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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人远离故土，到异国他乡
学习、旅游、工作。蓬勃发展中的中国受到世界的瞩目，同时也

迎来了更多的来华旅居者，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问题成为重要

议题。本文将分别总结了学人关于欧洲、东南亚、非洲的来华

旅居者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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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

流与交往日益密切，越来越多人远离故土，到异乡学习、生活，

人们的跨国和跨区域流动带来了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

同一个民族国家和的内部的交融和发展，旅居者到当地社会的

文化适应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旅居者成功的跨文化适

应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发展，更关乎东道国社会安定和文化间的

交流。我国关于旅居者跨文化适应的研究颇多，本文将分别研

究了先前学者关于欧洲、东南亚、非洲的来华旅居者跨文化适

应的研究成果，作出评析，并提出展望。

1　欧洲：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综合比较研究不足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欧之间的经济、文化

等交流往来更加频繁，也有越来越多欧洲人选择来华学习、工

作。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8年来华留学统计》，欧洲
来华留学生总数为73，618人，占14.96％。关于跨文化研究者
关于欧洲在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前人的研究丰富详

实，同时也有不足之处。

在研究维度方面，以往的欧洲在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研

究大多从六个维度来研究：语言交流适应、日常生活适应、文化

态度适应、学业适应、压力应对适应和社会交往适应。适应简

单或者困难与否是相对于本土的居住者而言的，并未提及相对

于其他地区的在华旅居者而言的，多元文化之间的适应情况比

较考量较少。绝大部分研究致力于对个体的单一的心理层面

与社会文化层面适应情况的考量，缺乏将各个不同地区的来华

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研究。研究的

影响因素中、心理适应与个体本身的关系比较密切，社会文化

适应更多地受到文化学习和技能习得能力的影响。

在研究目的方面，主要是是服务于留学教育的方法的改

善，促进来华留学生管理和培养工作，提升留学教育的满意度

占大多数。更长远地讲，研究在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不仅仅是为了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水平，也是侧面分析中华文

化中对外国人的吸引力所在之处，为什么有的方面他们适应性

强，而有的方面难以接受。如何将他们所能接受和适应的部分

提取出来，外化成可行的促进措施；不同国家所能适应的中国

文化的部分是否相同；他们所能接受的是否只有和他们本国文

化相近的地方，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和调查研究的。不仅是

探讨外部的因素，同时也可从自身出发去考量，即挖掘中华文

化的独到之处，取其精华，发扬光大，以推动中华文化在国际方

面的传播和发展。而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找出旅居者们所能

接受的“精”，不同于中国人所认同和接受的“精”究竟在哪里，

将这种“精”通过跨文化适应研究进一步发扬，以促进中华文

化的国际传播，促进中华文化和世界其他文化的友好交流。

在研究方法方面，被采用次数最多的是问卷法。多数研究

对问卷的处理采用了较为科学的 spss，通过数据统计与分析：
信度分析、效度分析、样本结构分析。另外还有访谈法和模型

分析。

2　东南亚：多元文化背景的适应性关系研究不足
根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发布的《2014来华留学生

简明统计》，在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中，东南亚国家

则占据了三席，分别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而泰国更是仅

次于韩国和美国，成为来华留学生第三大生源国。越来越多的

跨文化研究者将研究目标放在东南亚旅居者群体身上，同时随

着“一带一路”政策对东盟国家的重视，东南亚国家的来华旅

居者的文化适应研究越发受到重视，因此则需要对这些研究的

优势以及不足进行一个大致的考察。从研究对象上讲，尽管大

量关于“旅居者”的研究争相涌现，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以留

学生群体为考察对象，对于其他职业及来华目的的旅居者的研

究较少，且主要集中于西南以及京沪地区，对于“旅居者”考查

范围的单一化处理正是这类研究的缺位之处。

从研究维度上看，大部分研究以西方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

为研究基础，从语言学习、校园生活等多角度对东南亚留学生

在中国的跨文化状况进行重点考察，同时也有部分研究选择从

跨文化适应阶段、适应策略以及跨文化心理适应理论模型建构

等研究角度入手。但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多元化文化背景，仍是

现存研究中较少涉猎的，如加强对社会关系网络与来华留学生

的跨文化适应性关系的考察，以及文化智力与来华留学生成长

文化背景之间关系的研究等，从而达到群体与个体维度的兼

顾。与中国比邻的日本和东南亚的领土，本身独有的文化背景

会与中华文化擦出怎样的火花，东南亚的在华旅居者如何将自

己与东道国建立联系，以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适应一个差异

较大的文化氛围，建立群体意识和融入感，他们所要面对的也

是我们的研究所包含的。

在研究方式上，大部分研究选择了定性访谈与定量问卷调

查相结合的方式，质化与量化的恰当结合也促进了研究的整体

性与可操作性。

3　非洲：文化适应、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距离综合比较研究
缺失

“一带一路”为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力量，同时也为

中非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学者互访等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桥

梁。来华的非洲留学生日益增加，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

发行的《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显示，2009年来华的非洲留学
生占总来华留学生的5％，到了2014年，中国成为非洲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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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第二目的国。中非美好前景的展望，中非人民友谊的深

厚，中非“一带一路”要走得好，对非洲地区来华留学生群体的

跨文化适应研究是很重要且必要的一部分。

在研究视角上，学者们有从中非文化差异上进行分析，包

含对时间观念、教育环境、社会关系等方面，有从留学生管理上

进行分析，对于管理服务和规章制度的看法，还有的从非洲留

学生在中国的再社会化过程中，从个人层面探讨其沟通、认知

能力及行为的改变等等。总体上来看，非洲的在华旅居者与中

国的管理体制冲突较多，他们较难以适应东道国的生活规章制

度，所以这个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多。鲜有学者将不同地区的对

在华旅居者在文化适应、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距离方面的跨文化

适应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在研究目的上，多数学者致力于发现非洲在华旅居者在跨

文化适应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策略来改善及应对。

在对文献的综合考察后发现，大多研究缺少将研究效果体现在

多种不同文化分析比较中发现跨文化适应中的问题，进而为在

华旅居者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考量。

在研究方法上，大都采用了调查问卷法、访谈法、定性分析

法、分析归纳法等方法。

4　展望
欧洲、东南亚、非洲等地区与中国在政治、经贸领域的关系

日益密切，合作也逐步深入，文化层面交流的重要性也凸显出

来。中欧作为东西方的两大力量，在多个重要领域两国的交往

备受瞩目。中非通过“一带一路”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个

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也是中非文化交流的契机；中和东南亚也

有着双边往来的历史。

总的来说，我国目前对于来自欧洲的旅居者跨文化适应研

究中，可以更多地关注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综合比较研

究，同时从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角度研究跨文化适应问

题。对于来自东南亚的在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中，少有

研究关注到了东南亚国家自身的多元化文化背景对跨文化适

应的影响，在以后的研究中希望学者们可以更多地考虑到东南

亚国家的文化特性，进而考察文化背景对于跨文化适应的作用

与影响。对于非洲来华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研究中，鉴于非洲

文化和中华文化间的文化距离和非洲文化的特性，希望今后的

学者可以在文化适应、文化相似性和文化距离方面的跨文化适

应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比较。以往学者的研究视角各有千秋，研

究目的却大致相同，研究方法与时俱进，本文将博取众长，以期

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新思路和新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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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64页）艺术品位融汇到东方一派相承的传统风俗去，
这是席德进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做出最为成功的典例，从思想上

突破了某种精神文化的隔阂，使他的作品有了多层次透视含义。

我们可以看到，席德进在描绘这些民文化时，是充满对艺术文化

的执著与敬仰的。而它们的地位，在画家的心中已由一种文化

升为某种力量的沉淀。而将两种似乎格格不入的生命力凝聚一

起，正是画家为自身在现实生活中苦苦追求不到的情感寻回一

份心灵的慰藉与寄托！

一幅幅《清水杨家大门》（1976年作）、《金门屋》（1978年
作）、《台北孔子庙》（1977年作）、《竹东彭屋》（1976年作），挺立
天地中，昂然伫立，他似乎也寻回一份尊严，一份在现实生活中，

不复存在的昂然、真诚、活着的人性尊严，不用委曲求全，不卑不

亢的从容志势。

再如《古林椅》（1977年作）、《古物》（1975年作）、《布袋戏
木偶》，主体唯我独尊地被置于画中央，似乎凛然不可侵犯；甚至

还有乡野中俗不可耐的乡巴佬（《阿婆》、《蹲在长椅上的老

人》），都是他凝视入画的对象。他把最边缘、最为人奚落、摒弃

的古旧建筑、古旧器物赋予的新生命力。

他逸出主流的审美品位，择出广大庶民的审美观，形塑质

朴、单纯、有人情味的乡土美学。他寻根乡土，走透台湾每个角

落，挖掘粗、丑、野、怪的民间艺品，以凸显出生命底层的勃发躁

动，裸露原始感的生命力。他似乎有意在正统古老、浑沌的中原

文化中，挖掘俗文化的生命力，两种文化的纠葛、角力，使他融野

丑与美于一体，创造出独特一格的美感与风格。

5　晚年，以书法笔意描会新风格
席德进的一生，是真正为艺术的一生，他那股舍我其谁的豪

情，无怨无悔的创作，终究赢得了社会的瞩目。到了晚年，他仍

尽心尽力，艰苦执着，并以书法笔意描绘台湾古厝、风景，开创台

湾风土的新风格。山水画《金瓜石山势》（1981年作）、《梨山暮
露》（1981年作）、《淡水河舟》（1980年作）等作品，以紫色为主
调，色调苍郁、雄浑、婉约。似乎把自己所追寻的情感由欲升华

为灵。凄美、飘逸，神秘与美，带给世人感官与心灵的抚慰。深

深的依恋，抹化不开的忧郁，借着艺术，他那漂泊无依的痛苦灵

魂终于找到停泊的港湾。

艺术对他而言，至真至美，是“心灵镜像”的呈现，是他对逝

水年华的追忆与对旧世界文化的往日情怀，无论是油画人物，还

是水彩风景，都含蕴着一种深深的依恋，一抹化不开的忧都，尽

显独具一格的美学气质。

在他的一生中，他敢于放下身段，不论是认真从事创作，或

为了挣钱替人画像，他没有一天离开过绘画。他的绘画创作类

型多样，总合了一生艺术追求的效果，融合了传统乡土水墨与油

画，兼纳了东方与西方绘画特长，开创出他个人浑厚动人的独特

风貌与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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