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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美文化与交际》立足于文化角度对中关关系（既包括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也包括大众层面的
日常交往）进行剖析和研究。
作者认为对作为决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决策者和民众来说，他们总受一定文化传统支配下的价值观
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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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主研国家和省、校级科研项目8项，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西南大学学报》、《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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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　　交际与文化尽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却紧密相连。
它们的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有的人类学家认为它们实际上是同义词。
正如史密斯所说：“人们只要相互接触就要交际。
为了生存和保持社会文化，人们必须交际。
”文化通过交际而习得、表现、传送并保存下来。
虽然交际与文化不可分割，但是为了讨论方便我们不得不将它们分开。
本章将分别对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进行探讨。
　　第一节 交际　　交际无处不在。
人们时时、刻刻、处处都在交际。
人们即使独处时，也免不了交际。
大多数人如果不能与他人交往，都会痛苦不堪。
实际上，离群索居也许是对人类最残酷的惩罚。
语言交际往往被看作是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依据。
交际——与他人分享思想与情感的能力——是所有人类行为的基础。
不管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城市、印度的乡村、以色列的公社还是巴西的丛林，当我们交际的时候我
们都会参与相同的活动。
结果和方法可能不一样，但过程是一样的：所有人交际都是为了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现实生活。
　　那么，什么是交际呢？
因为交际无处不在的本质特征，我们很难给交际一个准确、恰当的定义。
40多年前，FrankDance编辑整理出98个关于交际的不同定义。
几年之后，他又与CarlLarson合作整理出125个关于交际的不同定义。
即便是今天，你去任何一家图书馆随意挑选10本关于交际的书籍，你会发现每一本书中关于交际的定
义都有所不同。
虽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皆适用”的定义，但大多数学者对于交际的基本特征还是达成了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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