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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与文化交际》这本书，就是出于以上认识，专门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编写的。
本书在编写的过程中，处处从外国学习者的需要出发，除了介绍一些与汉语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如
忌讳与委婉、中国的隐私、地位崇拜与焦虑、“自己人”和“外人”、语言表达的得体性等以外，还
探讨了一些汉语中所反映出的文化现象，目的就是希望引起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兴趣，提高他们的
交际能力和说话的得体性，使他们不但说得对，而且还知道怎么说、说什么，进而提高交际的成功率
。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给外国学习者讲授哪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尽管本书主要介绍的是一些与交际相关的文化，但是由于到底哪些文化与语言交际密切相关，至今仍
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因此在写作的过程中，仍然是困难重重。
正因为如此，本书从初稿到定稿，前后历时数载。
为了使本书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汉语交际中的文化现象，也为了更好地满足学习者的需要，解决学习
者在与中国人交际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初稿完成后，笔者前后在课堂上试讲了三个学期。
每次试讲之后，还对留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然后根据学生的反映和要瓢对内容进行调整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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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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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见面用语和道别用语
　第三节 忌讳与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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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称呼的角度来看，公共汽车售票员对乘客，个体摊贩对顾客，顾客对售货员，更容易称“
师傅”。
　　（三）亲属类　　中国人非常注重人情关系，这一点也体现在称呼中。
年轻人对上一辈的非亲属的熟人一般使用亲属称谓，像“大爷”、“伯伯”、“大妈”、“叔叔”、
“阿姨”等。
但在不同场合，不同的对象，还有一些差别。
　　多数年轻人同时使用“大爷”、“大妈”和“叔叔”、“阿姨”这两套亲属称谓称呼比自己父母
年龄大或小的上一辈非亲属熟人。
少数年轻人只对文化程度较低者（如农民、小商贩）这样称呼，而对文化程度较高者（像知识分子、
工人、军人）则用“伯父”、“伯母”和“叔叔”、“阿姨”这两套称谓。
　　中老年人对上一辈非亲属的熟人全部使用亲属称谓，而且在语义上较为严格，一般以自己父母的
年龄为准，称较长者为“大爷”、“大妈”，较小者为“大叔”、“大婶儿”。
其中“大妈”、“大婶儿”的年龄并不重要，是“大妈”还是“大婶儿”取决于其配偶的年龄。
对未婚的上一辈女性熟人，父亲的熟人称为“姑”，母亲的熟人称为“姨”。
　　中老年人对上一辈非亲属的生人，全部使用亲属称谓的略多于全部不使用亲属称谓的，而大部分
对知识分子和售货员以外的人使用亲属称谓。
相对来说，I人比知识分子更多地使用亲属称谓去称呼上一辈、非亲属中的生人。
　　中老年人对上一辈非亲属中的农民，几乎都使用亲属称谓，而且常称呼“老大爷”、“大娘”，
以示亲切；而对上一辈非亲属中的知识分子，则有近半数中老年人不使用亲属称谓，而称“先生”、
“老师”、“大夫”等，以示文雅和尊敬。
　　中老年人中的知识分子更愿意使用“伯父”、“伯伯”、“伯母”称呼上一辈非亲属中的知识分
子，并不在乎对方是否真的比自己的父母年长。
　　“爱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亲属称谓，知识分子最先开始使用。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废除包办婚姻，“爱人”这个不分性别、年龄的称谓便开始风行全国
，但主要是年轻夫妻之间使用，老年夫妻则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人”称谓开始萎缩，人们喜欢用“先生”、“太太”、“夫人”、“老公”
、“老婆”来称呼配偶。
这些称谓多流行于年轻人当中，年岁较大的一般不习惯用这种称谓。
从行业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更倾向于用“先生”、“太太”、“夫人”，农民、工人则喜欢用“老
公”、“老婆”。
知识分子之所以喜欢用“先生”、“太太”、“夫人”，大概是因为这些称谓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带
有文雅的色彩。
农民、工人爱用“老公”、“老婆”，是因为这两个词语透着随意和亲切的意味。
　　（四）社交称谓　　所谓社交称谓，就是在社交场合使用的称呼，这些称呼常用的有“先生”、
“小姐”、“女士”、“太太”、“夫人”等。
这类称谓曾经销声匿迹过一段时间，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又重新复活了，特别是“先生”、“小姐”、
“女士”，已经成了通用的称呼。
过去一些服务性行业，都用“师傅”祢呼，现在很多都改用“先生”和“小姐”称呼了。
这些称谓一般可以直接用来称呼对方，也可以在前面冠上对方的姓之后再来称呼对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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