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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和韩语文化之间的背景差异 

摘    要：  英语和韩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为了在两个文化之间形成更好的沟通，  我们应该要好好掌握

英语和韩语文化之间的背景差异。  本论文从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间接性和直接

性，  情感主义和合理主义等四个方面来比较英韩文化背景。 

关键词：  英语      韩语      文化背景      差异 

        英语和韩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要在两个文化之间形成意思沟通，  我们有必要详细地理解双方

的意识结构。  如果我们忽视两种语言所具备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情绪背景，  在完整意义上的意思沟通是几

乎无法实现的。 

        1  形式主义,实用主义 

        在美国社会里，  越有实力的人越受到尊敬。  在竞争性的社会——美国，  在竞争中胜利的必要条件就

是实践力和行动力。  对美国人而言，  他们最需要的知识就是实用性的知识。  他们不喜欢整天沉醉于思索

的世界里。  英语里的一个单词“know‐how”，就是指在实践上有必要的知识。  我们认识的美国人的生活

态度中，  工作和娱乐的明确的区分、  安乐和实际利益的追求等实用性的部分都与我们构成很大的对比。

韩国人有重视道德、  论理上的形式的倾向。  他们重视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体面、名分等，  而忽视实际利

益。  丧失体面，  在韩国社会会被认为是致命的打击。  乐于拿着外表上看着好看的或昂贵的东西来展示给

别人的这种倾向中也可看出韩国人更注重形式的一面。  美国人的 “非形式的实用主义”  和韩国人相对的 

“形式主义”  对比现象可以举例如下。          首先，  使用称呼的时候，  只要是诚实的人际关系，  美国人

会认为行动规律、  地位、敬语都是不必要的，  在人际关系中比较嗜好非公式性。  因此他们称呼上辈人或

其他人的时候为了取消隔阂，  往往提议对方省略自己的职位和职分，  并且用爱称来增进亲密感。其次，  在

日常用语中，  英语里表示问候，  感谢等用语比韩语简单得多。  美国人多用“Hello”  , “Thanks”  , “Bye” 

等简短的用语。但韩语人往往认为稳重和较长的用语更显礼貌和诚意。 

          2  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美国早已被产业化和城市化形成了利益性社会。  在这种国家，  一般重视具备自律性的个人。  一切

都从个人出发，  对行为的责任也是由个人来负。  这种个人主义是英美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英美国家

的人们往往自作决定，  毫不犹豫地发表个人的意见，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去看待世

界。        但与此相反，  一直从事农耕生活的韩国人过着以血缘为中心的集体家族生活。因此他们把行为的

基准放在自己所属的共同体上或周围人身上，  而不是在个人身上。韩国人一般抑制自己的主张或感情，  倾

向于自己所属的集团的氛围。  所以他们往往观察周围人的表情，  对他人的行动感兴趣，也有时候做出一

些不必要的干涉。以上的美韩文化特征可以举例说明。韩国人特别愿意使用 “我们”  这个词。  比如像 “我

们学校”  ， “我们哥哥”  等表现出集体意识的用语，  很少说 “我的哥哥”或 “我的学校”。  即使是

自己一个人住，  也说 “我们家”，即使是独生女，  也说 “我们的妈妈”。  他们尽量避免从别人那里听

到自己是  “自我中心型”，  并有种把自己归属到集体的倾向以及相互依存的价值观。与韩国的这种共同

体的，  相互依存的语言文化相反，  美国除了在新闻论说中陈述公共立场等极其受限制的用语之外，很少

用“we”，  反而经常使用“I”。  这些差异在写姓名或地址的时候也很容易看出来。韩国人从国家，道 （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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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地方行政区名）等比较大的单位开始写，  但美国人从自己的名字开始，  最后写州名和国家名。          3 

间接性,直接性     

        一旦遇到什么问题，  韩国人往往习惯用间接的联系来解决。  相反，  美国人则是有意识地去碰撞问题

从而得到确切的情报，并提出方略去试图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方面，  直接做出表现的美国社会和没有

对话也可以做事的韩国社会之间的对比性事例如下。 

        (1)韩国人一般不称赞他人的优秀、亲切、  正直。  他们尽量不自述自己的心理体会，  不直接地称赞对

方，  反而习惯在心里感谢对方的亲切和好意。 

          (2)美国人初次见面的时候总是愿意把自己介绍给对方，  但韩国人则尽量避开这些。  他们更喜欢通过

中介人来认识对方，或者通过酒、  饮食等媒介来传达自己的意思。在韩国如果没有中介人，  直接面对面

的打招呼，  会被认为是个很唐突的人。   

        (3)在韩国，  有人邀请你吃饭的时候直接回答 “可以”  的话会被认为是没有礼貌的。  刚开始要说 “不

用了，  没关系”，  之后经对方再三请求就说 “那就不客气了。”  这才是有礼貌的谦虚表现。  相反，  美

国人是习惯根据自己的意图用“yes”或“no”  来说出直接、  明确的回答。  所以不会像韩国人那样反复

地提出请求。          通过以上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  美国人非常直接、  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感情。但是韩

国人往往把隐蔽自己的感情当作是一种美德。  如果不能好好掌握彼此间这种文化差异，  韩国人会以为美

国人太直接和急剧，  美国人倒认为韩国人太迂回甚至还有可能误会他们是伪善的人。 

        4  情感主义,合理主义 

        美国人过着四处漂移的生活，  不断开拓了外部世界，  他们相信自然应该被人类支配。  他们的这种世

界观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达，  使他们追求物质世界。  因此美国人对实质的、  合理的东西赋予更多的意义

而不是形式的或感性的东西。韩国人的价值观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不同。  大多数韩国人注重形式的和抽象的，

而不是内容的和具体的。  也就是说美国人比感情更重视事实，  所以每件事情经过客观性的是是非非之后

做出决定。  但韩国人更重视主观性的和感情的要素，  所以认识什么样的人，  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相互之间

的沟通起很大的影响，  有时候适当的理解和默认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下面让我们通过数字和时间的

概念、  金钱观念、  秩序意识等项目来更详细地了解一下。   

        4.1  数和时间的概念   

        美国人的合理化思考方式在他们的数字和时间观念上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英语里数字的概念非常严

格，  韩语里数字的概念则比较模糊。  美国人不喜欢渺茫的理论，重视具体的事实。  可以数字化的东西尽

量都用数字来表示。  成功与失败、  工作的能力都用数字和统计来体现。  在时间观念上，  美国人有效地

利用和节约时间，  并把准确的时间约定和行动认为是社会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4.2  金钱观念   

          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按合理的、计算性的方法来处事的倾向。  比如说：  假如有人请你吃饭或喝酒， 

并不意味着他会支付所有的餐费和酒费，  而是一般使用各自付钱的 Dutch pay方式。  我们经常能听到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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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这些行动感到惊慌。  在韩国社会，  餐费和酒费一般是由先提议的人支付，  甚至经常能遇见互相抢着

要支付的场面。  在韩国社会，  自己支付自己饭钱的 Dutch pay方式会被认为是无人情和卑劣的行为。 

        4.3  秩序意识 

        在家族单位思想非常浓，  讲义气和重人情的韩国社会，  在公共意识和秩序意识方面也与美国人不同。 

韩国社会，  传统地认为存在你我之分是不道德的，  并且对所有权的概念不够分明，  在处理公私事务的时

候其界限不够明确。  与此相反，  美国人的个人意识比较强烈，  促其责任意识也相应增强。  这种态度所

引起的公性概念，  会明确公私之间的界限，  使其行动倾于遵守公共秩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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