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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在他鄉：陸生在台灣的社交媒體使用
與文化溝通

黃亞楠、蘇蘅

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大陸地區來台就學的學生如何應用社交媒體，達

到跨文化適應，並探討陸生在台求學不同階段的符號、態度、價值與

知識的交換與協商，以深度訪談訪問14名就讀台灣不同公私立大學碩

博士班的陸生。結果顯示，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和在台生活適應有密

切的對應關係，以娛樂和社交為使用最大宗。其次，他們在大陸習慣

使用的微信、微博對於維持原有的親密人際關係非常重要，但是在台

灣的社交媒體如臉書對人際關係的作用卻有限。第三，臉書是用來觀

察與學習台灣文化的一扇窗，然而因為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歧異，陸

生的社交媒體出現自我揭露的多重性、分裂的認同和小心翼翼的自我

審查。陸生每日穿梭在不同社交媒體平台，接觸更豐富多元資訊，因

此化身為資訊搬送者，自覺成為兩岸間的文化中介，來回搬運和轉譯

資訊。然而卻無法解決深層次、涉及意識形態分歧以及文化價值差異

的溝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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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components of our everyday 

life in today’s globalizing society. They provide a context where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can communicate, exchange messages, share knowledge,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regardless of the distance that separates the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how the impact of using social media on the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process among Chinese mainland students in Taiwan. In-depth 

interviews of 14 Chinese students in seven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re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erm “social media use” can be considered ambiguous 

and has multiple meanings in cyberspac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ince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at odds for seven decade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in Taiwan quickly noticed the schism 

and tended to manage their self-disclosure and identity with lots self-awareness. 

Their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reflected different and innovative way for 

connecting with friends i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at influenced their 

accultur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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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2011年被稱為「陸生元年」。這一年，台灣首次採認大陸學歷，並

且開放大陸地區學生赴台攻讀學位課程。同一年9月，首批928名陸生

來台求學，開啟兩岸學術交流的新篇章。

兩岸分治近七十年，兩岸社會在政治和文化上已經產生二元分

裂。陸生來台就學，受到諸多限制。大陸方面在地域上做了嚴格限

制，台灣方面則針對陸生就學推出「三限六不」政策。所謂「三限」為限

校、限量、限域，「六不」則為不加分、不影響招生名額、不提供獎助

學金、不允許校外打工、不可考照、不可續留台灣就業（行政院兩岸交

流主題網，2016）。另外因意識形態衝擊和利益競爭，使得赴台留學的

大陸學生，較之其他赴台就學的境外學生，在學術環境、醫療保障、

課業實習面臨更大阻礙和壓力。兩岸雖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卻有特殊

的歷史糾結和社會政治現實，對於新生代的陸生面臨意識形態和文化

認同差異帶來的文化衝擊，他們究竟如何接觸跨文化衝擊，又如何自

我調適，成為亟待了解的課題。

藍佩嘉、吳伊凡（2011）較早關注到兩岸留學生的獨特適應歷程，

他們指出，基於兩岸關係的歷史連結和政治對立，使得旅中台生的主

體位置更為複雜曖昧。胡紹嘉（2012）發現，在看似熟悉的背後，國

家、社會及自我認同上的差異，陸生卻須花更多的時間，在「同一」與

「差異」的頡頏中思索「社會團結」與「作為主體之個人」的意義，並從中

進行社會認同與個人認同之調解和斡旋。

留學生國外求學的適應議題一直受學術界關注。學術界對留學生

適應議題的研究涵蓋留學生的資訊需求、遭遇的文化適應、採取的策

略，以及影響留學生文化適應的因素等（Kline & Liu, 2005; Reece & 

Palmgreen, 2000）。

學者通常將新移居地的主流文化稱之為「主文化」（host culture），

而移居者的原生社會文化則被對應稱為「原文化」（home culture）。當個

體進入到陌生環境中，因為接觸到不同的行為規範、教育體制或社會

文化，難免產生異同感，在跨文化適應和溝通的過程中，旅居者主要

面臨兩方面議題，一是在主文化情境中維持和建立人際關係，二是如

何處理原文化與主文化之間的關係（Berry,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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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化角度來看，社交媒體已經成為留學生完成文化適應的重

要工具，在進行跨文化溝通的過程中，社交媒體發揮如下功能：（1）支

持留學生加強、構建與維護人際關係；（2）產生社會網絡，建立虛擬社

群，能同時與原文化群體和主文化群體在網路世界互動。（3）社交媒體

是呈現多元文化的平台。留學生透過社交媒體獲得知識，持續學習觀

察不同意見、議題，留學生的認同可能經歷強化或再製（Sawyer & 

Chen, 2012）。

過去對於陸生來台的適應研究，主要集中教育或跨文化傳播取

向，有些研究從教育政策制定和教育落實評鑑的視角出發（徐子惁，
2014；林家伶，2014），或者針對陸生來台留學動機、在台學習生活適

應、以及陸生就學政策效果等研究。還有部分研究從跨文化傳播的取

向出發，發現陸生在文化適應歷程中會產生不同的心理變化，也會在

自我和群體認同歷經轉變與產生群體歸屬的問題（胡紹嘉，2012；胡俊

鋒，2013）。

本研究想從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與跨文化適應，探討陸生在台的

跨文化適應過程，描繪大陸學生適應台灣生活時面對的社會情境脈

絡，比較陸生來台遇到哪些適應問題。尤其因為兩岸社交媒體的功能

與使用，在「支持」、「社會網絡化」和「多元文化平台」等具有不同功

能，本研究希望理解陸生如何利用不同社交媒體建構對台灣社會的了

解和溝通策略，以適應在台求學生活。

文獻探討

社交媒體在兩岸的發展和使用

台灣和大陸擁有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政治體制，在社交媒體的發展

和應用也呈現出不同的樣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兩岸的社交媒體發展脈絡和環境不盡相同。由於大陸網路

「防火牆」（Great Firewall of China，簡稱GFW）的存在，多數境外媒

體、互聯網公司提供的服務在大陸都遭到封鎖。催生大陸社交媒體發

展的獨特環境，境外的社交媒體難以進入，大陸的社交媒體大多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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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起家，比如人人網模仿Facebook，新浪微博是山寨版的Twitter，優

酷是山寨版的YouTube。這種以山寨為主的文化複製路線逐漸改變，中

國社交媒體不斷創新，發展多樣的商業化整合服務，與線下生活深度

對接，成為中國社交媒體的特色。

包括微信、微博在內的社交媒體，逐漸將社交與遊戲、運動、電

子商務、職業招聘、影音娛樂等結合，滲透到人們的日常實作，將社

交媒體平台的商業化推向極致。在政府的倡導和企業不斷模仿創新

中，大陸社交媒體不僅在於其社交媒體產品繁多，更成為傳統產業延

伸的路徑以及服務行業拓展的平台。2016年互聯網服務逾七億網民，

既可透過社交媒體，獲取資訊、人際互動、購物、支付、教育等各種

服務，社交媒體與生活深度對接，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必要的組成部

分；另外，基於新媒體應用的金融、教育、出行、醫療等服務應用相

繼出現，社交媒體廣泛與傳統產業聯合，全面應用於服務業（唐緒軍，
2015）。社交媒體應用在大陸不僅是產生互動、獲取資訊的平台，也是

與生活緊密結合的便利工具。

相較之下，台灣本地的社交媒體不發達，造就Facebook（後文將稱

「臉書」）、Line稱霸市場的局面，2016年5月調查發現，社交媒體主要

使用者以15到24歲與25到34歲兩個年齡層為主，多數網友受「許多朋

友用社群服務」的影響最大，使用功能以互動和瀏覽資訊為最多（創市

際，2016年7月19日）。另一項研究也發現：臉書使用者主要為了社交

和獲取資訊使用臉書，除了藉著發佈近期動態和照片，分享日常生活

經歷；使用者透過臉書提供的強大好友連結功能，與朋友在平台上交

流與互動；而與朋友分享資訊，交流感情也是重要功能（黃蘭鍈、陳意

菁，2012）。

台灣與大陸社交媒體發展最大的差異在於，台灣社交媒體的主要

功能在於交友互動，與個人自我生活的展示，自由表達意見與對話。

臉書和Line幫助人們實現傳播、揭露、展演、互動與對話，每個人都

可以在社交媒體表意參與和對話，人人都可成為評論家。但是大陸的

網民除了將社交媒體作為交友和資訊取得的工具，還會利用社交媒體

進行支付、購物、遊戲、記錄運動軌跡等活動，在使用上涵蓋社交、

支付、生活服務、資訊獲取多個方面（企鵝智庫，2016）。在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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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場景的深度對接方面和服務應用、網路金融創新上，台灣和大

陸有相當差距（陳瑩欣，2016年5月2日）。

其次，兩岸不同的媒體政策，形塑兩地不同的網路環境與文化。

大陸政府認為媒體應該為政府服務、為政府所用，是政府宣達政令、

貫徹政策的工具，因此近來對於主流媒體的管控從線下延伸到線上。
2014年，中央政府成立改革領導小組，對官方媒體進行改造，推動傳

統黨媒與新媒體融合，以提升官方媒體在新媒體環境中的輿論領導能

力，以構建在網路世界的話語權。迄今為止中國的網路政策是產業保

護與監管控制並行（元缶，2015；Hong, 2017）。由於大陸社交媒體環

境需要滿足官方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攻防需求，也在技術創新和商

業運營上日趨精緻，人們在社交媒體上關注熱點議題時，會在轉發和

評論中盡量避開政治紅線。台灣的社交媒體發展環境享有自由空間。

經歷政治戒嚴後，台灣媒體享有極大的言論多元和新聞自由，在互聯

網的發展上，與大陸對審查網路邊界、禁止境外公司進入的做法相

比，台灣對網路持較為開放包容的態度，甚至社交媒體成為政治選舉

的必爭之地（王泰俐，2013）。

跨文化適應與溝通

伴隨全球化浪潮的深入，人口的移動和交流變得更為便捷頻繁。
Oberg（2006）認為，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是指個人移居到新環境的

過程中，面臨失去熟悉的社會符號和社會交往象徵，而在心理上引發

焦慮、憂鬱等負面情緒。文化衝擊是每一個進入新文化環境的過程

中，必然擁有的經驗，驟然失去熟悉的環境和親友的支持，面臨自我

身份、觀念價值和學習溝通等的重新定位。
Smith與Khawaja（2011）回溯以往對於留學生文化適應相關實證研

究，總結認為語言、學業、社會文化差異、社會歧視、生活壓力是留

學生在進入不熟悉的社會環境中最容易感受到衝擊，產生適應壓力的

五個面向。
Redfield等人（1936）最早提出「文化適應」的概念，認為文化適應

是由個體組成的兩個不同文化群體間持續發生的文化接觸與互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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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方或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發生改變。Kim與Gudykunst（1988）認為

文化適應的過程包含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多重角度，兩人提出

了跨文化的傳播模式，認為旅居者的文化適應，和個人傳播行為以及

各種多樣經驗的整合過程密切相關。
Lysgaard（1955）認為，文化適應在時間歷程上大致呈現出高—低—

高的U型曲線，旅居者會經歷初始期（initial stage）、寂寞期（loneliness 

stage）和復原期（recovery stage）的過程。初來乍到，旅居者通常都能以

樂觀的心態置身於主文化之中，但隨著遭遇文化衝擊，將經歷情緒的

跌宕和不適應，最後慢慢恢復至舒適的狀態。但是Kim（2001）看法不

同，認為文化適應是一長期積累的過程，表現為螺旋式的壓力—適

應—成長（stress–adaptation–growth）的動態形式。旅居者面對陌生的文

化和社會環境，會不斷地與環境互動，當接受的資訊與期望不符，個

體的平衡被打破，產生焦慮和不確定感，個體透過學習宗主國文化以

緩和這種壓力重新達到平衡。這個過程好像一個螺旋式的彈簧，不是

勇往直前，而像彈簧一樣，進兩步退一步，在壓力下逐步往前。

無論適應過程如何，「傳播」是適應過程的中心（Zimmermann, 

1995）。Berry（2005）和Berry等人（2006）指出，由於國際學生會在異鄉

不斷與不同文化的人交流不同的文化和社會規範，產生跨文化傳播行

為，而且這是相互適應的過程。也就是，有效的跨文化傳播應該是不

同文化的成員產生的訊息，能有效被另一文化的成員理解。Berry

（2005）以「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來稱跨文化傳播這種文化多元化的

群體相互適應的過程。

台灣的留學生跨文化適應研究中，寸得杏（2010）以緬甸在台學生

為對象，發現受訪者在社交平台裡的溝通分為三種類型：以主文化為

主的互動溝通；以原文化為主的互動溝通；和同時與主、原文化好友

的互動溝通取得平衡。雖然社交平台確實跨越空間、時間，拉近身處

不同地區好友間的距離，但反而再次鞏固原有社會網絡，以自己熟悉

的原文化（緬甸文化）建構自我認同。 

胡紹嘉（2012）以一位來台陸生之跨文化敘事，分析其自身認同及

適應經驗所作的「第一人稱敘述」，發現受訪者個人的跨文化調適係一

學習與促進成長的過程，是在壓力與適應兩者間呈現環狀之跌宕與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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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關係，此過程中是連結和分離、整合與失諧、建構和解構並行同

驅。看法和Kim（2001）認為文化適應是螺旋式的壓力—適應—成長

（stress–adaptation–growth）過程不約而同。

徐宥嫺（2014）發現陸生在飲食習慣的差異，人際關係與相處、生

活習慣和社會規範的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都有差異，由於三限六

不政策、繁重的學業壓力、氣候與疾病，以及思鄉情緒這是陸生最可

能遭遇的文化衝擊。徐宥嫺的研究比較接近Kim等人（2009）重視的個

人如何從認知、情感和行為三個層面適應新生活。

上述研究均發現透過傳播工具、特別是社交媒體來接觸主文化的

文化適應過程已是重要趨勢。事實上，社交媒體的方便易用，確實是

文化適應過程的新影響因素（Sawyer & Chen, 2012）。

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議題

留學生一直是文化適應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因為這個群體即具

備良好的教育程度，在文化適應也有高度積極性，尤其以人際關係、

認同形塑，以及完成社會化轉變，是留學生在文化適應過程中處理的

三個主要議題。

I. 人際關係

進入到新環境，留學生首先要處理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關

係，對於人際關係的處理分為主文化群體和原文化群體兩方面。
Yum（1988）指出在跨文化的情境下，個體的傳播網路呈現出放射

狀，即跨文化群體與外群體成員連結，但外群體成員之間並不相互聯

繫，而若是在個體的文化群體內部中，這種人際傳播是相互連鎖交纏

的，即個體與內群體成員聯繫，內群體成員間也相互聯繫，因此，
Yum認為在跨文化傳播網絡中的連結是弱連結而非強連結，旅居者與

內群體成員間的聯繫十分鬆散，這種較為疏鬆且多為弱聯繫的跨文化

人際網絡，較難實現友誼的傳遞。

例如芮晟豪（2008）對韓國留學生在上海的人際網絡分析結果顯

示，在滬韓國留學生與中國人的關係多為工具性或是混合型關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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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了獲得其所希望的某些物質目標或是基於人情與面子而建立連

結。韓國留學生與中國社會成員群體建立的是鬆散的弱關係，而非感

情深厚的強連結。

II. 認同形塑

進入到新環境，旅居者面臨無法迴避的是對於文化及身份的認同

問題。 

許多研究者認為旅居者的認同具有多重性，如Vertovec（2001）所

言，在當代的旅居群體中，旅居者的認同是與不只單一文化接觸、不

斷協商的過程。透過語言、圖像、媒體消費等行為，也同時與原文化

和主文化保持密切聯繫的過程中，旅居者可能擁有多重身份，以至於

出現多種身份之間的糾纏。
Hall（1996, 2000）認為旅居者的多重認同有以下四個特點：（1）在

文化適應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多重身份並不一致，有時會互相衝突；

（2）這些衝突不僅發生在宏觀的社會層面，也產生於個人層面；（3）旅

居者所擁有的多重認同中，沒有一個主導認同可以完全覆蓋其他認

同；（4）旅居者可能同時具有許多衝突的認同，因此認同時時在變，愈

來愈不穩定。因此，旅居者可以同時擁有多種認同，認同之間是流動

及多變的，甚至可能是斷裂和互相矛盾的。

III. 社會化轉變

文化適應是不斷學習主文化，透過溝通、互動及調整等行為反復

學習或獲得有關主文化的價值觀、習慣、想法及行為模式等知識，最

終完成社會化轉變的過程（Kim & Gudykunst, 1988）。

在此過程中，旅居者採取不同的策略應對。我族中心主義者將自

己僅僅束縛在自身的文化團體上，用原有的文化觀念來解釋和評價外

在的刺激，或是孤立地從自身的世界看待世界，無法正視文化的多樣

性（Adler, 1975），從而變成主文化世界的邊緣人。但也有旅居者開放

地在文化差異中培養認知，並在人際交往中習得行為技能，完成進入

主文化世界的社會化轉變（Ch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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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實現達到良好的適應，完成進入陌生世界的社會化轉變，取

決於個體能否在保持原文化認同的同時，接受新的文化，並與主文化

群體保持良好的關係（Berry, 1980）。經由語言或非語言的互動，達到

對主文化社會的了解和認同，將自己視為主文化群體一份子的歸屬

感，如能進而建立積極緊密的聯繫，參與主文化社會的文化、政治等

活動，可以在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文化認

同（Kim, 2001）。

跨文化溝通與社交媒體

所謂跨文化溝通，是指在陌生的社會環境中，旅居者不斷學習陌

生的符號、價值、文化、知識等，與其他社會群體進行溝通的過程，

不論是人與人之間的活動，或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互動，這些互動必

然會產生結果（Gudykunst & Mody, 2002）。
Orbe（1998）用「共文化」（co-culture）的觀點指出，留學生在主文化

中會發展不同的傳播模式，主要和他們評估預期的代價和效益有關，

不同學生會依所處環境而有不同偏好，也會選擇不同傳播策略，產生

獨特的經驗。
Boyd及Ellison（2007）將社交媒體看作是以網路為基礎的服務，這

種服務可以讓個人（1）在一個相互聯結的系統內建立一個公開或半公開

的網頁；（2）列舉出於他們相互鏈接的其他用戶；（3）瀏覽並且進入他

們系統內相鏈接的用戶的資料。社交媒體具有數位化、集聚性、交互

性、超文本性和虛擬性五種特性（Chen, 2012; Chen & Zhang, 2010）。

社交媒體不僅將傳統的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成功整合，還具備新功

能，使個體在人際傳播中能平等自由地掌控信息，並擁有控制信息的

能力。社交媒體用戶由被動的資訊接收者，轉變為可以單獨或者共同

創建、修改、共享和討論內容的使用者（Crosbie, 2002）。亦可透過與宗

主國及本國的朋友或家庭成員的交流，獲取資訊和娛樂（Chen, Bennett 

& Maton, 2008; Trebbe, 2007; Ye, 2006）。

不少研究結果表明，社交媒體能夠在幫助留學生建立新的人際關

係、維持舊關係方面發揮作用（Chen, 2005; Kim, Yun, & Yoo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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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wyer, 2011; Ye, 2006），主要體現在與原文化群體聯繫，與主文化群

體溝通兩個方面。也就是，社交媒體能夠幫助留學生維持留在家鄉的

人際資源，保持親密感和臨場感。Ye（2006）即發現，中國留學生在美

國期間，通常會利用微信、人人網，透過即時聊天、評論、留言等方

式，不斷與國內親友保持聯繫。但也同時能與在美同鄉建立關係，分

享資訊，獲取心理和情感支持。

不過，Kim、Yun與Yoon（2009）指出，社交媒體也是留學生建立

新和維持新關係的主要工具。他們研究亞洲留學生在韓國的社交媒體
Cyword和微信的使用後發現，國際學生到韓國後普遍開始使用韓國流

行的Cyword，當作與韓國人聯絡和溝通的工具，獲取日常生活所必須

的資訊。

但是另一項對中國留美學生使用社交媒體的研究卻發現，雖然中

國在美留學生會使用美國的社交媒體，但只是在小圈圈內使用，沒有

擴大交友圈，社交媒體對他們文化適應的幫助不顯著（Ju & Jia, 2016）。
Kim（2001, p. xi）指出，多元文化世界的經驗，增強旅居者、移民

和其他人成功地從原文化經驗適應新文化。Gudykunst（2003）更認為，

人們搬遷到不熟悉的文化環境，如何建立（或重建）和維護與新環境相

對穩定、互惠的關係很重要，社交媒體的社交、科技、文化影響力，

使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陸生如何使用社交媒體於跨文化適應過程，

如何進行自我揭露、認同形塑，更是研究旅居者如何從互動溝通中建

立新社群關係，加強跨文化適應的重要因素（Chen & Starosta, 2005）。

社交媒體使用與自我揭露

自我揭露（self-disclosure）原本是人際傳播的概念，指的是在至少

兩個人之間，互動者的其中之一可以向他人透露關於自身資訊的行為

（Greene et al., 2006）。人們希望透過自我揭露的行為，建立與他人的關

係、得到社會支持（Chaudoir & Quinn, 2010）。

自我揭露在多數研究中被認為是一種目的導向的行為，進行揭露的

個體都有明確的目的和目標（Chaudoir & Quinn, 2010）。比如希望在線上

建立親密的人際關係（Gibbs et al., 2006），表明立場、進行自我呈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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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揭露的內容也很多樣，Berg和Archer（1982）將自我揭露分為

三種類型：（1）敘述性親近（descriptive intimacy），即自我評估，揭露與

自己有關個人的訊息，藉此作為與他人資訊交換的基礎；（2）評估性親

近（evaluative intimacy），即表達對人事物的評估，夾雜強烈的個人情

緒和主觀評斷；（3）主體互動性（topical reciprocity），即討論特定主題，

但不一定要表露私人的想法。

社交媒體為留學生在網路上揭露自己的興趣、立場、認同等提供了

條件，線下的人際網路與線上的網路世界遂形成一種相互形塑的關係。

社交媒體使用與認同形塑

許多日常生活的韻律與規則是伴隨媒體使用而生，與此同時，媒

體使用為協商和建立社會身份提供素材（Schofield & Kupiainen, 2015）。

隨著網路的發展，學術研究將認同的概念納入電腦中介環境中討

論，研究者普遍同意，受到網路匿名性的影響，使用者透過網路能夠

建立一個全新的自我，甚至是多重的自我（黃厚銘，2002）。不過以臉

書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出現和普及，打破這種匿名性，真實的個人身

份得以進入到網路環境中，線下生活也隨之延伸至網路世界。
Pfister和Soliz（2011）提出，跨文化傳播應該重新被概念化為一個

「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數位媒體提供新穎又獨特的空間與新的

互動形式，穿越不同文化，且為跨文化傳播帶來新的溝通交流方式。

社交媒體同時包含隱私、交流、一對一和一對多的多重功能，可以促

進人際關係和群體交流。

進一步來看，Elmasry（2014）認為將線下與線上生活連結起來的社

交媒體，形塑一個鼓勵自我揭露的社會情境，自我揭露的程度與個人

在社交媒體上形象的建構、及認同形塑直接相關。一方面留學生對自

己的原文化和客居文化之認知差異，影響其對不同文化的接觸意願及

誤解，但人們的自我揭露和認同的形塑，也會隨角色的轉換而變化，

主要體現在兩個不同的層面：

其一，在不同的社交媒體平台上有選擇地形塑和展現認同。例

如，如果留學生使用宗主國社會流行的媒體，他們會建構一個與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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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相適應的身份（Yin, 2015），表現友好，避免衝突，為他們提供融入

當地文化的路徑（Zhou & Cai, 2002）。

其二，透過不同方式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形塑認同。留學生在社交

媒體上的認同形塑，透過文字、圖片、超鏈接、動畫等方式完成。
Zhou等人（2008）發現人們透過對臉書使用者在網站上的身份建構，利

用視覺、傳達個人品味，和透過敘事展現自我這三種在社交媒體上呈

現自我認同的方式。這些利用社交媒體的對話交流，凸顯旅居者使用

資訊和文化再脈絡化的過程，不但可能建構新的自我認同，也建構新

的文化觀（Stewart & Wright, 2014）。

由此，本研究將探討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 進入台灣社會求學的陸生，面臨的社會情境脈絡為

何？需要適應的狀況如何？

研究問題二： 陸生來台前後，社交媒體使用的轉變為何？ 

研究問題三： 陸生在台灣使用社交媒體的溝通策略為何？如何解決

文化適應的衝突？ 

研究問題四： 社交媒體對陸生文化適應的功能與限制為何？

研究方法

由於文化適應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故對研究對象的選擇設定以下

條件：

（1） 必須為來台攻讀研究生的大陸學位生，且訪問時仍在台灣求學。

（2） 在台留學時間至少超過一年。

（3） 在台留學期間有使用社交媒體的使用經驗。

本研究透過滾雪球抽樣和網路平台公開徵求兩種方式徵求受訪

者，後者在微信、微博、臉書等社交媒體上發佈公告，再請合格受訪

者推薦合適的友人陸生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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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最後找到14名在台攻讀碩博士學位的陸生，包括3位博士

生和11位碩士研究生。受訪者最年輕的為24歲，最年長的29歲，平均

年齡25.9歲。男性受訪者共8名，女性受訪者6名。14名受訪者中，最

早來台留學時間為2012年，最近的為2015年，多數受訪者在2013年開

始留學生活，在台時間以三年為最多。14位受訪者中，7名來台留學前

有赴台灣或其他境外國家交換的經歷，1名曾經赴台短期旅遊。受訪對

象分布在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交通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輔

仁大學、東吳大學等陸生較為集中的大學。

表一 訪談對象的基本人口資料、代號和受訪時間

編號 代號 性別 年齡 來台時間 就讀專業 訪談時間 訪談方式

1 A 女 25 3年 廣告
2015年12月26日

1小時20分 面訪

2 B 女 26 3年 法律
2015年12 月27日

1小時16分 面訪

3 C 女 26 3年 法律
2015年12 月28日

1小時09分 面訪

4 D 女 26 3年 日本研究
2015年12 月30日

1小時19分 面訪

5 E 男 26 3年 法科
2016年1月2日

1小時32分 面訪

6 F 男 29 3年 機械
2016年1月8日

1小時25分 微信視訊

7 G 男 26 3年 電子
2016年1月9日

1小時24分 微信視訊

8 H 男 27 4年 心理
2016年1月9日

1小時07分 面訪

9 I 男 24 2年 企業管理
2016年1月9日

1小時 微信視訊

10 J 男 25 3年 國際關係
2016年1月26日

1小時40分 面訪

11 K 女 26 3年 經濟學
2016年1月28日

1小時08分 微信視訊

12 L 男 26 2年 工業工程
2016年1月29日

58分 微信視訊

13 M 男 25 1年 傳播
2016年1月30日

1小時23分 面訪

14 N 女 26 3年 台灣文學
2016年2月25日

50分 面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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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大綱共有四個主軸：（1）個人原文化生長背景；（2）在跨文化

適應過程中的文化衝擊與適應經過；（3）在大陸及台灣有何不同的社交

媒體使用經驗；（4）文化適應過程中，如何使用社交媒體，以及跨文化

的溝通策略為何。訪談內容均錄音並寫出逐字稿，之後進行主題分析

和內容分析。出於研究倫理保護受訪者隱私的考慮，受訪者姓名按字

母A到Z的順序，以A、B、C等代號稱之。訪問期間為2015年12月
26日起至2016年2月25日。

研究結果

研究問題一：進入台灣社會求學的陸生面臨的社會情境脈
絡為何？需要適應的狀況如何？

陸生是帶著充實自我、拓展競爭力的初心，帶著來自媒體塑造、個

人生命經驗對台灣的想像和認識，踏上赴台留學攻讀碩博士學位的道

路。和之前陸生適應研究發現並不一致：陸生在生活適應上未遇到阻

礙，由於語言和文化的相近，陸生對台灣不陌生，也非一無所知，沒有

出現因為失去熟悉的符號和社會交往象徵，引發一連串焦慮的現象。

到了台灣以後，不論是天氣、飲食還是文字習慣上的差異，對於

大多數在大學期間就有跨省求學，以及部分經歷過出國交換學習的陸

生而言，都是可以輕鬆攻克的小問題，學業上也能自行調適和解決所

面對的難題。他們在學業和生活適應迅速，主要面臨的文化適應與衝

擊問題集中在政策歧視、政治與認同差異、人際交往這三方面。

I. 政策歧視：「三限六不」政策下的的區別對待

由於受訪的陸生大學都畢業於大陸「985」、「211」工程院校 ，經歷

過高度競爭的高考才得以進入到大學校園，大多都具有較強的學習能

力和學術研究基礎。

到了台灣之後，兩岸學業差異需要度過一個短暫的適應期。但大

多數陸生都能迅速投入專業學習中，很少出現完全無法適應課業學習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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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課業學習上的主要阻力來自「三限六不」政策的差別待遇。

由於政策限制，陸生很難獲得申請獎學金的機會（因台灣高校許多獎學

金由政府提供），無法擔任研究助理，或失去一些實習打工的機會，直

接影響到身為學生的利益，讓陸生難免產生遭遇差別待遇的委屈和無

奈，甚至是歧視。

就讀電子專業的G提到，由於實驗室的部分器材設備由政府佔股

的企業提供，在「三限六不」政策限制下，陸生無法像同實驗室的台灣

學生一樣享受同等權益，自由自主地使用實驗設備：

在台灣學習很適應，學術上我覺得在什麼地方都一樣，因為本身

1 + 1 = 2 全世界都一樣的，比較有影響的是「三限六不」政策這些

事情，比如研究助理啊這些比較有影響，國科會的計劃不能接，

助教也不能當。我們專業和台積電的一些合作，反正只要是本科

系學生能享受到的福利和權益，比如一些實驗室設備，我們就不

能用。（受訪者G）

博士生H則提到，「三限六不」政策直接導致研究機會變少，對於

研究生而言意味著缺乏鍛煉學術研究能力的機會，就學經歷的不完

整，對於日後的升學不利，處於弱勢，只能依靠老師或者自己想辦法

彌補空白：

對我來說，「三限六不」影響最大。研究機會變少，很多錢不能申

請，動不動就違法。這個事情邏輯很奇怪，國立大學陸生大部分

就是研究生，那不能拿國科會的錢，要參與研究的話，很多老師

要幫陸生另外募款，這樣一來台灣人就會不爽，覺得你這什麼意

思。那這到底怪誰呢？我也不知道。應對的辦法就是，有的研究

你不要從台灣拿錢嘛，想辦法從大陸那邊拿錢，台灣這邊終歸限

制還是比較多。（受訪者H）

II. 政治與文化認同上的差異

大陸與台灣雖然使用相同的語言和文字，文化和歷史同屬中華文

化的一部分，但兩岸長期的分治和對立，早已在文化和政治上出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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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裂，台灣經歷民主化進程，發展出自由民主的代議制政府，而大

陸則建立起社會主義整體，二者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

造成兩岸人民相距甚遠的國族、文化認同。

對從小接受「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國族教育的陸生而言，

「國」意味著分界，表示主權，在他們的認同裡，台灣無法和「國」聯繫

在一起。進入到台灣社會之後，陸生這種曾經根深蒂固的認知受到極

大的衝擊。

原先我都不太明白他們日常會以國自稱，剛開始衝擊還滿大的。

比如說上課，法律系很容易講到哪國法，我們會稱所謂的「台灣

法」，他們會說「我國法」，學生報告也會這麼寫，「吾國法」之類的

怎麼規定，那時候第一次聽到心裡就想，哦，原來……台灣不是

一個地區？（受訪者B）

來自意識形態和認同差異的衝擊，在幾次社會事件中最為明顯，比

如太陽花學運期間，由於台灣學生支援運動，部分學生老師罷課，正常

的教學無法進行，包括臉書上一面倒的反中輿論，讓陸生備感壓力：

學運的時候去上課，結果全班就我一個人來，同學都去立法院

了，我就只好很尷尬地走掉了。那時候氣氛挺微妙的，就是他們

可能一群人在討論，你走近了就突然不說話，作為大陸人好像變

成我的原罪，FB就更加不能看了，你都不明白為什麼，一些平常

看起來很正常的老師和同學講話那麼偏激。（受訪者N）

III. 人際交往：作為局外人的處境

多數受訪者指出，在台灣建立人際關係主要依靠平時上課與同學

的接觸、及室友的相處，部分性格外向的陸生會透過參加社團、活動

來結識新朋友。還有一些陸生作為粉絲加入明星的粉絲後援會結交朋

友，但絕大多數陸生的社交範圍仍然是局限在本科系內的同儕，以及

同校陸生的小群體。

在實際交往中，陸生可以和個別台灣同學發展出深厚友誼，但如

果從集體的角度出發，與台灣同學的交往過程中，因為文化和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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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的差異，常常讓陸生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並在日常的人際交往，

感受到難以融入的排斥感。

學習上倒沒有什麼，主要是人際關係上的，就是感覺平時大家相

處挺友好的，大家一起出去玩也會叫你，但沒有深層次的交流，

總是覺得有隔閡，包括政治上、文化上的，他們從來不會覺得你

跟其他同學是一樣的，他們會覺得你不一樣，你就會覺得自己融

入不進去，而且我們所只有我一個陸生。我第一次去上課，老師

特意開玩笑說，我們班上有一個「敵國」來的同學。（受訪者N）

對於台灣社會而言，陸生處在「他者」的位置，這種位置又因為台

灣和大陸敏感的政治關係而顯得更為獨特和敏感。為了與台灣友人保

持友好關係，陸生往往要主動避開政治與社會議題。

平時日常生活中可以（交流），但如果要討論政治方面比較難。之

前在這邊跟他們交流中會談論一些，但我發現他們的成見很深，

自己內部的族群撕裂、對立很嚴重。對我來說，生活中的日常交

流，跟學長學弟都OK，但如果要討論社會議題、或者跟大陸有關

的話，我如果想要活得開心點，盡量避免跟他們討論。因為你不

知道他們的立場是什麼，要討論很深入的話要花很多時間，不然

他甚至會恨你，會對我的生活造成影響。（受訪者G）

可知，陸生的文化適應是近似Kim（2002）所描述的適應歷程，呈

現適應—壓力—成長的螺旋起伏。特別是太陽花學運或大選時周子瑜

事件，這些涉及兩岸敏感關係的社會事件爆發期間，往往是陸生直面

文化衝擊、適應壓力，急需進行調適的階段。

研究問題二：陸生來台前後，社交媒體的使用的轉變為何？

陸生到台灣前後確實產生不同社交媒體使用的變化。大陸的騰訊
QQ於1999年推出的即時通訊軟體，接著是2005年的豆瓣和2006年的

人人網，接著是2009年新浪微博，以及2011年的微信和知乎，是大陸

年輕學生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微信、QQ最初以引入社交關係、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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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功能起家的平台，因此親友互動是最大的使用情境之一。另一方

面，微信、QQ有微信公眾號、朋友圈等資訊分享功能，在軟件中設立

購物入口，此外還有許多人透過微信公眾號、朋友圈來經營自己的生

意，因此，資訊獲取、娛樂購物也是陸生的兩大媒體使用情境。微

博、豆瓣是以興趣為主的社交平台，不像微信是封閉的熟人圈子，在

使用和呈現上與微信不同。

這批赴台求學的陸生普遍是「社交媒體原住民」，他們正好是中國

大陸互聯網浪潮發展而成長的一代人，不僅接觸社交媒體時間長，使

用經驗豐富；他們擅長也習慣用社交媒體來建立維繫友情、宣洩情

緒、進行娛樂等活動。

受訪陸生接觸互聯網的平均年限超過14年，14位受訪者中除了G

和E分別於2007年與2008年開始接觸社交媒體，其餘受訪者接觸使用

社交媒體都超過十年。

長達十餘年的社交媒體使用時間，恰好是這些陸生從懵懂的中學

生朝成熟的大學生，再向研究生邁進的過程。社交媒體在其現實生活

不但佔有一席之地，甚至成為青春記憶的一部分。
A使用社交媒體的過程在陸生中很具有代表性：

我最早接觸社交媒體是在中學的時候，主要是QQ和QQ空間，發

一些亂七八糟的小清新，青春傷痛文學，而且是風格很強的那種

明媚憂傷風……然後從大一開始，人人網就成為主要戰場。人人

主要發一些自己拍的照片，還有就是在學校生活很瑣碎的狀態，

和同學老師的互動都會發在上面。大二開始有了微博，大三大四

就集中使用微博，不用人人和QQ空間。後來微信紅起來了，我就

開始用微信，發一些生活狀態啊有的沒的，來了台灣以後為了跟

同學聯繫開始用FB和Line。（受訪者A）

中學階段用QQ來鞏固和維持與同學、友人間的關係，作為課餘生

活的補充，在QQ空間書寫展示，抒發關於成長的喜樂，而到了大學階

段，人人網、微博成為陸生獲取各類資訊、展示自我的平台。之後隨

著微信的崛起，QQ、人人網在陸生中間不再流行，陸生集體轉移到微

信。總合來看，所有受訪學生在大陸都使用QQ、人人網、新浪微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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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他們在台灣全都使用微信，也都使用臉書，14名受訪者有三人

不用Line。

從人際關係維持發展、交換訊息的社交、轉帖評論與自我表達、

以及利用社交媒體做休閒娛樂等方面，可以看出陸生來台前後確實出

現使用的轉變，也發展不同功能。

I. 維持和發展線上和線下的人際關係

來台灣前，陸生社交媒體上的人際關係維持和發展，可以分為兩

部分，一是現實生活的人際網絡在網路世界的延伸，以同學、親友為

主，作為日常生活聯絡溝通的補充形式，一方面與分散在各地上大學

的中學同學保持聯絡，也作為和大學同學的溝通工具，QQ、人人網和

微信是陸生交迭使用的工具。

剛上大學的時候比較常用QQ，因為我大學是在省外上的，以前要

好的同學跑到全國各地去了，所以大家會用QQ聯繫，有空閒聊

幾句，分享一下最近生活什麼的。後來微信出來，大家都改用微

信，包括父母也在用，用的方式和QQ差不多了，就是平台變了。

（受訪者B）

II. 交換有興趣資訊為主的社交行為

另一部分則以個人興趣愛好為基礎展開社交，這種以興趣為紐帶

展開的人際互動，對象往往是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以交換資訊為主，

是一種非常鬆散、零碎的人際連結，主要發生在豆瓣、微博上。

其中追星是主要的形式之一。以加入微博粉絲群，關注明星、掌

握資源的粉絲頭目等活動為主，關注的明星處於交流圈子的中心，是

一種單向的關注，而與其他粉絲間的交流則以共同興趣作為支撐，以

交換資源為目的展開。

微博的話，就專門拿來追星。我只關注明星的後援粉絲會，還會

關注一些在日本的大大，他們會發資源，還有一些也在追星的迷

妹，我們彼此不認識，但是會用微博交換資源。（受訪者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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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例外是F，因為魔獸世界（一款大型網路遊戲），他結交一批

台灣玩家，為了便於遊戲組隊，F使用Line與其他台灣玩家聯繫，透過

在遊戲和日常在Line上的交談，F與三四個台灣玩家成為線下好友。

08年的時候，我跑到台服玩。魔獸算是個團隊的遊戲，一定會接

觸到很多不一樣的人，他們這群人很多都是香港的、台灣的，所

以在遊戲中認識了不少人。我就為了玩遊戲用LINE，LINE主要是

線下聯絡的時候用，我們有一個大的群組，主要聊一些遊戲的攻

略啊，裝備啊，以遊戲為主。（受訪者F）

III. 轉帖、評論、屏蔽與自我表達

陸生從人人網、微博、微信多個社交媒體平台獲取資訊，對於資

訊的處理態度也不同。有些陸生主動轉帖的議題往往集中在課業學習

資訊、新聞資訊、娛樂休閒資訊這三類。有時轉帖是為了自我記錄，

起到提醒的功能。

以前很喜歡在人人網上轉發一些學習的書目呀、英語聽力提升的

帖子，就是Mark一下，方便以後來找。（受訪者N）

陸生一般不會在微博上屏蔽消息，屏蔽的對象主要集中於在朋友

圈、人人網太過頻發更新狀態，或是喜歡轉發心靈雞湯類型的勵志

文，或是與自己意見不合的朋友。

朋友圈如果是經常發那種雞湯文的，或者一天更新七八條，曬孩

子秀恩愛的，我覺得和我三觀不合的，我都會屏蔽他們，覺得這

些都是無用的信息，不想多看。（受訪者B）

社交媒體還是陸生進行自我表達的空間，例如C把微博作為樹

洞，避開熟人圈子，記錄自己的心情：

我經常在微博上寫些有的沒的，當作一種記錄，也可以算是我的

樹洞吧，高興不高興都寫下來，我再回去看。（受訪者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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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休閒娛樂

陸生還將社交媒體和日常生活的娛樂活動對接，在社交媒體上玩

小遊戲，或者參與商家的促銷活動、抽獎等等，或把在台灣玩的照片

發布在朋友圈和FB，而將線上使用與線下活動結合在一起。

以前經常可以在微博上看到團購信息或者各種優惠活動，你就會

轉發抽個獎呀，或者參加KTV團購啦，還蠻有用的。（受訪者B）

我常拍張照發到FB上面，告訴大家淘寶很好，可以買到物美價

廉的東西。有次陸生一起出去唱K，大家都用方言來唱，我乾脆

錄一首歌發到自己粉專上，後來小咖秀火起來了，我和他們一起

錄，台灣同學覺得很有趣，我還改用繁體字書寫，表示尊重和友

好。（受訪者A）

研究問題三：陸生在台灣使用社交媒體的溝通策略為何？
如何解決文化適應的衝突？

微信、微博、臉書和Line是陸生在台期間普遍使用的社交媒體，

整體來看，微信的使用頻率最高，臉書次之，微博的使用在陸生中差

異較大，而Line的使用率最低，本文對Line使用的討論也較少。

大多數受訪陸生也認為，不同社交媒體的使用功能與使用對象亦

不相同。受訪陸生指出，微信、QQ有微信公眾號、朋友圈等資訊分享

功能，在軟件中設立購物入口，此外還有許多人透過微信公眾號、朋

友圈來經營自己的生意，因此，資訊獲取、娛樂購物也是在台陸生的

兩大媒體使用情境。而微博、豆瓣是以興趣為主的社交平台，陸生會

根據每個平台不同的性質和功能，附著在平台的社交關係等因素，改

變使用方法和動機如下。

I. 維持和拓展與原文化群體的社會關係

和在大陸同質化的社交媒體環境中開展社交不同的是，來台後陸

生在社交媒體上的社交明顯地區分為原文化群體與主文化群體兩方面。 

與原文化群體的連結和互動主要靠微信和微博完成，臉書也有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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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但發揮的作用有限。原文化群體的社會關係維持和發展包含兩個

面向，一是維持和鞏固已有的人際關係，二是向外拓展社會關係，其

中微信的作用最為突出。微信連結的是原文化群體，在台期間認識的

陸生朋友也歸入其中，此外，微信持續使用也是基於日後回大陸方便

聯繫的考慮。

微博則成為一部分陸生抒發情緒、緩解壓力的平台，他們以嬉笑

怒罵吐槽的方式尋求同齡人的關注和寬慰，或是乾脆當做自言自語式

的情緒發洩。來台前，微博主要是作為資訊獲取和興趣社交的空間，

但是來台後，在原有的使用模式之上，又多了自我記錄和吐槽的功

能。因為沒有熟人關係的束縛，可以盡情抒發。

在微博上非常放鬆……現在人人都有微信，但不是所有人都用

微博，用它吐吐槽，論文寫不完啊，遇到什麼蠢事啦，像樹洞一

樣，不擔心別人看到會怎麼樣，朋友看到了，在評論裡和他們抱

怨幾句也能夠被理解。而且把負面的內容發在微博，父母不會看

到，不會瞎擔心。（受訪者C）

在台灣臉書的使用，陸生以陸生聯誼會為中心，帶有很強的目的

導向。陸生聯誼會作為陸生自發創建、運營的學生團體，承載為陸生

群體提供學習生活資訊、組織出遊活動、幫助辦理入出境手續等方 

面的事務。因此陸聯會在臉書上會建立封閉的社團，發佈具體事務 

通知。

II. 拓展與主文化群體的人際關係

與台灣社會成員及群體的人際關係，則透過臉書和Line來連結和

維持。臉書是台灣社會最為流行的社交媒體，陸生使用臉書，一方面

是基於日常學習的需要，適應台灣同學的使用習慣。

用FB是客觀的原因，是你在這個社會自然而然就用了，某種程度

上 是想要融入他們社會的一種方式。（受訪者E）

另一方面也是陸生主動增進人際關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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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灣後，我用臉書非常頻繁，因為台灣同學用得很多，我也非

常想通過臉書跟他們多一些交流，展示我比較友好的一面。（受訪

者C）

III. 保持距離的使用台灣社交媒體

臉書常被當作一個取代電話和電郵，快速與台灣同學朋友或是老

師取得聯繫的聯絡工具，是為了維繫陸生在台灣社會已經建立的人際

關係而服務；臉書主要作為通訊工具存在，用於課業學習或是其他日

常的瑣事。大部分陸生雖然不能免俗地使用臉書，但是對於在台灣留

學時，利用臉書積極向外拓展關係，抱持比較冷淡疏離的態度：

在FB上我從來不加陌生人，因為社交平台對我來說是聊天、聯絡

的工具，如果是陌生人，加了他我覺得也沒什麼可說的。（受訪者

B）

我對在臉書上認識陌生人沒有興趣，通常都是已經認識，才會變

成臉書好友。而且在FB上認識陌生人有意義麼，我反正畢業就走

了，可能連這裡的同學都不太會聯絡，何況陌生人。（受訪者N）

這種工具性的使用，只是出於交流便利的考慮，對於陸生與台灣

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很難真正拉近心理距離。

IV. 為了尋求兩岸與新聞資訊

受訪陸生利用社交媒體獲取新聞資訊的方式有三，利用微信公眾

號訂閱、微博關注、以及臉書訂閱來追蹤新聞資訊，兩岸社會的熱點

議題會首先得到關注，其次是自身專業相關的資訊。

比如說某一段時間有一個議題特別火的話，我會在社交媒體上關

注一下這個事情的進展。前幾天這個事情（周子瑜事件），我就會

看看FB上的說法，再去看看大陸那邊的看法，然後我再去兩邊比

較一下，再繼續跟進。（受訪者L）  

與自身所學專業相關的新聞，「我的專業會要求我關注一些法制社

會方面的新聞」。（受訪者C）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19).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84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0期（2019）

V. 尋求生活休閒娛樂資訊

購物、租房、展覽、交通出行、旅遊等生活化的資訊，陸生也會

在社交媒體上主動獲取，比如受訪者C提到，在學校住宿期限已滿

時，不得不外出租房之時，會藉助臉書的租屋版尋找房屋信息。
 臉書與在台日常生活的連結最為緊密，電影、音樂相關的視頻資

源、評論也是一部分陸生會持續關注的資訊類別。不過這方面陸生會

兩邊遊走，大陸文化產業近年來蓬勃發展，眾多台灣藝人以大陸作為

主要市場，入駐新浪微博，加上以休閒娛樂為主要訴求的自媒體不斷

湧現，陸生可以兩邊搜尋獲得滿足。

VI. 成為兩岸訊息的搬運者

也有一些陸生棲息在兩岸的社交媒體之上，成為資訊的搬運者。

這種搬運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是出於專業學習和討論需要的資訊共享。工科專業的G十

分關心電子產業的動態，對台灣電子產業的觀察，他認為大陸的電子

產業迅速，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台灣。因此，出於互相交流和討論

的目的，他會將在微信公眾號或是微博上得到與電子產業相關的新聞

報導或研究動態轉帖到自己的臉書頁面。

有趣的是，G的轉帖行為也是一種跨平台的搬運，打破平台間的壁

壘，實現幾個微博、微信和臉書三個社交媒體間資訊的互通。他的做

法是將從微信、微博上獲取的資訊搬運到臉書：

發在上面就是要Mark一下。FB也是我個人的Blog我看到感興趣

就轉發一些，也不是給誰看，相當於我自己的頁面。（受訪者G）

第二，是突破防火牆防線的資訊搬運。M的搬運路徑與G恰恰相

反，他將臉書或是其他媒體網站上看到的新聞資訊轉發至朋友圈。

其實雖然大部分都是微信和Facebook各自轉各自的渠道，有時候

我會把Facebook或是境外網站上看到的新聞報導或是時事評論轉

發到微信朋友圈，有時候我會把文字摘出來。是為什麼呢？因為

很多東西在微信上其實是打不開的，所以把重點寫上去就好了。

（受訪者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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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基於共同愛好的分享。譬如蘇打綠的忠實粉絲A，在台

期間能夠更加便利地獲取蘇打綠演出、簽唱等相關資訊，因此她會將

在臉書或是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看到與蘇打綠有關的趣事，演出行程

等資訊，搬運到微博，與其他蘇打綠的粉絲分享。

表二 受訪陸生來台前後不同社交媒體使用情形與目的

來台前後的

社交媒體使用

來台前 來台後 混合使用類型與目的

微信（QQ） •資訊獲取
•親友互動
•娛樂購物（微信）

•維持發展原文化親密關係
•交流近況，提供社會臨場感
•對外拓展人際關係

微博、豆瓣 •資訊獲取
•興趣社交

•自我記錄
•吐吐槽

人人網 •以同學為主的社交
•資訊獲取

•自我表達
•評論、轉帖
•生活娛樂

臉書 •資訊獲取
•與在台友人師長的社 
   交活動

•融入台灣社會和交流
•和老師同學討論課業
•和台生保持新聞資訊同步
•尋求必須的生活資訊

Line •與台灣友人的聯絡 •小組作業
•生活資訊和新聞轉傳，僅限台 
   灣友人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表二可以看出陸生來台前和來台後使用社交媒體的優先順序和功

能確實不同，赴台後並且出現混合使用類型與目的，也就是陸生赴台

後，漸漸發展出與留學前不同之新的使用類型及目的。

研究問題四：社交媒體對陸生文化適應的功能與限制為何？

社交媒體可以幫助他人認識自己，也是控制他人如何認識自我的

方式，陸生面對政治、社會和文化的不同氛圍，也更認知到如何透過

控制在不同平台自我揭露的程度，也會適時隱藏，小心翼翼地建構在

群體中的認同。

陸生的自我揭露帶有趨利避害的傾向，在自認為安全的媒介環境

中，陸生會釋放出更真實的自我，若是感到環境不友善，自我揭露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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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隱藏或虛偽。在太陽花學運期間，台灣社交媒體平台有大量反中情

緒的宣洩、對於中國因素的忌憚、以及反服貿等與陸生認知衝突的資

訊，有些陸生會避而不談，也為自己設定一條不要跨越的紅線。

其實微信還是FB，都會有底線。底線的話，特別敏感的你不會

去碰，你不會天天轉六四、趙紫陽這些東西，那根本是在找死。

會轉一些具體問題具體對待，比如說一些政策不好的話可以去批

評，某個文化現象啊，大陸的媒體把關會比較嚴嘛，台灣大選幾

乎就是報導很少，有時候會轉一些大陸媒體不會報的東西到微信

上，但會做一個篩選，不會轉那些觀點特別激進的文章。（受訪者

M）

陸生本身對於這種自我審查的態度並非無知無覺，而是一種出於

自我保護的有意選擇：

其實我自己有感覺跟以前比，現在發東西顧慮的東西會多一些。

比如有一年跨年散場之後，發現街上有一大片，真的是一大片寫

著台灣獨立的旗子在街邊。我覺得很壯觀，拍了一張照片發了朋

友圈。但第二天就刪了，我覺得發這個感覺不太好，算是自己對

自己的審查吧。挺無奈的。（受訪者N）

總的來說，在微信和微博上，陸生自我揭露的程度更深，既有關

於自我的敘述，也有對於人事物的評估，表露個人情緒和主觀評斷的

看法的程度較高，接近於真實的自我。而在臉書上，一部分陸生不願

意過多地暴露自我，竭力讓自己隱形，而另一部分陸生，顯得較為謹

慎，揭露的內容圍繞個人有關的訊息展開，將其作為與他人資訊交

換、建立關係的基礎，但不願意過多地表現自己對人事物的立場，特

別是在兩岸關係框架下的各種議題。

在這種背景下，陸生利用台灣的臉書進行跨文化溝通時，出現：

（1）刻意討好主文化群體，竭力展現友好；（2）放棄融入、建立友好關

係，將臉書當做表意工具，自由表達觀點；（3）竭力隱藏自我，成為社

交媒體上隱形人的三種溝通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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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第一個和第二個研究問題探討陸生在台灣面臨的社會情境

脈絡和使用社交媒體的轉變，有如下重要發現值得討論。

無所不在的社交媒體

對於作為社交媒體原住民的陸生而言，社交媒體的使用在其日常

生活跨越時空的界限，無處不在。在使用上，陸生自由地使用兩岸不

同的社交媒體，功能上也各有側重，臉書和Line承擔聯絡和獲取資訊

兩方面的功能，微信和微博聚集著緊密的人際連結，是陸生獲取心理

和情感支持的管道，也是提供生活娛樂和自我展示的主要平台。即使

身在台灣，陸生依然會利用微信、微博進行影音娛樂、記錄運動狀

態、購物、收發紅包，將生活實踐和社交媒體結合。

但是，受訪陸生多認為，微信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微博為興趣和

資訊而生，臉書是為了盡快融入台灣社會而不得不用的工具，Line作

為一種補充，可有可無。這和Sawyer及Chen（2012）指出，在跨文化溝

通的過程中，社交媒體至少發揮幫助留學生與在家鄉的人保持聯繫的

功能，因為他們經歷文化衝擊，與熟悉的人交流在新環境保持溝通，

能感受到舒適感。但是，隨著他們在台灣停留的時間增加，他們的社

交媒體使用更能進入與人交流，也更加融入新的關係。社交媒體使用

的轉變，確實說明社交媒體對跨文化適應的影響，但陸生雖然拓展社

交網路，卻未必拓展人際關係，形成新的混雜文化溝通與適應方式。

因此研究者提出如下圖一之新的社交媒體使用方式。

圖一 陸生來台前後的不同社交媒體使用

資料來源：研究者綜合訪談資料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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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信息搬送者的多重角色

Kim（2001）雖指出，旅居者使用社交媒體可以在功能減少異鄉生

活與文化的緊張和不適應，並藉著原生網絡能得到心理的慰藉；本研

究卻更進一步發現，由於台灣和大陸的文化語言生活習性相近，陸生

關注的社會環境和生活訊息更加寛廣。由於陸生容易穿行兩岸不同的

社交媒體平台，因此接觸到比以往更加豐富的資訊，既有來自於大陸

社會的海量資訊，也有與主文化社會息息相關的各類訊息。在資訊來

源和管道較之以往大為拓寬的情況下，一些陸生化身為資訊搬送者，

成為兩岸間的文化中介，來回搬運和轉譯資訊。

這種跨平台的資訊搬送者，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1）學習型：

出於專業學習的資訊共享，互為介紹與自身專業、實務發展等相關的

資訊，以此與同儕進行交流和討論；（2）穿牆型：突破防火牆的封鎖，

有選擇地分享大陸網路空間無法看到的資訊，傳遞多元聲音，增進彼

此的了解；（3）追星型：蒐集和分享明星行程、演出資訊等，與粉絲群

互通有無。這個過程不只是文化適應的接觸碰撞，還產生新的資訊搬

送者的角色，有些類似Orbe（1998）所說的「共文化」傳播模式，在不知

不覺地成為通曉兩岸社會文化的中介，也因其擁有更佳的跨文化傳播

能力，可能成為未來創造性地參與公共討論、自我公民意識的傳播交

流奠基者或創用者。

具有分裂的多重認同

不同的媒介環境中，陸生會改變自己的認同，從一個認同的維度

轉向另一個認同的維度。以A為例，同一個人在微信、微博和臉書三

個社交媒體平台，出現熱愛台灣的留學生、對台灣社會頗有微詞，以

及認同台灣文化三種分裂、矛盾的認同，印證Hall（1996, 2000）的理

念，在遷移旅居的過程中，由於圍繞個體周圍的文化系統，與其所代

表的文化所強調的方式，不斷的建構和轉變，使個體內部出現互相矛

盾的認同，拉拽著個體往不同的方向發展。

更為突出的一點是，陸生的認同呈現出一種不在場的存在。社交

媒體本身構成一種虛擬文化環境，社交媒體建構的文化環境延續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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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環境，有助於幫助陸生學習和適應新文化的同時，保持原有的認

同。即使身體來到了台灣，但精神卻沉浸在微博、微信塑造的文化環

境之中。即，人雖然身體在一個地方，但精神卻沉浸在另外一個媒介

技術世界，在不同的平台之間穿梭，陸生變成了同屬於幾個世界的人。 

理論意涵

本研究的貢獻在於檢視在台灣留學的陸生於社交媒體使用在跨文

化適應時，是否因為兩岸政治體制和社會氛圍差異，對陸生的人際關

係建立、形塑認同及社會化轉變，產生不同的動態變化。研究發現，

雖然很多過程和國外過往研究發現類似，例如會不斷學習主文化，也

會透過溝通、互動及調整等行為，習得主文化的價值觀、習慣、想法

和行為模式。然而由於兩岸分治七十多年及政治環境差異，陸生不但

會用原有文化觀念解釋外在制度和評價外在刺激（Adler, 1975），更在

社交媒體的使用中，對特定議題有自我審查的傾向。自我審查的原

因，一方面是由於陸生對外感受到台灣網路環境中不甚友好的聲音，

另一方面，因為是長期被叮囑不要涉入政治的告誡影響。

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陸生在社交媒體上的使用上自覺

或不自覺地進行自我審查，在社交媒體上盡量不談政治；不就兩岸敏

感議題表態是許多受訪陸生的共識。

這種自我審查集中體現在陸生對臉書使用上小心翼翼的態度，導

致的結果是，限縮陸生在台灣社會的社交媒體平台為自我發聲，討論

公共議題的空間，在台灣社會關於陸生政策、兩岸議題等方面的討論

論述中，陸生出現了集體失聲的狀況。因此臉書或台灣社交媒體論壇

平台在台灣學生的普遍使用狀況，不見於多數陸生。

陸生雖然在社交平台的活動和拓展，建立新的連結，但是在台灣

的臉書和Line的使用並非真正的情感連繫，而是零散的弱連結。也印

證Kim（2010）的研究，社交媒體儘管有助於拓展人際關係網絡，但這

種網絡是以強化原有的人際關係為主。本研究更發現背景不同的陸

生，在利用社交媒體維繫人際關係時，各有各的態度和做法，主要基

於以下幾種原因：（1）由於意識形態和國族認同上的差異，在與台灣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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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往時，陸生常常感受人心的高牆難以逾越，寧願棲息在微信與微

博的世界中，更為自在地開展社交；（2）身處異鄉，基於將來要回大陸

發展的考慮，一部分陸生積極利用微信回頭向主文化拓展人際網絡。

他們多數覺得，人際關係的深入發展，需要敞開心扉，彼此深層次地

進行交流，但是臉書很難有深層次展開，臉書對於陸生而言，變成維

持人際聯絡的通訊工具。

社交媒體雖能幫助陸生了解台灣文化，亦同時與大陸文化保持親

密，臉書提供陸生一個觀察他人立場、獲取資訊、了解民意的平台，

但由於網絡世界存在同溫層和沉默螺旋現象，透過社交媒體產生的了

解可能有所偏差。陸生提到每次涉及到兩岸敏感議題的討論時，不管

是大陸還是台灣，在社交媒體上都呈現出以一種聲音為主導的沉默螺

旋現象，大陸強調統一的民族主義訴求，台灣則表達對民主自由的認

同和追求，以及對中國政府的敵視。雖然不乏理性的聲音，但往往淹

沒在情緒化的表達和站隊之中，缺乏真正寬容平等的溝通。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社交網路環境，以及陸生在使用時若有若無的自

我審查傾向，使得陸生在臉書幾乎處於失語和表達不滿兩種極端的表

現，無法進行有意義的公共討論和溝通。足證社交媒體也許有助社會文

化的適應，卻對心理自我不是更直言不諱，而是更小心地自我把關。

陸生社交媒體使用雖然影響陸生的文化適應效果，但Sawyer及
Chen（2012）在研究中對於社交媒體在文化適應中發揮的作用過於樂

觀，未看到台灣的陸生利用臉書進行人際關係維持時，以工具導向為

主，較為消極。反而是社交媒體本身的環境，可能強化負面觀感，影

響陸生進一步的跨文化溝通。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進行研究，由於研究者本身作為陸生的身

份，有利於接近受訪者，更容易讓受訪者消除顧慮，敞開心扉。不

過，在方法操作上由於未採用日記法，未納入陸生使用社交媒體的具

體情境，也沒有將陸生在各個社交媒體平台發表的文本進行分析，限

縮跨文化適應的資料分析範圍，使結論有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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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對象的選擇，根據教育部2015年3月公佈的最新統計資

料，2014學年度來台攻讀學位的陸生累計達5,881名，就讀碩博士研究

生有1,438名，本研究採取滾雪球抽樣，遵循最大信息差異飽和法，訪

問14名陸生以後，因此停止訪談。但訪問樣本數量仍屬有限。

此外，由於在台灣攻讀學位的大陸學生既包括在技職院校就讀的

二技生，也包括在私校、公立大學攻讀學士、碩博士學位的學位生，

這些陸生遍佈島內，陸生群體內部因為就讀學位不同，本身存在差

異。而研究對象主要來自於政治大學、台灣大學等幾所陸生較為集中

的學校。未涵蓋在技職業院校就讀學位的二技生，也未將攻讀學士學

位的陸生納入，因此不能代表整個陸生群體。
 另外，留學台灣的陸生具有特殊性。首先，由於兩岸特殊的歷史

關係，陸生的適應議題與兩岸關係、意識形態的差異糾葛緊緊連在一

起，而陸生來自社交媒體產業極度發達而言論相對限縮的社會環境，

在利用社交媒體輔助文化適應的過程中，既有在生活實踐上有極度務

實、開放的一面，也有在自我揭露和認同建構上，小心翼翼甚至是自

我審查的一面。另外，目前涉及跨文化適應和溝通理論的研究，大多

來自美國或西方社會，其理論基礎還是以西方文化土壤為主，而關於

華人，特別是有著相似文化脈絡的大陸和台灣的跨文化溝通理論較為

缺乏，因此所運用的跨文化溝通理論在語境上有所區隔。

最後，本研究僅從單一的媒體使用進行探討，未關注到多平台共

用的多工現象，亦忽略傳統媒體和社會網絡的影響，未來研究可進一

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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