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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黄光国的“人情—面子”理论来看“萨达会”

①[1]事件，可认为中法友谊是一种朋友间的“混合性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相互间应按“人情法则”办事，讲“人情”和“面子”，照顾对方面的核心利益。而法方反反复

复在中国最关注的西藏问题上撒盐插刀，使中方大失“面子”。因此，中方做出了强烈反应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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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总是会对其它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感到愤

怒，但是中国政府对这次‘萨达会’的反应‘非同寻

常的强烈’”[2]，发出诸如推迟中欧峰会以及与空中  
客车谈判、“中法关系能否取得进展取决于法方的选

择”[3]等一连串的强烈抗议与警告。此事件发生在中

法两个“老朋友”之间以及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之际，

所以格外引人注目。目前，国内外专家和学者对这一

事件的解读主要有三种：一是认为，中国反应强烈是

因为萨科齐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元首身份会见达赖会开

创一个恶劣先例并会引起连锁反应②[4]；二是认为，  
中国欲以此向欧洲表明中国的核心利益之红线在何 
处[5]；三是如英国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

家凯利•布朗所说，“西藏、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同样

重要。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今年通过与国民党当

局的成功对话机制，让大陆与台湾的友好关系得以增

进。反观西藏问题，中央政府与达赖方面的对话无果

而终，更导致双双关系恶化。在这个背景下，欧洲领

导人坚持会见达赖，无疑迫使中国政府在态度上强烈

反弹……”[6]与这三种解读不同，笔者将以台湾大学

心理学系黄光国教授的“人情—面子”理论模型为依

据对“萨达会”事件进行分析和阐释。 
 

一、“人情—面子”理论模型 
 

黄光国教授认为，“人情—面子”的社会行为是中

华文化社会心理“深层结构”的反映，其行为模式是

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基型”[7](序 2)。因此，笔者认为这

种已“内化”为中国人社会心理的行为模式也会在中

国的外交行为中体现出来。 
“人情—面子”模型旨在说明两人间的社会互动

（见图 1）。该模型将互动的双方界定为“请托者”与

“资源支配者”③。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

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时，“资源支配

者”心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关系判断”，即他要思考

的问题是：“他和我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7](163) 
这个理论模型是以一条对角线将代表“人际关系”

的长方形方块切分为两部分：阴影部分称为“情感性

成分”，代表互动双方之间感情依附的程度；空白部分

称为“工具性成分”，代表互动双方进行互动的主要目

的是以对方作为工具，来获取某种资源[8](61)。然后依

照这两种成分的多寡，将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情感

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事实上，由这三

种关系所组成的交往圈子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结构

（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见图 2），最内的一个

圈子是 “情感性关系”圈，通常指家庭中的人际关系

圈子，由家人、情人、爱人等组成，其所对应的“交

换法则”是“亲情法则”⑤[9]，即每个人尽量满足他人

的需要，鼓励个体间“不分你我”，个体之间相互依赖

和相互信赖，有高度的安全感[10]。最外的一圈是“工

具性关系”圈，主要由陌生人组成，其所对应的“交

换法则”是“公平法则”，也即“等价交换”法则，类 
                                  
收稿日期：2009−01−18 
作者简介：牛长振（1980−），男，河南汝南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08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第 4 期                      牛长振，朱中博，张芸：“萨达会”事件析论——以“人情—面子”理论模型为分析依据 

 

471
 

 

 
图 1 “人情—面子”模型

④[7](5) 

 
似做买卖，公平交易、讨价还价，交易完成，两不相

欠，具有利益性、等价性和短暂性之特点[11]。介于这

两层之间的是“混合性关系”圈，由朋友、同事、同

学、熟人等构成，其所对应的“交换法则”是“人情

法则”，相互帮忙，讲“人情”和“面子”，具有“等

意义交换”之特点，即这种交换不是等价交换，而是

附带了诸如信用、服从、地位、忠诚、崇拜等情感价

值的交换模式，交换最终也获得平衡，但不是交换价

值相等而是意义相等[12]。在图 1 和图 2 中，“情感性

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以一条实线隔开，表示两者

之间有相当清楚的心理区隔，家庭之外的人很难变成

“家人”；“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之间以一

条虚线隔开，表示经过拉关系或加强关系等“角色套

系”的动作之后，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其他人可以

穿过这层心理区隔，使双方变成“混合性关系”[8](95)。

相反，原本属于“混合性关系”的双方，也可能“反

目成仇”，演变成“竞争关系”或“交战关系”[7](165)。 
 

 
图 2  人际交往圈模型 

以“亲情法则”、“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分

别与属于“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

关系”的人进行互动，是个人维持“社会心理均衡”

的方法。然而，当个人与属于“情感性关系”和“混

合性关系”的人互动时，特别是面临对方的“请托”

时，由于既要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与对方可能作

的“预期回报”是否相等或是否可以从中受益，又要

考虑彼此之间的感情成分，因为他要和属于这两种关

系的人进行长期交往，他往往容易陷入“亲情困境”⑥

和“人情困境”之中。相反，当他与属于“工具性关

系”的其他人互动时，他比较可能从事“精打细算”

的理性行动，从而做出客观的决策[7](163)。 
当个人陷入“人情困境”并且与对方发生冲突时，

个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化解？在这种情况下，

冲突双方的身份以及关系程度不同，意味着双方所采

取的冲突化解模式（见表 1）是不同的。因此，黄光

国教授将人际关系分为三种：纵向内团体⑦、横向内  
团体与横向外团体。他认为，个人在涉及上述三种人

际关系的冲突事件时，他主要考虑的因素是“维护和

谐关系”，还是“达成个人目标”，他为达成目标可能

采取的“协调”方式以及他最可能采取的“优势反   
应”[8](97)。 

横向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朋友就是属于 
 

表 1  冲突化解模式[8](68) 

 保持和谐 达成目标 协调 优势反应

纵向内团体 顾面子 阳奉阴违 迂回沟通 忍让 

横向内团体 给面子 明争暗斗 直接沟通 妥协 

横向外团体 争面子 抗争 调解 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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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个人可能采取的冲突化解

模式，则要看他是将对方界定为“内团体”（混合性关

系）还是“外团体”（工具性关系）。若他将对方界定

为“内团体”，在发生冲突时，双方比较倾向于采取“直

接沟通”的协调方式。为了保持双方的“和谐关系”，

彼此会给对方“面子”，他们也比较可能达成“妥协”。

若一方不顾另一方感受而坚持要达成其目标，双方可

能陷入长期的“明争暗斗”之中。若双方都坚持要达

成其目标，他们便可能将对方界定为“外团体”，而爆

发明显的“抗争”（confrontation）。此时，双方会不顾

彼此关系的和谐，而要和对方“争面子”。为了消除双

方的冲突，在进行协调时，往往必须由第三者进行   

调解。冲突后的“优势反应”则为双方关系的“破    

裂”[8](97)。 
 

二、法国：由“工具性关系”圈进入 
混合性关系”圈 

 

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国追随美国，奉行反华亲台

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法

国也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法国

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声明，出兵 1000 人，参加所

谓的“联合国军”，供美国差遣；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

合法地位问题上，法国也多次投反对票，阻挠中国恢

复合法席位。这种反华亲台政策的实质是法国把中国

当成“敌人”，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包围，“妄图把新生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根据“人情—面子”理论模型来看，由于中法之

间是一种“敌对关系”，所以对中国来说，法国当时处

在主要由陌生人组成的“工具性关系”圈中。属于“工

具性关系”圈的人欲想进入“混合性关系”圈，须经

过拉关系或加强关系等“角色套系”的动作之后（见

图 1），方能穿过“工具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之

间的这层心理区隔，使双方变成“混合性关系”。也就

是说，法国要由“工具性关系”圈进入“混合性关系”

圈，也即要成为中国人的“朋友”，须迈出具有历史意

义的一步，做出具有实质性的行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中美两国之

间的关系依然处于僵持状态，美国依旧对中国采取封

锁、禁运和拒不承认的“鸵鸟政策”[13](231)，阻止中国

解放台湾、保留在南朝鲜的“联合国军”，在政治、经

济、军事上支持南越政权。同时，继续阻挠恢复新中

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并秘密支持西藏叛乱等

等。同时，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的分歧

日益扩大，进而影响到两国关系。中苏意识形态论战

愈来愈激烈，并导致两国关系发生紧张，中苏两国逐

步从“盟友”关系演变为相互“对立”关系。中国在

这一时期开始转入“两个拳头打人”的被动局面。在

这种情势下，中国显然急需摆脱外交困境。恰逢此时，

戴高乐派埃德加·富尔访华，探寻中法建交的可能性。

经过多次会谈，中法两国于 1964 年 1 月 27 日宣布建

立正式外交关系。 
在中法建交的过程中，戴高乐受到来自美国的种

种压力，但戴高乐认为，“法国同这个国家建立正式关

系只是如实地承认世界而已”[14](495)。在中国当时处于

内外交困之时，戴高乐这种“雪中送炭”的果敢行为，

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人的“患难见真情”的情怀，得到

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如周恩来总理所说，“戴高乐

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采取了与某些西方国家不同

的态度，决定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树立了一个

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独立自主的榜样”[13](231)。 

法国迈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步，使两国由“敌

对”关系转变为了“朋友”关系。法国因此也由“工

具性关系”圈进入“混合性关系”圈。这一步不仅对

中国来说影响深远，而且也对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产

生了重大影响。中法建交，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

阵线，也打击了苏联想控制中国的阴谋，扩大了中国

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再则，它推动了其他西方国家

争取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进程，并对日后美国改善对华

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戴高乐在

中法建交时展现出来的果敢行为也是啧啧称赞，“戴高

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人民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上

起了重大作用。”[13](227)另外，由于法国是第一个突破

意识形态壁垒与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正式大使级外交关

系的西方大国，而建国 15 年后的中国也第一次与西方

大国有了大使级关系，这不仅有力地冲击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而且开创了两个不同意识

形态大国求同存异、合作发展的典范。 

戴高乐离职后，仍念念不忘对中国的情怀，多次 

提到要来中国访问，“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

﹗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15](67)虽然戴高乐总

统最终未能如愿以偿，但中法两国人民对这段历史却

是珍视的——它是中法两国友谊的见证，对以后法国

历届总统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 1973 年 9 月乔治·蓬

皮杜总统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仍不远万里地访问中

国，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13](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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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卡尔·德斯坦和弗朗索瓦· 密特朗两位总统则都

比较喜欢中国文化，前者从书写入手学习中文，后者

则曾三次以不同身份访问中国，并认为“中国是一个

大国，尤其因为它有着千百年文明史，以及这一文明

史在当今政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13](537)希拉克总统

则从推动世界多极化、强化欧中“两极”关系的战略

高度，探索深化中法关系的新路子。他摒弃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法国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对华的短视行

为和错误作法，积极推动法中、欧中全面伙伴关系的

建立[16]。1997 年 5 月，江泽民主席和来访的希拉克总

统签署了中法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面向 21 世纪

的全面伙伴关系”。这是中法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最高

定位[17]。从乔治·蓬皮杜到希拉克，他们都对中法两

国友谊的深化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中国领导人对法国也有浓厚的情怀。毛泽东对戴

高乐的不屈、果敢性格特征赞叹不已，认为他是“反

对法西斯侵略、恢复法兰西独立的不屈战士”，是他的

果敢行为推动了中法建交[18](237)。周恩来、邓小平曾远

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之道，自然会对

法国这片土地记忆深刻、感情有加。尤其是邓小平曾

三次踏上法国国土，对法国的情怀是更加地深厚。在

1975 年访法时，他说，“法国是他年青时代曾经生活

的国家，法国人民的热情好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重游旧地，感到非常愉快”[19](72)。  

总之，原先属于“工具性关系”圈的法国通过 1964
年与中国建交这个加强关系的动作之后， 穿过“工具

性关系”与“混合性关系”之间的这层心理区隔，使

中法双方变成“混合性关系”。这种“混合性关系”又

经过双方领导人的互访、经贸与文化的往来等而得到

巩固和加强。与此同时，这种“混合性关系”反过来

又促进了两国文化的深层交流和经贸关系的迅速发

展。如为了向法国人民表达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中

国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而法国也还以“人情”，

在中国举办“法国文化年”。截至 2008 年 8 月底，法

国累计在华设立企业 3674 家，实际投入 86.6 亿美元。

据法国国际投资促进署统计，中国对法投资金额也已

超过 10 亿美元，为法国创造了 8000 多个就业岗位，

居亚洲国家首位[20]。 
 

三、案例分析 
 

萨科齐上台后，不按“混合性关系”所对应的“人

情法则”办事，不讲“人情”和“面子”，而是玩起了

两面手法，一方面高度评价中法友好关系，称“法中

关系以友谊和信任为鲜明特征，我极为珍惜并愿意继

续促进这种关系；法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忠实于对

中国的承诺”[21]；另一方面却采取打“西藏牌”的策

略遏制中国，如同情“3.14”事情中打砸抢烧的藏独

分子，呼吁欧洲国家首脑应根据“北京与达赖对话”

的情况来决定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纵容“藏

独”分子干扰破坏奥运圣火在巴黎的传递。 

虽然萨科齐的所作所为深深地刺伤了中国作为一

个大国的“脸面”，但为了中法友谊能持续下去，中

国仍然从“人情法则”出发，通情达理、顾全大局，

诚恳地邀请萨科齐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给了爱做

“出头鸟”的萨科齐[22]一个很大的“面子”。萨科齐

自知理亏，于 2008 年 8 月 6 日做“面子功夫”⑧[8](16)，

宣布不会在达赖喇嘛在法停留期间与其会面，表示“法

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经久不衰，无可动

摇。此次我前往北京就是要再次证明：法中友好是法

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23]但萨科齐从“鸟巢”飞

回去不久，却又于 11 月 13 日宣布将于 12 月 6 日出访

波兰期间会见达赖。 

在“萨达会”事件上，中法两国的角色分别是“请

托者”和“资源支配者”。作为“请托者”的中国希

望“老朋友”法国在“西藏问题”上支持自己，不要

会见达赖，因为“西藏问题”是一个事关中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问题，一个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24]。

以“人情—面子”理论模型分析（见图 1），当“资

源支配者”法国在考虑拒绝还是接受中国的请托时，

他会考量自己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国可能作的“预

期回报”，并计算交易的“后果”。对萨科齐来说，

如果他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并拒见达赖，会遭到法

国国内亲达赖的反对派的强烈批判，法国民众也会认

为他在 “屈服于中国的压力”[25]，但是他可能会获

得中国的“预期回报”，比如，在当前世界经济“风

雨如晦”的日子，中国这个强大经济实体对法国的帮

助，会对法国摆脱当前经济困境有很大作用。如果在

达赖喇嘛在法停留期间与其会面，势必会遭到中国的

强烈反对，并影响中法之间的友谊和经贸关系。由于

中法双方是一种“混合性关系”，所以“资源支配者”

法国对中国的“请托”，不会仅仅考虑自己付出的“代

价”与中国可能作的“预期回报”是否相等或是否可

以从中受益，还会考虑中法彼此之间的感情成分，因

为法国要在这个圈中与中国进行长期的交往。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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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在面对中国的请托时，法国会很容易陷入“人

情困境”之中。经过权衡与考量，萨科齐接受了中国

的“请托”，出席了北京奥运开幕式且未在达赖喇嘛

在法停留期间与其会面。这使“请托者”中国获得很

大“面子”。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面对国内亲达赖的反对派和

舆论的压力，考虑到自己以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和达

赖访法时也未接见的方式给足了中国面子，萨科齐认

为若现在接见达赖，中国也该会给自己“面子”。于

是，萨科齐宣布将于中欧领导人会晤后会见达赖。可

“西藏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这个问题上，

不存在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萨科齐会见达赖只会

引起中法冲突。 
根据所有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中法之

间是一种横向的平行关系。考虑到中法之间的传统友

谊，在萨科齐宣布将于 12 月 6 日会见达赖后，中国将

法国界定为“内团体”，采取了“直接沟通”的协调

方式。2008 年 11 月 16 日至 20 日，中央统战部副部

长朱维群率代表团访问法国。访法期间，朱维群会见

了法国人权国务秘书雅德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雷维

特。代表团还与《费加罗报》、《世界报》、《巴黎

人报》、法兰西 24 电视台等法国多家媒体的负责人举

行见面会[26]。为了维持双方的“和谐关系”，双方本

应彼此“给对方面子”，达成“妥协”，但是由于“西

藏问题”是一个涉及中国国家主权的问题，中国认为，

国家统一是最高的原则，主权问题没有任何讨价还价

的余地[27]。而萨科齐不顾中国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关

切，仍执意坚持会见达赖。在这种情况下，中法 “直

接沟通”的努力归于失败。 
一方由于涉及主权问题而不可能妥协；另一方一

意孤行要见达赖，也就是，双方都坚持要达成其目标。

由以上分析（见表 1）可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便

可能将对方界定为“外团体”。由于法方不顾中法之

间关系的和谐，执意会见达赖，和中国“争面子”， 
必然会促使中方把法方界定为“外团体”，也必然会

激起中国做出应有的反应，从而导致中法之间爆发明

显的“抗争”。200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宣布推迟举

行于 2008年 12月初在法国举行的第 11次中欧领导人

会晤。虽中方多次强烈抗议和警告法方，但萨科齐还

是我行我素，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值主席的双重身份

于 2008 年 12 月 6 日在波兰格但斯克会见了达赖，中

法冲突后的“优势反应”表现为双方关系的严重“破

裂”。 

黄光国教授认为，为了消除双方的冲突，在进行

协调时，必须由第三者来进行调解。笔者认为，以“人

情—面子”理论模式来分析国与国的冲突，要视双方

冲突的程度以及双方对冲突的控制能力。在冲突双方

没有达到断交甚至发生战争的程度时，双方可以在没

有第三者调解的情况下进行和解。在“萨达会”这一

事件上，虽然由于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喇嘛而引起中

国的强烈抗议，但两国关系还没有恶化到断交甚至发

生战争的地步，因此中法双方可以在没有第三者调解

的情况下进行和解。 
 

四、小结 
 

中法之间的交往已达 45 个春秋，其间虽有波折，

但友谊是主流。这种友谊，是一种“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是一种朋友间的“混合性关系”。在这种关系

模式下，中法之间应按“人情法则”办事，讲“人情”

和“面子”。既然双方之间是一种较深厚的友谊关系，

双方应该充分考虑、照顾对方在其核心利益问题上的

关切，而法方却在中国最感痛楚之一处——“西藏问

题”撒盐插刀；中国人一贯认为，“与朋友交，言而

有信”，“驷不及舌”。而法方反反复复，“言而无

信”，玩友情似于谈笑间，使中方很没有“面子”。

此情此景，中国做出“非同寻常的强烈”反应合情合

理，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面子”的应有反应。 
鉴于以前中法双方彼此解决矛盾之经历以及中国

对由“萨达会”所引发的中法冲突之理性控制，若法

方正视中方关切，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修补中法关系，

笔者认为，在中法建交 45 周年之际，中法会重新走向

正常化之路。如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 2008 年 12 月

16 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所说：“中方非常珍惜中法

关系这 45 年来走过的历程和取得的重要成果。恰恰因

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希望中法双方能够在和谐、喜庆、

富有成就感的气氛中庆祝中法建交 45 周年，同时规划

未来……法方应正视中方的关切和正义立场，真正认

识到目前中法关系所存在的困难，采取切实措施为双

方纪念、庆祝建交 45 周年，进而为推动中法战略伙伴

关系全面、健康、稳定、长期向前发展创造条件。”[28]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

会鹏教授、王锁劳副教授的悉心指导以及我的同学刘

会军、王春燕的帮助，笔者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但

一切文责由本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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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萨达会”指法国总统萨科齐在 2008 年 12 月 6 日与达赖喇嘛的

会面。这一提法具体可参见参考文献[1]. 

②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持这种观点.具体参见

参考文献[4]. 

③ 在实际的社会互动情境中，由于双方互有所需，“请托者”和“资

源支配者”的角色可以互相转化。 

④ 此图是笔者在对黄光国教授的“人情—面子”理论模型有所变

动的基础上完成的。具体参见参考文献[7]. 

⑤ 黄光国教授认为“情感性关系”所对应的交换法则是“需求法

则”。尚会鹏教授认为“需求法则”似乎更适合由独立、自由的

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社会中的关系，用来描述中国人似乎欠妥，

实际上中国人在“情感性关系”圈子中的行为是依据角色和伦

理行使责任和义务的，无法用“需求法则”述之。笔者在此比

较赞同尚会鹏教授的看法。具体参见参考文献[9]. 

⑥ 关于一方陷入“亲情困境”时应如何应对，由于不在本文的探

讨范围之内，故不做分析。 

⑦ 由于纵向内团体强调的是一种上下关系，故不在本文的探讨范

围内。 

⑧ 所谓“面子功夫”就是做给混合性关系网内其他人看的前台行

为。具体参见参考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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