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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视野下

对刻板印象的再认识

高慧 首都师范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讲师

赵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博士生
、

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在跨文化交际学中
,

不同的学者在论著中对刻板印象

定义不同
,

但均倾向贬义
。

例如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

传播学教授拉里
·

萨莫瓦尔 ( L ar yr s a m o v
ar )等认为

“

刻

板印象是所有文化中的人们对与其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

特质形成的错误判断
” 。

同时
,

他还认为
“

如果某一异质

文化中一些特质反复出现
,

人们就会认为这些特质适用

于该文化中所有的人
,

因此刻板印象很容易形成
” ① 。

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人类传播学教授斯特拉
·

汀图梅

(S et lla iT 门 g
一

丁。 。 m e y) 认为刻板印象是
“

对某一文化群体

特点夸大了的期望或观念
。

刻板印象是对某一群体认同

的过度概括
,

而没有考虑该群体中的个体特点
” ② 。

汀图

梅强调 了刻板印象过度概括的特性
,

正是对某一类事物

的过度概括
,

使得人们对该事物的理解变得过于简单
、

片

面和夸大
。

荷兰社会心理学家海尔特
·

霍夫斯蒂德 (G e er t

H of st e d e )认为
“

刻板印象是对某一群体的人们形成的

固定观念
,

该观念并没有考虑到个体的特质区别
” ③ 。

霍

夫斯蒂德的定义对刻板印象的不满表现在它造成的固定

观念
。

总体而言
,

跨文化学者们认为刻板印象是对他文化群

体成员特质的简单概括
,

这种认识上的简单化没有涵盖个

体的不同特点
,

导致了对他文化群体整体的错误观念
,

而

且这些偏颇的错误观点还会僵化
、

固化下来
。

因此
,

跨文

化交际学中对刻板印象的普遍态度是否定的
、

负面的
。

一
、

对刻板印象的再认识

但是
,

随着对刻板印象形成心理机制的探究
,

我们不

禁产生这样的疑问
:

我们是否在学习跨文化知识的过程中

也对刻板印象这一概念本身形成了对之完全否定
、

排斥的

刻板印象呢? 实际上
,

虽然萨莫瓦尔鲜明地认为刻板印象

是错误的
,

但是如果对他在定义中提到的
“

反复出现
”

进

行思考
,

便会发现其背后不可避免的心理认知原因
,

正是

这种心理认知原 因
,

使得我们有机会对刻板印象这个概

念进行反思
。

汀图梅的定义中提到过度概括的问题
。

过度

显然不对
,

概括本身却具有合理性
,

也符合人类心理认知

的特点
。

霍夫斯蒂德也认为刻板印象并非完全错误
,

在归

类该概念至多算得上是
“

半真理
”

时
,

他认为有时通过刻

板印象对评判对象的认识中某些地方是对的④ 。

本文通过

心理学和阐释学
、

文化互动学和建构理论视角对刻板印

象进行解剖
,

分析其形成原因
,

寻找其承载的合理文化内

核
,

探究对该概念应持有的正确态度
。

1
.

刻板印象是人类心理认知无法越过的一步

实际上
,

从心理学视角来看
,

刻板印象是人类心理认

知无法越过的一步
。

人类对新事物的认识过程是抽象化
、

概括化的过程
。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通过思维
,

寻

找其内在联系与规律的过程
。

思维的基本单位是表象和

概念
。

表象 ( im a g e) 是事物不在面前时
,

人在头脑中出

现的关于事物的形象
。

表象是人们多次知觉的结果
,

它不

表征事物的个别特征
,

而是表征事物的大体轮廓和主要

特征
,

是对某事物一般的
、

概括的形象
,

而不包括该事物

的某些个别特征⑤ 。

由此可见
,

刻板印象的形成与思维的

必经之路 表象的形成极为相似
。

首先
,

刻板印象与表

象一样
,

是人们对某一文化群体在头脑中形成的形象
。

其

次
,

在与异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
,

我们本能趋向对该文化

下群体表现的各种现特征进行归纳
、

概括
,

以便做出整体

认识
,

从而判断采取何种交际策略
。

而人类的认知体系要

求我们在面对该文化整个群体纷繁复杂的具体特征时
,

提炼出那些我们在与异质文化相遇时重复出现的特征
,

由此形成对异质文化整体群体的概括性形象
。

通过前面

提到的跨文化学者关于刻板印象的定义可知
,

刻板印象

正是根据某些反复出现的文化特征做出概括
,

得出对整

体文化群体形象的判断
。

因此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是符

合认知规律的
,

是人类对新事物获得理解道路上的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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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
。

表象是认知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

它既有直观性
,

又

有概括性
。

表象离开了具体的事物
,

摆脱了感知觉的局限

性
,

为概念的形成奠定了感性的基础
。

由此可见
,

刻板印

象在帮助人们了解异质文化方面也具有相似的功用
。

刻板

印象借助归纳
、

概括的手段
,

将人们从与异质文化群体纷

繁复杂的具体特点直接面对的情境中解脱出来
,

使人们可

以不再凭借具体的人或事物来了解一个与己不同的文化群

体
,

摆脱了感知觉的局限
,

为正确的文化概念的形成奠定

了感性的基础⑥ 。

对异质文化群体形成的刻板印象是人类

认知体系对新事物的认识
、

理解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土
2

.

刻板印象是文化互动中的必经环节

刻板印象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不可逾越的一步
,

从

文化互动角度来说也是必经的环节
。

从文化互动角度来

看
,

刻板印象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互 为异质文化的双方存

在交际的实际需求
。

一个概括化的形象有助于高效率的

交际进行
,

有助于双方采取有效的交际策略
。

当然
,

刻板

印象这一概念之所以在跨文化交际学中被列为负面的概

念
,

主要原因一般归咎于它对异质文化群体的偏见
。

事实

上
,

互为异质文化的双方相遇时
,

相互审视对方
,

对彼此

形象作出的判断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
。

德国哲学家汉斯
-

格奥尔各
·

伽达默尔 (日 a n s
一

e e o r g e a d a m e r )提出的哲

学阐释学对
“

偏见
”

的理解
,

给刻板印象的形成提供了文

化上的支撑
。

他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
,

对事物的

理解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客观
、

准确
。

因此
, “

偏见
”

在理解

行为中已经成为一种积极因素
,

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

的
,

是理解者对身处世界意义的一种选择
。

由此可见
,

刻

板印象产生的所谓
“

偏见
”

其实是理解异质文化群体
、

对

另一种文化主动探求过程中的一种积极因素
。

偏见作为一

种理解
,

它不仅合法
,

也具有理解的普遍性
。

两种文化相遇时自我和他者首先要解决
“

我是谁
”

和
“

他是谁
”

的问题
,

即确定自我和他者的本质属性 身

份
。

身份这个概念是关于相似和不同的
。

两种文化相似性

多
,

自我和他者便倾向于更多地喜欢欣赏对方
。

当自我对

他者文化并不了解或两者间缺乏相似性时
,

自我便倾向于

借助刻板印象来了解对方⑦ 。

因此身份在文化相遇时交际

双方头脑中的初步表现形式就是刻板印象
。

了解刻板印

象的形成有必要先分析身份的形成
。

实际上
,

对身份的解

析表明
,

对异质文化的刻板印象根植于文化之中
。

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在自我与他者第一次相遇前并未

形成
,

身份是在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
,

并会根据互动的关

系结构改变而产生变化
。

虽然互动双方的身份需要等到

互动进行时才能确定
,

但是自我与他者在第一次相遇之前

确实存在身份预设
,

即
“

再现
” 。

正像美国芝加哥大学政

治学教授亚历山大
·

温特 (lA e x a 门d er W e 门dt )所说
: “

自

我和他者不是白板
,

他们原有的特征会影响他们的互动
。

他们原来有着两种东西
,

一是物质的
,

表现为身体极其相

关的需求
;

二是再现
,

表现为一些关于自己身份的预设观

念
。 ” ⑧但是

,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里
,

不可能在一片空白的

情况下形成预设观念
。

预设观念总是和人们已有的文化知

识联系在一起
。

人们的世界观
、

价值趋向
、

思维模式
、

认

识方式
、

审美情趣等会影响其对事物解释的方式
、

角度和

观点
,

对异质文化群体在头脑中形成形象
,

即刻板印象
。

因此
,

刻板印象的形成离不开文化的土壤
。

根植于自我和

他者的文化
,

无论是浅层的表象还是深层的价值观都会

在他们理解事物之前影响他们对事物的判断
,

并对对方

形成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的刻板印象
。

3
.

刻板印象含有合理的文化内核

异质文化的特性中有些以刻板印象的形式留存在人

们的记忆里
。

能够留存在记忆中的正是那些不断重复出

现的特质
。

这种重复出现的特质往往与该文化中的典型

特点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

显然
,

刻板印象是自我感受到

异质文化中那些典型特质后在自身头脑中留下的深刻印

痕
。

而文化中的典型特质通常反映了该文化的价值观
。

由

此可见
,

刻板印象最终也具有不应被忽略的合理的文化

内核
,

体现该文化的历史
,

反映该文化的价值观
。

以关于美国人的刻板印象为例
,

在涉及美国人形象

时 i n d iv id u a lis t i e (个人主义的 )和 s e l f
一 r e li a n t (自立 )

两个词语反复出现
。

虽然它们并非所有美国人的形象
,

只是关于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

但对美国文化和历史略做

探究便会发现
,

这两个反复出现的形象特征确实体现了

美国文化的典型特点
,

反映了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

观
。

这些刻板印象形成有其独特的文化历史原因
,

至少

可追溯到美国哲学家拉夫
·

瓦尔多
·

爱默生 ( R al p h W al d 。

E m e r s o n) 的超验主义
。

爱默生所生活的时代是美国迅

速发展的时代
,

从旧大陆欧洲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们发现

原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已不适应新国家的要求
。

这个生机

蓬勃的年轻国家召唤新的本土价值观
。

爱默生就是这个

时代的代言人
。

他的超验主义思想激励了这个时代的美

国人
,

为美国的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奠定了坚实基础
。

爱默生相信每个个体的力量
,

认为每个人心中都孕育着

神圣的种子
。

在他眼中
,

自然是充满灵性的
,

是个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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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源泉
。

通过在自然中独处
,

个体依靠自己的力量不

断升华
。

在 《论自立 》 一文中爱默生告诫人们不要盲从
,

而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

他说每个人应该
“

相信自己的思

想
,

相信自己心中认为什么是正确的
” ⑨ 。

显然
,

爱默生的

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

这种强调个体独

立
、

自由的价值观对美国人的影响是 巨大的
,

潜移默化地

反映在美国人留给其他文化群体的印象中
。

因此
,

刻板印象可以成为我们认识某一文化群体文化

价值观的桥梁
,

帮助我们通过刻板印象
,

寻找其形成的历

史
、

文化原因
,

奠定深入了解某一文化本质的基础
。

二
、

对刻板印象的正确态度

追究刻板印象与文化的关系
,

其意义不仅在于探寻刻

板印象所承载的合理的文化内核
,

而且在于找到正确对

待刻板印象的态度
,

即在利用其合理要素的同时
,

对这一

概念保持开放心态
,

并对其时刻留意
、

警觉
,

而不是简单

地否定和排斥
。

1
.

积极利用刻板印象的动态发展变化过程

由前文对刻板印象的剖析
,

从其成因可知
,

刻板印象

并非简单的概念
。

如前所述
,

刻板印象与身份的关系始终

是密切的
,

无论是身份的预设还是身份的形成发展
,

往

往会以形象的形式刻印在双方互动的头脑中
。

那些反复

出现的形象便会在他文化群体的头脑形成刻板印象
。

按

照建构主义观点
,

文化与身份的关系是建构的关系
。

文化

是交际双方在互动的结构关系中形成
,

互动产生了文化
,

即共有知识
,

并会对自我和他者的身份产生建构作用
。

显

然
,

身份的动态变化表明刻板印象也应该是动态发展的

变化过程
。

因此
,

刻板印象并不是静态
、

一成不变的
,

而是在文

化和身份的互动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
。

从自我角度看
,

首

先
,

留意到刻板印象的动态变化趋向
,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

种了解他文化历史发展变化的思路
。

不同历史时期作用下

的文化深刻影响了该文化群体的身份
,

会给其他文化群体

留下不同的刻板印象
。

通过收集
、

整理不同时期关于某一

文化群体的刻板印象
,

为我们了解该文化的发展变化提供

了快速
、

高效的研究路径
。

其次
,

自我通过留意自我留给他者的刻板印象的动态

变化
,

不仅可以观察他者对自我的认识变化过程
,

而且自

我可通过大众传媒等交流形式
,

在互动过程中有意识地

修正自己在他者头脑中歪曲的形象
,

改进双方关系
,

形成

良性互动
。

2
.

时刻对刻板印象保持警觉
、

留意的态度

当然
,

在承认刻板印象的积极作用
,

对其保持开放心

态的同时
,

我们也确实不能否定其过于简单
、

概括
,

以至

于对他文化理解造成偏见的消极方面
。

因此在自我和他

者互动过程中
,

交际双方应保持对彼此开放的态度
,

主动

地留意自身的视闺狭隘性
,

有意识地避免认识的绝对化
,

不断根据具体交际情况修正对彼此的印象
。

认识一旦在

头脑中形成便容易僵化
,

固定下来
。

所以
,

在跨文化交际

的实践中
,

我们不仅时时需对自己产生的关于异质文化的

认识保持警惕
,

时刻反思自己对异质文化群体的印象是

否已经固化
、

绝对
,

而且在对某一文化群体做出评述时
,

要有意识地留意到该评述不能代表对整个文化群体的认

识
,

评述只是反映了这一文化群体中部分个体在某些情

景中的情况
。

三
、

结论

总之
,

通过对刻板印象的分析
,

我们发现刻板印象是

人类心理认知的产物
,

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中
,

刻板印象

也是互动双方彼此了解的基础
。

基于文化的刻板印象蕴

含了部分合理的文化内核
,

是我们便捷
、

高效地了解异质

文化的起点
。

刻板印象不是静止的概念
,

它随着文化和身

份的互动而变化发展
。

因此
,

我们在跨文化实践中不应对

刻板印象简单地排斥
、

反对
,

而应对这个概念保持开放的

心态
,

在充分利用其合理方面时
,

时刻对其保持警觉的态

度
,

防止自身对某一文化群体形成固定
、

僵化的印象
。

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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