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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常说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的信仰、历史、发展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文化,而文化的表达则是通过语言进行的,那么语言就必然和文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无时无刻都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语言的三要素中,与文化最为紧密的就是词汇了,有学者将词汇分为了“文化词汇”

和“一般词汇”,其中文化词汇的某一特点就是与民族文化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龙；中西比较 

 

1 “中国龙”形象的认识 

1.1古代神兽 

五千年来,龙的观念、信仰在人们心中有着牢固的地位,例如“龙的传

人”、“龙子龙孙”等观念世代相传。龙出现的 初是受到了龙氏祖部落的

崇拜,而后被神化,受到不同部落、民族的普遍崇拜。“龙”的神韵来自民

族神话,有古史传说,伏羲是人首龙身,女娲具神龙之性,女登感神龙而生

炎,黄帝桥山乘龙升天,赤龙与庆都合婚生尧。神话与民族起源关系难割离,

于是,炎黄子孙自豪地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也有人认为“龙”产生于民间。随着农业、牧业开始出现,收成的多

少和自然息息相关,但是科技的落后使得人们对自然迷惑,感到受到了威

胁,于是人们产生了对自然的崇拜。例如：《说文》记载：“龙,能幽能明,

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这就是把龙蛇视为雷电,

其“呼风唤雨”的本领使得人们对它崇拜,希望信奉“龙”可以为自己带

来充足的雨水,让庄稼能够收成满满。 

1.2帝王象征 

当“龙”成为华夏民族所信仰的神兽后,帝王们纷纷注意到了这一现

象,并为了将自己身世神秘化,巩固自己的统治,彰显自己的天子威慑力,

将自己龙质化,将“龙”与自己联系,因此便有了“龙”是皇帝和皇权的象

征。第一个明确将龙与自己联系起来的帝王是刘邦。《史记》中说,刘邦的

母亲就是在野外休息时“梦与神遇”,与龙结合而生下刘邦的；到了唐代,

龙与皇权便开始变得密不可分了；而到了明清之际,龙开始正式作为皇帝

的象征,皇帝开始穿上龙袍,独居“龙的传人”一位,直到晚清帝制覆灭,

封建帝王的独断专治,使龙的宗教性和政治化越来越明显,“龙”形象的怪

异和凶恶,也是为了凸显唯我独尊的统治。 

虽然这种自我打造出来的“皇龙”有欺骗性,但在当时的时期里确实

巩固天子统治,促进社会稳定。 

1.3吉祥瑞符 

随着社会的发展,九五至尊从历史舞台退下,作为君王皇权象征“龙”

也不再具有神秘色彩,挣脱了宗教迷信的传言,遂以吉祥物的面貌和身份

回到了民间,并在百姓中广泛传播、丰富发展,被充满希望的华夏人民赋予

了新的内涵与文化意蕴。广大的劳动人民相信,“龙”作为吉祥嘉瑞的神

物,能够呼风唤雨,带来风调雨顺、硕果丰收,为百姓带来幸福和好运。 

1.4当代价值 

“龙的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纽带。无论是危难时期的

战争年代,还是现在幸福安康的和谐社会；无论是海外归国的游子,还是饱

经风霜的老人,我们始终牢记自己是“龙的传人”。而且,我们一次次在“龙

精神”的指引,中国人下,树立了坚定的民族尊严和自信,才能亿亿万人团

结一致,在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全力反抗,保家卫国；才能克服困难,改革

前行,实现小康社会的繁荣发展。 

2 西方 dragon 形象认识 

2.1西方文化中“龙形象”的起源 

西方的文化主要来自希腊文化,那么从词源上看,“dragon”一词来自

古希腊语,希腊神话中,神与龙、人与龙往往是对立的,众神之王宙斯的统

治地位就曾受到以毒龙堤丰为代表的堤坦神的威胁,双方进行了十年血与

火的恶战, 后的殊死决战中,宙斯在诸神的帮助下战胜了堤丰,把他压在

大山之下,从而定下了“龙”在西方文化中始终代表着邪恶与凶残的基调。 

2.2文艺作品中的“龙形象”塑造 

西方文化将“龙”的多种释义表现在文艺作品中,但唯一不变的就是

表现“龙”的贪婪邪恶凶残,就连在《格林童话》的睡美人中,描述了王子

披荆斩棘与黑龙决斗的场景,同时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也出现了过

勇士与恶龙的场面。 

但是,西方的“龙”也不是一味的邪恶的代表,如《花木兰》中,龙的

体态“娇小轻盈”,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浓缩就是精华；神态上,龙也不是“怒

目而视”而是“笑对他人”,这反映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友好善良；动

作上,龙“直立行走、双手置于胸前”,好似在鞠躬,表现了中国人待人礼

节的态度谦和。可见西方的“龙”开始在形态、神态、动作、色彩上发生

了诸多变化,这是西方对中国的认识逐渐客观化、正确化的体现。 

3 中西方“龙形象”的比较 

3.1文化内涵的对比 

中国“龙”的形象塑造,往往是其造福人类的能力,它能翻云覆雨、可

腾云驾雾,又可上天入海的本领,都体现出劳动人民渴望拥有驾驭自然的

能力,以及希望拥有美好生活的愿景,这种民族超强的创造力、想象力赋予

了“中国龙”是正义之龙。在封建社会时期中是皇权威严神圣的象征,有

助于巩固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以及天子威慑力量；在传统民间信仰及图腾崇

拜中,推动了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在民族文化中,还具有努力奋斗、不断

开拓的精神,更有将人中豪杰比龙、称龙、名龙的传统,如：老子被孔子称

为龙；诸葛亮被称为“卧龙”；“鲤鱼跳龙门”中的“龙”喻指极为优秀的

人才,德才兼备之人和功成名就者等。 

西方“龙”则恰恰相反,人们认为它们居住在巨大的山洞中,具有巨大

的破坏力,是人们憎恨的对象。而西方社会关于“龙”的传说多为屠龙传

说,大部分人物都是通过猎杀“毒龙、恶龙”来成就英雄。西方“龙”是

邪恶之龙,多奸诈、狠毒,带给人们的是致命的伤害,“龙”形象的功能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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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成就英雄人物外,也因跨文化交际产生的文化误差,被部分人偷梁换柱

制造“中国威胁论”等来诋毁中国形象,对中国造成了文化伤害。 

4 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 

4.1文化起源不同 

从各地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来看,华夏文明诞生地以农耕为主,中国

人认为“龙”是通天的神兽,是天与地的沟通者,是农民耕地的“保护神”。

“龙”自古保护先民生活的风调雨顺,一直到封建社会保护统治者管理的

朝代长久治安,直到现代社会成为中国人的代名词,守护着世世代代的炎

黄子孙。 

西方文明起源于地中海地区的希腊文明,这里土地贫瘠,无法耕种,以

畜牧业为主,他们出于对力量的畏惧,而“龙”又是力量的象征,是生产中

捣乱的代表,人们必然将“龙”看作丑陋的怪物。希腊的地理位置多山临

海,祖先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因此航海活动频繁,除了会遇上蛇、蜥蜴

或者鳄鱼之类的凶猛兽类外,雨水也是航行中的一大威胁,与之相关的

“龙”就成为邪恶势力的总象征。 

4.2宗教信仰 

中国宗教是儒教、道教和佛教三教合一,这三种思想流派都体现了

“龙”的象征。在道教中,龙和农业生产过程中风雨有着直接关系,认为龙

掌管着天下雨水和和河流,古人有巫术求雨的习俗,而且每个季节都使用

不同颜色的“龙”,人们对“龙”的顶礼膜拜,使其渐渐从神兽转变成人格

化的龙王,并取代了雨师的地位成为了施雨的正统；另一种是以龙为中介

进行祭祖,与祖先的沟通并传达上天,借此实现天、地、人的和谐发展。佛

教经书中的龙王故事记载甚多,这些佛经在僧侣和文人阶层中广泛流传,

促进了佛教龙王形象向民间流传,而龙王大多是护卫佛法、大慈大悲的正

面形象。 

西方文化自然与基督教文化相关,因而“龙”完全意义上的邪恶、凶

残、狠毒、破坏力强等负面形象,严格意义上来讲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占

西方主导文化之时确立的,《圣经》将龙比作恶魔,诱惑亚当和夏娃偷食禁

果,它是上帝的对立面。 

4.3差异的影响 

综上各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中西词汇中“龙”是不等值的,不能简单

地把“龙”和“dragon”相提并论。西方为邪恶之龙,而中国为歌颂的龙,

这种文化的误读,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人自称为“龙的传人”,

而西方文化则以“龙”为恶,致使一部分西方友人们对中国产生了跨文化

交流过程中的刻板印象,认为中国人＝龙的传人＝恶毒、凶残,这样的误

读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在世界交流中的友好形象,严重的威

胁到外交国际关系,我们必要引起重视。因此笔者认为,双方应在交流中,

保证二者之间虽不同,却亦不可得对立的关系,中西应在平等的基础上

良性对话,求同存异,寻找 好的翻译方法,让二者对彼此的文化有个正

确的认知。 

5 总结 

如今,国际文化交流频繁,中西跨文化交流也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

期,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前提是尊重理解对方的文化蕴意。作为“龙的传人”,

我们不仅要明白“dragon”的含义,也要积极消除西方对“龙”的文化误

读。我认为,可以加强龙文化的交流,通过中国龙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协会

等机构,探讨龙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意义,提升西方的龙文化知识,促

进龙文化正确发展。同时,积极加强对西方龙文化的多方位传扬,可以在国

外举办的中国文化年、中国图书展 会等文化交流盛会中,借龙文化的优

秀影视、文学、音乐作品等,全面客观地传扬龙文化,让外国友人们体会龙

文化的欢乐可爱。 

21世纪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更为突出,具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一

直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龙文化蕴含的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更是我们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彰显,中国文化势必要

走向国际,那么确保我国文化的正确传播,我们有责任的跨文化中消除一

切不合理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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