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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8_B8_E5_A4_9A_E7_c34_39939.htm 罗先生的行李箱和周

先生的行李箱一模一样。周先生喜欢买纪念品，买的纪念品

都放在行李箱里，他每次拿行李箱都小心翼翼。罗先生不买

纪念品，他拿行李箱就有点漫不经心。问题是罗先生常常把

周先生的行李箱当成了自己的行李箱，随随便便地拖来拖去

，周先生不免为箱子里的纪念品而心疼。 那一天。周先生看

见罗先生又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行李箱拖走了。就拉着罗先

生的箱子走过去对罗先生说：“罗先生，你又拿我的箱子了!

我这里面可是装着许多贵重物品哪，要是弄丢了或是⋯⋯” 

罗先生听周先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样说自己，心里很不是

滋味。交换了箱子以后，罗先生指着自己的箱子说：“你呀

你呀，真不是个东西!为什么老是要跑到别人手里去?你看，害

得我又被人家说一顿!回到家我就拆了你，卖了你⋯⋯” 周先

生一听，也指着自己的箱子骂起来。就这样，他们各自指着

自己的行李箱，你一言，我一语地骂了一阵，最后又面对面

地在大厅吵了一架。 分析 本案例所讨论的是社会交往的两个

层面：“利益交换”层面和“人际交流”层面。 罗先生与周

先生之间的矛盾，看起来是为行李拿错的事，但是，仅仅用

行李拿错不足以解释他们的争吵，在他们为“事”的中间还

包含着关于“人”的内容。周先生对罗先生说“你又拿我的

箱子了”，这个“又”字就表达了他对罗先生这个“人”的

一种看法。他又说“我这里面可是装着许多贵重物品哪，要

是弄丢了或是⋯⋯” 这就包含着对罗先生的人品的怀疑了。



罗先生的话更是明显。他说“你这只箱子也真是特别，怎么

老是和我的一模一样”，这是什么意思?从‘事’的方面说，

是说你应该在你的箱子上做个标记，把我们两个人的箱子区

别开来。从‘人’方面来看，‘真特别’和‘老是’就含有

你故意要让自己的行李箱与我的行李箱一模一样的意思。所

以在社会交往中既有关于事的内容，也有关于人的内容。 在

本书中，关于“事”的内容我们定义为社会交往的“利益交

换”层面；关于“人”的内容我们定义为社会交往的“人际

交流”层面。 “利益交换”是社会交往赖以存在的基础。人

与人之间(或个人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之所以要进

行交往，首先是因为他们要进行某种“利益”的交换。这里

所说的“利益”是广义的，它包括五大内容：即物品的、行

为的、价值的、信息的和观念的。 举例来说：游客甲用两

筒200A的胶卷换游客乙一筒400A的胶卷，这是物品的交换；

两位旅游者“同舟共济”地完成漂流，这里就有行为的交换

；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价值的交换；两个人交

流股市的行情或评价某人，这是信息的交换；两个人谈论人

生哲理，这是观念的交换。 “利益交换”的五大内容之间是

可以相互替代交换的。例如，小李抽空陪小张逛街，借此机

会向小张了解自己将要遇到的领队是怎样一个人，这就是以

“行为”换“信息”。 “人际交流”是社会交往的更为重要

的层面。“人际交流”的内容包括交往双方相互之间的认知

、评价和影响等。“人际交流”可能是积极的彼此有好感，

交往将朝着更全面、更深入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是消极的彼

此厌恶，交往变得艰难，甚至无法继续。“利益交换”的展

开和深入受双方的社会关系、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人际



内容”的制约。 对社会交往两个层面的认识容易产生模糊的

，是以评价他人为内容的社会交往。评价的基础是双方交换

着评价对象的信息，这就是双方做的“事”，属于“利益交

换”层面，没有这种信息交换，社会交往不能形成和维持。

另一面，双方为什么愿意与对方谈论评价第三者就具有“人

际意义”，其中一种意义就是相信对方不是那种打小报告的

人，也不是到处乱说的“小喇叭”式的人物，这种相互信任

属于人际的内容。换句话说，通过一起评价他人，双方感到

彼此之间更亲近了，而这种感觉与双方能够在一起谈论评价

对象有关，而与评价对象究竟怎么样无关。 “两个层面”的

概念是理解导游工作中所有人际矛盾的一把钥匙。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