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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平

　　１
文化与跨文化沟通崛起的 “新轴心时

代”

这是一本以心理学视角来看待文化与

跨文化沟通的书。

通常来说，文明、文化、跨文化沟通

等话题在人们的习惯意识中多被哲学家、

政治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

者，甚至包括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

家、外交与商贸人士、民间文化传播人士

等提及。你几乎很少听到有心理学家对跨

文化沟通 “指指点点”。

其实，作为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科

学领域，心理学也关心文化及其影响。

１８７９年，德国学者威廉·冯特受自然科学
的影响，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

个心理实验室，标志着科学心理学的诞

生。他研究两大领域，其一是人类的感知

觉，其二是人类的文化心理。后来，经过

维果茨基、迈克尔·科尔、吉尔特·霍夫

斯泰德、理查德·施韦德，特别是 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哈利·特里
安迪斯、黑泽尔·马库斯和我的博士导师

理查德·尼斯贝特等著名心理学家的多年

耕耘，文化心理学逐渐发展成一个独立的

研究领域。如果你承认 “人类的文化现象

与文化现实也由人类的心理与行为所产

生，并对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

个结论，那么，心理学家当然有资格，更

有责任对文化与跨文化沟通 “指指点点”。

在科学心理学诞生后的一百多年里，

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的灾难与挑战，其中

包括两次重大的全球性战争、多次全球性

的瘟疫、无数的地区冲突与宗教冲突、民

族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大肆抬头。与此同

时，西方传统的宗法社会向现代契约社会

快速跃迁，东方的农耕文明也步履蹒跚地

走向现代科技文明；资本与金融的触手以

不可阻挡的力量全面渗入人类生活的细

节；信仰、伦理、道德、法制都经受着前

所未有的混沌。人类社会面临着全面启蒙

与进步，也伴随着惨烈的进步之殇。

因此，人类与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任何

事情，都值得心理学投入关切的目光。现

代社会正处于一个 “农耕时代的暮年、工

商社会的壮年、信息社会的青年、智能社

会的幼年”的历史时期。传统的社会结

构、政治结构、地缘结构、全球文化价值

结构与人类生活结构都在发生着剧烈而持

久的嬗变。

这个时代，更需要文化与跨文化沟通

的学习，因为它承载了未来人类社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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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的生活内容，充满了浓重的人间烟

火，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如何开启未来

的世界秩序与交往方式。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是一个文化与跨

文化沟通崛起的 “新轴心时代”。

２
整个人类都需要回过头来，补上跨文

化沟通这堂课

１９９４年，我和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的
博士师兄迈克尔·莫里斯在 《人格与社会

心理学杂志》 （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是公认的国际人格
与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权威的顶级期刊）上

发表了 “文化与归因”一文，这使我有幸

成为全球文化与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的早期

研究者之一。更为幸运的是，这篇论文在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被学术同行与

社会上对跨文化心理研究感兴趣的朋友们

持续关注。在那篇文章和后续的很多跨文

化心理学研究中，我与迈克尔 （后任教于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

又与我的导师尼斯贝特教授对大量来自全

球各地的不同肤色、不同民族、不同生活

背景的人开展了多项实验。 “分类配对”

“鱼群实验” “反应时测量” “核磁检测”

等研究范式在那时应运而生。在一个大的

范畴内，我们通过实验发现：东方文化更

加擅长在事物间寻找关系，而西方文化更

加倾向于探寻事物的类别与属性；东方文

化更加注重生活中 “烟火气”与 “超道

德”的协调，西方文化更加在乎生活中的

“公平、正义与自由”；东方文化更喜欢关

联想象与辩证思维，西方文化更致力于诉

诸理性与问题解决。可能有人会对我们的

研究结论不屑一顾： “这样的结论我早就

知道了！”是的，如果仅仅从结论上来说，

我们的 “文化与认知”研究可能与你的直

觉相似，但这也正是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内

在精神与科研伦理的价值所在，似乎只有

心理学才为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结论第一

次提供了来自具体科学实验的、明明白白

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所追求

的不在于结论有多么新颖，它所追求的是

为人类的种种生活现实背后的原因提供科

学、严谨、务实的科学实验证明 （或者证

伪），这也是很多人不理解心理学家也可

以对文化 “说三道四”的原因。这些善良

的人不了解心理学，也不了解心理学所代

表的 “用科学实证解释一切人类生活的伟

大理想”的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

事实上，整个人类都需要回过头来，

补上跨文化沟通这堂课。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社会最关注

的领域是科学技术、国家制度、政治、经

济与国际关系。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这段

时期这样对重视物质创造与信息创造如此

狂热。相比较而言，文化与跨文化沟通成

为人类生活的点缀。在国家的政府建构

里，文化部门一般会排在那些类似于国

防、外交、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法规制

度等部门之后。人们在街头巷尾谈论的话

题中，也少有人专门就文化与跨文化沟通

进行严肃而认真的交流。甚至很多人都对

文化这个词的定义持不确定的观念。文化

到底是什么？文化沟通到底沟通什么？

“凭什么说我是一个文化人或者不是一个

文化人？” “你有文化，请证明给我！”

……

这很让人头痛，不是吗？这些问题很

普遍，但也很重要。它们引起了我的困惑

与兴趣，使得我的学术兴趣从早期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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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人格心理学转向对跨文化心理学

和跨文化沟通。

在二十几年的研究中，我发现无论是

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

很多问题与机会几乎都是在文化心理的作

用下发生、发展起来的。

首先，文化就是人化。

人从茹毛饮血、茫然莽撞的直立之兽

演化而成雄霸地球的万物之首。语言的沟

通和文化的创造是生物进化选择出来的人

类有别于其他物种的独一无二的竞争优

势。野兽没有文化沟通，只有追逐、厮

杀、强暴、群体攻击。不同野兽群体之间

接触越多，冲突就会越多，难以消解的仇

恨也会越多，最后优胜劣汰，物竞天择。

但是，人可以沟通；人有文化，有感情，

有同理心，有道德，有智慧。人可以通过

非暴力的、非肢体本能的沟通建构起人与

人之间和谐、合作的关系，促成一件事情

或者达成一个目标。人从来不像野兽那样

粗放，人的沟通本质就是文化的沟通，是

精致的生物进化的选择。

其次，沟通通向丰盛。

古往今来，许多人的许多成功，包括

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成就、健康、

幸福、高尚等，都是在良性的沟通中实现

与弘扬的。许多人的诸多不快，如痛苦、

失意、悲伤、无助、焦虑、苦闷、压抑、

难堪、挫折、失败、不幸等，也都与不懂

得沟通、不擅长沟通、不值得沟通或者不

愿意沟通直接相关。而这些沟通之所以失

效或者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个体与

个体之间的文化心理差异造成的。通俗地

说，就是 “我希望你帮我拆快递是爱的体

现，而你却认为不帮我拆快递是尊重的表

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

化心理，成为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

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潜伏的雷管”。

再次，文化沟通达成进步。

２０１４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约翰·戈
特曼 （ＪｏｈｎＧｏｔｔｍａｎ）和他的夫人朱莉
（Ｊｕｌｉｅ）对 “夫妻、情侣关系”４０年的科
学研究经历进行了回顾。他们认为综合各

种夫妻关系的要素， “沟通的艺术”是夫

妻之间维持长期关系和保持幸福的最重要

因素。他们的研究发现：夫妻之间伤害感

情的消极谈话有四种突出表现，按照顺序

分别是批评、鄙视、辩护和冷战，即 “引

发婚姻末日的四个杀手”，它们的频繁出

现将导致婚姻走向破裂。

“抱怨＋打击人格”的批评，使夫妻
之间产生心理裂痕； “轻视 ＋冷战”的鄙
视，使夫妻之间产生心理鸿沟； “争吵 ＋
指责”的辩护，使夫妻之间产生生活战

斗；“冷漠 ＋无视”的冷战，使夫妻之间
彻底陷入心灵隔绝。一旦 “末日四杀手”

在夫妻之间频繁出现，若不及时警醒、刹

车，进行感情修复的尝试，将导致婚姻走

向最终的破裂。

戈特曼可以在５分钟内判断一对夫妻
未来一年内的婚姻状况，准确率高达

９１％！他还发现，夫妻之间沟通的最优比
例应该是５个积极沟通对１个消极沟通。
在５：１的黄金沟通比例中的夫妻是最幸
福、关系最稳固的伴侣。调查发现，在离

婚夫妇中，该比例是０７７：１，即３个积
极沟通对４个消极沟通。夫妻之间能否维
持友好幸福的婚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他们之间互动、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决定

的。而产生这些沟通障碍的深层原因，正

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互不理解的、对待

小事情的态度与行为背景后面的文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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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其实，不光是夫妻之间，工作团队之

间的沟通比例也符合黄金沟通比例的效

应。心理学家艾米莉 · 希菲 （Ｅｍｉｌｙ
Ｈｅａｐｈｙ）和马尔西亚·洛萨达 （Ｍａｒｃｉａｌ
Ｌｏｓａｄａ）监测了一家大型信息处理企业中
６０个战略业务单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ｔ）
的团队领导力效率，主要考察的是财务业

绩、客户满意度，以及对团队成员的３６０
度反馈评价。她们发现：业绩最佳的团队

的平均比例是５６：１，居于中间的团队比
例为１９：１，而表现最差的团队的平均比
例是０３６：１，也就是说，最差的团体中
几乎每出现１条积极沟通都会伴随着３条
消极沟通。

不少科学家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重复

过类似的实验，结论无一不是证明了戈特

曼黄金沟通比例的卓越。如此看来，在人

们的生活中，少量的、善意的消极反馈、

批评和建议是必要的。同时要注意配合那

些可以增强人们自信心、主动性的积极反

馈与鼓励，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励人们

发挥自身优势，并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精

力、决心和创造力。

当然，心理学不是数学，不能用所

谓的数学的无限趋近准确看待心理学中

的比例。心理学是建立在大规模的观察

基础上的，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

的任务、不同的对象的情况下，赞扬和

批评的黄金沟通比例不会是绝对的５：１
或者６：１。这些研究只是告诉我们，维
持任何形式的关系，以及在人与人之间

的交流中，体贴、宽容、同情、支持、

感恩、尊重和欣赏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那些总是轻视或挑剔自己的伙伴、忽视

他们的优点和情感需求的人，往往是在

为自己埋下失败的种子。

所以，了解文化心理对于个体的幸

福与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３
文化沟通护航可持续发展

不止个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存

在着文化沟通的问题，而且更迫切。

首先，国家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需要文化沟通。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从２０１２
年到２０１６年进行了一项为期４年的大数据
分析。我们对从公元０年到公元２０００年存
储在谷歌云端的人类９种语言的所有出版
物进行了大数据词频分析。我们发现：人

类社会大发展、大进步的时代，例如地理

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信息革命

等阶段，无一不是人类社会生活大规模交

往、大范围活动、高频率沟通的合作结

果。善意与合作是推动人类现代化取得无

比迅速的进步的根本 “文化基因”。

是的，不是战争、掠夺、争端或敌

意，而是善意、合作与沟通。这是推动人

类整体取得进步的原动力，也是医治人类

社会创伤的良药。从１８世纪由西方开始
的 “启蒙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经经由人

类社会的现实证明了康德所说的 “人类从

自己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中解脱出来”

的预言。同样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也

比比皆是。《易·贲卦·彖传》中有：“刚

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

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这是中国古人对文化一词的明确定

义，也寄托了中华民族崇尚 “天人合一”

“忠恕之道”“内圣外王”“天下大同”的

超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所以，无

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化始终是人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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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之为社会之人、人之为宇宙之人的

超然智慧的载体。

本书再版之际，新冠疫情仍在全球肆

虐。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东方与西

方对于疫情的看法和处理疫情的手段都大

相径庭。排除一些极端政客的政治利己主

义思想与做法，就算是正常的民众，我们

也看到了人们对疫情与抗疫方式在认知与

行为上的巨大差异。比如，很多西方人坚

决不戴口罩，也不接受隔离，认为这是妨

碍自由；但在很多东方国家，人们却认为

戴口罩和隔离是防疫 “第一原理”，虽然

这样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再如，西方文化

类似于佐罗、蝙蝠侠等 “蒙面大侠”大多

蒙的是眼睛，而中国文化故事中的侠客、

刺客、隐匿者等 “蒙面大侠”蒙的却是嘴

巴；网络中出现的打马赛克的图片，在中

国文化背景下都打在眼睛上，而西方文化

背景下很多是在嘴巴上打个醒目的 “×”！
这就是文化差异！

西方的文化心理普遍认为嘴巴是自由

的标志，以嘴唇大而厚为美；而中国的文

化心理则认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以眼

睛大为美，以嘴唇大而厚为丑。了解了这

些，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那么多西方人

宁愿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也不愿意戴口

罩了。

文化差异几乎是不可能消失的。因为

任何文化传统与文化价值观所决定的文化

态度与文化行动都是历史与风土民俗的产

物。对待文化沟通，我们不能以 “文化优

势”的强迫者的姿态去试图改变对方的文

化属性，而应在互相理解又尊重不同文化

传统的前提下展开积极的对话、沟通与合

作。“求同存异” “和而不同”向来是中

国人所主张的。

为什么总有些人感觉其他文化对自己

有敌意和误解？为什么总有些人喜欢扎堆

儿干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的宗教派系？

为什么同样的宗教文化之下会有不同的信

仰？这些都是文化心理矛盾与文化心理差

异讨论的范围，也是本书通过理论和案例

希望读者能有所了解的内容。从根本上来

说，不同的文化价值冲突引发的根深蒂固

的心理反应可能是跨文化沟通和宣传过程

中一个绕不开的关键症结。不同文化的人

对待同一个议题或事件可能会有完全不同

的反应，而这些就是跨文化沟通必须跨越

的文化心理鸿沟。在本书中，我多次用到

“西方”“东方”这个表述，其实主要指的

是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 “契约社会”下的

价值体系和心理特性和以中国、日本为代

表的 “伦理社会”下的价值体系和心理特

征，而不是简单的东西方地域差异的概念。

当然，存在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他

人和我们完全不同，就算是在一个以西方

文化心理为主流的价值体系里依然有３０％
左右的西方人选择首先在事物之间寻找关

系，而在中国文化心理背景下，也依然有

３０％左右的中国人选择首先在事物之间寻
找属性与类别。这在我 １９９４年进行的
“归因实验”中已经得到了验证。所以，

文化差异在整体上是绝对的，但在个体层

面上又不是绝对的。我们理解文化差异的

核心就是科学地理解文化心理的差异。

只有理解了心理学意义上人们对自我

“存在感”的确认所涉及的种种选择的个

体偏好，才能帮助我们对整体的文化族群

的考察构建起坚实的基础。同样，只有同

时兼顾整体族群的文化心理普遍规律，才

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对个体的文化心理偏好

与行为活动进行分析与判断，这样才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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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有意义的沟通。因此，更多地了解文化

心理沟通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生活

的捷径。医学上很多缺乏特效药的疑难杂

症，可以通过寻因疗法来缓解和疗愈。同

样道理，当我们了解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原

因，那么，对于文化冲突导致的痛苦，我

们就可以找到很好的化解之道，从而进入

痛苦消解后的幸福发展进程。

４
救赎之道，基于文化沟通的无碍

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认为跨文化沟

通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是否能

让对方的文化从我们的文化中找到某种心

灵的感应、响应和对应，也就是说，如何

让对方动心、动情和动脑。这是一种感动

人心、激励人心、召唤人心的暖实力。学

习跨文化沟通心理学，能够提升我们的暖

实力，让其他文化的人理解、同情、认同

和接受我们的理念、观点和信息，也让我

们自己能够更好地融入其他文化，并成为

积极的文化使者。

学习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的另一个重

要价值可能还是在于更加透彻地理解自

己。而救赎之道，首先要基于文化沟通

的无碍。

古人云：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

哲学家说：“他人永远是我们的镜子。”

诗人说： “你在我的掌中，我又在谁

的梦里？”

军事家说： “没有必胜的战争，只有

和美的兵法，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

人之兵。”

创业者说： “败之尽头仍回首，砥砺

前行再出发。”

企业家说：“我心飞扬，无怨无悔。”

楼下大娘说： “家和万事兴，做人先

做己。”

心理学家则说：“你认同了我，我们之

间就成了 ‘自己人’，‘自己人’好沟通。”

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人，内心中都

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文化情结，那是来自对

自我价值与自我实现的关切，也是对自我

发现与自我成熟的强烈渴望。学习跨文化

沟通心理学，并不仅仅是学习一种知识，

更是通过科学知识掌握人心、人性、人

情、人道与人伦的合理搭配方式。让自己

舒服的时候，也让别人舒服；让自己生活

幸福的同时，也让别人生活幸福。这样的

人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文化人”。正如

台湾作家龙应台所说：文化其实体现在一

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

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在一个文化厚实深

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

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

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

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

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这让我想起 １９世纪中叶，法国著名
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 （Ａｌｅｘｉｓ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８０５—１８５９）在 《论美国的

民主》 （１８３５）以及 《旧制度与大革命》

（１８５６）两本书中谈到他无时无刻不将美
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他说：

“没有比较，我无法意识到它们的特色。”

了解差异，才能真正发现自己的特色、优

势和不足，才能真正做到文化自觉与文化

自信。

在人类传统观念里，文化是一种社会

现象，它是由人类长期创造而形成的产

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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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的积淀物。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

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和传播

的、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科学技

术等。它是一种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

的、普遍认可的、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

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认知与经验的升

华。但是我想说的是，文化同样是一个非

常个体的现象。文化代表着一个人的智

慧，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创造与传承。文化

沟通有认知的层次，也有运用的层次。因

为懂得文化沟通，我们就与自己、与他

人、与世界建立起了真实的关系，这也让

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正的人。

而这样的人的人生，一定是充溢着澎湃的

福流的人生！

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在一次接受许知

远的采访时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 “要

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拿全世界人类曾

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

要有一个远见，超越你未见。”

文化沟通，是个体将自我意义融入群

体中最重要的条件与要素，是一个人完成

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终极使命。

最后，我想借序言向本书的顺利出

版提供巨大支持与帮助的所有朋友表示

感谢。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清华大学

出版社的张立红老师，她对中国文化的

热爱和对跨文化传播的执着深深地感动

了我。还要感谢王伊兰老师将我的授课

以及讲座内容进行了整理，作为本书初

步的文字参考。最后，感谢读者，希望

喜欢 《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的读者

也会喜欢我 “吾心可鉴”系列丛书的第

二部 《吾心可鉴：跨文化沟通》。我衷心

地希望通过这本书，能使更多的人了解

跨文化沟通，认识跨文化沟通，理解跨

文化沟通，运用跨文化沟通。

言为心声，福流激荡。沟通无界，仁

者无疆。

（彭凯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清

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

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

身教授、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北京积极心理学学会理事长、中国国

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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