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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聚焦移情研究的语言与文化视域 ,从功能句法学、语用学和语言移情的人际功能各侧面切入 ,分析

移情研究的语言视域 ,并探讨文化移情产生的层面和步骤、适度性及其与文化敏感性、文化顺应的关系 ,指出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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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情”( empat hy) ,据 Webster 字典 ,定义为

“分享他人情感或思想的能力”,与同情、同理心、感

情移入、情感共鸣等相似。其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欧洲 ,来自希腊词“pat hos”,意指类似

痛苦的深刻而强烈的情感。在跨文化交际领域 ,移

情的重要作用已渐渐获得广泛认同。本文聚焦跨文

化交际中移情研究的语言与文化视域 ,从功能句法

学等侧面切入分析语言移情研究 ,从产生步骤、适度

性等方面讨论文化移情 ,指出移情研究的语言与文

化视域在达成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这一目标上最终融

合 ,以期增进交际者对跨文化交际中移情的全面了

解 ,为交际者在跨文化交际中培养移情能力、发掘移

情策略提供新的视点与启示 ,促进有效的跨文化交

际的达成。

　　一、移情研究的语言视域

移情广泛存在于人类的各种交往活动中 ,是“社

会个体之间和睦相处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 ] 。移

情能使我们“对别人的思想、情感和观点产生共鸣 ,

能改善我们对语言和文化以及与自己不同的个人或

群体的态度 ,可以帮助一个人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

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功”[2 ] 。语言是表达情感和态

度的重要媒介 ,也是实施人际交际的重要手段。研

究语言使用中的移情现象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目

前 ,移情研究的语言视域覆盖基于功能句法学、语用

学及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1. 功能句法学的移情

功能句法学理论强调对语言结构进行功能分

析 ,注重对语言结构的交际功能进行考察 ,强调非语

言因素在句法研究中的重要性 ,而移情就是影响句

法结构的非语言因素之一。在言语交际中 ,针对不

同的人 ,同一说话人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或情

感 ,产生不同的移情值。如果说话人与其在句中所

描述的时间或状态的参与人或物的关系密切 ,我们

就说该参与人或物的移情值 (empathy value) 高 ,反

之 ,则移情值低。移情也可以被定义为说话人观察

事物的点或角度 ,如果视点与说话人的距离近 ,则该

点的移情值高 ,反之 ,则移情值低。例如 ,对于“休斯

敦火箭队与华盛顿奇才队比赛 ,前者赢 ,后者输”这

一事件 ,不同的视点会产生不同的移情值。发话者

在与两球队距离相同的视点上观察和描述这一事件

时 ,会说 :“Houston Rocket s won over Washington

Wizards. ”(火箭队战胜了华盛顿奇才队) ;而火箭队

的球迷可能会说 :“Houston Rocket s won over it s

opponnent s completely. ”(休斯敦火箭队完胜对

手) ;华盛顿奇才队的球迷则可能会说 :“Washing2
ton Wizards lost t he game unfortunately. ”(华盛顿

奇才队不幸输了) 。显然 ,球迷对于他们各自所喜爱

的球队体现出更高的移情值。针对与姚明的心理距

离更近的姚明的中国球迷 ,媒体报道时可能会说 :

“Chinese center Yao Ming had 18 point s , helping

Houston Rocket s win over Washington Wizards on

Friday. ”(周五中国中锋姚明获得 18 分 ,帮助休斯

敦火箭队击败华盛顿奇才队) 。这种报道吻合读者

或听众对姚明的高移情值 ,也体现了发话者对读者

或听众的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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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用 - 语言和社会 - 语用移情

在语用学上移情指言语交际双方情感相通 ,能

设想和理解对方用意[3 ] ,移情的语用学研究包含语

用 - 语言和社会 - 语用两个方面。语用学注重对产

生移情的语境给予阐释 ,相较功能句法学对移情研

究的视域更宽广和全面。

语用 - 语言方面的移情研究关注言语交际中的

语句构成成分的不同顺序所表达的不同意义 ,这一

点与功能句法学的移情研究相吻合。另外 ,语用 -

语言方面的移情研究还关注聚合系统中不同词项选

择的语用移情价值 ,包括移情人称指示 (empat hetic

person deixis) 这一特殊的移情现象。如在英语电

话交谈中 ,说话人作自我介绍时都会移情说“This is

Bill”,而不会使用面对面时作自我介绍的方式“I am

Bill”。汉语中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宝宝记

住 ,我们是好孩子 ,我们不拿别人的东西”,这是说话

者将自己也摆到孩子的一边了 , 选择“我们”来指称

对方“你”,这种移情的话语听起来无疑比直接称呼

要让人倍感亲切。

社会 —语用方面的移情研究涉及到言语交际双

方的社会 —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及语境 ,主要指言

语交际双方都设身处地地尊重对方的思想感情和看

法 ,从而在言语交往过程中相互默契 ,达到预期效

果。东方文化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较大 ,在日常生活

与本族人的交往中我们常会运用一些相关的表达

法 ,如 : 泥菩萨洗脸 ———失 (湿 ) 面子 , 千年的石

佛 ———老 (石) 实人等 ,但如果是与不了解东方文化

的西方人交往 ,而且是面对这些利用谐音而形成的

歇后语时 ,我们就必须强调语用移情 ,直陈用意说成

lo se one’s face 和 an honest man。另外 ,很多动植

物和物体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内涵 ,如“雨后

春笋”、“多如牛毛”、“胆小如鼠”、“挥金如土”都是

汉语中常见的说法 ,但在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交流

时 ,就最好移情于对方 ,变换形象说成 :“sp ring up

like mushrooms”(蘑菇) 、“as plentif ul as blackber2
ries”(黑莓) 、“as timid as a hare”(兔子) 、“spend

money like water”(水) ,这样更容易令对方理解和

接受。

3. 语言移情的人际功能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 ,人际功能视角的语言移

情研究认为移情的本质是说话者强调交际过程中的

人际语境因素的手段 ,其动因是调节人际关系 ,体现

人际意义[4 ] 。

移情对人际意义的体现表达主要通过两类形式

手段 :语句组合结构调整 , 即通过控制话语构成成

分的线性位置关系来表达人际意义 ;语句成分聚合

项目选择 ,也就是在某一意义的多个形式项所构成

的潜势系统中进行选择。移情既可在词汇层面 ,如

称呼语、人称代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和副词 (包括

情态副词) 等具体词项的潜势系统中进行选择来体

现人际意义。同时 ,移情也可通过在语法层面的选

择体现人际意义。韩理德[5 ]认为人际意义是通过语

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来体现的 ,这两大系统中的移情

用法同样也体现人际意义。

　　二、移情研究的文化视域

在跨文化交际中 ,交际双方自觉超越本土文化

背景的约束 ,将自己的感情移入对方的文化模式中 ,

设身处地地体味对方的情感 ,引起感情共鸣 ,使交际

双方在和谐的交际氛围中获得感情上的满足 ,保证

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顺利完成 ,这就是文化移情。

文化移情是跨文化交际中连接主体与客体的语言文

化及情感的桥梁和纽带 ,是有效沟通的技巧、艺术和

能力。对文化移情的研究或者移情研究的文化视域

涉及以下一些方面 :

1. 文化移情的层面与步骤

文化移情涉及两个层面[6 ] ,一是感情基础 ,要肯

定自己的积极感情并能够以积极方式驾驭自己的感

情 ,避免对他人采取偏见和刻板化的态度 ;二是认知

层面 ,移情包括译解和区分自我与他人的逻辑、意

图、思维方式、批判思维 ,以及修辞可能性。顾嘉祖

进一步认为 :“对移情的界定应该分为两个方面 :知

觉技能和交际技能。移情不仅指觉察和认识他人的

情感、情绪状态 ,而且还包括对他人情感、情绪状态

的正确反馈或反应 ,两方面都不可偏废。”[7 ] 具体而

言 ,实现文化移情必须经历以下六个步骤 : (1) 承认

个人和文化之间存在大量差异 ,世界是多元性的 ,人

们眼中的世界并非一样。(2)充分认识自我 ,了解自

身所处的文化状态及其特点。(3)悬置自我 ,想象自

我处在一个任意的界域 ,这个界域在我们自己与世

界的其余部分、其他人之间 ,消除自我和他文化的分

离对立状态。(4)设想自己处在别人的位置 ,将悬置

于其他界域之间的自我尝试置入别人的界域 ,从而

深入别人的心扉。(5)做好移情准备 ,通过经验和自

我对他文化的了解进行移情设想 ,在想象中进行移

情。(6)重建自我 ,重新塑造一个能融于他文化却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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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有原文化根基的自我。该自我即使因参与或享受

他文化的经验而产生激情与欢悦 ,也能够恢复自己

原来的精神状态 ,再次看到自己的文化常态。及至

这一步 ,交际者可以基本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困扰 ,

且对他文化的需要、价值观念和目的等感觉更敏锐 ,

成为了一个成功移情的跨文化交际者。

2. 文化移情与文化矫情、文化恣情、文化同情

进行有效适宜的文化移情 ,就要将其与其他三

情区分开来。文化矫情是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不

到位的表现 ,表现为交际主体过度地压抑自己的情

感 ,感知觉反应冷漠 ,不能敏感地察觉和捕捉交际客

体的情感并予以呼应 ,作出适当的共鸣 ,导致交际主

体和客体之间的情感对立和情感阻隔 ,成为跨文化

交际的严重障碍。文化恣情是文化移情的严重越

位 ,交际主体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感情 ,丢弃了自己民

族本土文化的立场 ,否定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主体

与客体的二分性 ,交际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混淆和

模糊了 ,跨文化交际的意义也就成了虚无。文化同

情的立足点是主体自身 ,从主体自身的价值观和价

值评判标准出发去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 ,其知觉

技能和交际技能还是以自我为主 ,潜意识中存在着

的还是自我中心主义的情结 ,文化同情从表面上看

已经出现了移情 ,但是 ,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情感

的内容 ,仍然是移情的缺失。文化移情则体现了立

足自身又超越自身的统一 ,在文化立场上虽然没有

脱离民族文化的本土背景 ,但是能够把自己的情感

和情绪主动投射到他人所处的境遇中去体验他人的

情感和情绪 ,达到自我与他人情感的融合以及感情

的共鸣。其实 ,坚持将文化移情与文化矫情、文化恣

情、文化同情区分开来 ,就是坚持文化移情的适度原

则[8 ] 。

3. 文化移情与文化敏感性及文化顺应

文化敏感性是文化移情的基础。文化敏感性主

要在于感知的敏感性。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存在的

差异性 ,首先是由感知方式的差异性引起的。5 种

社会文化因素对感知的意义起着直接而重大的影

响 ,即信仰 (belief s) 、价值观 (values) 、心态系统 (at2
tit ude systems) 、世界观 ( world view) 和社会组织

( social organization) 。在跨文化交际中 ,认真地研

究和细心地感知交际客体这些方面的讯息 ,培养文

化敏感性 ,就能有针对性地和科学地传播与接受信

息 ,促进有效文化移情的产生 ,保证双向沟通的质

量。

文化顺应是文化移情的重要环节。顺应 ( ac2
commodation)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而原有认知

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引起个体认知结

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 ,认知个体就是通过同化

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 (equil2
ibration) 。在对对方文化和本族文化的充分了解和

区分的前提下 ,文化顺应更易发生。由于文化的复

杂性和在跨文化交际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个

体根据自身经验所建筑的对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不同

的 ,也存在着局限性 ,如果对不同的交际主体以及所

属的不同的文化没有区分 ,人们就会用各种方法将

复杂的感知简单化。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成见 ———

用一组特性去表示整个群体的特征 ,并认定整个群

体的成员都具有这些特性。成见作为人们头脑中的

图像 ,常常是僵化的、难以改变的。成见严重妨碍跨

文化敏感性的形成 ,将使文化移情不可能。

　　三、移情研究的语言、文化视域融
合———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事交际的过程 ,称之

为跨文化交际。严格地讲 ,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都可以视为跨文化 ,因为没有两个人是处在完全相

同的文化背景中 ,而大的文化范围又可波及东西方

文化。跨文化交际能力强调的是在跨文化情境中能

够得体而有效地进行交际的能力。有效有两方面的

含义 :一是能够按信息发出者的本意来理解编码 ,即

能够正确解码携带着文化密码的编码 ,二是能用对

方理解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思 ,准确地传递自己想

要表达的意思[9 ] 。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

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还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 ,人们

可以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文化。语言是

文化的载体 ,任何语言都是用以表述文化的 ,其背后

都潜藏着文化。不同的语言要素反映着不同的文化

属性 ,寓示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不同的文化世

界。孤立地就语言来研究语言 ,不了解语言中蕴含

着的社会文化 ,是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的。孤立地就

文化来研究文化 ,没有语言作为载体也是不可行的。

作为交际过程中语言现象的移情 ,无疑也拥有其文

化属性。研究语言领域的移情无疑会帮助交际者理

解文化移情 ,甚至习得相应的文化移情手段 ,而文化

移情的达成虽不完全通过言语交际的移情 ,但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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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的移情无疑是其最重要的策略之一。因此 ,从

这个意义上来讲 ,语言移情研究与文化移情研究在

视域上必定有着融合 ,而该融合点无疑体现出移情

的最重要的目的 ,即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无论是在语言移情领域还是在文化移情领域 ,

移情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有效交际的达成。在语言

移情领域 :功能句法学的移情原则用来判明句子的

可接受性 ,可接受的句子才能被交际客体解码 ,形成

有效的交际 ;语用学对移情的研究进一步对人称指

示进行分析 ,社会 —语用方面的移情研究关注言语

交际双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语境 ,正是交际主体为

了客体的正确解码 ,在编码时做出的努力 ;系统功能

语言学对移情的研究将交际功能置之首位 ,通过句

法、词汇、语法的选择与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来体现

人际意义、调节人际关系 ,最终达成交际双方有效的

交际。在文化移情领域 ,其研究关注不同文化间交

际者移情的具体步骤、移情的适度及移情产生的基

础等。虽与语言移情研究的侧重不同 ,但归根结底

其目的也是为了交际主体更准确地解码携带着文化

密码的编码和传递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 ,达成有效

的跨文化交际。

　　四、结　语

21 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 ,交通和通讯等的日益

发达使得地球成为人类群居的村落 ,不同肤色、不同

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忧戚相关 ,共同生存。全

球化加剧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个人生活

将越来越超越自己原有的生存空间而具有显著的跨

文化特征。在跨文化交际中 ,交际主体自觉地进行

移情 ,在心理和情感等方面超越本土文化的羁绊 ,既

不囿于自身语言文化的局限 ,又不盲目地跌入另一

种语言文化的俗套和框架之中 ,自觉地建立起两种

文化的协调机制 ,才能有效地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和谐相处 ,减少文化磨擦 ,达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渗

和互补 ,成为一个成熟的交际人和具有超越文化界

限能力的多元文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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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Empathy Research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YAN G Jing

( S chool of Forei gn L ang uages , W uhan U ni versi t y of Technolog y , W uhan , H ubei ,430070)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empat hy research f rom t 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nd cult ure ,linguis2
tic empat hy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s of Functional Syntax ,Pragmatics and t he interper2
sonal f unction of empathy. Cultural empat hy research involves it s formation ,moderate p rinciple ,and it s

relationship wit h cult ural sensitivity and accomodation is explored as well . Then t he paper p roposes t hat

t he f usion of empat hy research f 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is for effective intercult ur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empat hy research ; linguistic empat hy ; cultural empat hy ; intercult 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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