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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符号号互互动动论论视视角角下下的的微微信信朋朋友友圈圈  
李其美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1100） 
 

摘  要：微信，一款即时通讯手机应用程序，凭借其免费、便捷、功能齐全的优势吸引了庞大的用户群。微信的高歌猛进对

个人人际交往乃至社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款即时通讯软件，自然是吸引了传播学界学者的强烈关注，对于微信的传播机

制，微信营销等的研究成果累累。朋友圈虽只是微信中的一个插件，但它引发的“朋友圈控”和“点赞之交”的社会现象近来也吸引

了大批学者的目光。人们在朋友圈中“晒出”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晒”，“点赞”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本文选择从传播学经典理

论符号互动论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洞察人们这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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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信研究缘起 

微信（英文名：wechat）是腾讯公司推出的一个为智能

终端提供即时通讯服务的免费应用程序，微信支持跨通信运

营商、跨操作系统平台通过网络快速发送免费（需消耗少量

网络流量）语音短信、视频、图片和文字。2011 年出现到现

在不过三年的时间，朋友圈插件出现的时间更短，2012 年上

线后，迄今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目前国内关于微信朋友圈

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已经比较可观。笔者在中国知网中以“微信

朋友圈”为关键词检索到 3720 篇有效结果（截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覆盖了新闻传播学，金融，计算机软件，信息经济

等多个行业。从数量上，新闻传播学最多，主要考察微信朋

友圈传播机制，使用与满足以及针对朋友圈谣言泛滥提出的

问题。学者聂磊，傅翠晓，程丹在《微信朋友圈：社会网络

视角下的虚拟社区》中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延伸了微信朋

友圈的概念，认为微信朋友圈作为基于社会网络的虚拟社区，

呈现出强连带与弱连带的有机结合，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 
在《微信朋友圈“点赞”文化与网络情绪传播》中学者魏

宝涛和王爽认为微信朋友圈“点赞”文化可以说是从社会互动

层面追求和凸显自身存在方式的某种路径，也是确保用户与

他人进行平等互动的基础条件与游戏规则，传递出较为强烈

的情绪性表达立场。微信朋友圈的媒介使用与微信用户自身

的情绪相关联,并且情绪成为驱动朋友圈特定行为的根本动

因，它广泛地存在于微信朋友圈内信息传递与人际互动的过

程之中。 
在《微信朋友圈——亲密关系的表演舞台》中，作者提

出，如果把朋友圈视作一个巨大的“虚拟剧场”的话，每个人

都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精心表演，目的是为了建构在好友圈朋

友中的理想形象。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解释了人们是如何

在朋友圈中建构“公共形象”的。 
由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微信朋友圈的研究

比较集中于从人际交往和朋友圈中的自我身份塑造等方面入

手，鲜有从符号互动的角度探讨微信朋友圈的文章或研究，

本文找到这一缺口，从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的角度解剖微信

朋友圈。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下理论基础之上：人作为高级动物，

在生理性冲动与反应性理智间的互动中形成了心灵。人们通

过冲动和理智的内在协调决定采取什么样的“姿态”，在与他

人的互动中通过表意的姿态引起他人的反应。这种“姿态”的
意义并不是先天就具备的，当我们是婴儿时，我们的姿态只

是无意识无意义的动作，通过后天的学习和观察以及与他人

的互动后，我们对同一姿态的理解渐渐同一。心灵就是在我

们学会用符号去表达和行动的时候开始成形。米德还认为，

人能够像对待客体一样用符号标示自己[1]。自我本质上说是

一种社会结构，是从社会经验中产生的。当一个自我产生之

后，就为自己带来了各种社会经验。自我实际是“主我”和“客
我”的统一。前者是个人的主体意识，后者是从周围观察到的

他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自我决定了我们之后

的行为以及不断控制事物的进程。同时我们还会根据对象的

不同区分出各种不同的自我。人们通过互动和沟通形成了社

会。社会并不是如同自然界那般客观存在，而是在个体的互

动中建立起来的。人们通过交流建立起了组织和模式。人们

通过自我的指导调整自己的行为，与他们理解，交流和合作，

维护社会的稳定运行。 
微信在短短几年间飞跃成为亚洲下载量最大的手机即时

通信软件，充分说明了微信在这个互联网时代里程碑的地位。

用户使用微信朋友圈的热情一直劲头不减，每天无数人在上

面分享自己的生活，评论点赞别人的内容，甚至出现了“朋友

圈依赖症”这种社会病，这种狂热浪潮下是什么机制在推动

着，笔者希望本研究能够在米德符号互动论的框架之下对此

做出解释和分析。 

二、“姿态”——表达自我的媒介 

用户为什么会发朋友圈？发送这些内容的意义在于什

么？符号互动论的三个前提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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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行为是建立在他们给事物赋予的意义的基础上；这些

意义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形成的；这些意义会被用来解释面

对的事物，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被使用和转化。发朋友圈作为

一种姿态，它被人们赋予了不同的意义。下文列出几种可能，

我们来分别进行讨论。 
米德认为姿态是表达情绪的工具。正如狗摇尾巴代表高

兴一般，我们也会通过姿态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在朋友圈中

发自拍图片，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我们的表情这一姿态来向朋

友传达我们的情绪。这也是微博自拍泛滥的背后原因之一。

相比于文字的模糊性，图片可以原样传达自己的表情姿态，

通过发“哭”、“笑”、“生气”等表情的自拍传达自己的情绪。对

于他人而言，在看到这类图片时便会采取对应的行动，或祝

贺或安慰，反过来自己也会被他们的反应而刺激进行下一步

的反应，由此打通了互动的链条。人们在朋友圈中分享自己

的平日生活也是在进行一种示例。比如吃了什么很好吃，买

了什么牌子的衣服很好看，去了什么地方觉得很好玩，不仅

是一种客观表达，同时也是在向他们推荐，即示例。我们通

过图文并茂的内容传达了富有意义的姿态，来达到更好的效

果。有意义的姿态作为一种符号，它还是人们进行自我身份

塑造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在朋友圈中发送自己的兴趣爱好，

设置自己的头像，签名，来塑造和强化我们的身份。电影爱

好者会通过分享影评或是设置电影明星为头像明确他“影迷”
这一身份。教师会通过分享教学照片或是文字来强化他的这

个身份。点“赞”也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的意义在于能够像

他们传达对于他们所发消息的兴趣和喜爱，或是对发送人的

喜爱或兴趣。在所有的姿态中，声音这一姿态并不能在朋友

圈中被使用。有声符号作为表意符号中最重要的内容，它的

优势在于有声的符号不仅可以引起他人的反应，我们在说话

的同时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样直接双向的交流才更容易引发

双方的进一步交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微信朋友圈作为一

个以强联系为主，弱联系为辅的社交平台，这一功能的缺失

是一个遗憾，这也应该成为朋友圈将来升级改进的内容。 

三、自我——内容的把关人 

米德指出，自我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从社

会经验中产生的。当一个自我产生以后， 它就从某种意义上

为它自己提供了它的各种社会经验。“主我”和“客我”的互动

构成了“自我”。“主我”具有冲动性，自发性和创造性，“客我”
具有约束性和控制性。我们从幼时就具有角色扮演的能力，

随着社会经验的不断增加，我们的社会性不断提高，成为泛

化的他人。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任“主我”信马由缰，而是不断

提高了“客我”的控制能力以适应社会的共同规则，传达有意

义的言语。我们所说的有意味的言语指的是，这种行动是一

种个体本人的行动，我们通过反思性智力计划活动。这种思

维过程是一种姿态，它的完成隐含着对一个人打算向观众讲

述的东西的表达方式和途径。一个人把他正在对其他人说的

话的意味与他实际的言语区分开来，而且在说出这种意味之

前把它准备好。 
那是什么决定了我们发送朋友圈的内容？ 
在这里起到把关作用的就是客我。微信作为基于强联系

的社交平台，它的实名性和以熟人圈子为主的特点决定了人

们在朋友圈中要受到比微博更强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自我的社会方面的客我就会起到把握方向的作用，使发

送的内容符合社会规则。 
同时客我作为社会我，会不断评估他人对自己所表现的

姿态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为。比如每次在朋友圈中发送养

生的内容获得的点赞数更多或获得的评论更多而发自拍没有

获得任何反馈的时候，自我就会调节自己发送的内容，以期

获得下一次的成功互动。 
自我作为内容发送的把关人，在评论中也使用，当我们

对某一好友的内容进行评论，客我会通过观察他们的反馈来

调整态度，产生最终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评论他人后未获

得反馈，可能下一次就会不再评论或是换一种方式评论。 
我们还可能针对不同的人区分出不同的自我。与这个人

交流音乐，与那个人交流电影，与第三个人交流政治。社会

我通过对社会的观察调整自己的行为。朋友圈中的“分组可

见”这一功能实质上也契合了这一理论。客我通过收集反馈来

调整合适的姿势和话题，来取得更有效率的沟通。 
在这一章节中我们所讨论的自我的把关偏重与探讨客我

维护人际交流顺利进行，维护朋友圈这一网络社区有序运行

的作用。 

四、社会——从线上圈到线下圈 

社会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之间产生的，代表着个体间有组

织的、模式化的互动[2]。人们通过角色扮演协调行动，通过

评估他人的观点来评价改正自己。这在虚拟社区也同样适用。 
微信朋友圈把熟人圈从线下转移到了线上。网络造成情

境的分离和融合也改变了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不同社会地位

的成员之间的交流方式。由于在微信朋友圈的平等性和有限

的符号选择，人们的社会地位在朋友圈中被淡化，扁平式的

交流打通了社会各个层级的联系，上传下达更快捷高效，更

有利于社会稳定。 
对于社会身份的淡化，使人们更容易出于本能的冲动去

反思，理解他人。站在他人角度，进行评论和交流。交流作

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微信朋友圈对于社会沟通交流起到的积

极作用会提高社会沟通效率，增强不同阶级之间的沟通，维

护社会稳定。 

五、结 语 

本文从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中的“心灵”、“自我”与“社会”
三个关键的观念入手，分析了目前朋友圈中行为背后的动机

和理论原因。人们发朋友圈实际是通过选择的符号来达到传

达情绪等目的，而发送的内容也不是随机的，而是自我根据

观察和学习进行把关之后的结果，人们在朋友圈中的互动也

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自我也会在互动的过程中调整交流

方式等。学界从符号互动论角度对朋友圈的研究尚无，笔者

在此只做出了理论式的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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