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2, 12(5), 1892-1899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5225   

文章引用: 赵镜, 葛梦璐, 赵晓茹, 李钦, 赵广平(2022). 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人际社会网络的结构比较. 心理学进展, 
12(5), 1892-1899. DOI: 10.12677/ap.2022.125225 

 
 

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人际社会网络的结构比较 

赵  镜，葛梦璐，赵晓茹，李  钦，赵广平* 

闽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福建 漳州 
 
收稿日期：2022年4月29日；录用日期：2022年5月24日；发布日期：2022年5月31日 

 
 

 
摘  要 

就现实社会而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产生不同人际社会网络结构，中西方文化差异一直是文化对比研究

的重点。经典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原型再现，为分析人际社会网络的文化同构性提供了概化数

据。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为研究中西方人际社会网络结构的不同奠定了基础。本研

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和美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人际社会网络进行比较。结果发现，美国经

典文学作品中的社会关系网络为团体格局，而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为差序格局。表明中西在文化上有差

异得到了人际社会结构网络的证据，为今后中西方文化对比研究提供了心理学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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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ar as the real society is concerned,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produce different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s, and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cultural comparison research. Classical literary works are the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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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s archetypal representations of real society, providing generalized data for analyzing the 
cultural isomorphism of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The differential order pattern and group 
pattern proposed by Mr. Fei Xiaotong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different struc-
tures of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in the West. This study use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
thods to compare interpersonal social networks in classic Chinese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network in the classic Works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group pattern, while the classic Work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re the pattern of the difference or-
der.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been evidenced by the interper-
sonal social structure network, which provides a psychological basis for the futur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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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的独特之处不在于社会，而在于文化(怀特，1998)。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孕育着民族的生命

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吴巍巍，郑雨竹，2022)。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个体进行认知加工时，大脑中含

有两类知识：一类是有意识的、可以明确表达的外显言语知识，帮助人们有意识交流与理解；另一类是

无意识的、难以明确表达的内隐结构性知识。当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彼此相遇或者面对同一事物时，由于

双方头脑中的两类知识存在某种意义上的一致性，人们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不知其因却一见如故的契

合感(Brown, 2003)，这就是人际间的心灵契合现象。因此，心灵契合感觉的产生依赖于交流双方记忆系

统中经验知识的结构一致性或同构性(Reed et al., 1990)，这使人们在认知情感、态度信念、价值规范、语

言符号与行为方式等文化心理层面上体验到一种共情同理、协调一致或同频共振的和谐状态(许莹莹，陈

建伟，2019)。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可能会孕育不同的认知加工方式，具体的不同影响有待研究。 

2. 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 

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Aronson, 1933)。人天然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沟通、相

互协作，人不能作为个体单独存在。Robin Dunbar 提出的“社会大脑假说”表明，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

现实需求推动了人类大型大脑的进化。在这样的群体中，人们需要不断地审视其他人，并预测他们未来

的行动被认为对人脑发育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群体规模，而不是社会学习或一般智力

(Dunbar, 1998; Dunbar & Shultz, 2007)。重要的是，社会性是一种群体属性，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个性特

征。从早期文明开始，从每个人身上衍生出来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社会结构的基

础(Alletto et al., 2014)。因此，个体准确感知社会关系对于预测未来的行为和在社会环境中采取适当的行

动是至关重要的。即个体必须在社会网络中习得社会关系：如谁是敌人或谁是朋友，谁是领导或谁是下

属(Thomsen & Carey, 2013)。 
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中沟通交流，形成复杂的人际社会网络。由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在对

社会信息进行加工时，往往基于日常生活中与环境交互所获得的经验，采用图式对复杂的人际社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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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结构化简缩，形成记忆的认知结构，在大脑中以社会结构图式形式存储(Brashears, 2013)。Nisbett 发
现，中西文化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世界观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也表现出更深层次的形而上学系统和认识

论差异，甚至对认识世界的认知加工方式也存在差异(Nisbett, 2004)。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中生活的个

体对社会信息的加工可能存在加工方式方面的不同。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个体可能通过不同的

文化规定性信息建构了不同结构特征的社会类型(Ridgeway, 2006)。 
费孝通先生最早使用社区调查和类型比较的方法，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概括中国传统社会

的结构特征(翟学伟，2009)。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中国乡土性的基层社会里, 社会关系是按着亲疏远近的

差序原则来建构的“差序格局”,他把中国传统社会看作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为基础，按亲疏远近形成

同心圆圈层，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发生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被圈子的波纹

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差序格局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中具有伸缩性。而西方社会更像一捆捆扎的清楚

不乱的柴，每一捆就是一个团体，团体之间有清楚的界限，谁是团体内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一目了

然，称为“团体格局”(费孝通，1985)。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现实社会结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

的概念一经提出，就成为了分析中西社会结构和社会交往关系的有力工具。 

3. 文学作品中的人际社会网络分析 

文学作品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是现实社会的原型再现。亚里士多德认为，戏剧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真

实。所谓言为心声，一部广为认可的文学作品既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认知方式，也反映了

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经过文学家高度浓缩的个人体验和读者二次体验形成的戏剧或文学小说，

可能为现实社会提供较为概括和结构相对完整的社会原型(Stiller et al., 2003)。有关研究也表明，文学家

和读者所感知到的主观社会网络和客观社会网络之间存在较大一致性(Krackhardt & Kilduff, 1999; Janicik 
& Larrick, 2005)。一部完整的现实主义经典文学作品是当时社会的高度概化原型，其中涵盖了一个完整

现实社会所涉及的各类典型人物和典型社会交往形式，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网络分析数据的代表性。 
随着计算机大数据技术的日渐成熟，海量社会互动数据的自动化分析成为可能(Wellman, 2008; 

Borgatti et al., 2009; Burt, 2013)。很多研究针对文本、电影、文学、音乐作品等信息形式进行社会网络分

析，发展出很多可操作的具体方法(Michel et al., 2011; Park et al., 2012; Park et al., 2013; Park et al., 2015; 
Schich et al., 2014)。例如，Grayson 等运用人物共同出现频率的方法，分析了奥斯汀和狄更斯的作品，直

观地描绘了《雾都孤儿》等 5 部作品的整体社会网络(Grayson et al., 2016)。Park 等运用人物出现的先后

顺序，描绘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的整体社会网络(Min & Park, 2016)。林峰等对《红楼梦》前八十回

和后四十回中人物的社会网络进行提取(林峰等，2018)。大量研究结果支持了文学社会网络与现实社会网

络之间的一致性。比如，James 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发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社会网络与现实社会网络

在很多特征上(比如小世界理论)是基本一致的(Stiller, Nettle, & Dunbar, 2003)。Elson 等分析了 19 世纪英

国经典小说中的人物间对话，发现对话互动形成的社会网络相对准确地呈现了真实社会的特点(Elson, 
Dames, & McKeown, 2010)。李卓林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对《红楼梦》中的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分析，

表明其社会关系结构和现实世界较为相似(李卓宇等，2021)。姚睿琦等分析了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和

《神雕侠侣》，结果表明人物关系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姚睿琦等，2021)。 
相对而言，国外对于文学文本的分析更加细致，探索和发展了很多优秀的研究方法，国内还在积极

探索中，但纵观目前已有的文学文本分析文章，鲜少有学者探究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的问题(潘欣源，

2015；安静，2016)。有学者认为，差序格局并不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翟学伟的回答是：一旦将差序格局

与团体格局的特征进行比较，西方人就会承认他们还是更能接受后者(翟学伟，2009)。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心理学与文化——以文学作品为载体出发，探讨在比较的意义上，中西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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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存在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差别。 

4. 研究方法 

4.1. 研究对象 

选取中国和美国各一部经典文学作品(见表 1)。对于译本不做特别选择，主要考虑到翻译风格并不影

响社会网络分析所需的人物互动频次数据。尽可能匹配中西方作品的类型、以及作品在本国的知名度等

方面的特征。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literary works 
表 1. 文学作品的基本信息 

作品类型 年份 名称 作者 人物(个) 字数(万) 

长篇小说 
1939 《京华烟云》 林语堂著、张振玉译 119 49 
1936 《飘》 米切尔著、戴侃等译 122 80 

4.2. 研究程序 

首先，形成正式分析文本。收集两部文学作品，由某校 6 名文学院本科生和 6 名心理学本科生对电

子版进行人工校对，再由 6 名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和 2 名博士生二次审阅和校对。 
其次，编码社会互动信息。由 3 名硕士研究生采用相同编码规则，各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具

体规则为：对文本中有明确“发出者”和明确“接收者”的行为互动或心理互动信息进行编码，并以每

种互动涉及的全部字数作为互动权重依据，即作者在这一互动上的着墨多少作为互动权重的参考值。共

编码两种方式的社会互动：其一，外显对话。比如“A 对 B 说”、“A 慌忙起身对 B 道”、“A 想了好

久，忽听到 B 说”等情况编码为对话行为；其二，外显动作。比如，“A 忙拉 B 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

下”、“A 同 B 结婚了”等情况编码为外显动作。所有编码都首先用 EXCEL 软件整理，格式为“发出

者 A；接收者 B；字数权重”；然后，数据查错。在 EXCEL 软件中生成 100 个随机数，再把随机对应的

编码与原文对照。由 2 名心理学博士生进行背对背审阅，若发现作品中有 5%的错误，便重新分析。 
最后，进行社会网络分析。运用 Pajek64 5.02 软件分析两部文学作品的整体社会网络和自我中心社

会网络的结构特点。 

4.3. 研究工具 

数据收录软件 EXCEL2010、统计分析软件 IBM SPSS Statistics 23.0、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Pajek64 5.02
等。 

5. 研究结果 

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 Pajek64 5.02 下的加权中心度(Weighted Degree)命令估计节点距离，再使用

Kamada-Kawai 下的 Free 布局指令，对各节点进行自由布局处理；最后使用 Fruchterman Reingold 下的 2D
布局指令，绘制二维布局图，未做任何手工调整，结果如下。 

5.1. 整体社会网络 

从图 1 可知，《京华烟云》的圈层结构虽不典型，但整体以主角姚木兰和曾荪亚为中心，第一圈内

包括主角木兰，荪亚，丽华和经亚，都是与主角木兰互动较密切的人。第二圈内包括两人各自的原生家

庭—姚家和曾家及各关联成员的两个相对独立的团体，都围绕着主角姚木兰，分居两侧。第三圈内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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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与主角关系更弱的一些人物，但也都是围绕着主角所在的第一圈展开。从图中的结构特点可以看到，

《京华烟云》整个故事中心是主角木兰和荪亚，其他人物都是围绕着这一个中心向外发散的。就像是石

头丢在水里的水花一样，向外推出去，越近的受到的波及就越大，越远受到的影响就越小，十分符合中

国人社会的关系本位的概念(宣晓伟，2015)。 
 

 
Figure 1. Map of the overall social network of Moment in Peking 
图 1. 《京华烟云》整体社会网络图 

 

 
Figure 2. The overall social network diagram of Gone with the Wind 
图 2. 《飘》整体社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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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中可以看到《飘》的整体社会网络中圈层结构特点不明显，本质上可以分成相对独立的两个

团体：思嘉团体和瑞德团体。思嘉团体中主要包含思嘉和艾希礼，瑞德团队中主要包含媚兰和瑞德。从

内容形式上可以看出整部作品的人物并不是按照一个主角中心向外发散的，而是由两个团体来构成。而

整个故事也是围绕思嘉和瑞德、媚兰和艾希礼的情感纠纷展开的。 

5.2. 自我中心网络 

 
Figure 3. Yao Mulan and Scarlett’s self-centered network 
图 3. 姚木兰和思嘉的自我中心网络 
 

从图 3 可以看到，姚木兰的自我中心网络呈现圈层特点，也是以曾家和姚家两个家族形成小团体，

围绕着木兰一个中向外发散。思嘉的网络也有亲疏远近之分，但圈层结构并不明显，思嘉和瑞德的两个

相对独立的团队仍然出现在思嘉的自我网络中心里，也反映出团体格局里的人物是相对独立的存在，彼

此平等。 

6. 结论与展望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中国和美国 2 部文学作品的整体社会网络和自我中心社会网络进行研

究。结果发现，中国的文学作品社会网络结构呈差序格局，而美国作品呈团体格局，这与费孝通先生的

论断一致。差序格局可能为传统中国社会所独有，是一种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社会网络结构受到文化

的影响(Gallelli, 2016)，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互动方式不同，形成的社会网络结构也有所差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中西方网络中都存在团体形式的集群现象，但两者的集群标准和外部形态

却很不同。中国的集群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各个人物围绕其中心人物，密切联系，形成相对封闭

的小圈子。各个小圈子又围绕一个较大中心，互相勾连，形成相对封闭的大圈子。各个人物和小圈子又

按照差序原则，井然有序地排布在相对固定的位置上。而在美国作品的网络中，集群则以“立场或价值

取向”为标准构建，家庭成员散落在不同的集群中，而且其小集群之间的联系比较稀疏，相对独立，无

法形成圈子，整体呈现团体格局。该结论表明，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并非对立的范畴，只是集群标准不

同而导致不同的形态差异而已。 
限于篇幅，本文仅分析了中国和美国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学作品各一部。虽然研究结果支持了费孝

通先生关于中西社会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著名论断，但每一部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作者所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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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社会形态或结构的影响，如需得到更加确切的结论，还需要对年代跨度较大的不同时代的系列作品

进行中西纵横比较，才能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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