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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图式理论为切入点，阐释图式的内涵与特征，探讨文化图式在跨文化交际 

能力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文化图式为指导，研究切实可行的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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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青学习者需要的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语法知识 和 
技能，也包括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正确使用此 

种语言的能力 ，这一点在专业 的语言教学领域得到 了 

广泛的认同。因此，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外 
语教学与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本论文以认知 

心理学中的图式理论为入手点，研究文化图式与跨文 
化交际的关系，尝试探讨切实可行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的培养途径 

一

、图式理论 

图式理论是认知心理学家用以解释、理锯心理过 
程的一种理论。图式最早是由康德(Kant)提出的一个 
哲学概念。1932年，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在其 

著作中首次提出了图式理论并将图式运用到研究阅读 
理解等心理过程，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的反映或经验 
的积极组合”，是“以往的事件或经验的功能性编组，这 
种编组总能在任何有机的相适应的交际应答中起作 

用”̈ 。也就是说，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经验或反复接触 
到的事物进行概括而建立一定的图式，在阅读或聆听 
的过程中，头脑中已有的图式会被激活，并 自动对原文 
中省略的信息进行填补，形成语义连贯，进而完成对材 
料的正确理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鲁梅尔哈特(Rumel— 
hart)进一步完善了图式理论，指出人们在理解新信息 
时，需将新信息与已知的信息、过去的背景知识联系起 
来，换句话说，人们对新信息的理解和解释取决于头脑 
中已经存在的图式，输入的新信息必须与这些图式相 
吻合才能产生意义。库克(Cook)则认为“图式是头脑 
巾的先存知识 (pre—existent knowledge)或背景知 

识” ，是已知事物或信息存储于头脑中的知识结构。 
当一个图式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样本时，它就会被激 

活，原文作者会略去与读者或昕者共享的信息，并会根 
据文本中的某些提示不自觉地填充空位，激活读者或 
听者头脑中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新信 

息。例如，Richard想向行人(A)打听到 Lakeside Park 
的路： 

R：How can I get to Lakeside Park? 

A：Take the No．32 bus．There is a bus stop just 0· 
ver there． 

R：Will it take me straight there? 

A：Yes．No need to change． 

R：Thanks． 

由于我们头脑中已储存了有关坐公共汽车的一系 

列图式，比如车站，等车，转车等等，因此我们很快便可 
填补对话中文化背景知识的空缺，轻松地理解对话。 

二、文化图式与跨文化交际 

人们对于文化的定义与分类至今仍莫衷一是。英 
国人类学家泰勒(E．B．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将 
文化定义为一种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 
法律、道德、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 
能力和习惯。图式是大脑对先前经验的一种抽象和概 

括，而每一项具体的经验都是文化的体现。如果说图 
式是一种框架，那么文化就是该框架的内容和填充物， 
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习得 

文化时往往就会在头脑中形成一定的图式，而在学习 

某种图式时也就 自然而然地了解了文化。因此，我们 
可以将文化图式定义为“人脑中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 
模块，是人脑通过先前的经验已经存在的一种关于文 
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可以调用来感知和理解人类社会 

中的各种文化现象” 。 

文化图式在跨文化交际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般来说，影响交际顺利进行的障碍有两种：一种是交 
际双方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存在图式差异，另一种是交 
际中的一方不具备另一方的图式，即出现图式缺省。 
如前所述，图式是一种知识框架和脚本，是对先前反映 
或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可以对新获得的信息进行重 
构和改造，并帮助交际者把已掌握的知识和信息按照 
一 定的条理、有序地组织起来。在跨文化交际中，语言 
文化知识以及与交际事件相关的非言语行为等信息都 
可随图式的构建而被激活。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 
方共有的一致图式会加速交际的理解过程，但是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由于信仰、思维方式等文化因素的差异， 
针对同一交际情景会产生不同的期望和行动脚本，其 
差异可造成图式冲突和图式缺省，从而导致交际双方 
的误解乃至交际失败。例如，在以下对话中，一位中国 
雇员(A)的母亲生病了，他想向其英国上司(B)请假送 
母亲去医院 

A：Sir? 

B：Yes，what is it? 

A：My mother is not very well，sir． 

B：So? 

A：She has to go into hospital，sir． 

B：Well，get on with it．What do you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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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n Thursday，sir? 

B：Bloody hell，man．What do you want．9 

A ：Nothing，sir． [ ] 

看到这则对话 ，许多中国人会感到很气愤 ，指责这 

个英国上司不够通情达理；同时，多数英 国人也感到十 
分费解，责备该中国职员不够坦诚直率。可见，不同文 

化针对同一交际情景有不同的知识和体验，从而形成 
不同的规约和范式，其差异会给交际带来困难，甚至导 
致交际中断。 

此外，交际者的文化图式中非言语信息的差异或 
缺乏也会造成交际误解。例如，许多亚洲人尤其是 日 

本人在他人面前谈到自己的亲友遇到灾难时会选择以 
笑示人，对于这种做法，西方人不能理解。他们认为， 

这些亚洲人根本不尊重生命，待人不够真诚。殊不知， 
亚洲人的这一做法正是出于对他人的尊重而极力掩饰 

自己内心的情感，避免使对方因自己的悲情而不知所 

措 ，陷入尴尬的境地 。 
总之，文化图式作为人脑中以先前经验为基础的 

关于某一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在跨文化交际中有着 
十分重要的作用。当交际双方的文化图式存在差异 
时，会引起交际误解；当交际中的一方对相关文化图式 
缺失时，则可能导致交际失败。因此，要想顺利进行跨 
文化交际，交际者应根据不同的交际场景，将相关的语 
言文化知识和非言语信息进行有机的组合和整理，正 
确、有效地构建文化图式或行动脚本，这样才能最大限 
度地避免交际误解，圆满地完成交际任务。 

三、图式理论视角下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贾玉新认为，有效的交际能力除了应包括认知能 

力(cognitive competence)、情感能力 (affective compe— 

tenee)和行为能力(behavior competence)外，还应该包 

括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和情节能力。对于 

情节能力，他指出，情节中的行为必须达到人们的期望 
(people’S expectation)，所谓期望显然是指某一文化中 
的人们所具备的常识性的知识，这种常识或期望好比 

戏剧的脚本，即我们说的图式。“脚本规定了交际者在 

某一具体情节中何时行动、说什么、不说什么、该使用 
何种非言语交际行为，乃至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等。它 
们是不成文的法则，而且是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 中无 

意识习得的规范。” 在图式理论的视角下，成功的跨 
文化交际需要交际者对相关文化图式的系统化，也就 

是说，要想在具体的交际任务或交际场景中顺利调动 
相关的行动程序或脚本、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首先 
要正确、清晰地构建与目的语文化相适应的文化图式。 

(一)文化图式的构建 

文化图式的构建是必要的、可行的。由于图式 
是一种概念、经验结构化的过程，它被认为是相对动 

态的。图式是过去的经验在头脑中的存储 ，在交际 

时能够被成功激活，自动填充空缺的成份。交际者 

在接触新事物时，总是不断地对过去进行归纳、调 

整，同时不 自觉地修改和完善已有的图式。正是由 
于图式呈现出的此种动态性 ，在跨文化交际中，当交 

际双方文化图式存在差异或一方出现缺失时，交际 

者可将预先积累的对方的文化背景准确地填充到其 
图式中，构建新的文化图式 ，以便在交际中调用来感 

知和理解交际者的意图。 

文化图式的构建应遵循针对性 、层次性和系统 

性的原则。首先，我们在不同的英语课堂上所导人 

的文化应结合课程本身的特点 ，有所侧重，有针对性 

地弥补学生在学习中的文化盲点。其次 ，“文化有 
一 定 的层 次性 ，所 以应 依据循序渐进的原则 ，在不 同 

的教学 阶段导 入 不 同层 次 的异 域 文化 ”H 。例 如 ， 

可以从词语文化人手 ，逐渐增加话语文化的讲解 ，即 

日常用语在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的表达方式及社会 
含义，最后可引导学生对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念 、 

宗教信仰、思维方式 、社会结构 、历史根源等文化的 

深层结构进行分析比较，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 目的 
语文化。第三，在学生掌握 了基本的语言文化知识 

后 ，系统地讲解 并 比较 中西各 国文化 ，以帮助学生构 
建比较 系统的文化图式 。总之 ，在英语课堂教学 中 ， 

教 师应遵 循 以上原则 ，通 过讨论 法 、比较法 、角色扮 

演等方法积极地帮助学生构建文化图式。 

(二)图式理论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示 

目前我国学者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途径 
主要有 ：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 ；通过多种途径丰富学习 

者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等等。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在 

图式理论的启示下 ，交际者还应注意以下策略 ： 

首先，交际者应注重文化知识的动态性。如前面 

所述，交际中的文化语境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 

常常在具体的交际行为过程中被交际双方共同建构与 
重构，因此交际者应不断添加、更新文化图式并敞适时 
调整，以便在交际中能够顺利激活并调用。 

其次，交际者应注重文化图式的范畴性。交际者 

在积累文化知识时，“不能盲目、无序地堆积文化背景 
知识 ，而应将知识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形成不同的文 

化知识范畴，比如：友情观，节 日，宗教信仰等”L 。此 
外，交际者还可以按照不同的交际情景建立不同的图 

式和行动脚本，比如：到餐厅就餐的图式、致谢场景的 

图式、约会场景的图式等，以保证在跨文化交际中能针 
对不同场景做出合理的推断，及时地调动相关图式，使 
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此外，交际者还应注意积 

累不同文化背景的非言语交际方面的知识。不同的文 

化图式中，人们对体态语、副语言、客体语、环境语等非 
言语交际行为的理解是有差异的，例如：中国人习惯用 

沉默表示谦让或顺从，而美国人则认为沉默是代表消 

极和回避的不礼貌行为。将这些信息及时地添加到图 
式中可以有效的减少交际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最后，交际者应积极主动地参与跨文化交际实践。 
在 日常交际中，任何交际要达到百分之百的理解或完 
全没有误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两个人在文化 

背景、生活经历等方面不可能完全一致，而笔者说的达 

到“顺利交际”或“成功交际”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尽 

可能地减少误解。因此，交际者有必要在实践中不断 

地总结经验，及时地对图式进行调整、更新，只有通过 

反复的实践，交际者才能更好地构建文化图式和行动 
脚本，这对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十分重要的。 

综上所述，在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过程中，正确 
构建相关的文化图式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对外语教育 

者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我们应在教学 中充分调 动学生 

的积极性 ，采取丰富的教学手段 ，努力探索有效的途径 

帮助学生建构完整的文化图式，以利于他们能将所学 
的语言知识与建构起来的相关图式知识进行结合，达 
到顺利交际的 目的。跨文化交际是一项复杂的语言活 
动，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仍是教育者面临的 

重大课题。因此 ，研究图式理论对 于跨文化交 际能 力 

的培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将给我们提供一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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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其有效性将逐步得 
到科研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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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像《史记》中朴拙的词法、句法。如经常把多 
个动词连用，变异句法，熔铸长句等艺术实践，也使得 
《史记》的语言拙中有表现力，涩中富有张力和弹性，也 
就是具有了勃然起兴的力度与感染力。 

再如像文末的论赞文字，大多出语质直，表意激 
烈，一字之下，言词凿凿，让人体会到了史公作为史家 
的正直的良心与高超的判断力。其语言上往往字字千 

钧，抑扬抗坠之间，显露出语言的锋芒与魔力。 
总之，“俊逸郁勃”的《史记》文学风格是战国以来 

各种语言风格和美学思潮对司马迁综合影响的结果。 
《史记》“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本身就透露 
它是综合各家语言及文化长处的基础上成一家言的。 
《史记》首先是先秦文化、先秦思想的集大成，也是先秦 
文学语言艺术的结晶，它多方面吸收了以孔子儒家学 
派为中心的北方思想和北方艺术的精华，具有敦厚质 
朴的风格特点，“质而不俚”；同时又总结吸收了以屈原 
为代表的南方思想和南方的语言艺术，尤其是庄骚浪 
漫的奇情与轻灵飘逸的叙事风格；同时又受纵横家及 
汉大赋纵横铺排，极尽形容，表意畅足的摹写技巧与语 
言风格影响，加上主体天才的创造，成功地把这诸多的 
语言艺术揉合浑融在《史记》里，终于形成了极富司马 

迁个性的《史记》的文学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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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Historical Records” 
— — T0shihaya and lush 

GAO Zhi—ming，ZHANG Qiao—m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Xiangfan University，Xian出n 441053，China) 

Abstract：Sima Qian’S“Historical Records”is a historical masterpiece as well as a beautiful collection of essays．In 
the long history，many scholars have commented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Historical Records”．based on detailed a— 

nalysis of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Historical Records’’as Toshihaya 

and 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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