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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西方语》

内容概要

语言上的障碍使两个西方人都会产生文化隔阂，更不要说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之间的隔阂。如果
你只会一种语言，只看一家电视台，就会受到桎梏。有人说：“语言是一种武器。”翟华说：“语言
更像是一扇扇窗户，掌握不同的语言就会在自己眼前推开不同的窗户。如果再对流一下，一定会有很
多意外的收获。”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早已成为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这地方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大村
子，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内涵也在延伸。从《东方文化西方语》开始，让我们随着翟华的视角，
领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一起走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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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西方语》

作者简介

翟华，从学工到学文，从清华学子到泛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公务员，在海外二十五年间积累了大量跨语
言文化间的交流经验。翟华常常将小观察放到大环境中，不断印证了语言和交流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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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西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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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西方语》

精彩书评

1、一直很喜欢读翟华的《东方文化西方语》，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学问，值得学习。选择一部分，细
细品读。中国人的大嗓门崇拜。作者在国外数年，对国人的大嗓门领教很深。他说在偌大的戴高乐机
场，乘客成千上万，但就是没有首都机场的人声鼎沸。只有当中国班机抵达时，才给戴高乐机场带来
一点生气，吆喝声此起彼伏。几次在国外的遭遇，让他开始注意起国人的这个特点。他认为，中国人
之所以嗓门大，是因为汉语本身的发音。以北方音为基础的中文普通话所有字词均以元音（如“啊”
、“喔”、“额”、“衣”、“乌”、“迂”等）结尾，中国人说话时不闭嘴，拉长音、加重音都会
方便。比如中国人发怒时大叫：“住口！”声音够洪亮吧，但同样的话用英语说是“Shut up!”，两个
单词都是闭嘴发音，所以声音想高也高不上去。加上汉语还有四声之分，就更需要通过音量来区别了
。这一点我小时候在看译制片时就注意到了，外国人说话时嘴巴总是拉得平平的，久而久之，他们的
嘴唇也变成薄薄两片；而中文的发音变化多，需要整个嘴的肌肉一起参与运动，可以自然地放大音量
。往深里探究，作者认为汉文化里对声音大的东西都有一种崇拜。比如春节时是“爆竹声中一岁除”
；胜利了要“高唱凯歌”；改朝换代时，又是“劈雷一声震天响”等等。有意思的是，中国这种喜爱
热闹、怕寂寞的性格在语言上就行不通，比如“高谈阔论”、“夸夸其谈”、“花言巧语”等等，根
本就不鼓励多说话。在学校里上课，教室里只有“鸦雀无声”，才表示纪律好，大家听得认真。作者
在国外留学时，课堂上除了中、日、韩学生正襟危坐外，其余国家的学生都积极举手发言提问。即使
有不明白的问题，中国学生也会选择课后与老师个别讨论。这种“沉默现象”与中国人爱热闹的性格
形成了鲜明反差，其实这一方面可能是语言水平不如人，为免出错尴尬丢面子就选择不说话，另一方
面则是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论语》里就三番五次地提到“君子欲讷于言”、“敏于事而慎于言”
。说到中国人的大嗓门，我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吃鸡蛋怎么能丢了国家的脸？》。文章提到一
名中国人在维也纳的一个餐厅吃饭。她把鸡蛋在桌上轻轻地敲了一下，刷的一下整桌的老外都向她投
来注目礼，其中一个还拿起汤匙柄示范：轻轻敲蛋壳，然后慢慢剥掉，让她闹了个大红脸。旁边就有
人问她是不是中国人，她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竟然连吃个鸡蛋都丢了国家的脸。后来她把这件事
向一位旅美多年的朋友请教。朋友告诉她，首先在公开场合，外国人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和所谓的“
高雅”，越富裕的人越喜欢把饮食当成一种享受与社交，而非仅仅是吃饭。所以在吃饭的时候绝对不
能破坏就餐的气氛。她把蛋轻轻一敲，发出的声音影响了他人的进食，就是一种不高雅的行为。那个
提醒她的外国人已经算是很友好了，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如果人家真的瞧不起她，只会对她横眉冷
对，才没人费那功夫呢。其次，国外越高雅的餐厅，地位越高的人，说话的声音也越小，完全不像国
内的餐馆，声音越大就表示生意越兴隆。在高档餐厅里基本上只能用“耳语”来说话。此外千万不能
对服务员呼来喝去，必须耐心地等待。国外上菜非常慢，服务员做事也总是慢条斯理。如果要高雅地
表示自己焦急等待的心情，可以在服务员经过时轻轻招手说一声：“Excuse me!”，然后表示自己的牛
排只要五分熟就够，这就是间接地提醒服务员快点把正餐端上来。还有，在国外吃饭的时候嘴巴不能
发出声音，菜和肉要用刀切成小块才能放入口中，口腔两侧也不能有明显的突出，绝对不能嘴上油水
满溢，腔如洪钟，这都不是上流的用餐法。喝汤时要等汤微微变凉后，用小汤匙送入口中，不能用双
手端起碗一饮而尽。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少言，低音，谦让，无私”八个字。最后朋友告诉她，如果
实在不知道怎么做，一可以问邻座的人，二可以观察别人怎么吃，就像林妹妹第一次进大观园时举手
投足都小心谨慎，察言观色。这篇文章让我感到非常震撼。那位旅美的朋友说，很多外国人称呼没有
礼貌的华人为Chinese pig，认为这是一群没有礼貌、无知的人，说得极为刺耳。虽然这里面有文化上
的差异，但俗话说入乡随俗，到了罗马就应该像罗马人那样生活。而且不得不承认，很多西方的礼仪
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比如“左行右立”、“女士优先”、“先下后上”等等，体现了一种以他人为
先的理念。“予人玫瑰，手有余香”，方便别人其实就是方便自己，好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学习并为我
所用。当然在学习优秀文化的时候要注意环境的差异，千万不能犯了禁忌。比如前段时间国内很火的
“抱抱团”，看到任何陌生人都上去给一个拥抱，吓得有些人大惊失色，以为遭到抢劫了。拥抱，在
国外都是司空见惯的礼仪，正式场合都能使用，可以很快拉双方距离。但在国内，由于文化不同，如
果要行礼，一定得征得对方同意，问一声“我能拥抱你一下吗？”一般来说同性之间可以用这种礼仪
，异性的话还是握手为上。一整天不说礼貌用语的能力。翟华在北京的出租车上看到一个小牌子，上
面写着：我们必须做到说好五句话：“您好”、“请问您去哪儿”、“请带好您的物品”、“谢谢”
、“再见”。一路上司机谈天说地，但就是没有说牌子上的五句话。后来他发现很多国人可以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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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西方语》

之内都不说“你好”、“谢谢”、“对不起”等敬语，而且从来不会感到有任何不妥。作者认为，从
字典上能找到这种现象的答案。“礼貌”的礼字，有典礼、礼节、礼仪的意思，而貌则表示外表、模
样。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礼貌就是做出礼仪的样子，而并不真正行使礼仪。说“谢谢”的标准回答是
“不客气”，既然不用客气了，所以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懒得再讲究礼貌用语了。古人说：“大恩不
言谢。”引申开来就是一家人不言谢、知音不言谢、君子不言谢、哥们儿不言谢、密友不言谢也。如
果说了“谢谢”，那反倒见外了。当然这是作者的一家之言。按我的经验来说，生活中多说一些“你
好”、“谢谢”、“再见”等敬语，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买东西时营业员找回零钱，说声“谢谢
”，收到她善意的一笑；下楼梯的时候如果想请别人让一让，先说声“对不起”，再来一句“谢谢，
请让一下”，相信没有几个人会顽固到无动于衷；请同事帮忙递文件，也及时来句“谢谢”，同事心
里乐开了花；收到生日的祝福，“谢谢你的心意”，多温暖啊。虽然有的人觉得朋友熟人之间说谢谢
，显得做作，有故意拉开距离之嫌，但我想嘴甜不害人，大部分人还是乐意接受的。一次我坐出租车
，上车就向司机说“谢谢”，然后告诉他行车路线，下车时我又是一句“谢谢”，请他把发票递给我
，临走时关上车门说“再见”。那位司机最后特意回过头来，笑意盈盈地对我说：“小姐，您可真有
涵养。”短短的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一下子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什么不适宜吧。所
以，还是应该按照“礼仪之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中国人的“差不多”习性。国人答应一件
事，总是说“我过两天给你”，这“两天”可不是真的两天，或许是五六天，甚至是更长的时间，甚
至根本就忘了这回事。上世纪60年代，一个外国代表团来访问中国，问中国有多少人口，当时接待的
官员说有六七亿吧。对方一听就很惊叹：“中国真伟大，一差就差一个亿。”翟华认为中国人“不计
其数”缺乏精确观念可以从诗词文化里找到线索。唐诗里大量数字都没有确切数字，比如李白的“轻
舟已过万重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桃花潭水深千尺”等
等，这些诗中的数字大多是虚指，即“言有尽而意无穷”。中国人的“差不多”的模糊性与古代诗歌
密切相关。比如中国人常常“颠三倒四”，说时间是“一袋烟的功夫”，说高度是“日上三竿”，说
距离是“十万八千里”，总之“八九不离十”。呵呵，我想其实这些例子只能说明汉语的博大精深。
数字一般不会实指，只是用来形容数量极大。确实很多时候并没有办法去准确计算，古人的这种创造
其实也是适应当时科学技术的产物。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更精确的测量，我想国人也不
会处处都“差不多”的。以上是将书中内容摘录了一二，觉得这本书对于自己学习语言、文化确实有
很大帮助，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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