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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理论版图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剧烈的转型与变革之中，人际传播

正在成为一个基础的研究议题。西方在人际传播研究领域

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只可惜国内对这

些理论成果鲜有全面系统的介绍。本文的意义在于对西方

人际传播理论版图进行了一个描绘，为更好地开展富有中

国特色的人际传播研究提供借鉴。
在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中，人们相互之间传播着知识、

意见、愿望和观念等信息，从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

认知、互相吸引和互相作用的“人际传播”。西方人际传播

研究领域的开创学派当属20世纪2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芝

加哥学派的R．E．帕克、C．H．库利和J．H．米德等人把人际传播

看作是形成人类社会的必要条件。嗣后到了20世纪60年代

末20世纪70年代初，迈克尔·罗洛夫对人际传播理论进行系

统化的理论整合，人际传播在传播研究中才取得较为专门

的分支学科的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西方的人际

传播研究渐入佳境，形成了一种快速发展的态势，这个新

兴学术领域的理论版图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集腋成裘，

很快形成显学，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迈向成熟。1978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杰拉德·米勒 （Gerald R． Miller）
在一篇名为《人际传播理论与研究的现状》的论文中，将

以往的人际传播理论研究的视角或者方法分为四个类型，

即情境的视角、发展的视角、规律的视角、规则的视角。
本文在全面回顾西方人际传播理论的基础上，以杰拉德·米

勒的分类为分析框架，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最新理论版

图进行一个比较全面的描绘。
1．情境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情境视角的人际传

播理论认为，人们区别各种人际传播形式主要通过描绘不

同的场合、情境和环境来实现的。情境的视角的代表性理

论有意义的共同管理论、角色理论和礼貌理论。意义的共

同管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性的理论家是皮尔

斯 （Pearce） 和克罗伦 （Cronen）。皮尔斯和克罗伦1980年

的论文《传播、行为与意义：社会现实的建构》是这一理论

的发端之作。他们认为意义建构过程取决于具体的情境。意

义被创造出来进而被理解的过程可能是在不断的改变过程之

中。在讨论建构背景的时候，人们的经验、信仰、价值观、
插话、关系和文化等因素都发挥着作用。美国学者狄鲍特

（w．Thibaut） 和凯利 （H．H．Kelley） 创立了角色理论，他们认

为，“角色”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

先，角色是社会中存在对个体行为的期望系统。其次，角色

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对自身的期望系统。最后，角色是占

有一定地位的个体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角色理论还认为：

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

规范和行为模式，是人们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

期 待 ， 从 根 本 上 是 一 种 情 境 的 产 物。礼 貌 理 论 是 布 朗

（Brown） 与莱文森 （Levinson） 提出的。礼貌理论的核心概

念是面子威胁行为。该理论认为，人类都有被他人理解、称

赞的积极面和不想被他人打扰的消极面的两面性的需求，威

胁到这个两面性的行为就是面子威胁行为。面子威胁行为是

说话人与听话人的权力关系、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社会距离以

及所涉及行为的强迫程度三者的总和。这个理论抽象具有在

不同文化情境中广泛的适用性。
2．发展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发展视角的代表性理

论有社会渗透理论、关系发展理论和不确定性减少理论。社

会渗透理论认为，随着人际间关系的发展，人们之间的传播

交流会从一个相对狭窄、非亲密的层面向更深、更个人的层

面发展。奥尔特曼 （Altman） 和泰勒 （Taylor） 1973年出版

了《社会渗透：人际关系的发展》一书，提出了社交渗透理

论。奥尔特曼和泰勒用洋葱来形容自我坦露的发展过程。洋

葱分为四层：表面、次表面，中间和核心层。随着信息的逐

渐坦露，洋葱的外层被剥开，表示关系的发展。关系发展理

论的主要代表学者是马克·科纳普 （Knapp，M．L．）。论述关

系发展理论最早的文章是他在1984年发表的 《人际传播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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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关系》一文。关系发展理论根据人们关系亲密层次的变化

来理解人际传播和关系发展。科纳普选择的比喻是上楼梯。
每一个不同的关系阶段用不同的梯级来表示。关系发展用左

手边的向上的楼梯来代表，关系淡化用右手边的向下的楼梯

来代表。不确定性减少理论在1975年被伯格 （Charles R．
Berger） 和加尔布雷思 （Richard J．Calabrese） 首次提出。
伯格和加尔布雷思把人们的交往分成了三个阶段：建立阶

段、人际交往阶段和退出阶段。这个理论能够预测和解释两

个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发展。
3．规律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规律视角的人际传播

理论认为，人际传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规律，这些规律决定

着人们的交往和传播。规律视角的代表性理论有传播适应理

论、社会比较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和基本的人际关系导向理

论。传播适应理论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霍华德·吉利斯

（Howard Giles） 教授提出来的，研究的是交往中人们彼此

影响的方式。传播适应理论认为，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下，在

不同的关系中我们需要调整自己的语言。传播适应理论有几

个重要的概念： （1） 集中是指在不同的交往情境中个体改

变自己的言语模式。（2） 分歧强调和自己原来传播行为不

同的交流方式。（3） 保持就是保持本色，我行我素，不做

太大的改变。传播适应理论承认人类语言不都是在不同情境

下改变的，在谈话中有一些不会改变的方面。社会比较理论

是费斯汀格 （Leon Festinger） 1954年一篇名为《社会比较

过程理论》的学术论文中首次提出。费斯汀格指出，团体中

的个体具有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以确定自我价值的心理

倾向。受到社会情境之影响，个体时而与条件胜于自己者相

比较，时而与条件劣于自己者相比较，两者皆旨在追寻自我

价值。费斯汀格 （1954） 认为，个体内心有一种依靠外部的

形象来评价他们自己的意见和能力的驱动力。社会交换理论

可以追溯到社会学家霍曼斯 （G．C．Homans）。霍曼斯采用经

济学的概念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

认为人和动物都有寻求奖赏、快乐并尽少付出代价的倾向，

在社会交往过程中，人的社会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商品交

换。基本人际关系导向理论首次被提出是在1958年，代表性

的理论家是舒茨 （W．C．Schutz），他在1958年发表了一篇名

为《人际行为的一个三维理论》中提出的基本人际关系导向

理论。舒茨认为，每一个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都有三种

基本的需要，即包容需要、支配需要和情感需要。这三种基

本的人际需要决定了个体在人际交往中所采用的行为以及如

何描述、解释和预测他人行为。
4．规则视角下的人际传播理论。规则视角的人际传播

理论认为，支配人际传播的是一些具体的规则。在通常条件

下，人们都是通过遵守这些规则来行事，但也有可能打破规

则，只不过打破规则的人要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规则的视

角的代表性理论有人际传播的语用理论、期望违背理论、人

际欺骗理论、传播能力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人际传播语用

理论重要的理论家是瓦兹拉维克和比文。他们在1967年发表

了人际传播学的重要文献《人类传播的语用学》。传播语用

理论依赖特定的情境，认为错误传播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没

“使用相通的语言”。违背期望理论关注的是人们对个体行为

的预期及这些预期被违背时人们的反应。每种文化都有一定

的行为规范，让人们可以借以预期他人的行为。预期建立在

社会准则、规范以及个人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偏离预期的行

为会激怒他人或使他人警觉。至于何为偏离预期的行为则要

看传播者的衡量标准。人际欺骗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是布勒

（Buller） 和伯贡 （Burgoon），他们在1996年提出了人际欺骗

理论。人际欺骗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传播的发送者一方试图

操控虚假的信息，这些虚假的信息促使他们忧惧自己错误的

信息会被对方发现。同时，传播的接收者总是试图揭露或者

察觉那条信息的有效性，会引起对信息发送者是否正在欺骗

自 己 的 猜 疑。传 播 能 力 理 论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斯 皮 伯 格

（Spitzberg，B．H．） 和库帕克 （Cupach W．R．）。斯皮伯格和

库帕克1984年出版了名为《人际传播能力》的学术专著，成

为该理论的发端之作。传播能力理论认为，沟通能力是在一

个特定的情境下人们选择适当和有效的传播行为的能力。人

经常被用来说明这种能力的是构成模型，这个模型包括三个

组成部分：知识、技能和动机。知识就是明白在一个特定的

情境中应该采用什么样的传播行为才是正确的。技能就是在

一个特定的情境中采用正确的沟通行为的能力。动机是用一

种自信的姿态去与别人进行沟通的期望程度。创立建构主义

理论的学者是杰西·德里亚 （Jesse Delia），他在1982年的

《人类传播理论》上发表的《传播研究的建构主义路经》一

文，揭开了人际传播中建构主义研究视角的先河。建构主义

的人际传播理论认为：那些对于认知他人有综合能力的人，

他们拥有实现积极的传播效果的复杂能力。他们能采用一种

修辞性的信息设计逻辑，生产个人中心的信息，这些信息可

以同时追求多重的传播效果。作为一个理论，建构主义的人

际传播理论涉及一个认知过程，这个过程在一个既定的情况

下促进了实际的交流过程。测量和观察这个认知过程可以说

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那些善于在特定情境中操

控信息的人比那些不善于这样做的人在人际传播上将会更加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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