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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较强的英语交际能力和商务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可见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培养是不可缺少的培养目标之一)本研究在对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IA

名商务英语专业学生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问卷调

查并访谈&且收集统计数据后&作者发现受试者在用英语拒绝他人时&不同程度地受到文化语用迁移的影响)因此&本文就这

些语用迁移分析原因&以期对商务英语教学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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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较强的英

语交际能力和商务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可

见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是不可缺少的培养目标之

一)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失误常常存在&而导致这

些失误的原因不仅仅是不规范的发音&错误的语法

或不恰当的词汇)即使发音地道(词汇丰富的英语

学习者在交际时&仍然会出现很多问题)"由于文化

背景的差异&不同语言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讲话习惯

或说话规则&从而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冲突&导致交

际失败)#

.

#

/

\44V4

&

Q,U,0,:02

&

e 8-2aBX4-;:

指

出&"在跨文化交际中3拒绝+对于非英语母语使用者

来说是一个难题)#

.

!

/拒绝行为存在于所有语言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和文化都以同样的方式拒

绝别人)对于语言学习者来说&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就像是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学习者必须学习一套

新的"拒绝#规约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言行&因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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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缺乏对这套"拒绝#规约的认识和理解&很可能会

在交际中造成语用失误&从而威胁到对方的面子&导

致交际失败)然而&由于传统的学习理念的影响&大

部分英语学习者只提高了听说读写等技能&流利的

语言表达就是其中一项指标&然而社会文化规约的

学习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由于文化规约

的缺失&在使用英语拒绝他人时&会不自觉的依赖于

汉语的社会文化规约&将汉语的语用规则迁移到英

语的表达中去&从而造成语用失误)

一"相关理论背景

#一$语用迁移

语用迁移是指外语使用者使用目的语时受母语

和母语文化的影响而套用母语语用规则的现象)根

据对交际的作用&语用迁移可以分为正迁移和负迁

移)正迁移指外语学习者在用目的语进行交际时套

用母语语用规则是获得成功&而负迁移则相反)语

用迁移也可按照语用学研究的两个侧面分为语用语

言迁移和社会语用迁移)语用语言迁移主要是指外

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套用母语的语言形式!而

社会语用迁移主要是指外语学习者在使用目的语时

套用母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以及语用参数的

判断)

.

%

/

!IC

#二$文化语用迁移

社会语用迁移又叫文化语用迁移)

d,:

N

4*

指

出文化语用迁移是指二语习得者凭借他们母语社会

的文化规约和社会准则来实现目的语的言语行

为.

&

/

)它主要是指语言学习者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

背景和表达习惯&借助母语社会的文化规约和社会

准则来完成目的语的言语表达)

]-:0;,2+e_(04+

把社交语用迁移定义为'"说话人在目标语语境中很

有可能把母语中的行为观念迁移到二语使用

中来)#

.

C

/

#三$礼貌原则及面子观

礼貌原则$

K(-2;4+4::Q04(*

<

%是跨文化语用学

的重要理论之一&最初由英国语言学家
W44>0

提出)

礼貌原则强调言语行为的得体性)

\*(S+

和

W492+:(+

认为&言语行为本质上是威胁面子的&礼

貌就是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听话人和说话人面子所作

的努力)

.

I

/

II他们认为面子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面

子$

N

(:2;294.,>4

%&即交际者希望自己的主张和行为

被接纳的需求!一类是消极面子$

+4

R

,;294.,>4

%&即

表示交际者的行为自由最大程度上不被削弱的需

求)交际过程有面子威胁行为 $

MJQBM,>4

Q0*4,;4+2+

R

J>;:

%构成&双方的积极面子和消极面

子都有可能遭到威胁)如请求会伤害到对方的消极

面子&而拒绝则会伤害对方的积极面子)

#四$拒绝言语行为研究

"拒绝#言语行为被视为是一种威胁面子的行

为&威胁的是听话者的面子)因此&"拒绝#言语行为

使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影响到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进

行)"拒绝#言语行为一直是跨文化语用研究的热点

之一&但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大都是从英汉(中美(中

日对比的角度来进行的$

_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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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2+')-24?

#D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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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Pi()>U

&

6(4-?#DDD

&王爱华

!""#

&姚俊
!""%

&卢加伟
!""I

&王芙蓉&刘振平&

!""I

%&或是描述某一国家的某一群体的"拒绝#言语

行为$

d),+

R

_02+

R

i42?!""D

&刘钰
!""$

%&还有一

些是对汉语"拒绝#言语行为进行的调查$唐玲&

!""&

&王芙蓉&刘振平&

!""I

%)这些研究很少以商务

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拒绝#言语行为为关注点进行

研究)

本研究在对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IA

名商务英语

专业学生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并访谈&

且收集统计数据后&作者发现受试者在用英语拒绝

他人时&不同程度地受到文化语用迁移的影响)因

此&本文就这些语用迁移现象进行分析&以期对英语

教学有所启示)

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语用迁移现

象实证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

研究对象

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拒绝言语行为中的文化迁移

现象调查)

!?

受试者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IA

名商务英语专业二年级

学生&共收回有效问卷
I"

份&他们当中有
C"Y

过了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属英语中级水平)

%?

研究工具

本调查使用的话语补全测试法收集数据)话语

补全测试最早由
\-)7Bd)-U,

设计并被广泛应用)

本调查设计的话语补全问卷共包括四个场景&两个

场景拒绝邀请&两个场景拒绝请求)问卷要求受试

者填写自己在各场景中用英语拒绝对方时所说的

话)场景所涉及的交际双方的社会权利$由社会地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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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张莉娟'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语用迁移现象探究

位的高低来衡量%和社会距离如表
#

所示)

以下为四个场景的问题'

$

#

%一天晚上下班后&一位朋友请你去吃饭&但

是你那天有事去不了)

在拒绝他*她时&你会说些什么2

$

!

%一天下班后&你的上司邀请你参加公司聚

会&但是你有事实在去不了)

在拒绝他*她时&你会说些什么2

$

%

%一位同事请求你帮他*她完成企划书&可是

你已完成自己应完成的工作&而且你还有其他事)

在拒绝他*她时&你会说些什么2

$

&

%一天下班后&你的上司要求你加班帮忙完成

公司部分预算&可是你家里有急事必须走)在拒绝

他*她时&你会说些什么2

表
#

场景
社会

距离

社会权利

$被拒绝者相对于拒绝者%

场景
#

'拒绝朋友邀请 近 平等

场景
!

'拒绝上司邀请 近 高

场景
%

'拒绝同事请求 远 平等

场景
&

'拒绝上司请求 远 高

&?

受试者在四个场景中所使用的拒绝言语行为

的语义归类

本研究采用
\-)7Bd)-U,

等设定的语义单位

$

/47,+;2>.(*7)-,

%对受试者的拒绝言语行为进行

逐一对比分析)语义单位是指用来表达特定语义功

能的词(短语(从句(句子或几个句子)

.

A

/

#DI这些成分

合起来实施所要表达的言语行为)如学生
/D

的在

拒绝同学邀请时所使用的拒绝'"

TfP-(94;(V);T

0,94:(74;02+

R

27

N

(*;,+;;(P(;02:494+2+

R

?/0,--

S40,94P2++4*+41;;274

2#可以归类为'积极回应

$

K(:2;294.44-2+

R

%

^

理由$

h4,:(+

%

^

承诺将来接

受$

M);)*4,>>4

N

;,+>4

%)

对于受试者使用的"拒绝#&作者和两位英国外

教
h(V4*;

和
J++

一起&根据
\44V4

&

Q,U,0,:02

&

e

8-2::BX4-;:

总结的拒绝策略的语义分类&将它们

的语义单位一一归类&三人所得结果取两人相同的

结果&如有分歧&三人进行商讨后得出统一结果)

三"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语用迁移现

象实证研究结果与讨论

在拒绝时采用间接策略来表达拒绝是英汉语共

用的语用策略)但英汉语表达拒绝时采用的间接程

度和间接方式存在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由文化的

差异引起的)由于中国学生在用英语进行表达时不

自觉的发生了文化迁移&导致了他们在用英语拒绝

别人时出现语用失误)本研究选取受试者采用的间

接拒绝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并深入分析导致这种失

误的文化差异的根源)

#一$)拒绝邀请*场景调查结果对比分析

表
!

在是场景
#

$拒绝朋友邀请%和场景
!

$拒绝

上司邀请%中&受试者所采用的间接拒绝言语行为中

各语义单位百分比的对比结果)

表
!

!

拒绝言语行为的语义单位分类

$

/47,+;2>.(*7)-,

%

百分比$

K4*>4+;,

R

4

%

场景
#

$拒绝

朋友邀请%

场景
!

$拒绝

上司邀请%

表达遗憾$

h4

R

*4;

%

CC?!Y I#?!Y

说明原因$

h4,:(+

%

$$?#Y A"?#Y

承诺将来接受$

K*(72:4(..);)*4

,>>4

N

;,+>4

%

#D?&Y #&?DY

其他解决办法$

/;,;474+;(.,-;4*H

+,;294:

%

#?CY #?CY

未来期望$

X2:0

%

#?CY #?CY

称呼转移$

JPP*4::.(*7

%

#?CY

表示理解$

/;,;474+;(.47

N

,;0

<

%

#?CY

积极回应$

K(:2;294.44-2+

R

%

&&?$Y %C?$Y

感激$

E*,;2;)P4

%

!C?&Y !D?DY

假借接受$

J>>4

N

;,+>4

%

#?CY

如表
!

所示&场景
#

中受试者采用的拒绝言语

行为中"说明原因#&"承诺将来接受#&以及"积极回

应#的三个语义项的百分比比场景
!

中的三个语义

项百分比要高&而场景
#

中受试者采用的拒绝言语

行为的另外两个语义项111"表达遗憾#&"感激#的

百分比要比场景
!

中的低)这表明当拒绝一个社会

地位较高的的人时&受试者倾向于更多使用"表达遗

憾#和"感激#这两项拒绝方式 &而较少使用能够更

加缓解面子威胁的"说明原因#&"承诺将来接受#&以

及使用附加语等)同时&在场景
#

中&受试者使用的

拒绝种类多于在场景
!

中使用的拒绝&拒绝种类多

可以使拒绝语气更委婉更礼貌&降低对被拒绝者的

面子威胁)而相比之下&在场景
!

中&受试者的拒绝

方式却显得单一而生硬)

根据
i(.:;4P4

建立的权力层级量表$

KLT

%&中

国人权力层级关系位于级别较高的层级中&即倾向

于对权威的绝对尊重与敬畏)权力层级较高的文化

中&人们认为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都有自己固有的

位置与角色&上级的特权是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的&

因此上级者的面子也是不能轻易威胁的)

.

$

/因此&在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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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化规约下&下属应该遵从上司的意愿&听从上

司的要求&违背权威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是要受到

排斥的)因此&受试者在拒绝上司时&受到中国文化

的影响&表现出谨小慎微(唯唯诺诺的状态&越怕威

胁上司的面子&在语言选择上就越谨慎&从而导致语

言策略选择上的单一性&此种文化规约被迁移到英

语的拒绝言语行为中&从而出现语用失误)

#二$)拒绝请求*场景调查结果对比分析

表
%

是场景
%

$拒绝同事请求%和场景
&

$拒绝上

司请求%中&受试者所使用的间接拒绝言语行为各语

义单位百分比的对比结果)

表
%

拒绝言语行为的语义单位

分类$

/47,+;2>.(*7)-,

%

百分比$

K4*>4+;,

R

4

%

场景
%

$拒绝

同事请求%

场景
&

$拒绝

上司请求%

表达遗憾$

h4

R

*4;

%

C%?AY D%Y

说明原因$

h4,:(+

%

C$?!Y CD?AY

其他选择$

/;,;474+;:(.J-;4*H

+,;294:

%

&I?%Y A?CY

试图劝退

$

J;;47

N

;;(P2::),P4

%

!D?DY

承诺将来接受

$

K*(72:4(..);)*4

,>>4

N

;,+>4

%

#I?&Y

创设接受条件

$

/4;>(+P2;2(+.(*,>>4

N

;,+>4

%

A?CY

称呼转移

$

JPP*4::.(*7

%

IY

做人原则

$

/;,;474+;(.

N

02-(:(

N

0

<

%

!?DDY

未来期望$

X2:0

%

%Y

积极回应$

K(:2;294.44-2+

R

%

IY DY

如表
%

所示&在拒绝别人的请求时&受试者在场

景
%

和场景
&

中使用的拒绝策略有很大的相似性&

但值得注意的是场景
&

中受试者使用的"表达遗憾#

高达
D%Y

&比场景
%

中使用的要多
&"

个百分点&而

提供的"其他解决办法#却只有
A?CY

&比场景
%

中

使用的要少将近
&"

个百分点)就此作者对受试者

进行了回访&调查中作者发现&大部分受试者表明&

拒绝上司的请求比拒绝上司的邀请更困难&即使场

景
&

预设的社会距离比较远&即受试者和上司不是

很熟&受试者依然会在拒绝策略的选择上谨慎有加&

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上司面子的威胁)因此&他们在

拒绝时采用的策略较为单一&大部分集中在"表达遗

憾#和"说明原因#使用上)

从表
!

还可以看出&在场景
%

与场景
&

中&受试

者还使用了完全不同的拒绝策略)场景
%

中&受试

者使用了"试图劝退#("创设接受条件#("做人哲学#

等策略)而场景
&

中&受试者使用了"承诺将来接

受#("假借称呼转移#("表达良好愿望#等策略)总

体上可以看出&在交际双方社会权利平等$同事关

系%的场景
%

中&受试者使用的拒绝策略更直接(礼

貌度更小些)而在社会权利对比较大$上下级关系%

的场景
&

中&受试者使用的策略更委婉(更积极&礼

貌度更大些)

由此可以看出&受试者由于受到了中国高权利

距离的文化规约影响&即使在用英语拒绝上司时&依

然无法摆脱层级关系的影响&怕自己的拒绝得罪上

司&从而最大化地降低对上司面子的威胁&不自觉地

将汉语拒绝策略迁移到英语拒绝当中&出现了语言

的不得体性&从而导致语用失误)

#三$新的间接拒绝

在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了受试者在用英语表达

拒绝时&采用了一些新的拒绝方式&如通过恭维(强

烈道歉等方式表达拒绝&而这些拒绝方式在
\44V4

&

Q,U,0,:02e8-2::BX4-;:

$

#DD"

%的拒绝策略语义

分类中是没有的)如表
&

所示'

表
&

语义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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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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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4

%

场景
%

$

/%

% 场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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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维$

_(7

N

-274+;

%

DY

道歉$

J

N

(-(

R<

%

DY

场景
%

有
DY

的受试者使用了这种新的拒绝方

式&这里有六个句子分别是'

$

#

%"

G()>,+P(2;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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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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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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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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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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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句子可以看出&受试者在拒绝对方时使

用了"称赞对方能力很强#或"能够胜任某事#&来转

移谈话的焦点或矛盾的指向&从而减缓了对请求者

的面子威胁)作者在这里称它们为
>(7

N

-274+;

$恭

维%&这可以被认为是间接拒绝的一个新的种类)中

国人在拒绝别人的请求时&为了不伤及对方面子&常

常会称赞对方能够胜任某事&或具备某个能力&来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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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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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张莉娟'商务英语专业学生文化语用迁移现象探究

励对方自己完成&从而避免了因拒绝给对方造成的

面子威胁)受试者在英语的语境下&依然迁移了中

国文化规约下的拒绝方式)

在场景
&

中&也有
DY

的受试者使用了另一种

新的拒绝方式111道歉&这里有五个句子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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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句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认为自己不

能给对方提供帮助是自己的错误&在这里提出道歉&

希望得到对方的原谅)自贬自谦在中国文化中被认

为是一种美德&在汉语中&称自己为"鄙人#&"在下#&

自己的妻子为"内人#&自己的孩子为"犬子#&自己的

家为"寒舍#&等等)在很多事情中主动承担错误被

认为是大仁大义之举)因此&受试者尽管是在英语

的语境下&依然受中国文化规约的深深影响&在拒绝

别人&尤其是在拒绝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他们依然按

照中国人的传统方式&主动承认错误&并表达自己深

深的歉意&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被拒绝者面子的

威胁&保持和谐的层级关系)

以上两种新的拒绝方式的出现属于典型的文化

迁移现象&受试者将汉语中的文化规约以及说话习

惯直接迁移到了英语的语言交际中&从而导致语用

失误)

四"结语与启示

商务英语专业学习的最终目标之一是提高学习

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而跨文化语用能力的高低是

其中的关键因素)我们强调文化迁移影响的目的是

强调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加强目的语文化规约学习

重要性&不仅要了解(理解这些文化规约&还要在跨

交际中得体地使用)

因此&在英语学习中不仅应努力提高英语语言

水平(掌握英语的语用交际规约&还要在真实的语言

情境中细心体悟目的语文化规约&并在跨文化交际

中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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