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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剧理论视域下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身份认同

摘要：本文根据戈夫曼拟剧理论划分以网络屏障为界的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利

用变形的约哈里窗户理论以及弗洛伊德“三我”理论辅助阐释。移动互联网时代，

新技术迅猛发展与网络空间社交快速流行，催生个体在平衡自身网络人格与现实

人格时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认为：第一，“台前”人格与“幕后”人格正在经

历边界重塑与边界模糊；第二，个体网络人格的发展驱动力充足而受限不足；第

三，现实人格与网络人格如果存在较大落差，将会影响个体身份认同与现实生活

自我呈现。因此，本文建议个体保持人格平衡，控制虚实距离；社会营造健康网

络环境，树立正确价值观念；网络平台或供应商等规范处理机制，避免匿名狂欢。

一、理论基础

（一）拟剧理论

拟剧理论来源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又称“剧场理论”

等。戈夫曼从日常生活中观察不同个体在表演中怎样运用各种符号，以使自身表

演效果更佳。
[1]
戈夫曼认为世界如同舞台，社会中每一个人在世界舞台上皆是演

员。个体在进行人际交流时，出于给对方留下更好印象的目的，通过“印象管理”

——刻意控制语言和行为举止，进行对自身的修饰和包装。

（二）约哈里窗户理论

约哈里窗户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约瑟夫和哈林顿二人提出，是个人在人际

交流中构成的知觉模式，常用于管理学尤其是人力资源等领域。根据约哈里窗户

理论，将个人对世界的呈现分为开放我、盲目我、隐秘我、未知我四个区域。开

放我指自己知道且别人也知道的自我，盲目我指别人知道而自己不知道的自我，

隐秘我指自己知道而别人不知道的自我，未知我指自己和别人都不知道的自我。
[2]

自知 不为自知

人知 开放我 盲目我

不为人知 隐秘我 未知我

表 1 约哈里窗户理论

（三）鲍德里亚内爆理论

麦克卢汉内爆理论认为，在电子内爆中，媒介与信息的界限消失了，媒介本

身就是信息。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情况下，看得见的东西就是由媒介所呈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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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东西也可以由媒介呈现出来，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真理，而是效应。

鲍德里亚在麦克卢汉内爆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内爆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

事物边界的消失和意义的消失。例如，鲍德里亚认为，蓬皮杜中心体现了文化的

压缩，将一切集中在越来越紧密的空间。
[3]

二、研究分析

根据我国学界一般观点，无论是在道德的、心理的还是法律的意义上使用的

“人格”，都是指个人稳定而独特的个体特征之和，既包含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也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共有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凝结和升华，是人作

为活动主体在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责任性和自为性，

是个人心理与行为特质的总和。
[4]
对于网络人格的界定，本文从网络人格与现实

人格的关联视域来看，如王浩、蒋新跃和虞梅等的观点所述，网络人格是在网络

文化圈内塑造成的与普通社会人格相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人格特征。
[5]

（一）真实人格与修饰人格

拟剧理论将个体的自我呈现根据是否进行人际交流，分为不进行人际交流时

的真实人格（“幕后”人格）与进行人际交流时的修饰人格（“台前”人格）。

这与弗洛伊德经典的“三我”人格结构理论中的“本我”、“自我”互有异同，

“本我”即与生俱来的、潜意识中的人格，“自我”即在“超我”道德管制下体

现出的现实人格。相同在于，真实人格与“本我”皆是潜藏的、相对真实的人格，

修饰人格与“自我”皆是体现在外的、经过有意识控制的人格，后二者相较前二

者更符合他者凝视，即社会凝视。不同在于，真实人格与修饰人格倾向于在内外

的层次上区分，体现为内在与表象；而“本我”与“自我”倾向于在上下的层次

上区分，以潜意识为分界，且弗洛伊德人格结构最上层还存在道德层面最高尚的

“超我”，其通过“自我”部分投射到现实生活中。“超我”对应至拟剧理论，

是促使个体从“幕后”人格转化为“台前”人格的驱动力。

（二）现实人格与网络人格

1.网络人格的发展环境

当今社会，我国网络人际交往极为普遍，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我国网民

规模达 10.11 亿（截止 2021 年 6 月），为网络人际交往提供了庞大的个体基数。

其中，即时通信作为网民最常用的互联网应用，用户规模达 9.83 亿，占网民整

体的 97.3%。
[6]
网民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网络的便捷性很大程度带动个体的中

远距离社交从实际中逐渐迁移到网络上，而网络社交相对私密、选择性公开的特

点促使部分近距离社交迁移到网络上。网络人际交往繁荣发展，不可避免导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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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将“印象管理”更多用于网络自我呈现。

2.以网络屏障为界对修饰人格划分

网络空间中网络化身形象有意识、可控制，进行印象管理的操作简单快捷，

相对于现实中单一确定的自我形象，塑造网络化身形象如同演员戴上面具，个体

具有“一人千面”的可能性。由于网络空间没有固定标准的舞台设置，很大程度

上情境构造取决于表演者本人意愿，通过文字、图片等简单形式，表演角色的转

换能轻松实现。
[9]
基于网络化身形象印象管理的可变与虚拟，现实中可能不利于

个体自我形象塑造或易造成表演崩溃的部分自我，能够轻易置身“幕后”，彻底

保持隐秘。

将修饰人格单独置于拟剧理论视域下，以网络屏障为分界的“幕布”，网络

空间与现实空间分别作为“台前”与“幕后”，则再度形成二元对立的网络人格

（“台前”人格）与现实人格（“幕后”人格）。对比传统语境下的“台前”人

格，网络人格作为网络空间中的“台前”人格，“表演”身份不再单一明确，个

体“表演”意识增强，而且网络屏障能够极大程度避免表演失败以及观众闯入幕

后等表演崩溃情形发生。

3.以网络屏障为分界的人格边界重塑

网络中的个体印象建立在对网络化身（在网络中代表个体的头像、图标、标

签）的识别与认同的基础之上。
[7]
根据罗婷等（2013）的观点，由于网络空间的

虚拟性、匿名性，以及网络人格自我呈现的真假因信息虚拟不再单一确定，个体

在网络空间选择性呈现自我人格时拥有相较于现实空间更自由的环境。

不同于现实空间，以网络作为虚拟屏障，个体可以更容易建立起一个虚拟自

我，即网络世界“新自我”创造，这是网络中自我呈现较为典型的体现。
[8]
从约

哈里窗户理论角度言之，相对于现实空间，网络空间中开放我的部分区域被网络

屏障阻挡，转化为隐秘我，而个体可以选择通过网络的自我人格重塑，将这部分

隐秘我转化为新的“开放我”。通过有意识改变网络化身，个体能够轻易塑造不

同的新“开放我”。新“开放我”缺少与现实中自我的有力连接，不具备唯一性，

反而具备一定程度的任意性。

图 1 约哈里窗户理论的网络空间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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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网络人格发展中存在的身份认同问题

鲍德里亚内爆理论认为，媒介与现实的边界在逐渐消失，意义不存在而是拟

真。如今，区块链技术与人工智能在物联网等方面的广泛运用似乎正在证实其观

点。根据内爆理论，物体不再是实体的物体，而是由符号构建的意指物。这些物

的自我繁殖复制产生相较于真实更真的拟像，取消了传统的真实、虚构等意义，

取消了真假的意义，也取消了一切边界与界限。
[3]
而个体的自我呈现作为一种形

而上的物，每个个体不同人格的边界也在内爆之中逐渐消亡。网络屏障作为“幕

布”持续存在，而随着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侵占，个体将自身更多地暴露在“台

前”，传统的“台前”人格（修饰人格）中表演更具难度的现实人格则远离聚光

灯，处于舞台后方的阴影里，即“台前”与“幕后”交界之处。

“台前”与“幕后”界限的模糊，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体身份认同产生影响。

罗婷等（2013）认为，个人的身份认同常是多重的，个体进入虚拟的网络空间，

会对在虚拟空间中某一或一系列身份表现出占有和承诺。与现实空间身份认同的

最大不同在于，网络空间身份产生于自我创造，交往方式以文本化为主，缺乏手

段声情并茂地传递认知与情感信息。虚拟环境中，网络化身之间的交流身份隐匿

之外还兼有责任模糊。

在数字化时代，互联网因其即时性、互动性，如对激进言论及其跟风式言论

的追捧，以及资本因其本质逐利对人作为个体时掌控自我权利的侵蚀，共同促成

了修饰人格尤其是网络人格的过度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个体人格扭曲发展。

随着网络化身的发展与受到重视，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的身份认同之间会出现整

合不清以至于影响现实生活中自我呈现的情形，如长年追踪研究发现，网络暴力

游戏成瘾容易引发行为和态度的改变
[10]
。

“台前”人格与“幕后”人格出现较大反差，而二者间界限在网络空间人际

交流对现实空间人际交流的侵占过程以及内爆导致的边界消亡过程中模糊，进而

导致个体产生心理落差与身份认同整合不清。移动互联网与新技术的发展，网络

人格与现实人格加深相互作用，个体的网络人格不再仅具有表演性，个体的现实

人格也不仅仅表现出与网络人格的强分离性。网络与现实逐渐密不可分，网络空

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不再清晰明确，社交媒体逐步实名化，网络身份不再完全匿

名，可脱离与现实身份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的关系，而逐渐与现实身份混合。
[11]

而在网民之中，青少年（6-19 岁）网民规模达 1.58 亿，占网民整体的 15.7%。
[6]
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受到互联网的不良影响持续受到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个体的自我身份认同正是形成于青年时期，故而青少年时期的个体人格发展与

平衡应当受到格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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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台前”人格与“幕后”人格的边界重塑与边界模糊

修饰人格与真实人格构成了传统的“台前”人格与“幕后”人格，而在网络

时代，根据约哈里窗户理论并以网络屏障为分界线，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构成了

新的“台前”人格与“幕后”人格。从鲍德里亚内爆理论来看，网络与现实的边

界正在逐渐模糊，现实人格位于传统时代“台前”与网络时代“幕后”的交界之

处，具有双重属性。

2.个体网络人格的发展驱动力充足而受限不足

移动互联网时代，庞大的网民规模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发展为个体网络人格

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网络化身的虚拟与匿名特性使网络人格不一定具备

现实生活中的单一确定性。个体的网络人格具备更强的“表演”意识，同时网络

屏障为表演崩溃等情形提供了强力保障。然而人际交流时，个体呈现的修饰人格

从现实人格向网络人格倾斜过快，导致部分个体人格过度发展甚至扭曲发展，网

络人格的发展需要更规范、平衡、和谐的环境。

3.现实人格与网络人格的较大落差影响个体身份认同与现实生活自我呈现

在“台前”人格与“幕后”人格边界模糊的同时，个体的网络人格与现实人

格如果存在较大的落差，个体可能出现产生挫败感等负面情绪、身份认同整合不

清、现实生活自我呈现出现偏差等问题。其中，青年时期的个体因处于人格发展

期与形成期需要特殊关注。

（二）建议

1.保持人格平衡，控制虚实距离

个体在人际交流中进行表演不可避免。个体在网络空间中进行人格重塑时，

应当根据自身现实人格以及现实世界物质基础进行适当表演，保持人格之间的平

衡，避免过于脱离实际导致人格失衡或是身份认同整合不清。适当表演有助于个

体向“超我”发展，利于社会共同利益，同时避免限制个体人格往不同趋向发展。

作为舞台前后人格之间的缓冲带，个体划定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分界有益于帮

助改善自我呈现。

2.营造健康网络环境，树立正确价值观念

通过政府、社会与网络平台间的协作，营造更加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引导

个体的网络活动正确积极地开展，促进个体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互相协调。如

2021 年 2 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大力加强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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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应用的意见》，为青少年群体的网络资源利用提供了

有效帮助。

3.规范处理机制，避免匿名狂欢

网络平台、网络供应商等可以针对个体在网络上的活动要求一定的现实材料

申报，或自我披露，通过对现实个体的连接间接加强网络人格的道德监控；此外，

可以推出不同情形下符合法律法规的管理条例等处置措施。现有政策已为网络环

境的改善作出一定贡献，如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连续三年发布《全国未

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重点关注未成年人互联网接入环境、互联网

使用等方面，展示了当前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特点和网上生活状态，对针对性开

展青少年上网保护提供较为有益的参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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