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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交往

——以网络为媒介的人际传播

□ 王  静

【摘   要】从以口语为媒介到以网络为媒介，从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到身体缺场且身份缺场，人际传播发展出

一种新形式即想象的交往。在物质向度方面，想象的交往表现为交往主体的符号化，交往地域的无限性，交往形式

的间接性和交往内容的书面化。在社会向度方面，想象的交往显示出交往经验的中介化，交往体验的流动性，交往

关系的平等性、重构性和脆弱性以及交往控制的弱化间接化。想象的交往是以虚拟方式存在的社会事实，并现实地

影响着在场交往和在场秩序。

【关键词】网络媒介；人际传播；在场；缺场

人际传播是两个行为主体之间的信

息传播活动，是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直接体

现。①传播学视角下的人际传播与社会学

视角下的人际交往均指向人与人之间交流

信息、沟通情感、形成认同的社会过程。

从交往场景的时空物质基础来看，交往者

的实体身体直观可见就是身体在场，反

之则为身体缺场。从交往场景的具体社

会结构来看，交往者的社会身份明确便

是身份在场，社会身份隐匿则为身份缺

场。如果不是以交往场景为场域，而是

以宏观社会场景为场域，那么，无论实

体性的在场交往还是想象性的非在场交

往都是真实发生的现实交往。

一、从身体在场到身体缺场

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这部著

作中，沃尔特·翁区别了原生口语文化

和次生口语文化。②前者指文字发明之

前的口语传播，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于

身体的物化媒介。与原生口语文化相对

应的社会交往可视为原生交往，与次生

口语文化相对应的社会交往可称作次生

交往。在原生口语文化下，身体在场的

聆听与倾诉是人际交往的唯一形式。

身体是否在场对于交往活动至关

重要，身体社会学认为身体不仅是自然

的、物理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是

社会结构产生效应的定位基础和作用场

所。③原生交往存在两种形态，其一为

身体在场且身份在场，其二为身体在场

而身份缺场，身体在场至少在以下四个

方面对原生交往具有决定性意义：

首先，原生交往的时空向度被限定

为“同时共在”。“同时共在”意味着

在相同传播时间交往双方在共同的传播

空间进行交往。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活动

的根本物质向度，也是对社会结构及其

变化的最直观的表达。④基于身体在场

的“同时共在”是一种不可抗拒也无法

突破的物质限制，而且从根本上规定了

社会交往是在特定的物质时空和社会场

景中交往双方共同参与、协作完成的对

话过程。

其次，原生交往的媒介包括口头

语言、副语言和身体语言。口头语言是

原生交往的显性媒介，此外，还包括副

语言和身体语言。副语言由伴随有声语

言发生的语气、语调、语速和音质、音

量、重音等要素构成，身体语言由眼

神、表情、手势和体态等要素构成。副

语言、身体语言能够与口头语言协调配

合，加强其表现能力和表达效果，反过

来也会把一个人想用言辞掩饰的东西暴

露无遗。有分析认为：原生交往的全

部信息传达中，只有7%取决于谈话内

容，38%在于辅助语言，55%决定于外

表、表情等视觉因素。⑤生活经验也已

经表明，面对面的直接互动才是真正的

全媒体传播，副语言、身体语言即使不

是主导性的，那么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

的。

再次，社会文化通过交往场景嵌入

原生交往。由于身体在场，交往场景本

身成为交往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

交往展开的物质场所，又是传播进行的

社会文化环境。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

样的地点以及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

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是人们心知肚明的社

会文化规则。时间和空间不仅具有物质

向度，同时具有社会向度，原生交往在特

定的社会时间、社会空间和社会情境中进

行，社会文化通过交往场景嵌入交往过

程，控制交往行为。春节和情人节发生的

社会互动大为不同，酒吧和教堂发生的交

往行为大为不同，医患之间和师生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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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传播活动也大为不同。一旦步入某种

具体的交往时空和情境，身处其中的交往

者立刻自动感受到社会文化的各种基本

规定以及精细要求，继而策略性地选择

“应景的”交往内容及交往风格，包括

确定话题、发起交谈、转化话题、结束

交谈的全部过程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文

化的限制和规定。

最后，社会权力通过交往者的社

会身份嵌入原生交往。身体在场且身份

在场的原生交往是基于血缘、姻缘、地

缘、学缘和业缘等关系的熟人之间强联

结的频繁交往和深入交往，社会权力和

在场秩序通过交往者的社会身份和社会

关系直接影响和支配在场交往行为。身

体在场而身份缺场的原生交往是陌生人

之间弱联结的偶然交往和浅表交往，交

往者社会身份的模糊不明导致社会权力

和在场秩序对交往行为的控制弱化、间

接化。类似路人之间的问答或者乘客之

间的攀谈，一方面要比身体身份双重在

场的交往轻松随意，另一方面也存在一

定的交往风险。一般情况下，开口问路

之前人们不免先打量一下对方。开始闲

聊之前恐怕要依据对方性别、年龄、容

貌、衣着、随身用品以及气质和举止，

初步判断其身份和地位，看看彼此是不

是合适的谈话对象。交往双方依据在场

的实体身体所透露出的大量身份信息，

猜测、推断对方的社会身份，以寻求交

往的安全和妥当，于是社会权力以双方

推定的社会身份作为作用点重新嵌入交

往活动。

从身体在场的原生交往到身体缺场

的次生交往，交往媒介是一个极其重要

的变量。文字首先开创了延时、异地交

往的技术可能性，打破了物质向度方面

“同时共在”的时空限制，身体在场的

人—人直接交往由此延伸出身体缺场的

人—文字—人的中介化形式。相对于以

口语为媒介的原生交往，以文字为媒介

的次生交往发生了以下一些重要改变：

面对面听与说的同一交往场景分离为书

写场景与阅读场景；面对面听与说的同

一交往过程断裂为书写过程、书信传递

过程和阅读过程；既是言说者又是聆听

者的交往双方分化为相对固定的写作者

与阅读者；多媒介传播多感官卷入转变

为副语言和身体语言灭失，倚重书面语

言倚重视觉；手抄抑或印刷的文字文本

独立于交往者身体而存在，联系起身体

不在场的交往双方。

“不能把存在定义为在场——因为

不在场也揭示存在，因为不在那里仍然

是存在。”⑥在《存在与虚无》的导言

中让-保罗·萨特提示我们：将非在场与

在场两相对照能够发现非在场对揭示存

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口语交往

与文字交往的比较发现：身体在场对原

生交往意味着什么，那么身体缺场的次

生交往就相应地在这些方面发生变化。

网络交往部分地继承了文字传统，同时

也构成对口语传统的回归，其中包括一

种区别于以往交往实践的新形式——身

体缺场且身份缺场的想象的交往。

二、身体缺场且身份缺场

如表1所示，身体是否在场与身份

是否在场形成四种不同组合关系，亦即

人际交往的四种类型。类型3是原生交

往的媒介延伸，存在于文字书信、电报

电话和因特网等传播媒介的社会运用之

中，发生在具有确定社会身份和先在社

会关系的人与人之间。交往者的对话和

表达均有明确指向，一封陌生人的来信

或者一个拨错号码的电话只是作为意外

事件偶然存在，电子邮件、MSN和QQ

等网络工具首先用于熟人而不是陌生人

远距离联络。类型4是网络媒介独有的

双重隐匿双向想象的人际交往。

表1  人际交往的基本类型

交往类型
原生人际交往 次生人际交往

类型1 类型2 类型3 类型4

身体在场 是 是 否 否

身份在场 是 否 是 否

交往媒介
口头语言、副语言、

身体语言
口头语言、副语言、

身体语言
文字书信、电报电

话、网络
网络

在交往的物质向度方面，想象的交

往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交往主体的符号化。原生交

往中，交往双方见到的是活生生的人，

有性别、年龄等自然规定性和贵贱、贫

富等社会规定性。想象的交往中，交往

双方首先接触到的是一个个网名，一个

个符号，交往主体的实体身体和社会身

份双重隐匿，并不直接暴露可见。虽然

也能从交往过程中获得对方的某些自然

信息和社会信息，但是没有实体身体作

参照，这种基于抽象符号以及对方单方

面陈述的推定往往并不可靠。“在网上

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谁又能轻易

断定不知身居何处、正在敲击键盘的那

个人是男是女，是善是恶，是美是丑。

其二，交往地域的无限性。地域范

围是社会交往的空间物质向度，原生交

往中，一个人的交往地域局限于实体身

体所能抵达的范围，是有限的。想象的

交往中，实体身体的轻与重消散了，地

理场所的远和近消弭了，代表交往主体

的符号可以轻易地流动到任何接入网络

的角落。符号化在场使社区、城市、国

家以及山川海洋对人类交往构成的社会

屏障和天然阻隔一并永久消除。

其三，交往形式的间接性。身体

缺场的交往都是间接的，由交往媒介把

不在场的交往双方联系起来，实现人—

机器—人的网络互动。关闭电脑、手机

或者断网断电的瞬间，身体缺场的间接

交往随之停止，交往双方脱离了想象的

交往，回到各自所在的物质时空和社会

场景。当然他们的身体实际上就呆在原

地，一刻也不曾离开。

其四，交往内容的书面化。网络

媒介支持文字和音视频即时互动，但是

相对常用的还是想象空间最大的书面语

言，主要由抽象书写来完成内容传达和

彼此形象、身份的建构。一方面，网

络带宽等技术因素的制约导致音视频

通话的速度和清晰度差强人意，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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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陌生人交往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

和安全隐患，交往双方对自己声音及

身体形象的暴露心存疑虑，因而互有

保留。基于实体身体的副语言、身体

语言在书面表达中缺失，于是补偿性

地出现了具有类似功能的书写符号，

“：）”表示一张一般的笑脸，还有

相应的符号对大笑、吐舌头笑、挤眉

弄眼笑等不同表情做出模拟，试图软

化书面语言的正式性和生硬感，使想

象的交往平添生动，富有情趣。

在交往的社会向度方面，想象的交

往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交往经验的中介化。原生交

往中交往经验的获得建立在实体身体在

场活动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在场经验、

直接经验。想象的交往中，交往经验的

获得建立在符号互动的基础之上，是一

种选择性接触、理解、评价和记忆信息

的传播经验，类似吉登斯所谓的中介化

经验。⑦基于身体亲力亲为的在场经验

是有限的、稳定的，中介化经验极为丰

富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同时处于变动

不居的流动状态。

其二，交往体验的流动性。交往体

验的流动性首先表现为交往主体在多重

身份多重人格之间的流动。原生交往中

交往主体的社会身份明晰，相互关系确

定，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

交往者都需要保持自我的同一性和连续

性，其角色扮演是可预期的，人格显现

是稳定的。想象的交往中，交往主体并

不具有确定的身份和关系，在不同交往

情境以不同角色与不同交往对象交流互

动，在线尝试线下生活中没有机会获得

的多种体验，受到在场秩序压抑和束缚

的那部分人格得到释放和表现。在场性

别、在场年龄、在场等级消失了，交往

者的身份和人格处于流动之中，随之而

来的是一场匿名的狂欢。

交往体验的流动性还表现为从中

心化到非中心化的流动以及从边缘化到

去边缘化的流动。原生交往中处于社会

中心的交往者由于失去了在场秩序的赋

权，在想象的交往中不再具有不可撼动

的地位和不可质疑的权威。原生交往中

处于边缘文化的妇女、儿童、同性恋者

和其他社会底层民众，利用网络相对容

易地联系到与自己具有相似兴趣、倾向

和信念的人，不再那么孤单无助、被动

压抑。想象的交往中，你我都是网络结

构中的一个节点，彼此作为符号互动中

的一个ID，中心和边缘的界限模糊了，

中心和边缘具有了相对性和流动性，反

传统、反权威、反主流的话语空间空前

膨胀。

其三，交往关系的平等性、重构

性和脆弱性。格雷戈里·贝特森把社会

信息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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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任何交往都是关系传播和内

容传播的统一，一句话不仅看说的是什

么，关键要看是谁说的。在场关系寓于

交往行为之中并由交往行为体现，从根

本上决定了交往内容、交往效果、交往

频度和交往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等各种交

往要素。想象的交往中，双方是网络中

相遇的陌生人，摆脱了在场等级，彼此

平等地进行交往。一句话不必看是谁说

的，就看说的什么，有没有道理，能不

能得到认同。不是由关系决定传播，而

是由传播决定关系，即在内容传播的基

础上建立关系，有什么样的交往内容就

有什么样的交往关系。

交往关系的平等性是相对于在场

身份、在场等级而言的，指想象的交往

在起点上的平等，交往过程中会重新构

成虚拟身份，重新构成基于虚拟身份的

不平等关系，同样存在交往主体之间的

权力分配和权力等级，与实体社会权

力一样表现为处于高位高等级的人对

处于低位低等级的人的管理、支配和

控制。有论者指出：“在线虚拟身份

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离线等级被打破，

而且还意味着等级的重建。赛博空间

并不是天然平等的‘无知之幕’，而

是一个新的名利场。”⑨

由于原生交往的可见性，其交往

行为本身向实体社会宣告了交往者的现

实关系，这种现实关系在客观上受到在

场秩序的约束和保护。基于符号互动的

想象的交往不具有可见性和公开性，和

谁交往，进行哪些交往只有交往者自己

知道，相互合拍则继续交往，一言不合

可能就断绝交往。虚拟社会中虚拟关系

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交往关系的建

立、维系和终止是交往者自主合意的结

果，较少受到外在力量的约束或保护。

其四，交往控制的弱化间接化。原

生交往中，社会实体权力和在场秩序通

过暴露可见的交往场景、明确的社会身

份和社会关系等要素嵌入交往过程，支

配交往行为。想象的交往中，交往场景

虚拟化，交往者的真实身份和社会特征

模糊化，社会实体权力和在场秩序对非

在场交往行为的控制弱化间接化。想象

的交往是实体身体、真实身份缺场的交

往，但不是无身体无身份的交往，通过

符号互动，交往者在对方的想象中建构

了与其实体身体和真实身份若即若离的

新的身体意象和新的身份表征，一方面

成为既有社会文化重新嵌入虚拟交往的

作用点，另一方面也是建立缺场秩序的

起点。想象的交往允许一位老年男性以

青年女性的身份存在并享受某个或者某

些男性的爱慕之情，允许一个在现实生

活中受到挫败的人以英雄自居并得到认

同。交往者的实体身体和真实身份以缺

场的方式隐性存在，被建构被想象的身

体意象和身份表征以符号化的方式显性

存在，既有社会规范并未离场，新的认

同权力、缺场秩序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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