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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维度理论视域下的《迷失东京》研究

刘 恒

( 云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迷失东京》是一部表现人生迷惘的电影。人生方向的迷失与个体所处的人生阶段密
切相关。像星途暗淡又逢迈入中年、大学毕业即步入婚姻殿堂这样重大的人生变化都会使个
体对人生道路产生迷茫。在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环境中，这种迷失感会愈发强烈。文章
旨在运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分析影片中所展现的文化差异及其对男女主人公所产生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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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Lost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LIU Heng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Lost in Translation is a movie about disorientation． Loss of direction in one' s life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stage of life at which he /she is． Such significant changes as undergoing bleak stardom beset
by middle age or getting married right after graduation are able to make one's life lacking in direction． The
sense of losing direction is felt much stronger when a person is in a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language cannot be understood by him /her．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he film and the impact they have on the two protagonists through Hofstede's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Key words: Lost in Translation; disorientation;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cultural differences

《迷失东京》( Lost in Translation) 是一部由索菲亚·科波拉执导，斯嘉丽·约翰逊、比尔·默瑞等主

演的喜剧爱情电影。在 2004 年第 76 届奥斯卡角逐中，《迷失东京》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提

名，斩获最佳原创剧本奖。该影片讲述了一个过气电影明星与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东京相遇、
相识到相知的情感故事。55 岁的鲍勃·哈里斯是一个美国电影明星，虽然时过境迁，不似往昔那般赫

赫有名，但是凭借依稀尚存的声望与名气，他受邀来到东京拍摄一部关于威士忌的商业广告。人到中

年，虽儿女双全，但是鲍勃的婚姻并不幸福美满。常为家庭琐事所扰，与妻子又缺乏真正的交流沟通，他

身心俱疲，生活激情消失殆尽，陷入“中年危机”。25 岁的夏洛特是一位毕业于耶鲁大学哲学系的高材

生，因为无事可做，遂陪伴出差的摄影师丈夫一同来到东京。丈夫忙于工作，时常疏忽了对妻子的爱与

呵护。夏洛特独守空房，孤单落寞之中不禁对自己的人生感到迷茫又惶恐。两个身处异乡的美国人，虽

然年龄悬殊，但是孤独与对人生的困惑促使了彼此的相遇及相识。后来，两人相知后，情愫渐起，慢慢发

展了一种友情之上、爱情未满的微妙关系。
吉尔特·霍夫斯泰德( Geert Hofstede) ( 1928-) 是荷兰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文化维度

理论( Cultural Dimensions Theory) 是霍夫斯泰德提出的一个用来衡量不同国家间文化差异的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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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组织: 心理软件的力量》(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中，霍夫斯泰德将文化

差异总结为六个维度: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

与短期导向、放纵与克制。文化维度理论自创建以来在跨文化交际领域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因为它

不仅揭示了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而且为处理文化冲突提供了有效的准则。本文将侧重于电影中二

十一世纪初的日本与美国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放纵与克制四个维

度中所展现的文化差异。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霍夫斯泰德认为集体主义( Collectivism) 是指“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紧密的群体当中，这个

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该集体的绝对忠诚。”［1］81 另一方面，他将个人主义( Individu-
alism) 定义为“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 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1］80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在不同的国家与社会，个体对集体所持的不同态度。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要求个

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集体利益。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体必须为了

集体舍弃个人利益来保全集体利益。个体需要履行对所属集体的道德义务，并且保持对集体忠贞不渝

的情感。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个体的集体意识比较淡薄，考虑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追求个人利益

的最大化。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个体往往会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2］2 这一

维度用个人主义指数( Individualism Index) 衡量，指数值越小，社会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 指数值越大，社

会个人主义倾向越显著。霍夫斯泰德对 76 个国家与地区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的指数值为 46，排名第

36 位; 美国的指数值则为 91，排名第 1 位。因此，日本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 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
终身雇佣制和集体主义是现代日本企业文化的典型特征。［3］1 对大多数日本白领来说，从一而终是

他们职业生涯的必然选择。辞职向来是他们走投无路时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频繁跳槽的职员会

被企业家视作不值得信赖的人。因此，员工对企业有着极高的忠诚度，对企业的利益也万分重视。在企

业对员工的评价体系中，忠诚度所占的权重往往高于个人能力和合作意识。即使身处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的二十一世纪，日本人仍然保持商务会面时互换名片的传统。名片不仅是个体身份的展现，更是个体

所属集体的呈现。美国自建国以来深受卢梭( Ｒousseau) 及孟德斯鸠( Montesquieu) 等思想先驱的影响，

奉行自由民主的社会精神和法律精神。美国企业文化更是奠定在《社会契约论》( The Social Contract)
所推崇的契约关系之上。所以，员工与企业具有契约上的雇佣关系，但是员工选择的余地较多，相对更

为自由，企业则更加看中员工的个人能力和办事效率。
鲍勃一到达下榻的豪华酒店就受到一群笑容满面的日本职员的热情接待。他们纷纷赠送鲍勃自己

精心准备的礼物，并且用双手递给他自己的名片。口译员川崎在一旁不断地为鲍勃介绍，“这位是三得

利的森先生，这位是……”为了表示尊重及感谢，鲍勃欣然接受了所有的礼物和名片，并且称这种接待

方式“简捷又贴心，很是日本风格。”然而，鲍勃却两手空空，甚至连名片也没准备，这与日本的商务礼节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次去摄影棚拍摄广告，这五位三得利职员都会现身酒店陪同鲍勃去录制现场。
虽然这种多名职员集体接送鲍勃的方式能显示出三得利公司对他的重视程度，但是他逐渐感到厌倦与

疲乏，因为这让他失去了清静与私人空间。有一次，刚出电梯门，鲍勃看见川崎一行五人在大厅等他，在

他们没察觉的情形之下，他赶紧从大厅一侧悄悄溜走。后来，在大厅与夏洛特道别时，鲍勃更是将他们

五人称作“保镖”。鲍勃似乎竭力想挣脱他们对他个人自由的束缚，寻觅一片清净的乐土。在认识夏洛

特之前，鲍勃觉得此次东京之行是一次极其糟糕的人生体验，一心想着早点结束拍摄离开日本。对于日

本著名主持人的诚挚邀请，鲍勃也再三拒绝。对日本人，他婉言谢绝，称自己已有预约; 对经纪人，他则

直言自己只想尽快离开东京。后来，鲍勃对夏洛特产生了特别的感情，为了能与她共度美好的时光，为

了能留存更多珍贵甜蜜的回忆，他又答应参加那个被自己反复拒绝的脱口秀节目。

二、高权力距离与低权力距离

霍夫斯泰德将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定义为“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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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1］49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盛行集中的权威以及家长式的独行专断的

权力关系。换句话说，在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或情感距离，但是大众对掌权者有

着很高程度的依赖。下属往往乐意接受自己低级别的职位，并且不会直接要求和反驳上司。专断的领

导作风致使上司享有无上的权威，下属无法参与决策过程。在低权力距离文化中，情感距离相对较小，

人们对权力的期待与对权力的接受之间的关系更为接近。大众与掌权者相互依赖，权力分配不均的情

况也较少，权力分散、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普遍存在。［4］20这也意味着上司和下属不会格外在意身份地位，

决策责任的分配也较为广泛。因此，“门户开放”政策备受推崇。上司广开言路，愿意倾听下属的意见，

而下属也直抒胸臆，勇于挑战上司的权威。这一维度用权力距离指数( Power Distance Index) 衡量，指数

值越大，高权力距离文化特征越明显; 指数值越小，低权力距离文化特征越显著。霍夫斯泰德对 76 个国

家与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日本的指数值为 54，排名第 50 名; 美国的指数值为 40，排名第 61 名。因此，

在文化权力距离层面，日本文化略高于美国文化。
日本的封建社会绵延漫长，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尽管近代以来，日本社会受到了西方现代文明

的洗礼与自由民主思潮的冲击，旧时代鲜明的阶级体制土崩瓦解，但是等级观念作为一种顽固的社会意

识形态早已深深印刻在日本民族性格上，永世长存，难以磨灭。等级差异在日本企业中反映得尤为明

显，高层人士独享威严的权力和崇高的尊敬，员工安守本分、唯命是听、尽职尽责。美国是一个没有经历

封建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所以它没有日本社会那样严密的等级体系。不管贫穷富贵，任

何人均享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并且机会平等。［5］30 因此，公司领导诚然举足轻重、威望素著，但员工并不

只对其卖命，而是对自身及企业负责任［6］21。
在摄影室里，导演在拍摄前用日语声色俱厉地指导鲍勃，“充满感情的，慢慢的，看着镜头，好像遇

见你的老朋友，说台词……”但是川崎却只用英语对鲍勃说，“他要你转过身看着镜头，懂了吗?”导演明

明述说了详尽的步骤及要求，却在口译员口中一言带过。语言障碍，加之细节在翻译中的遗失，让鲍勃

感到茫然若失。因为不明了导演的意图，鲍勃只能凭着感觉自由发挥。而一旦鲍勃的表演未达到期待

或出错，导演就剑拔弩张地走到他的面前，像“老师训诫学生一样”大嗓门地用日语告诉他该怎么做。
导演盛气凌人的语气及粗鲁夸张的动作表情让鲍勃局促不安，迷茫忐忑，甚至些许愤怒。相形之下，三

得利职员们总是对鲍勃客客气气，前呼后拥，把他视为“超级明星”。然而，他们的殷勤又让鲍勃觉得自

己的私人空间仿佛受到了侵犯。另一方面，鲍勃的经纪人很想让他参加日本名嘴的脱口秀节目，因为主

办方给出了极高的出场费。鲍勃强烈表示自己没有心情参加节目只想快点离开东京，经纪人听此也只

用商量的口吻态度温和地劝说他。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没有利益的纠葛，与夏洛特的交往使鲍勃感到特

别轻松愉快。游离在一个陌生的国度，说着相同的语言，沐浴着同样的文化环境，均有着深夜难眠的苦

恼，面对人生踌躇不前，两人似乎是前世就相识的知己。他们之间没有权力距离，夏洛特毫不在意鲍勃

的明星身份，鲍勃也不把夏洛特当孩子般看待。他们仿佛就是不同时代的“同龄人”，相互倾诉着自己

的烦恼，又为对方的人生道路指引方向。

三、克制与放纵

霍夫斯泰德认为放纵( Indulgence) 表示“在享受生活与寻求乐趣方面，人的基本需求与享乐欲望应

当给予充分的满足。”［1］206而克制( Ｒestraint) 则要求“需求和欲望的满足必须受到严格的社会准则的约

束。”［1］206在放纵型社会，人们趋向于释放他们的原欲和本性，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在欲望的驱

使下加之社会对任自放纵的允许度较大，人们会肆无忌惮地纵情于欢乐与自我陶醉之中。在性格与态

度上，他们外向热情、感情外露、渴望自由。［7］50 在克制型社会，人们倾向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由

于受限于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人们对欲望的满足会加以限制。无论是在精神层面还是在

身体层面，人们都克己守礼，不越雷池一步。在性格与态度上，他们含蓄冷静、内向沉稳、尊崇秩序。这

一维度用放纵 /克制指数( Indulgence Versus Ｒestraint Index) 来衡量，指数值越小，社会更倾向于克制; 指

数值越大，则社会更偏向于放纵。在霍夫斯泰德对 96 个国家与地区的调查研究中，日本的指数值为 42，

排名第 51 位; 美国的指数值为 68，排名第 17 位。很显然，相对于克制性明显的日本，美国更倾向于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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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开国门接受西方文明之前，深受佛教和儒教熏陶的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克制型国家，同时也是一

个高度注重自我修养的国家。国土狭窄，资源匮乏，对效率与质量的极致追求促使日本人对所从事的工

作精益求精。高度重视结果的人文环境在日本企业中催生了独特的“加班文化”。［8］32 奔波劳累于工作

与家庭，日本人在享受生活乐趣方面往往更显克制。美国是一个未受清规戒律束缚的国度，强调人性的

解放，尊重公民对欲望的诉求。在轻松散漫的文化氛围的驱使之下，人们奋不顾身地踏上享受生活与寻

求刺激的人生旅途。
为了不让鲍勃在漫漫长夜里感到孤单寂寞，佳津先生特意叫了一位性感的“按摩女郎”到鲍勃的房

间服侍他。然而，由于“按摩女郎”蹩脚的英语发音，不断地把“撕”丝袜说成“舔”丝袜，让鲍勃困惑不

已，兴致索然。这带有异域风情的“特殊服务”在鲍勃的眼中变成一场荒诞可笑的个人秀。鲍勃与为忙

于工作的丈夫所冷落的夏洛特在酒店邂逅，两颗需要理解、释放与呵护的孤寂的心悄然靠近。夏洛特寻

问鲍勃在这玩得开心与否，鲍勃对夏洛特戏谑地说道，“我在策划越狱。正在寻找一个同谋。首先我们

要逃离这个酒吧，接着这栋酒店，然后这座城市，再然后这个国家。你要加入吗?”夏洛特满口答应，“把

我算上。”随后，鲍勃和夏洛特就开始这场“逃亡”之旅，夏洛特带着鲍勃体验纯粹的夜东京。他们来到

人群涌动的喧嚣的酒吧，跟朋友们一起把酒言欢，畅所欲言。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杀”，奔跑在幽暗的

巷道，穿越光怪陆离的游戏厅。然后，大家又集结在朋友的公寓里纵情欢乐，无拘无束地跳舞，放声高

歌。当两人回到酒店房间，已接近凌晨四点。后来，鲍勃和夏洛特被朋友们叫到一家日本舞厅，因为对

跳舞者的表演感到尴尬和局促不安，他们又开始了“逃离”。两人飞奔在熙熙攘攘的大道上，享受着由

此而来的快乐与刺激。在影片中，除了夏洛特的朋友们以外的日本人均显现着克制的特质: 电梯里表情

呆滞的公司职员，街道上面若死灰的匆匆行人，摄影棚内一脸严肃的工作人员，游泳池里跟着游泳教练

做着滑稽笨拙的动作却不游泳的中年妇女，游戏厅里沉浸于机械游戏的成年人。在鲍勃和夏洛特看来，

礼貌、勤劳和自律的日本人完全丧失了乐趣与激情，在现代文明及快节奏的桎梏下过着单调乏味的

生活。

四、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

阳刚气质( Masculinity) 和阴柔气质( Femininity) 是指“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性别角色。”［1］123在阳刚

气质社会中，两性的情感性别角色差异显著且有明确的划分: 男人坚强自信，追求物质利益; 女人谦虚温

柔，关注生活质量。然而，在阴柔气质社会中，两性的情感性别角色互相重叠。这一维度用阳刚气质指

数( Masculinity Index) 衡量，阳刚气质指数值越小，社会阴柔气质越明显; 指数值越大，社会阳刚气质越

突出。在霍夫斯泰德对 76 个国家与地区的研究结果中，日本的指数值为 95，排名第 2 位; 美国的指数

值为 62，排名第 19 位。因此，日本是典型的阳刚气质型社会; 美国属于阴柔气质型社会。
受儒学影响至深的日本在二十一世纪仍是一个男权社会，男性大权在握，把持着国民政治经济命

脉，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则略显卑微。在日本政界与商界的高层，女性可谓寥若星辰。女性一旦结婚，

辞职照顾家庭，相夫教子被视作天经地义的道德传统。“女强人”在日本文化中是一个贬义词，勤俭持

家的贤内助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男主外，女主内”自古以来就是维持日本社会稳定和谐的金科玉

律。在职场，不论女性多么努力，多么优秀，和同等条件的男性相比，其受到重用的机会更显渺茫。在日

本公司，女性大多担任秘书、会计等事务性工作，研发、管理部门的岗位多是由男性担任。就算是在同一

个职位上，男性的薪酬也通常高于女性。绝大多数男性都把精力放在功名成就上，家庭日常琐事全然丢

给女性打理。［8］57因此，日本的男性与女性间存在着巨大的性别角色差异。和大男子主义特征明显的日

本不同，美国文化更大度包容。男性崇尚开拓和竞争，注重成就和实用，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实现自己的

人生梦想。与此同时，他们也十分重视家庭生活及与家人的陪伴。女性则格外看重成功的价值，非常务

实，精明强干，她们不仅会在生活与工作中独立，即使在爱情、婚姻当中，她们取悦男性，却永远不会依附

于男性［9］41。
在威士忌拍摄现场，除了川崎以外，几乎见不到女性的身影。导演、摄影师以及坐在一旁的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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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均是清一色的男性。在拍摄过程中，戴着一副墨镜的日本导演用铿锵有力，自信满满的声调指导鲍

勃，凛凛威风，气场十足。然而，口译员川崎不管是为鲍勃翻译还是与导演对话，都是用着温柔轻快的语

调。不用深究他们两人说话的内容及措辞，单从语气上，就可以看出诺大的区别。一方是气势汹汹，声

如洪钟; 另一方是谨小慎微，轻声细语。作为摄影棚里唯一一个不懂日语的人，鲍勃不仅困惑于导演滔

滔不息的话语，更恼怒于他那咄咄逼人的态度。在另一处拍摄场地，工作组人员也大都是男性，只有两

人是女性: 鲍勃的化妆师与负责酒水的职员。而影片中女性最集中的地方就是酒店内的一间插花艺术

室。日本妇女们在这里把从树木花草上截取的枝、叶、花朵插入花瓶，然后通过插花感受自然、生命的变

化，在创作美丽的作品和欣赏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审美。在酒店里漫步的夏洛特为此所吸引，还亲自体验

这种以提高精神境界修养为目的的生活方式。事业心强的鲍勃不是一个工作狂，反而是一个家庭观念

重的男人，家里的大事小事都需要他操持。即便鲍勃到了东京，家中的妻子也会发传真或打电话就家庭

事宜征求他的意见。可是爱情从婚姻中黯然退场，所有往日的激情消耗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琐碎的杂

事，这让他疲倦又厌倦。对他而言，此次东京之行是对枯燥生活的缓解，而与夏洛特的相遇更是迷茫人

生中一道绚丽的光景。

五、结语

《迷失东京》生动地描绘了两个美国人在东京的不期而遇。一位正处于青春迷惘期，另一位停滞于

中年困顿期，男女主人公在一个陌生的国度凭借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逐渐靠拢。日本文化与美国文化

迥然相异，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以及放纵与克制四个维度中存在巨

大的差别。日本的文化符号、现代元素、企业文化，传统礼节以及生活状态让男女主人公困惑不已，不禁

迷失在文化交融的漩涡之中。伴随着语言障碍，这种文化差别加剧了主人公们已有的迷茫。鲍勃怅然

若失，丧失了生活激情，为事业与家庭疲惫不堪; 夏洛特迷惘徘徊，充满了人生疑惑，找不到前进的方向。
然而，也正是这文化差别才使得两人的邂逅相遇注定无法避免。身处异乡的他们渴望理解、关怀与心灵

的沟通，也迫切希望在迷茫人生中寻觅到曙光。阅历深厚的鲍勃为夏洛特指引人生方向，年轻知性的夏

洛特则帮鲍勃重拾神采意气。短暂的相逢，两颗寂寥的心灵擦出了似爱情般的火花。然而，未待火花放

射出绚烂的光彩，两人就匆匆告别，结束了这场迷失在文化中的探索人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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