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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心理探析
工商管理系　蔡桂英

２０１２．０４．１６

一、人际关系概述

（一）人际关系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人际关系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相互交往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心理关系（心理距离），广义上包括

各种关系，如政、经、法、伦、心关系等。人际关系的亲疏主要取决于心理距离的远近。人与人之间心理距

离越近，越亲密；心理距离越远，人际关系越疏远。但从审美角度来说，人际心理距离不能太远，也不宜太

靠近，“隔帘看月，隔水看花”，距离产生美。最亲近的人际关系也应保持一定的距离，包括时空和心理距

离，否则摩擦、冲突、争端、痛苦就在所难免。

人际关系就像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空气一样，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无处不在。它时刻影响着我们

的工作、生活，左右着我们的工作、前途，甚至命运。

美国人际关系专家卡耐基认为：“一个人事业上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由于他的专业技术，另外

百分之八十五要靠人际关系、处事技巧”①。因此，应着眼于人的自信心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

往、宽容，使人们事业成功、家庭幸福、个人快乐。人际关系是一个人素质的综合体现，搞好人际关系，关

键并不在于处理好与自己喜欢的人的关系，而在于处理好与自己不喜欢的人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对组织来说，各种关系的协调是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管理本质上就是各种关系的协调，以达到

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目的。

对“人际关系”，人们见仁见智。有褒贬不一两种不同看法：“关系庸俗论”和“关系万能论”。前者与

“拉关系”“走后门”相联系。“关系万能论”则认为：“关系”就是一切，有了“关系”，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没有关系几乎就寸步难行。

我们应反对、阻止庸俗关系的流行，努力传播、张扬正常的社会关系。“关系”是有效能，是一种巨大

的社会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可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因而“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良好的人际关系

是取得成功的重要素质和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关系不是万能的，没有关系也是万万不能的。

（二）人际关系的功能

１．身心保健功能

人有克服孤独，追求与他人亲和的动机和需要。医学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表明，长期孤独、独处的人慢

慢会变得精神忧郁、变态，其寿命比乐观、开朗、爱交往者要短。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满足人的安全感、归

属感，提高自尊心，增强力量感，获得友谊和帮助。拥有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有利于身心健康。世界卫

① 戴尔·卡耐基．美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Ｍ］．肖云闲，冯明，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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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组织提出身心健康八大标准，食、便、睡、说、走得快、良好的个性、良好的处世能力、良好的人际关系。

２．知识信息的功能

通过人际交往，获取大量的信息、知识、思想。人际交往既是信息交流的过程，也是思想变换的过程。

英国戏剧家肖伯纳说：“如果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每个人还是一个苹果；如果你有一

个思想，我有一个思想，彼此交换，每个人就有两个，甚至多于两个的思想。”

３．自我认知功能

自我认知也称自我意识，是对自身存在的体察，即对自己的心理状况、心理特征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

关系的认识。“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知己不易。一个人自

我概念的形成是社会比较的产物，他们在与他人进行各种比较的过程中，可以改变自我概念和评价。在

人际关系中，他人是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每个人都在与他人交往中认知自己。因此，只有努力拓展交往

的视野和范围，才可深入而全面地认识自我，从中看到自己真正的价值，避免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两种极

端。

４．社会化功能

人的一生有一个逐渐适应社会的过程，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发展自己的社会性的过程，即社会化。个

体社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人际交往中实现的。人际关系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发生着极大的作用和影

响。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要十分注意人际交往的对象。个体在与他人交往中，逐渐发展和

形成个性，通过不断地社会化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建立人际关系的基本条件

人际关系———生命之树，相互需要———扎根土壤，基本条件———阳光雨露和各种养分，个人———辛勤

的园丁。

①受人尊重和重视的能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个人魅力———对言谈、品行的较高评价，赢得
尊重。拥有实力、地位及社会资源，受到重视。

②时空条件。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友情之花绽放；天各一方、疏于联络，逐渐淡薄、疏远。

③交往密切。频繁交往，深层次沟通与交流（交往质量），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④人际交往的技能与方法。无需拥有社交秉赋、外向的性格、完美（英俊）的相貌、出众的才华、高贵
的地位，依然可成功建立广泛而有效的人际关系。只要掌握必要的技能和方法，且能以诚相待，彼此信

任，相互帮助，共同获得满足。

（四）人际关系的心理结构

人的心理结构分为知、情、意三层结构，即认知系统、动力系统、控制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

成心理结构的整体系统与功能。人际关系的心理结构也包括人际认知、人际情感和人际行为三个具有内

在密切联系的具体层面。

１．人际认知

人际认知是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通过彼此相互感知、识别、理解而建立的一种心理联系，它包括自

我认知、对他人的认知、对人际关系的认知三方面。人际认知是人际关系的基础，它是双向的互动过程，

一方面要使自己了解他人，另一方面也要使他人了解自己。为使他人更好地理解自己，一定程度上的“自

我暴露”是必要甚至是必需的，每个人都需向他人开放一定的自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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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际情感

人际情感是人际交往中各自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情绪、情感体验。人际情感是人际关系的核

心，它是人际关系中最本质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衡量人际关系好坏的晴雨表。“问世间情为何

物，直叫人生死相许”。人际情感形成的因素十分复杂，其主要取决于相互需要的满足程度。交往双方需

要满足程度越高，人际关系就越密切，反之，就越疏远。

人际关系能否得到维持和持续发展，主要取决于双方需要的相互满足程度。因此，要建立、维持，并

发展长期、稳定、良好的人际关系，双方都应充分考虑并尽力满足对方的需要。“你可以得到一切你想要

的事物，只要你帮助足够的人得到他们所想要的。”①

３．人际行为

人际行为是双方在相互交往过程中的外在行为的综合体现，包括仪容仪表、言谈举止、礼仪礼节等。

通过它调节、修补、完善各种人际关系。

二、人际认知

（一）人际认知的含义

人际认知是个人对自我、他人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人际认知的知觉对象是个体以及个体与个

体之间的关系。

①自我认知。包括对自己的需要、兴趣、能力等个性特点，社会角色的认知。

②对他人的认识。从他人的外在特征、行为表现推知其动机、态度、思想等心理特征过程。它往往是
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长期积累过程。对他人认知有赖于认知者的认知结构、知识经验、态度和价值

观念等。对他人认识是人际交往的根本前提。对他人认知与对自我认知密切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自

我认知是人际认知的基准。人们在品味自己的同时，也在品味别人。

③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即对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他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的认知。它是一
个相互感知的过程。人们对人际关系的相互认知往往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偏差）。

（二）人际认知的作用

１．自知者智

“人贵有自知之明”，生理自我的认知，包括相貌、身材等，从而表现出自豪或自卑的情绪；社会自我

的认知，包括地位、作用等，从而表现出自尊或卑微的自我体验。心理自我的认知：知识、才能、品德等，从

而表现出悦纳或排斥的自我体验。正确的自我意识，可准确定位、有效发掘自身价值和潜能。同时，恰到

好处地做好角色扮演，在人际交往中不自傲或自卑，从容自若地处理各种关系，避免人际关系障碍。

２．知人者明

知人善交，人之相知贵在知心，春秋战国时期的鲍叔牙与管仲之交即是典型。“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鲍子也”，任何友谊都始于相知。

３．人际关系认知的重要性

人际关系认知正确与否，涉及对自己所处人际环境的了解。若对人际环境不了解，就会产生不安全

３人际交往（人际关系）心理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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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甚至恐惧心理，在人际交往中则陷于被动尴尬境地，无所适从。因此，要得心应手地处理好各种人际

关系，就要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准确地认识和了解，以之作为协调人际关系的依据。

（三）人际认知的特性

１．人际认知的选择性

知觉的选择性是指人根据当前的需要和兴趣对客观刺激物有选择地做出反应。对同一部《红楼

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彼此间视而不见、擦肩而过，只有少数人落入视野，成为认知对象，多少人成了

背景。影响人际认知选择性的因素有：一是客观因素，即认知对象的新异性和刺激强度。认知对象与众

人的差异越大，就越清晰地呈现出来。“鹤立鸡群”“万绿丛中一点红”反差强烈，格外引人注目。二是主

观因素，即认知者的主观状态，如需要和兴趣、知识经验、情绪状态。

２．人际认知的理解性

即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来理解认知对象的人品特性和作用。人们通过“有色眼镜”来考察、辨别认

知对象。因此对同一对象的理解、评价不尽一致，甚至大相径庭。

３．人际认知的投射性

即把自己的感情、意志、特征等投射到他人身上，并强加于人的认知倾向。其表现形式多样，一是感

情投射，认为别人的好恶与自己相同；二是特性投射，把自己具有的某些心理特性投射到他人身上。人际

认知的投射性是推己及人的情形（评价）。它有正面性的一面，将心比心、仁者爱人，可点亮人性之光、感

化他人。但它也可能成为人际认知的一种心理障碍。因此，要认清别人与自己的差异，避免以己度人。

同时，要客观、全面地认识自己。

４．人际认知的平衡性

当认知者发现对某一人的认知与别人不同时，可能会产生一种心理压力，迫使其在交往中相互调整，

从而使自己对客体的认知与别人保持平衡。在人际认知过程中，人们一般采取以下方式消除认知不平衡

导致的内心紧张：①影响和说服他人改变态度和看法，使其与自己的认知相趋于一致；②改变自己的态度
和看法，努力弥补与他人的认知距离；③回避两者不同的态度和看法，避免深究、减少紧张。可见人们对
客体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第三者（他人）评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大小取决于主体认知的独立性及他

人态度的权威性和客观性等因素。

５．人际认知的恒常性

当一个人对他人的认知形成一个较稳固的印象后，就不易轻易改变，具有连续性和惯性。这种恒常

性有合理性的一面，因为任何客观事物都有一定稳定特性。但它容易忽视人的发展变化，会导致人际认

知的偏差。

６．人际认知的偏差性

对客观对象本质的认知总会存在隔阂、曲解、误判即偏差。其原因：一是认知对象的复杂性（客观原

因）。由于人们普遍存在自我防御心理，有一定的伪装性，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往往不相符，甚至截然相

反。有的具有敌意欺骗性。二是认知者动机、注意、情绪（感）等心理状态和思维定势也会导致人际认知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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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际认知的途径

“知”是社交基础，人们内心深处都拥有一个隐秘的自我世界，往往不显山露水。“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心叵测”，知人不易，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的内心状态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公诸于外、溢于

言表。我们可以从面部表情、身体动作、声调语气及外在行为等方面探知人们的内心世界。

１．外表

即通过人的形容相貌、服饰打扮、仪表风度等外显事物认知其内在心理特性。“人不可貌相，海水不

可斗量”，此忠告本身说明存在大量以貌取人的现象。尤其在人际交往初期，人际认知和信息主要来自于

外表。因此，外表是人际认知的一个首要途径。“相从心生”不无道理。

２．表情

表情是一个人内心世界最直观的外在表现，它比语言更富生命力和表达力，只要留心观察，细心体会

就能破解内心奥秘。它具有跨文化性和后天习惯性，分为面部表情、身姿表情、言语表情。

①面部表情。直观、生动，丰富多彩。脸红一般是年轻、怯生且不擅长社交的人，显示其在复杂的环
境中缺乏经验和应变能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是人的面部中最无法掩饰情感的部位，即使是一瞬

即逝的眼神，也能泄露其心底的秘密。鲁迅指出：“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画他的眼睛。”

②身姿表情（身体语言）。在身姿表情中，双手最为富于表情。支架胳臂，表示拒绝或准备反击。通
过握手也可了解对方的情感，其强弱与性格关系密切。使劲握手表示主动性很强，且充满信心；有气无力

握手可能是性格懦弱，也可能是居高临下的傲慢。

坐姿，可洞悉心理。浅坐姿态———紧张、不安；正襟危坐———谦逊、尊敬；深坐———心理上占优势，或

希望居高临下。坐姿是适应活动的一种状态。浅坐的人常处于采取行为的紧张状态，觉醒水准很高。一

旦松懈下来，觉醒水准立即降低，慢慢地坐稳下来，同时也会伸出足，表示不会立刻站起的姿势。

脚是全身最诚实的部位。脚的动作和姿势的改变会泄露真正的心情。交叉双足，高高提起，充满优

越感，满怀信心，轻松愉快。心理不安，则往往交叉双足的幅度小，且很拘谨。下级少翘起二郎腿，一般双

足平行或略交叉。身体放松与否可精确地度量人际关系状态。最不放松的情形是肌肉紧张，姿态僵硬。

③言语表情。声调、节奏等特征所传达的信息更为可靠。通过说话方式可判断内心状态。音量小，
往往对所谈内容缺乏自信，趋向怯弱；说谎时，声调较高；讲话抑扬顿挫显著的，有较强的自我表现欲望；

语速快的人，一般较直率、性子较急。

人的深刻内心情感，声音、姿态或可表现出来，到了言语有点可疑，到了文字则又是隔了一层。

３．行为

通过待人接物的言行举止，可推测其内心状态。外表和各种表情固然是人际认知的重要信息来源，

但最直接有用的还是行为，它与人格特质有密切联系。常言道，听其言，观其行。此外，还须深入考察特

定环境下言行背后深藏的动机。

古代观人术可资参考。诸葛亮在《心书》“知人性”中，提出了选拔人才，尤其是将才的七个基准。

“知人之道有七：一曰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二曰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三曰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四曰告

之以祸难而观其勇；五曰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六曰临之以利而观其廉；七曰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４．作品

作品能反映作者内在的根本性东西。笔迹研究，是基于书法与个性有关，通过笔迹分析人的心理。

写字散者，做事谨小慎微；潦草涂鸦者，则缺乏责任心；遒劲有力者，则性格倔强；花里胡哨者，则虚荣心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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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苍老浑厚，多老成持重。“笔迹作为人们传达思想感情、进行思维沟通的一种手段，像其他人体语言

一样是人体信息的一种载体，是大脑潜意识的自然流露”。①

５．背景

即考察人的生活环境、受教育经历、工作经历及社会角色等。逆境中成长的人，易形成孤僻、倔强或

软弱、顺从的性格；生活在温暖安定之家环境里的人，多半乐观友好；备受宠爱的人可能形成自我中心、目

中无人、好逸恶劳。教育和工作经历可决定人的学识才能、行事经验及思维方式。通过对他人角色的认

知，有助于了解其内在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

人际认知时常如水中月、雾中花，难看究竟，它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要真正接近准确的人际认

知，应结合各种方法，获取各种信息，并互相印证，综合考察，以克服认知偏差，完善人际认知。

徐志摩在《想飞》一文中写道：“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

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其实，谁又何曾不想

对自己、对他人、对人际关系“凌空去看一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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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的收益与风险
基础部　陈逢明
２０１２．０４．１７

　　股票收益即股票投资收益，是指企业或个人以购买股票的形式对外投资取得的股利，转让、出售股票
取得款项高于股票账面实际成本的差额，股权投资在被投资单位增加的净资产中所拥有的数额等。

一、股票投资的收益

１．股票收益的计算

股票收益率是反映股票收益水平的指标。

①本期股利收益率是反映投资者以现行价格购买股票的预期收益水平。它是年现金股利与现行市
价之比率。

本期股利收益率＝（年现金股利／本期股票价格）×１００％
②股票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时间有长有短，股票在持有期间获得的收益率为持有期收益率。
持有期收益率＝［（出售价格－购买价格）／持有年限＋现金股利］／购买价格×１００％
③公司进行拆股必然导致股份增加和股价下降，正是由于拆股后股票价格要进行调整，因而拆股后

的持有期收益率也随之发生变化。

拆股后持有期收益率＝（调整后的资本所得／持有期限＋调整后的现金股利）／调整后的购买价格×
１００％

２．股票收益的确认

对于长期投资形式的股票投资，其投资收益的确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成本法，即按被投资企业发放

的股利确定为投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另一种方法是权益法，指投资企业所投股份在被投资企业中占到一

定比例，对它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时，应采用权益法进行核算。

如果企业将股票全部或部分转让，则它在获得股利的同时，股票收益还可以获得以价差为表现形式

的投资收益。

３．投资收益

对于以成本法核算的股票投资，其稽查方法同短期投资中的股票投资情况类似。关键在于权益法下

的投资收益的稽查，首先，注意投资收益确认的时间，应是收到被投资企业送来的净收益通知单的时间，

而在实际收到分回资金时，不再重复记入投资收益；其次，收益的增减额应是按其在股票收益投资中所占

投资比例所分享的净资产增减额。另外，在稽查过程中，还应注意投资企业是否将分回的投资收益挂在

往来账下，隐瞒收入或作调节收入之用。

４．股票投资收益水平的指标

衡量股票投资收益水平的指标主要有股利收益率、持有期收益率和拆股后持有期收益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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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股利收益率
股利收益率，又称获利率，是指股份公司以现金形式派发的股息或红利与股票市场价格的比率。该

收益率可用于计算已得的股利收益率，也可用于预测未来可能的股利收益率。

（２）持有期收益率
持有期收益率指投资者持有股票期间的股息收入与买卖差价之和与股票买入价的比率。

股票没有到期日，投资者持有股票的时间短则几天，长则数年，持有期收益率就是反映投资者在一定

的持有期内的全部股利收入和资本利得占投资本金的比重。持有期收益率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指标，但如

果要将它与债券收益率、银行利率等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作比较，须注意时间的可比性，即要将持有期

收益率转化为年率。

（３）持有期回收率
持有期回收率是指投资者持有股票期间的现金股利收入与股票卖出价之和与股票买入价的比率。

该指标主要反映投资回收情况，如果投资者买入股票后股价下跌或是操作不当，均有可能出现股票卖出

价低于买入价，甚至出现持有期收益率为负值的情况，此时，持有期回收率可作为持有期收益率的补充指

标，计算投资本金的回收比率。

（４）拆股后的持有期收益率
投资者在买入股票后，在该股份公司发放股票股利或进行股票分割（即拆股）的情况下，股票的市场

价格和投资者持股数量都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必要在拆股后对股票价格和股票数量作相应调整，以计

算拆股后的持有期收益率。

二、股票投资的风险

风险是指在特定客观情况下，在特定期间内，某一事件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间的变动程度。变动程

度越大，风险越大；变动程度越小，风险越小。

１．股票投资风险的定义

股票投资风险是指股票投资中不能获得投资收益、投资本钱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即在买入股票后在

预定的时间内不能以不低于买入价将股票卖出，以致发生套牢，且套牢后的股价收益率（每股税后利润／
买入股价）达不到同期银行储蓄利率的可能性。

２．股票投资风险的内容

（１）股票投资收益风险与股票投资资本风险

①股票投资收益风险。投资的目的是使资本增值，取得投资收益。如果投资结果是投资人可能获取
不到比存银行或购买债券等其他有价证券更高的收益，甚至未能获取收益，那么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遭

受了风险，这种风险称之为投资收益风险。

②股票投资资本风险。股票投资资本风险是指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中面临着投资资本遭受损失的可
能性。

（２）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
在股票投资中使投资者有可能蒙受损失的风险可归纳成两大类：一是系统性风险；二是非系统性风

险。

①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由于某种因素对市场上所有证券都会带来损失的可能性。系统性
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心理风险、技术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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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足以影响股价变动的国内外政治活动以及政府的政策、措施、法令等。
Ｂ．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影响股价波动的各种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增长情况、经济景气循环、利

率、汇率变动、财政收支状况、货币供应量、物价、国际收支等。

Ｃ．心理风险。心理风险是指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对股价变动产生的影响。
Ｄ．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是指股票市场内部因技术性操作因素引起股价波动而产生的风险。技术风

险因素包括投机者的投机性操作、股市的强弱变动趋势、股价循环、信用交易和证券主管部门对股票市场

的限制性规定。然而，各股票上市公司自身的情况不同，因此系统性风险对各种股票的影响程度又是不

一样的。这种不同程度可通过Ｂｅｔａ系数来反映。
Ｂｅｔａ系数＝整个市场股票组合的预期报酬－该期报酬中的非风险部分
作为整体股票市场的Ｂｅｔａ系数为１。如果某种股票的风险情况与整个股票市场的风险情况相一致，

那么这种股票的Ｂｅｔａ系数也等于１。如果某种股票的Ｂｅｔａ系数大于１，说明其风险程度大于整个市场的
风险水平。如果某种股票的Ｂｅｔａ系数小于１，说明其风险程度小于整个市场水平。

②非系统性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指某些对单个股票造成损失的可能性。这种风险既来自股票上
市公司外部，如产品市场销路变化、国家政策调整等，也来自股票上市公司内部，如由公司管理能力、促销

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不佳等因素造成的风险。在一般情况下非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股票上市公司

内部。非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两方面：

Ａ．经营风险。经营风险是指因公司经营不善而导致的风险。
Ｂ．财务风险。财务风险是指公司的资金困难引起的风险。
（３）可分散风险、不可分散风险和总风险
①可分散风险。由于非系统性风险只对个别公司或行业的股票发生影响，与股票市场总价格的变动

不存在系统性、全局性的联系，为分散此风险的发生，一般可采取股票组合投资的方法，因此非系统性风

险也称为可分散风险。

②不可分散风险。由于系统性风险是同时影响整个股票市场价格的，它无法通过任何技术处理的办
法来分散其风险性影响，因此系统性风险也称为不可分散风险。

③总风险。可分散风险和不可分散风险之和为总风险，它反映股票投资者的股票持有期收益的总变
动性。

３．股票投资风险防范方法

股市有风险，那么对风险如何防范，有下列方法：

（１）分散系统风险
股市操作有句谚语：“不要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话道出了分散风险的哲理。

①办法之一是“分散投资资金单位”。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一些研究者发现，如果把资金平均分散到
数家乃至许多家任意选出的公司股票上，总的投资风险就会大大降低。他们发现，对任意选出的６０种股
票的“组合群”进行投资，其风险可降至１１．９％左右，即如果把资金平均分散到许多家公司的股票上，总的
投资收益率变动，在６个月内变动将达２０．５％。如果你手中有一笔暂时不用的、金额又不算大的现金，你
又能承受其投资可能带来的损失，那你可选择那些高收益的股票进行投资；如果你掌握的是一大笔损失

不得的巨额现金，那你最好采取分散投资的方法来降低风险，即使有不测风云，也会“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至于“全军覆没”。

②办法之二是“行业选择分散”。证券投资，尤其是股票投资不仅要对不同的公司分散投资，而且这
些不同的公司也不宜都是同行业的或相邻行业的，最好是有一部分或都是不同行业的，因为共同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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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会对同行业的企业和相邻行业的企业带来相同的影响。如果投资选择的是同行业或相邻行业的不

同企业，也达不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只有不同行业、不相关的企业才有可能此损彼益，从而能有效地分散

风险。

③办法之三是“时间分散”。就股票而言，只要股份公司盈利，股票持有人就会定期收到公司发放的
股息与红利。例如香港、台湾的公司通常在每年３月份举行一次股东大会，决定每股的派息数额和一些
公司的发展方针和计划，在４月间派息；而美国的企业则都是每半年派息一次。一般临近发息前夕，股市
得知公司的派息数后，相应的股票价格会有明显地变动。短期投资宜在发息日之前大批购入该股票，在

获得股息和其他好处后，再将所持股票转手；而长期投资者则不宜在这期间购买该股票。因而，证券投资

者应根据投资的不同目的而分散自己的投资时间，以将风险分散在不同阶段上。

④办法之四是“季节分散”。股票的价格，在股市的淡旺季会有较大的差异。由于股市淡季股价会
下跌，将造成股票卖出者的额外损失；同样，如果是在股市旺季与淡季交替期贸然一次性买入某股票，由

于股市价格将由高位转向低位，也会造成购买者的成本损失。因此，在不能预测股票淡旺程度的情况下，

应把投资或收回投资的时间拉长，不急于向股市注入资本或抽回资金，用数月或更长的时间来完成此项

购入或卖出计划，以降低风险程度。

（２）回避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来自各种因素，需要综合运用回避方法。

①掌握趋势。对每种股票价位变动的历史数据进行详细的分析，从中了解其循环变动的规律，了解
收益的持续增长能力。例如小汽车制造业，在社会经济比较繁荣时，其公司利润有保证，小汽车的消费者

就会大为减少，这时期一般就不能轻易购买它的股票。

②搭配周期股。有的企业受其自身的经营限制，一年里总有那么一段时间停工停产，其股价在这段
时间里大多会下跌，为了避免因股价下跌而造成的损失，可策略性地购入另一些开工、停工刚好相反的股

票进行组合，互相弥补股价可能下跌所造成的损失。

③选择买卖时机。以股价变化的历史数据为基础，算出标准误差，并以此为选择买卖时机的一般标
准。当股价低于标准误差下限时，可以购进股票，当股价高于标准误差上限时，最好把手头的股票卖掉。

④注意投资期。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呈一定的周期性，经济气候好时，股市交易活跃；经济气候不好
时，股市交易必然凋零。要注意不要把股市淡季作为大宗股票投资期。在西方国家，股市的变化对经济

气候的反应更敏感，常常是在经济出现衰退前６个月，股价已开始回落。比如１９９１年２月，美国经济进
入新的一个衰退期的前６个月，著名的道·琼斯工业指数已开始下跌，而在经济开始复苏前半年，股价即
已开始回弹。根据历史资料分析，还可知道它的经济繁荣期大多持续４８个月。因此，有可能地正确判定
当时经济状况在兴衰循环中所处的地位，把握好投资期限。

（３）防范经营风险
在购买股票前，要认真分析有关投资对象，即某企业或公司的财务报告，研究它现在的经营情况以及

在竞争中的地位和以往的盈利情况趋势。如果能保持收益持续增长、发展计划切实可行的企业当作股票

投资对象，而和那些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或公司保持一定的投资距离，就能较好地防范经营风险。如果

能深入分析有关企业或公司的经营材料，并不为表面现象所动，看出它的破绽和隐患，并作出冷静的判

断，则可完全回避经营风险。

（４）避开购买力风险
在通货膨胀期内，应留意市场上价格上涨幅度高的商品，从生产该类商品的企业中挑选出获利水平

和能力高的企业来。当通货膨胀率异常高时，应把保值作为首要因素，如果能购买到保值产品的股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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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开采公司、金银器制造公司等股票），则可避开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风险。

（５）避免利率风险
尽量了解企业营运资金中自有成分的比例，利率升高时，会给借款较多的企业或公司造成较大困难，

从而殃及股票价格；而利率的升降对那些借款较少、自有资金较多的企业或公司影响不大。因而，利率趋

高时，一般要少买或不买借款较多的企业股票，利率波动变化难以捉摸时，应优先购买那些自有资金较多

的企业股票，这样就可基本上避免利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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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漫谈
外语系　陈桂峰
２０１２．０４．１８

　　旅行与人类的关系可谓渊源深远。人之进化，手脚分化、分工，旅行便为自然人的基本要素。人与其
他动物（“会动的生物”）就此而论皆属同类。不同的是，人的移动是动机性的、计划性的和可塑性的；其

他动物，如候鸟的季节性飞翔，有些鱼类定期觅食产卵，部分动物随着季节变化长途奔徙，以维持单体生

命和种群的延续。这些迁徙，我不认为是旅行。如果以上凡举意在辨识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的话，那么，

人类的旅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文化。它主要区别不同人群的差异。不过，旅行之于文化要

繁杂得多：人们为什么出行？谁在旅途？何时出发？去往哪里？结果如何？这一切在不同的族群与文化

中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价值与认同。今天，“地球村”使世界变小，旅游已经超出时尚成为人类基本的生活

内容。人类学对于人类这样的变化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旅游人类学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承担起这样的探索

使命。人类学的旅行研究把不同社会、族群的旅行所包含的文化异同以及对社会的作用、影响作为一项

重要的研究任务。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表述中，“游”演绎着一体双面的价值。一方面，它强调着与数千年农业伦理所契

合的理念———与土地家园的亲密友好关系：安居乐业，知安乐土，家园生态，“父母在，不远游”（《论语·

里仁》）。与次文化脉络相吻合，“游”反映出与此相反的道德价值和悲剧色彩———离散的悲凉感：背井离

乡，妻离子散，离土离乡的寂寥惆怅……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便包含着“离愁”“思乡”与“闺怨”。与

这样的价值主张相辅相成，“游手”“流氓”“浪子”等便沦为反常、异态甚至反面的教化典型。另一方面，

“游”又体现出飘逸高远的深邃，传达对“道”的哲学求索。一篇《逍遥游》成为经久旷世的研讨课题，演变

为费解的“不可庄语”的神话哲学命意。鲲鹏者，“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以大鹏的

飞翔比喻神游，去寻道，去求索，去幻化，去想象，去逍遥，去超越；行巫仪，像日神，似酒神……不可言尽。

楚辞之精髓在于以高翔的性灵巡游去追求超凡脱俗的政治理想，大美而大悲。屈子的诗文即为代表。

“离骚”既是“遭忧”，又是“别愁”，更是“求索”，是理想破灭的心灵解脱。《远游》作如是说：“悲时俗之迫

?兮，愿轻举而远游。”总之，“游”在中国古代的文化表述中，有“道”之义疏，有脱俗的旨趣，有功名的求

取，有浪漫的情愫，有抑制的排遣……

可叹的是，旅游文化在中国正统的经世传统中素不被重视。究其原因，其中之一在于中国文化的务

实性决定其功利、重结果，从而忽视了实现理想、功名和志向的外在形式与形态。从帝王的出巡、孔子的

周游、英雄的征战、“旅”（《说文解字》）释：“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到《山海经》的异述等都不甚关注

“游”的行为，看重的是“游”的结果。惟徐霞客的“游记”、玄奘的西历取经较重旅途的经历。可惜的是，

重“游”者一般不入正史。至于外来宗教，特别是佛教的传播、驻足、生根、变异，民间宗教自行其道，“妈

祖”盛于民间，“分香”传延，运及海外，都隅于地方，承于乡土……

中西方交流史———不妨视为旅行文化的交流史：马可·波罗、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人前仆后继前来

中国。始自１８世纪，迄１９世纪初，西方大兴中国文明的崇信之风，法国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为之选诵的



神圣经文中竟有“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Ｓａｎｃｌ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ｏｒａｐｒｏｎｏｂｉｓ）之句。中华的昌盛，帝国的辉
煌通缀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抱负：戍边、安抚、平乱、筑城、和亲、朝贡、郑和下西洋……近代以来，

从西方的“红毛番”“洋鬼子”到“洋人”的形象和指喻变化，“西学东渐”演变轨迹渐使中国在衰微中自惭

形秽。大批英才俊秀前往西方寻求真理，事“洋务”、购“洋枪”、禁“洋烟”、拒“洋人”……华人华侨下“南

洋”讨生活，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哪一桩、哪一事不与“旅行”有关，与“交通”有关？

西方的旅行文化更是贯穿于整个文明发展的全过程：地中海文明的滥觞，海外拓殖，争夺航路，城邦

政治，科学的发端，十字军东侵，骑士之风，航海冒险，发现新大陆，“三角贸易”“伟大的旅行”“伟大的迁

移”“五月花号”，宗教使命，“东印度公司”“鸦片战争”……不能赘述。近些年“旅行文化”（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ｃｕｌ
ｔｕｒｅ）更成新宠，仿佛哲人之顿悟，历史之造化，传统之“发明”。旅行文化很快发烧发热。“东方主义”者
萨伊德（Ｓａｉｄ，Ｅ．）述“旅行理论”（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把它当作对“权力话语”“后殖民主义俗世批判”的一
种锐器；克里福德（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Ｊ．）从人类学批评史的角度探索旅行文化中“旅行

!

居住”的传统表述与文化

认同关系；普拉特（Ｐｒａｔｔ，Ｍ．Ｌ．）则把现代旅行文化置于殖民者与殖民地的“边界地带”，以凸显“霸权与反
霸权”的抗争主题；罗杰克和厄里（ＲｏｊｅｋａｎｄＵｒｒｙ）的“旅行文化”却强调现代旅游的社会背景与属性的互
动，移动性、文化与物质之间的相关与变迁关系……

旅行文化研究之兴与当代旅游之盛互为你我。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旅游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一种产业，这一切都反映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众所周知，旅游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

支学科，它的诞生几乎是最为晚近的。狭义的旅游人类学，即指严肃的、专门从事人类学的旅游研究直到

２０世纪中叶才宣告出现。现代性的基本属性被公认为移动性，它根本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
式和社会价值。这一切皆与旅行与旅游分不开。麦坎内尔在《空聚场》（ＥｍｐｔｙＭｅｅｔ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ｓ）中认为：
“人们浪迹天下的意识在旅游行为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建立完整世界中的永久性家居生活。”我们似乎可

以通俗地转述为：现代社会“稳定”的家居生活是通过不断“移动”的旅行方式获得的。人在旅游，文化宛

若附体的魂魄，也在旅游。“文化”并非不着边际的东西和泛指，它可以附着于人群、性别、阶级、价值、观

念、资本、商品等进行传播和再生产。现代社会的“移动性”打破了既往的“边界”，即资金、资本、观念、形

象、信息、人群、物品和技术，无不构成移动的景观。

现代旅游的观念和行为无法须臾挣脱文化的羁绊，特别是现代旅游，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大规模旅

游产业的情况来看，都包含着长时段历史传统的纽带和短时段“时尚”的价值特征。克蕾克（Ｃｒａｉｋ，Ｊ．）试
图厘清：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对发生在文化领域里的一系列矛盾现象是否能够起到传承和舒缓作用。同

时，文化旅游本身并非就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和事实，它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当代的旅游活动

中它包含着新的品质而已。在她那里，“文化旅游”（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ｔｏｕｒｉｓｍ）被解释为“通过习惯性的旅行，使游
客进入到其他文化和其他地方去了解当地的民众，他们的生活方式、遗产和艺术；以直接的方式真正了解

这些文化以及它们在历史语境中的表现”。而“旅游文化”（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ｔｏｕｒｉｓｍ）则是“最大限度地获取
旅游文化的产品价值，重新确定游客的经历和经验，确定旅游的文化影响，适应旅游产业的文化变化”。

所以，当代旅游应是“融文化于旅游与游客，融旅游与游客于文化”（ｍｏｕｌ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ｒ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ｔｏｕｒ
ｉｓｔ，ａｎｄｍｏｕｌｄｉｎｇｔｏｕｒｉｓｍａｎｄｔｏｕｒｉｓｔｆ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ｅ）的共生现象。

人类学其实是一门兼容旅游文化的学问，其“商标”是所谓的“田野作业”。这也是民族志研究的基

础。因此，人类学家把在田野工作中的“旅行”当作一种特别概念和习惯行为。它包含田野工作者自愿

离开家庭到一个异地去生活和工作，以获取所需要的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和科学方面的材料。

“田野”本身就是一种松散的、有目的地的、长时间的旅行活动。从学理上看，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把“田

野”视作一个异文化的“场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田野”被当作一个静态的、封闭的、落后的、族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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