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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美非语言交际跨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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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语言交际是人们交流的重要方式，但是受限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非语言交流过程中有可能出现不必要的误解和

问题，或引起不必要的认知纠纷，从而影响交流的正常进行。所以，在中美之间的交流活动中，始终秉持平等尊重的原则，充分

了解对方的非语言交流习惯和行为，是中美交流过程中避免产生交际障碍的最主要方法。本文通过对中美非语言交际跨文化

差异的研究，希望能够为促进中美非语言文化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中美；非语言交际；跨文化；差异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相同文化背景和生产

生活背景之下，语言交际能够大大降低沟通的成本，提升沟通

的效率，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

是世界不是一个统一体，不同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具有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因为生产、贸易等社会经济活动需要彼此

之间交流，这就产生了跨文化交际[1]。而跨文化的交际往往因

为文化背景和语言的不同有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非

语言交际成为跨文化交际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能够与

其他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更友好的交流，我们需要了解彼此之

间不同的非语言表达习惯和含义，这样才能够在彼此的沟通

和交流中降低误会，使交流更顺畅，更具有现实意义。本文的

研究主要是通过非语言交际的一些大的分类中找出中美之间

的差异，并根据这些差异找出相应的改善策略。

二、跨文化背景下非语言交际概述

（一）非语言跨文化交际

非语言交际主要是指人与人在交流过程中，除了语言的

交际手段之外，其他所有的交际方式[2]。它包括肢体语言、衣

着服饰、个人妆容等方面。非语言交际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

下，交流双方见面的第一印象，如果出现彼此之间在认知上的

不协调，往往会影响交际的效果。非语言跨文化交际则是在

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交际的过程中，除语言交际以外的其他

交际方式。从跨文化的背景出发，非语言跨文化交际一般会

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体态语，也可以被称作为身体语言，

包括手势、表情等身体所发出的信号。第二部分，副语言，即

在交际过程中，双方所表现出的沉默、间歇等表现，以及非语

义声音。第三，客体语，主要是交际双方的衣着及皮肤修饰、

体味等方面。第四，环境语，即交际双方所处的交际环境，包

括灯光、色彩、装修风格、声音等方面。从定义来看，非语言跨

文化交际与非语言交际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彼此之间的关

系是相互有交叉的。

（二）非语言跨文化交际的功能

非语言跨文化交际是语言交际的一个补充，表达一些语

言无法表达的或者不需要语言表达的交际信息，主要有以下

几种功能[3]：①重复，介绍朋友的时候，说与手势指相重合。②
否定，与语言所表达的信息不一致，口头肯定但是通过眼神等

表达否定。③替代，在不便使用语言的时候通过非语言表达，

如逐客、表达烦躁等。④补充或辅助，辅助说话，如在形容一

个事物的时候，通过语言和肢体动作表达。⑤强调，强调某一

交际信息，如在表达某一观点时，身体配合表达强调。⑥调

节，通过非语言表达自己的诉求，已完成、是以别人不要打断

自己等。

三、中美非语言交际差异的表现

中美作为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之一，彼此之间的经

贸和人员交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不了解两国之间非语言交

际的差异，则会导致交际的不顺畅，因此，了解彼此之间的非

语言交际差异是非常必要的。

（一）体态语差异

1.头部体态语差异

头部体态语主要是指目光和面部表情两种体态语。在目

光方面，中美非语言交际的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在交流时，一

定要与对方有眼神的交流，才能够表达对对方的尊重，并且对

对方的话题感兴趣。但是在交流过程中，不能死死盯着对方，

这往往是一种挑衅或者是不尊重。

面部表情是人类最丰富的非语言交际工具，大多数人在

进行语言交流时，往往能够从面部表情上判断出其最真实的

想法[4]。中美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如对陌生人微笑，在美国被

认为是正常的行为，但是在中国却被认为是不怀好意或者调

笑的意思；在中国，微笑有的时候是为了掩饰交际的尴尬。

2.肢体语言

这里的肢体语言主要是指姿势和手势两个方面。从姿势

来讲，美国人喜欢轻松的交流氛围，在姿势表现上，往往是放

松地坐在椅子上，或者懒散地站着；中国人对于懒散地站着和

跷二郎腿的姿势都是不认可的，认为是不尊重行为，是粗鲁

的。在表示对某些表达不理解的时候，美国人是耸肩表达，中

国人大多数时候是挠头表达。国际上通用的对女士的吻手

礼，是中国文化不接受的。

手势是日常交流中重要的方面，而中美之间却存在很多

不同。打招呼这个动作，美国人一般是手掌朝上并移动手指

来完成，中国人则是手指弯曲手掌向下。指示事物，美国人习

惯用中指，而中国人习惯用食指，中指指示会有一定的侮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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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是交际中表达信任等信息的，通过彼此之间的

皮肤接触，能够体会到不同的感情信息。体触在美国的非语

言交际中是不礼貌的，他们在交际过程中，无论是朋友还是熟

人，都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相比之下，中国人对于体触没

有那么反感，往往越亲近的人彼此之间约会通过体触来表达

和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

另外，在对待儿童的时候，中国人习惯于通过抚摸、拍、抱

着表达对孩子的喜爱，但是美国人从来不会这样做，尤其是亲

吻孩子，他们会感觉到尴尬。

（二）副语言差异

中美之间的副语言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沉默在中

美非语言交际中的差异是较大的。在我国，交际过程中，沉默

表达的是一种谦虚，同时也是表达默许、慎重思考以及谦让等

方面的思想情感[5]。但是在美国，沉默不语则表达轻视、不重

视和不感兴趣。这样的认知差异，在非语言交流方面往往会

造成不必要的交际障碍。

（三）客体语差异

在客体语方面，中美之间的差异在衣着和体味方面比较

明显的。从衣着方面来看，由于我国对外商务礼仪的变化，中

美两国的差异较小，在以往，我国对外交际中，正式场合要穿

中山装，非正式场合也要穿着得体，但是现在来看，趋向于一

致。从体味来看，中国人的体味较淡，美国人的体味较重，所

以在使用香水方面，中国人一般使用清新淡雅的，而美国人则

使用较为浓烈的。而中国人对于浓重的香水味比较排斥，但

是从交际的角度来看，对于浓重的香水味道尽量不要表现出

排斥的意思。

（四）环境语差异

在环境语方面，中美也是有差异的，首先，从交际距离来

看，中国人喜欢热情地近距离的交际环境，美国人喜欢保持一

定的距离。这表明对身体范围的认知中，中国人以自身身体

为范围，而美国人则以周身一定的身体距离为身体范围。另

外在空间意识方面，美国人喜欢有一定的私密性，有领地意

识，而中国则反之。

四、非语言交际差异存在的因素

非语言交际存在以上差异是有着一定的主客观原因的，

从文化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背景

出现非语言交际差异的客观因素主要是不同的文化背景

导致的。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经历了漫长的五千年，已

经形成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所以，中国文明形成

了一种以农业为基础的“圈式文明”。美国的历史则是一部侵

略扩张的历史，在其文明属性中，强者思维和离散式的文明氛

围则表现得较为明显。从地理角度来看，不同的地理环境对

中美的非语言交际差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地少人多，

喜欢近距离交际；美国地广人稀，喜欢保持适当交际距离。另

外，宗教信仰的不同也是造成非语言交际差异的主要原因，中

国在信仰方面，主要以儒家思想作为行为道德标准，而美国则

以基督教作为标准，这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行为习惯和表达

习惯。

（二）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中国奉行的是集体主义价值观，

因此在行为习惯上，对其他个体的交往中，中国人更喜欢将自

身与集体联系起来，这促使我们在交际的过程中，习惯性的喜

欢更亲密的交际方式。美国人所奉行的是个人主义，这是传

承与欧美的思想意识，强调个人的价值和独特性，因此在交际

过程中，更倾向于独立的、自由的交际环境。

五、应对中美跨文化非语言交际差异的策略

（一）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

在交际开始之前，首先要在脑海里树立起跨文化交际意

识，在跨文化交际中，才能够提前做准备，表现出尊重和平等

的交际氛围。在中美非语言交际场合，一定要培养跨文化交

际意识，秉承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交际原则，才能够更好地

形成融洽的交际氛围。

（二）增进对美国非言语交际行为的了解

我国的文化理念一向是包容的，所以在中美交流过程中，

无论是作为东道主还是作为客人，我们都应该主动了解美国

的非语言交际文化，一方面明确不同类型的非语言交际注意

事项，另一方面要对彼此之间不同的非语言交际习惯作重点

关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交流障碍。

六、结语

中美之间的非语言交际差异是存在的，而且较为明显，这

主要是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交流无

法避免这样的差异，所以，在中美交际活动中，始终秉持平等

尊重的原则，充分了解对方的非语言交流习惯和行为，是中美

交流过程中避免产生障碍的最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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