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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文化作为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人

的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随着网络社交的

兴起，面子文化也渐渐的渗透到了网络社交平台当中，

“晒”成为了网络社交平台当中的一种重要文化，从一

开始到博客到如今的微博，从 QQ 空间到微信朋友圈，如

今网络平台的社交甚至从社交软件转移到了游戏当中，

很多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更好的展示和包装自己，但作

为一个双刃剑，过度的印象管理也往往会产生一些不好

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将基于拟剧理论来分析网络社交当

中存在的面子文化与印象管理策略。1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 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也叫印象整饰、印象控制），是指人们在

社会互动过程中总是用一定的言语、行动控制对方对自

己的印象，以达到符合自己的特定目的 [1]。因为人们留

给他人的不同印象会导致他人在认知、评价、应付自己

时产生不同的情形，因此当人们想要得到别人的某些特

定认知、评价与应对时，会试图控制他人对自己形成印

象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叫做印象管理。

2. 拟剧理论

拟剧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

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的社会学概念。在《日常生活

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主要从表演、剧本、区域、

不协调角色、角色外沟通和印象管理等六个方面展开论

述，这也是拟剧论的六大构成要素 [2]。戈夫曼将人生比

作戏剧，将社会当做舞台，他人则是舞台之下观看表演

的观众，而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比作一场场的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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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 [3]，人们在人际交往当中往往会希望给他人留下特

定的印象，就像演员表演时运用表演技巧来操控观众对

剧情的看法一样。这种控制他人来对自己产生特定印象

的行为，即为印象管理，该理论则称之为拟剧理论（或

戏剧理论）。

二、网络社交中自我呈现行为的心理动机

戈夫曼认为，自我呈现通常通过与他人面对面环境

中的“控制性”表达以及“自然流露”来完成控制别人

的行为并使对方作出符合自己期望中的反应 [4]，如口头

交流或非口头的暗示等。人们在网络社交中往往会展现

许多不同于现实场景中的社交，通过网络平台借助个体

精心处理过的文本、图片、视频等来向特任展示理想化

的自己，从而影响着人们对于自己的印象，以达到自己

自我呈现的目的，这种展示并试图控制他人印象的行为，

便是拟剧理论的具象化呈现。其心理动机笔者将其总结

为以下几种。

1. 塑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

在当前社会中，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去分享自己的生

活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且在这个平台当中，不仅仅有

现实好友，也有很多的“网友”，事实上，在网络社交

中所展示的大多为个体想要展示给好友去看的，是经过

粉饰才最终呈现出的内容，通过理想化的表演，试图控

制他人对自己的印象，从而塑造“理想化”的自我形象。

如人们总是期待在不熟的朋友面前保持一个较好的形象，

从而能更好的获得友谊。

2. 获得身份认同，博得关注

身份认同即人们在社会中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认定，

这种认定在人际互动中产生，不仅包含个体对自我的认

知，也包含他人对个体的看法和评价 [5]。人们在网络社

交中的自我呈现行为是想要通过这样的精心展示，让他

人认可自己所展示的“理想化”形象，从而获得身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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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获取他人的赞同与认可，博得他人的关注。事实上，

这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也无法脱离关系 [6]。因此，基于

中国人的面子文化，笔者所分析的这类表演行为既让人

们在社交中赚足了面子，同时又能够满足其社交需求，

这种行为也满足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的自我实现

的需要。如明星往往会给自己去设立一个人设，吃货人

设，呆萌人设等，以赢得人们的喜欢与关注。

3. 心理宣泄

生活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会在工作

和生活中承受很多心理压力，较为自由的网络平台则成

为了许多人的心理宣泄平台，随着人们的这种需求，手

机媒介、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的普及也让网络社交平

台成为了很多人宣泄情绪的加油站，人们通过网络社交

平台来展现自我、分享情绪、解压宣泄。如一些心情树

洞软件等，这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宣泄情绪以及分享秘密

所出现的产物。

三、网络社交中自我呈现行为的印象管理策略

人们在网络社交中进行印象管理的实质是想要塑造

一个理想化的形象，因此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把塑造

成功的这一角色所需要的因素和品质进行总结和归纳，

在这些表演者想要达到印象整理的目的时，就需要通过

印象整理的策略进行实施，而戈曼夫将印象管理的策略

分为理想化表演、神秘化表演和误导性表演三种 [7]。

1. 理想化表演

理想化表演是指表演者为了使自己所表演的形象尽

量符合社会公认的规范，使用一切手段来塑造和维持自

己的形象，包括欺骗、隐瞒、掩饰等方式，甚至会把一

切不利于自己信息删除，从而维持自己的理想化形象，

将观众向自己所期望的理想化状态所引导，控制观众对

自己的印象。人们在网络社交中的自我呈现行为就是对

自己形象维持的一种粉饰，而他们所展示给观众的都是

经过精心处理和修饰的，对自己所塑造的理想化形象不

符与不利的信息绝对不会被表演者呈现出来。观众的看

法全都来自于表演者的表演，因此表演者为了构建理想

化的自我形象会自然而然的进行理想化表演。

2. 神秘化表演

神秘化表演指在交往过程中表演者与观众会保持一

定的社会距离，使观众无法完全了解表演者而深感神秘，

从而对演员产生一种敬畏心理。例如在网络社交中人们

的常常会为了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去

发布一些有深意的图片却不配文字说明或者一些顾左右

而言他的文字来吸引观众的猜测和询问，进而进行产生

互动，如此表演者的目的就达成了。

3. 误导性表演

误导性表演是指表演者为了与观众的互动期间呈现

理想化的表演效果，他们会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误导性表

演。在进行误导性表演时，表演者会摒弃或隐瞒与社会

规范不一致的动机或行为，而通过表演呈现出符合社会

公认准则的动机或行为。如一些网络社交中往往会呈现

一片岁月静好类的动态，人们总是会更喜欢去分享自己

生活中好的那一部分，而对生活当中的不好的部分进行

一些粉饰，这就属于误导性表演，表演者通过在网络社

交中的误导性表演来达到自己呈现理想化表演的目的。

四、网络社交中自我呈现行为的印象管理的意义

1. 网络社交中适度的印象管理带来的积极意义

（1）网络社交中的印象管理由于其特殊性，成本低，

可操作性强。网络社交中的印象管理不同于现实中的印

象管理，由于网络的便捷，使得网络社交中的印象管理

成本远低于现实，在网络社交平台中，表演者往往仅需

几张精修图片、一段文字、或者使用一些 PS 软件，经过

设计发布在公众平台，就可以完成一次成功的理想化表

演，因此网络社交中印象管理可操作性更强。

（2）适度的印象管理有助于人际关系交往。适度的

印象管理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可以让人们更顺畅的进

行交流与互动。基于拟剧理论的基础，我们能够发现人

们在人际交往中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表演来控制他人对

自己的看法，这都是为了促进人际交往的进一步达成，

因此适当的印象管理能够美化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

有益于人际交往。

2. 网络社交中过度的印象管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1）无法营造出诚恳的社交氛围。过度的印象管理

可能会造成表演者个体的原有的才智与个性被表演者所

追求的“理想化形象”掩盖，因此其具有强烈掩饰性的

表演无法营造出诚恳的社交氛围，更多所展现给观众的

是饱含着欺骗、掩饰与误导性的表演，他们所展示出的

形象往往与原本的个体相差甚远，这种违背了良好的社

交动机的印象管理甚至会恶化社会风气。

（2）过度的印象管理会造成表演者对自我身份的迷

茫和焦虑。从心理需求上来分析，一部分人过度的自我

呈现行为实际上揭示了这群表演者对自我身份的迷茫和

焦虑。从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这类表演者为了构建自

己理想当中的形象，经常会使用具备欺瞒与误导性的表

演方式，当他们纯粹为了表演而表演时，这就意味着沉

迷于“理想化”表演的这类表演者已经迷失了自我，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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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原有的理性，甚至已经处于被自己的表演所支配的

状态。

五、结语

本问以拟剧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网络社交中的印象

管理与自我呈现行为为研究对象，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社交行为也发生

了改变，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所进行的社交活动更符合现

阶段社会人们的社交需求。同时，人们以网络为依托的

社交中所出现的印象管理行为的心理动机主要有塑造理

想化的自我形象；获得身份认同，博取关注；进行心理

宣泄等。

（2）人们为了便于网络社交，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进

行了理想化表演、神秘化表演、误导性表演等印象管理

策略。

（3）通过分析，我们认识到了适当的印象管理有利

于人际交往，同时网络的低成本也更利于印象管理；但

过度的印象管理会使得人们对自己本身的个体身份产生

迷茫呢焦略的情绪，同时过度的印象管理也无法营造出

一个诚恳的社交环境，使得人际交往质量下降，造成网

络社交中的交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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