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语】　社会心态研究是中国转型社会背景下提出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社会心理
学课题。我们把社会心态界定为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情绪基调和感受，并在深层次上影响

着社会共识、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反映了个人与宏观社会的一种互动和联系。因而，社会心态并不直接等

于具体的个体的社会态度，而是比个体的社会态度更为复杂和综合，情绪性也更强。本专题王俊秀的论文通

过分析不同的情绪理论，尝试建构连接个体与社会的社会心态情绪理论，从而揭示社会心态具有的情绪动力

性。社会心态与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及其满足程度有关。根据社会身份认同研究，我们已经知道身份的确

认是每个人重要的社会需求，也是影响社会心态的基本问题。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增加了认同的复杂性，

生活在多民族地区的人需要应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城乡二元格局背景下求生存和发展的新生

代农民工需要走出非乡非城的身份认同困境。高文珺等人的论文和杨宜音的论文即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

根据我们社会心态全国观测点的调查数据，分别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探讨，试图从社会心理与社会结构和群

际关系的联系上进行解释。希望这三篇论文能够启发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领域，推进社会心态的研究。

社会情绪的结构和动力机制：社会心态的视角＊

王俊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 多 数 成 员 共 享 的

体验。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包括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因此，社会情绪也 同 样 包 含 个 体 情 绪、集 体 情

绪和更为宏观的社会成员共有的情绪。社会情绪的构成以个体层面的核心情感、初级 情 绪 和 次 级 情 绪

为基础，同时包括社会层面的情感氛围。社会需要、期望和社会认知共同影响着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

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元素，它以情感能量来体现。由于追求情感能量最大化，情感能量成为社会

运行的动力。社会互动中情感能量影响着社会运行，积极情感能量和消极情感能量分 别 导 致 社 会 团 结

和社会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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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社会情绪

社会心态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社会心理

学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采取一种宏观的社会

心理学取向，试图融合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和研

究成果，还原被心理学元素主义割裂的整体社会

心理，对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问题

进行解释和探讨。尽管社会心态被不同学科背景

的研究者广泛使用，但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社会心

态的轮廓渐趋明朗。尽管人们对社会心态的理解

不同，但有一点比较明显，即人们在使用社会心态

这一概念时，强调社会心态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

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把社会心态定义为在一定

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

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

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１］目

前，社会心态研究者对于社会心态的结构和构成

要素及其内在机制，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表述依

然缺乏，本研究试图在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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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心态的核心要 素 之 一———

社 会 情 绪 的 概 念、结 构 和 内 在 机 制 提 出 个 人 的

观点。

情绪是心理学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在 社 会 心

态研究中也一样，不同的是，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

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的重要成分，而

且是具有动力倾向的核心要素。如图１所示，社

会心态的核心要素包括：社会需要、社会认知、社

会情绪和社会行为倾向。社会情绪是社会需要满

足与否的直接体验，是社会心态动力特征的延续

和体现，由内在的需要、动机、驱力激发，表现为外

在的可感知的情绪，继承了心理的动力特征，在人

际和群际 互 动 和 社 会 行 动 中 成 为 社 会 心 态 的 能

量，推动和调节着社会的运行。

图１　社会心态的核心要素

　　由于社会心态研究是一种宏观的社会心理学

范式，这就使得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不同于心

理学中的社会性情绪。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包括微

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因此，社会情绪也同样包

含了个体情绪、集体情绪和更为宏观的社会情绪。

社会心态研究范式的三个层次可以借由社会

学、心理学对研究对象的不同水平的划分来表述。

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２］［ｐ．５９－６４］把社会现实分为

三个水平：第一个是微观水平，即面对面的人际互

动。第二个是中观水平，包括两种基本结构类型

的社会组织———社团单元和范畴单元。社团又分

为组织、社区和群体三种基本类型；范畴单元是指

年龄、性别、阶级和种族等社会区分。第三个是宏

观水 平，由 体 制 领 域、分 层 系 统 以 及 国 家 系 统 构

成。社会心理学家威廉·杜瓦斯［３］［ｐ．１２－１８］则把传

统社会心理学研究分为４种分析水平：第一种是

个体内水平，研究主要关注个体的认知以及在特

定社会 环 境 中 的 行 为。第 二 种 是 人 际 和 情 境 水

平，关注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过程。第三种

是群体内水平。第四种是意识形态水平，也就是

群际水平，关注社会成员的信念、表征体系、价值

观和规范。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相比，社会心

态研究的分析水平区间是从中观水平到宏观水平

的国家层面之间（见图２）。社会心态研究范式希

望根据研究目的，选择不同学科、不同层面的理论

来综合研究某些社会现象，或者就某个社会、区域

进行 综 合 研 究，以 期 获 得 关 于 社 会 心 态 的 全 貌。

由于社会心态关注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因此也

就特别关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推动因素，而社会

情绪正是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动力元素，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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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能量来体现。

图２　社会心态研究的分析水平

　　二、社会情绪的概念

长期以来，心理学的情绪研究主要集 中 于 个

体水平，最近一二十年出现了比个体情绪更宏观

的研究，出现了“社会情绪”（ｓｏｃｉａｌ　ｅｍｏｔｉｏｎ）、“群

体情 绪”（ｇｒｏｕｐ－ｂａｓｅ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集 体 情 绪”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群 际 情 绪”（ｉｎｔｅｒｇｒｏｕｐ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等概念和研究。［４］陈满琪［４］总结出群体

情绪研究的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认为群体情绪

是个体对某一特定群体或者社会成员所产生的情

绪体验；第二种认为群体情绪是自我类别化为群

体成员的个体所体验到的情绪。第三种将群体情

绪的产生看成个体情绪的总和。前两种的情绪主

体依然是个体，实质上还是个体情绪，是个体的群

体身份和群体或社会认同被激活后的个体情绪反

应，应该属于个体的社会性情绪。第三种群体情

绪涉及作为一个主体的群体共有的情绪，是最接

近社会心态的社会情绪含义的。根据前面对社会

心态分析水平的定位，社会情绪的主体和客体都

应该是群体和社会。因此，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社

会情绪是指一定社会环境下某一群体或某些群体

或整个社会多数人所共享的情绪体验。因此，社

会情绪并非个体情绪的叠加或混合，而是个体之

间，个 体 与 群 体 之 间，群 体 与 群 体 之 间 互 动 的 结

果，从发展的历程看，也是一定社会、文化背景影

响下的个体和群体的情绪反应。而且，社会情绪

会逐 渐 形 成 较 为 内 在 的、持 续 的、稳 定 的 社 会 情

感。在这一点上，心理学很少涉及，应该借鉴情感

社会学的成果。

社会学对于情绪、情感的关注，不同于心理学

的生理唤醒、外显行为和体验，而是把情绪、情感

放在更为宏观的情境和关系、社会和文化之下来

考察①。比如：社 会 学 家 戈 登 认 为 情 感 由 身 体 感

受、表达姿态、社会情境与关系、社会的情感文化

４个要素构 成。戈 登 认 为，因 为 情 感 的 社 会 学 取

向意识到情感产生于持久的社会关系之中，所以

与心理学家比起来，社会学家的研究较多地关注

持久的情感，比如爱和友谊，而心理学家则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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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愤怒和恐惧等短暂的情绪。［５］［ｐ．２６］

而社会心态研究中的社会情绪是一个群体和

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的情绪体验，既包含了心理

学微观层面的个体情绪，也包含了社会学中宏观

的社会共有情绪。

三、社会情绪的构成

（一）个体层面

个体情绪是社会情绪构成的基础，包 括 核 心

情感、初级情绪和次级情绪这些个体微观层面的

感受。拉 塞 尔 于１９９６年 提 出 了 核 心 情 感（ｃｏｒｅ

ａｆｆｅｃｔ）的概念，他认为这是神经生理状态的基调，

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感受基调。他

指出，在 情 绪、心 境 以 及 其 他 充 满 感 情 的 事 件 中

心，是一些被体验为好或坏、激活或平静的状态，

这些状态就是核心情感。［６］、［７］核心情感是一种基

本的心理原始状态，是具体情绪形成之前的准备

状态，是具体情绪的出发点，是先于基本情绪与次

级情绪的。拉塞尔［６］用效价和唤醒两个维度来描

述核心情感，见图３。

图３　核心情感

　　为了简化纷繁复杂的个体情绪，心理学家和

社会学家把情绪分为基本情绪和次级情绪。社会

学家特纳［５］［ｐ．２－３］认为，基本情绪是其他情绪的核

心和基础。特 纳［５］［ｐ．６－８］根 据 基 本 情 绪 的 变 化 提

出了区分基本情绪的４种维度和３种强度水平，

这４种维度为：满意—高兴、厌恶—恐惧、强 硬—

愤怒和失望—悲伤，每一个维度都有高中 低 三 种

强度。埃克曼认为有６种基本情绪：快 乐、惊 讶、

害怕、悲伤、愤 怒 和 厌 恶。［８］［ｐ．７４３］普 拉 特 契 克 提 出

了８种基本情绪：接受、惊奇、恐惧、伤感、厌恶、期

待、愤怒和愉悦，他认为这８种基本情绪就像颜色

中的三原色一样，可以混合出更为复杂的次级情

绪，基本情感排列成圆形，相邻的是相似情绪，相

邻的基本 情 绪 复 合 为 新 的 情 绪。［５］［ｐ．１３－１４］，［９］［ｐ．２１４］

如图４所示，这个陀螺形的模型表示的是基本情

绪和次级情绪，水平的维度是４种基本情绪，垂直

的维度表示的是情绪强度，面积越大表示强度越

大，下面是这个陀螺模型展开后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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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普拉特契克（Ｐｌｕｔｃｈｉｋ）的基本情绪模型

　　（二）社会层面

社会心态研究更关注社会情绪，在这一点上，

核心情感的提出对于社会情绪、情感的理解具有

启发性。作为群体和社会共享的情绪，其实是群

体和社会中众多个体在互动后逐渐出现的主导情

绪。在一定社会中个体的情绪、情感纷繁复杂，在

某个事件的影响下，个体的核心情绪发展为明确

的情绪状态，可能是基本情绪，也可能是更为复杂

的次级情绪、情感。起初这些个体的情绪、情感在

宏观的群 体 和 社 会 层 面 并 未 成 为 明 确 的 社 会 情

绪、情感，但却构成了社会情绪、情感的基调，一种

社会情绪的准备状态，也就是形成了一种情感氛

围（ｅｍｏｔｉ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德·里 韦 拉［１０］［ｐ．１９７－２１８］、［１１］的 情 感 氛 围 概 念

与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理论有关。勒温及其同事和

学生于１９４０年完成了一项关于民主与专制的群

体 氛 围 的 实 验 研 究，他 们 创 造 性 地 采 用 了 氛 围

（ｃｌｉｍａｔｅ）的概念。德·里韦拉［１０］［ｐ．１９７－２１８］认为情

感氛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群体现象，当人进入一

个环境中，无论是一个聚会还是一个社区、社会，

自然会感受到这里的情绪基调是快乐的还是压抑

的，是恐惧的还是开放的。但情感氛围又不同于

情 绪 基 调（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和 集 体 心 境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这两个概念更强调某一事件

激发下的情绪，在一种情绪基调下，乌合之众可能

出现共同的态度和行为。而情感氛围更强调社会

成员间的情绪关系，是一种比情绪基调更为持久

的情感，不仅仅是一种集体的感受和行为，而且是

一种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在意的情感关系，如敌意

和团结等。情感氛围是由社会成员建构和感受到

的，是一个社会中一定情境下个体成员认为多数

人会有的感受。［１１］在一个社会中情绪氛围的品质

又被视为一种情绪文化。［１０］［ｐ．１９７－２１８］、［１１］从民族－国

家的宏观层面讨论情感氛围与安全、和平的关系，

他认为国家的情感氛围是其客观的行为环境，它

影响着环境中的每个人，是社会中人际互动的特

点所构成的，其公民和其他主体的行为受这种氛

围的支配。他把情感氛围分为两类：一类反映的

是与他人的关系，一类反映的是与期望的关系，但

这些维度并非完全独立（见图５）。

与他人的关系

恐惧（疏离） 安全（信任）
敌意（分化） 团结（乐于奉献）

与期望的关系

不满意 满意

失望 希望

消沉 自信

不稳定 稳定

图５　情感氛围的维度

德·里韦拉［１１］认为情感氛围是客观事实、制

度安排和政治政策影响的结果。反过来，积极的

情感氛围对社会发展具有正向影响。情感氛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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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行为包括游行、仪式等集体行为的影响，同

时也受文化价值观念和情感规范的影响。情感氛

围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预示作用，能够预测人们

的集体行动。

Ｂａｒ－Ｔａｌ等人［１２］提出可以通过改变情感氛围

来解决群体冲突，而情感氛围的改变主要有两种

形式，一是调节消极情感元素，削弱恐惧、仇恨的

情感；一种是增强积极情感，给冲突双方以希望、

安全和信任。

基于以上对心理学和社会学情绪的 研 究，社

会心态研究中社会情绪的构成如图６所示。大圆

形中是许多小的个体情绪单元，个体情绪由情绪

的准备 状 态－核 心 情 绪 和 初 级 情 绪、次 级 情 绪 构

成，众多个体的互动和影响下形成一个社会特定

时期的情感氛围，这是社会情绪的初级状态，在一

定事件和 社 会 环 境 下 群 体 和 社 会 形 成 共 享 的 情

绪，也就是社会情绪。特定的社会下社会情绪会

表现为相对稳定的形态，逐渐积淀为一个社会在

一定时期的情感文化。

图６　社会情绪构成

　　四、社会情绪的动力性

（一）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是一个群体和社会中多数成员共享

的情绪 体 验。这 种 体 验 是 以 个 体 的 情 绪 为 基 础

的，个体情绪的体验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现实下

的感受，这种感受伴随着神经生理反应，但又具有

主观特性。无论是人际的互动还是群体中、社会

环境下的个体行为，情绪的产生是个体在现实环

境中满足程度的主观反映。社会情绪作为众人共

享的 感 受，基 本 上 类 似 于 个 体 情 绪 的 产 生 机 制。

大量个体成员的基本需要在社会现实环境下是否

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相应的情绪。得到满足会产

生积极情绪，得不到满足或满足程度太低就可能

产生消极情感。但情绪的产生还同时受到众多个

体的主观期望的调节，主观期望高则满足程度低，

主观期望低则满足程度高。而调节基本需要和期

望的是人们的社会认知模式，人们对社会现实的

社会认知本身也会产生情绪，但社会认知模式又

调节着社会和期望，比如采用什么样的归因方式，

什么样的社会比较策略，都会影响到人们最后的

情绪。因此，社会需要、期望和社会认知共同影响

着社会情绪，如图７所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

社会的价值观和文化因素作为更深层的社会心态

内容，影 响 着 整 个 结 构 中 的 各 因 素，包 括 社 会 现

实、社会需要、期望、社会认知，甚至是社会情绪、

情感的表达。并且，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个体在

社会中所属的地位也决定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

知以及他们的社会需要和期望。社会情绪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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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复杂的多因素、多层面影响下的产物，这是从社 会心态角度所看到的社会情绪。

图７　社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

　　（二）情感能量

社会情绪是社会心态核心的组成要 素，构 成

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和社会运行的调控和凝聚机

制。除了作为动力机制的社会需要外，社会情绪

也是构成社会心态的动力机制，而且是作为社会

心态的能量。情绪作为动力机制不难理解，因为

个体情绪与机体的内分泌系统紧密相连，因此，个

体情绪具有的动力特性也就成为社会情绪的动力

基础。兰德尔·柯林斯（Ｒａｎｄａｌ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解释社

会情绪何以成为一种动力，是因为人际互动的原

则是追求 情 感 能 量（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ＥＥ）的 最

大化。柯林斯对情感能量的解释是，它是一个连

续统，从高端的自信、热情、自我感觉良好；到中间

的平淡的常态；再到末端的消沉、缺乏主动性与消

极的自我感觉。情感能量类似心理学中的‘驱力’

的概念，但具有特殊的社会取向。高度的情感能

量是一种对社会互动充满自信与热情的感受。它

是个人所拥有的如涂尔干所言的对于群体的仪式

团结，一个人会从参与群体的互动中得到充分的

情感力量，这使其不仅成为群体的热情支持者，而

且成为其中的领导者。一个人如果对群体感觉良

好，并且能够成为有能量的领导者，当群体聚集在

一起时就能激起具有感染力的情感。相反的情形

是在情感能量连续统的低端，较低的情感能量是

缺乏涂尔干所言的团结，一个人不为群体所吸引；

为其感到疲惫不堪或消沉沮丧；想要躲避。个体

在群体中找不到良好的自我，并且不是依恋群体

的目标与符号，而是疏远它们。”［１３］［ｐ．１５９－１６０］

特纳也指出，多种情感能够以特定的 方 式 推

动人们对他人或情境做出反应，愤怒导致攻击行

为，愉快是人们更愿意与他人互动。“情感是一种

动机力量，因为它们不仅使人们的主观体验有序，

而且赋予人们以力量，指导行动的方向”。［２］［ｐ．８］而

且，情感是导致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特纳

认为，“正性情感激活通常转化为对社团和范畴单

元的承诺，再由这种承诺拓展到体制领域和分层

系统。正因为如此，正性情感维持了地 位 现 状。”

而与正性能量相反，“负性能量的激活越强烈，这

种能量所释放出来的爆发力越强烈。当正性情感

和负性情感高度层级化时，如果其他的资源如意

识形态、领导、金钱以及社会单元是这些负性情感

的指向对象，由这些负性情感能量充分积累所导

致的集体行动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２］［ｐ．１７３］

（三）情感能量与社会运行

兰德尔·柯林斯（Ｒａｎｄａｌｌ　Ｃｏｌｌｉｎｓ）给出了一

个比率最大化的公式，分母是成本（情感能量ＥＥ

＋物质），分 子 是 收 益（情 感 能 量ＥＥ），［１３］［ｐ．２４４］最

大化情感 能 量 是 自 我 的 基 本 驱 力。［５］［ｐ．７７］这 些 表

述说明了情绪作为个体能量如何成为社会心态的

动力以及社会运行的能量。在人际互动中，个体

都以互动中获取更多情感能量作为互动准则，愿

意维持能够获得情感能量的互动，回避那些不能

够获得情感能量或带来情感能量损失的互动。因

为情绪具有积极、消极的特性，因此，被个体体验

为积极的情绪、情感具有正能量，消极的情绪、情

感具有负能量，个体互动中可能释放出正能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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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释放出负能量，个体互动追求情感能量最大

化，以互动过程获得正能量和负能量相抵后来决

定是否维持和继续互动。群体间在群体、群体认

知、群体情绪、群体行为倾向和群体价值观上的差

异决定了群体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群体互动

中能量如何交换。同样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也遵

守情感能量最大化的原则。群体中个体成员对群

体的认同，群体价值观和群体凝聚力决定了群体

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心态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互

动，也就是群体行动。

柯林斯把社会行为看作是由互动仪式组成的

互动仪式链，他试图构建一个理论来解释从微观

的互动仪式到宏观的互动仪式链所构成的社会运

行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他给情绪以核心的地位。

柯林斯的互动仪式是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的，社

会分层、权力、地位成为影响互动仪式的决定性因

素。个体无法摆脱一定的社会结构而生活在社会

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进行着权力仪式和地位仪式，

在其中的行为反映为情感能量的变化，人的行动

策略 是 追 求 情 感 能 量 的 最 大 化。柯 林 斯 指 出，

“ＩＲ链模式提 出，个 体 在 权 力 互 动 中 及 地 位 互 动

中都能获得或丧失ＥＥ。命令发布者维持ＥＥ，而

且有时会获 得ＥＥ，命 令 接 受 者 则 会 丧 失ＥＥ；处

于关注的焦点，从而成功地确立群体成员身份的

人会提高ＥＥ，处 于 边 缘 或 被 排 斥 的 人 则 会 降 低

ＥＥ。互动随着时间连接成为链条，其结果就是最

后的互动（通过情感与符号）成为下一次互动的输

入端，所以ＥＥ往往会随时间而积累（既有积极的

也有消极的）。”［１３］［ｐ．１７２－１７３］

在宏观的社会层面上，分层的互动仪 式 会 因

为情感能量变化的不同水平而产生社会团结或社

会疏离。柯林斯认为社会团结的实现是情感能量

的一个重要属性———控制的属性，他 指 出，“情 感

能量也是涂尔干所称的‘道德情操’：它包括何为

正确与错误感，以及道德和不道德感。充满情感

能量的人感到自己像个好人，他们感觉自己所做

的是正义的。情感能量低的人感觉很糟糕，尽管

他们不一定将该感觉解释为负疚感或罪恶感，但

至少他们缺乏认为自己道德高尚的感觉，而这些

来自对群体仪式的热情参与”。［１３］［ｐ．１６０－１６１］柯林斯

指出，“分 层 的 互 动 所 产 生 的 长 期 情 感 能 量 主 要

是：高度的热情、信心、主动性以及自豪感，它们来

源于控制权力情境或地位情境中的互相协调；低

水平的情感能量（如消沉、羞耻感）产生于在权力

情境中受到支配，或被排除在地位情境之外。还

有另一种长期情感倾向即对他人的信任或不信任

的程度。在该连续统的信任一端，表现为高度的

ＥＥ，愿意主动接近某些社会情境。在不信任的一

端，则是特定情境的恐惧。不信任／恐惧是与特定

的结构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即对地方群体之外的

人员不信任；这是由于地位群体互动的子结构维

度的结果，在该互动中，群体边界有着紧密的地方

封闭性。”［１３］［ｐ．１７６］

社会情感的能量基础来源于人的基 本 需 要。

特纳认为，人类的互动是由基本需要推动的，这些

需要为互动预设了期望，但期望的实现受到互动

双方所镶嵌的中观和宏观结构的影响，这些结构

决定了他 们 能 够 得 到 满 足 的 程 度 以 及 满 足 的 方

式。个体得到的满足越多，体验的积极情感也就

越多；反过来，得到的满足越少，体验的消极情感

越多。由于消极情感是痛苦的，人们经常抑制这

种痛苦，这个过程是消耗心理能量的过程，当压制

的情感积累到一定强度后，将会以高度的情感能

量爆 发 释 放，这 个 过 程 常 常 是 情 境 所 不 认 可

的。［５］［ｐ．１３５－１３７］这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

尽量满足社会成员的这些需要是最重要的，也是

提高社会运行效率，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选择。

从科林斯的描述中我们同样可以感 觉 到，社

会心态中的社会情绪就是社会能量的一种体现，

无数个体的情绪能量在一定的群体和社会中进行

着积极和 消 极 的 抵 消 以 及 正 能 量 和 负 能 量 的 累

积。无论是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之间，能量的交换、

输送、剥夺都是在各类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中伴随

的。无论个体还是群体，良性的互动可以使双方

取得能量，竞争或冲突可能使两败俱伤，统统失去

正能量，或累积负能量。一个群体和社会的发展

状态完全取决于群体和社会中情感能量的水平。

正如 特 纳 的 理 论 描 述 的 那 样，从 微 观、中 观 到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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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每一种社会现实水平的组织都具有自身的力

量，推动社会结构的形成和运作，在微观水平，情

感是推动人际互动的力量，两人互动是微观领域

的功能单元，镶嵌于中观的社会结构中，并进一步

融入到宏观的社会结构之中。［５］［ｐ．１３４－１３５］

互动中人们的期望不断得到满足，持 续 地 获

得能量时，将不仅使他们形成对特定他人的承诺，

而且会形 成 对 更 大 单 元 的 文 化 和 社 会 结 构 的 承

诺。反过来，当人们在互动中持续地损失能量，这

些承诺将消失，并且会使得所处结构的有效性下

降。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在这种中观结构中产生消

极体验，这种结构和中观单元的文化的、社会的改

变将有可能发生，并将间接地导致这些中观结构

所 镶 嵌 于 其 中 的 宏 观 组 织 结 构 进 一 步 发 生 改

变。［５］［ｐ．１３９］这就是情感能量 所 推 动 社 会 运 行 和 社

会变革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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