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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高低文化语境理论的现实阐释

———解读“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段晓芳，　郭增卫

（太原工业学院 外语系，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８）

　　摘　要：当前中国式过马路这一社会现象引发了社会共鸣。人们倾向于将这种群体行为

理解为是一种不文明行为。但如果是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下的几乎所有社会成员都习得的社会

行为，就不能仅仅从公民个体素质方面来理解这一行为。而应从更深层次的文化视角来重新

审视这一社会现象。文化学家泰勒指出，每一群体、每一社会都有一套显性的或潜性的行为

模式。这些共同的行为模式叫做文化。个人的习惯模型是由适应既成的习惯模型形成的，即

人的行为就是文化行为，文化对人的行为具有塑造作用。因此，本文基于高低文化语境理论来

解读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破解“中国式过马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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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与文化

中国式过马路，是人们对大多数中国 人 集 体

闯红灯现象的一种调侃，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

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这一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
尤其是在央视《新闻直播间》对其报道之后更加广

泛引起了社会的关注与思考。
中国式过马路，表面看似是一种不文明、违反

交通规定的现象。如果是少数群体出现这样的行

为，尚可理解为是一种不文明行为，或公民素质低

的表现。可如果是处于相同社会环境下的几乎所

有社会成员都习得的社会行为，就不能仅仅从公

民个体素质层面来理解这一行为了。立足于从文

化视角阐释这一社会现象。泰勒认为：“文化或文

明，是一种复杂总结之全体。这种复杂总结的全

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

何其他 的 人 所 获 得 的 才 能 和 习 惯。这 里 所 说 的

人，是指社会的一个分子而言的。各式各样支配

社会行为的风俗、传统、态度、观念，便是文化。每

一群体，每一社会，都有一套明显的或不明显的行

为模式。这些行为模式多多少少是该群体的分子

所共有的。这些模式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而且

也常常会改变。这些共同的行为模式我们叫做文

化。文化是社会互动的产品。人的行为在某种程

度以内是文化行为。个人的习惯模型是由适应既

成的习惯模型形成的，这种既成的习惯模型是文

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个人是生长在文化里的。
任何文化是由一组习惯的和传统的思想方式、情

绪和反应方式构成的。这些方式足以表现一个特

殊社会在一个特殊的情境里应付问题时特别不同

的地方。”［１］。因此，文化对行为具有塑造作用。

二、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

根据交流中所传达的意义是来自交流发生的

场合还是来自交流所使用的语言，人类学家霍尔

将文化分为高语境和低语境两种。他在《超越文

化》一书中 提 到：“在 高 语 境 文 化 中，人 们 在 交 际

时，有较多的信息量或由社会文化环境和情景来

传递，或内化于交际者的思维记忆深处，显性的语

码所负载的信息量相对较少，人们对交际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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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微妙之处较为敏感。高语境的交流或信息是

绝大部分信息或存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

身上即指大多数信息都已经体现出来了，只有极

少的信 息 清 楚 地 以 编 码 的 方 式 进 行 传 达。”［２］３５。
所以在高语境环境下，通过环境以及其它因素就

可以获得信息，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用话语

的形式表达出来。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高语

境文化。传统文化视天、地、人三者为和谐的统一

体，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一定的关系之中，每个人

都是复杂的关系中一员，因此这就需要每一个社

会 成 员 对 各 种 隐 形 的 关 系 以 及 行 为 可 以 自 我

认知［３］６１。
“低语境交流正好相反，大量的信息置于清晰

的编码中即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外在的语言方式

进行传达在低语境文化中，人们在交际时，大量的

信息由显性的语码负载，隐性的环境传递出相对

少量的 信 息。”［２］３６。也 就 是 说，在 低 语 境 文 化 中

的人们，习惯借助言语的力量来交际。根据霍尔

的定 义，而 在 低 语 境 环 境 下，人 们 缺 少 相 同 的 经

历，所以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需要详细的背景信

息，相比之下它主要依靠逻辑、推理、思维和语言

表达，是一种直接的外在的言语交流，话语本身几

乎包括了所有的信息，语境和参与者方面只包含

极少的信息。

三、高低语境文化的形成

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属于高 语 境 文 化。之 所

以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有其哲学、历史、地理

等方面 的 渊 源。中 国 是 一 个 历 史 悠 久 的 文 明 古

国，有着几千年的灿烂文明积淀，而儒家学说对中

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儒家认为天、地、人三者是

和谐的统一体，人不是孤立地生活在一定的关系

之中，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关系中一员，因此这就需

要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各种隐形的关系以及行为可

以自我 认 知［３］６１。除 了 儒 家 学 说，道 教 和 佛 教 对

中国传统思维模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儒家讲究

禅意，在无 声 的 空 间 让 人 们 有 所 感 悟 与 体 会［４］。
道教由老子创立，它认为，万物皆有阴阳、虚实，人
们必须注意两者的辩证与统一。这些正是中国高

语境文化形成的主要根源。从地理和经济因素来

看，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
人们习 惯 于 群 居、混 居。在 漫 长 的 集 体 生 活 中，
人们已经习得对一些隐形的规则，无需体现在语

言等显性层面等。像北方地区的“四合院”，众多

人口居住在一片狭小的天地里，互相依赖，互相帮

助，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们高语境文化意识。在经

济形态上，中国有着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发展史，在
自然经济状态下 ，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变得越

来越深刻，所以中国文化中的人从来都不是孤立

的个体，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个人置于群体中。所

以，在 中 国 文 化 中，人 们 交 际 以 及 行 事 中 重“意

会”、“领会”，“尚象”，尚“言象互动”［３］６１。中国传

统文化的风水，易经八卦，都是高语境文化的体

现，体现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相克相

依的关系。

西方 属 于 低 语 境 文 化。西 方 人，尤 其 是 美

国人 交 际 中，十 分 重 视“言 传”，即“尚 言”［３］６２。

之所以西 方 国 家 属 于 低 语 境 文 化 也 有 其 哲 学，

历史，地 理 等 方 面 的 渊 源。从 哲 学 宗 教 信 仰 来

看，低语境 文 化 历 史 根 源 后 追 溯 到 整 个 欧 洲 文

化的基 础————古 希 腊 文 化 和 古 罗 马 文 化。古

希腊哲学以亚里 士 多 德 为 代 表。人 是 理 性 的 个

体，人 的 理 性 来 自 于 对 事 实 的 观 察 和 分 析［３］。

中世纪后，伴 随 着 资 产 阶 级 和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的

崛起，始于意大利 的 文 艺 复 兴 运 动，以 人 文 主 义

（ｈｕｍａｎｉｓｍ）为旗 帜，力 图 复 古 中 世 纪 前 希 腊 和

古罗马文 化 中 以 人 性 为 根 本 的 精 神，追 求 人 的

精神和肉 体 的 全 面 自 由 解 放，追 求 人 的 才 智 的

全面发 挥 以 及 自 我 尊 严、意 识 的 培 养。文 艺 复

兴运动是 欧 洲 文 化 思 想 史 上 光 辉 的 一 页，对 于

西方文 化 形 成 起 着 极 大 的 推 动 作 用。此 外，基

督教作为 西 方 世 界 的 主 要 宗 教 形 式，对 于 西 方

语境文化也给予 深 刻 的 影 响。从 历 史 地 理 渊 源

看，美 国 是 一 个 年 轻 的 国 家，没 有 封 建 社 会 历

史，从一开 始，就 是 以 资 本 主 义 精 神 立 国 的，资

产阶级的 自 由、平 等、博 爱，众 多 具 有 不 同 生 活

背景的人们来到 美 国 创 业、发 展，期 待 着 实 现 自

己的“美国梦”［５］１０４。此外，美国的地理概 貌 特 点

是地广 人 稀。驱 车 行 驶 在 美 国 广 袤 的 土 地 上，

除了大片 相 连 的 田 野 和 土 地 之 外，很 难 看 到 像

中国“四 合 院”式 的 热 热 闹 闹 聚 族 而 居 的 村 落。

美国人的住处之 间 相 隔 甚 远，即 使 是 住 在 附 近，

也是独 门 独 户，相 互 之 间 很 少 来 往。当 然 邻 里

之间也几乎不可 能 像 中 国 人 那 样 形 成 紧 密 而 又

依赖的 关 系［５］１０５。这 些 因 素 导 致 人 们 的 交 际 和

行事无法 依 赖 于 语 境，因 为 人 们 之 间 没 有 共 同

的语境元素，促成了低语境文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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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 低 语 境 文 化 与 群 体 取 向 思 维 和

隐形规则

霍尔指出任何事物都被赋予了高、中、低语境

的特征，文化也不例外，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其文

化观念、思考模式和语言结构也必然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差异［６］。东方与西方在这方面的差异是悬

殊的。高低两种语境文化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

思维方式。
首先，高低文化语境对群体取向思维 方 面 会

产生差异。具体来说，中国的高语境文化会使得

处于文化 中 的 社 会 成 员 更 容 易 趋 向 群 体 取 向 思

维。因为高语境文化中，人们交际和行事很大程

度都依赖于个体所处的情境中，这就需要各个社

会成员在思维上具有趋同性。否则，无法达到有

效的交际行为。而低语境文化中，人们之间的交

际对情境的依赖度较低，这就允许个体思维差异

性的形成，因为通过语言也可达到有效的交际行

为。儒家代表孟子主张“万物皆备于我”，道家代

表庄周提倡“与天地并生，而与万物为一”。新儒

家大师董仲舒继承发展了这种天地万物一体的整

体观念。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也有诸多体现，如中

国的姓氏是家族整体的姓在前，家族个体成员的

名字则在后，而西方则正好相反，家族的姓在后，
个人的名字在前。汉语中常说：他生于辽宁省沈

阳市，总是先说大的地方，然后说小的地方，而翻

译成英文则是：Ｈｅ　ｗａｓ　ｂｏｒｎ　ｉｎ　Ｓｈｅｎ　Ｙａｎｇ　ｃｉｔｙ，

Ｌｉａｏ　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先 说 个 体，然 后 再 说 整 体。
因此中国文化重视整体。太极式思维模式对中国

文化价值观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７］。中国传统文化之整体本位观念带来的结果

就是使得处于这种文化当中人们更容易采取群体

行事方式。整体思维观念使得中国人行事方式具

有群体取向和趋同性。中国的群体取向的特点从

其社会性来讲，表现为从众心理。这种群体取向

的文化倾 向 也 形 成 了 一 个 社 会 生 活 层 面 上 的 趋

势：形成协同的群体行为。而西方重视个体，对于

西方人来说，自己就是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西方文化注重逻辑思维，分析思维导致了它注重

个体。这种观念将个体、个人作为社会的逻辑元

点和价值元点，反映在社会行为上就是个体行事

方式这种个体本位观念使得社会成员更容易形成

个体取向思维和行为的差异性。当然，个体本位

观念并不是一定没有群体取向行为，只是与集体

主义相比较，在行事的时候更倾向于个体优先考

虑，不容易产生趋同思维与行为。
另一方面，高低文化语境对于处于文 化 中 的

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中国

高语境文化具有模糊特征，而西方低语境文化具

有精确性，这是西方文化语境特点带来的必然结

果。中国人的思维注重悟性，西方注重逻辑推理。
高语境文化的特点是内隐性和注重悟性，要求人

们从语境中去体悟。高语境文化使得群体取向的

文化倾向也形成了一个社会生活层面上的趋势：
形成协同的群体行为。在群体取向思维下，在社

会各个方面人们更加容易形成统一的不言而喻的

潜规则行为。规则对中国人来讲不是最重要的，
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有时候是没有作用的。这一

切与社会情景有关系。Ｌｉｎｅｌｌ认为，儒家人文主

义的人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人格，似乎人的任何

行为都是要视情境而定［８］。元气论和原子论分别

对中西思 维 中 的 规 则 意 识 方 式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影

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

把握；后者纵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

体研究，后者比前者更强调规则性。高语境文化

中，规则的执行更具人情因素。在一个提倡相互

依赖的高语境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具有

趋同性，人们会认为这是缺乏变通性。美国的个

体主义强调具有独立行事能力的个体。这与中国

文化相比，更注重规则意识，少了很多的人情味，
淡化了社会人际关系的作用。来自于低语境文化

中的人更愿意按照普世原则处事。

五、从 高 低 文 化 语 境 解 读 中 国 式 过 马

路现象

文化对行为具有塑造作用。“文化”像一个有

着具体、独特的个性的人，他一心一意地行事。人

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来界定和约

束的。文化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就像一只无形的

手，决定着处于文化中人们行 为 的 形 成［９］。因 高

语境文化更容易产生群体取向思维和潜规则性，
故基于高低语境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中国

式的集体闯红灯过马路现象。
首先，中国式过马路是一种 群 体 行 为。高 语

境行为源于过去，受传统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变化

缓慢，具有高度稳定性，所以在高语境环境下，人

们进行日 常 交 流 时 并 不 需 要 详 细 深 入 的 背 景 信

息，一致的信息会获得对外环境的一致反应，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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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手势，空间的使用甚至沉默等非语言交

流的方式来提供信息。在这样的语境环境下易产

生群体 思 维。而 群 体 思 维 又 决 定 着 群 体 行 为 取

向。具体而言，当大部分都闯红灯时，其余的人们

也会在行为上呈现趋同性。久而久之，受到这种

群体取向思维的支配，就会出现社会成员的群体

行为，而非少数个体的行为。
其次，中国式过马路具有潜 规 则 性。高 语 境

文化中，潜性规则的执行更具人情因素。在一个

提倡相互依赖的高语境环境中，如果一个人的行

为不具有趋同性，人们会认为这是缺乏变通性。
社会成员的非言语交际行为依赖于一定情境中，
人们逐渐形成一种不言而喻的隐形规则，而这一

隐形规则比显性规则更加容易支配社会成员的行

为。人们一般倾向于按照隐形规则行事，而非显

性规则。中国式过马路现象中，显性的交通规则

大家都明确了解，即红灯时人们应该等待，不允许

穿越马 路。而 人 们 的 行 为 却 没 有 与 这 一 规 则 一

致。人们的行为是按照隐形潜规则发生的，即虽

然是红灯，只要车辆还没有来到很近的距离时，就
可以穿越马路。大家都这么做，没有人会受到处

罚的。

六、结语

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一种不文明 或 公 民

素质低的表现。从这文化的定义来看，不难看出

这一现象属于特定文化范畴，可以从文化角度来

解读隐藏在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文化的产生

又和人们的思维模式密不可分，思维又决定人们

的行事方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社会成员的

行为是文化的体现。文化是一种社会力量，它就

像一只无形的手，决定着处于文化中人们行为的

形成。霍尔指出不同语境下的文化，其文化观念、
思考模式和语言结构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

异。高低两种语境文化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思

维方式。高文化语境对更容易使得社会成员形成

群体取向思维，并且高文化语境使得处于文化中

的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淡化，形成潜规则性。因

此，基于高低语境理论，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解

释中国式的集体闯红灯过马路现象。不同文化模

式之间无所谓优劣，所有的文化都植根于特定的

土壤、社会的 需 要。在 全 球 化 语 境 背 景 下，要 客

观正确处理文化中不同因素。高语境文化更容易

产生群体取向思维和隐形规则。文化对行为具有

塑造作用。
文化是一个社会的灵魂，文化是社会稳定、和

谐、健 康 发 展 并 形 成 社 会 凝 聚 力 的 最 基 本 的 因

素［１０］。当今社会所倡导的是和谐与文明，通过分

析可知，造成现今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文明行为

源于在长 期 的 社 会 历 史 进 程 中 所 形 成 的 思 维 定

势，这些定势又进一步制约人们的行为方式。因

此要破除摒弃这些不文明现象，只有对其进行全

面把握，才能促进社会的协调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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