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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了大型外语学术专著系列——《当代外国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邀请我为文库写序，借此机会，谈谈我个人对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一些认识和感受。
综观21世纪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就语言学研究而言，形式语言学理论和功能语言学理论继续对抗和
对话，认知语言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发展迅速，各种语言学的理论思潮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语言
事实；在应用方面，语言学更加广泛地与多学科交叉，运用和借鉴包括数理逻辑、计算机科学、心理
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生态科学、经济学等各学科在内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断凸显出语言学作
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交叉学科的地位。
就文学研究而言，英美文学研究受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文学及文论研究都关注文化全球化与本土
性的关系。
文化全球化的研究引发了文学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殖民性的思考，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相互影响和
交融日益明显，文学研究越来越多地引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如话语分析等，反之亦然。
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在全球化和中国入世以后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更加密切，发展更加迅速。
同时，我们仍清楚地看到，国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依然存在“三张皮”现象，第一张皮是“汉语与
外语”研究的合作与交流不够；第二张皮是“语言与文学”研究的沟通与对话不够；第三张皮是“英
语与其他外语”研究的来往和交叉不够，“三张皮”极大地阻碍着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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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文库涵盖了语言学、文学、翻译等领域，体现了包容并蓄、博采众长、学科融通的思想。
进入文库的研究成果都经过精心挑选，出自学有专长的博士、学者。
本套文库是各位学者的家园．是一个开放和创新的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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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景涛，女，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教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专
业。
获得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就读于德国耶拿(Jena)大学跨文化经济交际专业。

　　主要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际、语言学、演化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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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又被我们所塑造。
它既可能是很大的群体，比如人类社会，也可能是很小的群体，比如两人的组合。
因此，群体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群体的各种形式中，工作团队作为最常见、最有效的基层运营单位之一，它联系着个体与组织，承
载着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的协调、组织文化与个体文化及个体背后的社会文化的交融，其工作效率和
业绩关系到整个企业或机构的总体目标的实现。
而且，“通过在团队内的工作，人的社会需求得到考虑；团队里的合作不仅有利于完成任务，而且也
为建立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能性。
”　　发挥协同作用潜能是人们对跨文化团队抱有的美好期望。
在跨文化交流中，参与各方和团队整体能否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比单一文化更高的效能是一个值得探
索的问题。
因此，论证和探析跨文化是否和如何具有协同作用特质，而跨文化协同作用又是如何在团队内聚力形
成过程中可能得到发挥的问题都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出于对这些方面的考虑，本书选择的是具有中德跨文化团队工作经验的中国员工和德国员工以及他们
所在的跨文化团队作为调查对象。
本项研究的主要思路针对具有与中德异国同事合作经验的工作团队成员在跨文化团队内聚力形成过程
中为此类团队整体带来的文化差异，以及这种异质性如何影响内聚力的形成，影响协同作用潜能发挥
的前提条件，进而影响具有协同作用潜能的跨文化的生成、体现和作用及协同作用潜能的发挥。
　　具体而言，中德跨文化团队由于中德文化的差异而具有文化异质性。
在群体内聚力形成的过程中，团队成员完全可能在思维方式、交际风格、思想观念等方面产生问题和
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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