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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是一项关于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的质性研究 。 索马里是东

非第
一

＾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 两国保持着友好交往关系。 在索马里内战结束后 ，

一些

中国人来到索马里的和平地区投资和工作 。 然而 ， 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不

完善 ， 而且中国旅居者也不会说索马里语 。 另外 ， 索马里是穆斯林国家 ， 历史上以游

牧民族为主 ， 如今的索马里社会沿袭了游牧时期的许多文化习俗 ， 这些特征与以农业

为主且没有统
一

宗教认同的中国有很大差异 。 因此 ， 中国旅居者如何在索马里长期生

活和工作是
一

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本研究通过对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的 ４ 家中资企

业进行的参与式观察 ， 结合相关研究 ， 设计了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 然后 ， 通过滚雪球

的方法在索马里境内寻找到 １ １ 位符合要求的访谈对象 ， 并进行了１ 到 ２ ． ５ 小时的深

度访谈。 使用 Ｂ ｒａｕｎ 和 Ｃ ｌａｒｋｅ 六步主题分析法对访谈数据进行了分析整理 ， 得出了

１ １ 个主题 ， 包括 ： 行前认知 、 动机期望、 亲友支持 、 信息查询、 在索认知 、 消极情绪 、

自我评价 、 遭遇困难、 应对方式、 社会主动参与 、 媒介使用 。 然后将传播形式和传播

活动发生的社会环境作为两个变量 ， 本研究把 １ １ 个主题分成了６ 个维度 ， 即原社会

的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 ＇大众媒介传播 ， 东道社会的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

传播 。 最终形成了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跨文化适应过程的整体框架模型 。

本文探讨了在索马里的中国旅居者在人内传播层面、 人际传播层面和大众媒介传

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在人内传播层面 ， 跨文化适应主要表现在心理层面 ， 如认

知 、 动机期望、 情绪和自我评价等方面 。 Ｐｉｔ着时间的推移 ， 中国旅居者对索马里的认

知逐渐丰富 ， 但个人偏见仍难以避免 。 动机期望会对跨文化适应产生心理影响 ， 而跨

文化适应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压力也会影响最初的动机期望 ， 使其调整或改变。 负面情

绪的多次产生和消解意味着个体适应新环境的动态平衡 。 此外 ， 适应主体的自我评价

可能与其在具体环境中的行为表现不
一

致 ， 即更注重自我内心的平衡 ， 而不是与东道

社会的融合 。 在人际传播层面 ， 跨文化适应情况主要体现在与当地社会的直接互动上 。

在索马里社会中 ， 中国旅居者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 如饮食问题、 被索贿问题以

及宗教层面的影响 。 在应对困难和挑战时 ， 中国旅居者主要通过自我调节来减少心理

压力 。 此外 ， 在公共场合 ， 中国旅居者选择遵循当地习俗 ， 而在私人空间则保留原社

会的生活习惯 ， 并通过形成中国人社区来减轻适应东道社会带来的压力 。 在大众媒介

传播层面 ， 跨文化适应情况体现在媒介使用的主动选择和东道社会的大众传播能力上 。

然而 ， 索马里相关信息在互联网上匮乏 ， 当地的大众媒介主要以索马里语为主 ， 这对

于中国旅居者了解当地信息造成了障碍 。 另
一

方面 ， 中国旅居者的动机期望和兴趣也

不同 ， 对索马里信息的关注程度有很大差异 。 总的来说 ， 跨文化适应是主体与东道国
ｉｖ



社会达到并保持动态平衡的过程 ， 而不是单纯的同化 。 这种平衡状态可能会被特定的

困难或挑战所破坏 ， 但有效的应对方式可以达成新的平衡 。

本研究调查了在索中国旅居者的生活状态 ， 并通过访谈了解他们与当地人交流时

的感受 ， 从而呈现出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社会中的跨文化适应全貌 。 该研究为个体更

好地适应当地提供了可行建议 ，
也为寻求与索马里合作的企业提供了参考 。 从国家层

面来看 ， 中索两国人民之间的融洽相处能够增进相互理解 ，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 此外 ，

该研究也为跨文化适应领域提供了新的实证研究案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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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章 绪论

＂

社会流动
＂

对人类而言是
一

种极其普遍的现象 。 我们所熟知的诗句
＂

独在异乡

为异客 ， 每逢佳节倍思亲
＂

、

＂

举头望明月 ， 低头思故乡
〃

表达了远在异乡的游子思念

故乡之情 。 当个体在异文化社会中生活或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体交流时 ， 往往会产生

疏离感 ， 这时跨文化传播就开始了 。 古人所表达的思念故乡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个体

生发的情绪之一 。 跨文化主体在与东道社会交流时 ， 容易对新事物感到好奇 ， 同时也

容易对不熟悉的气候环境、 风俗习惯 、 潜规则产生焦虑和压力 ， 因此必须面对
＂

如何

适应
＂

的问题 。 在全球化时代 ， 人类
＂

流动
＂

的频率和范围都大大增加 。 许多中国人

选择前往其他国家工作 、 生活、 学习甚至移民定居 。 根据 《华侨华人蓝皮书 ： 华侨华

人研究报告 （
２ ０２ ０

） 》 ， 截止 ２ ０２ ０ 年 ， 全世界约有近 ６０００ 万华侨华人 。 对于在不同文

化社会中生活的个体而言 ， 文化适应力越强 ， 自身发展的阻碍就越小 。 反之 ， 文化适

应力差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或导致心理疾病 。 因此 ， 跨文化适应是
一

个具有现实意义

的话题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非洲的新华侨华人所占比重增长最快 （徐薇 ，

２０ １ ４
） 。 李安山 （

２０ １ ７ ａ
）

在对非华人数量进行了估计和预测 ， 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 ， 非洲华人的增

长成为
一

种常态 ， 分别在 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 、 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经历了三次高潮 。

未来在外交政策的支持下 ， 中非政府间和民间的经济交往以及文化交流活动会保持增

长态势 ， 因此非洲华侨华人的数量仍会持续增加 （李安山 ，

２ ０ １ ６
） 。

笔者于 ２ ０２ １ 年 １ ０ 月至 ２ ０２２ 年 ８ 月在索马里西北地区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学

习期间 ， 发现
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投资办厂 ， 并雇佣中国人、 当地人以及周边国家人员

工作 。 其中 ， 中国人大多是合伙人或管理人员 ， 当地人以及周边国家人员多从事基层

工作 ， 如工人＇ 保姆、 保安等 。 这些中国人有
一

个共同点 ， 即在索马里的动机多以工

作为主 ， 而非移民生活 。 陈慧等人 （
２０ １ ３

） 总结 ， 跨文化研究者认为该领域的研究对

象基本可分为两类 ，

一类是长期居留在某个社会文化中的非本文化群体的个体 ， 如移

民和难民 ； 另
一

类是短期居留在某
一

社会文化中的非本文化群体中的个体 ， 被称为
＂

旅

居者 （
ｓｑｊ

ｏｕｍｅｒ
）

＂

，
主要包括商业人士 、 留学生＇专业技术人员 、 传教士、 军事人员、

夕 卜交人员和旅行者等 。 因此 ， 本文使用
＂

中国旅居者
＂

作为研究对象 。 在索马里的中

国旅居者总数不多 ， 根据笔者前期在当地的了解与询问 ，

２ ０２２ 年前后 ， 中国旅居者的

数量约为 １ ００ 人 。 他们大多在当地投资办厂、 做生意或在中国企业工作 ， 极个别人在

国际涵只做志愿者 。 将
＂

中国旅居者
〃

作为研究又！＾需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 中国疆

１



域辽阔 ， 各地风俗习惯不尽相同 ， 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之间的区别或许和中国与索马

里社会文化的区别不相上下 。 但这
一

问题可以从索马里的中国旅居者实际来源地来分

析 。 中国的沿海省份 ， 尤其是广东、 浙江和福建 ， 几个世纪以来
一

直是移民输出的集

中地 ， 这些省份如今依然是中国人移民非洲的主要输出地 （周海金 ，

２０ １ ４
） 。 这

一

信

息与笔者在哈尔格萨了解到的情况相似 ， 多数中国人都来自福建、 上海等沿海地区 ，

此外 ， 也有
一些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前往索马里发展。 在分析时 ， 本研究会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具体讨论 。 在进行不同文化比较时 ， 不会以
＂

中国文化
＂

作为单位 ， 而是具体

到不同省份地区 ， 如闽南文化 、 川渝文化。 此外 ， 本文中出现的
＂

在索中国人
＂

实质

是指旅居者 ， 而非移民 ， 为避免歧义 ， 特此说明 。 索马里位于东非之角 ， 东濒印度洋 ，

北邻亚丁湾 ， 西接埃塞俄比亚 ， 西北角连接吉布提 ， 是非洲的东北门 ， 拥有非洲最长

海岸线约 ３ ３ ００ 公里 。 索马里与中国有着自
〃

郑和
＂

时代以来的友好交往关系 ， 是东

非第
一

＾同中国建交的国家 。
２０２ １ 年中国驻索马里大使费胜朝在 《人民日报 》 、 《中国

曰报 》 （英文版 ） 以及索马里国家新闻通讯社 （英文及索文版 ） 刊发了署名文章 ， 提

到索马里的骆驼、 香蕉 、 渔业以及矿产资源丰富 ， 中索互利合作潜力巨大 。 索马里局

部地区的稳定发展 ， 吸引了
一些中国人投资办厂或工作 。 相较于其他非洲大国如坦桑

尼亚、 尼日利亚 ， 中国人在索马里的数量并不多 ，
主要分布在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

以及邦特兰首府加洛韦等城市 。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因周边地区仍画防着恐怖组ｔＲ索

马里青年党的袭击问题 ， 中国驻索使馆不建议中国人在该区域活动 。 因此 ， 除政府工

作人员外 ， 没有其他中国人在当地生活 。 笔者前期在哈尔格萨市观察发现 ， 当地基础

设施和医疗卫生条件不完善 ， 当地的中国旅居者也不会索马里语 。 同时 ， 索马里是以

游牧民族为主的穆斯林国家 ， 风俗习惯与以农业为主且没有统
一宗教信仰的中国有很

大区别 。 此外 ， 索马里的政治局势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在索中国人的生活 ， 因此本文

认为有必要对索马里和索马里兰地区的复杂政治关系进行简要说明 。

索马里 ， 全称是索马里联邦共和国 ，

１ ９ ６０ 年从意大利和英国独立。 但实际情况较

为复杂 ， 尤其是西北部地区索马里兰州于 １ ９ ９ １ 年 ５ 月 １ ８ 日在索马里内战中 ，
宣布独

立为索马里兰共和国 。 但多数国家仍然将索马里兰视为索马里的联邦成员州之
一

。 鉴

于索马里的复杂政治局势 ， 有必要在此对本研究中的索马里范围和情况进行说明 。

索马里民族被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描述为非洲文化最单一的民族群体 ， 他们长期

居住在东非之角 （
Ｈ ｏｒｎ ｏｆＡ ｆｎｃａ

） 索马里半岛上 。 从 ７ 世纪开始 ， 该地区出现了伊斯

兰教的传教活动 ， 到 １ ４ 世纪
， 整个索马里地区都信奉伊斯兰教 ， 大多数人为逊尼派 。

至今整个索马里地区都是传统的穆斯林社会 。
１ ９ 世纪后期 ， 索马里地区的多个苏丹

国被意大利 、 英国和阿比西尼亚殖民 。 欧洲殖民者将索马里地区的部落领土合并为两

个殖民地 ， 分别是意属索马里兰和英属索马里兰保护国 。
１ ９ ６０ 年 ， 英属索马里兰和意

２



属索马里兰相继独立 ， 并合并成立了独立的索马里共和国 。 在度过了短暂了迅速发展

期后 ，

１ ９ ９ １ 年 ， 西亚徳 ？巴雷政权倒台 ， 索马里进入内战阶段 ， 原属英国保护区的索

马里兰地区宣布独立 ， 至今
＿

直是实质独立 ， 但未被国际社会承认的状态 。

Ｉ ９ ６０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统
一

后的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建交 。 索马里成为最早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东非国家 。 建交后双边外交关系持续平稳发展。 但 １ ９ ９ １ 年索

马里内战爆发 ， 中国驻索大使馆同年 １ 月撤离回国 。 使馆事务改由中国驻肯尼亚大使

馆办理 。
２０ １ ４ 年 ， 索马里局势好转 ，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安全评估后重开驻地大使

馆 。

目前在索马里兰地区的中国人数量占比最多 ， 他们在面对自然环境 、 宗教习俗 、

语言等带来的挑战时 ，
还可能遇到上述政治层面上的影响 。 笔者在哈尔格萨学习时 ，

时常被当地人问是否来自台湾 ， 其余中国人也有相似经历 。 本研究认为国家间的关系

对于个体的影响不可忽视 ， 因此在访谈过程中会询问参与者相关问题。

此外 ， 对于生活在索马里兰境内的中国旅居者而言 ， 中国使馆驻地在索马里联邦

共和国首都摩加迪沙 ， 为保证和索马里兰境内的中国人联络 ， 为其提供所需帮助 ， 使

馆联合哈尔格萨中国企业家创办了中国商会 。 这也是其他与中国建交国家中的华人很

难遇至啲问题 ， 具有极强的特殊性 。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 ， 在索中国旅居者如何在当地长期生活工作是
一

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 本文中的索马里是指索马里联邦共和国全域 ， 包含了北部实质独立的索马里兰 。

在进行跨文化适应讨论时 ， 会对索马里兰的特殊情况进行区分 。 本研究通过观察在索

中国旅居者的生活状态 ， 访问在索中国旅居者与当地人交流的感受 ， 呈现中国旅居者

在索马里社会中的跨文化适应全貌 ， 对个体更好适应当地提供了可行建议 ， 也对未来

与索合作的企业提供经验参考 。 从国家层面来看 ， 在索中国旅居者与当地人的融洽相

处 ， 能够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 ， 巩固两国友好关系 。 此外 ， 本研究对于跨文化适应领

域提供了新的实证研究案例 。

本文共包含五章内容 ：

第
一

章绪论 。 本章介绍了研究背景 、 研究问题来源以及研究意义 。

第二章文献综述 。 本章梳理了跨文化适应的内涵 ， 对本研究中的跨文化适应进行

概念界定 ； 回顾了跨文化适应的经典研究成果 ， 评述国内外相关文献 ， 发掘已有研究

的不足和本文切入的研究方向 ； 阐明理论框架 ， 提出研究问题 。

第三章研究方法 。 本章介绍了参与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 ； 介绍了研究对象选取以

及研究过程 ； 介绍了数据分析方法 ， 并分析了数据的信鹏 。

第四章研究发现与讨论 。 本章介绍了研究发现 ， 并基于研究发现讨论了中国旅居



者在索马里社会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本研究通过主题分析法得出了１ １ 个核心主题 ，

即行前认知 、 动棚望 、 亲友支持 、 信息查询、 在索认知＇ 消极情绪 、 自我评价 ＇ 遭

遇困难 、 应对方式、 社会主动参与、 媒介使用 ， 然后以传播形式和传播活动发生的社

会环境为两个变量 ， 将 １ １ 个主题分成了６ 个维度 ， 包括原社会和东道社会的人内传

播 、 原社会和东道社会的人际传播 、 原社会和东道社会的大众媒介传播 ， 构建了中国

旅居者在索马里社会中跨文化适应的分析框架 。

第五章结论。 本章总结了研究发现、 研究价值以及研究贡献 ， 同时反思了研究不

足 ， 思考了进
一

步研究的可能性 。

第２章 文献综述

２ ． １ ． 跨文化适应的内涵

对跨文化适应的关注可追溯到柏拉图时期 。 公元前 ４ 世纪 ， 柏拉图在 《法律篇 》

（
ＺｍＷ

） 中提到了人类旅行和模仿陌生人的倾向 。 第
一

个提出文化适应的是 Ｊｏｈｎ

Ｗｅ ｓ ｌ ｅｙＰｏｗｅ ｌ ｌ ， 他在／＂＂
’

ｏ ｔ／ｗｃＯ ｚｔｏ ｆ／ｚ ｅ办〇／ｉａｎｇ Ｍｆｌｇａｓ

■

中 使 用 了

“

Ａ ｃ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ｔ ｉ ｏｎ
”

。
Ｐｏｗｅ ｌ ｌ 在种族主义视角下 ， 将 Ａ ｃ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ｔ ｉ ｏｎ 定义为劣等文化的个体

模仿先进文化的行为所导致的巨大心理变化 ， 充满了殖民主义色彩。 到 １ ９ ３ ６ 年 ， 美

国人类学家 Ｒｏｂ ｅｒｔＲ ｅｄｆｉｅ ｌｄ
、
Ｒａ ｌｆ Ｌ ｉｎｔｏｎ 等人合著的 《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 》 中以平

等的视角定义
＂

跨文化适应＇ 即
＂

由个体组成 ， 并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 ，

发生持续的 、 直接的文化接触 ， 导致
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

＂

（
Ｒ ．

Ｒｅｄｆｉｅ ｌｄｅｔａ ｌ ．

，

１ ９ ３ ６
） ， 成为学界广泛使用的经典概念。

除了传播学外 ， 跨文化适应受到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 ， 如人类学和社会学 。 人类

学家致力于探究群体在跨文化接触中 ， 为适应新环境而发生的改变 。 社会学家关注不

同族群在文化适应中如何进行社会整合 。 随后 ， 对 体文化适应的关注逐渐向个体转

变 ，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受到心理学和传播学的重视。 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心理状态和

文化适应之间的相互作用 ， 并且对于个体在适应过程中的行为 、 认知 、 态度的变化给

予了重视 。 传播学家则认为传播行为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有着核心作用 ， 并希望挖掘

传播这
一

因素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 。 多学科 、 多角度的研究
一

方面使该领域成果丰富 ，

但另
一

方面 ， 也使该领域至雜乏总结式的理论成果 ， 导致跨文化适应在概念界定上

充满了复杂性 。 因此 ， 本研究对跨文化适应的涵义进行了界定 。

４



常用的跨文化适应术语有
＂

Ａ ｃｃｕ ｌｔｕｒａｔ ｉ ｏｎ

＂

 ，
＂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
＂

Ａ ｄ
ｊ
ｕｓ ｔｍ ｅｎｔ

＂

以及
＂

Ａ ｄａｐｔａ ｔ ｉｏｎ

＂

。
Ａ ｃ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ｔ ｉ ｏｎ 最初是人类学家提出的名词 ， 中文翻译为

＂

文化涵化
＂

，

侧重文化群体长期适应情况。
Ａ ｓ ｓｍｉ ｉ ｌ ａｔ ｉ ｏｎ 是

＂

同化
＂

的意思 。 起初被学者认为和

Ａ ｃ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ｔ ｉ ｏｎ 同义 。 因为在他们看来 ， 涵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同化 。 将跨文化适应过程

看作文化同化过程的学者代表是美国社会学家 Ｇｏ ｒｄｏｎ
， 他认为 （

１ ９ ６４
） 文化适应就

是移民被东道国主流文化同化的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文化适应 （
Ａ ｃ ｃｕ ｌ ｔｕ ｒａ ｔ ｉ ｏｎ

） 是

同化的第
一

个阶段 ， 即文化同化 ， 在这个阶段移民群体会逐渐接受东道国的语言 、 服

饰 、 习俗以及价值观等文化特征。 然后 ， 移民群体会逐步经历结构性同化 （
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 ｌ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 联姻性同化 （
Ｍａｒｉ ｔａ ｌ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 身份认同 同化 （
Ｉ ｄｅｎ ｔ ｉ ｆｉ ｃ ａ ｔ ｉ ｏｎ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 态度接受性同化 （

Ａｔｔ ｉｔｕｄｅＲｅ ｃ ｅｐ ｔ ｉｏｎ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ａ ｔ ｉ ｏｎ
） 、 彳了为接受性同化

（
Ｂ ｅｈ ａｖｉｏｒ Ｒ ｅｃ ｅｐ

ｔ ｉ ｏｎ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ａｔ ｉ ｏｎ
） 以及公民性同化 （

Ｃ ｉｖ ｉ ｃ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ｔ ｉｏｎ
） ， 最终成为主

流社会的
一

份子 。 戈登的同化七阶段论是
一

种线性的文化适应过程 ， 他忽略了文化适

应主体的主动性 ， 包括其自身所有的文化背景 ， 性格特征 ， 以及与东道国的互动方式 。

在后来的跨文化适应策略研究中 ， 同化被认为是跨文化适应策略的
一

种 （
Ｂ ｅｒｒｙ ，１ ９ ９ ７

） ，

其余还有整合 、 边缘化和分离 。如今 ， 虽然仍有学者认可同化是文化适应的最后
一

步 ，

但多数人已经将同化和文化适应区分开来 。
Ａ ｄ

ｊ
ｕ ｓ ｔｍ ｅｎｔ 在心理学家 Ｗａｒｄ（

１ ９９ １
） 眼

中 ， 是文化群体与东道社会直接接触的过程中产生的后果 ， 侧重个体情感上的满意度

以及社会文化和行为上的调整 。
Ａｄａｐ ｔａ ｔ ｉ ｏｎ 出现在传播学者 Ｋ ｉｍ Ｙ． Ｙ．的研究中 。 她认

为 Ａｄａｐ ｔａ ｔ ｉｏｎ 是在
一

种文化中 ，
已经完成了初级社会化过程的个体 ， 在

一

种新的不熟

悉的文化中直接接触他文化 。 她强调的文化适应是再社会化 。 她根据进入新文化的人

（
ｎｅｗｃ ｏｍｅｒｓ

） 的特征对跨文化适应进行了分类 ，认为长期适应者多为移民或者难民 ，

短期适应者
一

般为旅居者 。 短期旅居者在东道国的时间从 ６ 个月到 ５ 年不等 ， 他们最

终会选择离开东道国 ， 回到 自 己的家乡 。

本研究旨在了解在索中国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这些人大多是到索马里创业

或工作而非定居 ， 并且在去索马里之前 ， 这些人都已经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完成了社会

化 。 本研究中的跨文化适应与学者 Ｋｉｍ Ｙ． Ｙ．提出的跨文化适应内涵接近 ， 因此使用她

提出的术语Ｃｒｏ ｓ ｓ
－

ｃｕｌｔｕｒａ 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 ｉ ｏｎ 。

此外 ， 文中还使用了
＂

融入
＂
一

词 ， 为避免歧义 ， 在此对
＂

适应
＂

和
＂

融入
〃

进

行区分 。 本文认为
＂

适应
＂

与否是跨文化个体从主观层面对自身在东道社会的生活状

况进行的判断 。

＂

适应
＂

意味着主体主观层面认为在东道社会的生活处于平衡状态。

而
＂

融入
＂

则是从客观层面评价跨文化主体与东道社会的关系 ， 体现在生活方式 ＇ 思

维理念等多方面与东道社会达成协调 。 但
＂

融入
＂

并不意味着
＂

同化＇ 而是将原文

化与东道文化相融合 ， 既保有原文化认同 ， 又理解并运用东道文化 。

５



２ ．２ ．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

自上世纪 ３ ０ 年代起 ， 多个学科如社会学 ＇ 心理学 、 人类学等 ， 均在跨文化适应

研究方面产出了优秀的成果 。 但不同学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千差万别 ， 使这
一

领域的

成果各自发展 ， 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 。 因此 ， 本文认为有必要对跨文化适应的研

究内容进行雛 。 由于跨文化适应研究理论流派众多 ， 并且各成体系 ， 在綱的过程

中 ， 本文着重介绍与本研究有关或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献 。

２ ．２ ． １ ． 跨文化适应的阶段特征研究

很多学者认为跨文化适应是
一

个线性过程 ， 最终的结果则是跨文化主体适应新文

化环境的各方面 。
Ｌ
ｙｓｇａａ

ｒｄ（
１ ９ ５ ５

） 跟踪了２ ００ 余名去美国学习的挪威学者 ， 他总结

出在美国时间少于六个月的和多于十八个月的学者在跨文化适应方面均表现比较好 。

因此他认为旅居者大体上经历三个阶段 ， 即最初调整阶段 （
Ｉｎ ｉ ｔ ｉ ａ ｌ Ａｄ

ｊ
ｕ ｓ ｔｍ ｅｎ ｔ

） 、 危机

阶段 （
Ｃｒｉ ｓ ｉ ｓ

） 和恢复阶段 （
Ｒｅｇａ

ｉｎｅｄＡｄ
ｊ
ｕ ｓ ｔｍ ｅｎｔ

） 。 他以时间为横轴 ， 情绪的高低为

纵轴 ， 描述旅居者的适应状况 ， 建立了Ｕ 型曲线 。 Ｇｕ ｌ ｌ ａｈ ｏ ｒｎ 夫妇 （
１ ９ ６ ３

） 对 ４００ 名

旅法的美国留学生和 ５ ３ ００ 名受资助学者进行了跟踪研究 ， 在 Ｌｙｓｇａａｒｄ 的基础上提出

的 Ｗ 型曲线假说 ， 认为 Ｕ 型曲线描绘的是旅居者在异文化环境中的状态 ， 如果这些

人回到自己的文化环境中 ， 还会再经历
一

次相似的情绪变化 。

虽然 Ｕ 型曲线假说风靡
一

时 ， 但随后的研究对这
一

假说提出质疑 。
Ｗａｒｄ 等人

（
１ ９ ９ ８

） 对 ３ ５ 名在新加坡留学的 曰本学生进行了追踪研究 。 分别以抵达目的地后的

．

２４ 小时内 、
４ 个月后、

６ 个月后、
１ ２ 个月后为时间节点 ， 对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

理适应进行了研究 。 结果显示 ， 无论是心理层面还是社会文化层面的测量都没有与 Ｕ

型曲线吻合 。
３ ５ 名 日本留学生的抑郁程度在第 １ 个月的时候最高 ，

Ｗａｒｄ 等人对此解

释因为跨文化适应的初期 ， 主体的生活变化最大 ， 适应的压力最大 ， 因此适应水平最

差。 李加莉 （
２０ １ ５

） 对武汉高校的印度留学生适应状况进行了研究 ， 结果显示他们的

心理文化适应模式不符合 Ｕ 型曲线假说 ， 而是经历了从沮丧到调整 ， 再到适应的过

程 。 在随后的访谈中发现 ， 印度大学中有对新生恶整的文化传统 ， 印度高年级学生把

这个习惯带到了中国 ， 并施加在印度留学新生身上 。 对于新生而言 ， 远离祖国家乡的

同时 ， 还要面对同胞的欺负 ， 加上自然环境的不适应 ， 他们在心理上并没有表现出
＂

蜜

月期
＂

， 因此李加莉认为不同群体的心理适应曲线与其群体文化特色有直接关系 。

而基于 Ｕ 型曲线假说提出的 Ｗ 型曲线假说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质疑 。 Ｓｕｓ ｓｍａｎ

６



（
２ ０ ０ １

） 认为 Ｗ 型曲线假说的假设 ， 即跨文化主体从异文化环境中回到原文化环境

中会经历相同的适应过程 ， 这是没有 可根据的 。 他对 ４４ 位国外工作了４ 到 ６ 年的

美国管理人员进行了返回原文化社会适应情况的研究 。 研究发现返回前的准备情况、

自我文化认同与返回原文化社会有着紧密的关系 ， 对于准备最不充分和文化身份变化

最大的返回者而言 ， 适应的过程更加痛苦 ， 与 Ｗ 型曲线假说不符 。

Ｕ 型曲线假说盛行之时 ，

Ｏｂｅ ｒ
ｇ（

１ ９ ６０
） 提出了

“

文化休克
〃

（
Ｃｕ ｌ ｔｕｒｅＳ ｈｏ ｃｋ

） 理论 ，

其中 ， 新进入异文化社会的人会经历蜜月期 （
Ｈ ｏｎ ｅｙｍ ｏｏｎ

） 、 挫折和敌视期 （
Ｆｒｕ ｓ ｔｒａ ｔ ｉ ｏｎ

ａｎｄ ｈｏ ｓ ｔ ｉ ｌ ｅｓ ｔａｇ ｅ
） 、 调节期 （

Ａｄ
ｊ
ｕ ｓ ｔｍ ｅｎ ｔ ｓ ｔ ａｇｅ ） 和适应期 （

Ａｄａｐ ｔａ ｔ ｉ ｏｎｓ ｔａｇ ｅ
） 。 这四个阶

段与 Ｌｙ ｓ ｇａ— 的 Ｕ 型曲线假说相似 ， 都认为跨文化主体刚进入新环境时心理适应情

况是良好的 。 跨文化主体进入新环境后是否存在蜜月期成为了关注的话题 ， 何安娜

（
２ ０ １ ０

） 对 １ １ 个不同国家的 ２ ８ 名在华留学生分别在来华第
一堂课 ，

一

个月后 ， 两个

月后 ，
三个月后进行了测量 ， 发现他们在中国的前四个月 中 ， 跨文化适应状况是从低

到高 ， 逐渐改善的过程 ， 刚到中国时适应水平最低 ， 在之后的 ３ 个月 内有所改善 。 何

安娜认为在中国文化适应背景下 ，

Ｏｂ ｅｒ
ｇ 的文化休克理论中提到的蜜月 阶段的结论是

不恰当的 。
Ａｄ ｌ ｅ ｒ（

１ ９７ ５
） 提出的五阶段假说强调跨文化适应过程对个体产生的积极影

响 。 跨文化适应是主体发生了从低自我意识到高自我意识的变化 ， 分为接触期 、 非稳

态期 、 重组期 、 自主期和独立期五个阶段 （
Ａ ｌｄｅｒ

，１ ９７ ５
） 。 以上学者提出的模型理论

虽有区别 ，
但都将跨文化适应看作线性式的发展 ， 即使有学者 （

Ｋ ｉｍ Ｙ． Ｙ ．

，２ ００ １
） 认

为以线性模式描述跨文化适应简化了实际情况 ， 因此提出了螺旋式适应模型 ， 但＿

期的研究依然认为适应结果是趋于同化的 。 实际上跨文化适应结果有多种 ，

Ｂ ｏｎｒ ｉ ｓｈ 、

Ｍ ｏ ｉ ｓ ｅ 和 Ｐ ｅ ｒｒｅａｕ ｌ ｔ（
１ ９９７

） 提出的交互式跨文化适应模型中认为移民群体的跨文化适

应倾向包括融合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 ｉ ｏｎ

） 、 同化 （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 分离 （
Ｓ ｅ

ｇ
ｒｅ

ｇ
ａ ｔ ｉｏｎ

） 、 排斥 （
Ｅｘｃ ｌｕｓ ｉ ｏｎ

）

和个人主义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 ｌ ｉ ｓｍ

） 。 如果主体的跨文化适应倾向是分离或者排斥 ， 这意味着

跨文化适应结果可能是主体与东道社会的分离或者排斥 。

学者们积极寻找跨文化适应阶段普遍性解释框架 ， 但未能如愿 。 跨文化适应过程

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 ， 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分析 。 已有文献对跨文化适应过程的总结归

纳对本研究在访谈提纲设计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在设计过程中 ， 本研究考虑到了量

化研究的客观测量与研究对象主观感受之间的差异性 ， 因此在质性研究中 ， 关注访谈

对象主观层面的跨文化适应自我评价以及态度倾向 。

７



２ ．２ ．２ ． 跨文化适应的策略研究

ＪｏｈｎＷ ｉ ｄｄｕｐ
Ｂ ｅ ｒｒｙ 的跨文化适应策略理论认为 ， 不是所有个体都经历同样的跨

文化适应过程 ， 人们 ３｛寸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参与有着很大差异 ， 这些差异体现在适应策

略上 。
Ｂ ｅｒｒｙ 根据文化群体在

＂

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
＂

以及
＂

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
＂

这两个维度上的取向 ，
区分出四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 ： 整合 （

Ｉ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 ｏｎ
） ， 同化

（
Ａ ｓ ｓ ｉｍ ｉ ｌａ ｔ ｉ ｏｎ

） ， 分离 （
Ｓ ｅｐａｒａ ｔ ｉ ｏｎ

） 和边缘化 （
Ｍ ａｒｇ

ｉｎ ａ ｌ ｉ ｚａ ｔ ｉ ｏｎ
） 。 同时 ，

Ｂ ｅｒｒｙ 提到社

会对跨文化主体决策的影响 ，
主体通常使用同化策略应对社会的熔炉 （

Ｍ ｅ ｌ ｔ ｉｎ
ｇｐｏ ｔ

）

策略 ， 使用分离策略应对种族隔离 （
Ｓ ｅｇｒｅｇａ ｔ ｉｏｎ

） 政策 。 当主流社会开始排外

（
Ｅｘｃ ｌｕ ｓ ｉ ｏｎ

） ， 跨 文化主体
一

般会边缘化 ； 当 主流社会奉行多 元文化主 义

（
Ｍｕ ｌ ｔ 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 ｓｍ

） 时 ， 跨文化主体通常会以整合策略应对。

Ｂｕｒｙ 突出了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两个文化群体的互动特征 ， 并考虑了大环境对文

化群体的影响 ， 他的理论模型相对来说比较完整 ， 但他忽略了实际社会中的领域分层 、

权力结构等因素 。
Ｎａｖａｓ 等人 （

２００ ５
） 考察了西班牙裔的移民 ， 发现他们在实际生活

中的文化适应策略与理论中的文化适应态度之间有差异 。 他们认为文化适应的过程很

复杂 ， 移民在生活的不同领域可能同时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 ， 于是他们对文化适应者

的生活领域进行了细分 ， 提出了
〃

相对文化适应扩展模型
〃

（
Ｒｅ ｌ ａ ｔ ｉｖｅＡ ｃ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ｔ 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ｏｄｅ ｌ
） 。 该理论认为移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领域 ， 文化适应态度与策略不尽

相同 ， 应该区分文化的
＂

硬核
＂

（如价值观、 社会家庭规范、 荣誉观、 两性关系等 ）

和
＂

外围
＂

（如工作和消费理念等 ） ， 他们划分了七个文化领域
？

？ 政治和政府体系 （建

立权力关系与社会秩序的领域 ） 、 劳动或工作 （相关职业领域 ） 、 经济 （共享产品 ＇ 经

济贸易 、 消费习惯等 ） 、 家庭 、 社会 、 宗教信仰和风俗 、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 在他们

看来 ， 文化适应是切合实际的
一

种选择 ， 个体可能在
一些领域持分离策略 ， 而在另

＿

些领域可能持同化或融合的适应策略 ， 而且移民原有的策略选择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以

及他们知识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
Ｎａｖａ ｓ 等人的相对文化适应扩展模型对于具体语境的

关注 ， 给本研究的访谈提纲设计提供了思路 ， 即考虑适应策略使用的具体场景极其原

因 。 跨文化适应策略体现的是主体的情绪和态度 ， 属于主观层面。 但选择某种策略不

一

定产生期望的结果 ， 例如选择通过学习语言积极融入的人 ， 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

学好语言 ， 产生的挫败感可能会使其放弃融入 ， 最终产生与东道国分离的适应结果 ，

由此可见策略是灵活易变的 ， 与跨文化主体的具体环境有关 。 对跨文化适应策略的探

究有助于理解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社会中的适应逻辑 。

８



２ ．２ ．３ ． 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是跨文化适应研究的重点方向 。 著名的文化适应领域学者

在提出模型框架的同时 ， 都希望对影响因素进行概括性总结 。 探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

因素能够从实际出发为改善跨文化适应提供建议 。 然而跨文化适应的复杂性现实使得

学者们至今都没有找到
一

个
一

劳永逸的解释框架 ， 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跨文化适应研究

对于语境的依赖性 。

２ ０ 世纪 ７ ０ 年代开始 ， 跨文化心理学家开始探究跨文化个体精神 、 心理疾患的相

关原因 。
Ｂ ｅｒｒｙ 的压力 、 应对和适应理论 （

Ｓ ｔｒｅ ｓ ｓ
， 
ｃｏｐ

ｉｎ
ｇ
ａｎｄａｄａｐ

ｔ ａ ｔ ｉｏｎ
） 是个体层面文

化适应研究的主导方向和框架 ， 核心问题是找出压力所在 ， 应对压力 ， 最终适应新环

境 。 李加莉在 《文化适应研究的进路 》
一

书中对 Ｓ ａｍ
，Ｄ丄 ．和 Ｂ ｅｒｒｙ ，Ｊ ．Ｗ．的跨文化适

应压力影响因素图进行了修改 ， 把原图中的
＂

文化距离
＂

改为个体层面的
＂

文化合适

性＇ 并增加了
＂

人格
＂

因素 ， 最终总结出个人心理层面文化适应压力 （
Ａｃ ｃｕ ｌｔｕｒａｔｉｖｅ

ｓ ｔ ｒｅ ｓ ｓ
） 的影响因素 ， 包括群体变量 （出身社会、 客居社会和群体适应经历 ） 和个体变

量 （适应前的影响因素 、 适应中的影响因素、 行为的变化 、 压力和精神病理等 ） 。 其

中 ， 出身社会的因素包括政治语境 、 经济状况和人口因素 ； 客居社会包括社会支持和

态度 ； 文化适应前的
一

般影响因素包含年龄 、 性别 、 教育和宗教 ， 人格因素 （ 自尊 、

认知闭合的需要、 内 －外向 、 自我效能、 控制点等 ） ， 移民动机 ， 期望值 ， 文化合适性 ；

文化适应中的
一

般影响因素包含接触的不
一

致 ， 对社会支持和态度的估计和反应 ， 应

对 （策略和资源 ） ， 文化适应策略 （态度和行为 ） ； 心理上的文化适应包括行为上的转

变 ， 文化适应压力 。 该框架考虑到了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多个因素对跨文化适应压力

的影响 ， 对本研究的访谈提纲设计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

跨文化传播学者 Ｇｕｄｙｋｕｎ ｓ ｔ 和 Ｈ ａｍｍ ｅ ｒ 在 １ ９ ８ ８ 年将
“

焦虑
”

因素加入至 ！Ｊ了Ｂ ｅｒｇｅ
ｒ

和 Ｃ ａ ｌ ａｂｒｅ ｓ ｅ 的不确定性减少理论 （
Ｕｎｃｅｒｔａ ｉｎｔｙｒｅｄｕｃ ｔ ｉ ｏｎｔｈ ｅｏｒｙ ） 中 ， 形成了焦虑／不

确定性管理理论的雏形 ， 应用于跨文化适应 。 跨文化调整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

在八个层面展开 ： 自我概念 （
Ｓ ｅ ｌｆ

－

ｃｏｎ ｃｅｐｔ
） ， 与东道主互动的动机 （

Ｍｏ ｔ ｉｖａｔ ｉ 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ｗ ｉ ｔｈｈｏ ｓ ｔｓ
） ， 对东道主的回应 （

Ｒｅａｃ ｔ ｉ ｏｎ ｓｔｏｈｏ ｓ ｔ ｓ
） ， 对东道主的社会分类 （

Ｓ ｏ ｃ ｉ ａ ｌ

ｃ ａ ｔｅｇｏ ｒｉ ｚａｔ ｉ ｏｎｏｆ ｈｏ ｓ ｔｓ
） ， 情境过程 （

Ｓ ｉ ｔｕａｔ ｉ ｏｎａ ｌ
ｐ

ｒｏ ｃｅｓ ｓ
） ，
与东道主的联系 （

Ｃ ｏｎｎ ｅ ｃ ｔ ｉ ｏｎ ｓ

ｗ ｉ ｔｈ ｈｏ ｓ ｔ ｓ
） ， 伦理方面的互动 （

Ｅ ｔｈ ｉｃ ａ 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 ｔ ｉ ｏｎ ｓ
） ， 以及东道国的文化条件 （

Ｃ ｏｎｄ ｉ ｔ ｉ ｏｎ ｓ

ｉｎｈｏ ｓ ｔｃｕ ｌｔｕｒｅ
） 。 这些表面原因协同起来对不确定性焦虑直接产生影响 ， 而认知上的

不确定性和情感上的焦虑则作为基本原因和核心变量对跨文化调整 （
Ｉｎ ｔｅｒ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ａｄ
ｊ
ｕｓ ｔｍｅｎｔ

） 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李加莉 ，
２〇 １ ５

） 。

９



跨文化传播学者 ＫｉｍＹ ． Ｙ． 基于跨文化适应 （
Ｃ ｒｏ ｓ ｓ

－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ａｄａｐ
ｔａｔ ｉｏｎ

） 、 传播

（
Ｃ ｏｍｍｕｎ ｉ ｃ ａｔ ｉ ｏｎ

） 和陌生人 （
Ｓ ｔｒａｎｇ

ｅｒ
） 三个核心概念 ， 提出了压力适应成

长动态模型 ， 认为传播是跨文化适应的核心驱动力 ， 她对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行

了探讨 ， 认为个人传播、 东道国社会传播、 族群社会传播、 环境 、 个人倾向和跨文化

转变是影响
＂

压力一￣适应一一成长
＂

过程的六大因素 ， 她在 ２００ １ 年出版的专著

Ｂｅｃｏｍ 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Ｉｎ ｔｅｇｒａ ｔ ｉｖｅＴｈ 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ｍ ｕｎ ｉｃａ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Ｃｒｏｓｓ －Ｃｕ ｌ ｔｕｒａ ｌ

肠脾— 中对每
一

因素和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解释 ， 被认为是预测跨文化

适应成功与否的有效模型。 这
一

模型对不同传播层面的关注 ， 把跨文化适应放置在了

互动结构中 ， 是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框架 。

陈慧等人 （
２００ ３

） 将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因素分为夕 卜部和内部 ， 夕 卜部因素包括生活

变化、 时间 、 社会支持 、 文化距离和歧视与偏见 ， 内部因素包括认知方式、 人格因素＇

知识与技能 、 应对策略和人口统计学因素 。 陈慧等人只是基于已有研究 ， 对跨文化适

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整合分析 ， 并没有结合实证研究案例 。 华帝 （
２０ １ ９

） 选取 １ １ 名

来华留学生进行深度访谈 ， 编码提取个体内部 、 个体 －环境互动关系和外部环境三个

层面的 １ ５ 个影响因素 。

学者们尝试从宏观层面和具体语境中探究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 。 这些研究成果

虽然无法直接用来理解索马里的中国旅居者跨文化适应情况 ， 但对本研究的访谈设计

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

２ ．２ ．４ ． 国内外跨文化适应的研究特征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人类学早期对难民的研究 。 早期人类学家未能避

免以
＂

自我
＂

为中心观察世界 ， 因此将文化适应等同于劣等民族向高级民族的进化过

程 ， 这
一过程以劣等民族的完全同化结束 。

＂

同化
〃

思维影响了研究文化适应的很多

学者 。 不过 ２ ０ 世纪后半叶 ， 人类学家曾经沉醉的国民性研究逐渐被族群性研究取代 。

近年来 ， 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对跨文化酿的研究有着蓬勃发展 。 尤其是跨文化

心理学 ， 学者们热衷于探究个体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以及影响因素 ， 希望帮助跨文

化主体解决心理问题 ， 缓解其焦虑和压力 。 国外的跨文化传播领域对于文化适应的研

究起步早 ， 成果丰富 ， 著名的理论有 Ｋｉｍ Ｙ． Ｙ．的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 ，

Ｂ ｏｕｒｈ ｉ ｓ

等人的交互式文化适应模式理论 ，
Ｇｕｄｙｋｕｎ ｓ ｔ （

２００ ５
） 的跨文化调整与不确定性管理

理论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 ９９４
） 的跨文化适应模型 ；

Ｎ ｉ ｓｈ ｉｄａ（
２００ ５

） 的文化图式理论 （
Ｃｕ ｌｔｕｒａ ｌ

Ｓ ｃｈｅｍａＴｈｅｏｒｙ ） 等 。 国外的跨文化适应领域学者建立了自 己的理论并进行了大量实

证研究 （李加莉 ，

２ ０ １ ５
） ， 为进

一

步探究跨文化适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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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 ， 国内的跨文化适应起步晚 ， 注重对国内外跨文化适应研究的总结＇ 引

介和评述 ， 比较著名的有安然 （
２ ０ １ １

） 的 《跨文化传播与适应研究 》 ， 许菊 （
２ ０００

）

《文化适应模式理论述评 》 ， 邱珊 、 肖书成 （
２ ０ １ ８

） 《跨文化适应研究 ： 国外重要研究

理论与模型 》 ， 李鑫 （
２ ０２０

） 《跨文化适应研究进展述评》 ， 李萍 、 孙芳萍 （
２００ ８

） 《跨

文化适应研究》 ， 陈慧等人 （
２ ００ ３

） 《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 金贞花等人 （
２０ １ ８

）

《跨文化适应概述及研究现状》 ，
王晓江 、 李珂 （

２０ １ １

） 《跨文化传播视域中的文化适

应理论研究述评》 ， 刘丽群、 谢精忠 、 张蔚涵 （
２ ０２ ０

） 《传播适应理论的研究现状 、 脉

络与应用一基于 ＷＯ Ｓ 的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 》 等 。 学者们将国夕 卜跨文化适应的研

究成果引介到国内 ， 为中国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 此外 ， 也有学者对

跨文化适应理论构建进行了尝试 ， 陈国明和余彤 （
２ ０ １ ２

） 提出了跨文化适应的边际模

式 ， 认为跨文化适应实质是跨越边际的博弈 ， 获得跨文化适应的关键是拥有
＂

边际智

慧
〃

。 他们将
＂

边际
〃

视为跨文化适应的基础 ， 认为正是在边际线到边境区域中 ， 文

化展现了它在两种相对的力量 （如中心 ／边缘 ， 强势／弱势 ， 真实／虚假 ） 之间循环和转

变过程的动态特性 。 陈 、 余从博弈的角度解读跨文化适应 ， 为这
一

领域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 ， 但他们
一

开始将交际双方视为
＂

对手
＂

， 将跨文化传播视为两种文化主体的

博弈场 ， 过于强调对抗性 。

除大量综述类和少数理论建构类的文章之外 ， 实证研究近年来成为了国内跨文化

适应５开究的重点 。 研究对象和语境多样 ，
主要包括在华留学生群体 （徐玮等人 ，

２０２３
；

丛艳国等人 ，

２ ０２２
； 匡文波 、 武晓立 ，

２０ １ ９
； 华帝 ，

２ ０ １ ９
） 、 外中国留学生群体 （章

宏、 胡颢琛 ，

２０ １ ９
； 张仕欣 ，

２０２ ０
； 董晨宇等人 ，

２ ０２ ０
； 言银燕 ，

２０２３
） 、 夕 卜派中国工

作人员 （史兴松 ，

２ ０ １ ０
； 何蓓婷 ，

２ ０ １ ９
； 李雯 ，

２ ０２０
） 等 。 以非洲为关键词的跨文化

适应研究 ， 研究对象主要包括来华的非洲留学生 （孙茜 ，

２０ １ ９
； 温国柱 ，

２ ０２０
； 黄福

艳 ，

２０２２
） 和来华的商人 （陈宇鹏 ，

２０ １ ７
） 。 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三类 ，

一

是以调

查问卷为主的量化研究 ，
二是以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 ，

三是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

相结合的研究 ，
也有少量研究使用了扎根理论 ， 但整体来说 ， 深度分析的研究占比较

少 ， 基于成熟量表进行的量化研究居多 。 对前往非洲的中国人的跨文化适应研究相对

较少 ， 其中有孙琴和李艳 （
２０ １ ２

） 以国家公派到南非的教师为例对国际汉语教师跨文

化适应策略进行了分析 ，

？

张
一

力和麻芦娟 （
２０２２

） 对八位非洲的温州移民企业家进行

了深度访谈 ， 使用扎根理论构建出螺旋式创业适应模型 ，

？

黄大森等人 （
２ ０ １ ５

） 分析了

夕卜派非洲的中国员工跨文化适应的影响因素及管理对策 。

总而言之 ， 对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呈现多方面侧重 、 多模型建构 、 多实证研究的特

点 。 随着国际化交流的深入 ， 跨文化适应被多个学科关注 ，
且成为十分有影响力的领

域 ， 这说明跨文化适应是当代社会遇到的现实问题 。 多年来 ， 国内对于非洲地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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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有
一

＾弊端 ， 那就是将非洲作为
一

＾雖进行归纳总结 ， 但实质上 ， 非洲是
一

^

拥有五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大洲 ，语言和文化习俗丰富 ，不应该以偏概全 ，笼统分析。

不同地区的中国人面临的文化适应具有相似性 ， 但也不能忽视特殊性 。 本研究基于笔

者的个姓趟历 ， 希望探索賴马里的中国總者跨文ｍｓｓ情况 ， 构建出这
一

具

体语境中的跨文化适应框架？ 本研究选择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 ，

一

是因为

在索马里的中国人数量较少 ，
二是希望对在索中国旅居者的适应情况进行深度分析 ，

综销虑之下 ， 认为质性研究動口适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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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 理论框架 ：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

韩裔美国传播学家 Ｙｏｕｎｇ
ＹｕｎＫ ｉｍ 提出的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被认为是

跨文化适应研究中比较完善的传播学视角之
一

。 这
一

理论认为跨文化适应的核心是个

体通过学习新文化和削弱旧文化来实现与新环境的契合 。 在这个过程中 ， 传播是关键

驱动力 。 Ｋ ｉｍ Ｙ． Ｙ ．认为跨文化主体进入新文化后 ，
已有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会失去适

用性 ， 从而引发心理压力 ， 需要通过学习新文化体系应对压力 ， 最终实现个体的成长 。

因此她提出了

＂

压力——适应——成长
＂

螺旋模型 。
Ｋ ｉｍＹ． Ｙ．认为不是所有人最终都

可以实现个人成长 ， 这
一过程中有 ６ 个重要因素发挥作用 ， 她构建了影响跨文化适应

因素的结构模型 （
Ｋ ｉｍ Ｙ． Ｙ．

，２００ １
） ， 见图 ２ －

１
。
Ｋ ｉｍ Ｙ ． Ｙ．认为跨文化主体 （

Ｋ ｉｍ Ｙ． Ｙ．

将其称为
＂

陌生人
〃

） 的传播活动有个人和社会两个维度 ， 社会传播包括了东道社会

传播和族群社会传播 。 个人传播是个体对于现实社会中
一

切所见所闻的内在思维活动 ，

传播学称为
＂

人内传播＇ 社会传播分为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两类 。 人际传播指

的是人与人面对面的直接交往 ， 大众媒介传播指的是通过电视广播、 报纸杂志等媒介

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进行交往 。 族群社会传播被认为是对跨文化适应主体提供支持的

有效渠道 ， 但有人认为紧密的族群关系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主体融入东道社会 。 夕 卜部环

境是个人传播和社会传播的互动场域 ，

Ｋ ｉｍ Ｙ． Ｙ ．认为环境包含了东、道社会的接受能力 、

东道社会同化压力以及族群力量 。 此外 ， 跨文化适应主体的内在个人倾向也会对适应

过程产生影响 ， 包括对变化的准备 、 族群的接近程度以及人格可塑性 。 以上 ５ 个因素

与跨文化转变 （功能健全、 心理健康、 跨文化认同 ） 相互影响 ， 相互制约 。

东道 国 的接受力

东道 国 同化压力



族群 力量


个人倾向厂 ｜

东道 国
亡
际交往 ＼ｆ ｆ

族群人际交 跨文化转变
对变化的准备

（Ｘ
—

ｆ

￣

？

＾

东道 国交际 能力
产

￣￣

？
（Ｉ ）功能健全

族群 的接近程度＼ 东道 国大众交际）＼Ｊ＼ 族群大众交际乂心理健康

人格 的可塑性 跨文化认同

个Ａ５际

社会交际


图 ２
－

１ 影响跨文化适应 因素的结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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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基于笔者 ７ 个月的参与观察 ， 结合跨文化适应领域的经典研

究 ， 设计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 然后使用主题分析法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并析出核心主

题 ， 根据主题构建跨文化适应模型框架 。 本研究在建构跨文化适应模型时借鉴了Ｋ ｉｍ

Ｙ． Ｙ．在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框架中对于传播活动的维度划分 。 并基于 Ｋ ｉｍ Ｙ． Ｙ．的划分

维度 ， 本研究将跨文化适应分为三个层面 ， 即人内传播层面、 人际传播层面和大众媒

介传播层面。 人内传播是传播学的
一

ｔ分支领域 ， 学界定义为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

人体内部进行处理的活动 （郭庆光 ，
２ ０ １ １

） 。 传播学将人看作
一

个信息处理系统 。 将

感官系统看作接收装置 ， 神经系统看作传递装置 ， 将记忆 、 思维系统看作处理装置 ，

将语言 、 动作 、 表情等看作输出装置 。
Ｋ ｉｍ Ｙ． Ｙ．所说的个人传播与人内传播的内涵相

通 。 本研究通过了解在索中国旅居者的认知 、 情绪 、 动机 、 评价等 ， 来理解他们在人

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人际传播是两个或多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活动 。 强调

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 这个互动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 ， 目的是相互传递

信息从而理解意义 。
Ｋ ｉｍ Ｙ． Ｙ ．将人际传播行为视为人与人面对面的直接交往 ， 认为它

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本研究通过了解在索中国旅居者在与当地人互

动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应对方式等来理解他们人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大众媒介是理解传播活动时不可忽略的方面 。
Ｋ ｉｍ Ｙ． Ｙ．在其提出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

素结构模型中对大众传播的解读是通过电台和电视节 目 、 杂志和报纸文章 、 电影 、 博

物馆展览 、 剧院演出 、 海报等传播媒介与更广阔的社会环境进行交往的活动 （孙淑女 ，

２ ０ １ ５
） 。 互联网兴起之后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手机网络与广阔的社会环境进行交往 。 本

研究通过了解在索中国旅居者的媒介使用情况来理解他们大众媒介传播层面的跨文

化适应情况。 此外 ， 跨文化主体的适应情况与原社会的诸多因素有关 ， 因此本研究在

访谈时考虑到了原社会中相关的影响因素 ， 这些因素也分属于人内 、 人际 、 大众媒介

传播三个层面。 综上 ， 本文的研究问题如下 ：

１ ． 人内传播层面 ， 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如何？

２ ． 人际传播层面 ， 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如何 ？

３ ． 大众媒介传播层面 ， 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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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法 。 参与式观察法是质性研究的重要方

法之一 ， 要求研究者走进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 ， 观察研究对象曰常社会生活过程的

状况 ， 属于非结构性的观察 （
王建萍 ，

２ ０ １ ５
） 。 这

一

方法被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第

一

次系统使用在他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的田野调查中 ， 之后广泛用于人类学 、 民俗学、

社会学等学科中 。 其优点是不会破坏和影响观察对象的原有结构和内部关系 ， 是获得

有关社会的真实生活的有效方法 。 本研究选择参与式观察法主要基于笔者在咍尔格萨

学习时 ， 拥有接近当地中国旅居者的有利条件。 也正是因为与他们的接触和交流 ， 才

使笔者有了本研究课题的灵感 。 在哈尔格萨的 ８ 个月 中 ， 笔者与四个中国企业的部分

老板和员工建立了长期联系 ， 为确保隐私性 ， 本研究使用字母 Ｘ
，Ｆ ，Ｃ ，Ｐ 代替真实

名称 ， 并省去了容易显露个人身份的信息 。

在参与式观察告
一

段落之后 ， 笔者使用深度访谈法访谈了１ １ 位在索马里工作、

生活的中国旅居者 。 深度访谈主要是指半结构式访谈 。 它是灵活的但又有明确 目的的

交谈方式 。 有助于研究者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 。 起初 ， 笔者拟对四个企业中的部分员

工和老板进行访谈 ， 但只有 Ｃ 公司 １ 位老板和 Ｐ 公司 ２ 名员工接受了访谈 。 另有 ３

位访谈对象与笔者在哈尔格萨期间有着长期接触和频繁交流 。 其余 Ｍ立是通过滚雪球

的方式进行了选择 。 具体原因和过程在 ３ ．２ 节进行说明 。

３ ． １ ． 参与式观察的对象选取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对 ４ 家在当地有代表性的企业进行了观察和交流 。

Ｘ 公司 ， 是
一

家民营的设计与安装钢结构建筑的公司 ， 在当地属于规模较大的中

国企业 。 该公司在哈尔格萨郊区盖有厂房和宿舍 ， 为中国员工提供住宿 。 笔者在当地

时 ， 该公司中国员工约为十人 。 公司除了两间大厂房之外 ， 还自建了蔬菜水果种植区

域 ， 有白菜 、 青菜 、 韭菜、 西红柿 、 香蕉等作物 。 由于哈尔格萨干湿季分明 ， 旱季水

资源紧缺 ， 该企业在院子内设置了雨水储存装置 ， 用来浇灌植物 。 此外 ， 该公司从国

内运输了各种调味料用来制作中餐 。 在应对穆斯林社会禁酒的规定上 ， 该公司从国内

运进了酿酒的全套装备 ， 满足了中国人 曰常喝酒的需求 。 该公司老板也会把自 己酿的

酒分给哈尔格萨的其余中国人 ， 但并不向外出售 。 该公司还在当地充当了中国人聚会

的大本营角色 ， 在
一些中国节曰 ， 如春节时 ， 该公司会邀请哈尔格萨所有中国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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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 ， 并协助大使馆向大家发放新春礼物 。 在深度访谈阶段 ， 笔者联系了该公司三人 ，

都拒绝了参与访谈 。

Ｆ 公司 ， 是
一家民营的饮料制作公司 ， 在当地十分有名气 ， 为当地提供了很多就

业机会 。 该公司有 ９ 名中国人。 创办者于 ２ ０ １ ７ 年首次到哈尔格萨 ， 据他介绍 ， 当时

所有的材料 （包括厂房建筑材料 、 设备机器等 ） 都是从国内运来的 。 该公司在非洲已

经有 ３ ０ 多家分部 ，
此外拉美地区也开设了分部 。 笔者在其办公室注意到墙上挂着索

马里兰总统 Ｍｕ ｓｅＢ １Ｘ ｉ ｉ 的照片 。 他们表示当地的企业都会挂 ， 因此也入乡随俗 。 办公

室里的产品展示柜上有两面国旗 ， 分别是中国国旗和索马里兰国旗 。 由于当地员工需

要在工作时间内进行礼拜 ， 该公司在院内修建了礼拜场所。 在深度访谈阶段 ， 笔者联

系了该公司三人 ， 都拒绝了参与访谈 。

Ｃ 公司 ， 是
一家民营工程建设公司 。 员工包括中国人 埃塞俄比亚人和索马里人 。

其中中国员工人数为 １ ５ 人 。 该公司在哈尔格萨郊区建立了营房 。 员工都生活在营区 ，

但三国员工在不同的区域居住。 居住环境和房屋风格区别较大 。 中国人会自 己制作中

餐 ， 但由于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 ， 其他国家员工不与中国人
一

同用餐 。 该公司购

买了发电机 ， 满足营区 日常用电 。 周末或节假日会举行烧烤派对或制作丰富的中餐邀

请其他公司的中国人前来品尝 。 在深度访谈阶段 ， 笔者联系了该公司两人 ， 都表示同

意参与访谈 。

Ｐ 公司 ， 是
一

家民营的建筑公司 。 负责在世界各地进行工程建设 。
２ ０ １ ８ 年进入索

马里兰市场 。 该公司在索兰的项目 中 ， 中国人有 ５ 人 ， 其余员工包括英国人和索马里

人等 。 该公司和有关政府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 并对 ２０２２ 年哈尔格萨火灾进行了

援助和捐赠 。 项目负责人多次被当地电视台报道 。 在深度访谈阶段 ， 笔者联系了项目

负责人 ， 他表示同意参与访谈 。

以上四个公司是索马里兰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中国公司 ， 它们融入当地社会的方

式具有代表性 。 在观察期间 ， 笔者发现了这些公司共同的特点是 ： １
） 依然保持了吃

中餐的习惯 ， 且倾向于从中国或其他国家运输当地没有的或被禁止的食物 。
２

） 他们

会对自 己公司的索马里员工提供礼拜的时间和场所以及相关设备 ， 如地毯和话筒 。
３

）

他们倾向于寻找曾在中国留学的索马里人作为公司翻译或同时雇佣掌握英文和索马

里语的当地人以及掌握英文和中文的中国人作为翻译 。
４

） 公司之间有交往 ，
主要活

动是
一

起聚餐或喝茶聊天 。 总的来看 ， 他们是跨国公司跨文化适应的成功案例 ， 既保

留自身的文化特征 ， 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 表现出跨文化融合的特征。 但深入到与

当地政府的办事对接 、 与当地商人的生意谈判 、 与当地居民的 日常交流 ， 中国人都有

着或多或少的阻碍 。 为更深层地探究中国人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本研究采用

深度访谈法进行进
一

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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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 深度访谈的对象选取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基于对哈尔格萨四家中国民营企业的参与观察 ， 计划选取相关对象进行深

度访谈 。 然而 ， 在沟通过程中 ， 有些潜在访谈对象拒绝了采访 。 笔者认为参与观察法

和深度访谈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 利用前期参与观察所得到的经验 ， 寻找符合本研究

访谈条件的中国人 （即使他们不在观察企业范围内 ） ，
也是

一

种相互验证的好方法 ，

能够提高本研究的可信度 。 基于此 ， 笔者联系了在哈尔格萨期间与其交流频繁的三位

中国朋友 。 他们与笔者经常交流当地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 并提供了很多跨文化适应的

素材 。 为确保访谈对象不都局限于中国商人和中企员工 ， 笔者联系到了索马里兰地区

－

位在国际 ＮＧＯ 组织担任教师的中国人 。 其次 ， 为保证研究涵盖索马里全境 ， 而非

索马里兰地区 ， 笔者通过以下方式寻找访谈对象 。 首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联系到了索

马里东北部地区邦特兰境内的 ３ 位中国人 ， 了解他们在邦特兰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事

实上 ， 笔者联系了不止三位符合访谈要求的中国人 ， 但其余人拒绝接受访谈。 此外 ，

由于索马里南部地区仍遭受着青年党的炸弹袭击 ， 社会不稳定 。 因此只有使馆工作人

员长期驻守 。 根据使馆人员介绍 ， 使馆不建议中国人前往摩加迪沙
一带 。 因此本研究

默认南部地区只有使馆人员 ， 由于信息敏感 ， 使馆人员数量在此不便透露 。 笔者联系

了工作人员 ， 最终有
一

位工作人员同意接受访谈 。

在尽量减少访谈对象选取同质化的同时 ， 笔者一边联系新的访谈对象 ，

一

边进行

信息分析 ， 最终在信息达到饱和时停止了访谈 。 从 ２０２２ 年 １ ２ 月 １ ４ 曰到 ２ ０２ ２ 年 １ ２

月 ３ １ 日 ，

１ １ 名在索马里境内工作 、 生活的中国旅居者成为访谈对象 。 访谈对象选取

要求如下 ： １
） 有中国国籍 ；

２
） 母语为中文 ；

３
） 在索马里境生活 、 工作超过 ６ 个月

以上。 所有被访谈者均为 自愿参与 。 表 ３
－

１ 访谈对象的人口统计学信息是访谈对象的

人口统计学信息 ， 表 ３ －２ 是访谈对象的其他基本信息 。 为保护访谈对象个人隐私 ， 本

研究在引用其表述时使用 Ｐ Ｉ
，Ｐ２ ，Ｐ ３… … Ｐ １ １ 而３頃体姓名来表示。

本研究使用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 访谈提纲的设计思路基于前期参与观察和研究文

献总结 。 访谈者尽可能询问具体的问题使得模糊的回答具体化 ， 如
＂

您所说的
’

离谱
，

具体指哪些事件或行为 ？

＂

，

＂

您提到的
’

磨合
’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吗 ？

＂

等 。 访谈提

纲共包含十五个方面 ， 即 １ ．来索时间 ；

２ ．来索动机 ；

３ ．家庭支持 ；
４ ．来索期望 ；

５ ．对当

地物质环境的看法 ；
６ ．对在当地生活状态的看法以及自我生活状况满意度 ；

７ ．与当地

人互动情况 ；
８ ．媒介使用情况 ；

９ ．语言学习情况 ；

１ ０ ．多元工作 （生活 ） 经历 ；

１ １ ．对索

马里社会风俗习惯的看法 ；
１ ２ ．对当地宗教的看法 ，

？

１ ３ ．身体健康状况 ；

１ ４ ．心理健康状

况 ；
１ ５ ．文化适应的自我评估 。 完整访谈提纲见附录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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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 微信线上语音与访 对
一

交流 ， 通过 〇ＢＳＳ ｔｕｄｉｏ 进摘

音 ， 使用网易见外工作台将语音转录为文笔 每位访谈織的正式访谈时间在 １ 至

２ ． ５ 小时之间 ， 最终生成文字稿共约 ２４万多字。

表 ３
－

１ 访谈对象的人 口统计学信息

丨 访谈时长
ｍｍｍｍｍｉ＾ｚ



（小时）



ｍ


Ｐ ｉ



１ － ６女３ ３本科


萨


Ｐ２


２



女２４本科


哈雜萨


Ｐ３


Ｌ７



女２９硕士Ｂａ ｌ ｉｇ
ａ Ｃａｓ



Ｐ４


２


男３ ９挪


加洛韦


Ｐ ５



１ －４男２９初中


哈雜萨


Ｐ６


２ ． ６男３７大学


加洛韦


Ｐ７


１ －７男４０本科


哈雜萨


Ｐ８



Ｌ ８



女３５中专


哈嫌萨


Ｐ９


１ ． ６男３ ８大专


加洛韦


Ｐ １ ０


１ － ６男３ ６本科


哈雜萨


Ｐ ｌ ｌ １ ｜男 ｜２８ ｜

硕士 ｜勵 ［］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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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 访谈人数饱和检验和研究方法的信效度分析

当搜集的新数据不再产生新信息时 ， 可认为信息饱和 。 本研究
一边收集访谈数据 ，

＿

边粗略分析 ， 当连续 ３ 个访谈对象均未提供新信息时 ， 则停止增加访谈对象 。 此外 ，

本研究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 查阅资料进行三角验证 ，
也未发现新信息 。 因此本研究认

为访谈信息属于饱和状态 。

研究方法的信效度 ， 是衡量该研究设计的两个重要指标 。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 ， 效

度是指是否测量了该被测量的 ， 而不是其他无关的事物 。 信度强调的是可重复性

（
Ｂ ａｂｂ ｉ ｅ

，

２０２ １
） 。

一直以来 ， 量化研究十分注重结果的信效度分析 。 但是对于质性研

究而言 ， 信效度被认为是难以测量的 。 Ｓｍ ｉ ｔｈ（
１ ９ ８ ３

） 认为 ， 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的基

本假定不同 ， 因此信效度对于质性研究应该忽略 。 但是多数质性研究者对此不以为然 。

Ｄ ｅｙ（
１ ９ ９ ３

） 为了检验数据的质量 （ ｑｕａ ｌ ｉ ｔｙ ） ， 提出六个问题 ：

１
） 资料是根据自己的观察而得 ， 还是出 自道听途说？

２
） 有没有其他人提出或报告过同样的观点？

３
） 在何种情况下进行的观察或提出的报告？

４
） 提供资料的人可靠性如何 ？

５
） 何种动机影响了观察结果 ？

６
） 何种偏见影响了观察或报告 ？

作者虽然没有使用
＂

信度 ＇ 搬
＂

的字眼 ， 但他所提的问题是理解质性研究数据

信效度测量的很好切入点 。
Ａｎｆａｒａ

，Ｂ ｒｏｗｎ 和 Ｍ ａｎ
ｇ

ｉ ｏｎｅ（
２ ００２

） 进行了归纳 ： 量化研

究中的内在效度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ｌ ｖａｌ ｉｄ ｉ ｔｙ ） 、 夕 卜在效度 （

Ｅｘ ｔｅｒｎａ ｌ ｖａ ｌ ｉｄ ｉ ｔｙ ） 、 信度 （
ｒｅ ｌ ｉ ａｂ ｉ ｌ ｉｔｙ ） 、

客观性 （
ｏｂ

ｊ
ｅ ｃ ｔｉｖ ｉ ｔｙ ） ， 对应在质性研究中则分别是可靠性 （

ｃｒｅｄ ｉｂ ｉ ｌ ｉ ｔｙ ） ， 可迁移性

（
ｔｒａｎ ｓｆｅｒ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 可依赖性 （

ｄｅｐ ｅｎｄ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 可确认性 （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

Ａｎｆａｒａ等

人对于以上特征提供了检验方法 ， 见表 ３
－

３ 评估研究质量和严谨性的定量和定性标

准 。 质性研究中的可靠性可通过延长田野时间 （ｐｒｏ ｌ ｏｎｇｅｄｅｎｇ ａｇｅｍ ｅｎ ｔ  ｉｎｆｉ ｅ ｌ ｄ
） 、 同行

报告 （
ｕ ｓ ｅｏｆ

ｐ
ｅｅｒｄｅｂｒｉ ｅｆｉｎｇ）

、 三角交叉 （
ｔｒ ｉ ａｎｇ

ｕ ｌ ａ ｔ ｉ ｏｎ
） 、 成员审核 （

ｍ ｅｍｂ ｅｒｃｈｅｃｋ ｓ
） 、

时间采样 （
ｔｉｍｅｓ ａｍｐ ｌ ｉｎｇ ） 方式检验 ， 可迀移性 （

ｒｅ ｌ ｉ ａｂ ｉ ｌ ｉ ｔｙ ） 通过提供详细描述 （ ｐｒｏｖ ｉｄｅ

ｔｈ ｉ ｃｋ ｄｅ ｓ 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
） ＇ 目的性抽样 （ｐｕｒｐｏ ｓ ｉｖｅｓ ａｍｐ ｌ ｉｎｇ ） 方式检验 ， 可依赖性通过建立审

计跟踪 （
ｃｒｅ ａｔｅａｎａｕｄｉ ｔ ｔｒａ ｉ ｌ

） 、 编码与再编码 （
ｃｏｄｅ －

ｒｅｃｏｄｅｓ ｔｒａ ｔｅｇｙ ） 、 三角交叉、 同行

检验 （ ｐｅｅｒ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 ｉｏｎ
） 方式验证 ， 可确认性通过三角交叉 、 实践反思 （ ｐｒ

ａｃｔ ｉ ｃ ｅ

ｒｅｆｌｅｘ ｉｖ ｉ ｔｙ ） 方｝去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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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评估研究质量和严谨性的定量和定性标准

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使用策略

延长田野时间



同行报告


内在效度可靠性


同行报告




成员审核




时间采样


详细描述
夕 卜在效度 可依赖性



３７
——



目的性抽样


建立审计跟踪

——一编码与再编码
信度 可确认性

 



二角父叉




同行检验


＝角交又
客观性■认性



＾７
—



实践反思


本研究根据 Ａｎｆａｍ 等人提出的验证方法和现实情况 ， 使用三角交叉、 同行报告、

编码与再编码以及实践反思来分析本研究的信效度 。

三角交叉指使用不同信息来源对信息内容进行验证 ， 是质性研究者常用的验证方

式 。 在本研究中 ， 笔者
一

方面通过参与观察了解到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兰的适应情况 ，

又通过深度访谈获得了除索马里兰外 ， 邦特兰、 摩加迪沙境内的中国人跨文化适应情

况 。 同时 ， 在研究过程中 ， 笔者力求在索中国旅居者的职业多样化 ， 确保研究结果涵

盖全面 。 除了研究方法的三角交叉外 ， 笔者查阅了相关文献 （陈嘉蕾 ， 刘鸿武 ，
２０ １ ９

；

李安山 ，

２ ０ １ ７ｂ
； 刘少楠 ，

２０２ ０
） ，了解非洲华侨华姓存状态 ， 发现在与当地社会产

生互动的过程中 ， 有明显的相似性 。 而且 ， 以上
一

手资料、
二手资料都和笔者本人在

哈尔格萨期间的个人经历和感受也有很大的相似性 。 此外 ， 笔者进行了分组编码相互

验证 ， 发现两次编码具有
一致性 。 基于以上分析 ， 本研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３ ．４ ． 数据分析方法 ： Ｂｒａｕｎ 和 Ｃ ｌａｒｋｅ 六步主题分析法

本研究使用了Ｂ ｒａｕｎ 和 Ｃ ｌａｒｋｅ（
２ ００ ６

） 的主题分析法分析访谈内容 。 主题分析法

（
Ｔｈｅｍ ａ ｔ ｉ ｃ Ａｎ ａ ｌｙ ｓ ｉ ｓ

） 是定性研究中数据分析方法之
一

， 以
＂

主题 （
ｔｈｅｍ ｅ ｓ

）

＂

或
＂

模

式 （ ｐ ａ
ｔ ｔ ｅｒｎ

）

＂

为单位对数据进行编码归类 ， 是
一

种归纳式的研究方法 。 主题分析法的

目标是识别数据中有意义的或者重要的主题 （或模式 ） ， 然后用这些主题来解释研究

或者阐述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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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ｕｎ 和 Ｃ ｌａｒｋｅ（
２０ １ ３

） 认为要区分访谈提纲和主题 。 如果使用访谈提纲的问题

作为主题进行分析 ， 则说明研究结果是早已总结好的而不是在收集数据后分析得出 。

－

ＩＳ而言 ， 主题分析法有两种思路 。

一种是根据已有研究总结出相关主题 ， 在数据中

寻找与主题相关的语句 。 另
一

种是类似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 对获得的
一

手数据进行

分析 ， 从中得出相关主题 。 前者基于前人的研究 ， 分析结果有较强的说服性 ，
但创新

性大打折扣 ， 很难发觉新的有价值的结果 。 后者充满了创新价值 ， 但对研究者的编码

能力和归纳能力有较高要求 。
Ｂ ｒ＿ 和 Ｃ ｌ ａｒｋｅ 的六步主题分析法是目前被认为社会科

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方法 ， 提供了清晰的和可操作的框架 （
Ｍ ．Ｍｏ ｉ ｒａ＆ Ｄ ．Ｂｒｉｄ

，
２０ １ ７

） 。

本研究认为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与其他跨文化适应情况有相

似性 ， 也有特殊性 ， 因此对于通过深度访谈得到的
一

手材料应该灵活分析 ， 但如果直

接进行分析归纳 ， 或许会出现考虑不周的情况 。 综上 ， 本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 ， 对

＿

般的跨文化适应影响因素以及适应结果等重要变量进行了选择 ， 再结合自身经验 ，

预设了
一些主题 。 同时 ， 本研究也发掘了新的主题 ， 确保研究结果的完整性 。

Ｂｒｎｍ

和 Ｃ ｌ ａｒｋｅ 六步主题分析法是本研究的主要分析方法 ， 具体过程如下 ：

１
） 熟悉数据 ： 熟悉研究数据是分析的第一步 。 本研究在访谈结束后 ， 使用

＂

网易见

夕 卜工作台
＂

将语音转录为文字 。 但由于部分被访谈者存在口音 ，
机器转录出现了

识＾错误。 因此笔者又进行了逐字校对 、 断行断句修改等工作 。 经过反复多次的

工作 ， 笔者对数据的熟悉度极大增强。

２
） 析出初始编码 ： 这个阶段要求研究者以有意义且系统化的方式组织数据 。 编码

方式由研究者的视角和研究问题决定 。 在本阶段 ， 笔者又
一

次对访谈文本进行

了仔细阅读 。 然后根据研究问题 ， 即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对

数据的初始编码进行标注 。 这些编码是数据中最基本的元素 ， 可以为研究主题

提供有意义的评估 。 编码形式包括词语、 句子和段落 。 编码展示在研究结果中 。

３
） 寻找主题 ： 这

一

阶段要求研究者基于初始编码确定主题 。

一

个或多个可归类的

编码是
＿

个主题 。 主体之间具有互斥性 ， 如果有重叠 ， 则需要进行合并 。

４
） 复查主题 ： 这一 Ｐ介段要求研究者在此确认自 己的主题是否恰当 。 为确保不受原

本主题的影响 ， 笔者特意在完成上
一

阶段后 ， 暂停工作
一

周 ， 然后阅读访谈文本

和复查主题 ， 以确保主题分类内部同质性、 夕卜部异质性的特点 。

５
） 定义主题 ： 这

一

Ｐ介段要求研究者对前期确认的主题进行详细分析 ， 明确范围和

定义 。 此时 ， 如果出现仍可合并或拆分的主题 ， 则需要再次修改 ， 确保最终构建

出
一＾与研究目标一致的完整逻辑 。

６
） 进行齡 最后４阶段则是酵主题和分析 ， 具体见第四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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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研究发现与讨论

本研究使用 Ｂｒａｕｎ 和 Ｃ ｌａｒｋｅ 六步主题分析法 ， 对深度访谈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编

码与主题分析。 最终从访谈文本中分析出了１ １ 个核心主题 。 又以传播活动发生的社

会环境和形式为两个变量 ， 将 １ １ 个主题分成了６ 个维度 ， 即原社会的人内传播、 人

际传播、 大众媒介传播 ， 东道社会的人内传播 、 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传播 ， 形成了中

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模型 ， 见图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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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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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三个研究问题 ， 本章分别从原社会和东道社会展示了在索中国旅居者的跨文

化适应情况 。 其中 ４ ． １ 回答了研究问题 ４ ． ２ 回答了研究问题二 ；
４ ． ３ 回答了研究问

题二 。

４ ． １ ． 人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人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指的是
一

个人在跨文化环境中对自身文化认同 、

价值观、 习惯等方面的变化和调整。 这种适应是指个体在内心层面对新的文化环境进

行接纳和融合的过程 。 在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 ， 人内传播层面是非常重要的
一

环 ， 因

为个体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等方面的变化 ， 会影响到个体在跨文化环境中的行为和态

度 ， 从而对适应的效果产生深远影响 。 本研究将人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分为

原社会和东道社会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

４ ． １ ． １  ？ 原社会人内传播层面

原社会人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指的是在原有的社会背景下 ， 个体在与新

的文化环境接触前对目的地的认知 、 动机和期望等情况。 在跨文化适应中 ， 个体的心

理层面是很重要的１分 。 在接触新的文化环境之前 ， 个体对目的地的认知 、 理解和

期望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情绪和态度 。 本研究从行前认知和动机期望两个主题进行分

析 。

主题一 ： 行前认知

行前认知指的是在出发前 ， 人们对于目的地的了解和认知程度 。 这包括了对目的

地的地理位置、 文化背景 、 社会习俗、 语言环境 ＇ 气候＇ 食物 、 交通、 安全等方面的

了解程度。 这些因素都可能对主体的适应情况产生影响 。 表 ４ －

１ 是行前认知的编码 。

表 ４
－

１ 行前认知编码表

核心主题
｜原始编码

没有任何认知 ； 不知道有索兰这个地方 ； 是
一个穆斯林国家 ； 荒凉 ，

？

恐怖 ，

？

不安全 ；

行前认知 很乱的国家 ； 海盗很闻名 ； 商机多 ； 外国人少 ； 海盗国家 ； 在打仗 ； 环境不好 ； 生



｜

活质量不好 ，

？

当地比较落后 。



１ １ 位访谈对象都表示对于索马里以及索马里兰地区没有太多了解 ， 甚至不知道

索马里兰的特殊局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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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没有任何认知
，

不知道有 索 兰这个地方 。

”

（ Ｐ Ｉ ）

“

我可能还没有太搞清楚 索 马 里兰和 索 马 里 的 区 别 。

”

（ Ｐ ３ ）

此外 ，

＿些访谈对象受到网络信息的影响 ， 担心索马里海盗、 战乱等的威胁 。 大

家对于在索马里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心 。

“

第
一次去之前觉得很忐 忑 ，

因 为 在 国 内 听 到 的都是些很恐怖 的
，
对吧 ？ 不安全的

这种
”

（ Ｐ４ ）

“

来这之前 以 为 这边是那种很乱的这种 国 家 ，
毕竟海盗 不是很 闻 名 ？ 是吧 ？

”

（ Ｐ５ ）

“

唉
，
这个 国 家

，
听 别人讲就是说比较乱嘛 。 因 为 当 时我听说 别人说打仗比较乱 。

”

（ Ｐ ８ ）

“

以前 国 内 的这个新 闻 的话 ，

一直给他们 有
一

种标签化 的
一种情况 ，

觉得 索 马 里这

边就是海盗 ， 其 实 没去之前我们 也都是
一个普通的 中 国 人

，
我们 也是这样认 为 的 。

”

（ Ｐ １ ０ ）

主题二 ： 动机期望

动机对于行为有着重要的指引作用 。 进入新文化环境的动机是跨文化主体们开始

跨文化旅程的重要
一

步 ， 而他们对于在新环境中的期望也和其适应倾向有着紧密的联

系。 表 ４ －２ 是关于访谈对象到索马里的动机和期望的编码表。

表 ４ ２ 动机期望编码表

核心主题副主题原始编码

到索动机 做生意 ； 工作 ； 被邀请 ； 投资建厂 ； 被派驻 。



无长期计划 ； 提升自身专业领域的能力 ； 长期投资 ； 无

到索期望目标 ； 希望项目 出成果 ； 寻找商机 ； 完成工作时限就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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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索动机

除了Ｐ １ 之外 ， 访谈对象到索马里的动机具有相似性 ， 总的来说与工作相关 。 但

具体角色有
一

定区别 。 有些人在索马里的中国企业或政府部门中作为员工进行工作 ，

如Ｐ２ 、
Ｐ ５

、
Ｐ ８

、
Ｐ １ １

。

“

当 时其 实 我也有很 多 的选择 ，
就是主要是集 中在非 洲 这一块嘛 ，

因 为 我对非 洲 这
一块还是比较感兴趣

，

但是索 马 里兰呢 ，
因 为 这个地方 ，

＂

Ｅ很神秘
，
我对这个地方

特别好奇 ，
我也 想看一下他们 国 家是什 么 样子 的 ，

所 以我就过来 了 。

”

（ Ｐ２ ）

“

因 为 这老板是有 点 亲戚 （ 关 系 ） 了 哦 。

”

（ Ｐ ５ ）

“

因 为 我先前
，
我先前是在埃塞 （工作 ） 嘛 。 后 面 ２ １ 年来这边考察 ，

看一看这边 。

”

（ 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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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 当 时就是被派到 那边去 ？
）
是 。

（你是可 以主动选择还是说是被分配过去的 ？
）

被动的 。
（
就是没有选择 ，

必须要过去的 ？
）
对的 。

’ ’

（
Ｐ １ １

）

有些人作为项目负责人或管理Ｐ介层在中国企业工作 ， 如 Ｐ６ 、
Ｐ １ ０ 。

“

其实 当 时有几个原 因 。 第
一个就是我们 ……那从外部说吧……疫情来 了 之后 ，

航

空业进入一个很惨烈 的状态 ， 大 家应该都 明 白
，
非 常惨的状态 ，

不单是机场 。 整个

行业进入一个非 常惨的状态 ， 所 以我们就 自 己 出 来碰一些机遇 。 第 二个就正好我的

硬件符合我们公 司 的标准 ，
当 时他们急着招人 ，

可能他比别 的公 司 （更 ） 快进行 了

一个 ｏｆｆｅｒ
， 所以来这里 ，

然后正好我 当 时有一个高 级职称的证书 。 我也是我们集 团

唯一的 （有 ） 高级物流师证书 的人 。 对
， 我们学的就是航空业 。 另

一个就是我从 内

在讲就是说 ， 第
一个薪资比较高 …… 第二点就是我们 自 己对这个 当 时局势进行判

断……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一点 。 就是我们老板人比较好 ，
非 常非 常好的好领导 ，

符

合 了 非常 多 的标准 ， 带着我们 ，
对

， 带着我们几个小伙们 ， 带我们
一些骨干 ， 希望

能 带我们干 出
一

点 （成绩 ）
， 打下

一

片 天地 ，
出 于我们 自 己 的项 目

，
这是最终的 ，

就

是从职业
，
从 自 己 的 内 心的判断 ，

还有未来的趋势 。

”

（Ｐ６ ）

有些人在索马雖资ａｒ＇ 赃勣卩 Ｐ４
、
Ｐ９ 。

“

我是 当 时他们政府邀请去参加一个投资峰会 ，
就邦特兰政府嘛 ，

所以去 了 以后看

他们的很多介绍啊 ，
很多 发展变化呀 ， 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是充满机会的 ，

所 以后来

我们就决 定在那做投资 ，
留 下来在那做点事情 。 之前一直 想在非 洲做点什 么

， 所以

在肯尼亚 ，
埃塞都有投过一些项 目

，
后 来都不是很成功 ，

但是在索马里的话 ，
就做

的 比较深入一点 。

”

（Ｐ４ ）

“

这个也是 因 为我们朋友… …他就两年时 间 来来回 回去 了 两三趟那个索马里那边来

考察 ， 然后对 国 家对于这边过来做生意的人的那个优惠啊或怎 么样子的然后做一个

调研
，
后 面 ２０２０ 年的 时候就开始着手准备 ，

就是说在索 马里想做点事情 。 至于做什

么
，
做怎 么样子的 ， 那个时候从 ２０２０ 年还没走之前我们就开始策划在这边来 ， 我们

可 以根据实 际情况做一些相应 的一些事情 ，
然后 第

一个是属于是肯定会挣钱 ， 第二

是想在这个地方能有一个创造价值的地方吧 。

”

（Ｐ９ ）

Ｐ７ 到索马駐要是謝戈商机。

“

我有一个合作伙伴 ，
因 为他博培拉现在这个港口 正在建设嘛 ，

正在搞投资 ， 我过去

索马里兰的这个 目 的也是在这里 ，
因 为 索 马里兰 当地的一个商人 。 在其他 国 家也是

我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合作伙伴哦 ， 那他是索 马里兰人 ，
这个港口

，
他有他的

一定的

这个关 系 和资源嘛。 那 刚好我在这方面也有一些 ，
就是说我们 中 国 的一些资源 。 那

就等于说跟他这边有一些可 以是对接吧 。 所 以呢
，
他就邀请我过去 ，

过去的话就针

对他们这个港口 啊
，
还有就是说他们 交通部啊等等一 系 列 。 就这个项 目 我过去的就

是说人是我过去考察过去跟他们洽谈啊 ，
跟他们 来交流吧 。

”

（Ｐ７ ）

Ｐ３ 为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在当地学校当老师 。

“

我一直在 ＮＧ０ 领域工作嘛 。 然后他们在一个 ＮＧ０ 找工作的 国 际 网 站叫 ｉｄｅａｌｉｓ ｔ
，

这个 网站上投放 了 那个招聘信息 ，
然后 当 时我有订阅那个 ｉｄｅａｌｉｓｔ 的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
他

有推送给我 。 然后我就申请 了 嘛 。 我就是 因 为看到是索 马里兰我才去的 ，
但是 当

然
，
我可能还没有太搞清楚索 马里兰和索 马里的 区 别 。 因 为我一直想在索 马里工

作 ，
就是想在一个比较冲 突 ，

还有就是穆斯林环境下的 国 家工作 ，
因 为我学的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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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一直做 国 际 发展 ，
就是想去 了 解一下这环境和 当 地的一些情况 ， 所 以就是特意

因 为这个才选的 。

’ ’

（
Ｐ３ ）

Ｐ １ 因为家庭生活前往了索马里 ， 并在当地与丈夫
一

同做生意。

“

也是一方面啊 ，
你说如果我不跟他结婚 ， 我肯定也不会跟他来 ，

对吧 ？
”

（Ｐ １ ）

基于前期的田野观察 ， 本研究发现在索马里的中国人主要是以开办企业工厂 、 经

商为主。 即使是工作 ， 也在中国企业中 ， 鲜少有中国人在当地企业或者其他国家开办

的企业中工作？

到索期望

在谈及 期望时 ， 有 ４ 位访谈Ｘ橡希望能够抓住商机 ， 在索马里长期发展 。

“

长期投资 ，
创 办物流公 司

，
建设机场

， 建设工业 园 区 。 售 卖 高质量产 品 。

”

（Ｐ４ ）

“

希望我们 的项 目 能干 出
一点成果 ， 打下一 片 天地 。

”

（Ｐ６ ）

“

会长期 发展 ，
在这边有一个大布局 ，

不是一年两年就可 以做完的 。

”

（Ｐ９ ）

“

索兰这个市场是比较空 白 的
，
因 为政治原 因

，
我们这些私企有 了很大的机会 。

”

（Ｐ １ ０ ）

其余访谈对象 中 ，
Ｐ Ｉ 、 Ｐ５ 和 Ｐ８ 没有长期计划 ，

抱着观望 的 态度 。

“

没有 目 标 ，
先工作 。

”

（Ｐ５ ）

“

主要看公 司在这边的 发展 ，
他们也是刚进入这个市场 。

”

（ Ｐ８ ）

Ｐ７ 希望寻姻商机 ， 进行投资 ６Ｐ３ 、
Ｐ２ 希望可以在自身的相关工作领域有更深

的麵口能力的斷 。

“

对于发展 目 标
， 因 为我本 身也是语言专业嘛……

”

（Ｐ２ ）

．
“

希望可 以更加理解穆斯林游牧 民族地 区 的女童教育 ，
这是和 自 身 的研究领域相关

的

”

（Ｐ３ ）

Ｐ １ １ 希望完成工作要求的期限就离开 。 总的来说 ， 除了Ｐ １ １ 之外 ， 其余人到索马

里的动机主动性较强 ， 且对在当地进
一步发臟有期待 。 Ｐ １ １ 由于工作性质被派驻索

马里摩加迪沙 ， 臟示由于安全因素 ， 无法在该地长期发展 。

从研究发现可知 ， 除 Ｐ １ １ 外 ， 其余 １ ０ 位访谈５＾的动机都具有主动性。 多数人

表示其动机与工作事业有关 。 其中 ， 身份是创业投资 、 公司高管以及项目负责人的被

访者对在索马里的发展有着更高的期待和长期的计划 ？ 而作为员工身份的被访者 ， 虽

然也駐动选择来到索马里 ， 但对于未来发願多是抱有
Ｍ

走一步看一＾
＂

的态度 。

对于被派驻到摩加迪沙的 Ｐ １ １
， 则没有麵主动性的计划和期望， 以访谈作为时间节

点 ， 前后两个月 内有 ４ 位被访者陆续离开哈尔格萨 ， 并表示不会再回去。 这其中 ，

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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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 马里富商邀请前来的合作伙伴 。 備示 ， 索马醒然有很大的商机 ， 雖

以接受当地社会无时间观念、 索要小费的风气 ， 因此选择离开。 Ｐ２ 表示在哈尔格萨

的工作对于自己的英语能力无練獻的提升 ， 希望可以找到其他工作 。
Ｐ３ 和 Ｐ５ 表

示 ， 离开哈尔格萨和当地的环境没有太大关系 ，
主要是工作环境本身 。 Ｐ３ 表示自己

所处的环境題闭式的 ， 并且報内部人际环境与校外区别獻 ，
Ｐ３ 工作一年结束

后选择离开的主要原因是与国外同事的教学理念不合 。
Ｐ５ 认为无法与中国同事友好

相处 ， 因此终止了合同 。 从研究结果可知 ， 主体的跨文化适应不仅和东道社会大环境

有关 ， 还和自身所处的具体环境紧密相关 。 两种环境有时是重叠的 ， 有时是无关的 。

动机期望的变化能够从侧面反映出主体的适应情況。 Ｐ Ｉ
，Ｐ４ ，Ｐ６ ，Ｐ８ ，Ｐ９ ，Ｐ １ ０ 目前

仍然有着最初的动机和期望 ， 说明他们在索马里社会中的生活达到了某种积极的平衡

状态 ， 这种状态在他们看来Ｍｍ的瓤

４ ． １ ．２ ． 东道社会人内传播层面

＂

东道社会
＂

指的是个体或群体正在适应的文化环境 。 东道社会的文化特征、 社

会习獅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彌会对主体的酿产生影响 ？ 本鹏从个体的咖、

负面離以及自獅价来分磁錄响 。

主题一 ： 在索测

本研究在访删间询问了１ １ 位参与者对索马里的认知情况 ， 主要分为两个副主

题 ， 初到索马里的印象和在索马麵间逐渐积累的印象 ？ 表 ４－

３ 是访谈对象在索马里

期间 ， 对当地的认知编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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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印象

初印象反映了新环境对于跨文化主体而言的直观感受 ， 是瞬时的 。 好的初印象能

够为跨文化主体 新社会带来信心和期待 ，蚊 ，则容易打击跨文化主体的积极性。

从与访谈７據的对话中可以看出 ， 大家的初印象主要 境有关 ， 鲜少有人提及对当

地人的看法。 索马里给人的初印親麟的 ＇ 灰扑扑的 、 气臟热的 、 贫努落后的 、

荒凉漏的籍 。

“

啊
， 那可真是太记忆犹新 了 ａ 我从来没有 见过这 么破

，
这 么 就是 ． ． ． ． ． ．就是从来没

有 见过 ，
就是从来没有想过 ，

世界上还有这样破落的 国 家 。

”

（ｐ ｉ ）

“

当 时到 的 时候是晚上 ， 第
一感觉是路非常的破 ，

就是我看不到外面 的景 象 ，
当 时

只 是感觉到那个路特别 的破 。

”

（Ｐ２ ）

“

贫 穷 ，
落后

， 像上个世纪 ，
嗯

，

八九十年代 。

”

（Ｐ５ ）

“

觉得这个 国 家卫生太差 。 然后还就感觉到 处都是垃圾 。

”

（Ｐ８ ）

“

第
一天我到 的 时候是一个星期五 ，

你知道 当地他要去做礼拜 ，
也不上班

，
感觉马

路上没有什 么人
，
感觉很冷清啊 。 然后 因 为他是穆斯林国 家 ， 星期五没有人。 然后

感觉那个基础设施很差 。 因 为 我们从这个建筑的 角 度来看的话
，
这个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市场还是很有市场的 ，
就是这种感￡ ，

就是人 气不好 ， 市政基础设施很差 。 就

是这种 。

”

（Ｐ １ ０ ）

Ｐ４ 表示到索马里之后觉得没有曾经想的那么差 。 因为在去索马里之前 ， 国内听

到的都是些很恐怖的 ， 不安全的信息 （这是 Ｐ４ 的行前认知 ） 。 即使到达之后看到基础

也比之前的预设要好很多 。

“

第
一次去之前觉得很忐忑 ， 因 为在 国 内 听到 的都是些很恐怖的 ，

对吧 ？ 不安全的

这种 ，
但去 了 以后 觉得还好 ，

没那 么 ……
”

（Ｐ４ ）

期间印象

在当地生活
一

段时间ｍ 访 于索马雖印象有了贼。 娜方

提供的内容 ， 认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 分别是自然环境、 社会与经济、 宗教与文化以

颇当地人的看法 。

自然环顚面 ， 长期生活在哈尔格萨 、 摩加迪沙的人 ， 感觉气候早晚颜 ， 总体

来说＾ｉｌｌ：
， 去过海边獅的人认为风景Ｗ错 。

“

我觉得生活其实生活适应 了 之后
，
觉得这边其实也还挺好的 ，

你看天 气也不冷不

热的 。

”

（Ｐ １ ）

“

我感觉可能这边的天 气 ， 你如果在室 内待着办公的话 ，
比 国 内是要舒服一点的 。

”

（Ｐ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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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 天 气在非洲来说还算是可 以 ， 那时候 因 为 他季节不 同 ，
还是比较凉快

，
也不冷

也不热 。

”

（Ｐ７ ）

“

在哈 尔格 萨 的话他灰尘 大 ， 然后每天哪天反正你只要 出 去转一天一 身都就是这

样 。 然后但是呢 ，
他这里就是一年四季如春嘛 ，

就是像那个昆 明 。

”

（Ｐ８ ）

“

索 马里的这个海岸 的那个风光就是景观还是非 常 的 。 非 常不错的 ，
非 常 美丽的 。

”

（Ｐ １ １ ）

但生活在其他一些地区的人 ， 如 Ｐ３
， 认为天气炎热 ， 难以忍受。

“

我们这里比哈 尔格 萨还要热很 多 ，
因 为 在沙漠里面吧

，
然后就穿这个 Ｄｉｒｉｃ（ 当地

一种短袖长裙 ） 为 主 。

”

（Ｐ３ ）

社会与经济层面 ， 虽雛方者都认为 目前索马 而言麵 贫富差距

大 ， 人均收入低 ， 但社会发展迅速 ，
二手汽车数量多 ， 电子支付普及率高 ， 部分地区

如哈尔格萨 、 邦特兰安全稳定 ？ 有人对索马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

我来到这边就是特别 出 乎我意料的是他们这边的 汽车特别 的 多 ，
他们这边的汽车

就是基本上都是从 日 本过来的嘛
，
相对来说都是比较便宜的二手 车 ，

就是路上行驶

的汽车很多 。 我感觉他们 的 出 行还是比较方便的
，
基本上就是好多 家庭可能都有私

家车嘛。 其他的 出 行可能就是公交车 。 主要是公交车和私家 车嘛 ， 其他的 出 行方式

也没有 了 。 那你要不然就是 步 行哦 。

”

（Ｐ２ ）

“

就除 了 青年党在 少数地 区就是摩加迪沙一带有活动 ， 其他 大部分包括索马里兰 ，

包括邦特兰 ，
这种就是在过去很久 ，

很少会有听到青年党 活动的 消 息 。 然后他们也

很少有这种成规模的这种战争啊或者一些这一类的风险 ，
就很少有这种事情 ， 所 以

比较安定
，
然后起点 又比较低 。 在看索 马里所处的位置就在非洲

，
欧洲

， 中 东之

间 。 所以这种就是长远来看 ，
这种便利性也很强

，
所 以我们就会觉得在这个地方是

值得长期去投入的 ＜
■

”

（Ｐ４ ）

“

我觉得他们挺好的呀 ，
交通挺好的 。 特别是这边是属 于这种就是非洲 第

一个使 用

那种移动支付的一个 国 家 。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打车软件 。 然后你直接手机上输入 ，

然后平 台 里面就会知道你需要车 ，
然后就会给那个给 司机发送一个信息 ， 司机会得

到你的信息之后 给你打电话
， 在什 么 地方过来接你 。 确 实很方便 ，

就像我们的那个

滴滴一样 。

”

（Ｐ９ ）

確加迪沙工作的 Ｐ １ １ 认为索青党在摩加迪沙的袭击对于当地的招商投资有很

大阻碍 。 此外 ， 有人发现当地市场大部分衣服都来自中国 ， 尤其是珠三角 。 不过当地

的媒体宣传以西方为主 ， 对中国的宣传很少 ， 主要偏负面 。

“

我们去市场 发现的 大部分的 当 地的衣服采购都来 自 于 中 国
， 中 国

，
这是我们 发现

的一个特点 。 他的鞋和衣服 大部分生产 于珠三 角 。

”

（Ｐ６ ）

“

这边的媒体宣传的还是以美 国 的 宣传那边 ，
欧美的西方媒体 ， 中 国 的 宣传还是比

较少 的 ，
也是偏 负 面 。

”

（Ｐ６ ）

宗紋化层面 ， 被访新人为伊斯兰教在当地既有约链地人行为 ， 维护社会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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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作用 ， 也有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

“

他们 的这个宗教 ， 我觉得有信仰是
一件很好的事情 。 比如在索 马里兰 ， 偷盗抢劫

的情况就会比埃塞这种相对来说对于穆斯林信仰的人比较少 的 国 家就会少很多 ，
他

们有 自 己 的信仰 ，
然后也会就是限制一下他们的行为 。

”

（Ｐ２ ）

“

这边的话是宗教 国 家 ， 索马里是
一个穆斯林的 国 家 ， 并且大家都信奉过穆斯林 ，

可 以说比较传统 ，
还是属 于比较传统 ，

也带来一些经济活动不便 ， 每天下午十二点

以后就不再做生意 了
， 中 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之 间就处于休业状态 ，

四点到五点只

开
一个小时的 营业时 间 。 大 家生活还是处于不便。

”

（Ｐ６ ）

此外 ， 索马里的
＂

茶文化
＂

深入人心 ， 是为数不多受中国旅居者喜爱的当ｇ食 。

“

在外 面吃也只 是喝点茶呀或者喝咖啡呀 ，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索 马里茶挺不错

的 。

”

（Ｐ８ ）

有人认为索马里文化如同中国文化
一样 ， 有着深厚的底蕴 ， 需要深入了解才能真

ＩＥＳＰ当地社会 。

“

我们都说 中 国 文化博大精深 。 我感觉他们 索马里兰的文化也是博大精深 。 就是你

可能只 是 了 解 了 他们表 面一层的信息 ，
但是更加深入的信息 ，

你还是要多和 当地人

接触 、 交流 ， 然后通过 自 己慢慢的探索 才会得到这些信息 。 你通过 简 单的交流 ， 我

觉得是得不到这些信息的 ， 我觉得还是交流有关吧 ，
就是和他们交流不够 多 。

”

（Ｐ２ ）

对于当地人的评价 ， 被访者一直认为大多默热Ｉｆ ， 友善 ， 朴实 ， 爱好和平 ， 对

中国人比较友好。

“

我就会觉得他们可能 比较封闭 、 比较落后 的感觉吧 。 但是在 另
一方面我感觉他们

比较朴 实 、 也 比较热情 。 因 为走在路上他们都会给你打招呼 。

”

（Ｐ２ ）

“

他们这边的人还是挺热情的 。 然后 怎 么 热情……嗯 ，
因 为这边就是嗯……就是说

我们租进来他会跟我们讲 ，
因 为他们这里家 家户 户 是没有装 自 来水的 ， 需要那个水

车送 ，
但是他

，
因 为 我们租 了 房子 ，

他们就给我们 了 电话号码 ，
然后很多 东 西生活

上的 问题他都会提供 （帮助 ） 。

”

（Ｐ８ ）

“

其实 当地人是非 常 热情的 ，
对于我们 的 到来还是非常热情 。 当地人其实是挺好相

处的
， 因 为

一个是 因 为他们这个地方是穆斯林国 家 ， 穆斯林国 家比其他那种没有信

仰的那种 国 家方面 的话要好很多 ，
当地人其实很好相处 ，

也挺热情 。

”

（Ｐ９ ）

但同时也有负面亂 如没有时间观念、 思想保守封闭 ＇不上进 ＇ 懒惰＇ 对外界

ｉ■贬

“

他们这边人不上进…… 明知道 自 己 怎 么这 么 那种贫 穷 落后 ，
他们 不上进 ，

就像那

个破罐破摔一样 ，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

”

（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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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地人比较友善 ，
但是对于外界 的认知还是比较 比较怎 么 说呢

，
还是比较 匮

乏的 。

”

（ Ｐ １ １ ）

认知是个体对收集到的客观信息进行再处理过程 ， 结合行前认知分析 ， 可以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主体对索马里的认知逐渐全面化 、 立体化 。 大多数人在来到索马里

之前 ， 对这个国家存在
＂

索马里海盗
＂

、

〃

战乱国家
＂

、

〃

不安全
〃

等负面印象 ， 也有人

对索马里兰的特殊情况没有任何了解 。 初到索马里 ， 大多数访谈对象最直观的感受是

基础设施和自然环境差 ， 但对安全方面的顾虑有所减少 。 随后 ， 在长期生活中 ， 访谈

对象对索马里有了更多的认知 ， 包括了 自然环境、 社会经济 、 宗教文化以及当地人 ，

正面印象也逐渐变多 。 自然环境层面 ， 居住在哈尔格萨的访谈对象对当地的气候条件

比较满意 ， 在摩加迪沙的访谈对象表达了对海岸风光的喜爱 。 但某些区域 ， 如哈尔格

萨近郊的沙漠地带 ， 炎热的天气仍然是需要面对的挑战 。 社会经济层面 ， 有人意识到

了索马里的地理位置优越性 ， 认为该地有很大的商机 。 也有人在生活中感受到了电子

支付和手机打车的便捷 。 居住在加洛韦和哈尔格萨的访谈对象表示当地的社会治安比

较好 ， 和曾经在国 内了解至啲完全不同 。 不过居住在摩加迪沙的访谈对象表示 ， 仍然

要面对恐怖袭击 ， 且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受到极大阻碍 。 此外 ，
也有人注意到了哈尔

格萨市场与中国的紧密关系 ， 当地很多货物 ， 如衣服、 塑料制品大多来自国内的珠三

角地区 。 不过 ， 在哈尔格萨和加洛韦的访谈对象都认为当地的媒体宣传以西方为主 ，

中国声音缺席 ， 中国形象也以负面为主 ， 这些或多或少影响了当地人对中国人的看法 。

宗教与文化层面 ， 访谈对象均认为索马里宗教色彩浓厚 ， 但也表示宗教在当地社会起

着
一定的约束作用 ， 可以使人向善 ， 弥补了不健全的法律 。 不过大多数访谈对象也认

为宗教阻碍了经济活动 ， 且对于女性的发展很不友好。 有访谈对象 ， 如 Ｐ２ 认为索马

里文化和中国文化
一

样 ， 是博大精深的 ， 需要与当地深入交流才能理解 ＾Ｐ ３ 注意到

了对索马里社会影响深远的部落制度 （
Ｃ ｌ ａｎｓｙ ｓ ｔｅｍ

） 。
．

而对于当地人评价 ， 被访者全都摒弃了
＂

索马里海盗
＂

的认知 。 在与当地人的接

触后 ， 大多数访谈对象认为当地人是朴实 、 热清 、 善良的 ， 也比较尊重中国人 。 但也

有人认为当地人时间观念淡薄 ， 思想封闭落后 ， 对外界认知匮乏 。 甚至有人认为部分

人是懒惰的 。
Ｐ ５ 和 Ｐ ８ 表示当地人都爱吃

＂

草
＂

（阿拉伯茶 ， 在中国被列为毒品 ） 。

很显然 ， 访谈对象对当地的各方面认知逐渐变得立体 ， 但也难以避免新的刻板印

象生成 。 认知既然是个体对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 ， 那么就与个体的性格和思维有

着密切的关系 。 对同样的现象 ， 有人 （如 Ｐ Ｉ
、
Ｐ４

） 会解读为索马里人生活压力小 ， 容

易满足 ， 但也有人 （如 Ｐ５
，Ｐ ８

） 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 。 认知会影响跨文化主体的适应

策略 ， 如果负面印象过多 ， 会极大挫伤主体的融入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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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二 ： 消极情绪

跨文化主体的适应状态不是
一

劳永逸地 ， 会再次因为东道社会中新的困难被打破 ，

表现为跨文化主体生成的负面情绪 。 当负面情绪为主时 ， 主体的不适感再次出现。 表

４ －４ 消极情绪编码表是访谈对象的消极情绪编码 。

表 ４ ４ 消极情绪编码表

核心主题
｜原始编码

＾
烦 ； 焦虑 ； （心里 ） 不舒服 ； 厌恶 ； 无奈 ； 奔溃 ； 烦躁 ；

生气 ； 孤独 ； 担心 ，

？

焦虑 ，

？

抑
；白极情堵￣

 ｜

郁 ，

？

备受打击 ，

？

低落 ； 提心吊胆 ，

？

无可奈何 ，

？

没办法 ，

？

排斥 ； 暴躁 ； 反感。

对于访谈对象而言 ， 有人因当地人缺乏严格的时间观念感到焦虑和无奈 （
Ｐ Ｉ

 ，

Ｐ ９
） ，

也有人因被政府部门刁难感到生气厌恶 （
Ｐ２

，Ｐ７ ，Ｐ ８
） ， 还有因交通不便利 ， 路上花

费时间过长感到奔溃 （
Ｐ４

） 。

“

啊
，
这个让人很焦 虑

，
但有一点就是

，

如果你跟人 家 约好 了 啥 ，
你迟到 了 你也 不

用 感 觉很抱歉 。 但是 大部分时 间 我都 没有迟到啊 ，
倒 是他们都 没有 时 间观念我的

天 （ Ｐ １ ）

“

这种情况我 当 时 因 为 在埃塞呆过
，
我也是有

一 定 的心理建设的 。 但是我 没有 想到

他们会这 么 的狠
，
就是你去哪 ，

你都得需要钱来打通关 系 。 然 后 让我觉得他们这个

国 家就是有
一

点 点贪婪 。 后 来就遇到 他们这种就是稍微有点权 力 的人
，
他们会滥 用

他们 的 权 力 。 我对这件事情表示非 常 的 厌恶 ，
就是感 觉他们滥 用 权 力 嘛 。

”

（ Ｐ２ ）

“

哎呀
， 那真的是… …这是不去又不行 ，

那是客 户
，
别人钱都付 了

，
去一趟

，
坐个

车 十 几个小 时 ，

一路摇啊摇啊摇过去
，

就是整个人都崩 溃 了 。 那种人很痛 苦 ，
对这

个是纯物理上 的 。

”

（ Ｐ４ ）

“

当 时把我 气 的 我真的 是 。 我就觉得他们这个 国 家 为 什 么 每次都喜欢针对我们 中 国

人
，
我说我们 中 国 人对你们 怎 么 样 。 哎呀

，
反正不管 坐飞机还是从陆路进 ， 都是这

样 的 ，
反正一看我们 中 国人就是觉得好欺 负 就是要钱就是怎 么 样 。

”

（ Ｐ ８ ）

主题三 ： 自我评价

跨文化适应需要个体对自己的文化背景 、 信念 、 行为和态度有
＿

个清晰的认识 ，

而自我评价可以帮助个体对自 己的情况进行评估和反思 。 通过自我评价 ， 个体可以了

解自 己在不同文化环境下的优势和不足之处 ， 进而调整态度和行为 ， 以更好地适应新

的文化环境 。 本研究询问了访谈对象的适应过程和态度倾向 ， 以此来了解其主观层面

上对自我跨文化适应状况的评价 。 表 ４－

５ 是自我评价的编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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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５ 自 我评价编码表

［ｍ ］

核心
主原始编码

主题



ｍ


刚开始来很难适应 ， 后来对当地熟悉度高了 ， 逐渐适应 ， 这个过程主要靠心理调节 。

带着探索的心情来 ， 初到时与自己的预期差不多 ， 但遇到公职人员滥用权力 ， 非常厌恶且心情

低落 。 自我调节 ， 接受现实 ， 认为没必要跟他们较真 。

第１月很不适应 ，
地理条件较差 。 心理压力大 。 抑郁 、 生病加剧了不适应 。 感染新冠 ， 感觉

孤立无援 ， 不能自 由活动 。 第
一

学期工作量大 ， 身体也不太好 ， 很奔溃 。
１ ２ 月份去了一趟肯尼

亚
， 整个人放松了很多 ， 后来逐渐进行心理调整 ， 更加适应 ．

整体情况像一个倒过来的
＂

几
＂

字 。 刚过去很新鲜 ， 中间会有
一

段时间磨合期 ， 最后慢慢适应

习惯了
， 恢复到平静 。

ｇ 刚去了 ３
－

６ 个月 ， 感觉还不错 ， 以后慢慢地就不好了 ，

一直想回国 。 主要是工作上人际关系的

＾
问题 ， 如果没有该问题 ， 在那边待两三年都可以 。

＾
从摸索到熟悉工作的

一个过程 。 对工作逐渐熟悉 ，
心智上和项 目管理能力上成熟起来 。 整体向

过
好发展。

程 开始是因为有商机 ， 因此想去看看。 但整个国家从政府部门到个人 ， 他们的思想 ， 行为 ， 文

化． ． ． ．
． ．无论好坏 ，

都是我要面对的 。 我觉得我不适合 ， 我就离开了 。

刚来的时候 ， 每天把自 己气的半死 。 后来逐渐了解他们的文化 ， 自 己慢慢调节心情 。 起码这边

的人不会偷东西。 慢慢融入他们的文化以后 ， 各方面还是赚好的 。

自物质环境算是及格 ， 跟国 内比有落差感 ， 之后慢慢习惯了 ， 只能默默接受 。

我刚开始来 ， 很不适应 ， 到处都是光秃秃的 ， 又没有人 ，
设备也没有 ， 事情也不好搞 ， 觉得干不

评出成绩 ，
想打退堂鼓 。 后来调整了心态 ，

继续坚持到现在 ．

＾刚开始会对这个国家产生好奇 ， 但是来之后经历了几次爆炸 ， 尤其是认ｉ只的
一

些人被炸死了 ，

整个人 ｔ炫交豁达了 ， 同时感觉很紧张 ，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波及到自 己了 。

—

个人觉得 （当地生活 ） 了 ， ＩＳＡ了
－

半 ， 不完全島 因为不认可有些生活放 。

会尽力整合二者文化 ， 但某些方面可以理解他们的文化但不太认同 。 不认为 自己融入进当地社

会了 ， 只是参与进去了 。

因不喜学校管理方式 ，

＿

年项 目结束后 ， 没有再续合同 。

会尊重当地宗教 ， 但不会实践？ 将自身文化背景和当地文化进行整合 ， 积极融入。

＾ 对现在的生活很不满意 ， 刚来的第二个月就想回国了 。 想跟当地人交流 ， 但是只想交流
一

点 ，

不想太？米入 。

叉

至少我们要知道和全世界人做生意有１标准 ， 你要尊敬ｇ ｉ认的文化 ， 就要了解这种文化 ， 这

倾
才有谈生意项 目的机会 。

＠ 在生活上面尽量不要去干涉人家的这些宗教涉及的东西 ， 如果自 己不习惯 ， 就避开 。 以不和他

们冲突的
一些方式方法来过我们 自 己的生活 。

受到当地
一

位军官的要求 ， 加入了伊斯兰教 ， 但主要认为入教有利于在当地的发展 。 并没有从

思想Ｊｉ改变 ， 也不会做礼拜。

愿意尊重了解当地的文化 ， 但内心觉得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很难被当地影响 ， 不太容易改变 。

｜

虽然除了工作之外 ， 不太主动和当地人交流 ， 但没对他这个文化很反感 。



跨文化适应强调的是主体的再社会化 ， 核心为
＂

变化
＂

。 将这
一变化看作线性状

态的学者彳 丨 ］给出了很多模型 ，
比较著名的有 Ｕ 型曲线 、 文化休克理论、 五阶段假说

等 。 这些模麵描绘的跨文化适应心理变化有着相似的路径 ， 即刚到新环境的主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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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一

定的期待和新鲜感 ， 因此不会遇到太多文化适应的压力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生活

中会面临各个层面的困难和挑战 ， 因此压力到达了最大点 ， 最终主体通过应对和调整 ，

适应了新环境的生活 ，
压力逐渐减轻 。 但也有人对新环境的蜜月期进行了质疑 。

在访谈中 ， 访谈者针对适应过程的自我评价提出的问题是 ： 你可以以时间为参照 ，

描述你在索马里工作生活期间的心理适应程度变化吗 ？ 从被访者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

大家的心理变化有三种路径 ：

（
１
） 低——高 （

Ｐ Ｉ
，Ｐ ３

，Ｐ６ ，Ｐ ８
，Ｐ９ ，Ｐ Ｕ）

，Ｐ １ １
） ； 高



（氐
——高 （

Ｐ２
，Ｐ４ ） ； 高——（氐 （

Ｐ５
，Ｐ ７

） 。 这三种路径中 ，

Ｐ Ｉ
，Ｐ ３

，Ｐ６ ，Ｐ ８
，

Ｐ９
，Ｐ １ ０

，Ｐ １ １ 认为自己的心理适应程度是从低到高的 ， 他们认为来到索马里并没有

经历蜜月期 ， 最初的阶段反而面临了工作生活多方面的不适应 ， 后来逐渐调整 ， 接受

了新环境里的生活模式 。 Ｐ２
，Ｐ４ ，Ｐ５ ，Ｐ７ 认为刚到索马里时 ， 对在该地的发展抱有

一定的期望 ， 但随着各方面的不适应出现 ， 心理压力逐渐增强 ， 其中 Ｐ ５
，Ｐ ７ 无法忍

受 ， 选择离开 。
Ｐ２ 和 Ｐ４ 认为经过调整 ， 逐渐适应当地生活 ， 但 Ｐ２ 考虑到个人长期

发展 ， 也离开了索马里 。 由此可见 ， 跨文化主体进入新环境后 ， 不
一定都会经历蜜月

期 ， 但认为 自己最终习惯了或者适应了的访谈对象 ， 在心理适应层面都经历了
一

个由

低到高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符合 Ｋｉｍ Ｙ ．Ｙ．描述的螺旋式上升的适应过程 。

此外 ， 本研究询问访谈对象在当地主观层面的适应倾向 。 除 Ｐ ７ 外 ，
１ ０ 位访谈对

象都认为自己是融合倾向 。
Ｐ７ 在索马里生活中遇到自己不习惯的事情 ，

＿般会选择

避开 ， 不和对方起冲突 。 其在哈尔格萨的生活状态是每天如果不出门就在家里 ，
工作

基本上以电话为主谈生意 ， 所以在索马里兰以居家工作为主 ，
生活物资由员工负责在

当地采买。 在他看来生活是
＂

单调
＂

的 。 其余访谈对象虽然都认为自 己是融合倾向 ，

但对此有不同的解释 。
Ｐ １ 认为自 己是适应当地生活的 ， 但只是融入了

一

半 ， 没有完

全融入是因为主观上不认可有些生活方式 。
Ｐ２ 表示会尽力整合二者文化 ， 但某些方

面只能理解不能认同 ， 不认为自 己是融入社会 ， 而只是参与 。
Ｐ４ 表示会尊重当地宗

教 ， 但不会实践 。
Ｐ ５ 认为他想跟当地人交流 ， 但不想深入交流 。

Ｐ １ ０ 表示愿意尊重并

了解当地文化 ， 但内心觉得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很难被当地影响 ， 不容易改变 。
Ｐ １ １ 表

示不太主动和当地人交流 ， 跡反感当地文化 。 可以看出以上几位访谈对象的融合策

略主要是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 但从主观上保持了
一

定的距离 。 Ｓ ａｍｏｖａｉ

？

和 Ｐｏ ｔｅｒ
（
２０ １ ２

）

对文化进行了解读 ， 认为文化是结构性的 ， 分为表层和深层 ， 表层包括了饮食习惯 、

气候 、 居住条件 、 穿衣习惯等 ， 而深层包括了价值观、 世界观、 宗教、 家庭结构等 。

因此可以理解 ， 访谈对象认为自己的适应 ，
主要表现在适应了文化的表层结构 ， 但对

深层结构表现出了不认同 ， 不参与的态度 。 此外 ，

Ｐ９ 表示在刚到加洛韦期间 ， 受到当

地
一

位军官的邀请 ， 加入了伊斯兰教 。 从美国社会学家 Ｇｏｒｄｏｎ 对同化七阶段的论述

中可以认为 Ｐ９ 在索马里加入伊斯兰教的行为属于结构性同化 ， 即与东道国成员或组

３ ６



织建立起了联系 。 但是 Ｐ９ 认为自己是融合 ， 而非同化 ， 因为他选择加入伊斯兰教 ，

主要是认为入教这
一

行为有利于其在当地发展 ， 但从思想上并不认同伊斯兰教的信仰 ，

也不会做礼拜 。
Ｐ １ 虽然与当地人通婚 ， 在 Ｇ ｏ ｒｄｏｎ 的理论中 ， 可归为联姻性同化 ， 但

Ｐ １ 是在结婚之后才跟随丈夫去了索马里 ， 因此其情况不符合 Ｇ ｏｒｄｏｎ 定义同化的前提

条件 ， 所以 ， 不在此处讨论。 以上情况的解读与 Ａ ｒｅｎｄ ｓ
－Ｔ Ａ ｒｅｎｄ ｓ

－Ｔｏ ｓｈ 和 Ｖａｎｄ ｅ Ｖｉ

ｊ
ｅ ｒ

（
２ ０ ０ ３

） 的研究发现有共同之处 。 他们认为跨文化适应策略选择存在多重性 ，

Ｂ ｅｒｒｙ 所

提出的整合 、 分离 、 边缘化以及同化可以存在于同
一

个主体的选择中 。 在私人空间 ，

跨文化主体倾向于保持原文化传统 ， 与东道社会保持距离 。 在公共场合 ， 跨文化主体

倾向于选择接纳东道社会主流文化 ， 积极与自身情况进行整合。 而在某些场合 ， 如工

作中 ，

＿些人会选择同化来维持与当地环境的紧密关系。

４ ． １ ．３ ． 本节小结

本节从原社会和东道社会的人内传播层面对访谈内容进行主题分析 ， 总结出五个

核心主题 ， 即行前认知 、 动机期望、 在索认知 、 消极情绪和自我评价 。 在这五个主题

中 ， 行前认知和动机期望主要基于原社会 ， 而在索认知 、 消极情绪和 自我评价方面则

主要基于东道社会 。 本节从以上五个方面回答了研究问题
一

。 研究发现 ， Ｐ逭着时间的

推移 ， 跨文化主体对于索马里的认知逐渐丰富和全面 ， 但仍然难以避免个人偏见的存

在 。 同时 ， 动机期望能够对跨文化适应产生心理影响 ， 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产生的心理

压力也会作用于最初的动机期望 ， 从而使其发生调整或改变 。 负面
＇

廣绪的多次产生和

消解体现了主体与新环境的动态平衡关系 。 此外 ，
主体对适应的自我评价与具体环境

中的行为表现并不
一

定完全契合 ， 其主观层面更加强调心理的平衡 ， 而非实际融入的

行为本身 。 总的来说 ， 这些发现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跨文化适应的心理过程 ， 为促

鹏文化交流提供参考 。
‘

４ ．２ ． 人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人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是指在跨文化交流过程中 ， 个人与他人之间的交

往和沟通方面的适应情况 。

＂

互动
＂

是这
一

层面的关键词 。 本研究彳夸人际传播层面跨

文化适应的考察分为原社会和东道社会两方面 。 具体研究发现如下 ：

３ ７



４ ．２ ． １ ． 原社会人际传播层面

主题一 ： 亲友支持

表 ４ －

６ 亲友支持编码表

核心主题
｜原始编码

＿分不清索马里和索兰 ； 担心有海盗 ； 没有跟父母说 ； 没有跟妻子说 ； 家人无担心 ；

亲友支？寸

１

家人认为国外比较乱 ，

？

家人总体支持。



亲朋好友的支持对于主体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有
一

定的帮助 ， 能够给予跨文化主体

努力适应新环境的动力 。 表 ４ －

６ 是对访谈对象来索马里前亲人朋友的态度的编码情

况 。 可以看出 ，
Ｐ ｌ 、

Ｐ２
、
Ｐ６

、
Ｐ９

、
Ｐ １ ０ 都表示家人十分担心 。

“

他们 首先是嗯…… 怎 么 说呢
，
他们是就是把 索 马 里兰和 索 马里就是弄混淆 了

，
他

们 以 为 这边会有 海盗 ，
比较担心我的安 全吧 。

”

（ Ｐ２ ）

“

他们其 实对于海盗 的
一

种说法 ，
之前不是那 么 太 了 解

，
家里 面 的人对于我说要来

这边
，
他们 才 开始 了 解这边什 么 样的 情况呀 ，

然 后 周 边人会跟他们说呀 ，
这个 国 家

什 么 一个样啊 ， 有海盗呀 ，
然 后 他们就会有这种担心

，
但是我告诉他

一些真实 的 情

况 。 不是让别人给他说一种假信 息啊
，
这个样子 的 。

”

（ Ｐ９ ）

Ｐ ８ 的家人不支持来索工作 ， 认为有海盗 ， 担心安全。 但 Ｐ ８ 对家人进行劝说 ， 最

鎌得支持 。

“

他们 不 支持
，
因 为 他们说啊

，
你去海盗 的 国 家 那边很乱 的 。 那边经 常 发生啊 ，

什

么 暴乱啊什 么
，
他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

”

（ Ｐ８ ）

一些人表示亲友对于索马里甚至非洲没有过多了解 ， 有人认为非洲是
一

个国家 ，

有人只听说过索马里海盗 ， 有人认为国外比较乱 ， 很可能发生扣押中国人等行为 。

“

当 时我来的 时候 ， 我们 家人说…
…就是说如果你去打工呢 ，

肯定就把你护照给撕

了
，
然后 他说

，
然后腰子给你割 了 之 类 的

，
被贩毒 了

… …

”

（ Ｐ６ ）

Ｐ３
、

Ｐ４
、
Ｐ７ 表示害怕家里人担心 ， 没有跟他们说要去索马里 。

“

没有跟父母说
，
怕 他们 不 能接受 … … 父母对非洲 了 解不 太 多

，
只 知道索 马 里海

盗 。

”

（ Ｐ ３ ）

“

没有跟 家人说 ，
因 为 去的地方 比较 多 ，

更换也比较频繁
，
家人只知道在非洲

，
但

不知道具体 国 家 。

”

（Ｐ７ ）

只有 Ｐ ５ 和 Ｐ Ｉ １ 表示因为有亲戚在哈尔格萨 ， 因此家人没有过多担心 。

“

家人没有担心 ，
因 为 有亲戚在 ，

了 解过这里
，
也 支持过来工作 。

”

（ Ｐ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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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总体是支持的 ，

没太 大顾虑
，

没 办 法 的 事 儿 ，
整体来说工作单位在安全上还

是有保障 的 。

”

（ Ｐ １ １ ）

从研究结果来看 ，

８ 位访谈对象的亲友对于索马里的了解十分有限 ， 大多数人只

知道
＂

索马里海盗
＂

这一词汇 ， 对于索马里的实际情况几乎
一

无所知 。 由于对于这个

国家的认知主要来源于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 ， 这些信息的单
一

、 片面性和负面性导致

了访谈对象的亲友们对于去索马里旅行的选择感至雌心 。 在访谈对象解释了他们对于

去索马里的理由和安全保障措施后 ， 大多数亲友们才慢慢地支持了他们的决定。 然而 ，

仍有 ３ 位访谈对象因为害怕家人担心 ， 没有告诉他们去索马里的计划 ， 这表明跨文化

主体不仅需要面对新环境带来的挑战 ， 还需要应对家人和亲友们的不解和担心。 除此

之外 ， 由于索马里相关信息的单
一

片面性 ，

一些访谈对象只能通过去过索马里的朋友

了解到这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这种情况表明 ， 原文化社会关系对于跨文化主体提供的

帮助是有限的 ， 跨文化主体需要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来适应新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 ，

跨文化主体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 积极探索新事物 ， 同时也要学会如何有效地与亲友

进行沟通和交流 ，
让他们了解到自己对于新环境的真实感受和体验 ， 从而获得更多的

支持和王臟 。

４ ．２ ．２ ． 东道社会人际传播层面

东道社会是主体进行跨文化传播行为的主要场域 ， 而人际之间的互动则是为跨文

化主体带来适应压力的主要源头之
一

。 本研究在这一层面对在索中国旅居者的遭遇困

难 、 应对方式以及社会主动参与进行了研究发现的介绍和讨论 。

主题一 ： 遭遇困难

跨文化主体进入新环境后 ， 会面临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 这也是在适应过程中主

要压力来源 。 根据访谈对象的介绍 ， 他们在索马里遇到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交流阻碍与

人际矛盾、 宗教习俗带来的影响 、 饮食问题 、 自然环境与基础设施条件差、 政府办事

无章程、 身心健康和个人安全受到威胁以及其他与当地环境和人无关的因素 。 表 ４ －

７

是在索中国旅居者遭遇的主要困难的编码表 。

３ ９



表 ４ ７ 遭遇困难编码表

核
｜１

，

、

、副

＾主原始编码

题
ｍ


语言不通 ； 学习索马里语没有资源 ；
有时候翻译软件结果不准确 ， 当地人拼写也不标准 ： 当地人会

交流 说
一些听不懂的中国话 ， 以为是侮辱性语言 ； 没有共同话题 ； 常被关系近的当地朋友要钱 ； 帮助他

人 ， 但很少被感谢 ； 时间观念不同 ； 当地人办事效率低 ；
运货从中国到索马里 ， 中间时间长 ， 半年

， 才到
；
被当地人问来自大陆还是台湾 ； 接触到的

一

些人中 ， 通过控制中国人减少认识其他人的机

会 ， 从中获利 ； 和同事 （白人 ） 去市场买布做衣服 ， 因同事的头巾被风吹开 ， 被
一

位醉汉拉扯 ； 被

际矛 ＿些当地人言语侮辱 ； 被
一些当地人攻击 ； 与当地人 （管理层同事 ） 发生了许多摩擦 、 矛盾 ， 很激

盾 化的冲突 ，

？

对工作权责认知不同 ， 容易引发误会或冲突 ； 被生意对象放结子 ， 非常不靠谱 ； 当地人



对我们产品缺乏信任 ， 因此出现了合作障碍 ； 当地人追求短期利益 ， 赚快钱 ， 这方面无法合作 ？

被ＡＳ力说信仰伊斯兰教 ；
会被当地员工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 ；

駐在看病期间細礼拜 ， 难以接

̄

穴教
受 ； 礼拜有时候会影响到工作 ；

礼拜时间会影响办事效率 ； 因尊重当地宗教习俗 ， 不得不外出时戴
＾

头巾 ， 要热死了 ； 起初出门不带头巾 ， 被当地人指出 ； 之前和Ｈ立中国女性去菜市场 ， 因为她没有

＾戴头巾 ， 搬 ！ Ｊ人用石头砸 ；
从来不说谢谢 ， 他们只感谢真主 ； 宗教约束会影响生活 ；

宗教社会为经



济活动带来不便 ，

？

斋月有时 彳矣会没有饭吃 ，

？

宗教对商业规则有影响 。



饮食
可口的食物匮乏 ； 想吃

一些中国口味的零食 ， 但买不到 ； 蔬菜水果匮乏 ；
？菜口味单

一

； 食物种类

、

％少 ， 肉类食物少 ； 吃不好 ， 菜的品种太少 ； 当地的饭不好吃 ，
也不太干净 ； 吃不惯当地饭 ， 肠胃受

不了 ； 酒店厨房不卫生 ：
食品安全问题 ， 会拉肚子 ；

吃饭只是为了不饿肚子 ， 而不是享受美食 ．

生活枯燥 ， 没有任何娱乐场所 ， 如电影院、 游戏厅 ； 生活条件差 ； 物价特别高 ； 物质廣乏单 交

猫
环境 通不便利 ， 路途长 ， 不好走 ，

坐车到 目的地需要十几个小时 ，
很崩溃 ，

？

路很烂 ， （车 ） 不好走 ，

？

医疗
运

与基 水平差 ， 护士扎针技术不娴熟 ； 医院医生把输液用具交给我们 ，
让我们 自己扎针 ， 不可理喻 ； 药没

遇
础设 有国家统

一

标准 ， 很多被勾兑过 ， 药效不明确 ； 做大手术有风险 ； 天气炎热 ， 容易中暑 ； 蚊子多 ，

困施很头疼 ，

？

沙尘 ｔ饱大 ， 气候比疫干燥 ，

？

卫生不好 ； 缺水 。

难遇到交警查车 ， 收高额罚款 ； 政府部门 （包括移民局 、 财政部 、 海关 、 投资局等 ） 索要小费 ， 如果

不给 ， 事情就很难办成 可事儿都要收取小费 ； 对ｈ些规则 ， 说改就改 ； 会有很多理由 ， 变着

＿
法子要钱 ； 在机场被索要紙 没有的话 ， 就顆Ｅ我 （从机场上 ） 赶出去 ； 警察查案过程中 ， 处理

＿

丨

过
些小纠纷 ， 每次都会索要小费 ， 很普遍 ； 被警察或者检查站索要小费 ，

？

因签ｉｉＭ ，
被移民局扣押

＇

无早
三小时 ， 期间抢走包里的钱 ； 晚上巡逻的保安敲门要收垃圾费 ； 公司和移民局之间有些矛盾 ， 移民

程局没收护照 ， 将中国员工巧关在家里几天 ；
政府官员办事没有明确规定 ， 拍脑袋决定 ，

？

海关关卡



会有
一些刁难的情况 ，

？

被检＾站为难 ； 被警察局踢皮球 ；
在银行开户 ， 态度不好。



有过
一

次比较严重的发烧感冒 （疑似新冠 ） ； （穆斯林国家 ） 对穿衣有要求 ， 气候炎热 ， 身体不舒

身心 月艮 ； 在索兰感染了两次新冠 ； 感冒 ， 嗓子疼 ； 得过疤疾 ， 发烧 ； 身体状态更差了 ；
孤独感强烈 ，

？

心

健康 情会有焦虑 ， 抑郁等情况 ；
第一Ｔ月很不适应 ，

地理环境较差 ，

一

年的期限造成＾理压力 ， 新冠没

有任何措施 ，
孤立无援的状态 ； 发生爆炸时 ，

心理压力比较大 ， 会焦虑 ．



安全
担心未来打仗 ； 翻会有安全上的担忧 ， 去年发生过局部战争 ， 后经过和谈结束 ； 款的担忧調

，

Ｂ
ｆ

．

势问题 ； 受到恐怖分子迫击炮威胁 （距离 ３００ 到 ５ ００ 米的样子 ） 会接到很多陌生电话 ， 个人信息泄
冋题

露严重 ； 项目上的东西被偷盗 ， 比如电线轮胎 ， 柴油 ，
汽油等工具 。



胃＠工作中与 （国外 ） 同事理念不合 ；
工作上和中国的同事相处不太愉快 ；

工作上会被要求多干
一

些不

（与当
属于自己职责的事情 （不能接受这些工作内容 ） ； 会有烦躁 ， 跟中国上级不和睦 ； 担心公司对回国手

续拖拖拉拉 ； 中国人会给中国人挖坑 ， 来源于中国内部团队管理层的压力工作进度、 资金会产生压

｜＝ ｜

力 ：
工作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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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阻碍主要是不懂当地语言和观念不同带来的 。 所有被访者都面临着不懂索马

里语的现实问题 。

“

因 为 他们 本地人 ，
这个英语水平也不是很 高

，
相 当

一 大部分人甚至不懂英语 。 我

又 不 太懂 索 马 里语 ， 我觉得限制 了 我和他们 的 交流 。

”

（ Ｐ２ ）

“

起初 的话
，

比如说我们在街上去 的 时候 ，
当 地人会说 Ｃｈ ｉ ｎ ａ

，
然后会给你说个词

叫
‘

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ａｎｇＣｈｏｎｇ（ 英译 ）

’

。 对吧 ？ 这个话 的 话起初我认 为 是一个属 于是悔辱

类型 的话 ，
但是后 面 我 问 过一些 国 外 的

一些朋 友
，
其 实 他们是对于我们 的语言 发音

的 一个模仿 ，
因 为 他 不 能说

一个 完 整的 中 文 ，
他认 为 这个 中 文在他 的 意 思里 面 的 发

晋就是
‘

Ｃｈ ｉｎｇＣｈ ａｎｇＣｈｏｎｇ
’

所 以之前我认 为 是一种歧视啊 。

”

（ Ｐ９ ）

有人表示想学习 ， 但遇到很多阻碍 ， 如没有学习资源、 没有时间 、 发音 ， 语法太

难 ， 无法自学等 。 即使使用翻译软件 ，
也经常面临当地人拼写不标准或不识字 ， 翻译

软件结果不明确等问题 。

“

我倒是想学啊 ，
这没有人教啊 ，

我 到 现在还没找到 人给我教呢 。

”

（ Ｐ １ ）

“

那个索 马里语我学 了
一段时 间之后 发现他太难我就放弃 了 。 （你 觉得 索 马 里语难主

要难在什 么 地方 ？ ） 有几个方面吧 。

一是发音比较奇怪 ，
就是不 太符合 中 国 人的 发

音 习 惯 。 二是他们这边的那个教材很难找 。 那个语法我感 觉也挺难 的 。

”

（ Ｐ２ ）

“

你说索 马 里语 ， 我有尝试学过 ，
可我觉得太难 了 。 然后

，

如 果说我很有 空 ，
我觉

得那个比较难有 ，
但我有 空 的话我会愿 意去学 。 但是 因 为 我太忙 了

，
然 后 它 又很

难
，

必须要花时 间
， 那个索 马 里语和阿拉伯语 两 个我在学校都 有 尝试 ，

跟学生学

过
，

但是确 实是觉得很难 。 然 后 还有
一个没有 可 以讲的环境

，

就 因 为 我们 学校是外

国 学校的话 ，
我们 只 允许学 生跟老 师讲英语 ，

就是 为 了 提升他的 英语嘛 ，

就只 允许

讲英语的话 ， 那我学 了 又没有地方 用 。 然 后 又不是说像斯 瓦 西里语一看就会 了
，
所

以就各方 面 原 因就没有 坚持下去 。

”

（ Ｐ３ ）

“

如 果说你从那个 Ｆ ａｃ ｅｂ ｏｏｋ 里 面 看 的话 ，
他们基本上全部是 用 索 马 里语 发 的这些推

文
，
所 以说你必 须还要去翻译一下 ，

但是这种翻译的话没有很 大的 意 义
，
因 为 你 的

翻译软件翻译索 马 里语就是说只 能 看 大概意 思 。 觉得这个很痛 苦 。 而且还 包括如 果

说遇到 一些人纯说索 马 里语 ，
不会说英语的话 。 翻译没 用

，
因 为 有些很 多 人他只 能

说
，
不 能 写 。 他不 能去 用 这种文字给你表达 出 来 。 然 后 即使有会写 ，

就是说年轻一

点 的人会写 索 马 里语 ，
但是翻译软件翻译 出 来都不 能 … …就

，
有 些意思翻译 出 来 的

翻译有 问题
， 那你看 不懂 。

”

（ Ｐ９ ）

值得
一

提的是虽然访谈对象中没有人会索马里语 ， 但大家都不认为这是与当地人

交流的阻碍 。 而且 ， 多数被访者认为没有必要学习索马里语。 对于跨文化个体而言 ，

掌握东道社会语言能够帮助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是毋庸置疑的 ， 但并不是所有的跨文化

个体都会主动选择提高语言能力 。
Ａｎｎｅ

－Ｍａｒ ｉｅ Ｍａｓｇｏ ｔｅｔ和 Ｃ ｏ ｌ ｌｅｅｎ Ｗａｒｄ（
２００６

） 提出

的文化学习理论 （
ｃｕ ｌｔｕｍ ｌ ｌ ｅ ａｒｎ ｉｎ

ｇ ） 强调了语言和文化学习的核心地位 。 他们认为在

跨文化互动过程中 ， 语言的熟练程度和交流能力最重要 ， 因此要考虑到的核心问题是

４ １



个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要学习什么 ？ 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语言和文化学习 ？ 其情境

因素有什么 ？ 文化学习和最终的适应状况有什么关联 ？ 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理解 １ １

位访谈对象关于索马里语学习态度的访谈结果 。 从情境因素来看 ， 有人认为索马里语

学习难度大 ，
且很难找到学习资源 （包括书籍和教师 ） 。 也有人认为工作环境中都是

使用英语交流的人 ， 没有必要学习索马里语 ， 需要指出的是 ， 这部分中国人多为投资

创业者 、 公司合伙人 。 他们接触的索马里社会圈层较高 ， 具备较高的英语交流能力 。

还有人认为即使当地人只会索马里语 ， 在交流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手势比划或者使用翻

译媒介 （包括软件或人 ） 简单理解彼此 ， 不会对生活造成彳艮大的困扰 。 从个人层面来

看 ， 很多因素成为拒绝学习索马里语的原因 ， 如年龄大 、 空闲时间少 、 没有兴趣 、 对

自身专业没有帮助 、 索马里语使用范围小等 。 总之 ， 不懂当地语言主要阻碍了深入了

解索马里社会 ， 无法与只会说索马里语的当地人交流 ， 这些人主要是索马里的底层人

民以及未受过教育的老人 ， 他们大多从事保安 、 保姆、 司机的工作以及做小买卖生意 。

但是从现状来看 ， 在索中国人大多不需要跟这些群体打交道 。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将当

地中国人限制在了某些社会圈子中 。 对于产生的具体交流阻碍而言 ， 大家更愿意寻找

他人帮助或躲避交流 。 这在
一

定程度上说明了在索马里的中国人与东道社会某些方面

存在割离状态 ，
二者的融入并不深 。

“

如果说进行学术交流的话 ， 那肯 定影 响很 大咯 。 但是像我这种 宅女天天 宅在 家里

面 的其 实影响 不是很 大 了 。

”

（ Ｐ １ ）

“

日 常 生活倒是没有什 么 影 响 ，
因 为如果他们 不懂英语 ， 我还可 以使 用 翻译软件 ，

还

可 以 用 比划 来让他们 明 白 后 基本上都 没有什 么 问 题 。

”

（ Ｐ２ ）

“

我们 不会 当 地的语言
，
所 以 沟 通还是很受 限

，
我们 只 能跟 ，

就是所谓 的上层一点

的人沟 通
，
底层一点 的就没办法

，
你像到 工地上

，
包括我们 自 己 的工人 ，

我们 的工

作 沟 通不 了 。 这肯定会有影响 ，

但是呢
，
这种影响我觉得从宏观来看 的话 ，

是 没什

么 大的影响 。 只 是从个体来说 ，
可能我们就会觉得遗憾吧有 些事 情 。

”

（ Ｐ４ ）

“

（那你觉得去菜市场 买菜 ，
和 当 地的 沟 通交流会有 障碍吗 ？ ） 不会啊 ，

没这样的 。

你 想要什 么
，
你直接 用 手指一下 。 他会 问 你要 多 少公斤 ， 然 后 到 时候他就称

一下
，

然后会算
，
假如你听 不懂 当 地话

，
你就 用 手机那个计算机打开

，
那他打上去 多 少 饯

就可 以 了 。

”

（ Ｐ５ ）

“

我觉得都是没什 么 影响 ，
当 地……主要 当地语言

，
如果你 能会的话 ，

更好的融入

中 下层 ，
就是如果你 不会的话 ，

如果你 只 会英语的话
，

只 有受教育 ，
有 高层像我们

机场 的 高层的和 中 高 层 ，
他们主管 或者 高 级经理这个级别他们 才 会

，
助理级别他们

才 会英语 。 底线基层人 员 ，
他们 不会 （ 英语 ）

，
只 会那个索 马 里语 ，

你这个交流起来

就 没有交流 。

”

（ Ｐ６ ）

“

也 不会影响 到 工作上 。 还好
，
这边你去购 买 东 西好怎 么 样子 ， 我 刚 才说过 ，

就是

属 于是绝 大 多数还是可 以说英语的 ， 除非你是私下来跟那些人沟通啊 ，
比如说像 刚

４２



才说的
，
就是想找个 当地的便宜点的保姆怎 么样子的 。 要找一个学过英语的那就很

难 ，
但是说索 马里语吧 ，

我们也不会 。

”

（Ｐ９ ）

“

因 为学他们英语就挺够的 了 ， 因 为 当 地都能说点英语……我这没什 么 念头 学这个

索 马里语 。

”

（Ｐ １ １ ）

另
一方面 ， 观念不同也带来了严重的交流阻碍 。 除 Ｐ３ 外 ， 其余访谈５５橡都认为

当地人时间观念与自己有很大区别 ，

一些人表示时间久了也能够接受 ， 也有人认为这

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系 ， 可以理解。

“

对
， 是这样的 ，

但这个我说可 以理解 ，
实 际上这不是索马 里的特性 ，

这是所有的

穷地方的特性 。 你哪怕你到 中 国
，
你如果去偏远山 区

，
你跟农 民一起谈生意 ，

谈个

什 么 事 ，
他也不会特别有时 间观念 ， 因 为 就是时 间成本 ，

在他们那不是一个很高 的

成本 ，
但是你在商业化程度高 的地方 ， 时 间是很重要的成本 。 对吧 。 我今天就这 么

多 时 间我要跟谁谈什 么
，
这时 间上啊 （有规定 ） 。 但是在就是整个经济条件不那 么好

的 区域 ，
他整个他的…… 因 为我每天就种那会地种完 了 就没事 了 。 在索 马 里更加

是 ， 反正就没有什 么 事着急是一定要怎 么 样的 ， 所 以他们没有时 间观念很正 常 。

”

ＣＰ４ ）

Ｐ７
，Ｐ９ 认为该问题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工作。

“

这确 实我们有几个 团 队成 员 确实人家时 间观念比我们还要准时 。 就像每次提前五

分钟 ，
非 常 准时 ，

但是这个 大部分的 当地的 员 工还是不行 。 完全没有这个观念 。

”

（Ｐ６ ）

“

（不 守时 ） 这种现象不能够 用
一个靠谱和不靠谱来形容 了 这种现象 简 直是。 根本就

不在谱上面 ，
已经 离谱 了 啊……这个是索 马里兰最严重的一个社会 问题 ，

一个问题

整个 国 家最最严重的一个 问题 ，
已经不再靠谱 ， 毫不靠谱的 ，

这 简 直就是太 离

谱…… 因 为 你在这种环境下面去工作 ，
去生活对于我们一个 中 国人来说根本就没办

法完全接受不 了 ，
接受不 了 ，

太 离谱……
”

（Ｐ７ ）

“

这个是一个严重的 问题 ，
起初的话

，
跟某个人某件事我们 约好时 间和地点 。 完 了

？ 之后那肯定我们 中 国人就是注重这个事情 ， 我们就是这边肯定要提前到场 ， 然后 到

了 之后呢 ， 等到那个我们 约 定好的时 间 ， 然后他没有 出 现
， 然后后 面呢又继续等

待 ，
大概等着超过那个约 定时 间半个小时 ， 打个电话 问

一下怎 么 回事 ，
他会说

，

啊
， 我们 马上来或怎 么 样子的 ，

然后 又等 了 半个小时还没来 ，
结果后 面再等的话 ，

他就说
，
啊

， 我们在 另 外约个时 间 或怎 么样子的吧 。

”

（Ｐ９ ）

此外 ， 有人认为当地有些人没有分寸感 ， 经常询问要钱 ， 且被帮助后ｊｌｄ！凌达

感谢。

“
… …太不把 自 己 当 外人 了 ， 你说你要是有借有还的话也就算 了 ， 那 么 你是拿完之

后从来不还 ，
然后也不觉得我是在帮你 ，

感谢我 。 有时候甚至会落井下石 ，
这种人

也是有的 了 。

”

（Ｐ １ ）

对于生活在索马里兰地区内的访谈对象而言 ， 他们也经常被问到是否来白台湾这

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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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过 ， 遇到过很多 。 然后他们首先第一 句话就会问你 ，
你是来 自 大陆还是台

湾 。 他会 问 你
，
你怎 么认 为 台 湾和 中 国 的 关 系 。 我一般会明 明 白 白 的告诉他们 ，

台

湾是 中 国 的
一部分 。 （ Ｐ２ ）

也有人表示 ， 当地人如此询问并不是？挑起事端 ， 而是单纯的好奇心 ， 和政治无

关＊

“

纯粹好奇吧 ，
就是想知道你是哪里来 ，

还有人问过我是不是从 日 本来的 。 就纯粹

是好奇嘛我感觉……对我觉得对于绝 大部分普通人来讲 ，
政治对他们来说没有那 么

重要。 他们不会特别 的 关心这种政治 问题 。

”

（Ｐ２ ）

“

政治这个东 西 ，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 ，

他们也只是 大选的时候参与一下 ， 参与性比

较高 ， 平时的 时候也只是讨论
一下 ， 作 为

一个饭后啊、 平时闲 暇时 间 的
一个谈资这

样来的 。

”

（Ｐ８ ）

在人际矛盾问题中 ， 被访者主要面临着当地部分陌生人以及公司当地员工带来的

问题 ？ 但被访谈者的经历顯有独特性 ．

“

我从市场就是买完 东 西 ， 然后 回来 ，
还在市场里面 的时候往回走 ， 然后 有

一个 男

的他路过
， 然后就突然冲着我的肩膀捣 了

一拳 ， 然后还说
‘

Ｃｈｉｎａ
’

， 然后把那个手

举起来 ，
就是拳头举起来

”

（Ｐ １ ）

“

接触到 的一些人中 ，
通过控制 中 国人的交流 圈 ，

减少我们认识其他人的机会 ，
从

中获利 。

”

（Ｐ２ ）

“

和同 事 （ 白人 ） 去市场买布做衣服 ，
因 同 事的头 巾被风吹开 ，

被一位醉汉拉扯 。

”

（Ｐ３ ）

４４



“

就是 因 为疫情开始 的时候有很 多扭 曲 的 消 息嘛 。 关于 中 国 的一些啊 ，
所 以会有人

对着我们喊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ｍｓ 。

”

（ 

Ｐ４
）

“

当地人对我们产 品缺乏信任 ，
因 此 出现 了 合作 障碍 。

”

（Ｐ４ ）

“

我开车 ，
他 （ 小孩 ） 会拉车 ， 拿石 头砸你 的 车 。 但是 大人不会 ，

大人的话 ， 十个

人有八个人
，
我跟他打招呼他都很友好 ，

但是不会攻击我 。 除 了 那些吃恰特草的

人
，
会疯言疯语的 。

”

（Ｐ５ ）

“

那其实对于我们 能平 民遇见的最 多 的就是陌生人对你的一些言语上的侮辱 ， 什 么

见 了 我们说 ｍｏｎｋｅｙ 啊 ，
就是反正说亚洲人 、 Ｃｈ ｉｎａ 不太好啊

，
他会指着你 骂 。 不知

道你有没有这种遇见 ，
这种情况 ，

我们这能遇见 。

”

（Ｐ６ ）

“

与 当地人 （管理层 同 事 ） 发生 了 许 多 摩擦、 矛盾 ，
很激化的冲 突 。

”

（Ｐ６ ）

“

我可 以讲个例子 ，

一个真实 的一个例子给你听 ，
在柏培拉啊 。 就是有

一个 当地人

哈
，
他也是做贸 易 的 。 这个人就是我的一个 ， 我去索 马里兰的这个合作伙伴介绍

的
，
叫我过去找他的哦 。 那我过去找他本来是通过朋 友介绍 的嘛 ，

去找他本 身去跟

他谈合作 。 好
，

一开始 到 了 柏培拉的时候
，
跟他见 了

一面
，
因 为我的一个生意伙伴

打 电话给他
，
跟他约好 了 嘛 ，

跟我约好 了 时 间 ，
他就 出 来跟我见 了

一个面 。 见 了
一

个面 ，
很短的一个 见 面 的时 间

，
他说他有事 ，

又跑 了 ，
没时 间 。 跟我另 外约时 间跟

我见 面谈事情
，

他说好的
，
跟我谈好 ，

跑 了 以后
，
结果找不 到人 了 ，

从后 面 见 了 以

后打电话不接
，
连续两 天时 间 见不到人 ，

结果我就放弃 了 。 就从柏培拉就回哈 尔格

萨 了 ，
你说这种事情在我们 中 国人怎 么 能够理解 ？ 本 身我过去是带 的项 目 过去跟他

谈 。 找他合作的 ，
而且是通过朋友介绍过来的 。 不是一个不 小心

，
不 小心不接电话

而 已
， 我在酒店那里等 了 他两 天时 间 。 打 电话他不接

，
他也不回你

，
他也不做解

释……这样子失踪 了 ，
也没一个下文 了 。 还有哈 ， 我跟他谈的这个事情呢 ，

不是他

看不起 ，
也不是对他没有好处对吧 ？ 如果我跟他谈的事情对他来说可理可不理 ， 或

者他看不上
， 或者我带 不 了 他什 么 利益

， 带不 了 他好处
，
是吧 ？ 那这个我 以理解 。

但是我跟他谈的事情对他是有帮助的 ，
对他是有好处的 ，

而且可 以说我是过去帮他

的
，
可 以这 么 理解 ，

他都可 以 出 现这种情况 ， 你说怎 么 能够说是靠谱呢 ？
”

（Ｐ７ ）

“

到我们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垃圾 ，
因 为我这个人有洁癖的嘛 ， 我看着垃圾我就想去

捡。 但是一捡我就得族骂 。 因 为有时候我看 门 口 有垃圾 ，
然后我就会去捡 。 你知道

吧
， 我就会把它捡 了

一堆 ， 然后要不 然就把它挖个坑把它埋起来 ， 然后 ……那有时

候他们就会 用 异样 ，
当地人就会 用 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

”

（Ｐ８ ）

“

当地人追求短期利益 ， 赚快钱 ，
这方面 无法合作 。

”

（Ｐ９ ）

访谈对象以上的各种经历具有独特性 ， 与个体行为意识 、 冲突对象、 冲突环境都

有着紧密縣。 多数访谈对象认为这些矛盾餅識会的傾行为 ， 不会将社升到

群体层面 ， 但也有 社会多次麵的访徽橡 ， 将个人经历与賴土会或者国家

挂钩 。

宗教习俗的负面影响

索马里 （包括索马里兰 ） 是穆斯林国家 。 宗教在社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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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位访谈觸认为索马里的宗教习俗也对当地中国人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 最普

遍的则是曰常生活方面。

“

我跟你讲 了 嘛 ，
（儿子 ） 他发烧 了

，
当 时是下午五点 多 钟带小孩去那个儿科 医 院

嘛 ，
然后正好就是到那不久呢 ，

量 了 个血 ， 量 了 个温度 ， 然后他给 了 退烧 药之后 ，

就正好赶上那个祷告的时 间 了 ， 然后那个护士他就把所有 东 西往上一放
，
因 为 外 面

还等 了 乌決泱
一

片 小孩 ，
你知道吧

，
他就把工具一放 ，

他说
， 我先去做个祷告 ，

然

后再回 来 ，
就是晚上六点 多钟的祷告 ，

你知道吧 ？ 他祷告 了
一会他 才 回来 。 我就

想
，
如果在这个期 间有任何 ，

就有新的 小孩 ，
比如来这边 ， 都是好多都是发热 的 。

如果 发生 了休克什 么 的
，
你上哪去找护士我 问你……这个护士回 来之后 ， 我们 家孩

子 ，
当 时发 高 烧 ４０ 度

，
烧还没退呢

，
只是刚给他退烧药 ，

然后他就去祷告 ， 然后他

几分钟就回 来 了 。 你知道吧 ，
我 （把儿子 ） 抱在怀里 。 他就 问

，
你要不要去 （祷

告 ） 啊 ？ 都发烧 了
， 都烧软趴趴 了 ，

趴在你怀里
，
就这 么 小

，
你还 问 我是不是祷

告 ？ 这不搞 笑 了 吗 ？ 你就说
， 什 么 情况下你能把小孩单独放那儿 ，

完 了 之后
，
你去

祷告
”

（Ｐ １ ）

“

有时候啊 ，
我 出 去办个事情啊 ，

去政府给我们 办个事情 ，
因 为我们 刚开始没摸透

他们上班的 时 间 ，
还有上班的那个礼拜的时 间 。 然后早上我们七点 多就 出 门 了 ， 到

达那里啊八点钟 ，

一个人都没有啊 ， 到 九点钟的 时候啊 ，
人才 陆续来 。 到 了

一定的

时 间 ， 我们 刚 刚 才 开始 办 ，
礼拜的时 间 又来 。 那你 没办法 ， 那你就只 能 出 来等 。 你

一等 ，
他们礼拜差 不 多 了 ，

就差不 多就 中午 了 。 就这样跑来跑去 ， 然后 到 下午的 时

候你再去的 时候 ，
没人 ， 你要 ，

你就得到 ４ ： ３ ０ 左右去 。 你刚 刚开始还没说两 句 话 。

和他刚 刚开始谈的时候 ，
啊

，
不行 了

，
你们先 出 去 ， 我们要礼拜 了 ，

就要等他们礼

拜 。 就这样的 ，
他们四点 ，

应该是说
，
他们三点 多钟开始就得礼拜 ，

礼拜到三点四

十五 ，
然后 到 了 五点 多钟又得礼拜……

”

（Ｐ８ ）

多数人提到自己有过被当地人劝说信仰伊斯兰教的经历 ，
也有当地人直接断定中

国人没有信仰 。

“

所有人都 问我 ， 祷告 了 吗 ？ 然后我就说 ， 下次吧 。

”

（Ｐ １ ）

“

别人一看就知道我不是那个穆斯林伊斯兰教的 ，
然后 别人有很多次会告诉我 ，

让我

加入他们 的 宗教 ，
就直接告诉我加入他们 的 宗教 。

”

（Ｐ２ ）

“

他们不会主动来问你们有没有信仰 ，
比如说讨论到 有些 问题的时候 ，

他们就会 自

然说我们 中 国 的没有信仰 。 说我们 为 什 么 没有信仰……
”

（Ｐ １ ０ ）

另
一方面 ， 女性被访谈者对于当地的着装有求有着不满的情绪 ， 且有人提到因着

合当地要求 ， 麵指责和人身攻击。

“

我刚开始没有遵循他 （们 的 习俗 ） 。 我 出 门都是不带那个头 巾 的 。 然后就会有一些
‘

正义
’

的人 出 来说 ， 我应该要戴头 巾 ，
我应该要穿裙子这种的 。

”

（Ｐ２ ）

“

先前我们也是……我就是穿上的看上去颜 色很亮 的衣服 ，
然后走在街上

，
然后 当地

人就直接拿棍子就来打我们 ，
就说要我们把头裹起来 ，

还有 身上的衣服 。

”

（Ｐ８ ）

伊斯兰教作为
一

神教 ， 所倡导的歡是駐安拉的至高无上性。 穆斯林在曰常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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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的时候会将
一

切积极事件归因到安拉的恩赐 。 这和部分无神论的中国人思维有着天

壤之别 。 因此也有人抱怨当地人没有感恩的意识 。

“

从来不说谢谢 ，
感 觉对他们再好都 没 用 ，

他们 只 感谢真主 。

”

（ Ｐ ８ ）

此外 ， 有人认为宗教社会为经济活动带来了不便。

“

伊斯 兰教主要我觉得是对经 济上 的影 响 比较 大一点
，
因 为 他 的规定一些 时 间 上 的

苛 刻 对于市 场 自 由 这个度 来讲不 太好 ，

就像你开放时 间 以 外 的 时 间很 多 人不 能 买 东

西什 么 之 类 的
，

就是规定 时 间 这个在我 中 国 人看这个可能就不 可思议 。 对我 的影响

还是比较 大 的
，
这个我 买 东 西 不 方便哦

，

就是他们 关 门 的 时 间 比较早 ，
是吧 。 然后

从公 司 角 度上讲 ，

就 第
一次听说这个 因 为 周 五礼拜

，
航班取消一天

，
哈哈哈哈哈 。

就是不可 思议
，
因 为 这是一个 民生的 交通 。 应该是 ２４ 小 时都得开 ，

因 为 我要做航班

的 运输转运
，
怎 么 可 能一天不 做 了 ？ 对

，
他们就有

一天不做 。

”

（ Ｐ６ ）

根据研究发现 ， 索马里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不仅仅影响着中国人的穿着和工作时间 ，

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在当地的生活 。 索马里是
一

个传统的穆斯林国家 ， 因此宗教对当

地人的影响非常深远 。 对于中国人来说 ， 这种宗教规范的限制和要求 ， 可能会导致他

们在工作和生活中感到不适应和困扰 。 例如 ， 访谈对象表示在礼拜时间无法进行正常

的活动 ， 包括购买和就医 ， 这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 此外 ， 宗教极

端主义也给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 有些中国旅居者会被劝说

信仰伊斯兰教 ， 而
一些宗教极端主义者会因信仰不同对他们态度恶劣 ， 这使得他们感

到非常不安和孤立 。 更严重的是 ， 有些中国旅居者因为不了解当地的穿衣要求而受到

宗教保守人士的批评甚至遭受人身攻击 ， 这种情况在索马里并不罕见 。 然而 ， 最令中

国旅居者感到困惑的是当地人对待施助者的态度 。 有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资助当地的

孩子上学 ， 但他们发现当地人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之情 。 笔者在索马里兰期间 ，

与一位在瓦查利经商的中国女性聊天 ， 她表示这种现象让她非常困扰 。 她曾经资助了

一

位当地青年读书上学 ， 但后来发现这位青年没有珍惜她的资助 ，
也没有对她表示感

激 ， 因为当地人普遍认为帮助是真主安拉的恩赐 ， 与施助者无关。 总之 ， 索马里社会

中宗教信仰对中国旅居者的影响非常复杂 ， 不仅仅是在穿着和工作时间方面 ， 还在于

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 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因此 ， 如果中国旅居者想要在索马里生活

和工作 ， 就必须深入了解当地的文化和宗教信仰 ， 并尊重和遵守当地的规定和习惯 ，

这样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饮食问题

饮食问题是所有访谈对象认为在当地生活遇到的最典型问题之
一

。 大家在饮食层

面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 食物匮乏 ＇ 口味单
一

、 当地的饭不合口味 、 不干

净 、 餐馆卫生堪忧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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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多 了 就是确 实唉只 能说是管饱吧
，

就是 为 了 纯粹
，

就是真 的是 为 了 不

饿去吃饭的
，
不是 因 为 享受去吃饭 。

”

（Ｐ １ ）

“

但是我感 觉这边有些 时候我还是比较 想吃一 些 中 国 的零食 。 但是在这边 买 不 到
，

就是我对这方面 可能 有
一点点不太满 意… … 因 为 那个厨娘给我们 做饭 （ 中 餐 ）

，

做的

也只 是一些 家 常 菜 。 也是说想吃一些 中 国 口 味的其他的 饭
，
那也是吃 不 到 的 ，

我对

这方 面 有一点 点不满 意 。

”

（ Ｐ２ ）

“

就是 因 为 很 多 时候食材都很有 限 。 然 后 你也不 能够 自 己 出 去买嘛
，

就基本上隔 断

了 这个可 以 自 己 买 东 西 的 渠道 。 所 以
，
你哪怕 想要 自 己 做饭 ，

也没有食材 ， 所 以就

是我感 觉 可能 （作 为 ） 中 国人我觉得吃饭比较那个啥 ，
我主要是对于吃饭这个有 点

那什 么
，
可 以吃 的 太有 限 了 。

”

（ Ｐ３ ）

“

当 地 的吃 的也很单调 ， 基本上就那 么 几样 ，

一般 的餐厅连菜 单都 没有 ，
因 为 他 大

家都知道就那 几样 。 炸 鸡腿呀 ， 羊 肉 啊
， 煮羊 肉

，
水 煮羊 肉

，
意 面

，
这都 不是所有

的 餐厅都有的 。 嗯… …炸薯条 ， 然 后 果 汁 ， 基本上就绝 大部分餐厅是这样 ，
就提供

很单 调 的 这些食品 。

”

（ Ｐ４ ）

“

嗯
，
菜的 品种 太 少 了 ，

就只 有那 几样 ，
包 菜 ，

西 葫 芦
，

土豆
，

西 红柿
， 洋葱 。

”

（ Ｐ５ ）

“

吃 的 方 面
，
我 不 太喜欢这边本地的食物他们吃 的 。 相对 比较清淡

，
我是四 川 人 ，

然

后还有… …就是属 于是他们喜欢在 大米饭里面 那个放香料 。 然 后 我 不喜欢那种 。 然

后 我也去过很 多 ， 在外 面 就是在餐厅里 面吃饭的厨房 。 我 出 差之后 可 能一待在那个

地方
，

一

带十 多 天 。 有时候
一个 月 啊 ， 我是甚至有

一次呆 了 三个 月 ，
在一个地方在

一个酒 店 呆三个月 的 时 间 。 但是一直吃那个餐肯 定是吃不惯 ，
我 自 己进 了

一次厨

房 ，

比如说我跟那个老板说好 。 说我 自 己做个菜我怎 么样子 的 ？ 他 带 我进厨房之

后
，
天哪 。 这个是不 能描述的

，

就是应该说是苍蝇成堆 。

”

（ Ｐ９ ）

在内战之后 ， 索马里的经济和基础设施严重受损 ， 国家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也处于

起步阶段 ， 当地社会饮食种类较为单
一

。 因此 ， 索马里需要大量进口食品来满足人们

的需求 ， 进口货物的价格较高 。 此外 ， 由于整个国家信仰伊斯兰教 ， 对猪肉和酒进行

禁止 ， 加之索马里北部地区曾以游牧为主 ， 当地人喜食牛羊肉以及骆驼肉 ， 这对于在

当地生活的中国旅居者的饮食习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据了解 ， 许多生活在哈尔格萨

和邦特兰的中国旅居者来自中国南方 ， 如福建、 上海 、 重庆和四川等地 ， 这些地方的

饮食习惯与索马里有着很大的差异 。 即使很多中国旅居者表示会自己制作中餐 ， 但由

于当地的食物种类匮乏 ， 很难满足中国旅居者对于口味和饮食的需求 。 也有中国旅居

者表示会通过从麟购买
一些特别的食材来制作食物 ， 但这种方式显然不太经济实惠 ，

也不是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 》

自然环境与基础设施

１ １ 位被访者
一

致认为索马里的基础设施条件差 ， 当地的生活比较枯燥 。 当地基

石出设施条件差 ，
主要表现在道路硬化率低 ， 没有娱乐场所 ， 医疗水平较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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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了 之 后 我 发现这边的基础设施非 常非 常 的 落后 。 当 然 也在我 的认知 范 围 之 内
，

因 为 毕竟非 洲 嘛 。 虽 然就是路很破
，
然 后 没有 什 么娱 乐 设施 ，

没有 高楼 大厦 ， 甚至

连购物 的地方你都找不着 。

”

（ Ｐ２ ）

有人认为交通方面的不便利主要来自路面没有硬化 ， 虽然车很多 ， 且出租车服务

便捷 ， 但路途十分费时 。

“
… … 他 交通不便利

，
所 以 我们 有些是去一些客 户 那啊 。 哎呀

， 那真 的是
… …这是

不去 又 不 行
， 那是客户

，
别人钱都付 了

，
去一趟

，
坐个 车 十几个小 时

，

一路摇啊摇

啊摇过去
，

就是整个人都 崩 溃 了 。 那种人很痛 苦 ，
对这个是纯物理上 的 。

”

（ Ｐ４ ）

医疗卫生层面 ，

１ １ 位访谈者都表示去过当地的医院进行看病或陪他人看病。 有

人认为医院水平参差不齐 ， 药品没有国家统
一

标准 ， 不敢在当地进行大手术 。

“

医 疗 环境 医 疗 条他真正 的 大 的 问 题是他的 药
，
因 为 国 家 没有统

一 的 标 准
，

他们进

口 的 药很 多 药 的 药效不行 。 印度 药 或者是这个… …还有不知道哪里 来 的 药 ，
然 后 有

的 可 能是都是被 勾 兑过的
，

也就是说你 不 能 完 全 医生 自 己 就讲 的 你不 能 参照 他

那个瓶子上 写 的那个剂量 来服 用
， 那肯定就不够 不 行 。 医 生会根据经验来给你开 ，

所 以我 当 时我就很…… 我就质疑嘛 ，
我说这个上面 明 明是一次一瓶

，
你让我一次打

三瓶
，
对吧 。 他就说

，
这个标的和实 际 的 不 一样 ，

所 以他们会存在这种 药 的 质 量 不

行啊这样一些 问题 。

”

（ Ｐ４ ）

“

他那 医 院 医 疗 资 源 不太好 ，
能 满足就是我们 国 内

一些 小诊所 门 口 的 水平 ，
但是这

个药还是属 于 比较全嗯 。 物流和迪拜的 相 关
，

就是说他比较方便 。

”

（ Ｐ６ ）

“

这个我 没有过去看过病 ，
但是我陪着其他人过去看过病 。 因 为 他这边应该说生过

两 次病吧
，
然后

，

一次是 比较严 重 ，
然后 需要输液 。 当 我们去 医 院 的 时候 ，

医生开

了
一些输液的 东 西 。 结 果把输液的 所有 东 西都拿给我们 自 己

，
哎

，
我说在 国 内 的

话
，
不是直接是什 么 护士开始上手 了 啊

，

一开始是在 医 院躺着住院 了
，
是这样子 。

要交给你 自 己做… …后 面 我们就 自 己 给他扎针 。

”

（Ｐ ９ ）

不过医疗层面大家遇到的困难各有不同 ， 这说明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是有很大区

别 。 哈尔格萨整体来说医疗资源相对较好 ， 而偏远的地方面临更严重的现状 。

自然环境层面 ，

Ｐ３ 认为天气炎热 ， 容易中暑。 但居住在哈尔格萨市区内的人 ， 如

Ｐ Ｉ
，Ｐ ８ 表示气候舒适 。 这和访谈对象具体的生活地点有关系 。

“

最直观的 感 受是好热 。 因 为 当 时不是学校要求我们从 头 包 到 脚嘛
，
然 后 我 穿 两 件

衣服
，
就觉得直观 。 我感 觉有点 中 暑吧 ，

就感觉这一点是我 没有预料到 的 。

”

（ Ｐ ３ ）

“

你看 天 气也不冷不 热 的 。

”

（ Ｐ １ ）

“

在哈 尔格 萨 的话他灰 尘 大
，
然 后每天 。 哪 天反正你 只 要 出 去转一天一 身 都就是这

样 。 然后 但是呢
，

他这个这里就是一年四季如春嘛就是像那个 昆 明 。

”

（ Ｐ ８ ）

此外 ，

Ｐ ５ 认为蚊子太多 ，
让人很头疼 。

Ｐ７ 认为当地沙尘比较大 ， 气候比较干燥 ，

且卫生不好 。
Ｐ １ ０ 认为缺水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

索马里内战结束距今只有大约三十年的时间 ， 且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冲突 。 整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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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处于发展起步阶段 。 基础设施条件较差
一

方面被认为是阻碍适应的因素之 但在

一些访谈对象眼中是商机的体现 。

政府办事无章程

与当地肺的互动中 ，

Ｐ Ｉ
；Ｐ２ ；Ｐ４ ；Ｐ５

；Ｐ ７
；Ｐ ８

；Ｐ ９
；Ｐ １ ０

；Ｐ １ １ 认为当地权力

Ｐ介层在行使权力过程中没有固定的法律规范约束 ， 滥用权力 ，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

－

是索要小费 ，

二是随意行事 。

“

这个 问 题是今天我们对话最重要的一个 问 题 。 也是一个最严 重 的 一个 问题 。 我这

么跟你讲 。 这种现 象从上到 下 已 经形 成 了
一种 习 惯 ，

一种行 为
，
变 不 了 。 上 面就是

他们 的 整个 国 家政府部 门 、 政府 官 员 到
一般的就是工作 人 员 。 让他们社会 的 一些平

民 百姓
， 有钱 的也好 ，

没钱 的也好
，
都 已 经形 成 了

一种 习 惯和行 为 。 非 常 的严 重 ，

比非 洲 其他 家 的要严 重 的 多 。 这个是我 。 去 了 这 么 多 国 家
，
在这方 面 他们 国 家是最

严 重 的
一个 。

”

（ Ｐ７ ）

“

有 （收取小 费现 象 ）
，
尤其是警察 。 这个他会暗示 你说

，

‘

我 ，
哎呀

， 我今天对你

这个事非 常上心 ，
然后 我对你 ，

我是一个对你很好的人 。

’

就说
‘

ｌ ａｍａ
ｇｏｏ

ｄ

ｍａｎ
’

。

”

（ Ｐ ｌ ｌ ）

“

在那个 瓦 查利移 民 局 的 时候
，
我 发现 了 他们这边 的 那个移 民局就是非 常 不好的

一

点 。 有
一次

，
我在那个移 民局被扣押 了 两三个 小 时吧 。 我被扣押 的原 因 是我 的那个

签证过期 了 ，

正在移 民局 办理
，

但是他们就是不 相信
，
就是非要把我扣押在那里 ，

扣 了 两三个 小 时 。 然 后 在这个期 间
，

他们还抢 了 我 带 的 比 尔
，
比 尔是埃塞 的钱 。 因

为 我之前从埃塞过 来 的 时候 ，
我兜里放 了

一部分 的 比 尔 。 那些钱
一直 没有拿 出 来 。

在移 民局他们扣押我的 时候 ，
他们检查我 的 包 然 后把所有 东 西都拿过来 ，

当 他们看

到 了 比 尔 的 时候抢走 了 大概一千 比 尔吧
，

就是 明抢 。 这个让我 印 象非 常 的深 刻 ，

让

我觉得特别 的 没有人权 。

”

（ Ｐ２ ）

“

对
，
他们这个 国 家就 没有法规 ，

很 多 东 西就… …你 包括政府部 门
一样 的很 多 事情

都是 。 按他们 的
，
他们 想要什 么 样就怎 么 样 ，

我前… … 我 １ １ 月 １ ５ 号我去 了 埃塞 办

事 情 ，
然 后 ２０ 号 回 来 。 然后 我 入境你知道吗 ？ 我有他们这边 ＩＤ

， 我有埃塞 的 ＩＤ
，

■

有 索 马 里兰 的 ＩＤ
，
我都跟他讲 了

，
我说我去埃塞

，
我去 办 事 。 他 问 我 为 什 么 又 马上

回 来 了 ？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去办事
，
很急 的事 ， 我现在他 回 来那里工作 ，

后 面 他就

不 给我盖入境章 ，
叫 我给他 小 费 ，

给他十 美金
， 我就不 管 ，

后 面就在那里一直 两个

人讲 了 好久 。 但实在 没 办法
， 我也不 想跟他再耗下去 了

，
然 后每次给他十 美金 。

”

（ Ｐ ８ ）

１ １ 位访谈对象表示在与当地政府打交道时 ， 都遇到过被索要小费的行为 。 有着

在非洲多个国家经商经历的访谈对象认为 ， 这种行为在非洲很多国家都存在 ， 尤其是

针对中国人索要额外费用 。 有访谈对象认为中国人在国夕 卜被索贿 ， 是因为近年来中国

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得到了关注 ， 中国人在海外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心里是经济富裕的

形象 ， 因此面临着被频繁索贿的困境 。 也有访谈对象表示这种可能针对中国人的行为

也来源于很多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办事风格 ， 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国人倾向用金钱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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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 因此助长了这
一

不良风气这种现象不光姓在非洲大陆 ， 在其他地区如东南亚、

拉丁美洲也有针对中国人索贿的行为 ？ 导致这种风气盛行的原因是多种的 ， 值得进一

步探讨。

身心麵问题

身心健康问题包括了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 ， 侧重于病理Ｍ面的问题 。 需要说明的

是这里所指的心理健康问题和主题
＂

消极情绪
＂

有明显区别 。 心理健康问题侧重长期

的心理疾病 ， 而消极情绪主要指对具体遭遇的感受 ，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其他情绪替代 。

从访谈繼是供的信絲看 ， 常见病包括感冒 、 纖、 牙疼 ，

Ｐ３ 和 Ｐ６ 还分别得过新

冠和症疾 ， 有 １ ０ 位访谈織都転没有得过竹严重的疾病 ， 躺状况整体来说良

好 。
Ｐ １ １ 认为与国内相比 ， 自己的身体状态更差了 。

“

我得过＃疾在这边 ， 我 第
一次得 ， 然后就是吃那个青蒿素 、 奎宁 ，

吃七 天就好

了 。 这个疟疾还挺要人命的 ， 然后 发烧呢也得过一次 ，
就是很快吃感 冒 药就好 了 。

”

（Ｐ７ ）

“

我在索 兰感染 两次新冠 ，
然后我第一次比较严 重 ，

因 为那是我 第一次感染 。 后 来

圣诞节我去 了 肯尼亚 ，
又感染 了

一次
，
然后 又从肯尼亚回 到 索 兰 ，

又感 染一次
，
我

去年一共得 了三次新冠 。

”

（Ｐ３ ）

“

我觉得 （ 身体 ） 更差 了 。 这个跟环境有关 系 ，
跟饮食有关 系 吧 。 毕竟相对来说 当 地

的这个食品还是比较单一的 》 （Ｐ １ １ ）

从心 面看 ， 有人认为
＂

抑郁 ＇

〃 〃

碰
〃

是长期雜的心理状态 。

“

有
一段时 间有过 ，

就是有一段时 间住的地方比较远
，
然后 因 为和那个移 民局有一

些矛盾
，
我们就被在家关 了 几天 。 那段时 间 ，

可能我的心里就感觉有点抑郁 ， 其他

时 间还好 ，
没有这种情况 。

”

（Ｐ２ ）

“

我第 一个月 肯定是很不适应的 ，
就是条件太……就是这个这是个客观的地理环

境
， 条件就是比较不好 ，

然后我感觉就是一想到要在这呆一年 ，
还不能 出 去 。 又是

很闭 塞嘛 ，
就感觉很抑郁 ， 然后后 面生病 了 ，

就更加的加剧 了 这种不适应 ， 然后这

个新冠还没有人来治我的病 ，
又被安排回学校隔 离 ，

没有任何的措施 。 还是我 男 朋

友回来给我送饭什 么 的 。 反正就是感觉没有人管我 ，
好像是孤立无緣那种状态让我

觉得 ，
很 困 难 。

”

（Ｐ３ ）

“

嗯
，

心理健康上边 ，
我觉得会有 问题 。 在那太单调 了 ， 每天……我们在那呆 了 几

年 ，
然后经 常我们 的 同 事什 么都觉得受不 了 ， 要 出 去……要回 到现代社会 ， 我们就

这样开玩笑 ， 要回 到那个人类的现代的社会来恢复一下 。 在那呆久 了 就觉得心理压

力很大…… 因 为 单调嘛 ，
生活单调嘛 。 所 以会很想念家里 ，

虽 然可 以每天视频 ，
但

是久 了 以后 ，
还是会觉得很孤单 。

”

（Ｐ４ ）

“

那肯定有啊 ，
这个你呆久 了 ， 家里面 的有些事情啊 ，

或者怎 么 的
，
又经常 又不 能

回 家 ，
照顾不到 家里面 。 都可能有时候有一些烦恼 ，

但是没有办法呀 ，
你 自 己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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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国 外鞭长莫及 ，
你只 能 自 己调 节

一些
，
或者 与 他工作上 的压 力

，
这些你只 能 自 己

调 节 ，
没办 法 。

’ ’

（ Ｐ １ ０ ）

但同时 ，
也有人表示当地社会帮助他们远离复杂的人际关系 ，

生活变得更加简单 ，

因此心情更加舒畅 。
Ｐ ８ 觉得由于自 己有时工作的地点没有网络 ， 某种程度上帮助其

戒掉了刷手机的习惯 ，
空闲时间读书思考 ，

生活更健康了 。

“

因 为 这边人与 人之 间就是不像我们 中 国 人比较注重这种表 面 的人际 关 系 。 如 果你

不 想跟他来往
，
你 可 以 完 全不跟他来往 。 就是处 于一个比较舒适 的 一个状态 。 不

然 ， 第 二个就是说这边的 生 活 节 奏 它确 实 是比较慢 ，
然 后对于我这种 高压的人来说

的话就是
， 精神上会很放松

… …

与 在 国 内 相 比 ，
我 觉得 （

心理状况 ） 是相对 来说更

平稳 了 。

”

（ Ｐ １ ）

安全问题

安全问题主要分为三类 ， 人身安全、 信息安全与物品安全 。

对人生安全的威胁发生在 Ｐ １ １ 身上 ， 与被访者具体所在地有很大关系 。 同时 ，
生

活在索马里兰和邦特兰的
一些访谈对象认为该地区的安全度在整个非洲来说都是很

咼的 。

“

甚至半夜我们都有 出 去 ，
之前工地上有那个什 么

，
我们半夜去看各种情况 ，

因 为

我们做 了 水泥
，
然后半夜去浇水 。 去看 那个水泥 的连接程度什 么 的

， 我们也有 两三

点从到工地上去找经理 。 但都 觉得挺安全 的 ，
实 际上在晚上整个邦特兰都看不 到一

个人 ， 街上都是
一

样 。 所 以 我经 常 我跟他们说我在邦特兰 的 感 觉就是夜不 闭 户
，
路

不拾遗 。

”

（ Ｐ４ ）

但 ２０２２ 年以来邦特兰和索马里兰边境发生局部冲突 ，
且 ２０２２ 年索马里兰的政局

有些许动荡 ， 因此也有生活在这两块区域的人担心未来的安全形式 。 此外 Ｐ９ 表示 ，

虽然索兰地区的电子支付普及率很高 ， 但同时个人信息泄露严重 ， 他会接到很多陌生

电话。 信息安全堪忧 。
Ｐ １ ０ 提到乌克兰战争幵始之后 ， 高度依赖进口行业的索兰地区

物价飞升 ， 偷盗行为变多 。 项目上的很多设备工具被偷 ， 如电线轮胎 ＇ 柴油 、 汽油等 。

“

主要是担心 它会打仗 。 因 为 处 于这个地 区 的特殊性 。 你 想 想看他这个地 区
，
国 际

社会也好 ， 东 非这个非 洲 当 地这个也好 ，
他这种特殊性是非 常 独特的 ，

他就会一直

有这种战争 的 隐患 。

”

（ Ｐ １ ）

“

还有
一个是对于打 电话那

一块的话
， 特别反感 的是会接 到很 多很 多 陌生 电话 。

”

（ Ｐ９ ）

“

索 兰 ，
因 为他是一个穆斯林 国 家 ，

没有世俗化 的
一个穆斯林 国 家 ，

还比较遵守那

种穆斯林的一些教义 ，
但是从今年就是这一次 ，

就是俄 罗斯 乌 克兰打仗过后 ，
这个

石 油价格上涨 ，

石 油价格上涨过后
，
因 为 他 索 兰 ，

虽 然他 离 中 东很近 ，
但是他的石

油 全部要进 口
。 他 的食品也全部要进 口

，
打仗过后 导致食品和那个石 油价格全部上

涨
，
到 大 宗材料全部上涨 。 他现在 索 兰 的 一些生活物资 的话 ， 有 些 刚 开始 高 的

， 有

些部分商品应该 多 到 已经涨 了 三倍 。 导致他们 的 生 活成本增加 ，
然后 我现在 索 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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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 两个大项 目 已经进入尾声 。 很多工程 已 经没有原来最开始 的那 么 多 人 ， 那不 能

提供那 么 多 工作机会给他们 的 ， 导致现在索兰也有盗窃 这种行为 了啊 ，
比如说我们

项 目 上 已经被偷盗过几次 了 。 但是这个偷窈也比其他 ，
比如说坦桑啊 ， 肯尼亚 ， 乌

千达要好很多哦 。

”

（Ｐ １ ０ ）

其他 （与当地环境和人无关的 ）

在除了面对东道社会带来的跨文化挑战时 ，

一些与当 ±１＾境和人无关的因素也是

访谈对象认为会造成不适应新环境的原因 。 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工作中的人际关系上 ，

这些人际关系间的矛盾主要发生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或者与其他国家人之间 。

“

我们学校主要是欧美人为主吧 。 我感觉我作 为唯一的就是 中 国 人
，
然后 我感觉我

和他们 的很多理念不太一样 。 对生活 习 惯不太一样 ，
唉

，
这个都是其次 ，

但主要是

教育理念就是我感觉 。

”

（Ｐ３ ）

“

这个压 力 主要是来 自 于 中 国 内部 团 队的管理层 ，
我们进行一个沟通的话 。 中 国人

差距太 大
， 所以不会进行

一个沟通 ， 特别是不主动 沟通……就是也不懂我也不进行

沟通
， 我就去做项 目

，
没有反馈 ，

没有过程 。 就是这个过程怎 么 做
，
我也不知道 ，

也不知道结果 。 不可控
，
这最可怕 。

”

（Ｐ６ ）

除了人际关系外 ，
工作内容本身也会对一些人产生压力 。

“

工作本身 。 就我 自 己 自 身 的工作其实是没什 么
，
感觉是挺好的 ，

然后就是有时候

额外的那个那些工作 ， 我感觉不能接受哦 。

”

（Ｐ５ ）

“

当地压 力 无非就是项 目 上的一些压 力 ，
比如资金啊或者是工作进度啊这些方面 的

一些事情 。 其他的 不会对我产 生什 么 一些压 力 。

”

（ Ｐ １ ０ ）

主Ｕ对方式

应对困难是跨文化主体适应东道社会的必经之路 ， 只有解决了困难 ， 才能与自身

所处的环 厕。 本研究基节方谈内容总结出了淨主要舰拭 分别为行为

观念在地化、 戀潜在困难 、 自麵节 ＇用钱解决问题、 寻求支持和帮助 ＇ 亲近原文

化 。 表 ４－

８ 是应如试的编码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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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

８ 应对方式编码表

心虽 ！ ］主 Ｊ Ａ Ｍ”

原始编码
主题



尊重当地宗教习俗 ； 会给当地员工修建礼拜堂 ，
以及地毯 ， 话筒等设施在公共场合佩戴头

＾巾 ； 出 门穿裙子 ， 戴帽子遮住头发 ； 出门尽量把头包裹起来 ， 穿颜色较深的衣服 ；
尊敬当地

＾
的宗教 ， 尤其是在礼拜期间 ， 开车的时候不会放音乐 ，

？

改变商业模式 ； 在预约谈合作的时候

会多约几个人 ， 避免被放鸽子 ； 通过聊宗教话题 ，
可以拉近和当地人的距离 ； 改变策略 ， 管

＿理属地化 ； 遵守他们的风俗 ； 来到这里要入乡随俗 ； 被迫接受了当地的时间观念 ； 当地人的

化时间观念影响 自己生活的某些部分 ， 但可以理解 ；
我们应该有

一

个
＂

当地时间
＂

的概念 ，
比

如他说 ７ 点 ，
那应该是 １ ０ 点 。



躲避 减少无意义社交 ； 尽量自己解决问题 ， 不让更多的当地人介入 ，

？

出门不再拿现金 ，

？

外出遇到

潜在 不友好的人 ， 快速走开 ； 尽量不发朋友圏 ， 社交媒体与世隔绝 ； 针对货运速度慢 ， 自 己创办

困难了物流公司 ，

？

需要时刻警惕
；
尽量避免接触 ； 不和索要东西的人打交道。

自我调节 ； 调节个人情绪 （两星期 ） ； 慢慢心理调节 ， 告诉自己要适应环境 ； Ｐ牵低对自 己的期

待 ； 不值得为 ， 卜号
＂

计较 ； 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 调整自己的心态 ， 就不会那么排斥

的 ； 选择忽略当地人的看法 ； 深呼吸 ， 宽慰自 己 ， 自我调节
；
主要通过自我调节 ； 标准降低

自我了 ， 只要能活下去就行 ； 自 己多补充营养 ； 营区里中了很多绿化的树 ； 下下棋 ， 打打台球 ，

应 调节 苦中作乐 ；
工作之夕 育锻炼 ， 排球 ， 足球 ； 闲暇的时候 ， 搞个烧烤 ；

１ ２ 月份去了
一趟肯尼

卩彳亚
， 进行调整 ，

？

做好自 己的事情 ； 专注工作 ， 减少对同事之间相处的期待 ，

？

主要得靠去
一些

方其他地方来调整状态 ； 因为可以经常出差 ， 所以心理上能够进行调整 ， 但有些同事受不了 ，



离开了 ，

？

去埃塞换个环境 。



式

用钱
通过给钱来办

一些事儿 ，

？

针对关卡刁难 ， 也找到了应对方式 ，

？

但是不合理的收费也会给 ，

主

要是不想麻烦 ， 省时间 ， 小钱都会选择给 ； 触及底线的事 不ｔｇｉ
？上步 ， 但其他的用钱可以解

决的 ， 都没有必要跟他们去纠结 ； 找翻译解决 ， 翻译说只能给钱 ， 如果不给 ， 可能会索取更

１司题
多钱 ； 请会说英语的肯尼亚保姆 ， 费用也ｆｅｇ高 。



尽量不
一

个人外出 ； 询问周围其他的人 ， 确保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
出行有公司的车 ； 通过手

胃＃机Ｗ国内亲朋好友聊天来化解 ； 给首都移民局打电话 ，
让其说明情况 ； 寻找公司 ｓ ｐ ｏ ｎ ｓｏ ｒ

，

支持 和移民局交涉 ；
被索兰当地＿位商人邀请过去 ， 因此在生活方面有

一些照顾和安排 ； 员工会

和帮 帮我去购买一些生活所需物资 ， 送过来 ； 如果特别离谱 ， 也会找合作伙伴来处理 ； 报警 ；
朋

￥友帮助 ； 去任何地方办事都有当地警察带着 ； 平时出门会带安保 ；

一

ＩＳ有事儿都会找翻译 ，

语言上跡会遇到什么阻碍 。



＿主要吃公司的中国菜 ； 从肯尼亚中超买了
一些食物和用品 ； 从国内运调料 ， 香料 ， 大米或者

面 ， 在家里做饭 ，

？

自 己有中国厨师 ； 与家人两天就通个话 ，

？

每天和家人视既 自 己种
一点

原文 菜 ， 自 己做饭 ， 没有去吃过当地的饭 ； 两年以来 ，
基本都是自己做饭 ； 配有自己的厨师 ； 会

化从国内运来猪肉吃 ； 从国内运酒 ； 自 己做饭 ， 食材来自当地 ， 以肉食为主 ； 穿的衣服从国内

｜

雖去 。



行为观念在地化

被访者表示 ， 随着在索马里生活的时间变长 ， 对于某些曾经接受不了的行事方式 ，

思维理念逐渐接受 。 这其中 ， 有理解和认可之后欣然接受的 ， 也有无可奈彳可被迫接受

的 。 但实质上 ， 都是改变了原有的思维和行事习惯 ，
选择使用了东遽社会主流思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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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习惯 。 本研究将其归纳为行为观念的在地化 （
ｌｏｃ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

） 。 这个在地化主要体现

在对宗教习俗的尊重和对时间观念的理解上以及与工作中当地人的相处模式上 。

“

是改变 了
一些 。 我现在 出去一般情况下不会穿褲子 ，

一般情况下都会穿裙子 ，
然

后对于戴头 巾 这
一方面呢

， 我一般都会戴
一个帽子就是把头 发遮住……

”

（Ｐ２ ）

“

但是时 间观念这个呢的确有些时候会产 生很多麻烦所以你 习 惯 了 以后你就在

安排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会…… 比如说我 ，
这个时 间 点我约人 ， 我可能不只 约

一

个人就慢慢 ， 我们就适应他嘛 ，
我就约 两个人 ， 那 么 来一个我就谈 ， 另 外一个没

来 。 正好如果两个都来 了 ， 那就先来 了 先谈
，
后 来就等一等 ，

他们也 因 为 没有时 间

观念 ，
他也觉得这个会很正 常 。 因 为现在我 已经在谈 了 嘛 ，

我这还没谈完 ，
你稍微

等一下来 ，
我们 虽 然 约 的这个时 间 ，

但是我现在还没 空
，

就他也能理解这样的话 ，

就还好呀 。

”

（Ｐ４ ）

“

因 为他们穆斯林国 家 ，
他只要一播报那个什 么 那个古兰经 。 然后我开车 的时候不

会放音 乐 … …你来到 别人的 国 家 。 别人的信仰 ， 我们 虽 然说不去信仰 ，
但是我们也

要尊重 ，
对不对 。

”

（Ｐ５ ）

“

当 时也是发生 了 许 多摩擦呀 ， 矛盾 的 。 比如说很 简 单的语言的 方面呢 ，
但是包括

我们之前的行政经理也是和 当 地发生很矛盾 ，
很激化的冲 突 ，

但是后 面我们就改 变

了 策略。 以 当地属地化为主的话 ，
现在管理非 常好 。

”

（Ｐ６ ）

“

这 当地的一个军 队的一个官 ，
他在 当 地的这个声 望 比较 高 ，

然后 那个朋友介绍 ，

然后那天他说 ，
哎

，
你到 了 那个伊斯兰 国 家 。 你应该加入我们 ， 或怎 么样的 ， 我说

要加入一次复杂吗 ？ 或者说需要什 么仪式或怎 么样的 。 他说不需要 ，
他说只 需要你

跟我一起 ， 然后 两人牵着手 ，
然后你跟我念一下加入的一些那个……我想一想 ， 我

觉得 ， 哎 ， 在 当地的话如果说你 自 称 为 你是伊斯兰教
，
那肯定没人信 了 ，

对吧 。 他

说让我加入
，
我说行啊 ，

当 时我不是抱着玩或什 么样子 的 ，
因 为 纯粹是是你在一个

伊斯兰 国 家 ，

如果说你也是伊斯兰教徒的话 ，
称他是兄 弟姐妹方面 的话 ，

他会觉

得你比较亲切一些 。 然后 ， 那个人最后在那个他的那个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上面 、 推特上面 发

了
一些关于我跟他一起加入的文字 ，

他应该是要给大 家说一下 ， 今天有
一个新的朋

友
，
新的兄弟加入进来伊斯兰教怎 么 样 。 所 以说他发 了 文之后有好多好 多人来加我

的那个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 最主要的是他这个文章后 面就是对在我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有很 大

一个作 用 ， 属于是我在这个地方我也加入伊斯兰教 ，
然后对 当地人来说 ，

就会觉得

很亲切 了 。

”

（Ｐ９ ）

“

我们还有一个误 区
，
就是说应该有

一个叫 什 么 当地时 间 。 比如说他说七点啊 ，
当

地这边的话
，
还有一个时 间 ，

应该就是十点……所 以说
， 我们应该约时 间 方面 ，

比

如说我们 约 中午十二点 ，
还有可能是下午四 点 ， 哈哈哈哈哈 （Ｐ９ ）

“

我提供 （礼拜时 间 ） 啊
，
我们还专 门跟他们修礼拜堂啊 ， 我给他把礼拜堂地毯

呢 。 那个话筒啊就全部啊 ， 喇叭这些都要给他们整齐啊 ，
全部都给他们整齐 。

”

（Ｐ １ ０ ）

躲避潜在困难

针对不友好的外出麵 ， 多麵访者选择了减少社交行为 ， 凡事尽量自己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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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咸少可能姓的祸患 。

“

（那这
一类型的事情会让你产 生恐惧外 出 的心理吗 ？ ） 对

，
所 以我现在不怎 么 外

出 。 （就是 因 为之前发生的这件事吗 ？ ） 对对
， 最主要是这边你也没有什 么 外 出 的 必

要 。 你 出 来买菜 ，
还有什 么 外 出 的必要没有 ？ 根本就没有 。

”

（Ｐ １ ）

“

因 为我们在这方 面遇到 的 事情太 多 了 ， 所 以如果能是 自 己可 以解决 的事情 ，
我们

尽量不让更 多 的 当 地人介入 。

”

（Ｐ２ ）

“

嗯 ，
就是还是有……还是有风险的 。 所 以我们是真正的 与世隔绝 ，

就社交媒体也

与世隔绝
， 我 当 时那年都没怎 么 发朋友 圈 。

”

（Ｐ３ ）

“

因 为我不太喜欢跟他们接触他们 。

一接触就是要钱 ，
ｍｏｎｅｙ ，

ｍｏｎｅｙ ，
ｍｏｎｅｙ 。

”

（Ｐ８ ）

“

我们这个 出 于安全考虑 ，
是不会跟他们这样打交道的 。

”

（Ｐ ｌ ｌ ）

白獅节

自翻节是被访＃ｉ人为主要帮助自己麵当地的方法 ， 包括两个方面 ，

一方面是

自我安慰式的心理调节 。 另
一方面是通过短暂地改变环境得到身心腿 。

“

就是第一个学期就是 ９ 月 份到 １ ２ 月 份就是很崩 溃 。 但是后来 中 间 １ ２ 月 份去 了
一

趟肯尼亚 ，
就是过圣诞假嘛 ， 中 间 有个学校的假期 。 然后 回 来 了 之后 ，

这个假期过

了 ，
就觉得好很多 了 ，

整个人很放松 了 。 还有就是觉得既然 已经选择做这个事情 ，

可能就是觉得还是要去适应这个环境 。 还有就是不 用对 自 己有太 多 的要求吧 ，
就是

在这 么 有限的环境 当 中 能做 多 少 事是 多 少 事 。 人到 了 那里就 已经很不错 了 ， 所以就

开始降低对 自 己 的期待 ，
就不是说我什 么 事都要做到 最好。 和老师 的理念不一样也

没有关 系 ，
我做好我 自 己 的 事情就行 ，

调整 了
一下心 态

，
之后在 第二个学期 ，

就一

月 份回来之后就好很多 了 ，
就是吃饭呀…… 而且从肯尼亚带 了

一些食物过来嘛 ， 中

国超市买 了
一些什 么 东 西 了 ，

就是嗯……就是找到 了
一些解决方案吧 ， 然后也不太

去关心别人在做什 么 。 就是我在这里是想做教育 的 ， 那我就只 管我和学生之 间 的 事

情 。 嗯对
，
就这样之后 ，

就 因 为基本上没有啥 负 面情＿ 了 吧 。

”

（Ｐ３ ）

“

因 为我经常到处 出 差嘛 。 所 以会切换环境啊就还好 。 但是对我的 同 事们来讲 ，
他

肯定在 国 内 的心态会好很多 ， 在那块比较烦躁应该是 ，
但是我们也会经 常就是跟他

们 沟通
，
交流这些事情 。

”

（Ｐ４ ）

“

深呼吸然后嗯 ，
就是深呼吸然后 想一想 ，

没事 。 唉反正每次遇到很生气的 事情就

是深呼吸一 口 气然后一下就好 了 过去 了
……一般都是 自 我调节吧 。

”

（Ｐ８ ）

用钱解决问题

在讨论遭遇困难时 ， 本文提ＳＩ了中国旅居者面临被索贿的问题。 虽然大家对此抱

怨很多 ， 但从访谈内容来看 ， 大多数人依然会使用金钱解决问题。 有些人表示不得不

这样做 ， 但也有人认为碰给予肪
一些钱能够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 何乐而不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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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的政府部 门如果说给你要小 费 ，
你还是得给 。 不给的话

，
这个事情就做不

成 ，
他们会就是恶意阻拦你 。 包括他们的移 民局

，
财政部 以及海关 ，

还有投资局 。

这种的政府机构都从我们公 司 里 面获得过或 多 或 少 的 小 费 。

”

（Ｐ２ ）

“

这个问题我应该这 么 回答你吧
，
因 为 我们作 为

一个外 国人哈 ， 在他们的这个 国 家

生活和工作 。 特别是我 ，
对于我个人来说 ， 我语言不通啊 。 有时候就是说 出 于一种

文化也好
，
习 惯也好 ， 个人原 因也好 。 我 大部分处理这些 问题都是为 了 不 想麻烦

，

省 时 间啊 。 就是说如果能够 发点就是说这种小钱 ，
小 费 能够给我省 时 、 不麻烦

，
不

要那 么 浪费我的 时 间 ， 那我就这样去选择哦 。 但是这种选择也许是对的 ，
也许是错

的
，
站在每个人一个 角 度 。 每个人的 思想 出 发点肯定是不一样啊 。

’ ’

（Ｐ７ ）

也有人表示索要小费现象目前在非洲十分常见 ， 而且有些地方只针对中国人 ， 这

也是因为中国人喜欢用钱解决问题 ， 助长了这种歪风邪气 。

“

我感觉可能是和 中 国人 （有关 ）
，
就是 因 为在这边开 办企业的 中 国人 ，

他们 自 身也

是属于那种财 大 气粗式的吧 ，
感觉可能和他们对于 中 国人本 身 比他们 富有的这种印

象 ，
以及 中 国在世界上给人们 留 下的 印 象 ，

以及 中 国在非 洲其他 国 家就是处理类似

的事情的时候 ，
会给其他人消 费 ，

这种养成的 习 惯都有关 系 吧 ？
”

（ Ｐ２ ）

“

嗯
， 中 国人多 的地方 ， 中 国人喜欢 用 钱去解决 问题 。 给就是怕麻烦

， 中 国人也喜

欢拿钱去贿赂一些 东 西 比如说 。 用 钱去解决 问题去和政府的一些 官 员 去教他们利 用

他们手上的权利去谋取一些 东 西… …
”

（Ｐ １ ０ ）

寻求支翻帮助

被访者认为寻求当地人的帮助和亲朋好友的支持有利于化解具体的困难和负面

情绪 。 也有人会通过政府部门解决相关问题 。 索马里兰社会有
一

＾觀则 ， 那就是外

国人租车出门 ， 必须由当地警察陪同 。 因此 ， 索兰的中国企业都配备当地警察 ， 这在

一定程度上涯高了安全度 ， 这些与中国公司联系紧密的当地警察和翻译成为了中国旅

居者寻求帮助的主要对象 。

“

你知道哪里都会有不好的 、 好的
，
但是 当 然会影响我的这种状态 ，

你看我现在去

买菜的话 ，
我都不会一个人去买 了 。

”

（Ｐ １ ）

“

后 来是关 了 几天之后 ，
就 出去和他们 交涉 ，

因 为 总是被关在里 面 ，
也没办法工

作 ， 对不对 。 然后就 出 去和他们 交涉
，
就找 了 我们那个公 司 的那 ｓｐｏｎｓｏｒ 。 后 来就被

放 出 去 了 。

”

（Ｐ２ ）

“

如果是好像这种事情特别的 离谱 ， 那我就肯定会叫 那个合作伙伴 ，
他 当地人来处

理
，
因 为这种事情我也有过哦 ，

如果是小事情 。 那是 用 鸡毛蒜 皮的事情也没必要其

他还有这 么麻烦别人对吧 自 己我就发点小钱就处理掉 了 。

”

（Ｐ７ ）

“

因 为 我们每个 中 国人
，
就是说 ， 我们 办事处有警察 ， 我们 出 门 都会带警察的

哦……他看 到我们 中 国人在车上 ，
他就会敲 （ 车 窗 ） 叫我们停车 。 然后要我们给小

费 ， 然后 有警察的话 ，
他就不会拦我们 的 车子 。

”

（Ｐ ８ ）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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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位访谈对象均表示 ， 吃不惯当地的饭 ， 因此在饮食问题上 ， 大家尽可能保留吃

中餐的习惯 。 对于中国公司而言 ，
必须配备的是会做中餐的删市 。 没有厨师的情况下 ，

大多也是自己做中餐 。 有人表示在索马里期间 ， 没有吃过当地的饭 。

“

我们主要是 中 国 的食物
，
因 为 我们 有会做 中 国 饭的厨娘 ，

他们会给我们 中 国人做

中 国 的食物嘛 。

”

（ Ｐ２ ）

“

所 以 我们在那基 本上都是 自 己 做 ， 我们从 国 内 运那个调料 ，

运一 些调料 ，
香料甚

至 一些原料
，
包括像 大 米或者 面

，
然后 自 己在 家里做 。

”

（ Ｐ４ ）

“

嗯
，
我在这里

，
我 没有去吃过 当 地的 饭 。

”

（ Ｐ ８ ）

“

哦
，
这个 （吃猪 肉 ） 是必 须 的嘛

，
这个你有这个机会 我就感觉这个吃点猪 肉

感 觉还是很好的 那种感 觉 。 就是说 为 的调 节
一

下味蕾嘛… …他的 肉 食还有菜这些都

很单 一嗯 ，
然 后 酒这些 东 西

，
我们 有 时候也从埃塞走 ，

也从 国 内 发 ，
但是这个 东 西

在那 当 地是很宝贵的 东 西 。 你也要吃也要喝 ，
但是很少 ，

不 能像 国 内 这种敞开供

应 。

”

（ Ｐ １ ０ ）

除此之外 ， 有访谈者会从国内或别国的中国超市购买索马里没有的食材和调料 。

除了食材之外 ， 月艮装也从国内运输过去 。

“

从肯尼亚带 了
一些食物过来嘛 ， 中 国超市 买 了

一些什 么 东 西 了
，
就是嗯……就是

找到 了
一些解决 方案吧… …

”

（ Ｐ ３ ）

“

全部从 国 内 运过 。 当 地买 都 不 太好 。

”

（ Ｐ １ １ ）

在参与观察期间 ， 笔者也发现 ， 很多中国旅居者会在闲暇之时 ， 聚在
一起喝茶 （他

们从国内购买了茶具 ） ， 打麻将 ， 喝酒聊天 。 为了做出地道的中国菜 ，

一些中国公司

从国内购买了相应灶具 ， 他们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做出中国菜 ， 否则口味难以使人满意 。

虽然被访者
一致认同到别的国家生活 ， 就要尊重当地文化习俗 。 但这个

＂

尊重
＂

仅限于公共场合中的表现出来的行为 。 私下里 ， 个人认知和生活依然与原文化保持
一

致 。 甚至有人会担心自己被宗教同化 ， 变得过于保守 。

“

有担忧 ，
我 害 怕被他们 某 些文化所影响 ，

然后 变得更加封闭 自 己
，
就比如 穿衣这

一方 面 。 以前我在 国 内 穿 那种超短裤或者是短裙什 么 的我都 觉得很正 常 ，
在这边呆

了
一段时 间之后

， 我现在 出 去 了
，
必须把 自 己 包裹的严严 实 实 的 我 才 放心 。 我感 觉

可能对我 的 穿衣风格会造成
一定 的影响啊 。

”

（ Ｐ２ ）

“

我会尊重 （ 当 地宗教 ）
，
但是我 不会去实 践

，
不会去看那些 东 西 。

”

（ Ｐ４ ）

值得深入讨论的是行为观念在地化和亲近原文化 。 行为观念在地化是指跨文化主

体在东道社会期间 ， 行为和观念接近东道社会的主流文化 ， 而亲近原文化是指主体在

东道社会中 ， 但行为观念依然保持着原文化状态 。 二者分别与
＂

同化
＂

和
＂

分离
＂

的

适应策略相似 。 根据访谈结果可知 ， 被访者在长期生活中逐渐理解当地社会的行事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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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 ， 针对当地的宗教观念和时间观念 ， 适当进行调整 。 所有访谈对象均表示 ， 在当地

社会尊重其文化习俗 ， 宗教规则是必须遵守的事 ， 这也体现出
＂

入乡随俗
＂

的文化理

念 。 不过从访谈对象的具体应对方式来看 ， 他们在观念和行为上的在地化更多表现在

公共空间中 ， 而私下大家更倾向于通过亲近原文化来调整自 己的状态 ， 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从国内购买调料和米面或者在其他国家的中国超市购买商品 ； 公司内部聘请中国

麵币 。 同时 ， 私人空间不再奉行
＂

入乡随俗
＂

的理念 ， 而是从国内运送猪肉以及酒水 ，

来满足饮食的需求 。 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看 ， 亲近原文化有助于提高主体在东、道社会

中的适应耐力 ， 但是也为主体提供了
一

个逃避融入当地社会的渠道。 华人群体在世界

各国都有着创建华人社区的习惯 ， 因此许多国家出现了唐人街 。 华人群体的抱团行为

一

方面可以为这
一

群体提供在东道社会生活的便利性 ， 但也阻碍了群体的社会融入性 。

Ｋ ｉｍＹ ． Ｙ．在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的 ２ １ 条定理中提到 ， 族群力量越强 ， 东

道主传播能力越弱 （定理 ７
） ； 族群力量越强 ， 东道社会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越弱

（定理 ８
） ； 族群力量越强 ， 族群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就越多 （定理 ９

） 。 基于这三

条定理 ， 也就不难理解访谈对象在人际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状态和媒介使用层面的

表现 （媒介使用层面具体分析见 ４ ． ３ 大众传播层面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主题三 ： 社会主动参与

积极主动的社会参与可以显示跨文化主体在东道社会中的能动性 。 本研究询问了

访谈对象主动参与当地活动 、 主动与当地人交流的相关情况 ， 将二者合并为
＂

社会参

与
＂

主题 。 这里的
＂

参与
＂

强调主动性 ， 不考虑因为工作或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与当

地社会互动的行为 。 表 ４－

９ 社会参与编码情况

表 ４ ９ 社会参与编码表

核心
：

副主题 原始编码
主题


参与当 开斋节 ； 婚礼 ； 项 目展览会 ； 军队游行 ； 总统选举 ； 夕 卜交活动 ； 没有参加过任

地活动 何活动 。



不主动交流 ； 只因工作交流 ； 只因生意合作交流 ； 与当地同事聊中国和当地的

必： —…以
文化与发展 ； 与当地同事

一

起玩桌游 ， 相互学语言 ；
邀请当地朋友到家中吃

参与 与３地

，

２
十

饭 ， 探讨生意机会 ； 和当地同事
一起看抖音 ； 与当地同事

一起外出吃饭 ； 与当
人父流

±也管理层同事打球 ； 与当地同事 （会中文 ） 聊当地习俗 ； 与当地合作伙伴
一

起

居住 ； 与当地人交流衣食住行 ； 看当地人下棋 。



参与当地活动

１ １ 位访谈对象中 ，
Ｐ２

，Ｐ ３
，Ｐ ５

，Ｐ７ ，Ｐ ８ 没有参加过当地的活动 ， 如开斋节 、 婚

礼 、 节日游行等 ， 但原因各异 。 有人是不感兴趣 ， 有人是因为居住偏远或公司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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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参加 。

“

我们公 司 有规定 ，
这种比较重 大的 节 日

，
是不允许我们 出去的

， 因 为 害怕街上有

游行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伤 害 ， 然后这种重 大节 日 都是不允许我们 出去的 。

”

（Ｐ２ ）

Ｐ １ 表示参加过当地的开斋节和婚礼 ， 但认为很无聊 。 Ｐ４ 参加过项目展览会 ， 认

为很有意思。 Ｐ６ 表示参加过婚礼、 观看过军队游行以及总统选举 ， 认为节日氛围浓

厚 ， 舞蹈表演专业？Ｐ １ ０表示参加过社会援助 ， 在 ２０２２年哈尔格萨火灾的时候 ，
Ｐ １ ０

公司提供了救援帮助和捐款 ， 并因此被当地电视台报道。 Ｐ １ １ 因工作性质 ， 参加了很

多外交赫 ， 但不会因为个人兴趣参加其他魏

“

开斋 节 ， 我倒是参加过 ，
就是开斋节 ＾

但是也就是带 小孩 出去玩啊
，
这种我觉得

不好玩 。

”

（Ｐ １ ）

与当地人交流

被访者中 ， 有人表示不会主动交流 ， 也有人只因工作与当地人交流。 总的来说 ，

被访者或多或少与当地人有着非工作上的歡

“

对
，
他们不会吃我们 中 国餐。 所以我们都是单独吃饭的 。 中 国人是 中 国人的饭

，
然

后 埃塞人吃埃塞人的 ， 索 马里兰人吃索 马里兰人的饭 ， 都会有不 同 的厨娘来给他们

做饭……就是他们更喜欢和他们 自 己 的人玩 ， 然后我们也是 ，
就是因 为 中 国人在这

边的娱 乐 方式你知道基本上是麻将。 他们不懂得打麻将 ， 所以就玩不到
一块去……

除 了 工作的事情 ，
你如果和他们交流还是可以的

，
但是玩基本上不会玩到一起去 。

交流的话
，

一般可能会聊一下 中 国 的文化 ， 然后 他们索 马里兰的文化 ，
或者是聊一

下 索马里怎 么 看待中 国 的 发展 ，
以及他们 自 己这边的发展 。

”

（Ｐ２ ）

“

我们基本上就是可能有些是经 常他们会到我们 家里来一起吃 东 西吃饭 ， 因 为 尤其

是那些 留 学生 ，
他 以前在 中 国 呆过的 。 他也知道

，
他也喜欢 中餐 ， 然后 到我们那来

吃正宗 的 中餐 了 。 所以我们有的人会搞烧烤啊 ，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大家坐在一起探

讨各种生意机会 。

”

（Ｐ４ ）

“
… …外籍 同 事相处 ，

大家
一天主要是在下班之后 （聚一下 ） 。 大 家也很少聚 ，

主要

是大家会约一些体育竞技啊 ，
或者是其他……我们 高管层关 系还挺好……主要是打

球多 ，
然后他会让你参加家里的一些晚餐或者是什 么 之类的 ，

但是我很少 ……我也

我只去过一次 。

”

（Ｐ６ ）

“

就是和 自 己 的一些比如说助手啊 ，
这种你不能 叫 纯朋友 了还是有一些所谓的 因 为这

个商业这个东 西 ，
比如说我们一起干什 么 东 西结束 了 过后

， 然后 大家走的比较近 。

就是这种关 系 。 通常除 了
一些正 常 的

一些商务交往 。 然后 有时候就会谈论一些 ，
比

如说谈他们的信仰啊 ，
谈他们的宗教啊 ，

谈他们的婚姻呢 ，
他们 国 家的 发展 ，

”

（Ｐ １ ０ ）

但被问践否交到很好的朋友时 ，
１ １碰访者均表示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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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社 交… …我 没有什 么 社交
，
因 为 我这个语言 不通 。 就 当 地的妇女吧

， 未婚

的
，
我 又不认识 。 已婚的 ，

我跟他们 没什 么 共 同 话题 ，
他们 关注 的话题我都不 关

注 。

”

（ Ｐ １ ）

“

完全单 纯的 私人关 系 没有 。

”

（ Ｐ６ ）

综上分析 ， 在社会参与层面有五位被访谈者表示没有参加过当地的 丨舌动 （如开斋

节 、 婚礼 、 节 曰游行等 ） ， 有人表示不感兴趣 ， 有人表示公司出于安全考虑不允许参

力 口 。 其余人员表示出于工作原因 ， 他们参加过很多当地活动 ， 包括商业活动 、 夕 卜交活

动等 。 在与当地人主动交流方面 ， 大多数人也表示主要出于工作原因 。 很少有人与当

地人建立了非常要好的私人关系 。 有人认为如果与当地同事保持亲近的关系 ， 会影响

工作中的配合 。 那些认为与当地人保持友好关系 ， 交流没有阻碍的访谈对象表示 ， 他

们的朋友同事大多是国外留学的索马里人 ， 英文或者中文都比较好 ， 没有交流阻碍。

由此可以看出 ， 访谈对象们与当地的主动交流行为在活动内容以及社会阶层上是比较

狭窄的 。

４ ．２ ．３ ． 本节小结

本节主要探讨了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互动情况 ， 从人际传播的角度分析了四个

主题 ： 亲友支持、 遭遇困难 、 应对方式和社会主动参与 。 在这些主题中 ， 亲友支持是

基于原社会语境 ， 而其余三个主题则归属于东道社会语境中 。 这些主题的研究回答了

研究问题二 ， 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生活和适应情况 。 通过

对访谈文本的编码和分析 ， 研究发现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 包

括食物种类单
一

、 宗教影响 日常生活、 基础设施条件差、 被政府部门索要小费等。 此

夕 卜还有因所处具体环境带来的适应问题 ， 如气Ｉ
Ｉ吴炎热 、 个人安全受到威胁、 以及与当

地人和环境无关的问题 。 在应对困难时 ， 中国旅居者综合了不同的策略和态度 ， 总体

而言以自我调节为主 ， 在公共空间中倾向于观念和行为上的在地化调整 ， 而私人空间

中更倾向于通过亲近原文化来减少适应压力 。 在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与当地人交流方

面 ， 中国旅居者的积极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 这与他们到索马里的动机和 自身职位有

很大关系 。 但总体而言 ， 中国旅居者更倾向于创建中国社区 ， 进行社区内部的交流和

活动 ， 与当地社会存在较明显的隔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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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 大众媒介传播层面跨文化适应情况

大众传播媒介层面的跨文化适应侧重分析跨文化主体的信息获取及媒介使用等

情况 。 本研究将其分为两个部分 ， 从原社会层面了解访谈对象前往索马里之前的信息

获取情况 ， 从东道社会层面了解访谈对象到达索马里之后的媒介使用和信息关注情况 。

４ ．３ ． １ ？ 原社会大众媒介传播层面

主题一 
？

？ 信息查询

出行前对目的地的认知可關过多种方式获取 ， 如通过亲友 、 媒体、 网络、 书籍

等途径 ， 或通过自身的经验和知识积累 。 在跨文化适应研究中 ， 出行前对目的地的了

解往往是研究的
一

个重要方面 ， 因为它对于出行者的跨文化适应能力有着重要的影响 。

表 ４ －

１ ０ 是信息查询的编码 。

表 ４ １ ０ 信息查询编码表

核心主题原始编码

没有主动了解 ，

？

通过谷歌查询 ； 资料不多 ，

？

了解穆斯林风俗 ； 看过图片 ； 在索

信息查询马里投资峰会上了解信息 ； 从领导同事处了解信息 ； 从朋友处了解信息 ； 上网



｜

查询资料 ； 对当地长期考察 ； 大概了解 。



在谈到出发之前是否进
一

步了解目的地时 ， 多数人表示曾向已经前往或者去过索

马里的朋友了解信息 。

‘ ‘

这边有亲戚开公 司
，

．
就过 来 了 。

”

（ Ｐ ５ ）

“

我对这一块
，
其实 索 马 里只 是从 网 上进一个搜 索 ，

对索 马 里 当地情况不 太 熟
，
只

是在迪拜的 时候
，
我和老板

， 我们进行对接的 时候 ，
他提供 了 很多 机场 的数据 ， 我

大概明 白 这是一个什 么 样的机场 ，
什 么 样 的状态 ，

然 后 呢 ， 我也 了 解 了（ 索 马

里 ） 。

”

（ Ｐ６ ）

“

我过去之前呢
，
我有联 系 了 在 索 兰那边 的

一些 中 囯 人 。 通过朋 友 的介绍 ，
通过 中

国人在 索 兰那边 ，
他们也在那边很 多 年 了 ，

对那边 的这些 治安啊、 情况啊 、 有 大概

的一个 了 解 。

”

（ Ｐ７ ）

“

因 为 我 来之前 的话是那个朋 友他来过 。 对 于这边的环境啊
，
各方 面 他都有相 当 的

了 解 ， 所 以说他过来 的 时候他也跟我说一下
，
他 自 己 眼睛看 到 的真 实 的 情况 。

”

（ Ｐ ９ ）

也有人表示网络上的信息并不多 ，
且负面信息占多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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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当 时是 查 了
一下资料 的 ，

但是 因 为 网 上对于 索 兰 的 资料比较 少 ， 所 以我对这边

的 了 解… …嗯… … 没有很 多 ，
只 知道他们是一个穆斯林社会 ，

然 后 就是 了 解 了
一些

穆斯林的 风俗 。

”

（ Ｐ ２ ）

“

之前在 网 上查过
，
说这个 国 家是海盗 国 家 ， 索 兰 的 信 息 比较 少

，

一般查 的都是索

马 里
… …

”

（ Ｐ ８ ）

除此之外 ，

Ｐ４ 通过索马里政府在中国开办的投资峰会上了解索马里的
一些情况 。

Ｐ １ ０ 是在索兰项 目投标过程中 ， 对当地进行了长期考察 ， 了解比较深入 。

从访谈结果可知 ， 关于索马里的网络信息并不多 ，
且多数是海盗、 冲突等负面信

息 。 近年来也有从政治层面谈到中索合作的新闻 ， 但概括性内容较多 ， 无法提供有效

的信息 。 此外 ， 很少有信息谈到索马里兰的特殊情况 ， 导致
＿些想要到索马里兰的中

国人在办理签证时遇到困惑 。 被访者对索马里的主要了解渠道是来自他人的经验介绍 。

但由于前往索马里的中国人数量少 ，
经验介绍充满了主观性 ， 难以避免幸存者偏差 。

４ ．３ ． ２ ． 东道社会大众媒介传播层面

主题一 ： 媒介使用

在东道社会中 ， 访谈对象的媒介使用情况能够反映出与当地的融合程度 。

一

般情

况下 ， 如果跨文化主体对东道社会的信息关注越多 ， 则说明其对于融入当地抱有积极

的态度 ， 反之 ， 贝脱明其融入的主动性不高 。 另
一

方面 ， 很好地ｆ拥媒介 ， 如电视、

报纸 、 手机网络等 ， 对跨文化主体进入东道社会有着很大的作用 。 通过网络了解当地

新闻 ， 进入网络社交圈 ， 都可以帮助跨文化主体尽快融入新社会 。 如果跨文化主体在

媒介使用过程中 ， 仍然以原文化社会的信息为主 ， 则对其融入新社会形成强大的阻碍 。

本研究询问了被访者信息获取渠道以及主要关注的内容 ， 将二者合并为主题
＂

媒介使

用
＂

， 表 ４ －

１ １ 是媒介使用的编码情况

表 ４
－

１ １ 媒介使用编码表

核心 副主

士 曰朽 砰原始编码
主题题


ＹｏｕＴｕｂ ｅ
； 微信 ； 微博 ； 小红书 ； 谷歌 ；

Ｉｎ ｓ ｔａｇｒａｍ
； 今 日头条 ； 推特 ； 抖音

（驗 卜版 ） ； 抖音 （国内版 ） ； 谷歌新闻 ； 百度 ； 新浪新闻 ；

Ｆ ａ ｃ ｅｂｏｏｋ
； 当地电

渠 】首

媒介视台 ；
ＢＢＣ

；Ｗｈａ ｔｓＡｐｐ ； 与当地人直接交流 。



使用ｖ
、

＋
中国国内信息 ； 国际新闻 ； 其他国家信息 ； 索兰当地视频博主 ； 推特上索马里

大 Ｖ
； 袭击活动 ； 签署协议 ； 航空信息 ；

Ｆａ ｃ ｅｂｏｏｋ 上关注了
一

千多个各行各
内容

１ 业的索马里人的账号 ； 当地政治新闻 ； 当地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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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渠道

关于信息获取渠道 ，
１ １ 位访谈对象均表示使用手雛取信息 ，

包括社交媒体 Ａｐｐ

和网站两大类 。 此外 ， 也有人通过周围人的口述了解当地事件 。 在手机 Ａ
ＰＰ 中 ， 国内

的 Ａ
ｐｐ 包括了微信 、 小红书 、 微博 、 今日头条、 抖音、 百度新闻 、 新浪新闻等 ； 国外

的Ａｐｐ
包括了ＹｏｕＴｕｂｅ

、 Ｇｏｏｇ ｌ ｅ
、

Ｉｎ ｓ ｔａｇ ｒａｍ
、
Ｔｗ ｉ ｔｔ ｅｒ

、
Ｆ ａｃ ｅｂｏｏｋ

等 。
Ｐ ５

，Ｐ７ ，Ｐ ８
表

示自己不使用国外的 Ａｐｐ ， 只关注国内的信息 。 其余的访谈对象通过使用国内和国外

的不同手机 Ａ
ｐｐ
了解信息 。

关注内容

在 １ １ 位访谈对象中 ，

Ｐ Ｉ
，Ｐ２ ，Ｐ ５

，Ｐ７ ，Ｐ ８ 表示 ， 不会主动关注当地信息 ，

一般

都是从周围朋友或同事那里听到
一些当地的信息 ， 但没有太多兴趣 ，

主要关注点还是

在于国内信息以及重大的国际新闻 。
Ｐ３ 表示由于当地新闻和自媒体信息大多是以索

马里语报道 ， 因此她只关注了ＢＢＣ 索马里语频道和索马里人创办的 ＹｏｕＴｕｂ ｅ 频道 ，

并表示这是她了解当地信息的仅有的两个渠道 。 Ｐ １ １ 表示自 己关注当地的新闻主要是

工作需要 。

“

索 马 里 当 地的信 息我基本上没有 了 解过
，
因 为 他们都是 索 马 里语 ， 我也看 不懂 ，

所 以我很 少 看有什 么 当 地的信 息
，
他们 当 地的信 息都是他们告诉我的 ，

就是 小 Ａ

（ 家 中 亲戚 ） 他们告诉我
，
然后 我是看 国 际信 息 。

”

（ Ｐ １ ）

“

因 为 索 马 里 的话 。 因 为 我处 的这个环境
，
并且 已经 有 离 开的打算 ，

所 以说我对他

们 的 了 解就 没有那 么 多
… …我 了 解 当 地发生的 事情的信 息主要是通过 当 地 同 事 的 口

述
，
就是 当 地 同 事可能会讲给我听一下 发生今天 发生 了 什 么 事情 ，

就是有什 么好玩

的 事情什 么 的 。 可能会通过他们 的 口 述 了 解这方面较 多
一点 。 如 果说通过看新 闻 的

话
，
我基本上是没有那 么 多 的 了 解 ，

就是不会主动去 了 解 。

”

（ Ｐ２ ）

“

他们 当 地的这些信息哈 。 我个人来说基本上没有关 注
，
基本上没有 ，

包括他们 国

家 的新 闻
？

也好媒体也好
， 什 么 信 息也好 。 就是说基本上我 没有 关注 ，

因 为 我到 索 马

里兰其 实 目 的很 简 单 了 。 对吧 。 我 艮可能 ｉｆ艮其他人有些 区 别呢
，

如果就是说在索 马

里兰
，
他们就是说长期会在那边的 ，

他们就是说有他 的工厂 啊 ， 有他的企业啊 ，
或

者是说他们 已经就是说工作 离 不开这里 了 。 他们 可 能会就是说过 多 的去关注吧 ，
但

是我 由 于就是说个人的原 因哦 ， 我也清楚我过索 马 里 兰 的这种 目 的是什 么 嘛
，
所 以

呢
，
对这方 面

， 个人 而 言可能 没有过 多 的 关注吧 。

”

（ Ｐ ７ ）

“

当 地的信 息 没怎 么 看
，

一般我们 了 解都是通过秘书
，
或者说我们 自 己 到政府部 门

去 了 解… … （那社会新 闻 呢 ？ ） 没 了 解过 ， 我也不 问 。

”

（ Ｐ ８ ）

此外 ，
Ｐ４

，Ｐ６
，Ｐ９ ，Ｐ １ ０ 对于关注当地信息的主动性很高 。 其中 ，

Ｐ６
，Ｐ １ ０ 倾向

于关注某领域的信息 ， 而 Ｐ４ 和 Ｐ９ 认为应该尽可能多的关注当地各方面信息 。 对于主

动关注索马里信息的访谈对象而言 ， 他们会通过使用翻译软件来了解社交媒体上的信

息 。 值得注意的是主动了解信息的访谈 要是在邦特兰和索马里兰投资办厂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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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项 目的管理人员 ， 他们认为需要不断了解当地的最新信息来调整商业发展 目标 。

Ｋｍｉ Ｙ． Ｙ．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动机直接影响了他们大众媒介的使用 （李力 口莉 ，

２ ０ １ ５
） 。

这一观点与本研究的发现
一致 。

“

会啊
，
像推特上

，
我会 关注很 多 索 马 里 的

一些 大 Ｖ
，
然 后 他们 经 常会有很 多 新 闻

呢
，
发生 的一些 事都会从那里 第

一时 间 能够看得到 … … 索 马 里语他一般是 ，
但都 没

关 系 啊 ， 推特上的 你 可 以翻他翻译啊 ，
可 以翻译成英文吧

，
但是 大部分情况他们上

推 的还是都 发 英文 的 。

”

（ Ｐ４ ）

“

那 我们 了 解航 空性 的信 息就主要是从谷歌上我会搜 索 一些航空 性 的
， 谁和谁 签 协

议啊
，
航 空 开 网 络啊之 类 的

”

（ Ｐ ６ ）

“

我 Ｆ ａ ｃｅｂｏ ｏｋ 上 面 关 注 １ ００ ０ 多 个 当 地索 马 里人的 。 他们各个行业都 有 他 发一些 ，

但是 虽 然说是 索 马 里语
，
复制

一

下语言
，
然 后 翻译

一下就会知道本地的 。

”

（ Ｐ９ ）

４ ．３ ．３ ． 本节小结

本研究基于大众媒介传播层面 ， 考察了访谈对象的媒介使用情况 ， 通过主题分析

法得出了三个核心主题 ， 分别是 ： 信息查询 、 获取渠道、 关注内容。 其中信息查询归

属于在原社会 ，
主要关注访谈对象到达索马里之前如何了解索马里的情况 。 信息获取

渠道和关注内容归属于东道社会 ， 侧重于了解访谈对象在索马里社会中媒介使用 ， 强

调主动性 。 本节从以上三个方面回答了研究问题三 。 研究发现关于索、马里的网络信息

数量少 ，
且内容单

一

。 总体而言 ， 在索中国旅居者因语言障碍或个人兴趣对当地信息

的关注度较低 。 大众传播层面来看 ， 索马里社会的传播能力居于弱势 ， 表现为两个方

面 ，

一

是信息语言的本土化限制了传播范围和接收对象 ，
二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单

一

性

Ｐ牵低了受众的关注度 。 这个单
一

性表现在本土媒体机构的创作内容上 ，
主要以新闻为

主
， 电影、 电视剧等娱乐内容以国外引进为主 ， 且大多为英文字幕 ， 这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本土媒介内容的制作能动性 。
Ｋ ｉｍ Ｙ ． Ｙ．在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中提出了

２ １ 条定理 ， 其中第 ４ 条和第 ５ 条分别为 ： 东道社会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越多 ， 族

群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就越少 ； 东道社会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越多 ， 跨文化转型 （功

能健康、 心理健康和跨文化认同 ） 就越大 。 很显然 ， 索马里社会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

播对于大多数访谈对象而言是比较少的 ， 这也对他们适应当地生活产生了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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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结论

本文是对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情况的质性研究 ， 首先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至 ７ 月 ， 对索马里西北地区索马里兰首府哈尔格萨的 ４ 家中资企业进行了参与式观

察 ，
基于观察结果结合相关研究 ， 设计了半结构式访谈提纲 ， 然后在索马里境内通过

滚雪球的方法寻找到 １ １ 位符合要求的访谈对象并进行 １ 到 ２ ． ５ 小时的深度访谈 。 访

谈结束后 ， 使用 Ｂ ｒａｕｎ 和 Ｃ ｌａｒｋ ｅ 六步主题分析法对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分析整理 ， 最

终得出 １ １ 个主题 ， 分别是行前认知 、 动机期望、 亲友支持、 信息查询 、 在索认知 、

消极情绪 ＇ 自我评价 、 遭遇困难、 应对方式 、 社会主动参与、 媒介使用 。 又以传播形

式和传播活动发生的社会环境为两个变量 ， 将 １ １ 个主题分成了６ 个维度 ， 即原社会

的人内传播 、 人际传播、 大众媒介传播 ， 东道社会的人内传播、 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介

传播 ， 形成了中国旅居者在索马里跨文化适应过程的整体框架模型 。 研究发现在进入

索马里社会前 ， 被访者对索马里的情况了解较少 ， 了解渠道单
一

， 在进入索马里社会

后 ， 认知随着时间和实践的增加而丰富 ， 但也无法避免偏见的存在 。 在索马里社会中 ，

被访者遇到了多个方面的困难与挑战 ， 其中饮食问题、 被索贿问题以及宗教层面的影

响是普遍存在的 。 在应对困难挑战时 ， 被访者主要通过自我调节来减少心理压力 ， 此

夕 卜在公共场合选择入乡随俗 ， 在私人空间保留原社会状态 ， 通过形成中国人社区来减

轻适应东道社会带来的压力 。 在媒介使用和与当地社会交流等主动性较强的层面 ， 中

企公司的老板以及项目负责人等管理者倾向于提高当地融入度 ， 而普通员工倾向于保

持距离 。 在适应情况自我评价方面 ， 被访者认为即使在适应策略上倾向于融合或者同

化 ， 但主观上不认为需要完全融入当地社会 。 由此可见 ，

＂

适应
＂

对于个体而言是与

东道社会达成的动态平衡状态 。 这种平衡会在具体困难或挑战出现时被打破 ， 但随后

通过有效的应对方式达成新的平衡 。

基于此 ， 本研究认为提高在索中国旅居者的融入度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对于原社会而言 ： １
） 增加国内对于索马里的商业投资 、 政治局势 ＇ 社会安全、

宗教文化等信息话题数量 ；
２

） 建立交流平台 ， 促进中国和索马里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

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友谊 ， 为两国文化和商业交流提供更多的机会 ；
３

） 关注索马里兰

局势 ， 和平解决政治问题 ， 为在索兰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创造有利于融入的条件 。

对于东道社会而言 ： １
） 增加媒介内容的多样性 ， 鼓励本土媒体机构开发更多类

型的媒介内容 ， 如电影、 电视剧 、 音乐等 ， 同时提高内容国际化程度 ， 吸引更多观众 。

２
） 通过建立中国人社区来为中国人提供

一

个相互支持和交流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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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资企业而言 ： １
） 为中国人员工提供文化适应培训和支持 ， 帮助他们更好

地适应当地环境和文化 ， 提高他们的融入度 。
２

）了解东道社会的法律法规、 文化习

俗 ， 在遇到问题时 ， 寻求合法合规的解决途径 。

对中国人个体而言 ：
１

） 提高信息获取渠道的多样性 。 在进入索马里社会之前 ，

可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更多的信息 ， 如书籍 、 互联网等。 在索马里社会中 ， 可以通过与

当地人交流 、 加入社区 、 参加活动等的方式增加对当地情况的了解 。

除了以上对于包含原社会和东道社会以及特定跨文化主体的建议外 ， 本文认为中

国旅居者在索马里的跨文化适应经历和经验可以推广到其他相似的环境或跨文化主

体当中 ， 提供参考 。 如对于需要前往政治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或者宗教国家的旅居者而

言 ， 出发前对目的地的信息查询必不可少 ， 做足准备 ， 调整心态 ， 到达目的地后尽量

做到入乡随俗 ， 尊重当地文化 ， 在遇到困难时 ， 寻找合法途径解决问题 。 本研究希望

对相关主体更好地适应旅居生活提供经验参考 ， 同时也为跨文化适应领域的实证研究

提供新的案例 。 由于各种原因 ，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上存在不足 。 首先 ， 本研究是

笔者在 ２ ０２ １ 年 ９ 月至 ２０２２ 年 ８ 月期间于索马里哈尔格萨大学公派留学时进行的 。

虽然在当地有着十分便利的观察条件 ， 但因笔者在哈尔格萨的主要目的是学习索马里

语 ， 因此在参与观察过程中 ， 无法保证每天固定的田野时间 。 只能在不影响语言学习

的基础上
， 尽可能多地与当地中资企业交流 。 这是本研究的遗憾之处 。 另

一方面 ， 本

研究在设计之初 ，
主要考虑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进行探究 ， 虽然对在索兰的中国企业

进行了观察 ， 但将观察重点放在了中企员工与东道社会之间的适应关系上 ， 忽略了企

业的内部传播特征 ， 因此无法从组织传播的角度分析在索中国企业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在访谈对象选取的过程中 ， 笔者
一

共联系了２ ８ 位在索中国旅居者 ， 有 １ ７ 位拒绝

接受访谈 。 笔者猜想 ， 拒绝的原因可能是性格内向或适应压力较大 ， 因此研究结果可

能比实际情况更加乐观 。 此外 ， 本研究使用了质性研究的方法 ， 即使进行多方验证 ，

但在主题分析上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观性 。

针对进
＿

步研究 ，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１
） 延长田野时间 ， 设计严格的田野调查计划 ， 从群体层面对索马里工作或生活的

特定中国人群 （尤其商人 ） 进行研究 ， 为之后两国的商业合作提供参考和建议。

２
） 以在索中企为观察对象 ， 从组织传播的角度对其内部 、 夕 卜部以及内外之间传播

过程进行研究 ， 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企业在索马里的适应情况以及东道社会的特

征对中企内部结构的影响 。

３
）
基于跨文化适应经典量表 ， 设计调查问卷 ， 使用量化方法研究中国旅居者在索

马里的文化适应情况 ， 对本文进行验证 。

４
）
基于本研究发现的适应问题 ， 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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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１ ： 访谈提纲

时间 ： ＸＸ 年 ＸＸ 月 ＸＸ 曰

时长 ：

地点 ： 祉微信语音

方式 ： 录音

文字转录 ： 使用网易见外工作台转录

访 （此处辦号 ）

告知被访谈者 ：

非常感谢您 的参与 。 这是北京外 国语大学 国 际新 闻 与传播学 院研究生毕业课题的访

谈
，
主要 了 解您在索马里工作 、 生 活 、 学 习期 间 的跨文化适应情况 。 访谈一共 包含

１ ５ 个主要 问题
，
预计 １

－２ 小 时 。

本研究郑重承诺保护您的个人隐私 ， 所有信息作 匿名化处理 。

翻信息

麵 ：

年龄 ：

教龍景 ：

现居地 ： 索马里獅

关于来索織时间 ：

１ ． 您可以回忆并告诉我到索马里的时间吗？

您第
一

次来索马里是什么时候？ 期间有回过国吗？

您对索马里的初印象是什么？ 和您敕前酿马里的 什么异同 ？

关于来索动机

２ ． 您可以告诉我来索马里的目的吗 ？

總索马里做什么？

为什么选择这里？

关于家

３ ？ 縣索马駐活＇ 工作、 学习 ， 家人朋總十么态度？ 支 不雜？

７２



你在索马里遇到不开心的或者开心的事儿祭口国内的亲朋好友分享吗 ？

关于来装期望

４ ． 请告诉我您对在这里Ｉ作／生活／学习有什么目标＾待吗 ？

您希望在这里实现哪些目标？

目前 ， 您认为 目标实现的怎么样？

关于当獅境

５ 您可以从衣 、 食 、 住 、 行四个方面描述一下你眼中当地人的生活环境吗 ？

您对当地的生蹄境有何看法？

您对您的生活环境 （物质环翩交跡境 ） 满意吗 ？

您去过索马雖他城市吗 ？ 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 在旅途中发生过什么印象深

刻的事情？

关拽舌状态

６ ． 您可纖述一下您每天的生活安排吗 ？

您喜趣样的生活状态吗 ？

您认为在当地工作、 生活最不舒服的方面是什么？ 为什么觉得不舒服呢？ 您是

否有解决的办法？

您觉得这里的生活有哪些令人舒适的方面？ 为什么？

关于和当地人互动

７ ？ 您可以告诉我您、与当地人互动的情况吗 ？

您通常因为什么和当地人产生联系 ？
（因工作／私人 ）

与当地人交獅呈中 ， 对方的哪些行为１Ｌ您觉得奇怪＇ 难 或者接受不

了 ？ 您尝獅对方就此问题沟通过吗？ 结果怎么样？

您有当地的朋友吗 ？
（如果有 ） 你们通常在

一＾做什么？ 您怎么评价他们 ？

（如果没有 ） 为什么？

您参加过当地的节日庆祝活动 ， 如婚礼、 独立日 、 古尔邦节等等吗？ 有什么感

受？

您遇到过当地人的歧视或者不友好地肅吗？ 如何处理的 ？

关于媒
７３



８ ． 您可以告碰忽的媒介使用情况吗？

您在索马里綱十么７＾＾得信息？

您会主动了解哪些信息 （国内 ／索马里／其它 ）
？ 主要内容是什么？

您会主动了解当地新闻吗 ？ 通过什么方式？

您觉得语言会对您了解当地信息造成影响吗？

您觉得您足够了解当地吗？

关于语言学习 ：

９ ． 可以告爾忽的语言掌握情况吗 ？

您除了母语中文之外 ， 还会其他的语言吗 ？

您会索马里语吗 ？

您觉得会／不会索马里语对您在当地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您希望学习索马里语吗 ？ 为什么？

关于多元工作生雜历

１ ０ ． 您可以告诉我您曾经在其他国家工作、 生活、 学习过吗 ？

您最喜欢在哪个国家的生活 ， 为什么？

关于对索马數化习俗的觀 ：

１ １ ？ 您可以告織您对中国和索马里的文化习麵可看法吗 ？

您觉得在中国生獅在索马雖活的区别大吗？ 主要在哪些方面？

请您用三ＭＥ傾 溶您认为的索马里社会文化 。

关于对当地宗教的難 ：

１ ２ ． 您方便谈Ｈ炎对当地宗教的葡去吗？

您了解当地的宗教信仰／宗教习惯吗 ？

您在平时生活中缝守当地的宗教习惯吗 ？

您觉得宗鄉挡地社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
（积极的／消极的 ）

您觉得当地的宗麵忽的生活有着怎么的影响？

您如何看待女祕 巾 、 雜裙这一＾１定？

（女性 ） 您在当地生活期间 ， 也遵守这
一穿着规定吗 ？ 为什么？

关于＿麵觀 ：

７４



１ ３ ． 您方便告诉我您在索马里生活期间的身体状况吗？

您会有感冒 、 纖＇ 牙疼＇ 胃疼＇ 四麵痛 、 腰酸背痛 ＇總头晕＇ 恶心、 失

眠多梦等的麵性情况出现吗 ？

您会去当地的医院看病吗 ？

与国内相比 ， 您觉得您的身体状态更好还是更差了 ？

关于心理纖状况 ：

１ ４ ？ 您方便告诉我您在索马里生活期间的心理状况吗？

您会有焦虑＇ 压力 、 烦躁＇ 抑郁的情绪出现吗？

与国内相比 ， 您觉得您的心理状况更好还是更差了 ？

您在当地生活＇ 工作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您为什么会产越些担忧？

关于文化■的自麵古 ：

１ ５ ： 你可以以时间为参照 ， 描述一下你在索马里兰工作生活期间的心理变化嘛？

整合 、 同化 、 分离和边缘化四种跨文化适应倾向中 ， 您觉得自己属于哪
一

种 ？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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