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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中的文化依附

陈 枉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外语系
,

湖南 长沙 41 02 05 )

【摘 要】很多学习者在使用英语时倾向于依附母语文化
,

结果对跨文化交际造成不利影响
。

为解

决这一 问题
,

应规范使用英语的场合
,

培养跨文化认知感
,

避免文化依附造成语用失误
,

确保跨文化交

际成功
。

【关健词】文化依附 ; 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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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

东西方交流 日

益频繁
,

英语已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
,

学习英语者 日益增多
。

在学习英语时
,

学习者都

会面临母语文化和英语文化
,

这两种文化有很大

的差异
,

因而文化依附问题是学习英语时无法避

免的一个问题
。

一 成功的跨文化交际的双方应尽可能

向对方文化依附

要达成成功的跨文化交际
,

双方应在文化上

求同存异
,

向对方文化依附
,

不能依附于母语文

化
。

任何一方违背这一规约
,

都会破坏交际的气

氛
,

影响交际效果
。

如果交际者对跨文化交际缺

乏了解
,

依附于母语文化并强加给对方
,

就会造

成对方难以接受
,

交际很难进行下去
。

英语学习

也涉及两种文化
,

这实际上就是培养学习者的跨

文化交际能力
。

要学好英语
,

轻松 自如地运用

它
,

学习者就得向英语文化依附
,

而不是依附母

语文化
。

二 依附于母语文化造成不利影响

不 同的民族 由于在地理
、

民族
、

宗教
、

思

维
、

心态及历史等方面存在着差异
,

因而有各 自

独特的文化
。

有人曾把我 国提倡的
“

五讲
、

四

美
、

三热爱
”

说成
“

ivf
e

setr
s
se

s ,

fo ur be au iet
“ ,

ht er e fo ve s ” ,

可英美人则理解为
“

五个重点
,

四

个美人和三个情人
” ,

他们对中国提倡
“

四个美

人
”

和
“

三个情人
”

大惑不解
。

类似的情况还有
,

比如一位男士当面称赞某一美国小姐
, “

你长得很

漂亮
,

很性感
,

很有吸引力
。 ”

这位小姐一定会欣

然接受
,

她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由衷的肯定
,

确

实如此
。

但倘若换成是对一位中国女士如此恭维
,

中国女士可能将其理解为
“

故意损我
” , “

这家伙

别有居心
,

我得赶紧逃
” 。

因而要学英语就得学它

固有的文化
。

由于学习者对英语文化不熟悉
,

在英语学习中

往往依附于母语文化并造成不利影响
。

它包括风土

人情
、

习俗
、

民俗
、

生活方式
、

社会制度
、

思维方

式
、

价值观念
、

宗教信仰等方面
。

1
.

历史文化

语言源于民族历史文化
,

同一个词
,

在不同文

化中所反映出的意向和联想可以不同
,

甚至截然相

反
。

如一味地依附母语文化
,

这会造成英语学习中

的障碍
。

如在汉文化中
, “

龙
”

字是汉语民族人们

非常熟悉而又深有好感的词
,

它与凤凰
,

麒麟
,

龟

合称
“

四灵
” 。

除这个字义外
,

它还被视为中华民

族的象征
,

形成一种中华文化图腾
,

后世帝王以
“

九五 至尊
”

作为皇帝代称
,

自命为
“

真龙天

子
” 。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表示对龙的信仰和崇

拜
,

取其吉祥神异
,

如五月初五赛龙舟
。

而与龙相

关的习语大都充满美好与幸福的文化内涵
,

如
“

望

子成龙
” , “

龙凤呈祥
” 。

但在英 国
,

人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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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 a gon
(龙 )变色

。

它常被用来指凶暴的人
。

龙是

凶险邪恶的象征
,

是吐火伤人的怪物
。
川因而英语

学习者如果依赖母语文化来进行理解
,

往往会与

原意相去甚远
。

2
.

思维方式

语言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习惯与方式
,

形成

我们的思维方式
。

汉文化中人们似乎很关心他人

的私人问题
:

如薪水
、

婚姻
、

年龄
。

在他们看

来
,

这种切人个人 的内在实际问题更能体现友

爱
,

关心他人的美德
。

因而在英语学习中
,

一旦

依附汉文化
,

往往会脱 口 而出
: “

H o w ol d aer
y o u ?

” : “
H a v e y o u 即 t m面

e d?
” ; “

H ow m u e
h

15 yo ur in co m?e
” 。

殊不知
,

在英美人士的眼里
,

薪水
、

房租
、

财产
、

年龄
、

婚姻
、

健康状况等都

属于个人隐私范畴
,

日常交际中很少提及
。

另

外
,

在接受别人礼物时
,

英美人常表示 自己十分

喜欢
,

并当即打开包装欣赏一番
,

但若依照汉文

化
,

则常会推辞一番以表示 自己不贪婪
,

而后

说
,

受之有愧
,

却之不恭
。

可这在英美人看来
,

对方不喜欢 自己送的礼物
,

这无疑是泼了他一盆

冷水
。

3
.

价值观念

在价值取向上
,

中国人是集体主义文化取

向
,

强调合作
,

重人伦 ; 而西方人却祟尚个人主

义
,

注重个人奋斗和竞争等等
。

价值观念往往通

过潜移默化的作用 向文化中每个成员灌输好和

坏
、

真和假
、

美和丑等标准
,

使人们明白应该学

习什么
、

批评什么
、

捍卫什么
。 【2 , 年龄在许多文

化中是重要的价值观念
。

在东方文化中
,

长者是

智慧
、

权力与权威 的象征
。

在中国许多地方称
“

老
”

多半错不了
, “

老大爷
” 、 “

老干部
”

等
。 “

老
”

甚至成了德高望重的人所享有 的尊

称
。

反之
,

尊重老年是西方文化中第一级价值
。

“
I t

, s

脚
a t t o b e l e a

m
e d

,

i t
, s

脚
a te r t o b e

y o u n g ” ,

因而
,

如简单地称呼
“ o ld m a n ” 、 “ o ld

la d y
” ,

会造成难堪
。

因为依照汉文化的智慧权威

化身的长者
,

在英语中似乎成了无用的代名词
。

4
.

风俗习惯

不同民族在各 自形成历史中有各 自不同的风

俗习惯
。

在中国人心 目中
,

东风象征温暖 ; 而在

英国
,

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
,

象征寒

冷
,

令人不愉快
,

因而英国人讨厌东风而喜欢西

风
,

自然就会有
“

西风颂
” 。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

节气的术语
“

三伏
” , “

三九
” ,

如通通说成
“
ht er e

fu’
’ , “

ht er e in en
” ,

外国人根本就不知

所云
。

因为英语中没有与
“

三伏
” , “

三九
”

相对

应的词汇
。

这些
“

全空缺词汇
”

不能依附母语文化

而产生
。

另外
, “

二月二
,

龙抬头
”

这类气象谚

语
,

外国人也肯定看不懂
。

同样依附汉文化的
“
B e a w e l l 一 m a n n e er d to u ir s t (做文明游客 )

, ,

也

就见怪不怪了
,

但这又似乎暗示了外国游客的不文

明
。

学习者应予以注意
,

避免造成困惑
。

5
.

固定习语

要习得一种语言
,

就必须理解使用它的那个社

会及文化
。 “

It
’ 5 a s e e er t

.

lP
e a s e

k
e e p i t u n

d
e : t h

e

。 s e
. ”

碰到这个句子
,

学习者觉得茫然
,

难道把

这秘密放在玫瑰的下面 ? 虽然玫瑰和 or s e

在中西

文化中都是爱情的见证
,

但 un de
r
ht

e or s e

并不如汉

文化中所理解的
“

在玫瑰的下面
” ,

却是秘密和沉

默的象征
。

这反映出
,

在会议桌上方悬挂玫瑰花意

味着所有与会人员必须保守机密
。

这一古老习惯源

于希腊神话
: CuP 记 给了沉默之神 H娜 oc ar tes 一枝

玫瑰以防止他泄露 Ven
u s
的不检点行为

。

由此看

来
,

这是让人保守机密
。

the aL st SuP pe r
指

“

圣餐

之源
,

分别的宴会
。 ”

源自耶稣在逾越节前夕与他

的十二门徒一起吃晚餐
,

席间他宣布信徒中有一人

将出卖他
,

又以册饼祝福和举杯祝谢的方式设立了

圣餐礼仪
。

暗含
“

遭人 (门徒 ) 出卖
” 。

显然
,

我

们不能将母语文化强加在所要习得的第二语言上
。

6
. “

日常
, ,

套话

各种语言都有一系列反映本民族独特文化习惯

的
“

套话
” 。

汉文化中人们见面习惯于问
: “

吃过

饭没有 ?
” ,

然而若英语学习者同样说成
“
H va e

you
e a t e n y o u r m e al ?

” ,

在英美人听来
,

这就不是

打招呼
,

会认为是有意请对方吃饭
。

如果说话的人

是未婚青年
,

就意味着向对方提出约会
。

同样有些

学 习者见 了外 国人就问
: “

Whe er a er y ou -go
in g?

” ,

这就是依附母语文化并将其强加给对方
,

会造成对方莫名其妙或难以接受
。

有时
,

在日常言语交际中
,

主人宴请外国专家
,

先客套
“

今天饭菜不好
,

不成敬意
。

来
,

先干上一

杯 !
”

如英语学习者直接依附汉文化
,

势必让客人大

为不解
:
为什么不用好饭菜? 因而这要求学习者灵

活处理
, “

hT
e er a r e t h e b e s t d i s h e s w e ’

er a b l e t o per
-

paer
.

M ak
e y o u sr e l v e s a t h o m e

.

Now
, e h e e份 !

” l , ]

我们在学习英语时
,

应掌握其特定文化因素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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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
,

有意识地了解与积累言语表达规律
,

模式及

特征
,

深人了解英美人的文化
,

亲自做一些风土

人情方面的实地考察
,

顺利逾越两种不同文化差

异的障碍
。

学习英语是一种跨文化双语活动
,

必

须了解两种语言文化的行为规范
,

并能按所在环

境调整自己的言语行为
,

而不是单纯依附母语文

化
,

不能用母语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准则去分析理

解英文表达
。

三 跨文化理解与学习

不同民族间文化相互渗透
,

包容和融合着
,

东西方文化的融会之势日渐成为主流
。

有些异域文

化对于学习者可能一时不习惯
,

但随着交流的增

多
,

慢慢也就会习惯了
。

要轻松自如地运用英语
,

就应该加强学习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

避免
“

中文思想 + 英文形式
”

问题
,

学习跨文化交际的

知识
,

减少语用失误 ; 在英语学习中
,

不单是口头

还有书面学习
,

要明确交流的对象为不懂母语文化

的外国人
,

目的是帮助他们来了解母语文化
,

因而

须以外国人可接受的方式表达思想 ; 培养跨文化认

知感
,

在跨文化交际时能充分了解双方在文化习俗

上的差异
,

有效地避免交际失误或故障
,

确保交际

的顺利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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