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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价值观是文化的主旋律，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的

差异势必引起在生活各方面的文化冲击，在表面上体现为两国文化风俗的不同，

在本质上体现为文化价值观念的极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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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一种社会范畴,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信仰、习惯、制度、性

格、思维方式等的总模式,是一个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一个民族的全部活动方

式。随着中美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两种不同的文化意识不可避免地有了碰撞，

其中在生活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可以发现在诸多风俗习惯差异的背后是两

国的价值观、文化意识等的差异，后者对前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中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历史渊源  

  价值观是文化的主旋律。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

成的一种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的文化特征。所以，不同国家和民族

在文化交流和相互渗透的过程中，价值观的差异势必引起表现在生活各方面的文

化冲击。中国和美国在文化传统上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五千年的文化古国，儒

家是其传统文化；另一个是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文化特别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

集大成者，由于历史发展的道路和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在表面上体现为

两国文化风俗的不同，在本质上体现为文化价值观念的极大差异。  

  1、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渊源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土地肥沃，农业对中国的文化有巨大的影响，古代中国人聚集

在一起耕作、养殖，他们更崇尚集体主义，同时因为很少迁徙，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所以，

中国的文化建立在农业家族制度之上，是以“家”为基础，以家长为中心。因而，中国人谈到

自我往往包含了家庭、集体甚至是国家。从历史角度看：西周时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国家，

同时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汉文化的“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的文化确立了儒家的核心地位。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强调道德规范的自觉能力，人的价值通过“日三省吾身”来表现，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的

内倾性格。儒家同时认为，“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道也。”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张“三纲五常”，详细地规范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举止、

等级观念。在中国儒家思想中，社会是个等级差序格局，“三纲五常”是这个格局的行为准则。

所以中国人形成了特有的文化价值观：重权威，轻事实；重集体，轻个人等等，这一切具体

表现为大一统的观念。  
  2、美国文化价值观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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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文化来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古希腊罗马经过漫长的发展，民族的迁移，血缘关系

日益松散，在欧洲社会很早出现了人际间的契约关系。基督教产生后，宗教的思想又深刻地

影响着人们。宗教的教义鼓励和要求人们重视自我。许多人有这样的信条

“Every man for himself and God for us”，所以单纯的个人才是美国人价值观的出发点。美洲

大陆最早的居民是印第安人。美洲大陆发现后，导致了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移民的蜂拥而至。

大家都是一无所有来到新的大陆，只要用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就可以从一无所有到成为百

万富翁，甚至总统，实现“美国梦”，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人人平等。所以，美国人的门第观念、

等级观念并不是区分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美国独立后自由平等的观念更深入人心。“美
国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仅是传承了英格兰和欧洲的文化，大多数移民在他们本国都经历了不愉

快，他们想尝试新的主张和改革，虽然，他们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旧传统之上，但是艰苦的生

活条件迫使他们放弃许多他们所期望在欧洲得到的东西和传统。他们不得不接受新的环境，

变得不那么正统而是更实用，不那么保守而是更敢于直言。”(赖安芳）这些又使得他们奉行

实用主义，他们信奉“有用即真理”，也使得他们的性格变得外倾。  
  二、文化价值观在中美风俗上不同的投影  
  在研究美国文化价值观时，会发现在价值取向问题上，个人主义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其

文化价值观的主线。故而，美国人与注重以集体、以家庭为出发点的中国人进行交际，很容

易造成交际的失败。美国人的这种个人主义几乎贯穿在其文化风俗的各个方面，比如反映在

隐私、择业、婚姻、兴趣、信仰、追求、权利等等方面上。尤为突出的表现是他们对于隐私

的态度。美国文化风俗中的个人主义还体现在“自己动手”上。不论什么职业的人，都喜欢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尤其是家务活，不喜欢求助他人。“自己动手”的独立精神深深地铸入美国

文化基因当中。这使美国人养成了“Do it yourself”的习惯，并且他们能够从自己动手的成果

中看到自我的价值。美国人奉行实用主义，他们直言、外倾的性格和中国人内敛的性格也突

出地投影在中美文化风俗上。美国人假如在家请客吃饭，通常会指着菜肴对客人说：“我们

为你的到来准备了这些好吃的，希望你能够喜欢。”。美国人喜欢直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他们认为我真诚的邀请你来当然得让你明白我的诚意。而中国人则普遍认同“礼多人不怪”。
中国人请人吃饭，往往会在弄好一大桌丰盛的饭菜后对客人说“不好意思，没什么菜”，“弄
得不好，随便吃吃”。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自谦。但以上这番话对美国人说，他们可能对

这种“拐弯抹角”方式表达的礼貌，很难理解，明明十分丰富，为什么还要抱歉？是不是主人

没有诚意？这样极有可能导致交际的失败。在美国，一旦被问及某事，一般必须给予一个比

较明确的答复。而中国人提倡“沉默是金”。在不便于回答时或是不知如何回答时，中国人通

常会选择沉默。在一些跨文化交际的情况下，中国人对美国人提出的问题笑而不答，常使美

国人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措，在某种程度上会被认为是失礼之举。而中国人有时候避而不

答，可能出于考虑指出事实真相怕伤了和气。在美国人眼里这种客气和礼貌不如真话重要。

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应该意识到这种差别，使不同的民族风俗可以很好地交融。美国人认

为每个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毕竟，大家一样都是人。”人际关

系一般呈横向形态，交流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当两个不同级别的人发生接触时，他们都希

望能够营造一种平等的气氛。例如：在中国的课堂，教师通常是笔直站立的，几乎看不到有

教师东倒西歪或是坐在讲台上，通过这种身势言语来传达教师作为权威的信息。但在美国的

大学校园里，教师的这种兴之所至的情况很多。中国人认为教师是榜样，像美国教师这样会

使学生没有分寸，坏了辈分之别，故在中国这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在美国更常见的是

长辈与幼辈见面时相互拍肩膀、亲吻的情形，而在中国几乎很少见到这样的场景。中国人对

长辈的礼节没有过多的身体上的接触，一般是通过言语表达，并且非常含蓄。美国人注重平

等，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中国人发表言论通常引经据典，喜欢用权威的话来印证论点；但

在美国不论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听到政府要员和学者名流常冒出“引车卖浆者”之言。自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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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观念在美国文化习俗中随处可见。  
  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念不是绝对的不同，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交流和渗透的过程

中，在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下，我们应该积极地研究中美文化风俗以及所体现的文化价值观的

不同，为扫除文化交际的障碍，增进不同文化间的了解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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