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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感染效应对于特定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某条单一的渠道，这

种影响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或者说多条渠道来实现。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了感

染效应对于行为动机、态度、语言以及行为方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就是感染

效应发挥其作用的主要渠道，通过对这些渠道或影响路径加以分析，我们便能

够对个体行为趋同或趋异的现象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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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其所写的《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对感染效应这一常见的社会心

理学现象进行了描述，这种描述使我们了解到感染效应是一种群体对于个体或

者不同的个体之间所经常产生的影响机制，感染可以通过语言来完成，也可以

通过暗示来实现。通过语言以及非语言的暗示，不同个体之间可以进行信息交流，

特定个体也可以对另外一个个体的思想或行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1］感染

效应对于特定个体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通过某条单一的渠道，这种影响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或者说多条渠道来实现，每一种方式或渠道都会借助于一定的中介

要素来发挥作用或施加影响，这种作用与影响最终会在另一个体的思维或行为

当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1  感染效应：对于行为动机所产生的影响

感染效应对于不同个体的行为动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当特定个体对

于其他个体的行为进行观察，或与其他人进行语言上的交流时，他的行为动机

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行为或语言所产生的影响。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接受这

种影响，主要取决于这些行为与语言与特定个体（受影响者）的已有知识结构

或认知方式的相关或相符合程度，如果这些语言与行为与受影响者的认知方式

或知识结构相符合，那么受影响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些语言或行为所产

生的影响，其行为动机就会受到这些语言与行为的一定程度的感染，如果受影

响者不愿意接受这些语言或行为，那么这些语言或行为依然会对受影响者产生

影响，其行为动机也依然会受到外部言语与行为的感染，只不过这种感染所产

生的影响可能会以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在个体的思维方式或行为方式当中产生。

在受到那些能够同其知识结构与认知方式相符合的言语与行为的影响时，

受影响者的行为动机可能会是对这种言语或行为加以促进，也有可能是对这种

言语或行为加以抑制。对这些外部言语或行为加以促进的动机很有可能会使受

影响者愿意去帮助那些对其产生影响的人，或者愿意去迎合或模仿对其产生影

响的人的行为或言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可以说受影响者的思想与行为受

到了其他个体的影响与感染，这种想要对外部言语与行为加以促进的动机越是

强烈，我们便可以认为其受到感染的程度越深，而当我们想要对外部言语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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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以抑制时，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受到这些言语与行为的感染，只不过是这

种感染的机制与前面的一种感染机制并不相同而已。前一种感染机制首先强调

外部言语与行为能够引起受感染者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只是一种单一的反应，

它往往要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情绪反应，当受影响者认为一些外部言语与行为

能够为理性所接受，但却令人感到并不愉快时，这种来自于外部的影响与刺激

很难引起受影响者充分的或积极主动的促进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那些受

影响者愿意接受某些外部言语或行为暗示，也不会对这些言语或行为怀有特别

积极的情绪反应，这种感染通常会引起一种在观念领域加以接受但却在行为当

中很难体现或体现的并不明显的状态。而另外一种情形则要理想的多，在这种

情形当中，受影响者不仅依靠理智接受了一些外部语言或行为刺激，而且对这

些外部刺激持有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或情绪反应，在这种状态下，受影响者会

更加愿意去接受并且促进一些行为，这也就使其促进动机变得更加强烈。

外部言语与行为显然能够对受影响者的促进动机产生促进与抑制两个方面

的作用，而这些来自外部的言语与行为还能够对受影响者的抑制动机产生重要

影响。当外部言语与行为完全无法被某一特定个体所接受时，该个体会在认知

领域对这些言语或行为加以抵制，这种抵制并不意味着将这些言语或行为的影

响会彻底消除，而只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将这些影响的残余压抑到无意识系统当

中，这种压抑之后的内容在以后的思维与行为当中必然会有所体现，这种体现

既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既有可能成为促进动机的一部分，也

有可能成为抑制动机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感染效应要以外部语言或行为作为媒介来对个体的行为动机产

生影响，个体所产生的行为动机既有可能是对于这些外部语言与行为加以促进

的，也有可能是对于这些外部语言与行为加以抑制的。外部语言与行为对于个

体行为动机加以影响的影响机制其实也就是感染效应对于个体行为动机所产生

影响的影响机制的一部分。外部言语与行为对于个体的行为动机加以影响的影

响机制可以做这样的简单表述：言语与行为首先通过听觉与视觉器官传导到大

脑的相应部位（颞叶皮层可能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区域，但大脑在加工与处

理这些外部信息刺激时并不是某个部分在单独运作，信息的处理总是一个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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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相互协调共同运作的过程，视觉信息总是先传达到后枕叶皮层，然后经

由后枕叶向其他区域传递，听觉信息首先经过颞叶皮层的处理，然后经由颞叶

皮层向大脑的其他区域传递，这种传递主要通过化学递质与神经递质进行传递），

当大脑的相应部位接收到这些信息刺激之后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不论是积极的

信息还是消极的信息，都会对大脑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其实也就是

我们所说的感染效应。由于缺乏相应的资料，我们很难对这一过程做更加详细

的生理学解释，但是一定的心理学解释依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当外

部信息（语言的或是行为的）对个体产生影响以后，个体会对这种信息刺激做

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这种反应不论是强还是弱，都是一种对于外部信息刺激

所具有的感染效应的回应，也就是说，接收信息只是感染的第一阶段，而做出

回应则是感染的第二阶段，这种感染能够使个体做出相应的反应，而这种反应

则成为了行为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  感染效应：对于个体态度所产生的影响

某一特定个体的态度也会受到其他个体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依然

要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渠道，而这种影响或者感染的程度在不同个体的身上总

是会有不同的表现。态度是一种个体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态度是会不断发生

变化的，也就是说，某种心理状态总是会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而超出这一

限度则会发生心理状态或者说态度的改变，个体的态度也会受到来自外部的言

语与行为的影响，当来自外部的言语与行为发生变化时，个体的态度并不一定

会发生改变，这种态度的不变与其认知能力、个人意志等要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外部的言语与行为或者说外部环境的变化没有超出个体的认知策略或认知能

力时，个体的态度一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而当外部刺激超出了一定的限度，

个体的心理状态就会发生变化，个体的态度也就会随之而改变。态度与情绪不同，

情绪策略可以分为表层和深层两个方面，［2］但态度无法划分为表层态度与深

层态度两个部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态度可以随时发生改变，而其心理状态

的变化则是这种态度转变的依据，情绪策略是对于态度的掩饰，而态度则是对

于心理状态的反映。感染机制会首先影响到个体的情绪状态，但情绪状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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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完全不意味着态度的转变，当感染机制能够影响到个体的心理状态时，

它才有可能触碰到个体的态度。态度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像一个心理

变态患者那样，其心理状态首先经历了一个逐步扭曲的过程，在超过必要限度

之后，心理状态的扭曲会迫使个体的心态发生转变，进而出现“变态”这种现象。

其他态度转变的现象也是同样的道理，长期的外部刺激以及由外部刺激所引发

的内部刺激［3］会对个体的心理状态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当这种影响达到一定

程度时，与心理状态密切关联的态度便会发生转变。

语言以及行为依然是感染效应产生影响的重要渠道，通过语言以及行为，

某一个体能够对其他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影响程度的不同则意味着在

感染程度方面存在差异。当然，某一个体对于另外一个个体加以影响与感染的

渠道并不只有语言以及行为这两条，通过其他的渠道与方式，这种影响与感染

也同样能够产生。例如，某一个体的态度也能够对其他个体的态度产生影响与

感染，当某一个体的态度比较积极时，这种积极的态度可能会对周围其他个体

的态度加以感染，周围其他个体可能会对这一积极的态度进行模仿，也可能会

将其视作一种行为策略而加以留存和记忆，以便于能够在以后的某一情境当中

予以使用。而当这种态度比较消极时，其对于周围其他个体的态度也依然能够

产生影响与感染，只不过这种感染会以一种被压抑的方式进入到其他个体的头

脑之中，并且其以后产生影响的方式也多半是无法被意识到的。当某一个体所

持有的态度对其他个体的态度产生影响与感染时，听觉、视觉、嗅觉等感觉器

官所具有的能力显然为这种影响与感染提供了生理上的前提与基础（嗅觉是一

种比视觉产生的更早的感觉器官能力，所以在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与感染时，

通过嗅觉所受的感染显然要比通过视觉所受的感染更为强烈），而大脑以及由

大脑支配的其他各种反应则是这种感染所带来的结果。

３  感染效应：对于语言的影响

感染效应对于语言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一研究已被众多研究者所关注。

语言是人类长期进化过程中的产物。［5］语言表达的方式经常会受到周围个体

的影响，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而每一种语言表达方式都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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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个体的认知以及表达方式产生影响。某一个体的较为容易接受的语言表达

方式会使另外一个个体的认知负担得到减轻、认知活动变得更加容易，而当另

外一个个体的认知活动变得比较容易时，其语言表达也会相对的轻松与自如。

而当某一个体的语言表达方式使得特定个体的认知负担加重，使得其难以对前

一个体的语言表达完全认知或理解时，该个体的语言表达也同样会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与感染，这种影响与感染的强度显然会受到时间长短的影响，当其受

到这种表达方式的影响与感染时间比较短时，其自身的语言表达方式会受到程

度较为轻微的负面影响（可能是一种表达上的轻微障碍），而当受到影响或感

染的时间比较长时，则可能会出现两种较为常见的现象，第一种现象便是受影

响或受感染个体的语言表达出现了更加明显的障碍，由于长时间的认知负担，

使得其认知能力出现了一定的障碍，而其语言表达能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

碍与不良影响，这个时候，其语言表达方式也必然会与正常情况下的语言表达

方式有所差别。第二种现象便是长时间的影响与感染使得受影响个体的语言表

达方式出现了同化现象。在认知负担比较重的情况下，表达方式的同化其实意

味着对于原有表达方式的压抑，这种压抑往往会带来一定的精神压力。

某一个体的语言表达的风格对于其他个体的认知与表达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来自外部的轻松明快的表达风格能够更有利于特定个体的理解以及语言风格的

塑造，而比较深沉的语言风格则很有可能会给人留下深刻的记忆进而也能够对

个体的语言风格塑造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环境对于语言表达方式、语言风格

甚至于语言所表述的内容的传递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个良好的环境将更有利

于上述内容的传递，更有利于语言感染功能的发挥，而一个嘈杂的环境则不利

于语言内容的传递，甚至使语言的接受者无法完全体会到语言传递者的语言风

格（这一点，在教室听课的学生都会有所同感，当环境整洁、安静时，对于教

师的语言风格与授课内容都能够较为充分地加以接受与理解，而当环境嘈杂时，

不论是对于语言风格与语言表达方式的理解，还是对于授课内容的理解都有可

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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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感染效应：对于行为方式的影响

人类的行为方式要受到其思维方式的影响，而思维方式的形成则既是受到

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刺激的结果，也是受到来自内部的影响与刺激（身体器官反

应的刺激）的结果，而这些来自内部的影响与刺激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外部刺

激那里。内部刺激显然是由一系列生理反应构成的，在这些生理反应的驱使下，

人们可能会形成不同的行为动机、产生不同的想法与态度、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些动机、想法、态度与思维方式在与外部信息或外部刺激对接之后会对其自

身进行再次调节，这种调节的目的在于既使动机、想法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符

合外部现实与信息刺激的要求，又使这些动机与想法等内容符合自己的主观目

的和意图，在进行调节之后，个体一般会确定一定的行为方式，并以这种行为

方式来行事，当这种行为方式遇到阻碍（另外一种外部刺激）之后，个体会重

新对行为方式加以调节，以确保这种行为方式依然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应外

部环境或刺激的变化。

感染效应显然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来自外部的影响与刺激，这种来自外部的

影响与刺激显然能够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或者更进一步说这种来自外

部的影响与刺激显然能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当感染效应

能够对特定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显著影响时，个体的行为方式更加倾向于与能

够影响其行为的个体的行为方式趋同，而当感染效应对于特定个体的影响并不

是十分显著时，特定个体与对其施加影响的个体之间的行为差异则有可能会变

得比较大。感染效应首先要对动机、情感、态度等内容产生影响，与此同时，

也要对相对理性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而在这些要素的影响下，个体的行为方

式一定会呈现出与其他个体的行为方式趋同或趋异的特征。感染效应对于个体

行为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与其对于行为动机、态度以及语言所产生的影响的基本

机制是相同的，特定个体首先要通过言语与行为对另一个个体的思维方式产生

影响与感染，而这种受到感染的思维方式则会对这一个体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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