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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１　人际关系与沟通概述

一个人的成功，１５％可以归功于他的专业知识，８５％却要归功于人脉关系。

———戴尔·卡耐基

任务目标

● 明了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 认识中西方人际关系的差异；

● 掌握人际关系与沟通的密切关系；

● 把握人际沟通是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保障。

案例导入

青蛙和蜘蛛是一对好朋友，有共同的爱好———吃飞虫。年轻时，青蛙体健貌

端，身手敏捷，水陆两栖，过得自在，蜘蛛很羡慕。暮年时，情况发生了逆转。老青

蛙对老蜘蛛大吐苦水：“我一生辛劳，却只能勉强糊口。现在年老力衰，将要饥饿

而死。而你如今却衣食丰足，这世道真是不公！”老蜘蛛说：“你之所以艰辛，是因

为你靠４条腿生活，而我是靠编织一张网。”

１１　人际关系概述

１１１　人际关系的概念、类型与特点

１人际关系的概念

人际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普遍、最重要的关系。社会学将人际关系定义为

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心理学将人际关系定义

为人与人在交往中建立的直接的心理上的联系。本书中的人际关系是指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通过相互认知、情感互动和交往行为形成和发展的人与人之间的相

互关系。在此意义上理解，人际关系的前提是相互认知，手段是交往行为，特征是

情感互动，本质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和距离。

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个体均有其独特之思想、背景、态度、个性、行为模式及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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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而人际关系对每个人的情绪、生活、工作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对组织气氛、组织沟通、组织

运作、组织效率及个人与组织之关系均有极大的影响。每个人的发展都离不开他人的关照、帮

助，每个企业的兴旺发达都需要和谐的人际氛围，每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也离不开国际关系的

协调有序。《吕氏春秋·恃君》中说：“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

不足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守，不唯

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因此，无论是对个人或是对组织，和谐的人

际关系都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它能给个人带来生活的快乐和成功的机遇，给组织带来无穷

的活力和巨大的效益。

２人际关系的类型

现代社会人际交往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对人际关系的分类已有众多的研究。根据不同

的分类标准和方法，人际关系的类型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根据交往的主体情况分为个体人际

关系与群体人际关系，如两个好朋友之间为个体人际关系，班级同学之间、校友之间则是群体

人际关系。根据交往的密切程度可以分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陌生人关系。最完善的人

际关系类型是根据人际关系联结的纽带划分的，分为血缘人际关系、地缘人际关系、趣缘人

际关系、业缘人际关系与网缘人际关系。其中，血缘关系是指因血缘联系和婚姻联系而形

成的人际关系，如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地缘关系是指以地理位置为联结纽带，由于在一定

的地理范围内共同生活、活动而交往产生的人际关系，如老乡关系、校友关系等；趣缘关系

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因情趣相投交往而建立的人际关系，如“驴友”关系、“车友”关系等；

业缘关系是指以职业、行业、专业或事业为纽带而结成的人际关系，如同事关系、事业合作

伙伴、师生关系等。

３人际关系的特点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的相互关系，其基本特点如下。

（１）社会性。在人与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社会性是其首要特点。脱离

社会的人际关系只会在封闭的环境中慢慢枯萎，即使是亲密的恋人关系或者是以血缘为基础

的家人关系也不例外。

（２）直接性。人际关系是人们在面对面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个体可切实感受到它的存

在，没有直接的接触和交往不会产生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一经建立，一定会被人们直接体验到。

（３）情感性。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人们彼此间的情感活动。情感因素是人际关系的主要成

分，但是人际间的情感倾向有两类：一类是使彼此接近和相互吸引的情感；另一类是使人们互

相排斥分离的情感。

（４）互利性。在交往过程中，交往各方均可以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收益和心理需要的

满足。在现代化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联系能够得以维系和加深，在于这种交往能够为双方提供

方便和帮助。

１１２　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特点

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网中，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依存于人际交往。

特别是对于学习、成长中的大学生，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

力，不仅是大学生活的需要，更是将来适应社会的需要。一个没有交际能力的人，就像陆地上

的船，永远无法进入辽阔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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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学生人际关系特点

比起中学生，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更为复杂、更为广泛，同学之间、师生之间、老乡之间、室友

之间、网友之间、个人与班级以及和学校之间等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构成了大学生立体式的

人际交往网络系统。在大学校园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团结友爱、朝气蓬勃的环

境，将有利于大学生形成和发展健康的个性品质。

大学时期的人际关系独立性更强，更具社会性、多样性和群体互动性，也成为这个时期人

际关系的主要特点。个体开始独立地步入准社会群体的交际圈，大学生开始尝试独立的人际

交往，并试图发展这方面的能力。而且，交往能力越来越成为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然而，并不是每个大学生都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会

产生各种问题。认知、情绪及人格因素都影响人际关系的建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受挫，就可

能表现为自我否定而陷入苦闷与焦虑之中，或因企图对抗而陷入困境，并由此产生心理问题。

２当前大学生人际交往存在的困惑

现在的大学生很多人都在人际交往中存在困惑及不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缺少知心朋友。这类大学生通常能够正常交往，人际关系也不错，但自己感觉缺乏能

互诉衷肠、肝胆相照、配合默契、同甘共苦的知心朋友，没有关系比较密切的朋友，没有人值得

他牵挂，也没有人会想念他。他们难以发展和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类同学多会感到空虚、

迷茫、失落，甚至感到孤独和沮丧。

（２）与个别人难以交往。这类大学生与多数人交往良好，但与个别人交往不良。这些个

别人可能是室友、同学或父母等与自己关系比较近的人。由于与这些人相处不好，常会影响情

绪，造成一块“心病”。

（３）社交恐惧症。这类大学生对人际交往特别敏感、害怕，极力回避与人接触，不得不交

往时出现紧张、恐慌、心跳加快、面红耳赤、难以自制等症状。他们经常处于焦虑状态，与人交

往，甚至在公共场所出现，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案例一　又是新学期的开始，大二学生李霞郁闷地返回校园。自从跟同宿舍的两个同

学因琐事争吵后，６个人的宿舍生活变得尴尬和别扭，一直到现在，两位吵架的同学还丝毫

没有要缓和关系的意思。李霞很担心自己大学四年生活会在这么糟糕的室友关系中度过。

案例二　女大学生刘英为了获得别人的重视，千方百计地要与其他同学一块吃饭、一

块行走，即使洗脸也要拉上个伴。为了使自己不再孤独，她常花钱请客。假如别人不跟她

说话，她便会胡乱猜想，搞得自己心神不宁。

案例三　大三学生吴征因为在学业上受了挫折，变得很内向，不能融入同学中去，于

是开始一天到晚上网。他说：“我喜欢网络，因为在网上可以给我自重感，没有人看不起

你。我在网上交了许多朋友，他们说我有个性、幽默。但是，我又担心这会使我更加脱

离现实。”

相关链接１１

实际上，人际关系的基础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只有能够接受自己的人，才能使自己的身

心得到充分的发展，获得和谐的人际关系。面对镜子的时候，觉察一下自己对镜中人是爱还是

恨。憎恶自己的人，也会憎恶别人。不能接纳自己的人，情绪常不稳定，不是有意表现优越，便

是相当自卑。自己和自己相处不好，就很难好好地与他人相处。如果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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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好，不妨反省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先调整自我关系，进而改善人际关系，才是有效

的途径。

大学生正处于一种渴求交往、渴求理解的心理发展时期。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大学生心理

正常发展、保持个性健康和具有安全感、归属感、幸福感的必然要求。每个人生命的主宰其实

就是自己，关键是你要有所改变，要有强烈成功的愿望，针对自己人际交往中存在的问题，结合

自己的个性特点，以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对待人际交往，一定会找到合适的方法培养自己的人际

交往能力，逐渐学会交往，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走向成功的大道。

１１３　良好人际关系的意义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和谐、友好、积极、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社会生

活中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日常生活及各种社会活动中是必不可少的。营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氛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身心健康的需要

我国著名的医学、心理学专家丁攒教授曾指出，人类的心理适应，最主要的就是对人际关

系的适应。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心理病态大多是由于人际关系失调所致，主要原因

如下。

（１）与人发生冲突会使人心灵蒙上阴影，导致精神紧张、抑郁，不仅可致心理障碍，而且可

刺激下丘脑，使内分泌功能紊乱，进一步引起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变化。

（２）每个人都有快乐和忧愁，快乐与朋友分享会更快乐，忧愁向朋友倾诉就会减轻。倾诉

的过程就是减轻心理压力、缓解心理紧张的过程。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会导致心理负荷过重。

大量的研究证实，离群索居会使人产生孤独、忧虑，可导致心理障碍。

（３）愉快、广泛和深刻的心理交往有助于个性发展与健康。如在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发现，

绝大多数青少年的心理危机都与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关。健康的个性总

是与健康的人际交往相伴随的。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与别人交往越积极，越符合社会的期望，与别人的关系也越深刻。

心理学家专门研究了身体、智力和心理健康水平都很优秀的宇航员、研究生和大中学生，得

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心理健康水平高的人人际关系都很好。他们有一系列有利于积极

交往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个性特点，如友好、可靠、体贴、温厚、诚挚、信任等。

英国《每日邮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８日报道，发表于《美国科学院学刊》的研究报告指出，

人际关系对身体健康的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在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的发病率上，其作用

甚至不亚于饮食和休息。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科学家进行的这项新研究发现，人际关系处不好可能

导致身体严重恶化，进而引发一系列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等。研究人员通过对

１２２名健康的年轻人进行跟踪观察研究，并根据他们的日记判断其心情状态和周边人际关

系后发现，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周围人能跟自己相处良好且没有竞争关系的状态，更容易

让人保持身体健康，避免生病。

资料来源：甄翔．人际关系不好或导致心脏病［Ｎ］．生命时报，２０１２０２０３．

相关链接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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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获得安全感与幸福的需要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Ｍａｓｌｏｗｓ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Ｎｅｅｄｓ）理论中，除了最底层生理上的需求

外，其他需求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都与良好的人际

关系有直接的联系。当人置身于自己不能把握或控制的社会情境时，十分缺乏安全感。新入

校的大一新生，脱离了原来的人际关系支持，新的人际关系尚未建立，会一直处于高度的自我

防卫状态。获得社会安全感的最有效途径同样是与人交往，并由此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但

是一个人要获得充分的社会安全感，仅有别人的陪伴或表面交往还很不够，还要有人与人之间

的深刻的情感联系。只有通过交往，同别人建立了可靠的人际关系之后，人们的社会安全感才

能得到确立。

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认为，人的幸福是建立在金钱、成功、名誉和地位的基础之上的。实

际上，对于人生的幸福来说，所有这些方面远不如健康的交往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重要。复旦大

学教师于娟博士因乳腺癌于２０１１年辞世，她生前在日记中写道：“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

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

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

也温暖。”

西方心理学家克林格做了一个广泛的调查，结果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生活的幸福具

有首要意义。当人们被问到“什么使你的生活富有意义”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亲密的人际

关系是首要的。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取决于自己同生活中其他人的关系是否良好。如果同

配偶、恋人、孩子、父母亲、朋友及同事关系良好，有深刻的情感联系，就会感到生活幸福且富有

意义。反之，则会感到生活缺乏目标，没有动力和幸福。在这些被调查者的回答中，人际关系

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成功、名誉和地位，甚至超过西方人最为看重的宗教信仰。一项调查表明，

在我国，心理压抑、人际关系不和谐和孤独是导致自杀的三大因素。法国社会学家指出，社会

关系的丧失是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３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发展与成功的重要保障

人际交往是个人社会化的起点和必经之路。社会化即个人学习社会经验、生存技能和文

化知识，开始发展自己的过程，如果没有与他人的合作，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过程的。人一生

的成长、发展、成功，无不与同他人的交往相联系，并且通过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信息和机遇，帮

助人们走上一条成功之路。美国著名发明家和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成功的第一要素

是懂得如何搞好人际关系。”好莱坞也流行这么一句话：“一个人能否成功，不在于你知道什么

（ｗｈａｔｙｏｕｋｎｏｗ），而是在于你认识谁（ｗｈｏｍｙｏｕｋｎｏｗ）。”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更

是越来越依靠群体的力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和智力交往使某些工作出现质的飞跃，这种

“群体效应”已越来越成为各项工作的推动力。

有人曾经用几个数学公式对比人际关系对成功的重要性：

成功＝（努力＋机会）×人际关系

（１＋１）×０＝１———事倍功半

（１＋１）×１＝２———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１＋１）×２＝４———事半功倍

（１＋１）×３＝８———天时、地利、人和，一个好汉三个帮

因此，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赢得好人缘是当今经济社会生活中生存乃至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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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中西方人际关系比较

１２１　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的特征

从人际关系的发展看，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人际关系相似。但如果从特征及其影响看，中国

人却有自身文化决定的独特的人际关系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人际关系决定中国

社会的特色。

决定人际关系特征的是人际关系取向。对中国人传统人际关系的取向问题，东西方的研

究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取向，而西方人的

人际关系模式则是以个人取向为主。

受心理学本土化研究以及生态学和互动论观点的影响，杨国枢等人结合中国的历史与文

化传统从深层次分析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特征，这些分析对认识中国人传统人际关系特征有

着重要意义。①

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社会取向有４个主要特征：家族取向、关系取向、权威取向和他人取向。

从内在关系上看，这４种取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分别代表个体如何与团体融合（家族

取向）、如何与个体融合（关系取向）、如何与权威融合（权威取向），以及如何与特定他人融合

（他人取向）。

１家族取向

家族主义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

情感和意愿３个方面：从认知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强调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

族富足以及家族荣耀；从情感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一体感、归属感、荣辱感、责任（忠

诚）感及安全感；在对家族的意愿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繁衍子孙、崇拜祖先、相互依

赖、忍耐、顺从、为家奋斗、长幼有序以及内外有别等。如此取向使得中国人处处以家族为主，

家族的荣辱重于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团结重于个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标重于个人的目标。

２关系取向

人际关系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层面，这种关系取向的特征如下。

（１）关系角色化。中国人强调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界定自己的身份，比如“我是某某的

儿子”“我是某人的学生”等。

（２）关系的互赖性。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很强的互赖性，中国人与他人发展关系的目的

之一就是要利用这种由互赖性所引起的回报。

（３）关系的和谐性。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和谐性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人强

调天与人、人与人的和谐性甚至到了不问理由的地步，如果有人破坏了这种和谐，不论他是否

有理，都是不对的。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并且在做人的时

候处处小心，要注意给他人面子，尽可能地避免冲突。

（４）关系决定论。关系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社会中，关系的作用远远超出在

其他社会中的影响。因此，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依亲疏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家人关系、熟人

① 杨国枢．华人本土心理学［Ｍ］．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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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和生人关系。

３权威取向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多数的家庭实行父权家长制。在这种制度下，父亲是家庭的权

威和领导者，不论是在经济上、思想上、家庭法规方面还是尊卑等级上，父权思想的影响根

深蒂固。当这种思想推广到社会生活中时，就体现在人们对权威的崇拜上。这种崇拜的具

体表现如下。

（１）权威敏感。中国人对权威的存在非常警觉与敏感，他们在任何一个场合总是细心观

察有没有权威的存在。比如人们见面时总是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打听他人的信息，以获取每

个人的辈分、年龄、职位等资料，并据此对他人进行排序，以确定老幼尊卑。

（２）权威崇拜。中国人很崇拜权威，并且有绝对化倾向。这种绝对化表现在３个方面：首

先，无条件地崇拜，而且不加批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是不会犯错的，或犯错是无所谓

的，甚至是应该的，人们常用“圣人也是人”为权威的过错开脱。其次，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范

围很广，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权威（职位），那么在其他方面也会变成权威（如学问和道

德）。这种权威泛化很容易形成“全能权威”的观念。最后，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在时间上也有

绝对化的现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并无时间上的限制，家长永远是家长，老师永远是老

师，“一日权威，一世权威”。

（３）权威依赖。由于认为权威是可信的、全能的、永远的，所以在行为上会对权威产生依

赖。这种依赖表现在面对权威的时候常会产生一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能（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比如即使最能干的部属，在权威的上司目前也会自觉无能。

４他人取向

他人取向是指中国人在思想与行为上易受他人影响，对他人的意见、标准、褒贬、批评等特

别敏感且重视，这种取向表现如下。

（１）顾虑人意。中国人对他人的意见非常敏感，往往花很多时间打听别人的观点，尤其是

对自己的看法。中国人看重他人意见的原因有多种，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人的避异趋同性，通过

别人的意见决定自己的行为，以达到与他人的和谐。

（２）顺从他人。无论是在意见上还是在行为上，中国人的社会顺从倾向都比较高，不愿意

自己表现得与众不同，而是尽量与他人一致。

（３）关注规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社会规范是自己言行的主要依据。以孝顺为例，中国

人把孝道看成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在传统中国社会，孝被认为是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

指标。当然，这里的规范不是指法律，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对人际规范的重视程度更甚于

法律。

（４）重视名誉。中国人很看重自己的名誉，所以他们经常调整自我监控的方式与内容，以

使自己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１２２　中国现代人际关系的演变

伴随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中国人际关系与以往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如下

基本特征。

１开放性和多元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际关系较为单一，相互之间以“同志”相称，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没

有明显的突出。在市场经济与网络时代下，竞争、流动、分化等动态交往形式活跃，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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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单一管理、服从的静态交往形式，形成了多层次的立体式人际关系。而网络化的交往

超越了时空限制，消除了“这里”和“那里”的界限，人际交往对象变化的频率高，拓展了人际

交往和人际关系；人际交往的视野开阔、人员广泛、范围宽广，使人际关系更具开放性与多

元性。

２互利性和失范性

在现代化社会中，人际关系更多地呈现互利性特征。人们之间的大部分联系，取决于

对方能否给自己提供方便和帮助，并且给对方合理的、力所能及的回报。那种只想从对方

得到利益，使自己需要获得满足，而不考虑对方利益的人际关系是难以持久的。同时由于

人际关系过于注重物质的利益性，其失范性逐渐显示，具体表现为人际情感的疏远与信任

危机。人们普遍感觉到，人际交往中重钱轻德，失去情感和爱心，心理逐步变得冷酷、麻木、

孤独、苦闷。另外，无论是熟人之间还是陌生人之间，缺乏信任已成为阻碍人与人之间正常

交往的重要因素，根据朱虹博士２０１１年对２０００份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和３０个深度访谈的

调查研究，全景式地勾勒了社会转型时期的人际信任危机的状态，揭示了中国人的人际信任冷

漠化、不信任化的转向。① 例如，今天搀扶老人竟然包含了很大的信任风险，一些聪明的老人，

在洞悉路人利害权衡的复杂心理之后，会事先向围观人群大声表明“我是自己摔倒的”，以达到

消除助人者预设的信任风险而顺利获得救助，如图１１所示。

图１１　信任风险示例

３间接性和广泛性

网络社会改变着人际交往方式，使人与人之间的直面交流变成了人—机—人之间的间接

交流。这种间接性也决定了网络交流的广泛性。过去，时空局限一直是人们进行更广泛交往

的主要障碍，而在网络社会，这一障碍已不复存在，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异步异地交往，只

要愿意，在网上可以与任何人直接“对话”，很多人被称为不出家门的“宅男”“宅女”，就生活在

虚拟的网络世界中。

① 朱虹．“亲而信”到“利相关”———人际信任的转向［Ｊ］．学海，２０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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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女子与波兰总统候选人网恋结婚

吴木兰是河南人，她有过一次婚姻经历，有一个女儿。她的异国夫君叫蒂明斯基，比她

大２０岁，是波兰２００５年总统大选的候选人之一。素不相识的两个人不仅远隔万里、年龄

悬殊，而且语言又不通，但正是奇妙的网络世界使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吴木兰告诉记者，她最初有意寻求跨国婚姻是看了凤凰卫视的“中国人在他乡”节目。

她说：“我以前不会上网，也不懂英文，是同事教我上网，并帮助我翻译。”２００３年，她在一个

交友网站进行了注册。在与网友的交流中，一开始吴木兰请同事帮助翻译邮件，后来开始

自己借助翻译软件写电子邮件。这样，她在网上认识了远在加拿大的蒂明斯基。

经过几个月的接触，蒂明斯基提出要吴木兰办理前往加拿大的签证并寄来从深圳到北

京办理签证的路费。吴木兰说：“他是个十分心细的人。”但她的签证申请被加拿大驻华使

馆以无结婚签证为由拒绝。蒂明斯基找到他所住地区的一位议员朋友，请他向加拿大政府

质询。最终在加拿大移民部长的关心下，吴木兰拿到签证，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前往多伦多和蒂

明斯基完婚。经过短暂的网恋，两人闪电结婚，开始了一段先结婚后相知的奇异情缘。经

过一年的共同生活，吴木兰逐渐地了解了蒂明斯基，并连连用“想不到”来形容她这位异国

夫君。目前，吴木兰已伴随蒂明斯基从加拿大回到波兰，协助夫君筹备竞选工作。

相关链接１３

４非现实性与匿名性

网络社会的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定义，已经突破了传统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内涵。

在网上，人们可以匿名进入，网民之间一般不发生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这就使得网络人际交往

比较容易突破年龄、性别、相貌、健康状况、社会地位、身份、背景等传统因素的制约。部分网民

在网上交际时，经常扮演与自己实际身份和性格特点相差悬殊甚至截然相反的虚拟角色。比

如，五尺壮汉可以将自己伪装成妙龄少女，与其他网民共演爱情悲喜剧；一旦“坏了名声”，又可

以很方便地改名换姓，以新的面目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网民往往会面临网上网下判若两

人的角色差异和角色冲突，极易出现心理危机，甚至产生双重或多重人格障碍。

１２３　西方人际关系的特征①

与中国传统人际关系注重社会性不同，西方的人际关系以个人为主。西方人认为，社会由

个人构成，个人自由独立，但是必须加以适当的规范，也就是实施法治，才能够维持整体的秩

序。个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自由、平等、独立是西方的人际基础。

１西方人以个人为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

西方文化强调“个体重于群体”“个体先于群体”，一切群体都是人为的契约所造成的。因

此，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直接问他叫什么名字；对长辈也是直呼其名，最多是ｕｎｃｌｅ（叔

叔）、ａｕｎｔ（阿姨）、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祖母）、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祖父）。中国文化认为是“群体重于个体”

“群体先于个体”，没有父母哪里会生出自己这一个体。中国人看到一个小孩，通常会问他是谁

家的小孩，然后根据小孩的爸爸判断他的品性，而不是根据他自己。同理，如果小孩做错事，人

们通常把错误归到他父母的头上，责怪他们不会教育小孩。中国人的亲属关系复杂多样，有堂

① 曾仕强．中西方人际关系［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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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哥）、堂妹（弟）、表姐（哥）、表妹（弟）、叔叔、伯伯、舅舅、婶婶、伯母、舅母、爷爷、奶奶、姥爷、

姥姥等。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完全是由于人能合群，有群体的思想，

知道群体是天然形成而不是后天人为契约所造成的。因此，荀子说：“力不若牛，行不若马，而

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

２西方人重视平等，中国人重视合理的不平等

西方人认为人生而平等，个体独立自由，儿子可以直呼爸爸的名字，因为大家是平等的。

而中国人认为人一出生就不平等，而且是合理的不平等。爸爸与儿子、上司与下属、老师与学

生等永远有高低上下之分，不可能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中国人对上的态度和对下的态度不同，

对下属敢讲的话，不一定敢对上司讲，这是很正常的。对上级是一个说法，对下级是另一个说

法，这就是伦理的体现。但是，过分的不平等，中国人也会反抗，同时，中国人也不相信绝对的

平等，资源有限，机会太少，怎么可能绝对平等？

３西方人人际交往注重法律和诚信，中国人注重血缘与亲情

西方人的人际关系，都必须遵守法律与诚信原则，任何关系都不能够超越法律与诚信的道

德原则，一旦违背了这一底线，统统是行不通的。涉及法律或者其他纠纷方面的事务时，避嫌

或者回避是一项非常“硬”的程序，更是要及时“脱离关系”，才能够行得通。所以西方人（如美

国人）其人际关系不但公开、高调，而且从小就在学校作为一种能力来培养。另外，美国人在涉

及公职公权方面的事情，即使拉关系，效果也不会明显。送礼去做违法的事情，或者有违诚信

的事情更不会被容许。那样反而可能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而中国的人际关系核心是以血缘为核心的家庭与家族关系，以此类推就是亲戚关系、老乡

关系、同学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维持这些关系的力量是金钱、利益、权力与血

缘这几样，真正起作用的也是这些，至于法律、道德，也常常是因人而异的。因此，中国的人际

关系多而复杂，而且常常伴随阴暗的东西。在中国依靠人际关系办成的事情，很多是不能公示

于众的。这与美国人写一封推荐信，把一个有才学的人推荐给某一个著名的大学，或者把一个

有职业天赋的人推荐给某一位总裁，是大不相同的。

朋友的孩子小Ｄ在澳大利亚留学。她就读于某中学，品学兼优，为人坦诚可爱。有一

次小Ｄ发现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喜欢一种用于装饰的漂亮围巾，在当地标价是５０澳元，折

合人民币３００多元。但是当她放假回到广州时，发现广州也有一样的围巾，而标价只有４０元

人民币。她想到自己的老师喜欢，又这样便宜，便买了一条，包装好邮寄给老师。小Ｄ知道

在澳大利亚给老师送礼物价值不能超过７澳元的规定。４０元人民币只折合６．５澳元，自

然是在规定范围内的。这个事情在中国是小事一件，花钱不多，又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而且是举手之劳。但是，等小Ｄ再次回到澳大利亚学校时，等待她的却是非常尴尬的

事情。她的老师因为莫明其妙地收到了一份礼物而被学校以涉嫌受贿勒令退赔，并且作为

不良事件记录在案。老师也感觉莫名其妙，但是，澳大利亚的学校规定每个老师收到的礼

物价值不能够超过７澳元，即约４３元人民币。这条围巾在澳大利亚的标价是５０澳元，大

大超过了规定的范围。她的老师被学校勒令退赔她５０澳元。任凭小Ｄ怎样辩解也无济

于事。这件小礼物在广州确实不到７澳元，但是当它被寄到澳大利亚时，就得按照当地的

价格计价。无意之中小Ｄ与自己敬爱的老师做了一笔“生意”，而且狠狠地“赚”了老师一

笔。这是小Ｄ没有想到而且也是极不愿意做的。但是，在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西

相关链接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