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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文化学》

前言

　　总序　　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化艺术教育丛书》终于可以付梓了。这是人文学院的一件大事，
值得庆贺。　　20世纪下叶，我国对全民实行文化教育、素质教育的要求已由呼声转为具体的实施阶
段，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已经成为知识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个
国家强弱的重要标志，要想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因而，社会上许多学历
不高的人员急需通过多种渠道，以提高自己的学历层次，增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和实际的应用能力，尤
其是覆盖面较广的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　　为此，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省
内最早设置了高中起点的文化艺术教育专科函授专业，以适应文化系统干部和小学教师接受再教育的
需要。经过几年探索、培养，已有四届学生毕业，他们学以致用，深受社会好评。为了更好地总结办
学经验，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人文学院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对该专业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并
决定编写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教育丛书》，既为文化艺术教育专业提供教材，也为社会上从
事其他职业的人员提供一套文化修养读物。　　文化艺术教育专业的设立在国内并不很多，各校设置
的课程体系也不尽相同，所用教材更不统一。因此，建设一套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教育的教材，是非常
必要的，是很有意义的。由于目前国内尚无编写文化艺术教育专科系列教材的先例，编写的难度可想
而知，所以虽然这套教材的编写是以人文学院近70名教授、副教授、博士组成的有丰富教学经验，有
较强科研实力的师资队伍作后盾，参加编写的教师大多都有出版过个人专著，主编或参编过教材的经
历，虽然我们也确定了本丛书要以基础性、知识性、科学性、系统性、趣味性为编写原则，参编人员
都努力紧扣这一原则，但受到以上因素影响，加上各人风格不同，时间也比较紧，教材中定会有某些
不足，希望大家提出批评与建议，以便在重版时修改、完善。　　主编　　200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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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文化学》

内容概要

《交际文化学》讲述了交际文化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言语交际的构成要素和过程；言语交际的原
则和策略；口语交际与文化等八章内容。

Page 3



《交际文化学》

书籍目录

第一章交际化学的定义、性质和范围
第二章言语交际的构成要素和过程
第三章言语交际的原则和策略
第四章口语交际与文化
第五章演讲与文化
第六章辨论与文化
第七章教师言语交际与文化
第八章非言语交际与文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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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位善辩之士在谈到自己辩论的成功经验时说：“我在各个论坛上进行一百多场辩论，所用的基
本原理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个真理，所以就能保持不败，这并不是　　我有什么
能耐，它应归功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我是个极笨的人。谁学好中国文化都会比我强的，因此，我
希望大家，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好好地学习传统中国文化，因为它可以指导你的具体工作和你的人生过
程。不管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还是搞社会科学的，学会中国传统文化对你都会极有益处的。特别是
有意于哲学与政治的人，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将使你始终保持清醒　　的政治头脑，真正做一个明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政治家。在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跟前，我们只能恭恭敬敬的，丝毫不敢
放肆，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内涵人们都没有掌握。因此那些人没有任何理由对中国传统文化说三
道四，更没有理由给它戴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进行没有道理的批判。有些人批判它，却连它的基本道理
都没有弄懂，这就失去了批判它的依据。批判一个自己不懂的事物，这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如果
有人这样做，就是在糟蹋祖宗，终究沦为民族的败类。”他的这番话乍一看似乎过于推崇传统文化在
辩论中的作用，但实际上任何辩论，究其实质则主要是文化知识、文化底蕴、文化积累、文化心理等
与文化相关的方方面面因素的大较量、大比武、大挑战。余培侠先生作为中央电视台青少年节目中心
主任，先后四次参与组织国际大专辩论赛。1993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大学拔得头筹，他们从
新加坡凯旋的时候，在全国掀起了辩论赛热。一些地方电视台，大专院校都纷纷举办各种形式、内容
的辩论赛。回想起当年的情况，余培侠说：“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扩大华语在世界上的影响；
促进世界各地大学生的交流和友谊；提高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是我们举办大专辩论赛的
主要目的。我们始终如一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对大专辩论赛不断地进行改革。”辩
论不仅以文化作为取胜的武器，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是以之作为自己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最高宗旨。　
　　　书摘1　　第三，交际是一种符号指涉行为。我们知道，不管交际多么复杂，它的目的都是在
传递信息。然而信息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魂灵，只有灵魂附体，人们才能感知它的存在。也就是说，信
息内容必须和某种物质形式组成“符号”，方可进入交际活动。比如，同样是传递爱的信息，有的借
语言表白，有的靠眉目传情，有的用手势比拟，有的托实物象征⋯⋯并且，符号的操作方式颇为复杂
，或直或曲，或隐或显，或详或略，或雅或俗，非熟谙其功能者不能极其致。所以说，交际就是使用
符号，交际过程就是符号运算过程。　　二、言语交际是交际的主要方式　　人们互相联系的方式很
多，可以借助各种各样的材料和手段。如借助实物的烽火、信物、消息树等；借助形体的旗语、图画
、符号等；借助声音的击鼓、鸣金、吹号等；借助色彩的涂脸、文身、红绿灯等。当然还有借助人体
器官的手势、体态、表情，诸如娇声怪气、挤眉弄眼、摊手耸肩、捶胸顿足、微笑板脸、奇装异服⋯
⋯然而，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交际方式还是言语交际，这是因为：　　首先。语信信息容量大，表达
方式多，可表达任何复杂的信患，任何一种非语官交际，所传达的信息都是十分有限的。烽火、消息
树只能表达有无敌情，击鼓鸣金只能传达前进和后退，就是人自身的体态语。也只是大略地“说”出
一个梗概。如暗送秋波，充其量也只是表示爱慕与好感，而要让它分出“我喜欢你”、“我有点爱你
”、“我爱你”、“我非常爱你”、“我爱你但不能嫁给你”等等却是不可能的。至于要准确无误地
传递信息、形象生动地表达感情就更无能为力了。而语言却没有这种局限，凡是人能意识到的事物现
象，都能用语言表达出来，并且还能表达得丰富多彩，花样翻新。如同样是传递爱的信息，我们可以
列举出无数的表达方式来。不仅可以直说，如阿Q式的直截了当；而且还能曲说，如“你真好”、“
我陪你不结婚”、“我们可以经常见面么”、“你讨厌我么”等等；不仅可以正说，如“我爱你”之
类，而且还可以反说，如“你真坏”、“讨厌”、“傻样”、“我恨死你了”、“我才不稀罕你呢”
等等；不仅可以用散文体，如数不尽的直白，而且还可以用诗歌体，如写不完的情诗；不仅可以长话
短说，如“行”、“好”、“你⋯⋯”、“我⋯⋯”之类，而且可以短话长说，如莎士比亚《爱的徒
劳》中的阿美陀给雅昆妮妲的求爱信：“凭着上天起誓，你是美貌的，这是一个绝无错误的事实。真
的，你是娇艳的、真实的本身，你是可爱的。比美貌更美貌的，比娇艳更娇艳的，比真实更真实的，
怜悯你的英雄的奴隶吧！慷慨知名的科菲多亚王看中了下贱污秽的丐女齐妮罗芳．他可以说，余来，
余见，余胜；用俗语把它分析，——啊，下流而卑劣的俗语！——即为，他来啦，他看见，他战胜。
一看见，二战胜。三谁来了?国王。他为什么来?因为要看见。他为什么看?因为要战胜。他到谁的地方
来?到丐女的地方。他看见什么?丐女。他战胜谁?丐女。结果是胜利。谁的胜利?国王的胜利。俘虏因此
而富有了。谁富有啦?丐女富有了。收场是结婚。谁结婚?国王结婚；不，两人合二为一，一人化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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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就是国王，因为在比喻上是这样的；你就是丐女，你的卑贱可以证明。我应该命令你爱我吗?我
可以。我应该强迫你爱我吗?我能够。我应该请求你爱我吗?我愿意。你的褴褛将要换到什么?锦衣。你
的灰尘将要换到什么？富贵。你自己将要换到什么？我让你的脚玷污我的嘴唇，让你的小手玷污我的
眼睛，让你的每一部分玷污我的心，等候你的答复。你的最忠实的唐．亚特里安诺·特·阿美陀。”
　　其次，语言传播渠道多样。任何一种非语言交际的传播渠道都是单一的，也就是说只作用于一种
感官，如烽火图画只作用于视觉器官，战鼓号角只作用于听觉器官，握手触摸只作用于触觉器官等。
而语言却是“立体声”的，它可以借助声音通道，如口语交际、广播录音等，也可以借助视觉通道，
如各种文字传媒与交往，还可以借助触觉通道，如盲语与各种通过触觉感受的文字表达。更奇妙的是
，语言还可以同时利用几种传播通道，如电视节目中既播音又出字幕，领导讲话同时又把讲稿发给听
众，教师讲课既讲解又板书等，这样就强化了信息传递和接收的准确性。　　第三，语言便于携带和
使用。非语言交际或者不便携带，如战鼓、烽火；或者不能移动，如灯塔、交通灯；或者不易使用，
如图画、符号等。而语言则不然，只要是一个健全的人就会说话，只要有一支笔一张纸就可以表达。
同时，它不但可以共时同域地使用，而且还可以跨越时空，随着人的移动而移动，乘着电波传向世界
各地。当然，它也可以通过文字、录音等保存下来与后人交谈。并且，在使用时，无论是说还是写也
较其他工具方便得多。　　第四，语言服务范围广，语言是一个个较大的社会群体共同创造和约定的
符号系统，它不但具有稳定性，而且具有全民性。在同一语言区域，不同时代、性别、年龄、阶级、
阶层的人都可以相互沟通。以汉语为例，现在使用人口达十三亿多，这是任何一种非语言工具都难以
做到的。即使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比起那些在小范围临时约定的其他工具来也要优越得多。　　三
、汉语的个性特征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也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随着中国
与世界接触的增多，汉语交际越来越占有重要的位置。而要运用汉语进行交际，就必须对汉语有所了
解，那么，汉语有哪些区别性特征呢?　　一是语法的灵活性。学过一点形态语言（如英语、俄语等）
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这些语言的组合是一种硬性的规定，它注重外在的标志，而汉语的组合规则却
具有很大的弹性，它更注重内在的脉络。形态语言的语法是死的，静态的，而汉语的语法则是活的，
动态的。这样就给汉语交际增加了不少神秘色彩。比如，在汉语中，每一类实词及实词性短语一般都
可以充当句子的各种成分，而这种活性正是在动态中实现的。例如：走比跑慢。　　（做主语）我们
走在大路上。（做谓语中心语）　　我不想走了。（做宾语）　　小伙子被赶走了。（做补语）　　
走的路太长了。（做定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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