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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学者弗罗姆说:“只要人们的理性还受根植

于生活不和谐与不合理的非理性情欲所伤 ,我们也

就永远不可能获得真理”。[ 1]在人类漫长而艰辛的

生命旅程中 , “我是谁” 、“他是谁”“我与他的关系”永

远是人类个体向外部世界追问的一个永恒的精神主

题。每一个人从一来到这个世界就无可选择的被定

位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网络中 ,再加上作为一个

人在其生命历程中必然遭遇生 、老 、病 、死 、爱 、恨 、

情 、仇 、悲 、欢 、离 、合等因素的困惑 ,必然面临工作生

活环境中的生存 、发展 、利益 、竞争等因素的挑战 。

所以 ,人际沟通变得更加艰难 ,各种人际冲突却无时

无刻不在折磨着现代人脆弱的心灵 。在人际冲突的

种种情况中 ,那种隐藏在彬彬有礼的言行下的冲突

最为严重 ,它较之显性的 、短暂的 、剧烈的冲突更加

隐蔽 、更加持续 、更加不可捉摸 ,因而对人际沟通的

危害就更大 。我们称之为隐性冲突 ,黎巴嫩诗人纪

伯伦说“一个人的实质 ,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

面 ,而在于他所没有向你显露的那一面” 。[ 2] 所以 ,

我们对隐性冲突形成的原因 、表现 、及其控制方法的

探讨就显得十分必要 。

一 、产生冲突的诸因素

由于人与人有个性 、想法 、目标 、以及利益上的

区别 ,在人际沟通中 ,人与人经常发生思想 、观点和

意见的不一致 ,甚至发生争夺利益 、权利 、资源的相

对斗争。人们在个性 、性别 、年龄 、种族 、身体特征 、

教育程度 、工作性质 、习惯爱好 、家庭背景等诸多方

面都存在着差异 ,人们容易接受悦纳自己的人 ,接受

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要想与异己者沟通并

建立关系 ,却显得举步维艰 。隐性冲突就在区别与

差异中产生。

(一)心理因素

美国人际关系学家约翰.斯特瓦特认为“冲突产

生在人脑的内部” 。[ 3] (p.266)人际沟通是一种特殊的

信息沟通 ,是交际个体与周围人之间的心理相容 ,是

人与人的情绪情感 、态度兴趣 、思想人格特点的相互

感应吸引与认同。沟通的直接结果是形成人们之间

的心理联系。而隐性冲突却是交际的双方或者一方

的在心理上的阻断 ,产生心理排斥 ,导致的结果是人

际隔膜 ,是一种心理上的拒绝 。

1 、利己心理。参与沟通的一方在沟通之前 、沟

通之中自始至终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而不考虑交际

对象的利益 ,交际对象的心理上必然出现排斥 、拒绝

的情感体验。

2 、控制心理。控制就是要对他人实施影响 ,其

目的就是要改变他人的态度行为 ,限制他人的活动

范围 ,或者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人。人都是关

注自我的动物 ,当交际对象感受到自己的尊严受到

挑战 ,感到在交际中被别人所操纵 ,心理上会自发的

产生抵抗 ,任何明显影响别人的企图 ,都可能引起交

际对象的抗拒心理反应 。在心理深处产生自我防卫

反应:第一 ,笼统拒绝 ,当一个人在心理上对交际对

象产生反感时候 ,他就不会对对方的语言 、行为做逻

辑的 、理性的判断 ,而只是表达不信服的心理防卫反

应。第二 ,贬损来源。面对来自交际对方的控制性

信息 ,感觉被控制的一方必然对来自对方的所有信

息在来源上做心理上的否定 。也就是说:如果人们

对一个人是不信任的 ,人们就有理由怀疑他一切行

为的动机 。第三 ,信息曲解。当交际对象在沟通过

程中没有感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接纳的时候 ,通常会

在心理上曲解来自对方的信息 ,将来自对方的所有

信息都看成是威胁自己的信号。我们在生活中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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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就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在

日常生活中 ,人们在面临与自己选择的立场 、态度 、

价值或行为不同时 ,都会利用心理防卫机制来获得

心理上的平衡。

3 、蔑视心理 。这种人只承认自我 ,关注自我 ,只

信任自我的经验 ,只重视自己的主观感受 ,从不考虑

交际对象的感受 ,在交际中常常否定对方的意见 ,以

我为中心。大量的心理学研究表表明 ,每个人都有

一种自我价值保护倾向 ,人们为了保持自我价值的

确立 ,在心理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一种防止自我价

值遭到否定的自我支持倾向 ,这种倾向就会驱使交

际对象对蔑视者留下恶劣印象 ,这种印象存储在交

际对象的内心里 ,为以后的沟通种下恶果 ,我们称之

为“隐性冲突”。

4 、求全心理 。交际主体对反馈方的心理预期太

高 ,一旦自己的要求未被满足 ,则失望和愤怒之情溢

于言表 ,导致交际对象的尴尬和窘迫 ,从而产生人际

冲突 。

5 、否定心理。这种人否定沟通的意义 ,拒绝与

他人发生发生关系 ,持否定心理的人会传递出冷漠 、

孤傲的信息。对这种行为倾向人们常常采取的策略

是敬而远之。中国有句古话“敬人者人恒敬之 ,爱人

者人恒爱之” ,反之亦然。

6 、偏见心理。一种是片面推理 ,交际主体在交

际活动中按照自己过去的固定生活经验来解读交际

对象的言行 ,另一种是首因效应 ,交际主体根据第一

次交际情况过早的对交际对象所下的结论。还有一

种是近因效应 ,交际主体根据最近获得的交际对象

的信息来对其下结论性的评判 。这几种心理现象都

具有机械性 、封闭性 、隐蔽性 ,都会对他人的行为得

出不切实际的结论 ,从而导致隐性冲突的产生 。

(二)文化因素

文化差异导致冲突 。文化 ,是指一个民族的生

活方式所依据的共同观念体系 ,即是该民族共同构

建的概念和共同的意义体系 ,它包括各种外显和内

隐的行为模式。生活在一定社会文化中的人往往以

他们自己的文化眼光去理解其他文化背景下人们的

生活方式 ,并自觉和不自觉的以自己掌握的文化背

景知识去解读交际对象的各种交际符号 ,因此 ,这种

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就成为干扰人际沟通的重

要因素 ,会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们进行信息的有效传递与交流。美国著名的行为

学家朱利·法思特在他的《人体语言》一书中举了这

样一个事例:在美国纽约的一所中学里 ,一名来自波

多黎各的 14岁少女利维亚被美国校长认定偷着吸

烟 ,理由是校长在向利维亚问话的时候 ,利维亚的眼

睛不敢正视他 。因为在美国文化中 ,为人诚实的信

条就是要求直视对方的眼睛 。但是利维亚所在的波

多黎各文化中 ,一个好姑娘是不能去直视一个男人

的眼睛的 ,最后双方发生冲突 。由此可见 ,哪里有差

异 ,哪里就有冲突 。在跨文化交际中 ,由于价值观念

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巨大差异 ,处在不同文化背景

中的人对什么是正确和错误 、什么是好的和坏的认

知都不完全相同。M.W.鲁斯顿和 J.K 科斯特将东

西方不同的文化类型进行了概括比较:东方文化比

较内隐 、含蓄 ,暗码信息多 ,有较多的非语言编码 ,人

们反映很少外露 ,人们在沟通交际中(圈)内(圈)外

有别 ,人际关系紧密 ,高承诺 ,时间处理高度灵活;而

西方文化比较外显 、明了 ,明码信息多 ,较多的言语

编码 ,反应外露 ,(圈)内(圈)外灵活 ,人际关系不密

切 ,低承诺 ,时间高度组织化。[ 4]在跨文化交际中 ,

由于对地方生活的环境 、历史 、风俗 、禁忌等的不了

解出现在沟通中的障碍 ,常常导致对方内心的不愉

快 ,成为构成隐性冲突的重要因素 。

(三)社会因素

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 T·M 安德列耶娃指出

“在人类社会中 ,交往是团结个体的方式 ,同时也是

发展这些个体方式 ,因此 ,交往的存在既是社会关系

的现实 ,也是人际关系的现实”[ 5](p.122)。人际沟通

中的双方通过语言和行为的生成和理解而相互作

用 ,如果双方对语言 、行为的意义理解趋于一致 ,沟

通就得以顺利进行 ,否则就会产生冲突 。

人际的相互沟通 、相互作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

的基础 ,社会的生产力也是在人际的相互沟通中成

为现实的力量 ,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也在人际的沟

通中产生 、再现和变化。

1 、面子 ,是一种在他人面前得到肯定 、尊重的心

理感受。面子是人际沟通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人际

互动中 ,面子具体地调整着人际关系的发展 ,在人际

沟通中 ,给不给面子 ,或者是面子是否给足 ,往往是

人际关系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 ,它直接关系到人际

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程度 ,在人际沟通中 ,面子的有无

得失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他人在场效应 ,在场的

他人越多 ,面子就越重要;另一方面来自于交际主体

自身的“判断” ,当交际主体认为对方的言行是积极

的 、善意的 、肯定的 、尊重的 、悦纳的 ,则其自我价值

就得到了保护 ,反之 ,如果在人际沟通中不给交际对

象以面子 ,或者使对方丢了面子 ,伤害对方的自尊 ,

对方就会记恨在心 ,并同样以不给面子作为“回馈” ,

这样隐形冲突就产生了 。[ 5] (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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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角色。日常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由于

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 ,决定了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

的不同 ,社会角色的不同必定制约他在人际沟通中

的语言和行为。人们在与他人发生交往时 ,由于先

定性的社会位置的限制和社会角色的束缚 ,社会成

员对每一个社会角色的内涵和外延都建立了相对稳

定的 、系统的语言和行为的预期。在传统的角色心

理驱使下 ,师生关系 、上下级关系 、朋友关系 、夫妻关

系 、亲子关系 、医患关系等角色的行为和语言有预先

定位 ,如果人们的表现不能符合这种预期 ,就会导致

冲突的产生。[ 6]

3 、道德传统。道德是用来协调人际关系 ,并通

过舆论的监督而起作用的社会规范 ,道德传统在人

际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礼仪是它的外在表现形

式。道德礼仪赋予交际活动以恭谨 、庄重和文雅的

色彩。凡是那些与道德礼仪相符的交际活动 、言语

表情 、服饰举动 ,就会受到公众的赞许 ,而且通常被

看作是一种有教养的 、文明的 、美观的象征。在中

国 ,儒家传统文化经历史时空的洗礼 ,积淀形成了中

华民族在人际交往中的道德传统 ,在人际交往中讲

究仁 、义 、礼 、智 、信 ,讲究克己复礼 ,讲究“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 ,讲究谦虚谨慎 、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讲究“勿

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等 。如果交际行为

不能符合道德传统的要求 ,则会被公众视为骄横放

肆 、愚顿粗俗 、没有教养 ,在内心深处对其产生厌恶

的感觉 ,并不愿与之交往下去 。隐形冲突就此产生 。

二 、隐性冲突的表现

由于隐形冲突不象显性冲突那样便于识别 ,它

总是深深地埋藏在交际对象的心中 ,只是在某些特

定的时间地点和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 ,古语云“知人

知面不知心 ,画虎画皮难画骨”就表达了古人对这种

隐形冲突的忧虑和畏惧 ,在日常生活中 ,如人们常常

说的“打肚皮官司” ,或者“给小鞋穿”“笑面虎”等就

是对这种隐形冲突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感叹。尽管隐

性冲突是无形的 ,但是 ,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现象

感觉到隐性冲突的存在并及早加以控制 。

(一)自我暴露少 。所谓自我暴露就是“我”向他

人传递属于“我”个人的信息 ,包括表达亲密情感 ,私

人愿望 ,个人经历 ,思想观念 ,人生观察 ,以及生活目

标等。自我暴露能够加强关系的亲密程度 ,对关系

的深化起着重要影响 , 美国行为学家 Larry L.

Barker认为:“向他人吐露心曲和获取他人的秘密 ,

是最有效的人际传播工具之一”[ 3] (p.255)通常 ,在良

好的关系中 ,自我暴露的回报率也是较高的 ,找一个

关系密切的人“暴露自我” ,有助于我们减轻由于某

些事件带来的痛苦感 、孤独感 、犯罪感 、失败感 、被拒

绝后的焦虑感 ,有助于我们缓解因失望 、愤怒和悲伤

带来的压力。当隐性冲突产生以后 ,这种曾经有过

的相互信任的自我暴露逐渐减少 ,以致趋于停止。

这是可以感觉到的 。这时 ,隐性冲突已经产生 ,只是

交际的另一方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

(二)语言数量少。言语行为是社会心理活动的

产物 ,人的言语源于群体心理 ,是深层的 、隐性的 ,所

谓言为心声 ,这种心意一旦用语言形式表达出来 ,言

语心理就表现为言语行为 。社会生活的任何变化 ,

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 ,都会或多或少的在语言中有

所反映 ,所以语言成为社会生活中人们赖以进行交

际活动的最重要手段。在人际交往过程中 ,语言数

量的多少可以成为我们判别人际关系好坏的一个重

要指标。在人际交往成功期 ,交际双方语言数量多 ,

交际双方都会对对方的语言产生共鸣 ,从而产生“听

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相见恨晚” 、“一件如故”的

积极情感 。交际双方还能够从语言的交流中经常地

分享抱负 、梦想 、兴趣 、计划 、知识 、经历等。当隐性

冲突产生以后 ,交际双方对新的话题是否会引起新

的冲突没有把握 ,就产生防范心理 ,言不由衷 ,产生

话不投机半句多的消极情感 。

(三)体态表达明。英国行历史学家和美学家柯

林伍德认为“每一种语言或语言体系 ,都是起源于全

身姿势的原始语言的一个分支 ,在这种原始语言中 ,

身体各部分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固定的姿态 ,都

具有发音器官的动作在口头语言中所具有的同样的

意义” 。
[ 7]
可见 ,非语言交流在人际沟通中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 ,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德列耶娃将非语

言交际分成四类:动觉符号 ,包括点头 、皱眉 、微笑 、

手势语言等;副语言 ,包括咳嗽 、语气 、语调等;空间

接近 ,包括交际双方的位置 、方向和距离等;视觉交

往 ,包括凝视 、斜视 、扫视等动作。在人际沟通中 ,一

旦产生了隐性冲突 ,冲突者的情感必将通过非语言

符号不自觉的加以表现 ,第一 ,肢体语言少 ,如表情

单一而冷漠 ,点头和摇头的动作几乎没有。第二 ,拒

绝性动作增多 ,如双臂交叉报在胸前 、听话时心不在

焉 、目光并不注视交际对象等 。第三 ,交际时空间距

离加大 ,表达着心理距离的增大的内涵 。

(四)交际时间减少 。在没有其他原因介入的情

况下 ,交际时间减少 ,也是隐性冲突已经产生的明显

征兆 。

三 、隐性冲突的控制

人际沟通是个体自我调节的前提 ,个体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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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外部环境的调节来调整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这

种调节是以个体主动吸收外部环境中的信息并进行

加工而成的。

(一)把握共同心理预期。共性预期实际上是人

们共同的心理需要 ,需要本身就是一种不足之感 ,求

足之愿 ,临危之感 ,解人之愿 ,需要是人行为的根源 ,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需要生存 ,需要安全 ,需要阅

纳 ,需要尊重 ,需要爱与被爱 ,需要归属和依赖 ,需要

自身价值的实现 ,悲伤忧愁需要排解 ,高兴激动需要

分享 。人生由如球赛 ,需要有人喝彩。

(二)把握个性心理预期。个性需要是表现在某

一类个体身上相对稳定 、普遍的基本的需要:(1)性

别预期 ,女性与男性的心理预期各不相同 ,女性有温

柔 、贤淑 、漂亮 、保护的预期 ,男性有豪爽大度 、成功

刚强的预期;(2)年龄预期 ,人们都有怕老怕丑的心

理 ,梁实秋先生有“逢人减寿”就是切合预期之语;

(3)地域预期 ,不同地域的人性格有所不同 ,北方人

有直率的预期 ,南方人有委婉的预期 。(4)职业预

期 ,人们都对自己的职业有赞赏的预期 。(5)性格预

期 ,性格内向的人有含蓄的预期 ,性格外向的人有爽

直的预期。在交际中是否达到对方的预期 ,是衡量

隐性冲突的关键因素 。

(三)增强行为建构能力。人际沟通是运用语言

和行为共建和共享其意义的过程 ,它充满了大量的

语词和非语词的交流互动 ,这就要求双方必须具备

使用相同或相近的符号表达和思维系统 ,具备理解

对方使用的符号系统的能力 。从文化传统 、民族心

理 、个性特征 、共性 、个性需求方面 ,对交际对象建立

一个认知系统 ,人们可以通过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

社会教育等方式去完成这个系统 。

现代社会 ,人们总是因为利益 、权利 、资源方面

的竞争 ,备感灵魂的孤独与张惶 ,唯有相互沟通 、相

互理解 ,才能够让人们走进和谐与合作的精神屋宇 ,

冲突有如黑暗 ,它让人不得不站在黑暗中 ,显得渺

小 、恐惧 、无助 。沟通对于人类来说 ,是一种有效的

救助手段 ,是人类找寻的“福音” ,有如圣经所言“寻

找 ,就寻见。扣门的 ,就给他开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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