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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对旅游业的助力发展

【摘     要】

【关键词】

在国家与国家的互相学习中，跨文化交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它与旅游业进行结合，更是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

发展。但跨文化交际本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影响了我国旅游业经济的快速进步。只有进行自我更改，我国的

旅游行业才能更加平稳地走向世界，全国经济才能发展得更加迅速。本文针对跨文化交际对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展开探讨，并对

跨文化交际如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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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涉及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多个方面，但进行总结时
会发现其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跨文化交际，是指在国际上进行交
际时，要将对方的文化与我方文化进行对比，明白文化之间的差异
性，并在交际中对存在的差异性进行适当避免，言谈举止要得体，
以防止因差异性的存在而造成误会。而当跨文化交际应用到旅游业
中，我国导游甚至游客对于差异性的重视程度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为了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而努力。
一、在跨文化交际中，双方文化的差异性都有什么

中西文化具有差异是一个得到公认的理念，这是因双方从小接
受的教育与双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不相同，所以才会造成了在文化
交际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而纵然文化存在差异，但为了促进国家
的发展，双方必须将文化进行接壤，尤其是我国，为了拓展旅游业
而提升了相关方面的提倡程度。可对于多数人而言，只有明白了双
方文化的差异所在，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1. 双方的思维方式存在不同
思维方式对于人的各种活动具有十分广阔的涵盖面积。在众多

思维模式中，最直观的表现是逻辑思维；我国的语言十分注重内在
的表达，这与外国的语言表达方式略有不同，而逻辑思维的差异，
对旅游文化的促进起到了极大程度的阻碍。例如：我国景区在对景
色进行描写时，多半会采用唯美的语句来进行含蓄的表达，并频繁
运用修辞手法，从而来突出景区之美；但外国对于景区进行描写时，
多半不会采用如此复杂的语句结构，反而是直来直往，在第一时间
将自身的意思进行明确表达。

这与双方从小接受的教育具有直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我国
追求优美的语言在外国友人看来是一种浮夸的表达形式，远不如他
们的直观坦率，并且重点表达不明确。这是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差异
化之一。
2. 双方的价值观念存在不同
在中西文化的交际中，我国群众的热情心理并不能被外国友人

所接受，认为我国群众的活动严重侵犯了他的隐私，所以至此对我
国产生误会，例如：我国群众在与陌生人初次见面时，抱着热情的
想法，会关切询问对方的年龄、大概住址等，以此来进一步地打开
话题；但这在外国游客看来，是一种没有对自身给予尊重的低级行
为，并且在西方国家，双方初次见面时问出如此私密的问题是具有
一定禁忌性的。

而在价值观念中，西方受文化主义影响，更推崇于个人主义，
与我国一直奉行的团结有很大的出入，所以在双方交际中，西方文
化会驱使着外国游客对我国游客等进行疏远，或称之为留有足够的

个人空间。
这一点在多数的跨文化交际中是时常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差

异化。
3. 双方的饮食与民间风俗存在不同
首先，因双方接受的文化差异，导致了在饮食方面存在严重的

交际障碍。如：我国的特色美食“皮蛋”，这在我国群众看来是美
食，但在西方游客的眼中则是难以下咽的食材，从而拒绝品尝。另外，
在饮食方面，西方崇尚具有营养与摆盘精致的食物，而我国则更加
推崇于美味；并且，在食物的生熟方面双方也具有争议，最能直观
对此进行表达的便是关于牛排的生熟度上。

在我国的餐饮文化中，对名字的定义方式也十分独特，通常会
采用美妙的词汇或者概念模糊的词汇来对名字进行定义；可当外国
友人在询问菜名时，倘若对于菜名的翻译进行直译，会发现很有可
能会遭到外国游客的反感。例如我国的特色小吃：煲仔饭，这是让
外国游客最为抵触的一道小吃。

而因为名称的特殊性，外国游客不能充分理解其中含义，便会
对我国的饮食风俗发起抗拒，极大程度上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产生
反面作用。
4. 宗教的信仰存在不同
中西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对群众来说已经不再是秘密；西方人

普遍信仰基督教，我国群众普遍信仰佛教，这对于在不同文化下生
长的群体来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但，宗教与宗教之间对于某件事
上是相悖的，例如基督教信奉耶和华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在我国的
道教、佛教文化中，更偏向于盘古开天地这一虚拟观念。而在双方
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很有可能会对自身信仰的教派进行阐述，并和
对方产生相反意见甚至发生争执。倘若发生以上事件，将对我国旅
游业产生极大的影响，甚至不利于双方在国际上的交际。

另外，导游在为外国游客介绍佛教建筑或者基督教建筑时，会
因为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造成翻译结果不严谨，使外国游客产生错
误的理解。
5. 行为语言上存在不同
行为语言指的是抛除语言从而进行表达意思的方式，譬如姿势

以及面部表情等，行为语言常常会代替人类的语言，有时也会帮助
人类对语言进行更为精确的传达。这是国人在与外国游客进行交际
时，时常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在我国群众的日常交际中，时常会用
手指来做到某种意思的传达，这是长时间的行为习惯。然而在外国
游客中，他们却不会如此，反而是让行为语言来对自身语言起到辅
助的作用，让自己的语言表达看上去更加准确。

中西方行为语言上的差异性是十分强烈的，同理的还有西方在
初次见面时，常常会用拥抱来代表自己友好的态度，甚至在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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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久未见时，也会使用贴面礼来表达自己对朋友的想念。这在我国
是不受到欢迎的，在国人看来，握手礼远比贴面礼要实用的多，并
且对于女性而言，贴面礼很不礼貌。而以上行为，都会造成双方在
进行交际时产生障碍，并且，国人在进行某项手指行为语言时，很
有可能会引发外国游客的不满，甚至认为国人对其存在侮辱性，以
至于对我国的国民素质产生误会。
二、注意跨文化交际的多方因素，促进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

跨文化交际这条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起码在当今日常生活
中会经常引发误会的诞生，并且引起双方没必要的争执。所以我国
从事旅游业的群众应当对该方面进行重视，注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并尽量去适应差异、减少差异。
1. 文化之间要互相了解
一件事物的两面性只有全部了解并进行对比后才能针对不同之

处做出改变，所以我国导游，或其余涉及跨文化交际的工作人员，
应当对双方的文化进行对比，并进行充分了解，明白文化之间在各
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性，在进行交流时如何去应用运作才不会引起误
会与不必要的冲突，并且，要尽力使用对方能接受并且容易产生亲
近感的交流方式来进行交流，对外国游客提出的问题以及作出的动
作及时给予恰当的回应以及赞赏。加强外国游客对我国的好感度，
这对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有极为特殊的意义。
2. 对导游的业务能力等加强培训
从根本上来说，有许多外国游客依旧对我国的特色文化很是欣

赏，但因外国游客的人数众多，所以其中难免有人对我国的某方面
产生一些不好的印象。而造成该方面的原因大概率都是因为导游的
不负责以及业务能力低下从而造成的。

外国游客来到中国，多半都是采用旅游的形式，抱有观光的目
的，而在旅行过程中，对于我国文化的接触与了解大程度都是来自
于导游的介绍，但导游没有在乎跨文化交际的本身概念，依旧我行
我素，频繁作出容易引起外国游客反感的动作甚至言语，没有重视
国际交际的重要性，这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情况。其次，有许多导游
的业务能力低下，在景区对某处景色进行描述时，翻译得不够贴切，
极易造成外国游客对该景区产生误解的情况。

我国相关机构应当加强对于导游的培训力度，对导游的全方面
素质进行提升，加强导游的责任心以及浓烈的爱国意识，以此才能

够让跨文化交际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进行支撑并提供动力。
3. 对外国游客的需求要加大关注程度
国家群众的内部旅游是不足以支撑国家旅游业的发展的，所以

我国需要跨文化交际对于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在这之外，导游需要
对外国游客的消费需求进行了解，并依照对方的文化背景来制订导
游策略，当然，针对西方文化制订的导游策略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我
国的特色文化，还是有许多外国游客是专门为了感受具有神秘色彩
的东方文化而特意前来的，所以我们要对此进行正确的判断，将跨
文化交际为我国旅游业提供的机会牢牢握住，从而促进旅游胜地向
国际发展，并全面提升我国旅游业的效益。
三、跨文化交际对我国旅游业究竟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来源，旅游业想要进行发展，就需要转向
于国际化，只有吸引到了国际上的游客才能扩大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以此才能促进国家的发展。所以我国需要借助于一个平台来提升旅
游业的口碑，甚至说借助该平台使地方旅游业走向国际，以此来吸
引到更多的外国游客。

所以跨文化交际的作用主要表现于此，其能让外国游客在我国
旅游业工作者的细心指引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东方魅力。并且，
该种进步是相互的，我国也可以在外国游客来到我国旅游时，通过
跨文化交际来对外国游客的文化进行了解，从而帮助我国加强在国
际上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跨文化交际对于我国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其独有
的特性能够帮助旅游业大力发展，从而提升国家整体的经济效益，
还能够加大人类在国际上的交流效率以及多国特色文化的渗透。但
在跨文化交际该方面，有太多的因素需要注意，只要能够掌握这些
具有差异性的因素，并做出适当的调整，相信中外文化交流将变得
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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