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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世界俨然成了地球村，跨国界、跨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
不管是外事活动，还是出国考察、旅游、经商和探亲访友，都免不了要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在这种对外交往中，鉴于不同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中外文化差异被越来
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种跨文化交往中，为了避免交往中因不了解彼此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尴尬，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优
秀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外不同的文化进行了解并尊重。
      只有了解，才能在交往中有更加得体的言行举止。
只有尊重，才能具备对中外不同的礼仪文化差异理解的科学性和处理的正确性; 才能主动采取措施避
免交往中产生的误解，提高对外交往的能力和效率。
      礼仪是现代人的基本素养，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方式。
所以中外文化的差异，最直接地体现在礼仪文化上。
很多中国人认为理所当然或者无伤大雅的事情，可在国外看来或许成了令人反感甚至被误解的行为。
      据《华商报》报道，2008年2月的某项世界杯决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某体育明星在一次答问中称
加拿大选手哈特莉为“胖子”，海外媒体哗然。
在海外，以人的身体特征来称呼他人，是不尊重他人人格的表现。
         礼仪文化的差异使对外交往中不仅容易发生误解，而且还会产生摩擦甚至纠纷。
      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斋月时几位中国人在大街上边走边吃食物，当地警察严重警告无效后，立即
将他们扣留并拘留了1个月。
在伊斯兰教作为国教的国家里，斋月里禁止任何人在公共场合饮食。
          德国有一句谚语：“你怎样冲森林叫嚷，森林就会给你怎样的回声”。
      鉴于近年来接连不断的、因中外礼仪文化差异而发生的误解乃至冲突事件，国家外交部多次要求中
国公民，对外交往中要适当了解国外的礼仪文化。
    中外礼仪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只有了解，才能避免在交往中不会因彼此礼仪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不
必要的误会和尴尬，才能达到友好、和谐的交往目的，才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才能确立中华文化
的感染力，从而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国外特殊的礼仪文化，方便对外交往。
作为中国专业的礼仪培训和研究机构，未来之舟选取了最常见、最能体现中外礼仪文化差异的88个方
面的内容，以尽可能简洁的语言一一做了介绍，以期能给读者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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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世界俨然成了地球村，跨国界、跨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
不管是外事活动，还是出国考察、旅游、经商和探亲访友，都免不了要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在这种对外交往中，鉴于不同的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等，中外文化差异被越来
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在这种跨文化交往中，为了避免交往中因不了解彼此文化差异而造成的尴尬，我们在继承和发扬优秀
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国外不同的文化进行了解并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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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见面礼仪  姓名  翻译小陈在接待来自西班牙客人时，刚一称呼就引来了尴尬，给客人留下了
不礼貌的坏印象。
原来，西班牙客人名字是迭戈·罗德里格斯·佛朗哥·巴蒙德，小陈认为他们也是西方人，应该和英
美国家一样，后面是姓氏，所以就称呼对方佛朗哥·巴蒙德。
但对西班牙人来说，正确的称呼应该是佛朗哥或者迭戈·佛朗哥。
连人的名字都称呼错了，难免让人觉得不礼貌。
  外国人的姓名和中国汉族人的姓名大不相同，除文字的区别外，姓名的组成、排列顺序都不一样。
  英美人的姓名排列是名在前、姓在后。
如John Wilson即约翰·威廉，John是名，Wilson是姓。
还有人沿袭用父名或父辈名，在名后缀以小（Junior），或罗马数字以示区别。
John Wilson，Junior，即小约翰·威廉，George Smith，即乔治·史密斯第三。
口头称呼一般称姓，如“怀特先生”、“史密斯先生”。
正式场合一般要全称，但关系密切的常称本人名。
亲友之间除称本人名外，还常用昵称（爱称）。
  西班牙人姓名常有三、四节，第一、二节为本人名，倒数第二节为父姓，最后一节为母姓。
一般以父姓为己姓。
已婚妇女常把母姓去掉而加上丈夫的姓。
口头称呼常称父姓或第一节名字加父姓。
  葡萄牙人姓名也多由三、四节组成，前一、二节是个人名字，接着是母姓，最后是父姓，简称时称
呼个人名一般加父姓。
  俄罗斯人姓名一般由三节组成，姓名排列通常是名字、父名、姓，也可以把姓放在最前面。
如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伊万为本人名字，伊万诺维奇为父名，伊万诺夫为姓。
妇女婚前用父亲的姓，婚后多用丈夫的姓，本人名和父名不变。
俄罗斯人一般口头称姓，或只称名。
为表示客气和尊敬时可以称呼本人名字和父名。
为特别表示对长者尊敬时，也可以只称父名。
  匈牙利人的姓名，排列和中国人名相似，姓在前、名在后，都由两节组成。
如纳吉·山多尔，简称纳吉。
有的妇女结婚后改用丈夫的姓名，只是在丈夫姓名后再加词尾“ne”，译为“妮”，是夫人的意思。
姓名连用时加在名字之后，只用姓时加在姓之后，如瓦什·伊斯特万妮，是瓦什·伊斯特万的夫人。
妇女也可以保留自己的姓和名。
  阿拉伯人姓名一般由三或四节组成，第一节为本人名字，第二节为父名，第三节为祖父名，第四节
为姓。
如沙特阿拉伯前国王费萨尔的姓名是费萨尔·伊尔·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阿卜杜勒·拉赫曼·
沙特，其中费萨尔为本人名，阿卜杜勒·阿齐兹为父名，阿卜杜勒-拉赫曼为祖父名，沙特为姓。
正式场合应用全名，但有时可省略祖父名，有时还可以省略父名，简称时只称本人名字。
特别是有社会地位的上层人士都简称其姓，如阿拉法特就是穆罕穆德·阿贝德·阿鲁夫·阿拉法特的
简称。
  日本人姓名顺序和中国相同，但姓名字数常常比中国汉族姓名字数多。
最常见的由四字组成，如中田英寿，前两字为姓，后两字为名。
但又由于姓与名的字数并不固定，二者往往不易区分，所以事先一定要向来访者了解清楚，在正式场
合中应把姓与名分开写。
如中田英寿。
一般口头都称呼姓，正式场合称全名。
日本人姓名常用汉字书写，但其读音和汉字读音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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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缅甸人仅有名而无姓。
常见的缅甸人名前的“吴”不是姓而是一种尊称，意为“先生”。
常用的尊称还有“杜”，是对女士的尊称，意为“女士”；“貌”意为“弟弟”；“玛”意为“姐妹
”；“哥”意为“兄长”；“波”意为“军官”；“塞耶”意为“老师”；“道达”意为“博士”；
“德钦”意为“主人”等。
比如某男士叫“刚”，长辈称他为“貌刚”，同辈称他为“哥刚”，如是军官则称为“波刚”，如有
一定社会地位则称为“吴刚”。
  泰国人的姓名是名在前姓在后，如巴颂·乍仑蓬，巴颂是名，乍仑蓬是姓。
未婚妇女用父姓，已婚妇女用丈夫姓。
口头尊称无论男女，一般只叫名字不叫姓，并在名字前加一冠称“坤”，意为“您”，如巴颂·乍仑
蓬，口头称呼坤巴颂。
泰国人姓名按照习惯都有冠称。
平民的冠称有：成年男士冠称为“乃”，即先生，如“乃温沙·沙旺素西”；已婚妇女冠称为“娘”
；未婚妇女为“娘少”，即小姐；男孩为“德猜”，即男童；女孩为“德英”，即女童等。
贵族的冠称按国王分赐的爵位高低分五级，有：昭披耶，披耶，拍，銮，昆（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
后，贵族爵位逐步消失）。
妇女的冠称为“坤仁”，意为夫人、太太，如坤仁玛妮·乍仑蓬。
王族的冠称按和国王的亲疏关系分为12种：拍娘、昭华、公摩拍耶、公摩拍、公摩銮、公摩昆、公摩
蒙、翁昭、蒙昭、蒙叻察翁、蒙銮、蒙（平民出身的妃子）。
根据泰国的有关条例规定，蒙昭以上的王族才算嫡族，即亲王，蒙叻察翁以下都算是王族后裔，如蒙
叻察翁沙旺·素甲森讪兰。
宗教冠称有：佛教僧侣用“颂德”、“拍摩哈”、“拍”。
伊斯兰教徒用“哈吉”。
称呼  人际交往中，正确恰当地使用称呼，既可以显示出自身的修养和风度，也是向他人表示尊重的
一种礼仪。
由于各国、各民族语言不同，风俗习惯各异，社会制度不一，表现在称呼上差别很大，如果称呼错了
，不但会闹出笑话、引起反感，甚至还会产生误会。
  曾风摩一时的美国电视剧《成长的烦恼》中，父亲杰生、母亲麦琪和三个孩子组成了幸福的一家子
。
孩子经常称呼他们所尊敬的父亲杰生和母亲麦琪姓名。
最小的孩子本恩对姐姐卡萝尔和哥哥迈克也是直呼其名。
  很多中国人都感到很惊讶：那个小男孩竟敢直呼哥哥姐姐名字甚至父母的名字！
在中国人看来，长幼有序，对长辈绝对不能“直呼其名”，否则就是大不敬的行为。
  在中国，小李、小刘这样的称谓，是让人感觉很亲切的，但如果这样称呼外国人，却让人反感；反
过来，外国人喜欢用名字称呼对方，表示亲切，比如称呼王秀芳女士“秀芳”，或甚至“芳”。
中国人称呼亲朋好友往往用“大哥”、“大姐”、“大叔”、“大婶”之类，还喜欢用他人所任的头
衔前面加上他的姓加以称呼，如“赵局长”、“钱处长”、“孙科长”之类；而外国人用于称呼的正
式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和高级宗教人士。
除此之外，不论男士或女士，不管年龄、身份相差多大，也以“你”相称，甚至可以直呼其名，不仅
没有不尊重的感觉，反而显得十分亲切。
  但德国人对“您”与“你”的使用极为慎重，不同场合、不同年龄、不同关系不可随便乱用。
初次见面，对成年人应当称“您”。
对年满14周岁的学生，教师也要用“您”这一称呼，否则会被认为不承认学生应有的地位。
而法国人则普遍喜欢使用第二人称，含义为“您”。
  表现在称呼上，中外的尊卑观念及表达尊卑观念的方式差异很大。
比如在中国，年轻人称呼年长的人，在姓氏后面加一个“老”，以示尊敬，如“李老”、“周老”。
可在国外，“老”却意味着衰朽残年，来日无多，无所用处，所以都忌讳“老”字，包括称呼上，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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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会引起对方的不悦。
  国外一般对男士称先生，对女士称夫人、女士、小姐。
已婚女士称夫人，未婚女士统称小姐。
不了解婚姻情况的女士可称小姐，对戴结婚戒指的年纪稍大的可称夫人。
这些称呼可冠以姓名、职称、衔称等。
如“布莱克先生”、“议员先生”、“市长先生”、“上校先生”、“玛丽小姐”、“秘书小姐”、
“护士小姐”、“怀特夫人”等。
  对地位高的官方人士，一般为部长以上的高级官员，按国家情况称“阁下”、职衔或先生。
如“部长阁下”、“总统阁下”、“主席先生阁下”、“总理阁下”、“总理先生阁下”、“大使先
生阁下”等。
但美国、墨西哥、德国等国没有称“阁下”的习惯，所以在这些国家可称先生。
对有地位的女士可称夫人，对有高级官衔的女士，也可称“阁下”。
  君主制国家，按习惯称国王、皇后为“陛下”，称王子、公主、亲王等为“殿下”。
对有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人士既可称爵位，也可称阁下，一般也称先生。
  对医生、教授、法官、律师及有博士等学位的人士，均可单独称“医生”、“教授”、“法官”、
“律师”、“博士”等。
同时可以加上姓氏，也可加先生。
如“卡特教授”、“法官先生”、“律师先生”、“博士先生”、“马丁博士先生”等。
  对军人一般称军衔，或军衔加先生或女士，知道姓名的可冠以姓与名。
如“上校先生”、“莫利少校”、“维尔斯中尉先生”等。
有的国家对将军、元帅等高级军官称“阁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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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有别:中国人最应了解的88个国外礼仪》：中外礼仪文化的差异如此之大，只有了解，才能避免
在交往中不会因彼此礼仪文化的差异而造成不必要的误会和尴尬，才能达到友好、和谐的交往目的，
才能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才能确立中华文化的感染力，从而使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文明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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