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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说，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因为美国人的语言、她的人

口构成，以及她的立国精神都源于欧洲。另一方面，美国文

化又与欧洲不同，因为欧洲移民在北美大陆上驱赶走印第安

人后，在一片荒芜旷野之地创造了令人赞叹不已的灿烂文明

。所以，在谈论美国文化习俗与社交礼义时，既要顾及欧美

文化的相同性，又要注意两者的相异性。 文化习俗是个范围

广泛、内容复杂的题目，涉及人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方方

面面。笔者拟定以杂谈的形式，就美国人的文化习俗作一粗

浅概述。宽容性。 美国是个移民之国，它的祖先来自于全球

各地。人们移居美国时，不仅仅在地理位置上挪动一下，而

且还把他们所在国的评议和风俗习惯带到了新的居住地。因

为杂，人们各自的差异十分突出；因为差异十分普遍，人们

就不特别注重统一性。久而久之，美国人的文化习俗中形成

了较高程度的宽容性（tolerance），对异质文化和不同评议持

容忍、可接受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里可行的习俗

要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来得宽泛。 从政治上讲，这种宽容性表

现在对自由的追求和对自由权利的维护。从宗教上说，它体

现在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存。从生活范围上看，它显现在不同

和族、不同族裔社区的平安相处。一言以蔽之，在美国，每

个人基本上可以任意选择不同的观念、信仰、生活方式和传

统习惯；人们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自己的习俗和仪。譬

如，犹太人可以庆祝他们的宗教节日，而基督教徒则能够他



们的圣诞节和复活节。再譬如，美国华人可以在唐人街用华

语生活和工作；同样的道理，越南移民能够在他们的“小西

贡”按越南的方式经营业务，从事各种活动。 美国人的容忍

性，除了上面的美国是个移民国这个因素以外，还与美国人

的频繁迁徙有关。众所周知，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

分是她的西部开发史。那时，美国拓荒者或徒步跋涉，或骑

马坐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哪里有机遇，就往那里移居

。频繁的迁移和不断地更换居处使人们始终处于“流动”状

态，对暂面临的种种不同现象更易于宽容和接受。此外，经

常迁移还能够帮助人们扩大眼界，知多识广，对不同的习俗

持同情、理解的，并逐渐形成多样性胜于单一性的开放性观

念。 由于美国人的宽容性较强，所以美国人很少把自己的意

志强加在其他人身上，它与中国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的古训十分酷似。譬如说，丈夫可能是个共和党人，但

他决不能逼迫他那拥护民主党的妻子改变政治立场。同理，

母亲也许是个天主教徒，但她决不能强迫她那已皈依成穆斯

林教徒的儿子改变宗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习惯和平时事务处

理中，这种宽容精神更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 不拘礼节。 

美国人以不拘礼节著称于世。在写字楼里，人们常常发现“

白领工人”不穿外套、不系领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

。有电话交谈时，他们会朝椅背一靠，把双足往桌子上搁，

悠哉悠哉地在电话里“侃”上个半天。在大学校园里，美国

教授身穿牛仔裤、足蹬耐克鞋进教育上课的例子数不胜数。

更有甚者，美国教授讲到来劲之处，会一屁股往讲台上一坐

，神采飞扬地滔滔不绝一番，不分年龄，不分性别。更常见

的情形，是美国父子之间、母女之间的随和、轻松关系。无



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以常看见美国长辈

与幼辈互拍肩膀、无拘无束的镜头。所有这一切都源于美国

人不拘礼节（informality）的习性。 从文化角度上讲，美国人

不拘礼节的习性与他们的民主平等观念相关。我们知道，美

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投有封建社会这一阶段。贵族、贱民、

等级、王室等欧洲大陆盛行的一套东西，在美国没有或者有

实际意义。人们对家庭、地位、身份不十分看重：更主要的

是当事人本身的实际成就。这种产生于美国早期开发阶段的

观念很大程度上已成了美国文化传统中的“沉淀物”。因为

大家珍视平等的权利，人们互相交往中就没有必要过份讲究

各种各样的繁缛礼节了。上级与下级之间，家长与子女之间

，老板与工人之间，教授与学生之间，都是如此。关于这一

点，人们只要注意一下美国人与人见面时的打招方式即可一

清二楚了。不管是下属见到上司，还是学生见到师长，美国

人一般只需笑一笑，说声“嗨”（Hi）或者“哈罗”（Hello

）即可，而不必加上各种头街。还有，美国人在社交场合散

席或者业务会议散会时，较少与人一个个地道别，而是向大

家挥手说一声“好啦，我们再见吧”（Well,solongeverybody

）。这样做并不表示人们相互间缺少敬意，而是人们长年累

月的习惯使然。 不拘礼节是为了使人们在交往中更轻松、自

在一些，从而更快地缩短人们之间的距离。这也许是美国人

性格开朗的一个原因。 头衔与称呼。 由于美国人强调平等，

他们的社会等级观念相对而言比较淡薄，所以他们没有家庭

世袭的头衔。相反，美国人喜欢用职业的名衔作为称呼，因

为它靠自己“挣得”的，而不是世袭相传的。譬如，法官、

军官、gov官员、教授和宗教领袖等。试举例如下：哈利法官



（JudgeHarley）、史密斯参议员（SenatorSmith）、克拉克将

军（GeneralClark）、布朗医生（Dr.Brown）、格林教授

（ProfessorGreen）、怀特神父（FatherWhite）、科恩老师

（RabbiCohen，对犹太人的尊敬用语）、格雷主教

（BishopGray）等。 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美国人以“先生”

、“小姐”、“太太”相称。 美国人首次见面，若不晓得对

方的头衔，但又要表示对他尊敬，他们常用“先生”（sir）

或者“夫人”（madam）称呼。被你这样称呼的人将立刻明

白，你不清楚该如何称呼他，于是，他会把合适的称呼告诉

你。一般而言，除非一个人从事于某种专业性工作，如医生

、教授等，美国人不常用正式名衔。这是因为美国人强调友

好、不拘礼节的关系，而不重视名衔地位。美国人认为，即

使直接称呼一个人的名字，人们同样可以对他表示尊敬。事

实上，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意自己因年龄或社会地位的关系而

要他人特别尊敬他。这样会叫他们觉得不自在，觉得互相的

距离过于分开拉大。许多美国人甚至觉得“先生”、“太太

”、“小姐”的称呼也太一本正经，所以，他们倾向于直呼

名字。譬如，“别叫我史密斯太太，叫我萨莉好了”。美国

人认为，直呼其名，往往更容易表示友善和喜爱。 当然，作

介绍时，人们须连名带姓，如“玛丽史密斯，这位是约翰琼

斯。”刚开头时，被介绍认识的人可能仍用对方的姓作称呼

，如“史密斯小姐”，“琼斯先生”等。但没过多久，待对

方开始熟悉、谈得投机之后，其中一人会问对方，“你介意

我用你的名称呼你吗？”一般情况下，没人会介意。于是，

双方便直呼名字，继续他们的交谈。因此，美国人聚在一起

聊天时，很少使用头衔或者“先生”之类的词。 样样自己动



手。 欧洲、亚洲等国家的有钱，为了显示气派，或者为了从

琐碎的家务中解脱出来，常常雇佣女仆、厨师和司机等人侍

候自己及家人。美国人中，这种情形不多，因为他们讲究“

自己动手”（doityourself）。在美国，不管是医生、教授、律

师、商人，他们都是自己煮饭、洗衣、上市场购货。他们有

社会身份，但不认为干家务会降低他们的体面身份。他们也

有经济实力雇佣“保姆”，但觉得自己会做，没此必要。上

美国人家作客，人们可以常常看见大教授、名医生自己下厨

烧饭做菜。至于修剪草坪、整理车库和油漆屋顶等之类的粗

活，有社会身份的人不仅无厌烦之感，反而会乐此不疲地投

入其中。 “自己动手”的习惯与美国人的拓荒精神有密切关

系。想像一下，在人烟荒芜的大西部，人们与荒野相伴，与

自然共存，从基本的饮食起居到复杂的医疗教育，一切都得

依赖自己。经过几十多年的锤炼熏陶，这种“自己动手”的

自立精神便深深地铸造进美国人的文化基因之中。此外，在

美国人看来，“do-it-yourself”不仅体现着人们的自立精神，

而且人们还能从“动手”之后的成果中看到自己的能力和自

己的价值。 当然，“自己动手”的文化习俗还有其他原因。

美国人喜欢务实，而雇佣他人干活实际上就是花钱“买”服

务。一般的美国人，只要自己能干、能胜任，不愿花钱请他

人代劳，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开销。还有，美国人重视隐私

（privacy），关注家里的宁静。有陌生人在屋内经常走动，

无疑会对隐私和宁静造成消极性的影响。因此，他们不愿牺

牲隐私和宁静去换取一份清闲。 不喜欢沉默。与美国人有过

接触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西方人中要数美国人最奔放、最随

和、最坦率——这当然是美国人的可爱之处。这种奔放，随



和性格在“侃大山”上表现得十分显著。美国人一旦与人拉

开“话匣子”，便会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们不喜欢“干

”坐着不出声，若是发现“对话者”久不出声，会马上设法

让他加入“神侃”之中。 有时，他们会问某人是否身体不适

；有时，他介会问是否有什么心事；有时，他们干脆询问是

否要求帮忙。沉默对他们来说，往往意味着“话不投机”，

或者“不敢恭维”，或者“不想与你谈”。因此，美国人聊

开后很少有停顿，说话双方总是尽力使谈话继续下去，直至

“谈兴”淡薄为止。如果美国人在谈话中发现两者谈不拢，

他们往往以沉默来表示：既然双方的观点难以相吻合，继续

争辩下去会有失礼貌、甚至伤害感情。与其那样，不如以沉

默“泰然处之”。 生活节奏。 美利坚民族是个年轻、天真、

自信、富有生气的民族。像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美国人生

性好动，不甘寂寞。像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人不停地

干这忙那，似乎有永远也使不完的精力。城市里的人似乎永

远赶着去什么地方；乡村里的人总是在农田、养鸡场、谷仓

、奶牛场之间奔跑不停；办公室里的人有着堆成山似的文字

工作（paperwork）要做；公司里的秘书手脚不停地接电话、

送文件。你在街上走逛，后面的人会大步流星地超赶到你的

前面；你去餐馆就餐，难得寻觅到能与你说笑寒喧的伴侣。

生活的节奏像一根上足了的发条一样，有条不紊地不停运转

，构成了一幅繁忙、近乎于疯狂的现代人生活画面。美国人

的快节奏生活方式，除了止述美利坚民族好动不好静的秉性

之外，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社会的激烈竞争息息相关。美国是

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

则是它的运转规律，不进则退，不胜则败。为了生存和成功



，美国人必须拼搏和奋斗，而拼搏与奋斗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与他人抢时间、争速度，使自己始终处于依靠地位。由此可

见，美国人的快节奏生活方式是被他们紧张激烈的社会竞争

所“逼迫”出来的。因为这种“逼迫”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美国人对快节奏生活方式也就习惯成自然了。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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