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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情绪暘暘暘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新视角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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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共享情绪是指社会公众在遭遇和应对公共事件时棳所产生的同质性的情绪状态棳这种状态及其转

换的加工过程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暎情绪感染的循环增效暍人际情绪分享的相互参照以及协同性对话的意义

创造和转换过程是共享情绪形成的人际互动机制暎理解共享情绪的形成和变化棳有助于提高公共事务管理的成

效棳引导和调控群体行为棳转换共享情绪的群体记忆暎
关键词暋共享情绪棳公共事务管理棳情绪循环棳情绪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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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的加速棳公共突发事件成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以及

和谐社会建设中棳各级行政结构和社会团体关注的

重要内容暎这是因为突发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棳带
来的破坏是多维度的棳其中既包括生命损伤和财产

损伤棳也包括多种层面的社会损伤棳比如突发事件

带来的悲伤暍气愤暍恐慌等情绪椲棻椵暎因此棳采取有效

的措施棳 大化地缓解突发公共事件的损害棳成为

考验和检测政府应急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暎
从社会组织的结构和制度层面管理公共突发

事件棳对事件发生后的事态控制暍事件消极影响的

消化和社会秩序的恢复非常有效棳能够从指标数量

上破坏突发事件的能量积聚棳阻抑危机的进一步扩

展暎然而棳这毕竟只是一种治标性治理棳是紧急状

态下的暟速冻暠措施棳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突发事件

和恶性社会资本的长久影响棳更不敢保证类似或相

关的突发事件不再发生暎否则棳在美国严密的防控

体系下棳恐怖事件为何依然如影随形地跟着美国

人椏 正如多米尼克暏莫伊西棬棽棸棻棸棭椲棽椵所强调棳美国

和欧洲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棳他们害怕其他国家的

崛起棳他们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棳对
未来失去控制的感受棳是他们恐惧的共同根源暎
棻暋共享情绪的概念

斄旙旇旊斸旑斸旙旟棬棽棸棻棽棭指出存在着五个层次的情

绪现象椇个体内部的情绪暍个体间的情绪暍人际互动

中的情绪暍群体情绪和组织情绪椲棾椵暎群体情绪与个

体情绪不同棳但受到个体层面情绪的影响棳斢旐旈旚旇灢
斕旓旜旈旑等棬棽棸棻棸棭指出棳群体层面的情绪不同于个体

的情绪棳它是群体内部得以分享的情绪棳是建立在

群体认同感基础上的情绪棳是群体内部与群体之间

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动机椲棿椵暎从这种定义方式来

看棳群体情绪的概念描述了处于不同组织结构上的

情绪暎但是棳人们在共同遭遇到某种重大的社会公

共事件时棳可以体验到某些相似的情绪棳这些相似

的情绪体验具有定义群体边界的功能暎随着对社

会现象的情绪特征的研究深入棳有研究者开始使用

暟共享情绪暠棬旙旇斸旘斿斾斿旐旓旚旈旓旑旙棭的概念来描述社会

公众情绪的协同和共变棳以及由这种变化导致的其

他社会力量的改变暎如斢斸旍旐斿旍斸棬棽棸棻棽棭椲椵从共同利

益关注的角度讨论了共享情绪的概念暎认为共享

情绪是人们同步体验到的同样类型的情绪棳并且感

受到该情绪的共同要素棳比如棳对情境的评价棳生理

变化棳面部表情等暎
共享情绪与群体情绪棬旂旘旓旛旔灢斺斸旙斿斾斿旐旓旚旈旓旑棭

的区别和联系棳群体情绪是指群体成员共同体验到

的情绪棳受到群体的组织暍规范暍价值观念等群体要

素的影响暎共享情绪是公众由于遭遇某种社会突

发事件时共同的感受棳这种共同感受具有组织力

量棳促使心理上有共同感受的公众形成非正式的群

体椈并且如果共享情绪消失棳该群体也将迅速地消

失暎因此棳使用共享情绪这个概念棳更多地侧重于

遭遇突发事件的公众如何因为共同的情绪反应棳构
造了某种特殊的群体棳以及该群体在这些共享情绪

的引导下棳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殊行为等内容暎共享

情绪这个概念强调由公共事件诱发的个体水平的

情绪由于同步化的加工过程棳形成群体水平情绪的

动态过程暎
棽暋共享情绪的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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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灡棻暋情绪感染的循环效应

情绪感染从广义上可以界定为观察者的情绪

体验与观察对象的情绪体验在潜意识层面上趋于

一致的过程椲椂椵暎一些学者提出了群体情绪感染的

循环效应解释群体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群体

情绪增强棳即输出者的情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暍语
言暍动作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棳并被接受者所感知棳
接受者也会对输出者的情绪做出回应棳从而在双方

之间产生交互作用椲椃椵暎此时的情绪感染不仅通过

直接的交互作用实现棳而且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完

成对周边人的交互影响棳即那些注意到情绪输出者

的第三方暎由此棳情绪输出者与群体成员间形成交

互作用的暟情绪循环暠椲椄椵暎情绪循环过程使得群体

内某一成员的正面或负面情绪感染到群体内其他

成员棳并在成员间形成多次情绪的反复加强棳推动

群体中的成员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和社会认知暎
棽灡棽暋人际情绪分享的相互参照效应

情绪感染是人际互动过程中情绪的内隐分享暍
潜意识层面的模仿导致的情绪整合过程暎除此之

外棳还存在大量的意识层面的情绪互动棳人际情绪

分享就是其中之一暎人际情绪分享是个体因遭遇

情绪事件棳在情绪压力之下产生的情绪沟通和人际

传播现象暎在这个过程中棳分享者采用在具体的人

际背景中可以沟通的符号体系棬包括表情暍姿势暍言
语等棭表现情绪棳同时还可能从分享对象的协同性

反应中获得情绪支持和人际收益椲椆椵暎在遭遇共同

的社会公共事件时棳人们通过社会情绪分享的过

程棳互为参照对象棳实现情绪社会比较棬斿旐旓旚旈旓旑斸旍
旙旓斻旈斸旍斻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棭暎斔斿旜旈旑敠 斈旓旑旑斸椲棻棸椵认为社会

比较的原因是因为其固有的不确定性棳不仅导致人

们好奇自己为什么这样感受棳而且导致人们不能够

确认自己感受的意义棳但无论是何种不确定性棳人
们都会寻找他人帮助自己解决这种不确定性暎比

如暟我所感受到的是合乎常规的吗椏 和棷或者这种

感受能够被改变吗椏暠第一个问题涉及心境的社会

合理性棳第二个问题涉及心境的延续性暎但是无论

人们是为了从他人那里寻找心境相关的信息棳还是

帮助自己理解心境棳或者管理自己的情绪棳这种寻

求都受到社会比较理论所界定的思考框架的指导暎
由于这种相互的参照效应棳将导致个体与分享对象

在情绪反应上表现出趋同性棳即持续地与某个对象

交互地进行情绪事件的社会分享棳双方对情绪事件

的评价暍归 因暍反 应 方 式 等 方 面 的 相 似 性 将 增

加椲棻棻椵暎
棽灡棾暋协同对话的意义塑造机制

共享情绪与个体情绪一样棳总是处于不断地变

化和转换的过程之中暎根据 斊旘斿斾旐斸旑椲棻棽椵的观点棳
情绪并不是某种已经存在需要表达的实体棳而更多

地形成于对话过程之中暎斊旘斿斾旐斸旑认为情绪是人

们共同的创造棳是公共的棳是与文化规则相联系的暎
协同性的人际情绪对话棳是创造共同情感体验的重

要方式棳这是因为当我们进行情绪谈话时棳为了使

这种过程能够进行下去棳就要卷入活动和意义协同

的过程之中暎在对话过程中棳我们的活动包括我们

所使用的词汇暍面部表情暍姿态暍声音表情暍身体动

作等暎在协同较好的情绪对话中棳对话双方的活动

和意义彼此充分地适合棳从而使双方都能够创造出

某种可以评价为满意的可能性椲棻棾椵暎通过协同性的

情绪对话棳使得群体成员在符号层面上体验和创造

情绪棳情绪的符号化过程填补了充分表达的情绪与

内在的情绪体验之间的间隙棳从而创造出属于群体

共享的情绪性意义叙事棳成为群体记忆椲棻棿椵暎如果

群体记忆是正向的棳将会增强体验这种共享情绪的

个体对宏观社会结构的认同椲棻 椵暎
棾暋共享情绪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价值

共享情绪从人际互动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公众

在遭遇到公共社会事件时共同情绪的形成和变化棳
为理解和调控社会公众的群体行为倾向和动机提

供了新的视角暎因此棳可以通过塑造和改变共享情

绪引导来调控群体行为棳这是因为当我们从一种情

绪状态转变为另外一种情绪时棳我们的情绪也改变

了我们棳改变了我们的自我概念以及意象椲棻椂椵暎
根据已有的实证研究棳可以推论棳共享情绪至

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社会作用暎第一棳社会共享情

绪具有目标导向和行为驱动功能暎引导群体行为

的具体目标棳并激励群体为实现该目标而努力棳为
社会行动提供重要的能量支持暎因此棳如果社会共

享情绪的性质和指向对象与社会发展的总方向暍总
目标相一致棳则可能促进社会发展椈但如果共享情

绪的性质和指向对象与社会发展的形势相背离棳则
可能导致社会混乱暍暴动甚至全面的社会变革暎例

如棳人们在集体水平上感受到的情感棳会激发人们

参与到改变宏观结构的集体活动之中棳如通过集体

行动反抗压迫棳甚至通过暴力暍犯罪暍性异常等其他

容易被社会关注的方式代偿椲棻椃椵暎
第二棳共享情绪能有效抑制和逆转危机暎群体

共享情绪有助于社会成员形成强烈的群体认同感棳
从而使得群体达成一致的认识和共同的追求棳增强

群体的凝聚力椲棻椄椵暎一旦突发事件或危机发生时棳
正面和积极的社会共享情绪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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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各个层次的民众行动起来棳从而动员和集中各种

社会积极力量棳消解危机棳把突发危险转化为社会

发展的机遇暎例如棳我国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中棳
形成的八方支援暍众志成城的信念棳极大地鼓舞了

我国人民棳增强了民族自信感和自豪感暎
第三棳共享情绪的转换和意义化加工过程棳可

以缓解和修复灾难化的创伤记忆暎例如棳美国在

椆棻棻事件后棳把恐惧情绪转换为人民强烈的爱国精

神棳增强了美国人民的国家认同感暎我国在汶川地

震后棳把灾难的伤痛转换为心灵家园重建的希望暎
正如格林伯格在情绪聚焦治疗方法中所主张的棳
暟个体创伤性情绪的解决之道不是直接处理这些非

适应性的情绪棳而是用新的适应性情绪转换旧的适

应不良情绪暠椲棻椆椵暎
第四棳情绪共享的人际联结是提升个体幸福感

的重要途径暎当下政府工作的着眼点之一棳就是提

升公众的幸福感暎研究表明棳幸福者的一个共同特

点是具有丰富的社交生活棳他们区别于一般人和不

幸福人的一个标志是愿意与他人分享生活棳而不是

一个人独处椲棽棸椵暎其他社会学相关实证研究也表

明棳人们在婚姻暍家庭暍社群暍宗教团体等人际关系

中所获得的幸福感会比独处所获得的幸福感多很

多暎伦敦大学的 斝旓旝斾旚旇斸旜斿斿依据英国家庭面板

调查数据棬斅旘旈旚旈旙旇斎旓旛旙斿旇旓旍斾斝斸旑斿旍斢旛旘旜斿旟棭棳通过

暟影子定价方法暠棬旙旇斸斾旓旝旔旘旈斻旈旑旂旐斿旚旇旓斾棭和社会

资本理论进行的研究发现棳由棬亲朋邻居棭良性社会

互动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价值棳在经济意义上可以折

算为一年椄棸棸棸英镑棬这个数字是家庭人均实际收

入椆椄棸棸英镑的椆倍多棭的产出椲棽棻椵暎
总之棳必须首先理解社会公共事件所诱发的共

享情绪棳之后才能对其采取行动棳引导和调控公众

行为棳取得较好的公共事务管理绩效棳使得公共事

件成为发展的新机遇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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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棸棻棽棳棻 棬棻棭椇棾棾灢棿椂棶
椲椂椵暋斨旈旉斸旟斸旍斸旊旙旇旐旈斨棳斅旇斸旚旚斸斻旇旘旟旟斸斢棶斉旐旓旚旈旓旑斸旍斻旓旑旚斸旂旈旓旑斸旑斾

旈旚旙 旘斿旍斿旜斸旑斻斿 旚旓 旈旑斾旈旜旈斾旛斸旍 斺斿旇斸旜旈旓旘 斸旑斾 旓旘旂斸旑旈旡斸旚旈旓旑斸旍
旔旘旓斻斿旙旙斿旙椇斸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旔斸旔斿旘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斅旛旙旈旑斿旙旙敠 斝旙旟灢
斻旇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棻棽棳棽椃棬棾棭椇棾椂棾灢棾椃棿棶

椲椃椵暋斄旘旈斿旍旟斈棶斣旇斿旍旓旑旂灢旚斿旘旐斿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旙旇旓旘旚灢旚斿旘旐斿旐旓旚旈旓旑旙椲斒椵棶
斎斸旘旜斸旘斾斅旛旙旈旑斿旙旙斠斿旜旈斿旝棳棽棸棻棸棳棾椄棬棻棭椇棽棾灢棿椂棶

椲椄椵暋斕旈旙旇旑斿旘斈斄棳斆旓旓旚斿旘斄斅棳斱斸旍斾斈斎棶斠斸旔旈斾斿旐旓旚旈旓旑斸旍斻旓旑旚斸旂旈旓旑
斸旑斾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旜斿斻旓旑旂旘旛斿旑斻斿旛旑斾斿旘旙旚旘旓旑旂旚斿旙旚斻旓旑斾旈旚旈旓旑旙椲斒椵棶
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斘旓旑旜斿旘斺斸旍斅斿旇斸旜旈旓旘棳棽棸棸椄棳棾棽椇棽棽 棴棽棾椆棶

椲椆椵暋斠旈旐湨斅棶斣旇斿旙旓斻旈斸旍旙旇斸旘旈旑旂旓旀斿旐旓旚旈旓旑斸旙斸旑旈旑旚斿旘旀斸斻斿斺斿旚旝斿斿旑
旈旑斾旈旜旈斾旛斸旍斸旑斾斻旓旍旍斿斻旚旈旜斿旔旘旓斻斿旙旙斿旙旈旑旚旇斿斻旓旑旙旚旘旛斻旚旈旓旑旓旀斿旐旓灢
旚旈旓旑斸旍斻旍旈旐斸旚斿旙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斢旓斻旈斸旍斏旙旙旛斿旙棳棽棸棸椃棳椂棾椇棾棸椃灢
棾棽棽棶

椲棻棸椵斖斻斏旑旚旟旘斿斔斿旜旈旑斝棳斉旈旙斿旑旙旚斸斾旚旓旑旑斸棶斢旓斻旈斸旍斻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斸旙斸
旙斿旍旀灢旘斿旂旛旍斸旚旓旘旟旐斿斸旙旛旘旈旑旂旙旚旈斻旊椲斒椵棶斢斿旍旀敠斏斾斿旑旚旈旚旟棳棽棸棻棻棳棻棸
棬棽棭椇棻棾椃灢棻棻棶

椲棻棻椵孙俊才棳卢家楣棶情绪社会分享与情绪趋同的关系椲斒椵棶心理

科学棳棽棸棸椆棳棾棽棬棿棭椇椄棿棾灢椄棿 棶
椲棻棽椵斊旘斿斾旐斸旑斍棶斣旘斸旑旙旀旓旘旐旈旑旂斿旐旓旚旈旓旑椇斻旓旑旜斿旘旙斸旚旈旓旑旙旈旑斻旓旛旑旙斿灢

旍旈旑旂斸旑斾旔旙旟斻旇旓旚旇斿旘斸旔旟椲斖椵棶斕旓旑斾旓旑椇斪旇旛旘旘斝旛斺旍旈旙旇斿旘旙棳
棽棸棸棿椇棻灢棻 棶

椲棻棾椵斅斸旍旓旂旛旑斒棳斅斸旘旚旛旑斿旊斒棶斦旑斻旓旜斿旘旈旑旂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旙斸旑斾旙旇斸旘斿斾斿灢
旐旓旚旈旓旑 斺斿旑斿斸旚旇 旙斿旑旈旓旘 旐斸旑斸旂斿旘旙 旘斿旙旈旙旚斸旑斻斿 旚旓 旙旚旘斸旚斿旂旈斻
斻旇斸旑旂斿椲斒椵棶斄斻斸斾斿旐旟旓旀斖斸旑斸旂斿旐斿旑旚斄旑旑旛斸旍斖斿斿旚旈旑旂斝旘旓灢
斻斿斿斾旈旑旂旙棳棽棸棻棸棳棻椇棻灢椂棶

椲棻棿椵斖斸旘斻旈斈棶斏旑旚斿旘斸斻旚旈旓旑旘旈旚旛斸旍旚旇斿旓旘旟斸旑斾旙旔旓旘旚旙旀斸旑旙椇斿旐旓旚旈旓旑棳
旙旟旐斺旓旍旙斸旑斾旙旓旍旈斾斸旘旈旚旟椲斒椵棶斢旓斻旈旓旍旓旂旟旓旀斢旔旓旘旚斒旓旛旘旑斸旍棳棽棸棻棽棳
棽椆棬棽棭椇棻椂椄灢棻椄 棶

椲棻 椵斆旇旘旈旙旚旈斸旑斨斢棶斣旇斿旙旓斻旈斸旍斻斸旍旈斺旘斸旚旈旓旑旓旀斿旐旓旚旈旓旑斿旞旔旘斿旙旙旈旓旑椇斸旑
斸旀旀斿斻旚旈旜斿斺斸旙旈旙旓旀旐旈斻旘旓灢旙旓斻旈斸旍旓旘斾斿旘椲斒椵棶斢旓斻旈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斣旇斿旓旘旟棳
棽棸棻棽棳棾棸棬棻棭椇棻灢棻棿棶

椲棻椂椵斠斸旟斈斍棳斖斸斻旊旈斿斈斖棳斠旈斾斾斿旍旍斠斒棳斿旚斸旍棶斝斿旘斻斿旈旜斿旘旘斿灢斻斸旚斿旂旓旘旈灢
旡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旙斿旍旀旈旙斸旜旈斸斺旍斿旐斿斸旑旙旓旀斻旇斸旑旂旈旑旂斿旐旓旚旈旓旑斸旍旘斿灢
斸斻旚旈旓旑旙旚旓旙旓斻旈斸旍旚斸旘旂斿旚旙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斉旞旔斿旘旈旐斿旑旚斸旍斢旓斻旈斸旍
斝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棸椄棳棿棿棬棿棭椇棻棽棻棸灢棻棽棻棾棶

椲棻椃椵斝斿旚斿旘旙斔棶斊旘旓旐旙旓斻旈斸旍旚斸旍旊旚旓旙旓斻旈斸旍斸斻旚旈旓旑椇旙旇斸旔旈旑旂旚旇斿旙旓斻旈斸旍
旚旘旈斸斾旝旈旚旇斿旐旓旚旈旓旑旙旇斸旘旈旑旂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斝斿旘旙旓旑斸旍旈旚旟敠斢旓灢
斻旈斸旍斝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棸椃棳椆棾棬棭椇椃椄棸灢椃椆椃棶

椲棻椄椵斢斿旂斿旘斸斆斠棳斢旐旈旚旇斉斠棳斔旈旑旈斸旙旇斱棳斿旚斸旍棶斔旑旓旝旈旑旂旇旓旝旚旇斿旟
旀斿斿旍椇旔斿旘斻斿旈旜旈旑旂斿旐旓旚旈旓旑旙旀斿旍旚斺旟旓旛旚旂旘旓旛旔旙椲斒椵棶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
斉旞旔斿旘旈旐斿旑旚斸旍斢旓斻旈斸旍斝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棸椄棳棿棿棬棿棭椇棻棽棸棻灢棻棽棸椂棶

椲棻椆椵斍旘斿斿旑斺斿旘旂斕斿旙旍旈斿斢棶斉旐旓旚旈旓旑灢旀旓斻旛旙斿斾旚旇斿旘斸旔旟椲斖椵棶斄旐斿旘旈斻斸旑
斝旙旟斻旇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斄旙旙旓斻旈斸旚旈旓旑棳斪斸旙旇旈旑旂旚旓旑斈斆棳棽棸棻棸椇椄椆棶

椲棽棸椵斣旇旓旐斸旙斎棶斝斸旘斿旑旚旇旓旓斾斸旑斾旇斸旔旔旈旑斿旙旙椇斸旘斿旜旈斿旝旓旀旀旓旍旊旚旇斿旓灢
旘旈斿旙旜斿旘旙旛旙斿旐旔旈旘旈斻斸旍斿旜旈斾斿旑斻斿椲斒椵棶斢旓斻旈斸旍斏旑斾旈斻斸旚旓旘旙斠斿旙斿斸旘斻旇棳
棽棸棻棽棳棻棸棬椄棭椇棽椆灢椂棿棶

椲棽棻椵斝旓旝斾旚旇斸旜斿斿斘棶斝旛旚旚旈旑旂斸旔旘旈斻斿旚斸旂旓旑旀旘旈斿旑斾旙棳旘斿旍斸旚旈旜斿旙棳斸旑斾
旑斿旈旂旇斺旓旘旙椇旛旙旈旑旂旙旛旘旜斿旟旙旓旀旍旈旀斿旙斸旚旈旙旀斸斻旚旈旓旑旚旓旜斸旍旛斿旙旓斻旈斸旍旘斿灢
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旙椲斒椵棶斊旓旘旚旇斻旓旐旈旑旂旈旑斆旇旛旍斸旍旓旑旂旊旓旘旑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斉灢
斻旓旑旓旐旈斻旙棳棽棸棸椃棳棻椄棬棻棭椇棻棽灢棽棻棶

棬收稿日期暋棽棸棻棽灢棸椆灢棸 棭

棾椃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