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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问候语与告别语、致谢语与道歉语、称呼语三个方面对中日文中的礼貌表达法进行比较，可以得出在

礼貌表达上被认为是同出一辙的中日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若不了解其不同之处，就容易造成语用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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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有句谚语叫“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日语中也有一句谚语叫“物も言いよう

で角が立つ”（话要看怎么说，说得不好就会伤感情），虽然说法不同，但是都强调了礼貌语在交际中

的作用，说话礼貌与否直接关系到言语交际的效果，交际效果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言语交际行为的

成功与否。行为得当，效果理想，既能顺利完成交际目的，又能使双方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的交流；

反之，则可能导致交际失败，甚至伤害双方感情。

杰弗里·L·利奇在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礼貌原则”［&］（99I ’M # ’)）。这一原则，是以

利益均衡为标准，以回避不和为目的的。换句话说，当人们的要求发生冲突时，礼貌原则可以起到

调节和缓冲作用。礼貌原则运用得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交际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能否建立友善和

谐的人际关系，它协调着人们的交际活动。

但正如利奇在《语用学》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礼貌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有明显的民族性，这个

民族认为是“礼貌的”，另一个民族也许认为是“不礼貌的”；这个民族认为是“不礼貌的”，另一个民

族也许认为是“礼貌的”［!］（9I&&M）。尽管每个民族都提倡礼貌，重视礼貌，但衡量礼貌与否的标准却

因该语言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不同，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导致不同的礼貌观念及表达方式。中

国和日本虽同属亚洲国家，都有着文明礼貌的传统，在衡量礼貌与否的标准上大体上较为相似，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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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背景同中有异，事实上在礼貌表达上还是存在着较大差别的。

在汉语中，这方面的研究可谓不少。有从静态地去描写的，也有从动态地去描写的，其中也不

乏对比性研究，但多数都为汉英对比，很少有汉日对比的。在日语中，这方面的研究往往是从言语

生活特征出发去进行考察的，较多的是静态方面的研究和计量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对比性研究就比

较少，汉日的对比研究就更少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汉日在礼貌表达法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别，若

拿汉语的表达法去套日语的话，就会造成语用的失误，反之亦然。为此，本文拟对汉日礼貌表达法

作些对比分析，通过对比分析来探明其不同之处，以期在避免这方面的语用失误上有些用处。

二、汉日礼貌表达法的实态

（一）问候语与告别语

中文的问候语大致有三种形式 !
第一种是客套话，有“你好、您好”“吃了吗？”“上哪儿去？”“幸会、久仰”“久违了、好久不见了”等

等。“你好、您好”是最为普遍的见面问候语之一，“您好”为“你好”的尊敬语，一般多见于北京一带。

从使用的群体来看，一般多用于知识阶层之间，市井老百姓很少用这一问候语。“吃了吗？”这一问

候语很具中国特色，常常成为懂一些中文的外国人之间的谈笑资料。但这一问候语也不是任何什

么场合都可以用的，它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并且一般只能在吃饭前后时间才能使用，这是因为虽

然它已经成了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寒暄语了，但它毕竟是从“吃饭”这一具有实际意义的词虚化而来

的，因此多少还含有字面上的意思。从使用的对象来看，它只能用于同事、同学、朋友等熟人之间，

不能用于陌生人或不熟悉的人之间。“上哪儿去？”也和“吃饭了吗？”一样，它只能用于非正式场合

及熟人之间，并且只能在对方有活动的场合才能使用。“幸会”、“久仰”都是初次见面时的问候语，

它一般用于很正式的会面，意指“见到你感到十分高兴”、“仰慕已久”。“久违了”、“好久不见了”都

是在隔了一段时间后重又碰到老朋友时的问候语，流露出说话人急于见到对方的焦急、盼望的心

情。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这些问候语已失去了它的实质性意义，它只起到寒暄表情的功能，

所以说话人到底是否急于想见到对方，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我们也没有必要去知道它。

第二种是“敬称”，这是汉语比较独特的问候方式之一。这种招呼方式，常常用于下级对上级

或晚辈对长辈等。例如在校园里，老师和学生相遇，学生往往叫一声“某某老师”就算跟老师打招呼

了。在社会上，遇到年纪比你大的熟人，叫一声“老 " ”作为招呼：在公司里，下属遇到上司，叫一声

“老总”作为招呼。这种招呼方式往往仅限于辈分、级别不同的人在路上相遇时使用，它一般不用于

正式场合。

第三种是“指事”，即主动打招呼的人特意把对方正在做的事说出来，如看到有人在打网球就说

一声“打球呢”，看到客人在看电视就说“看电视哪”，就算跟对方打过招呼了。这种招呼方式多用于

熟人之间，一般不用于正式场合。

上述三种情况中，第二种“称呼”和第三种“指事”是日语里所没有的。日语里的问候语可以说

都是一些客套话，但日语问候语的客套话和中文中的客套话不尽相同。日语里表达“你好”的问候

语，有严格的时间划分，分“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早上好）、“こんにちは”（你好）、“こんばんは”

（晚上好），中文中除了广播或电视中的播音员用“早上好”、“晚上好”外，一般日常生活中不管在什

么时间都喜欢用“你好”。与中文相类似的还有“どちらへ”（上哪儿去？）、“ごぶさたしております、

おひさしぶりです”（好久不见了、久违了）等等。日语中初次见面的问候语是“はじめましてど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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ぞよろしく”（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回答要说一句“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我才需要您的

多多关照）。如上所述，中文的“幸会、久仰”一般只用于正式场合，而日语的“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

よろしく”却用得非常普遍。例如张某把王某介绍给李某时，在非正式场合，王某一般会对李某说

一句“你好”，李某也会回一句“你好”。在正式场合，王某和李某会说“幸会”或“久仰”。但在日本不

管是正式的场合还是非正式的场合，王某会说“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而李某则要回答说

“こちらこそどうぞよろしく”。所以我们可以说日语的初次问候语“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

く”相当于中文的“你好”和“幸会，久仰”。中文中常用的“吃饭了吗？”这句问候语在日语中却没有，

日本人听到这句话总也无法把它与问候语联想起来，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问他们有没有吃饭，是

不是想请他们吃饭。但日语中也有一些中文中所没有的问候语，如“きょうはいいお天 ですね”

（今天天气真好）和“先日はどうも ! ! !”（前些日子实在是⋯⋯）。在日语的问候语中，“きょうはい

いお天 ですね”是用得相当频繁的。日本人在路上碰到熟人时喜欢谈论天气的话语与别人搭讪，

对方也只需敷衍一声“ええ、ほんとうにいいお天 ですね”（是啊，真是个好天气）一类的话就很得

体。这一问候语就像中文中的“饭吃了吗”、“打球呢”似的，是一种非正式场合的问候语，它也给人

一种无话找话的感觉，但它用途相当广泛。中文中也谈论一些有关天气的话题，但一般它不开门见

三就用，它常常出现在问候语后面进行进一步的寒暄时使用。“先日はどうも ! ! !”类的问候语很具

日语特色。日本人在接受了别人的款待或照顾后，待下次再见面时一般会说一句“先日はどうもご

ちそうさまでした”（谢谢您前些日子的盛情款待）“先日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前些

日子实在是太感谢了）等以作为问候语。对日语非母语的人来说，往往对日本人的这一问候语表示

无法理解，也不擅长使用。而日本人则非常喜欢用。这一问候语以表达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的一

种连带关系，双方的关系不是现在才开始的，而是以前就已经认识的。通过这一问候语来确认与对

方的“关系的连续性”，与对方拥有共同的经历，对日本人来说，这是双方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日

本人听不到接受过自己款待或照顾的人对他说一句“先日はどうも ! ! !”类的话，他就感到很失望，

甚至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这从下面这段话中就可以得到证实：“在举国国际化路线的过程中，为了

弥补日圆升值给各国留学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影响，我们尽所能款待他们。他们不断发出‘好吃，

太好了’的赞叹声，但二周后又见面时，只笑着说‘你好吗？’，根本听不到他们对前些日子款待他们

的谢辞，连‘前些日子’的‘前 ’词都不说。我们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觉得这些外国人多不懂礼

貌。”［"］（##!$% & $’）

正如上面所说，第二种的“敬称”和第三种的“指事”这二种中文中常用的问候方式在日语里却

没有，所以日本人对这二种问候方式也表示不太好理解。例如我们的学生在走廊上碰到我们的日

本专家时，经常会套用汉语的语用习惯，用一句“先生”（老师）来打招呼，而日本专家不知道叫一声

老师就在打招呼，所以每当他听到“先生”时总会问一句“你有什么事吗”。而“打球呢”这一类招呼

语也是经常令日本人不解的，当我们说这一句话时，有些人会不解地回答一句“是的，正如你所看到

的我正在打球”，显然他不理解这只是一种招呼语而已，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告别语：在分手道别时，汉日二种文化也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汉语中除了最常用的“再见”外，

如饭后跟客人告别时一般还会加上一句诸如“多谢”、“麻烦你了”、“打搅了”、“让您破费了”等等。

送客人出门时还要加上一句“请慢走”、“有空再来”等，客人一般会说“请留步”、“别送了”等等。如

朋友或亲人远行，在临别之际，送行的人还会加上一句“祝你一路平安”、“请多保重”等以示关心。

日语中与中文“再见”相类似的是“さようなら”，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中文的“再见”“用于

分别时，希望以后再见面”［$］（#!%’(），是以下次要见面为前提的，而日语的“さようなら”意为“それ

ではお别れします”（那么我们就分别吧）［)］（#!$$’），是以分别为前提的，所以在分别时，中文可以毫

无顾忌地使用“再见”，而日语却不太爱用“さようなら”，往往根据语境不同而选择不同的告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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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电话里，在要结束通话时，中文往往用“再见”来结束，而日语却往往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

した”（谢谢）、“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拜托了）等来结束。在要出门前，中文也是互相道一声“再

见”的，而日语却用“行ってきます”（我去了），“行ってらっしゃい。 をつけて”（去吧！小心点！）。

下班前中文是互道“再见”的，而日语往往用“お疲れさまでした”（您受累了）。除此之外还经常用

“お先に失礼します”（先告辞了），“ごめんください”（对不起）、“お大事に”“お元 で”（请多保

重）、“お邪魔しました”（打搅您了）等等来代替“さようなら”。中文也用“我先告辞了”“请多保

重”“打搅您了”一类的告别语的，但中文往往在其后面还会再加上“再见”的，而日语这些话往往就

是在代替“さようなら”，在其后面一般不再加上“さようなら”了，这是因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

样，日语的“さようなら”是以分别为前提的，所以日本人在与人告别时避免用这个词，而喜欢根据

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告别辞，也正因为如此日语中才有了那么多代替它的词，这对习惯于用“再

见”来道别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大难题。日语中没有类似于中文中的“请慢走”“请留步”“别送

了”一类的告别语，也没有把客人送到很远的习惯，日本人送客人出门时，一般在正门处客人说一句

“お邪魔しました”主人说一句“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をつけて”后，再互相深鞠躬一下就

行了。因为他们没有远送的习惯，所以就不会有“请留步”“别送了”的告别语，而“请慢走”这一礼

貌用语又是令日本人匪夷所思的，中国人为什么要叫客人慢走而不是快走呢？

（二）致谢语与道歉语

从词汇上来看，中日语中的致谢语与道歉语极其相似，都是“谢谢”和“对不起”（日语是“ありが

とうございます”和“すみません”），但在具体使用时却有些不同。中文在致谢语与道歉语的用法

上比较规范，想表达感谢之情时用“谢谢”，想表达歉意时就用“对不起”，而日语就不那么规范了，日

本人在致谢语与道歉语的用法上没有一定的规律，他们在表达感谢之情和表达歉意时都喜欢用“对

不起”，日本人甚至觉得表达感谢之情时光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谢谢）不够真诚，甚至会给

人一种很傲慢的感觉。笔者曾经读到过这样一段文章 !一位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工作的老人，在与人

谈到他的工作情况时，除了谈到深夜执勤等工作辛苦之外，还抱怨说现在的年轻人傲慢，不懂礼貌，

理由是他们在接过票子时说的“ありがとう”（谢谢），他说“ありがとう”这句话不仅不能使他感到

高兴，反而让他感到很厌恶，仿佛在被这些年轻人看不起。我想读到这样一段文章时，操汉语的人

十有八九会感到很困惑的，不明白这些老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根据笔者跟日本人交际的经验，

日本人在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时是用“ありがとう”的，如收到礼物时，别人祝贺你生日时等，都会

很高兴地说一声“ありがとう”，但在受到别人的服务时，如主人为你倒茶或服务员为你倒咖啡等

时，一般喜欢用“すみません”，日本人觉得用“すみません”更为谦虚更为亲切，这是因为用“すみま

せん”表明说话者接受别人的服务感到很“过意不去”，而“ありがとう”则是表明自己很“高兴”接受

别人的服务，这样就不难理解那位老者的抱怨了。

在实际使用中，除了上述这种惯用的“谢谢”和“对不起”外，还可以通过叙述事实关系和说话者

的心情来表达感谢和致歉之情，在这点上中日文有着相同之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通过叙述事实关系来表达感谢和致歉的情况。说话者通过说及所接受的利

益来表达感谢，通过说及给对方造成不利的事实或自责的话来表达歉意。如向得到过帮助的人表

达感谢之情时中文可以说“长期以来您给我的帮助太大了”，日语也说“長い間、たいへんお世話に

なりました。”如跟人约好三点钟在某个地方见面的，自己晚到了，向对方表达歉意时，中文可以说

“您等了很长时间了吧？”，日语也说“お待ちになったでしょう？”。如自责的话“是我不好”“私が恶

かったです”也是一样。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通过叙述自己的心情来表达感谢和致歉之情的情况。说话者通过叙述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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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某种利益或好意时的“喜悦”或“惶恐”等心情来表达谢意，通过叙述因给对方带来的不利或让

对方担心而产生的“自责”或“请求原谅”等心情来表达歉意。如晚上很晚回家的丈夫，浸在浴缸里，

对烧好洗澡水等着他回来洗澡的妻子说“真舒服！”（日语为“いい 持ちだよ！”），这句“真舒服”就

是最好地表达了他对妻子的感谢之情。再如“我没有脸去见你”（日语为“君には全く合わせる顔が

ない”）就表达了一种歉意。

（三）称呼语

综观汉语的称呼语主要有以下三种 !
第一种是姓名类 !有“姓 " 名”、“名”、“老 # 小 " 姓”、“姓 " 先生 # 小姐”、“姓 " 老”、“小名”等等。

“姓 " 名”一般用于同龄或年龄相仿的人之间，如学校里的同学之间、单位里的同事之间就经常使用

这种称呼。“名”一般用于长辈对晚辈或同辈之间关系比较亲密的朋友或同事之间，这种称呼比起

“姓 " 名”要亲切一些。“老 # 小 " 姓”，一般用于地位相仿或相互比较熟悉的人之间，如果年龄比自

己大就叫“老 $”，比自己小就叫“小 $”。但对女姓，有时为了表示一种亲昵，也有对年龄比自己大的

女姓称呼“小 $”的。“姓 " 先生 # 小姐”多用于服务性行业或生意场上，一般不管年龄大小，通称男

士为“先生”，女士为“小姐”。“姓 " 老”一般用于称呼一些非常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或老艺术家，

它带有非常尊重的色彩。“小名”一般用于父母对子女或年长者对孩子的一种称呼法，它带有一种

很关切很亲昵的色彩。

第二种是身份类：中文喜欢用身份来称呼人，特别是对身分地位比较高的人，因为身份本身就

代表一种地位，一种尊重，所以用身份来称呼就显得比较礼貌。身份类称呼主要有“姓 " 职务”、“姓

" 职称”和“姓 " 职业”。“姓 " 职务”用得非常普遍，如“ % 主任”“ % 处长”“ % 经理”等似地，对具有

这一职务的人不管在正式场合还是在非正式场合，不管是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可以使用。“姓 " 职

称”也和“姓 " 职业”类一样，只要是对具有这一职称的人都可以使用。“姓 " 职业”类就用得不像前

二种那么普遍了，它一般只限于“老师”、“律师”、“医生”这三种职业。如“王医生”、“徐老师”、“李律

师”。

第三种是亲属类：在中文里，年轻人称呼上一辈的人时，喜欢用亲属称谓。如“大伯”、“大妈”、

“叔叔”、“阿姨”等。称呼一般以自己的父母为准，比自己父母大的称“大伯”、“大妈”，小的则称“叔

叔”、“阿姨”。但这种称呼相当复杂，年龄层次和职业的不同，其称呼都会有一些不同。如对知识分

子就很少用“大伯”、“大妈”这种称谓，一般只用“伯伯”、“叔叔”、“阿姨”。同时这种称呼还因时代不

同而不同，如“大妈”一词，以前用得很普遍，而现在就不太受欢迎。并且大有被“先生”、“小姐”、“太

太”所取代的趋势，特别是在一些服务性行业里更是如此。

日语的称呼语也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姓名类，但它与中文的姓名类有很大的区别。它一般

有姓（姓名）" さん # くん #ちゃん构成。日语是不能直呼其名的，必须在姓名后面加上さん # くん #
ちゃん，“姓（姓名）十さん”相当于中文的“姓 " 名”“老 #小 " 姓”和“姓 " 先生 # 小姐”。以“张敏さ

ん”为例，如果张敏和说话者是同学关系，那就相当于中文的直呼其名；如果张敏是说话者同单位的

年长者，则相当于“老张”；如果张敏是同单位的小辈，则相当于“小张”；如果张敏是说话者的生意上

的客户，则相当于“张先生 #小姐”。くん和ちゃん用法和さん一样，くん一般用来称呼同辈或晚辈

的男性，ちゃん用于长辈称呼小孩或小孩称呼长辈，语气亲昵。第二种是身份类，但它能使用的范

围没有中文的身份类那么广。日语中也可以用“职务”来称呼人，但它一般前面不加“姓”。另外日

语中没有中文中有的“职称”类称呼，而“职业”类称呼仅限于“先生”一词，但它只能用来称呼学校的

老师、医院的医生和律师三种职业的人，这三种职业以外的人被称为“先生”时，他会有一种无地自

容的感觉，仿佛是在被作弄被嘲笑。第三种是亲属类称呼，但它也与中文有着很大的差别。中文一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般喜欢往大的叫，比如一位五六十岁的女士听到有人叫他“奶奶”，她会很高兴，而奶奶的对应词是

“おばあさん”、如果叫一个五六十岁的日本人为“おばあさん”，那她可能会一整天都不高兴，日本

人会用“おじさん”（叔叔）和“おばさん”（阿姨）来称呼。再比如在中文里，同事的孩子一般会称呼

你为“叔叔”或“阿姨”，而它的对应词是“おじさん”和“おばさん”，那么如果你用“おじさん”“おば

さん”去叫日本人，那么又犯了很大的语用错误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一般喜欢用“おにいさん”

（哥哥）和“おねえさん”（姐姐）。我想这一语用差别主要与中日两国对“老”字“大”字的理解不同而

引起的。在中国人心目中，老虽然也意味着衰老、但同时也意味着阅历多、见识广，受尊敬。同时中

国人讲究辈分，称呼人必须按照辈分来，同事的孩子即子女辈，那就得叫“叔叔”、“阿姨”，如果年纪

比同事大，那孩子就得叫你为“伯伯”，如果叫“姐姐”或“哥哥”，那就相当于在说你是我孩子，这比任

何一句骂人的话都厉害，这在中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中国人喜欢往大的叫，叫得大就表示一种尊

重，被叫的人也会有一种受到尊重的感觉。而在日本在称呼上忌讳“老”和“大”，仿佛“老”就代表着

一种无用。另外日本人不太有辈分的概念，笔者曾经读到过题目叫“和平的日本”的文章，是一位主

妇写的，大意如下 !去年 "# 月，这位主妇（$% 岁）当了外婆，她很是高兴，但高兴的同时又为那外孙

女如何称呼她而感到烦恼，因为她才 $% 岁，觉得自己还年轻，所以说什么也不愿意让她的外孙女叫

她“おばあちゃん”（外婆）（原文是 !まだ若いんだから、おばあちゃんは絶对いや。），然后又想了很

多称呼法，如“パパ”（爸爸）、“ママ”（妈妈）、“大パパ”（大爸爸）、“大ママ””（大妈妈）、“お父さん”

（爸爸）、“お母さん”（妈妈）等，但又觉得这样会和她自己的女儿在称呼上一样而造成混淆，所以左

思右想都想不好⋯⋯看了这样的文章我想中国人十有八九都会觉得这个外婆大脑是不是有问题。

而在日本这是很正常的问题，因为他们没有辈分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在称呼人时与

中国的相反，他们喜欢往小的叫。如果不了解这一语用的不同之处，我想中国人和日本人交谈时很

可能就会莫名其妙地使双方感到不快。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亲属类称呼语在中文里还往往用来称

呼素不相识的人，如一位小学生或中学生等向路过的一位女士问路时，一般会说“阿姨，去 & & 地方

怎么走？”，这种用法在日语中是没有的。日本人不会叫一位陌生人为“叔叔”、“阿姨”等的。

三、结束语

上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对中日文中的礼貌表达法进行了简单的比较。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

在礼貌表达上被认为是同出一辙的中日文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特别在称呼语上，可以说异大于

同，如果按照中文的习惯去称呼日本人或者按照日语的习惯来称呼中国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不愉快。

所以笔者认为从语用的角度去比较和分析各国的语言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想学好一门外

语，除了要掌握该语言的词汇、语法等外，还必须了解其语用功能，否则就会造成语用失误，导致交

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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