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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ial live stream. During the live 
stream, the host constructs one default identity: the seller identity, and three variant identities: 
the fashion leader identity, the customer identity and the close friend identity. These four identi-
ties help host to introduce products, remove customers’ doubts and shorten the psychological dis-
tance between the host and customers, greatly increasing the sales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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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电商直播快速发展。在直播过程中，电商主播通过话语建构了默认的卖家身份，以及变异的时

尚达人身份、顾客身份和熟友身份。在四种身份下，主播实现了介绍商品信息、消除消费者疑虑、缩小

与消费者间的心理距离等交际目的，极大提高了网络购物平台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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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网络购物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足不出户便可购进天下好物的机会。最初，

网络购物平台对商品的宣传多以文字讲解、图片、视频等为主；信息的传播是单向的、静态的。随着网

络覆盖率的提高及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线上购物与网络直播逐渐融合，形成了电商直播。在过去短短

几年时间里，以淘宝直播为代表的电商直播迎来了发展的爆发期。《2019 年淘宝直播生态发展趋势报告》

显示，仅在 2019 年的双十一期间，淘宝直播的成交额就达到近两百个亿。 
在直播过程中，主播多采用“试”加“说”的方式向消费者立体地呈现商品。其中，“试”主要指

“试穿”、“试吃”、“试用”等；“说”主要指主播对商品的介绍和与消费者的即时互动。动态的直

播增强了商品宣传的趣味性、互动性和个性。这种“边看边听边买”的购物方式大大提高了商品的销量。 
在讲解与互动的过程中，主播们会使用一些语言技巧并调用一些语言资源，以达到宣传和销售的目

的。其中，通过语言建构多样的语用身份便是其中的技巧之一。本文将探究电商主播通过话语建构的多

重身份。 

2. 语用身份论 

“身份”一直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关注的热点。传统的身份本质观认为

身份是静止的、单一的概念；而社会建构主义下的身份观则将视角由心理转向社会活动和行为，认为身

份是在群体互动过程中产生的[1] [2] [3]。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并认可社会建构主义下的身份观，

并从多角度证明了其价值[4] [5] [6]。语用身份是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外关于语用身份的研

究也受到社会建构主义的影响，认为身份的建构是变化的、流动的[7] [8]。 
话语和身份的选择依赖于语境；为了顺应交际语境和语言性语境，交际者必须不断地对语言和身份

做出选择，以满足特定的交际目的。网络是公众建构并呈现身份的虚拟空间，属于一种特殊的语境。何

荷和陈新仁[9]考察了淘宝网店店主通过称呼语建构的身份及建构这些身份的原因。该研究发现，关系身

份的建构既要顺应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应对信息去权威现象、实现真实–虚拟社会角色转换，还会受到

行事需求的制约。在称呼语建构的关系身份中，变异关系中的亲友关系所占比例最高；而默认关系，即

买卖关系所占比例最低。 
何荷和陈新仁[9]探究了网络购物平台这个特殊语境下身份关系的建构，那么在信息动态流动的电商

直播中，卖家在面对女性消费者时会建构哪些身份？本文将以语用身份论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探析直播

营销中的身份选择和建构。 

3. 语料来源及研究问题 

本研究选择了 10 家淘宝人气女装店铺，随机截取了其中 10 位女主播对 20 件女装的介绍。在综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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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所收集语料后，拟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主播主要建构了哪些身份？ 
第二，主播建构这些身份的动因是什么？ 

4. 主播对默认身份的建构 

在直播营销过程中，“卖家”身份是主播及消费者一致认同的默认身份。主播主要通过介绍商品来

促进销售，提高成交量。 

卖家身份 

网络购物平台上的宣传有时存在“图物不符”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电商的信心和购物的积

极性。为了使消费者更直观、更全面地了解商品，打消顾客对商品描述的疑虑，服装销售主播在直播过

程中会先试穿，再详细介绍服装的大小、质地、款式、颜色等信息。另外，主播会与消费者进行即时的

沟通，在线解答消费者的疑问。在介绍商品属性及答疑的过程中，主播建构了默认身份，即“卖家”身

份。如下例所示： 
1) 这件衣服一共有四种颜色，分别是红、白、蓝、黑。 
2) 这件衣服是纯棉的。 
3) 这个不是大红色，是属于比较暗的那种颜色。 
除了提供商品属性信息外，主播还会提供必要的商品销售信息。依据话语内容和目的，这类语言又

可被分为两大类： 
第一，给予消费者必要的、客观的销售信息。在此过程中，主播不会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建

构了一个权威、客观的卖家形象。如下例所示： 
1) 我们的优惠券是不能叠加使用的。 
2) 这件衣服有四个颜色，目前黑色是卖得最好的。 
3) 这款衣服现在只是预售，大家可以先付定金。 
第二，使用一些销售技巧，如站在“卖家”的立场上，不断提醒消费者此次折扣力度之大以及购买

机会之宝贵。一方面，主播通过这些“煽动性”的话语鼓励消费者购买；另一方面，主播建构了一个处

处为消费者着想的卖家形象。如下例所示： 
1) 可以肯定地说，这件衣服的折扣是前所未有的。大家一定要尽快入手，错过又要多等一年！ 
2) 这件是昨天才上新的春款。喜欢的小伙伴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库存可是非常有限的。 

5. 主播对变异身份的建构 

随着网络购物的普及，店铺之间的竞争日益强烈。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消费者带来了更多接触商品信

息的机会。因此，若商家想要在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售卖相同产品的店铺之中脱颖而出，仅仅依靠详细的

商品介绍和较优惠的价格还不够[9]。在直播营销过程中，一些可以调节直播气氛、拉近心里距离的语言

手段也是十分必要的。在使用这些语言时，主播建构了多重变异身份。使用这些变异身份，主播为消费

者提供中肯的建议，消除消费者对商品的疑虑，还实现了与受众的感情交流。 

5.1. 时尚达人身份 

人类从未停止过追求美的步伐。服饰是展示外在美好形象的手段之一；在物质条件日益丰富的现代，

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孕育了一个新的职业—时尚博主。这些时尚达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服饰穿搭经

验，吸引了大批粉丝。在网络直播营销中，主播们多通过语言建构时尚达人的身份，通过专业的讲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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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在时尚达人的身份下，主播主要通过描述商品的优点来达到宣传效果，所使

用的话语多是评价性的。如下例所示： 
1) 这条裤子的版型是很显高的。 
2) 这件衣服的红色和蓝色是不挑皮肤的。 
另外，主播还会客观地讲解商品的缺点，从专业的角度为消费者提供购买建议。如下例所示： 
3) 一米五以下的女生不建议购买哦。 
4) 这个版型不适合梨形身材的女生。 
负面的评价和建议看似会影响商品的销售量，但从长远来看，这些负面话语却是利大于弊。电商主

播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虽然它在快速成长，但却还未真正成熟；主播们常常会面临诸如卖假货、说假话、

虚假宣传等质疑。为了增强话语的可信度，主播会客观地评价商品或提出建议，甚至不惜暴露商品的不

足之处。另外，不同于实体店铺，电商售出的商品，尤其是服饰一类的商品，常常会因为不合身等原因

而遭到退货。对商家来说，退货损失人力物力。主播客观的评价可帮助消费者做出更理智的判断和决定。

间接降低了退货率，保护了卖家的利益。 

5.2. 顾客身份 

为了缩小与消费者的社会距离，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主播还会建构顾客身份。卖家身份和时尚达

人身份通过直接介绍、评价、推荐等方式宣传商品，促进了成交量；而在顾客身份下，主播们或明示或

暗示商品的价值，通过分享自己购物的经历及感受来提高销量。如下例所示： 
1) 这件衣服是主播的自留款。 
2) 这款鞋子我自己也很想买，但是很可惜当时没有抢上。 
3) 我之前买了一件，质量特别好，不缩水也不起球。 
顾客与顾客之间的社会距离较近；相近的身份间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主播从一名“顾客”的角度

对商品做出积极的评价，该视角下的评价或建议更易被消费者接受。 

5.3. 熟友身份 

在面对女性顾客时，主播还会建构女性熟友的身份。这一类身份具备很强的女性化特征；在建构身

份过程中，主播主要使用了以下两种语言手段：亲昵的称呼语和语气助词。 
第一，使用活泼、亲昵的称呼语。 
何荷和陈新仁[9]分析了淘宝网店店主在“商品描述”中使用的指示类称谓、亲属称谓、社交称谓等

8 类称谓语。但是，不同于静态的商品描述，直播营销具有动态性；主播在此过程中使用的话语也更接

近于现实情境中的语言。另外，由于特定商品受众的性别、年龄等信息都比较明确，主播在直播中所使

用的称呼语针对性较强。本文所探究的主体是女装店铺；我们发现在此类直播中，主播使用了指示类称

呼语，如“你”、“我”等；关系称呼语，如“朋友”、“小伙伴”等；亲昵称呼语，如“宝宝”、“亲

爱的”等。总体来说，称呼语具有轻快、活泼、亲昵等特征。如下例所示： 
1)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调整一下裤子的长度。 
2) 喜欢的小伙伴就赶紧入手吧。 
3) 宝宝，你太可爱了。 
指示类称呼语是主播使用较多的一类称呼语，多为“我”、“你”、“我们”、“你们”，少用“您”

等敬称。“宝宝”、“小伙伴”等非常亲密的称呼语也会被频繁地使用。亲昵的称呼语一般用于女性好

友间非正式的对话中；主播将它们用在直播中，旨在缩短自己与消费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便于达成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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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第二，使用语气助词。 
语气助词可以辅助实施或推进某一言语行为，以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与实词不同，有些语气助词

虽然没有具体的语义内涵，但它们却会影响话语的语用效果。如下例所示： 
1) 哈喽哈喽，好久不见呀。 
2) 我也很想大家呢。 
例句中的“呀”、“呢”二字虽然没有具体的内涵，但它们却使语言听起来活泼而亲切，创造了轻

松、愉快的交际氛围。 
随着中国进入感性消费时代，消费者愈发不以物质利益作为消费时的首选，而是更看重消费感受[10]。

总体来说，主播使用亲昵的称呼语和语气助词建构了熟友身份，使消费者感到不是商家在销售商品，而

是自己亲密的朋友在推荐商品，实现了与消费者的情感交流。 

6. 默认身份与变异身份的共同作用 

这四种身份下，主播与消费者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由远到近排序为：卖家身份、时尚达人身份、

顾客身份、熟友身份。电商直播的主要目的是销售商品，主播主要使用的是其默认的“卖家”身份。但

是，若在直播过程中仅仅使用或过多使用单一的“卖家”身份，势必会令消费者感到乏味无趣；因此，

主播在直播中常会同时建构默认身份和变异身份。两大类身份相互协作，相互调节，取长补短，发挥了

“1 + 1 > 2”的作用。如下例所示： 
宝宝，如果喜欢的话就抓紧入手，这件衣服的库存已经不多了。 
在这句话中，主播使用“宝宝”这个亲昵的称呼语建构了熟友的身份。同时，主播又使用了卖家身

份，向消费者介绍了目前的商品库存情况。这两个身份互相调和，一方面可以模糊卖家身份带来的商业

感，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过分亲昵给消费者带来的不适。 

7. 小结 

在电商直播过程中，主播不仅要考虑消费者的信息需求，还要考虑消费者的情感需求。为了同时实

现信息输出和情感交流，主播使用了一种默认身份，即卖家身份；以及三种变异身份，即时尚达人身份、

顾客身份和熟友身份。这四种身份的选择和建构呈现出动态性和语境顺应性。“身份”是交际者在会话

中的语用资源，这种资源可帮助交际者实现交际目的。在电商直播中，四种身份共同发挥作用，极大提

高了网络购物平台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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