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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校园中，教室—食堂—寝室的三点一线生活造就了众多的“宅男”、“宅女”，他们躲在封闭的

空间中，过分依赖网络交往的形式满足其人际沟通的需求，网络成为宅人类人际交流的重要媒介。而相对

于现实中的面对面沟通，本文从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四个方面对御宅族的人际传播

发生变异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进行分析探索，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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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the classroom － canteen － dormitory life routine produces numerous“in-
doorsmen”and“ indoorswomen”，who hide in a closed space，rely 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forms to meet the
communication needs excessively． Network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media of“Otaku”． Compared to the fac －
to face communication，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communicators，the commu-
nication content and effect，and then it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manifestations． We finally propose the corre-
sponding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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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宅族”一词来源自日语，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多指那些热衷于动漫、电游等亚文化，拒绝与现

实世界接轨的族群。在中国，御宅族的含义有所延伸，多指那些足不出户，依赖网络和电脑而生存的群体。
众所周知，大学生已成为御宅族的主力军，原因则是来自多方面: 网络世界包罗万象精彩纷呈，这正迎合了

青年人强烈的猎奇心理，大学生们对于新知识的渴望和新世界的好奇促使他们迷恋在网络空间里难以自

拔; 另一方面，转型社会的急速变革催生了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社会风气五味杂陈，大学

生稚嫩青涩的心理难以适应，便产生了反叛、失范乃至逃避的状态，而御宅正是这种状态的最直接反应; 大

学校园教室—食堂—寝室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方式又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御宅的时间和空间。
“御宅”一词属中性，并无褒贬之分，只是形容一种生活状态，而这种状态对人的影响却有好坏之别。

从传播角度出发，御宅族们喜好封闭自我，躲避现实，依赖媒体实现几乎所有类型的传播，甚至于用自我对

话和网络交往的方式来取代人类生活必需的人际交流，沉溺在自我幻想的世界乐不思蜀，这对于即将入世

的大学生是否产生消极影响? 如何应对，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1 “御宅族”的人际交流: 网络交往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直接的面对面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交流活动。而在传媒时代，人际传

播基于媒体形式的差异，又进一步被分为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直接传播是指原始的、面对面的信息交流

过程; 间接传播则是指以现代社会的传播媒体为中介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远距离交流。御宅族大学生的

生活里，直接人际传播大多仅限于与同学和老师的交流，更多的则是间接传播，主要形式便是寄托于媒介，

尤其是网络进行人际交流和沟通，网络交往是御宅族大学生最为基本和常见的人际传播方式。
网络作为“第四媒介”，拥有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为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海量的信息存储，即时的

信息传播，无远弗届的传播范围，多媒体的传播形式等特点使得网络获得了御宅族的极大亲睐。他们将自

我庇护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网络也为宅人类提供了无限的交往可能: 网络聊天工具的出现为宅人类提供

了直接交流的平台，它消除了无法促膝长谈的距离感和陌生感; 当宅人类压抑的心灵需要呐喊时，他们又

可以借助网络日志发表心声; 御宅族逃避现实生活，也许是因为对于现实中自我的不满，于是网络游戏给

他们创造了重新定义生命角色的机会。御宅族借助网络满足人际沟通的需求，从而试图摒弃现实生活所

厌倦或惧怕的面对面交流。在御宅族的世界里，隐士不再是与世隔绝，足不出户也可以“海内存知己天涯

若比邻”，因为网络的存在，一切皆有可能。
2 “御宅族”人际传播的变异
2． 1 人际传播主体的身份认同: 自我的非现实

御宅族大多具有孤独、内向、自我封闭的性格特点，于是他们开始沉浸在虚拟空间中找寻满足。御宅

族中意的人际传播发生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中，传授双方不用面对面的接受“考验”，因此我可以不再是我，

你也未必是你，网络交往的匿名性为这一切提供了可能。
米德将自我的本质定义为“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构成社会经验。”［1］同时，他又将自我分解成作为

意愿和行为主体的“主我”和作为他人社会评价和社会期待的“客我”，二者通过“有意义的象征符”不断

互动，形成新的自我。［2］御宅们所期待得到社会肯定的“客我”大多数情况下未被接受，刺激了“主我”的形

成与发展，使其不愿意同现实生活接触。在虚拟的网络交往中，未被肯定的“客我”会被制造成另一个理

想自我出现在人际传播中。宅人类的人际交流通常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交流中的传播主体即理想自我，

几乎都是作为各种抽象符号集合体的形式存在着的。这些形象形式多样且不断变化着，因为自我是多重

的，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认为自我结构包括本我、自我、超我［3］。网络交往中多元化的自我呈现为御宅族

人际沟通需求的满足提供了广阔渠道，各种自我的轮番上阵实现了他们理想自我的表达，但是这只是一场

虚幻的梦境而已，与真实生活是互相矛盾的。
自我认同“是个人依据其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4］自我认同因为个人与他人

的互动不断导致自我认识的深化。现实社会交往中，身份是交往的前提，但是御宅族人际传播倾向于隐匿

现实的身份，而将真实自我异化甚至分裂成诸多可能的理想自我，于是乎自我认同也出现了分裂、多元和

片段化的特点，且与现实社会中的自我认同相偏离。长此以往会造成大学生的人格异化，虚拟世界的自我

与现实生活中自我的矛盾与冲突不断升级演变，从而导致他们对于真实自我的怀疑和厌倦，用理想代替了

现实。同时网络交往中角色的分裂化也会促使大学生们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网络聊天里的我，微博里的

我，网游里的我，还有生活中的我，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我”?

2． 2 人际传播内容的符号互动: 爱好的求同

众所周知，传播需要通过一定的介质才能进行。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传播，使用的传播符号分为语言符

号和非语言符号，细化分为有声的语言符号、无声的语言符号即文字、无声非语言符号即肢体语言、表情

等。掩藏在电脑荧幕前的御宅族们大多不愿意将自己的真面目表现出来，人际传播符号系统一般以文字

为主，网络交往行为表现为单纯的无声语言符号的互动。尽管传播形式较为单一，御宅族人际传播的内容

却是包罗万象，但倘若想归纳一个共同点，绝大多数的传播内容都可谓是交往双方“共同爱好”的交流。
网络世界中存在着无数种交往可能，这也正是网络对于逃避现实社会的大学生御宅族最具吸引力的

地方。现实社会中的复杂人际交流是御宅族们最为头疼的事情，而身处象牙塔的大学生们更是如此，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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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调的学习生活促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社会脱节，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苦苦寻觅志同道合者却最终无

果，不得不将自己规避在自我世界里，网络空间便成为他们寄托情感或理想的避风港。网络里潜在的无数

交往对象给予了大学生御宅族绝对的主动权，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与谁交流，交流什么。
由于精力有限，又同时考虑到传播效果的最佳化，大学生御宅族在选择交流对象时习惯于寻觅与自己

拥有共同爱好的对象，这样不会让对话陷入僵局，一方面是由于共同兴趣可以为传播双方提供一个十分具

有张力的聊天话题; 另一方面，御宅族大学生们对于现实人际交往的维系感到吃力，因为他们无法在其中

找到自我存在感和价值感，而在网络交往，通过彼此对于共同爱好的畅所欲言，传播双方的主观想法不断

融合，在人际传播的一步步深入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自我满足和群体认同感。
但不容忽视的是，大学生御宅族在网络交往中，通常以共同爱好作为选择交往机会的标准，传播内容

中习惯于以共同兴趣为主旨，倘若有一些与自己主观想法背道而驰的内容出现便选择消极逃避或者直接

排斥。这种行为长期以往会使大学生的思想认知和价值观念变得狭隘闭塞，性格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自我

和消极。与知音的交往的确能一定程度消除他们对现实的寂寞感，但过度沉迷于此去寻求自我满足并不

利于他们的心智成长，只会让御宅族大学生的生活更加封闭，社会接触面更加狭小，当他们有一天离开校

门时，很有可能苦恼于自己曾只是个井底之蛙。
2． 3 人际传播渠道的环境建构: 空间的虚无

当一个人沉溺在封闭的自我空间中难以自拔，且乐在其中，这似乎很难为常人所理解。除去心理上的

特性之外，网络提供的偌大的虚拟情境正是大多数大学生亲睐御宅生活方式，并利用网络进行人际传播的

最主要原因。
现实社会中，人际传播和人际关系受制于传播情境的影响，而传播情境又细分为社会情境和自然情

境。社会情境主要包括身份、地位、生活背景等因素，而自然情境则主要是指传播时的环境因素。［5］这些

因素都受到现实社会的文化、经济、风俗、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御宅族所依赖的网络人际传播中，人们

相互交流、共同旅行的网络空间是虚无飘渺的，它仅存在于人类无休止的想象当中。“计算机、网络、网络

空间构成了我们第二生存空间: 网络社会。”［6］在宅人类的生活中，没有一个统一且真实的传播自然情境，

另外双方的社会情境因素也并非都是明确的，因此影响也是甚微的。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认为传统技术观没有认识到媒介技术的本质特征，“技术最重要的地

方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相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文化传播的技术”［7］由此可知，媒介技术尤其是网

络科技为御宅族建构了新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学习、购物还是网络交往，在网络世界中均可成功实现。网

络人际传播的交往环境也正是得力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聊天工具、个人日志等技术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

却丰富的传播情境，它几乎不受现实生活文化政治风俗等诸多因素的多重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制于网络技

术的约束，只要技术支持，交往便可畅通无阻，即使环境是虚无的，对话双方是未知的。
但是，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一切依托于此的行为失去了现实的土壤，网络交往使得人际传播在一片虚无

的空间中生长。御宅族们放弃了面对面的真实交流，而陷入了虚拟情感中，沉醉于虚拟的满足中，这对于

心智尚未成熟的大学生来说，危害十分明显。大学生们即将踏入社会，但御宅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倾向于甚

至习惯了虚拟的交往规则，长期的忽略和排斥现实交往会促使他们现实人际传播能力的下降，人际关系的

淡漠和疏远，这明显不利于大学生今后的能力发展。
2． 4 人际传播效果的信息短路: 情感的缺失和道德的无序

人类学家雷戈里·贝特森的“关系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交流信息应当区分为揭示传播内容的“内容

讯息”和揭示传播者之间关系的“关系讯息”，而且关系讯息比内容讯息更能影响传播效果，尤其影响双方

的情感沟通和确立［8］。关系讯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语言符号的使用，非语言传播不仅仅是为了传递讯

息，更重要的是为了传递情感。宅人类选择的网络交往人际传播首先在符号运用上基本是以文本为主，语

音符号为辅。文字和文本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由于缺乏语境和表述性支持而略显生硬，很难完整的表情达

意; 另外网络交往的随机性可能会导致传受双方的语境冲突，因此解读过程很可能造成失误，情感的准确

接收更是难上加难; 再次，网络人际传播中，身体和传播是分离的，“它把传统人际交流中直接的身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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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位于依靠文字符号的想象。”［9］于是人类在人际传播过程中对他人的认知变得单一化了，最后，虚拟空

间中匿名的交往使得传受双方随意隐瞒自我，不轻易流露真情实感，因而造成了网络人际传播中情感活动

的内容缺失。这样会导致大学生们对于人际关系不信任感的加强，亦有可能促使他们在现实人际交往中

责任意识的缺乏以及为人处世时为所欲为玩世不恭心态的形成，这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具有很大威胁。
“社会交换理论”存在着一些基本假设，“社会行为是一系列的交换; 个体力图最大化他们的回报，并

最小化他们的成本; 当个体从他人那里获得回报，他们就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有两个概念深植于这些假

设之中，即自身利益和相互依存。”［10］在网络人际传播中，动机依然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相互依存的

概念几乎不复存在。匿名的网络交往中，你和我互不相识，甚至千里之隔，个体之间没有责任义务的牵连，

没有法律的规制，而完全依靠人性的自觉。人的语言知识是技术知识增加时所获的技术名词; 礼貌客套、
命令口号、法律措辞等社会性词汇是加入的社会组织及负担的社会责任; 文化及伦理是宗教及道德价值的

经验［11］。宅人类的面具式人际交往则是挣开了这些枷锁。虚拟的诱惑、匿名的自由，使得所有的顾虑都

被抛到九霄云外，于是道德的出轨也就不足以为奇了。大学生们人格发展尚未健全，且缺乏心理锻炼，容

易被一时的非理性情感冲昏了头脑，在虚拟空间中的角色沉溺容易淡化了他们的自律意识，这导致他们忘

掉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责任，很有可能触犯网络交往的道德规范，一失足成千古恨。
3 “御宅族”人际传播消极影响的对策
3． 1 高校: 加强大学生心理和道德教育，同时成为网络传播的合格把关人

高校是御宅族聚集的地方，同时，其担负的教育职能又将其置于特殊的地位。一方面，高校是御宅族

大学生生活的现实环境，在网络之外，御宅族大学生基于现实的大部分人际交往发生于此。这种现实的人

际传播过程，不可避免的要影响御宅族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御宅族大学生在网络上的思想和行

为。另一方面，高校对大学生负有教育的职能和责任，高校教育的内容以及形式，影响着御宅族大学生对

世界的认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进而影响他们心理素质及道德水平。因此，高校对大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

养成和他们道德素养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我国教育网的独立性，高校在把关大学生网络传播内容方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信息

内容庞大，同时也五花八门鱼龙混杂。健康的信息环境可以塑造健全的人格，不健康的信息环境则会扭曲

人的心理。针对身处信息时代的大学生，高校一方面要提供给他们广泛学习各类知识的机会和环境，另一

方面，高校也有责任为他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把关信息内容，防止不健康的网络信息侵害他们。对高

校来说，这项工作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3． 2 网络: 净化网络环境，规范网络行为

回到御宅族大学生人际传播的大环境———网络。如前所述，网络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提供了海量

的信息资源和快捷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具有隐匿性，使传播过程能够摆脱现实的种种规则规

范的约束。这种自由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容易使传播的内容和形式异化，进而伤害到参与传播的个体。
网络人际传播在这种虚拟的环境中进行，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网络传播负面作用的影响。如何利用好

网络环境，发挥其正面作用，消除其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首先，对不健康的网络传播内容要加以甄别清

除，对违反道德和侵害他人权益的网络传播行为要加以制止和惩处。其次，宣传正确的网络行为规范，引

导舆论探讨网络道德建设，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环境。再次，重视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积极培养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舆论领袖，发挥他们在网络人群中积极影响和示范效应。最后，丰富网络文化内容，建立

行之有效的网络管理制度，开展网络心理教育，树立传播主体的自律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人际传

播多一些有益的效果，少一些不利的影响。
3． 3 宅人类: 重视心理健康，同时提升自律意识和网络道德意识

御宅族的人际交往大多依赖网络传播。一方面，网络传播带给御宅族更加宽广的人际传播的空间，更

具持久性的传播时效。网络传播的这些特点，使得御宅族的人际传播效果更强，影响范围更广。但是在另

一方面，传播媒介的虚拟性，容易使传播内容脱离了现实基础，夹杂许多合理想象甚至是胡思乱想的成分。
这又可能使御宅族的人际传播产生负面效应，给他人和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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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是把双刃剑，如何利用好网络传播? 从宅人类自身来说，在以网络传播为基础的人际传播过程

中，良好的心理素质是使人际传播得以发挥正面效应的基础。网络人际传播虽然是虚拟的，但传播的对象

却是现实的个体。只有以健康的心理和方式去进行网络人际传播，这种人际传播才能得以持久的延续下

去。同时，提高自律意识和网络道德意识也是必须的。如前所述，因为传播的对象是现实的个体，网络人

际传播一方面要适应网络传播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要符合现实人际传播的基本规则。网络是虚拟的，但虚

拟的环境仍然需要秩序和规则，需要尊重他人等基本道德的约束。无序的不讲道德的人际传播，最多只能

算作信息的短期交流，无法维持长久的人际关系。因此，从宅一族自身来说，以道德意识约束自己，以网络

传播的有序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就显的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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