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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礼貌虽有普遍性，但礼貌原则下的各准则的重要性因文化、社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

旨在通过对英语和汉语中的礼貌用语进行对比，找出两种文化在遵循 ())*+ 的礼貌原则及其各准

则上的差异，以及言语交际过程中对于礼貌原则的不同侧重点及其文化根源，以达到减少交际误

会、更好地实现东西方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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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礼貌的普遍性与相对性

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都必须遵守和维护的准则。礼貌原则是具有普遍性

质的。对于人们为什么说话时采用礼貌用语这种间

接言语行为，里奇提出了“礼貌”原则，布朗和莱文森

则提出用“面子”理论来解释语言使用中的礼貌现

象。这两个有关“礼貌”的理论的共同点是旨在能对

“礼貌”这一普遍现象作出解释。布朗和莱文森意识

到“面子”这一概念具有普遍性，同时，在不同文化中

礼貌具有特殊性，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规则的制约。

里奇也指出，“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的文化中

的重要性不同。他举例说在日本文化中“谦虚准则”

置于“一致准则”之上［&］&%#。如里奇的“谦虚准则”，

即“尽力缩小对他人的贬损；尽量扩大对他人的赞

赏”具有普遍性，但在不同的文化中遵循这一准则的

程度却不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东方人（中国人、

日本人）和英美人对“谦虚”的不同态度。当英语文

化背景的人受到表扬，常常说“1+234 567”接受别人

的赞扬，以避免伤害表扬者的积极面子来表示礼貌，

而中国人常常以否定别人赞扬的真实性的方法进行

自贬来表示礼貌。欧洲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因他们

的话被直言否决而感到中国人不讲礼貌。中国主人

虽然准备了丰盛的饭菜请别人吃饭，仍然会说“没什

么菜招待”、“不会烧菜”之类的客套话来表示礼貌。

由此可见，中国人是十分严格地遵守谦虚准则的。

因此，在承认礼貌的普遍性的同时，还必须认识

到礼貌的相对性。这种差异性是和在不同文化中礼

貌的不同起源以及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社会、历史、

地理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文化价值分不开的，因此，

探讨礼貌问题时，必须考虑礼貌的文化特征［"］"-!。

二、礼貌用语的民族文化积淀

里奇经过对比研究得出结论，礼貌原则虽然具

有普遍性，但礼貌原则下的各准则的重要性因文化、

社会或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他指出：“东方有些

文化社团（如中国和日本）比西方国家更重视谦虚准

则的倾向；操英语的文化社团（尤其是英国）更重视

策略准则和反语准则”［&］&.-。英语为了达到间接、婉

约的礼貌交际目的，比汉语更多地使用委婉、含蓄、

迂回和反语的陈述方式［-］。

& 8委婉法

委婉法是用一种比较间接的方式来谈论不宜直

言的人或事物。使用委婉语回避或掩盖某些严酷的

社会现实，显得文明礼貌。英语委婉语数量多，使用

频繁，许多委婉语带有浓厚的社会文化色彩，在汉语

里往往没有相应的表达法。例如："采用“含糊词

语”。少女未结婚就生了孩子，人们会议论：9+) +2:
23 2**;<)31 8 此 2**;<)31 一词极其含糊。某人猝死，

人们也会以 2**;<)31 一言以蔽之：,) +2: =)1 >;1+ 23
2**;<)318 学生上课中途要“解手”，只好告诉老师：

“96??5，@ +2A) 16 <6 =5 B7:;3):: 8”考试不及格，学生对

其父母含糊其辞：“@3 1+) )C2=，@ <;<3’1 =24) ;1 8”#
官方粉饰。在官方英语里，委婉语比比皆是，有些言

辞成了政客们掩盖事实真相、欺骗选民、争取民意的

一种手段。失业现象称为 73<)?71;D;E21;63（未充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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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才）或 !"#$% &’()"&’( "%*’&*’+’,)-#’%.（人力资源

未充分开发）；生活在贫困线下的穷人，称为 .!’ "%/
*’-&0+0,’*1’*（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 *0($*+$%.$1’*（机

遇不佳）；入不敷出者，谓之 %’1$.0+’ ($+’&（负数储蓄

者）；贫民区，叫做 ("2(.$%*$&* !)"(0%1（不合规格的住

房）。为了掩盖官方丑闻，“捏造”只是 ,’(( .!$% .&".!/
3",（不大真实），“窃听”也只是 0%.’,,01’%4’ 1$.!’&0%1

（收集情报），“暗杀”不过是 ,05"0*$.0)%（清算）而已。

!运用类比。主要见于社会职业方面。将地位低微

的职业往上类比，创造出冠冕堂皇的委婉语来称呼。

“管子工”成了“工程师”（($%0.$.0)% ’%10%’’&）；“园林工

人”成了“建筑师”（ ,$%*(4$-’ $&4!0.’4.）；“理发师”变

成“艺 术 家”（ .)%()&0$, $&.0(.）；“狱 卒”变 为“长 官”

（-&0()% )3304’&）。

6 7含蓄法

英美民族富于幽默，要说的话不直接说出来，而

是用某种间接、含蓄的方式来陈述。汉语也有含蓄

表达法，但较常用作修辞手段。总的说来，汉语比较

倾向于直截了当，而英语则比较常用降格陈述、间接

肯定、委婉否定和婉转暗示的表达方式。

（8）降格陈述

以含蓄的语气故意把大事化小，用轻描淡写的

言辞来加深对方的印象。这种保守又谨慎的表达法

在英国中上阶层的口语里尤为流行。97 :$"&)0( 以

下的一段话很能说明英国人含而不露的性格：9%
;%1,0(!#$% <0,, ($=“ > !$+’ $ ,0..,’ !)"(’ 0% .!’ 4)"%/
.&=”；<!’% !’ 0%+0.’( =)" .) (.$= <0.! !0# =)" <0,, *0(4)+/
’& .!$. .!’ ,0..,’ !)"(’ 0( $ -,$4’ <0.! .!&’’ !"%*&’* 2’*/
&))#(7 >3 =)" $&’ $ <)&,* .’%%0(/4!$#-0)%，($=“?’(，>
*)%’. -,$= .)) 2$*,=”7 >3 =)" !$+’ 4&)((’* .!’ 9.,$%.04
$,)%’ 0% $ (#$,, 2)$.，($=“> *) $ ,0..,’ ($0,0%1”7

这种有节制而又漫不经心的曲言，往往带有幽

默和冷嘲的味道。

下例则是有关“偷窃”的降格陈述：@!’ 2)= "(’*
.) .$A’ .!0%1( <0.!)". -’&#0((0)% $%* !$( B"(. 2’’% )". )3
.!’ &’!$20,0.$.0)% !"#’ 0% .!’ 4)"%.&= 7

说是“未经允许而拿走东西”、“刚从康复中心出

来”，实则是“犯过偷窃罪”、“经拘留教养刚放出来”。

（6）间接肯定

用反对语的否定来表示肯定，这种弱式双重否

定能产生比直接肯定更加强烈的印象，汉语也有这

类反语，如“未尝不可”、“难免错误”、“不虚此行”、

“不无遗憾”、“没有白干”等，但较多采用直接肯定，

如："@) #= %) (#$,, $(.)%0(!#’%.，> 3)"%* .!’ !)"(’ )%
30&’7（我发现房子着了火，这使我大吃一惊。）# >.
(’&+’( %) ,0..,’ -"&-)(’ .) 4)%.0%"’ -"2,04 *0(4"((0)% )3

.!0( 0(("’7（继续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是大有用处的。）

!:$&.0%（<!) <$( +’&= 1’%’&)"( <0.! !0( #)%’=）)&*’&’*
$%).!’& 1,$(( )3 -"%4!，<!04! .!’= *&$%A 2’.<’’% .!’#，

$%* <!04! !$* %) ’33’4. )3 #$A0%1 ,’(( 4)%+’&($.0)%$, .!$%
2’3)&’7（马丁用钱很慷慨，所以又叫了一杯香甜混合

饮料，两人共饮，这反而使他们俩谈得更加起劲了。）

英语用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表达间接肯定，有

时确实比汉语的直接肯定更为准确、婉转，且显得更

有分寸。

英语还常用其他一些否定的形式拐弯抹角地表

达强烈的肯定，汉语则往往没有相应的表达法，如：

"C’ *0*%’. !$,3 ,0A’ .!$. 10&, 7（ D C’ ,0A’* !’& +’&=
#"4!）（他非常喜欢那姑娘。）#E%’ 4)",* %). 2’ .))
4$&’3", 0% $ %’< %’01!2)"&!))*7（F 7 G$,’(<)&.!=）（在一

个陌生的地方，越小心越好。）!@!’ 0#-)&.$%4’ )3 .!0(
4)%3’&’%4’ 4$% %). 2’ )+’&’(.0#$.’*7（这次会议的重要

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H）委婉否定

英语把直接的否定变得含蓄、婉转，使口气显得

温和而不武断，谦逊而留有余地。汉语往往直接表

明立场。"用转移否定的方法使否定口气显得间接

而不唐突。一般用于转移否定的动词有 .!0%A，2’/
,0’+’，("--)(’，3$%4=，’I-’4.，0#$10%’，&’4A)% 等。J’
*)%’. 2’,0’+’ .!$. K!0%’(’ 0( 0%3’&0)& .) $%= ).!’& ,$%/
1"$1’ 0% .!’ <)&,* 7（我们相信，汉语并不亚于世界任

何其他语言。）> *) %). .!0%A .!’ K)"%40, 4$% )& (!)",*
&’#$0% 0%*033’&’%. .) .!’(’ #)(. (’&0)"( +0),$.0)%( )3 !"/
#$% &01!.( 7（我认为，安理会不能也不应对这些极其

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袖手旁观。）#用肯定的形式

表达否定的意义。这类表达法常见于含蓄虚拟句、

反意问句、省略句、诅咒语和讽刺语，如：?)" 4)",*
!$+’ 4)#’ $. $ 2’..’& .0#’7（你来得不是时候。）9( 03
$%=)%’ <)",* 2’,0’+’ .!$. (.)&= 7（别人才不信那一套

哩！）

（L）婉转暗示

用含而不露的言辞留下余音，有些说法则跳过

逻辑层次，让对方寻味。这种表达法与英美民族富

于幽默感甚有关系。汉语则往往重于直言，把含义

直接表明。如：">. 4$% 2’ <)&(’ 7（还可以。 M还过得

去。 M凑合吧。）#?)" $&’ ,$.’ 3)& .!’ ,$(. .0#’7（你被

解雇了。）!N!’ !$( #"4! #)&’ .!$% B"(. $ -&’..= 3$4’ 7
（她不仅长得漂亮，还真有两下子呢！）

H 7迂回陈述

这是一种绕圈子的说法。.&)"(’&( 有伤大雅，便

拐弯抹角称 %’.!’& 1$&#’%.(；而动作性的委婉语往往

不直陈其事，却代之以相关行为，如：4$,, =)"&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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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 $"% )" *" &+&$ 的相关行为，实际上是在

下逐客令了。*,-. )/. ’&0( 可作“解雇”的委婉语。

’&0( 一词原指工匠外出做工随带的“工具袋”。雇主

解雇工人，即令其随带工具袋离开。又如“坐牢”不

直说，却冠冕堂皇谓之 1,-. &) )/. *"-.#23.2)’’ .45
6.2’.。

上述的“委婉”、“含蓄”和“迂回”的陈述方式可

以看出英语的总体表现风格倾向于“间接”。这种间

接的倾向往往导致表达形式的复杂化。

7 8反语准则

反语是使用与本意相反的词句来表达意义，通

常用正面词语来表达反面意义。在言语交际中，说

话人有时会违反合作原则中的“质”的准则，使用反

语，让听话人推导出他的语用含义，从而避免了正面

触犯别人。9..0/ 指出，反语的使用也是出自于恪守

礼貌原则［7］:;;。他说：“如果你必须触犯别人，起码

要做到避免同礼貌原则相悖，而应让听话人通过对

含义的推导，间接地领会你话语中的触犯点。”例如，

“< ,’ & !,2. !#,.2=”和“>&0( ,’ & *.2,%’”，都是反语，前

一句的含义为“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坏朋友”，后一句

的含义为“杰克非常愚蠢”。如果将这两句的含义直

接在字面上表达出来，那就会违反礼貌原则的“赞誉

准则”和“谦虚准则”。同样：?：>"/2 /&’ @%’) A"##"+.=
$"%# 6.28 B：C.11，D 1,(. )/&) 8 B 说的是反话，说话人

要真正表达的含义是：“我讨厌这样不经同意就借走

笔”，但他为了避免同礼貌原则的“慷慨”准则相抵

触，不想让听话人直接听到吝啬的言辞，于是在恪守

礼貌原则的同时故意违反合作准则中的“质”的准

则，说出一句反话，让听话人推导含义，间接地了解

他的不满情绪，从而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由上例可以看出，反语原则是发话者“表面上违

反合作原则而实际上又符合合作原则”［E］FG。正因

为如此，9..0/ 把反语原则作为主要的礼貌原则和策

略，认为反语原则之所以礼貌，是因为它不仅提供了

冒犯他人的一种方式，而且使冒犯的行为以比直接

的批评、侮辱、威胁等更安全一些的手段表达出来，

所以反语原则可以使冒犯行为逃避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E］:7H!:77。

通过以上英美国家礼貌言语行为的分析可以看

出，英美礼貌的着眼点主要是如何对待他人而不是

如何对待自己，注意的是尽量少伤害他人，而不是尽

量少让自己受益。所以，对于他们而言，礼貌原则的

主要作用就是调节和平衡交际双方的利益。因此他

们使用委婉、含蓄、迂回和反语等策略手段调节和平

衡交际双方的利害关系，认为利益均衡得到恢复或

维持就达到了礼貌交往的理想要求。因此，上文所

提到的一系列为实现礼貌交际而采用的方法策略也

要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去理解。例如，委婉法中的“采

用含糊词语”是为了避免恶语伤人；“官方粉饰”和

“利用类比”是为了提高相对于自己一方比较而言较

弱的一方的社会地位。同样，含蓄法中的各种手段

的运用也都是出于各种具体情况的考虑而采取的一

种平衡手段。所以，利益均衡就是英美国家礼貌的

根本标准。

中国把礼貌一贯看成是道德修养问题而不是交

际双方之间利害关系的调整，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突

出的是道德的约束，强调的是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中国 式 礼 貌 最 大 的 特 点 就 是“夫 礼 者，自 卑 而 尊

人”［I］7JF。这是用利益均衡的标准所无法衡量的，因

为它们体现的是对人情的珍惜和对道德的崇尚。前

文中所列举的“没什么菜招待”、“不会烧菜”之类的

引起文化冲突的话语的症结就在于，西方人把汉人

这些礼貌语言理解为不真诚话语，认为这些客套话

反而给人以无礼或虚伪的感觉，就是因为他们感到

汉文化没有遵从礼貌均衡的原则，造成了利益得失

的失衡。

汉族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常用敬语和谦词，表

示对对方的尊重和礼貌。语言上集中表现在自称和

他称上。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

要“谦”；指 谓 听 者 或 与 听 者 有 关 联 的 事 物 时 要

“尊”［I］7JJ。

英语有自己的表示尊重和礼貌的形式，但没有

汉语那么多的专用敬语和谦词。因此，汉语中的“请

教”、“高见”、“久仰”、“拜读”、“贵国”、“鄙人”、“拙

作”、“愚见”、“寒舍”、“薄酒”等敬语或谦词，很难在

英语中找到等同的表达方式，反映了中国人比较独

特的人际态度。同样，英语中表示尊重、礼貌的情态

范畴，一般采用较为直接或较为委婉的说法如 +,11，
+"%1=，3,*/)，0&2，0"%1= 等，在汉语中也没有等同的

表达方式。下面列举英汉语中表示尊重、礼貌的不

同语用格式，作对比分析［7］GG7。"久仰，久仰。（D’
-. /.&#= ’" 3%0/ &A"%) $"%8）#老大爷，您今年高寿？

（K&$ D &’( /"+ "1= $"% &#.，L#&2=6&？）$我拜读了您

的大作。（D /&= )/. 61.&’%#. "! 6.#’%,2* $"%# +"#(8）%
敬请光临。（C. #.M%.’) )/. /"2"%# "! $"%# 6#.’.20.8）

三、结 语

从前文不难看出，汉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礼貌”

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中国人不是把礼貌视为

利益关系的公平调整，而是看成做人的道德要求。

所以，汉文化不把礼貌简单地看成是处理人际关系

的策略手段，而将其提到表达情感的言行准则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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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道德规范的高度；礼貌的标准不是互不侵犯个人

权利和彼此利益的合理调整，而是突出情感的交流

和人情的体现。情感的交流不是用量的均衡可以计

算的，而是以克己待人和贬己尊人为尺度的，强调的

是感情的真诚，反对表里不一的态度。

西方礼貌的态度主要表现为回避不和，而不是

寻求一致［!］!"#。即要求的是减少而不是真正避免自

己和他人观点的不一致；是减少而不是真正避免自

己和他人在感情上的对立。回避不和还要以维护自

身利益为前提。西方人由于把礼貌看成是一种策

略，强调的是外在的表现，而不是内在的真情，他们

可以用对别人并不礼貌却又貌似礼貌的方法———反

语，以牺牲别人利益为代价的明显不真诚的语言表

现出礼貌的态度。汉文化礼貌强调的是出自内心的

感受，“诚于中而形于外”。汉文化更偏重积极的礼

貌，目的在于主动寻求和谐一致，主张“和为贵”。

$%&’(%) 曾说过：“在与外国人接触中，讲本国语

的人一般能容忍语音或句法错误。相反，违反讲话规

则常常被认为没有礼貌，因为本族人不大会认识到社

会语言学的相对性。”［*］进行跨文化交际要认真了解

文化差异，重视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意识到

不同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习惯。在交际时，尽量克服

言谈规约中的文化差异，缩小差距，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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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CA 页）同时也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策略性的

选择。委婉语源于交际的需要，而使用委婉语进行

交际的过程正是其语境的不断建构过程。

四、结 语

广义上讲，语境是个不断变化的外在环境。委

婉语的本质特征是：!代为生成基础；"表里两层意

义，表为虚，里为实；#话语委婉温和以满足说话者

减轻话语刺激程度或掩饰某种语言行为动机的心理

需要［!#］。这一特征决定了委婉语必须由交际参与

者根据语境，交际目的进行思考后选择，即受情景的

制约。同时，委婉语的产生也构成相应的语境，这种

动态的语境模式为下一个行为的准确理解奠定了基

础。把委婉语置于动态的语境中去理解，才能实现

其存在的价值。此外，动态地理解委婉语并在交际

过程中积极利用共有知识建构语境才能实现理想的

交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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