲近，这种

称谓习惯反映了中国文化中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

3.4 冲突解决模式

外国家庭在面对冲突时，倾向于采用公开辩论的方式。

家庭成员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观点，通过理性讨论寻求

解决方案，如“我们需要谈谈”成为常见的冲突解决开场白。

在《我们这一天》中，夫妻间、亲子间发生矛盾时，常常通

过面对面的深度交流来化解分歧，这种方式强调情感的直接

表达和问题的理性解决。

国产剧中的冲突解决方式则更加含蓄、委婉。当家庭

矛盾出现时，第三方调解成为常见手段，如通过亲戚、朋友

从中斡旋，避免直接冲突。同时，非言语沟通在冲突解决中

发挥重要作用，《都挺好》中多次出现的餐桌沉默场景，通

过肢体语言和氛围营造，传递出复杂的情感和矛盾，体现了

中国文化中“以和为贵”以及对“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

4. 文化根源分析

4.1 儒家思想影响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深刻塑造了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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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对话模式。“孝道”文化强调“尊卑有序”，要求晚辈

对长辈保持绝对的尊重和顺从，这种伦理观念直接反映在家

庭对话的层级结构中。父母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子女的话语权受到严格限制。同时，“家丑不可外扬”的私

密性传统，使得中国家庭在处理矛盾时倾向于内部消化，避

免公开冲突，从而形成了含蓄、委婉的沟通风格。

4.2 外国清教传统与个人主义

外国的清教传统强调个人奋斗与自我救赎，这种价值

观与个人主义文化相互融合，塑造了外国家庭对话模式。《独

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外国家

庭追求平等对话的思想根源。个体主义文化鼓励自我表达，

将情感和观点的直接展现视为独立人格的重要体现，因此外

国家庭在对话中更注重个体的声音和权利。

4.3 现代性冲击下的变迁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性的冲击，中外家庭对

话模式都在发生变化。在国产剧中，新兴中产家庭的对话逐

渐呈现出“外国剧化”倾向。例如，《三十而已》中部分家

庭场景展现出更加平等、开放的对话氛围，子女与父母间的

交流更加直接，传统的等级界限有所弱化。而在外国剧中，

涉及华裔家庭的作品（如《初来乍到》）则呈现出混合模式，

既保留了外国文化中平等对话的特点，又融入了中国文化中

重视家庭和谐、亲情纽带的元素，这种文化交融现象反映了

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互动的复杂性。

5. 讨论与启示

5.1 研究发现总结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外国剧家庭对话就像一场热闹的

辩论会，大家自由表达观点，注重个人感受，交流方式平等

直接；而国产剧家庭对话更像是一场温馨的座谈会，讲究长

幼有序，重视家庭和谐，表达比较含蓄委婉。这些差异的背

后，是中外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起作用。

5.2 跨文化传播启示

对于影视翻译工作者来说，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文化

差异。比如，外国剧中一些幽默的双关语，如果直接翻译成

中文，可能就失去了笑点，这时候就需要根据中国文化特点

进行意译。而在翻译国产剧时，也要把中国文化中含蓄的表

达转化成外国观众能理解的方式。

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要想创作出受欢迎的作品，就

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喜好。比如，在拍摄跨国题材的

作品时，要把不同文化元素巧妙融合，让剧情既符合逻辑又

能引起观众共鸣。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选取的样本只是近

几年的热门剧集，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的外国剧和国产剧。而

且只对比了外国和中国的剧集，没有和其他国家的影视作品

进行比较。

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不仅研究热门剧，也

可以研究一些小众但有特色的剧集。还可以把更多国家的影

视作品纳入对比，这样能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

对话模式的差异和共性。同时，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家庭对

话模式也会持续变化，后续研究可以关注这些变化，为跨文

化交际研究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成果。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外国剧和国产剧中家庭对话模式的对比

分析，揭示了中外文化在家庭互动层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源

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演变。在全球化的

今天，理解这些文化差异，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提高影视

创作水平都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未来中外家庭对话模式可能

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但文化差异依然会长期存在，所以

持续深入研究跨文化视角下的影视对话，对推动文化多样性

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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