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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理学跨越沟通的障碍
———读《吾心可鉴：跨文化沟通》

袁恒雷

选题精准：

契合时代症结

随着改革开放 40 余年丰

硕成果的收获，国人愈发树立

起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 走出

国门者越来越多 。 与此同时 ，

一 些 文 化 现 象 日 益 引 起 关

注 ：身为中国人 ，为何要让外

国人理解我的观点 ？ 为何要

花费这么多时间与精力学习

英语 ， 而且还列为中高考科

目 ？ 是什么在影响跨文化沟

通 ，该如何突破沟通障碍 ？ 一

系列的 “灵魂之问 ”在 《吾心可

鉴 ：跨文化沟通 》中都有细致

解答。

这众多选题 ，契合了人与

人沟通的时代症结———无论

是国人之间还是国人与外国

人之间的交流 。 以具有全球

视野的中外交流来说 ， 彭凯

平如此回答 ： “学习跨文化沟

通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是中

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所赋

予 我 们 这 一 代 人 的 历 史 责

任 ，同时它也能帮助我们发现

自我 ，超越自我。 ”这就是中国

的中小学生要一直学英语 ，考

硕博读硕博也一直要学要用英

语的深层缘由。

东西方真正的文化交流可

追溯到 100 余年前的 “西学东

渐”，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余

年， 东西方的交流领域仍在不

断扩大。 即便东西方已有一定

的相互了解， 但我们依然会感

到其它文化对我们存有误解甚

至敌意。

彭凯平指出， 这源于文化

之间的价值冲突引发的根深蒂

固的心理反应。 不同文化的人

对待同一议题或事件可能有完

全不同的反应， 这是跨文化沟

通必须跨越的心理鸿沟。 对于

东西方人们而言， 需要通过学

习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去了解彼

此，消除隔阂。

对此，作者非常乐观：“学

习跨文化沟通心理学， 能够提

升我们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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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

成为积极的文化使者。 ”

案例经典：

分析活泼灵动

彭凯平多年精研心理学 ，

在国内，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在国外，曾任哥伦比亚

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诸多高

校教授。 广博的教学经历，使其

具有宽广的视野，研究的着力点

大多为东西方文化交汇处。书中

案例多为其在东西方高校课堂

中“碰撞”后的集萃提取及多年

心理学调查与实验的分析 ，因

而材料虽广博但很典型， 行文

诙谐活泼。

书中部分案例在心理学领

域非常经典。 彭凯平将这些案

例置于跨文化沟通的视域内进

行全新的分析讲解， 从而使之

生发出全新的认知感。 以科尔

伯格道德两难困境为例： 汉斯

需一种名贵的抗癌药物治疗太

太的疾病，但该药尚无市售，需

花费重金从发明者化学家处买

得。 无力购买的汉斯请求化学

家先把药物给他， 自己以所有

的财产先支付部分药费， 待太

太病好后再偿还余款。 化学家

拒绝了他的请求。于是，道德两

难困境出现———汉斯要不要偷

药物救太太？

按早年科尔伯格的理论 ，

道德发展分三种水平： 前习俗

水平的道德观念， 习俗水平的

道德判断， 高级水平的道德观

念。处于不同水平的人们，得出

的答案自然不同。 彭凯平的分

析具有更加宽广的视角， 跳出

了汉斯偷药救太太的窠臼———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 人的性命

至高无上， 无论是道德还是法

律， 其制定的初衷都是惩恶扬

善。所以，彭凯平呈现了对科尔

伯格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探索 ，

那就是脱离道德水平后， 对其

研究着眼点的探析。 彭凯平分

析道：“他的道德困境主要涉及

的还是人的思维， 而不是人的

行为。 他也没有涉及其他的道

德考量， 关注的行为主要是与

公平、公正、社会伤害等这些与

法律有关的道德问题……在很

多情况下， 男性关注的是公平

的问题， 而女性关注的是关怀

他人的问题。 ”

显然， 这种进一步的分析

便是对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

不仅适度更正与完善了科尔伯

格的相关理论， 而且更加明晰

了在道德困境中如何实现 “爱

的原则”。彭凯平的分析摈弃了

拗口的学究气， 尽可能地选取

通俗易懂的语句， 再加上众多

鲜活案例的呈现， 使得本书的

阅读过程显得轻松愉悦。

对比手法：

打通交流障碍

书中研究的文化交流 ，主

要体现于东西方之间， 特别是

以作者从教的中美两国民众的

交流为主 ，兼顾非洲 、欧洲 、拉

美、 韩日等地区民众的相关情

况。 如同我们中学时期写作议

论文最基本的结构———提出问

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在了

解为什么要进行跨文化沟通、跨

文化沟通在东西方之间的主要

障碍为何之后，面对的自然就是

如何打通东西方文化交流障碍。

作者长期在中美两国高校任教，

因而常采用对比手法，这在研究

相关文化心理学的问题时可谓

屡试不爽，两相对照使几乎所有

问题都得到了镜像式的清晰呈

现，进而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具

体的方法或指明方向。

东西方跨文化沟通的最大

障碍是什么？看似很“简单”，这

种障碍大到国家之间， 小到人

与人之间都是成立的， 那就是

“双方之间的共同点非常少 ”。

那么， 解决的办法也是显而易

见的———“沟通的双方应该积

极地去追求共同之处”。心理学

认为， 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某

种认同， 相互之间就会在心理

上产生 “自己人 ”的效应 ，这种

“自己人”效应可以消除沟通中

的隔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彭

凯平运用了几种方法： 分析和

克服沟通的语言障碍、 沟通风

格的障碍、高难度说服、对话的

艺术、非言语沟通等。这些方法

基本都是现实案例的理论集

萃，颇具可操作性。彭凯平充分

运用对比手法加以叙述， 比如

一则幽默段子 ，中国学生听了

会引起哄堂大笑 ，但美国学生

不懂其中的 “梗 ”就会面面相

觑。

书中例举并分析了一批

经典的东西方成功跨文化沟通

的案例 ，比如电影 《功夫熊猫 》

《寻梦环游记》、 北京奥运会上

的中国文化展示、 贝聿铭设计

的卢浮宫玻璃门金字塔、 谭盾

《女书交响乐》等。 这些跨文化

沟通案例的成功，在于“帮助我

们建立起对人性 、人情 、人心 、

人欲的普遍认识， 发掘不同文

化人群之间心理和沟通的共通

性及差异性。 由此在科学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创造性地宣传

和交流文化， 这样的跨文化沟

通才能反映不同文化的人的心

理需求，也才是较为有效的。 ”

北京奥运会上的中国文化展

示， 完全是跨文化的高科技表

达方式和超越文化障碍的整体

和谐之美， 让西方观众在美中

感受到心灵震撼， 从而自然接

受一场中国文化的熏陶。

方法实用：

有效推广中国文化

本书立意 “跨文化的沟

通 ”， 目的在于构筑国人文化

自信， 将中国文化有效地向世

界传播 。 彭凯平如此阐述 ：

“如何有效地对外宣传中国的

文化， 才是每一个负责任的中

国人在跨文化沟通时应该考虑

的问题。”

彭凯平以 “硬实力 ”与 “软

实力”来具体加以说明。硬实力

指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经济

实力等， 软实力就是指跨文化

沟通能力。国与国之间的影响，

不是靠一方的力量单独来完

成，而是在彼此的互动中产生。

这是动态的发展过程， 而非固

定不变。 彭凯平认为：“一个国

家 、一个地区 ，甚至一个人 ，最

重要而且最稳定的影响力是感

化 、感动 、感召别人的能力 ，而

绝不是震慑、吓唬、强迫别人的

实力。 ”

彭凯平的观点不仅契合当

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题， 与中华传统文化构成也遥

相呼应———孔子在 《论语 》中

说：“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

之。 ”彭凯平在精研东西方文化

的有机碰撞后，结合亲身经历，

提出一系列对于有效推广中国

文化富于可操作性的意见或建

议：一是提高我们的信誉；二是

选择合适的信息； 三是设计合

适的沟通方式。 以提高我们的

信誉为例，从心理学来讲，彭凯

平认为四个方面尤为重要 ：尊

重对手 、讲道理 、个人化 、聚焦

阿喀琉斯之踵———道德软肋 。

这种层层深入的论述， 如同抽

丝剥茧般讲清了一系列宣传文

化的方法。

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好奇和

接触越来越多， 这就使得如何

让外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

理解中国的立场和观点， 成为

中国崛起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

的问题。 彭凯平是了解东西方

民众的心理学专家， 他提出的

几项建议， 是基于多年来一线

教学与社会实践的积累所得 ，

是被反复证明实用的方法。 本

书中， 他运用一系列案例证明

了以上几个方法的正确性。 相

信通过这些方法的进一步推

广 ，中国的理性 、开放 、宽容和

和谐的形象与声誉会在全球树

立起来。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

代， 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只能是

愈加广泛与频繁，增进了解、共

享信息已是大势所趋。因而，东

西方之间无论是进行哪方面交

流， 首先还是应该先进行跨文

化的心理沟通， 这是其它领域

开展交流的基础。 对于普通民

众而言， 彭凯平在全书结语中

不忘适时提醒，走出国门之前，

最好先掌握跨文化沟通的知

识 ，不然 ，在全球化时代 ，国际

认知盲和文盲一样， 难以适应

时代的发展。

《吾心可鉴：跨文化沟通》

彭凯平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全球化愈发明显的时代，人与人之间沟通的

障碍，已不仅仅是语言方面 ，更体现在文化心

理方面。 大到国家、民族间的交往，小到个人间

的往来，由于地域、文化、语言、风俗、宗教 、饮

食习惯等诸方面存在差异，文化心理鸿沟难免

存在。 作者在东西方著名高校教授心理学，本

书为其多年教学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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