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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与传播研究

研究背景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以

来，人际传播学作为美国传播研究中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初创、基本形成
和不断丰富的历程， ①这个新兴学术领域
的版图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集腋成裘，很
快形成显学。 迄今为止，美国学术界创立
的人际传播理论有 50 余个， 其中大多数
的理论植根于人类人际传播的实践传统
和现实土壤，对人类传播行为有高度的概
括性、解释力和预测力。 ②相对于美国人际
传播研究的丰富和日益成熟，人际传播研
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研究多
为简单的现象描述，研究方法不足，缺乏
学理上的探讨。这种情况虽然尽可以解释
为学科成熟和细化需要一个自然历史过
程， 但恐怕与儒家文化的特殊性大有渊
源。 ③虽然人际传播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
但我们需要肯定的是学者们为之所做的
努力。 在人际传播思想和理论方面，从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就有学者开始对西方
人际传播思想和理论进行引介 （芮必峰，
1995，1997；王怡红，1996，1998）。 如果说
芮必峰、王怡红这两位学者在引介西方人
际传播思想和理论方面是先行者，近几年
来又有学者（殷晓蓉，2008，2009；胡春阳，
2007，2009；刘蒙之，2008，2009）加入到这
一行列之中， 对西方人际传播研究的历
史、现状进行回顾和追踪，对人际传播思
想进行追根溯源，同时，也对西方人际传
播理论进行系统地介绍。西方人际传播思
想和理论的介绍和引进，对于我国人际传
播研究意义重大，一方面，可以为我国人
际传播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另
一方面，对于开展我国本土化的人际传播
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人际传播研
究的其他方面，如人际传播在社会生活各
领域中的应用性研究、人际传播在大众传
播中的作用、 新媒介下的人际传播研究、
人际传播本土化研究以及中国古代人际
传播研究近年来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出现
了一批研究成果。

本文在对中国人际传播研究相关文
献进行梳理时发现，虽然近年来人际传播
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迅速，但是，很少有学

者对中国人际传播研究进行回顾分析，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人际传播”为关
键词对 1980 年—2009 年的文章进行检
索， 仅发现一篇中国人际传播研究回顾
（孙琳，2009）。 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对已
有人际传播研究进行回顾、梳理、分析和
总结， 以期对 30 年来中国人际传播研究
历史和现状进行清晰呈现。

研究方法
本文以“人际传播”为关键词，以 1980

年—2009 年为时间段，对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进行检索， 共检索到相关研究 1602
篇。笔者对这 1602 篇文章进行梳理，从文
献总体分析、研究主题、研究人员等方面
进行分析，将相关研究成果以图表的方式
表示， 以期更加清晰直观地呈现 30 年来
中国人际传播研究的历史及现状，为未来
的研究提供参考资料。

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首先，

对检索到的文章进行总体分析，包括对文
章数量的描述， 以及对相关原因的探寻；
其次，对文献按照研究主题进行分类和总
结；最后，对研究人员和研究期刊进行分
析。

总体分析。 1980年—2009年，以“人际
传播” 为关键词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
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章 1602篇，其中，
1980年—1989年 16篇，1990年—1999年
282篇，2000年—2009年 1304篇。

1980 年—1989 年， 人际传播研究数
量较少，多是对西方传播学的引介，严格
意义上的人际传播研究尚未开始。 20 世
纪 70 年代末，西方传播学刚刚传入中国，
学者们开始对西方传播学著作进行翻译
引介。 考察译著所涉及的内容，按照通常
所谓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
的学科分类，有关大众传播的译著占绝对
优势，④而人际传播的译著却屈指可数，这
一情况同样体现在人际传播研究的论文
数量上。第一篇涉及人际传播的文章是居
延安翻译的美国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
的一个研究课题，其中，提到在进行人际
传播网的调查时，可采用人类学的考察方
法。 ⑤肖月在另一篇对西方传播学翻译的

文章里，提到了人际传播的复杂性和准确
性，对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进行了
介绍。 ⑥

1990 年—1999 年， 人际传播研究的
相关文章在数量上有所增加，研究主题日
趋拓宽。 这一时期，有学者对西方人际传
播思想和理论进行介绍，芮必峰（1995）介
绍了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米德和库利
关于 “自我 ”的理论以及库利的 “初级群
体”理论。 ⑦王怡红（1996）对西方人际传播
定义进行辨析，找寻界说人际传播的定义
对人的意义，观察不同的定义是如何构筑
人际传播的理论基石的。 王怡红认为在不
同的人际传播定义的背后，存在一个共同
的，关于传播的本质思想，那就是，人际传
播对人的关注。 ⑧这两篇文章是在数据库
里检索到的国内最早介绍西方人际传播
思想和理论的文章， 在其后的几年里，西
方人际传播思想和理论得到进一步介绍。
这一时期，多数文章关注的是人际传播在
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作用，如人际传播在
高校教育、医疗卫生、农村健康、博物馆、
图书馆、产品营销以及企业公关方面的作
用。大众传播中人际传播的作用也引起了
学者的关注。

2000 年—2009 年， 人际传播研究进
入快速发展时期， 研究内容更加丰富，研
究视角较为多元化。 近几年来，一批学者
对西方人际传播思想和理论进行更加系
统的介绍，如从戈夫曼“拟剧理论”的独特
视角审视和探讨人际传播的内涵和特点，⑨

对齐美尔人际传播思想的介绍， ⑩对西方
人际传播研究的问题及其由来的探讨，輥輯訛

此外，也有对当代美国人际传播学的发展
与趋势的研究，輥輰訛对美国人际传播代表性
理论的梳理等，輥輱訛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随着新媒介的迅速发展，网络、
手机、数据广播等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
割的部分，新媒介环境下的人际传播研究
成为一个关注热点，网络人际传播和手机
中的人际传播尤其受到关注。 有学者对网
络人际传播的定义、性质、特点进行研究，
更多的学者则关注于网络传播的匿名性
问题、网络传播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网络
人际传播的符号交流问题。 而手机中的人

基于量化的梳理：1980年-2009年中国人际传播研究
□陈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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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80 年—2009 年中国人际传播研究前
六名的研究主题及研究者

研究主题 研究
数量 作 者

大众传播中
的人际传播

344

张学洪（1993），王佑镁（1998），
吴海浩（1998），王晓娜（1999），
姚丽萍（2000），李轩（2001），冯资荣（2001），
顾晓燕（2002），栾笑语（2003）等

人际传播的
应用性研究

336

余功建（1990），朱丽丽（1991），
郭信玉（1994），李文芳（1995），
蒋旭峰（1997），翟宝龙（1998），
安静（1999），张新卫（2000），
沈士仓（2000），陈志蓉（2001），
韦桂华（2002），张建发（2003），
黄孝俊（2004），徐真（2005），
李菁华（2008）等

新媒体背景
下的人际传
播研究

281

陈力丹（1999），张锦（1999），
潘志勇（2000），彭兰（2001），
石蓉蓉（2001），罗翔宇（2003），
陈泳华（2003），闫隽（2003），
赵家新（2003），项国雄（2004），
黄春平（2004），黄河（2006），
赵芮（2007），李敬（2008）等

西方人际传
播思想引介

53

芮必峰（1995，1997，2003，2004，2006），
王怡红（1996，1998，2000，2006），
殷晓蓉（2008，2009），刘蒙之（2008，2009），
胡春阳（2007，2009），丁未（1997），
邵培仁（2001），徐晓君（2006），
杨公成（2006），周晓红（2004）等

人际传播的
本土化研究

43

王怡红（1996），张允（2004），
贺建平（2008），翟学伟（2008），
张乐天（2007），唐莉敏（2004），
王波（2007），陶建杰（2007），
顾炜程（2007），陈钢（2009），
张允、罗忆（2004）等

古代人际传
播研究

37

詹萍萍（1996），张力军（1996），
黄金贵（1998），郭英德（1999），
张卫中（2002），王少华（2003），
陈岳芬（2004），王秋生（2006）等

新闻与传播研究

际传播受到集中关注的则是手机短信对
人际关系的影响。其他研究主题如人际传
播的本土化研究、中国古代人际传播思想
研究、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关系等问题
等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研究主题。 1980 年—2009 年，中国人
际传播研究的论文数量共 1602 篇， 研究
数量较大，看似繁杂，研究内容却相对集
中，较为集中的研究主题有：人际传播在
大众传播中的作用研究、人际传播在社会
各领域的应用性研究、新媒体背景下的人
际传播研究、西方人际传播思想和理论研
究、人际传播的本土化研究、古代人际传
播研究。

研究人员分析。 在这一部分，主要对
研究人员进行分析，包括对研究人员的身
份构成和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
其中，研究人员的身份构成分为高校及研
究机构人员、 媒介从业人员以及其他人
员。

通过梳理发现，中国人际传播研究中
高校及研究机构人员的研究数量是 759
篇，近文章总量的一半，而媒介从业人员

则是另一支主要力量。在对研究人员身份
构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进而对高校及研
究机构人员的学科背景进行分析，笔者发
现， 尽管人际传播受到许多学科如社会
学、文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医学、经济
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关注，在我国，中国人
际传播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是以新闻传
播学为主，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人员发表的
759 篇文章中，新闻传播学学科背景的研
究人员的文章是 637 篇，其他学科，如文
学、社会学也出现了少量的文章，其他学
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则相对分散。

结语
本文通过对 1980 年—2009 年中国

全文数据库检索到的 1602 篇文章进行内
容分析， 发现在过去的 30 年里中国人际
传播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一）从研究数量上来看，人际传播论
文数量增长势头渐趋强劲。 30 年来，中国
人际传播研究虽然仍处于传播学研究中
的边缘地带，但是，已引起了学界和业界
的广泛关注。 论文数量从 1980 年—1989
年第一个十年的数量稀少， 到 1990 年—
1999 年第二个十年的有所增长， 一直到
近十年里论文数量的快速增加，从这一历
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人际传播研究的
渐变轨迹。

（二）从研究内容来看，人际传播研究
内容较为丰富，研究视角较为多元。 在传
播思想和理论方面，既有对西方人际传播
思想和理论的引介，也有对中国古代思想
家传播思想的探寻； 在传播实务方面，既
有对传统媒介中人际传播作用的研究，也
有对新媒介环境下人际传播的研究，还有
对人际传播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
性研究。 此外，也有对西方人际传播学研
究的介绍，研究视野日渐开阔。

（三）从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来看，新
闻传播学人士是主要力量。笔者在对研究
人员的学科背景梳理时发现，新闻传播学
人士占了绝大多数， 其他学科如社会学、
管理学、文学等学科的学者也有涉足这一
领域的，但研究数量较少。

（四）从研究人员的身份构成来看，高
校和研究机构人员占据研究人员的半数。
通过对研究人员身份构成进行具体分析，
我们发现，高校和研究机构人员占研究总
量的 47.4%， 媒介从业人员所占比例为
15.5%，其他研究人员所占比例为 37.1%。
这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其他研究
人员所占的比例之高，笔者认为造成这一

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人际传播与现实生
活各领域的密切相关性，这使得各行各业
的人员开始研究人际传播在本行业的作
用， 相关研究散落于人际传播在图书馆、
高等教育、博物馆、农村教育、医疗卫生、
企业形象、产品营销等的作用之中。 这类
研究数量较多，研究人员为社会各领域的
从业人员，研究内容多为对现象的简单描
述，研究缺乏深度。

（五）从研究方法上来看，研究方法单
一，多是论述性研究。在既有研究中，大部
分以体会和感悟来把握人际传播过程及
其规律，跳过了概念的操作化过程，缺乏
理论的界定，论述多求证少，甚至只论述
不求证，“应该如何”的应然性研究与“是
什么”的实然性研究比例失调，后者严重
不足，使整个人际传播研究的科学性大打
折扣。輥輲訛［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当代人际传播的演进
与特征”的研究成果之一（05JJD86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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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80年—2009年中国人际传播研究文章数量
时间段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研究数量 16 282 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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