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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文化定势下的中西禁忌语差异 

□李建华  杨  洁  [武汉理工大学  武汉  430070] 
 

[摘  要]  文化定势是存在于每个社会的普遍现象，从认知的角度讲文化定势是人们认识外界

事物的一种固定模式。不同民族所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认知方式决定了文化定势存在的必然性。通过

探讨中西禁忌语的差别进而发掘两种文化内在的不同，可以加深对中西文化模式的了解，为更好地

进行跨文化交际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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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势是一种人类固定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种不

可避免的普遍现象。定势是人们对待事物，看待问

题时的一种固定思维模式，具有“引导性”和“预

示性”。在人们与认知对象接触之前，定势就在人们

心目中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定势来源于英语单

词“stereotype”，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学家Lippmann 
提出的[1]。顾名思义，文化定势就是指在特定文化

下产生的定势，它以社会文化为依托，使人们在未

与外界事物接触的情况下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不

同的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反映在文

化定势上就会使人们的认知发生偏差。 

一、定势及其特征 

从认知学的角度讲，定势是人们面对未知事物

时所使用的一种简单的认知方法，它可以帮助人们

将陌生事物进行分类并加以记忆。例如，一提到北

方人就会自然联想到豪爽大方，提到南方人就会想

到精明强干，推而广之，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谦

逊低调，美国人热情开放，德国人严谨守时，法国人

则浪漫多情[2]。人类所生活的环境纷繁复杂，不可能

将所有事物都亲身体验，定势思维就给人们提供了

一个认识世界的捷径，可以将陌生信息进行有效地

归类。然而，目前学术界对定势的看法并不统一，

在有的学者看来，定势过于片面，不够理性；而有

的学者则认为它是人们对陌生信息、外部世界及行

为特征的有效判断[3]。定势建立在对事物准确的观

察之上，能够反映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并有助于人们

对不同社会种族文化的认识。定势在人们认识新事

物的过程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金无足赤”，定

势也有其消极作用，即分类过于简单，并有扩大化

的趋势。它过分强调了一个群体的共性而忽略了其

个性。例如，北方人豪放的性格虽然是大多数人的

共性，但是不排除有的个体不具有这种共性。如果

用来描述所有北方人，就有以偏盖全之嫌。另外，

定势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会

产生独特的思维模式，从而对人们的认知造成一定

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定势有以下特征：首先，

定势具有客观存在性。人类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将

世上所有事物一一认知；其次，定势具有稳定性。

它是一个民族或群体通过长期的文化积淀所形成的

一种认知方式，一旦形成便在人们脑中根深蒂固并

对他们的思维产生影响；最后，定势具有发展性。

受社会、环境、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定势也会有所变

化，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二、中西禁忌语的差异及其原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并且与特定的文化相关联。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

体系中，语言行为必定受此文化模式的制约[4]。无

论是英语中的禁忌语，抑或是汉语中的禁忌语，都

受特定社会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及礼貌等因素的影

响。东方人与西方人虽然生活在一个地球上，但是

由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东西方对待事物的态度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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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一）禁忌语中的等级差别 
中国社会自古就存在严格的等级划分，将人分

为三六九等。这一点在称谓禁忌语还有死亡禁忌语

中都有所体现。 
东西方在姓名称谓方面的禁忌差别很大。在西

方，人们喜欢直呼其名，而不考虑对方的地位、辈

分、年龄因素，即便是对自己的父母有时他们也直

呼其名。然而，在中国，晚辈不可以直接喊长辈的

姓名，与长辈说话时要毕恭毕敬，甚至名字也不得

与长辈的重复，否则就是对长辈不敬。在封建社会

对君主更是如此，如在唐朝李世民当政时，民间就

不得取与“世民”有关的名字。就连当时对“观世

音菩萨”的称呼都要改为“观音菩萨”。诗人柳宗元

在一篇描写民风的文章中也不得不将“民风”改成

“人风”[5]。 

“死亡”这一话题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被

禁止涉及到。在古代中国，人们通常会根据一个人

的身份以及和自己的关系而采用不同的说法。按照

等级的划分有“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

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羽鸟曰降，四足曰渍，死寇曰兵”的说法[5]。然而，

在西方表示死亡的说法不存在等级之分，无论国王

还是平民，表示其死亡时均可用“pass away，lose 
one's life ，depart ，perish”等表示[6]。 

这些中西禁忌语的差别主要归因于人们的宗教

信仰不同，西方宗教提倡人人平等而中国宗教有等

级差别。在基督教的理念中，自由和平等占了很大

比重，在圣经中，人与人不分老少、贫富、贵贱都

是上帝的子民，情同手足。所以，他们喜欢直呼对

方名字以示亲密和平等。中国人主要信奉佛教和道

教，但同时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严格来讲儒家

思想是一种做人立事的准则，是一种道德观，不能

算作宗教，但是这三者的共同点就是相信“天命”，

中国人笃信神灵，信奉最高的神灵和上天，在他们

看来，人的生命和吉凶全部都掌握在神灵手中。中

国人从古至今都害怕得罪上天，就连孔圣人也曾说

过“获罪与天，无所祷也”，人们对神灵的畏惧可谓

深入骨髓。中国人诅咒人时总是说“遭天遣，天打

雷霹”，发誓也是“对天发誓”，有了喜事便是“天

降鸿福”[1]。由此可见，中国人怕得罪上天而敬畏

上天，同时又把自己幸福的希望寄托于上天。正是

由于这种天命思想，中国政治制度上有一个很重要

的观念，就是皇帝受天命而王，替天行道，因此每

一位皇帝颁布圣旨时都必定说“奉天承运”，并且自

称天子。这种天命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

会中，已经牢牢扎根在人们心中，成为了封建君主

奴役人民的精神工具。而在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思想

也是存在等差的，并非一视同仁。因为儒家学派信

奉礼教，而“礼”即是在人群中分出高低、贵贱 
来[7]。在孔子看来，父母在家庭中具有最高权威，

他们赐予了孩子生命，地位应在孩子之上。扩大到

君主的层面，君主就像天下人的父亲, 而臣民就像

君主的儿子, 于是, 慈父子孝就扩大为君仁臣忠。这

样人就分出了等级。这就如同一座等级的金字塔，

君臣、父子、夫妇，环环紧扣，每个人都要严格遵

守等级制度，如此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和”[8]。

然而在西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它统治

了人们的精神领域达千余年。基督教的理念已经在

西方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在西方人眼中，教会是最

高的权力机关，神圣不可侵犯，政权位于宗教之下。

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它所宣扬

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自由，毋宁死”的思想已

在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并影响到了他们的行为和思

维方式。因此西方人更注重个人价值，在这种提倡

个人尊严的文化里，权力的重心更多地倾向于个体，

人际交往不分高下。直呼对方名字不是无礼的表现

而是人们之间表达亲密友好的方式，这体现了基督

教中人人平等的理念。 
（二）对个人隐私的不同看法 
在西方人眼中，涉及到年龄、婚姻状况、政治

倾向等的话题都属于个人隐私，不适宜直接询问，

除非对方表示不介意，否则就是侵犯私人隐私。但

是在中国，这些话题是朋友之间经常会提及的，人

们经常在聊天时会自然而然地谈到这些问题，长辈

们在表示对晚辈关心时也会问到这些。为何中西方

对个人隐私的看法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呢？这与中西

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人自古就以农耕为

生，小农经济将人们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6]。人们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活动范围大多在家族之内，

家庭是组成中国社会的核心，对个人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个人只有依附在家庭和集体之上才能生存。

人们受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不得不重视血缘

关系和宗族关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追求个人

价值是自私的表现，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价

值在集体价值面前微不足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从某方面来说，就是忽视人的个人价值，以达到维

护群体中的既成秩序，达到孔子思想中的“和”，因

此中国人通常很重视维护群体隐私，而对个人的隐

私不太在意[9]。 

在西方社会个人价值占主导地位，人们对于个

人隐私的保护有着更高的要求。人们很注重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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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这一点不仅仅表现

在距离上，同时也表现在对空间的占有欲上。例如，

在西方，孩子们从小就拥有自己的房间，大多数人

都拥有自己的私人办公室，他们的私人领地归属感

很强。这与西方宗教信仰及发展史有关，基督教思

想提倡每个人都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后来的

文艺复兴更是肯定了人的个体价值和人格尊严。在

这种社会文化中，西方人逐渐衍生出了不同于东方

人的思维模式及认知方法，因而对个人隐私的界定

与东方人有所不同。 
（三）禁忌语使用时的不同倾向 
在特定文化定势的影响下，汉语及英语禁忌语

在使用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汉语禁忌语侧重禁忌

以及语言的消极使用，对涉及到吉凶祸福、生老病

死之类的话题中国人大多采取回避的态度，“避而

不谈”体现了中国人对个体道德修养的重视。受传

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使用语言意在创造和谐的人

际关系。 而英语中的禁忌语则重在委婉，侧重语言

的积极使用。西方人想将不雅或者不宜说出的话题

用另外一种更加得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试图通过积

极使用语言以扩大个人的影响并改造世界，这也是

他们乐观情绪的一种体现。 
例如在表示“老”和“上年纪”这一主题时，

中国人就倾向于用一些比较消极的词汇：“风烛残

年”“土里埋半截了”“老朽”等，我国民间迷信认

为，73和84是两个“槛” ，民间流传着“七十三，

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所以许多老人都不愿意

说上述年龄，常多说或少说一岁。这表现了大多数

中国人的心理特征。相比之下，西方人所使用的词

汇要积极一些。在英语中，与老年相关的说法有：“a 
seasoned man”（历练者），“the advanced in age”（年

长者），“the mature”（成熟者），“elder hospital”（老

人团），“retirement home”（敬老院），“private hospital”
（老人院），“nursing home”（养老院），“golden age 
club”（老年俱乐部）[10]。从这些词汇可以看出西方

人在禁忌语的使用方面比东方人更具积极意义。又

如，在中国称卖淫为生的女子为妓女，在西方她们

被称为call girl(应召女郎)，street girl(街头小姐)；私

生子被称作love child(爱情生下的孩子)；黄色电影称

为adult film(成人电影)[3]。仔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就

不难理解这些差异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避世

的因素占很大比重，人们自古就仰慕那些与世无争、

隐居山林的贤人雅士，并将道家思想所推崇的“无

为而治”奉为圭臬[6]。另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不少中国人做事非常低调，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情

感，因此在使用禁忌语时重在禁忌。西方文化重视

表现自我并且强调积极乐观的情绪，翻阅圣经故事、

回顾美国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西方人的创业史就

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的过程。民族的发展历程在

他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给他们灌输了积极

向上、努力创业的思想。这一点从中西方的家庭教

育中就可见一斑，西方家长从小就鼓励孩子主动发

言，积极与人交流，而东方家长则要求孩子“沉默

是金”，别人的事不要插手，发言时更是要三思。这

就是中西文化差别的体现，它已经在人们心中根深

蒂固，并且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语言

是文化的一面镜子，它所折射的是文化的差异，因

此中国人讲话含蓄，涉及到敏感话题时他们会尽力

避开，而西方人则更倾向于委婉地表达出来，这些

都是由不同文化内涵所造成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是造成中西禁忌语差别的

根本原因。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又受文化的制

约，不同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都影响着语言的发展。

禁忌语作为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折射出了一个民族

深厚的文化底蕴。禁忌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

个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它受道德伦理、价值取向

等因素所驱动。禁忌就是人们想要避而不谈的话题，

不管是涉及祸福吉凶还是不雅字眼都体现了人们趋

善趋美的共性。然而在此共性下人们对禁忌语的界

定却有所不同，受本民族的文化因素所影响，人们

在对外界认知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偏差。不同文化

所孕育的认知范畴很难与另一文化的认知模式相吻

合，所以对外部事物的界定也会有出入，一个民族

的禁忌在另一民族看来未必就是禁忌[8]。在把中西

禁忌语进行比较时，可以发现二者总体是相似的，

但相似的外表下隐藏的却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从其

相似的表象入手可以挖掘出英汉两个民族在文化上

的迥异[6]。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不可能是一个模

子里刻出来的，人们在对事物的认知方面存在着差

异。透过禁忌语的背后可以窥见深层的文化内涵。

这是文化传统、历史习俗及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探讨中西禁忌差别可以更好地理解东西方文化的内

涵，增强语言交际能力，进一步促进跨文化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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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and English taboos comparatively and probing into the roots of their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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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rchids and Irises in Song Literary Sket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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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se of orchids and irises have began with The Songs of Chu, completed in Six Dynasties, and 

used commonly from then on. However, because those explanatory writers and readers before Song Dynasties did 
not kn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orchids and irises clearly, readers in the Song Dynasty researched the problem in 
their sketches continuously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hich improved the academic standards in the Two 
Song Dynasties. 

Key words  Song Literary Sketches; the source of literature; analysis of orchids and irises; academic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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