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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信网络交友诈骗是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之一，诈骗犯常虚假白领、高管等成功人士身份以交友或婚

恋为由实施诈骗，从语用视角剖析诈骗犯身份建构、了解受骗人认同虚假身份的认知机制对防范此类案

件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一则真实的电信网络交友诈骗案并收集诈骗双方的文本会话语料，在语用身

份论指导下探讨虚假语用身份类型及其相应的话语选择，借助关联理论下强弱交际观对印象管理的解释

和认知语境动态变化的概念演绎受骗人的虚假身份认知机制。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分别从诈骗犯与受骗

人的视角阐释虚假语用身份的建构与认同过程。研究发现诈骗犯虚构了凸显身份(投资达人)、偏离身份

(友人)和第三方身份，受骗人受虚假语用身份建构话语强弱暗含的影响以及在诈骗犯认知语境的互明增

强下趋向于认同以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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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lecom network dating scam is one of the high-incidence types of telecom network fraud, fraud-
sters often disguise themselves in false white-collar workers, executives and other social ide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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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s of high class to implement fraud on the grounds of making friends or dating. To prevent such 
tragedies,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in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the false identity con-
struction and probe into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beneath the deceived’s recognization of those 
identities. We collected discoursive data between two fraud sides from a real telecom network 
dating scam,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agmatic identity theory we tried to find the con-
structed false pragmatic identity types and analysed the corresponding discoursive choice, as well 
as illustrated the fraudsters’ impression management and the devived’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false pragmatic ident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strong and weak communication and dynamic 
cognitve environment under the relevance theory. The innovation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ain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false pragmatic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the 
fraudsters and the deceived. We finally found that the fraudster built salient identity (investment 
expert), deviated identity (friend) and third-party identities. The deceived tended to agree with 
the above identities,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strong and weak implications deducted from the dis-
coursive practices constructing those identities and the growing mutual manifesta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environments of the two s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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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信网络交友诈骗是一种打着“网恋”“交友”旗号实施诈骗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手段。此类诈骗

犯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常包括三个阶段：通过社交软件向不特定对象编造虚假优质身份，结交受害

者；通过交友形式骗取感情信任，建立亲密关系；虚构高额回报，骗取被害人财物三个过程[1]。 
基于法制频道收集来的一个真实电信网络诈骗案例(取自法制节目《一线》，梦碎“杀猪盘”，

2020-12-04)，并根据语用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类型[2]，本研究探讨电信网络交友诈骗犯建构的虚假语用

身份类型和话语选择；借鉴相关部门的点评、受骗人的心理活动自述、受骗人对诈骗犯的话语回应，定

性演绎受骗人可能进行的对诈骗犯虚假身份的认知过程，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诈骗犯诱导虚假语用身份

认同的话语特征，从而增强其自我保护意识。 

2. 理论基础 

2.1. 语用身份理论 

陈新仁是国内最早进行语用视角身份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提出的语用身份理论[2]极其关注特定的

社会身份在语言交际语境中的实际体现、运用甚至虚构，其中几个观点对于分析电信网络诈骗有指导意

义：1) 交际双方在互动过程中选择的身份可能是自身固有的身份类型，也可能是交际双方编造或虚构的

身份类型；2)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选择特定的语用身份来满足特定的交际需求；3) 交际者在互动过程

中选择的身份需要通过话语(包括语言手段和非语言手段)来建构[3]。 
陈新仁进一步修正了 Tracy [4]对话语实践的划分，并对每个类别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提出了一个更

加完善的身份话语建构框架，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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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scourse practices related to identity construction [2] 
表 1. 与身份建构相关的话语实践类型[2] 

话语实践 描述 

语码选择 提示自己或对方身份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方言(如普通话、东北话)、特定语码、黑话等 

语体选择 提示自己或对方身份关系的语体(如正式语体、随意语体等) 

话篇特征 提示自己或对方身份关系的语篇或会话组织特征(如话轮转换行为) 

话语内容 提示自己或对方身份的话语内容(如话题、信息、观点、预设) 

话语方式 提示彼此身份关系的说话方式(表达思想的直接或简介程度、投入程度) 

言语行为 提示自己或对方身份的言语行为(如批评、表扬、建议、宣告) 

称呼语 提示自己、对方或他人身份的称呼语 

语法选择 提示自己、对方或他人身份的语法特征(如人称代词、附加疑问句、感叹号) 

词汇选择 提示自己身份或双方身份关系的词汇(如敬辞、行话、缩略词、语气词) 

语音特征 提示自己身份的语音方式(音高、语速、音质、口音、标准音) 

副语言特征 提示身份的手势、距离、眼神等手段 

话语实践 提示自己或对方身份的语言(如英语、汉语)、方言(如普通话、东北话)、特定语码、黑话等 

2.2. 关联理论与强弱交际观 

Sperber & Wilson [5]在 Grice 的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关联理论，基于关联理论的交际模式被称为

明示——推理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为实现成功的交际意图，说话人估计能给听话人提供什么样的语境

资源(有力的话语选择)、听话人的认知能力是什么(也就是听话人的认知语境)，寻找合听话人所期待的最

佳关联的话语即明示，使听话人能够获得足够语境效果。听话人则根据说话人的话语在认知语境中选择

最佳关联的语境假设——关联的关于世界的词汇、逻辑、百科知识——根据选定的认知语境对说话人的

话语进行推理。 
关联理论提供了一个关于交际的微妙解释，在该理论中，说话人提供信息的意图并不是直接影响听

话人的想法，而是通过显化\一组特定的假设或者使其更显化来改变他的认知语境。在这种模式中，沟通

不是简单的“是与否”问题，而是程度问题。 
假设语境结论是说话人心中特定的暗含(implication)，话语的关联性依赖于这个暗含，并且说话人想

让听话人得出这个暗含的意图非常明显(strongly manifest)：那么这个假设就是强暗含(strong implication)，
即含意(implicature)，属于强交际(stronger communication)。 

但说话人的说话意图并不总是单一且清晰的，就像精心准备的面试自我介绍，许多面试者会显然致

力于塑造学历高能力强的应聘者形象，但在话语选择上会各有特点地传达一些模糊的暗含，如“我擅长

社交”、“我为人幽默”、“我有集体精神”等，这些暗含的传达意图性各不相同，可能只能从自我介

绍的某经历回溯话语里窥见与这些暗含的关联性。 
说话人让听话人得出的意图性越发微弱，其话语的关联性可能越低，这种交际过程趋向于弱交际

(weaker communication)。由于交际者的意图强弱不定，理解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变成更广泛的解读过程。 

2.3. 强弱交际观对虚假语用身份建构的解释力 

语用身份是一种服务于语言使用者交际目的的语用资源：为了满足特定交际需求，交际者会进行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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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用身份选择，并进而通过话语选择来加以建构，最终达到一定的交际效果。从诈骗犯角度，出于交际

需求的身份建构话语实践即关联理论下欲传递说话人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话语形式的明示行为；从受骗

人角度，对诈骗犯虚构身份的认同则基于认知语境中产生或增强的该身份建构话语的大部分强弱暗含。 
语用身份理论更多强调说话人出于交际需要主动顺应语境进行话语选择，即是基于语境假设的话语

实践，然而语用身份理论并没有从听话人主动推理的角度解释说话人的话语实践如何顺应了听话人认知

语境，也就是说为什么主动建构语用身份的说话人的话语实践能够使听话人积极认同该身份。 
Clark 曾系统探讨关联理论强弱交际等观点对身份推理和归属的解释力，认为关联理论可以解释个人

在身份构建和印象管理中或多或少做出对自己或他人产生特定假设的认知现象[6]。交际中话语根据个人

上下文信息、背景知识、认知语境传达出多个关联假设或含义的现象。本研究发现诈骗犯许多的虚假语

用身份建构话语理解为旨在通过强弱暗含给受骗人塑造多种印象，即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类似于修辞性

明示话语的“诗意效果”(当然是有异于文学作品中经常关注的那种效果)。在诈骗语境下，受骗者为了满

足对最佳关联的预期，得出一系列与诈骗犯虚假身份的或有关或无关的进一步暗示，推动对有意建构的

语用身份的潜意识认同甚至确信。 
由此本研究认为强弱交际观可以解释虚假语用身份理解。 

3. 虚假语用身份建构类型与话语选择 

语用身份可以作为施为资源和人际资源帮助说话者发挥语用功能。事实证明，身份在电信网络诈骗

研究中也是可供调配的资源，为满足实施诈骗的交际需要发挥施为功能和人际功能，诈骗犯既可以在关

系上调配、凸显、模糊自己的某一社会身份，又可以切换身份，甚至可以引入第三方身份[7]。 

3.1. 凸显身份的构建与话语选择 

在真实世界中，宏观的社会既得品质，如种族、性别、国籍等与话语的关联最为显著，但在虚拟世

界中则变得最为微弱。[8]脱离了真实世界中面对面接触的公开性、实时反馈的压力等诸多束缚，电信网

络诈骗犯可以轻松地利用话语与非话语手段虚构最利于自己的身份，即凸显特定身份达到自己的交际目

标，袁周敏指出凸显何种身份是由隐藏在背后的意识形态所控制[9]。 
例 1 语境(倪女士(受骗人)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富商朋友”叶勇(诈骗犯)，经过一段时间的网聊后，

发现该网友很健谈，认为自己和叶勇成了知己之交。) 
D7 叶勇：找个人搭伙过日子容易，找个三观相(像)和合适的人却需要缘分。 
D8 倪女士：嗯，思维逻辑很重要，三观相？？？合适的人，应该有很多人看上你的，只是你感觉

不合适，我应该这么理解吗？ 
D9 叶勇：我觉得两个人应该要在不断了解彼此的路上相互理解信任包容。 
例 1 处于编造虚假优质身份结交受害者阶段，根据倪女士不善言谈，朋友并不多，和丈夫工作都很

忙，平时交流比较少的聊天经历，如表 2 所示，诈骗犯叶勇通过一些日常、情感、工作话语内容选择以

间接的观点表达，量身虚构了沉稳健谈异性身份，成为倪女士的倾诉对象，为后面进入诈骗投资阶段打

下感情基础，通过倪女士的心理活动自述前期的信赖感是诱发冲动贷款的一大因素。 
例 2 语境(倪女士跟着叶勇做投资，小有收益后，叶勇再一次要求倪女士加大投入。) 
D10 叶勇：投资嘛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才能细水长流稳稳的赚钱。 
D11 倪女士：对呀，但是每个人也都要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接触新兴行业，不断的改变思维，这样才

能跟上时代。 
D12 叶勇：嗯，小倪再把钱充值些进去加大仓位，来把握这个月最后几天好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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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iscourse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se identity as a considerate and talkative heterosexual friend 
表 2. 虚假沉稳健谈异性友人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 描述 

话语内容 
D7 (思想：知己比伴侣难遇) 

D9 (思想：伴侣间的相处需要信任包容) 

话语方式 
D7 (间接：如暗示叶勇与倪女士有缘) 

D9 (间接：如暗示叶勇是一个理解包容他人的人) 

言语行为 
D7 (断言类：阐述) 
D9 (断言类：阐述) 

 
例 2 处于骗取感情信任、建立亲密关系阶段，诈骗犯以小额收益一步步引诱倪女士加大投资，此时

倪女士对叶勇对沉稳健谈异性友人身份有很高的认同感，随后叶勇运用修辞性间接言语行为暗示“投资

能稳赚钱”，频繁使用投资行话和话语方式的笃定又凸显出沉稳投资达人身份(见表 3)，是该诈骗阶段的

话术特点和惯用手段。交际者并不总是通过默认身份与他人通信。他们也构建了一些与他们期望构建的

身份不同的身份。 
 
Table 3. Discourse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se identity as a considerate and talkative heterosexual friend 
表 3. 虚假沉稳健谈异性友人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 描述 

话语内容 
D10 (观点：做投资要沉得住气) 

D12 (话题：投资策略) 

话语方式 
D10 (间接：如暗示倪女士跟叶勇继续投资能稳赚钱。) 

D12 (直接) 

言语行为 
D10 (断言类：阐述) 
D12 (指令类：劝说) 

称呼语 小倪 

词汇选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细水长流(修辞用语) 

仓位、行情(行话) 

3.2. 偏离身份的构建与话语选择 

这种身份称为偏离身份(deviational identity)，相对于默认身份(default identity) [10]而存在的，比如机

构成员，行事说话都与此相关。而在社交媒体上交友语境下素未谋面的网友身份为主导身份。有选择地

调整与听话人的情感距离，或者编造本不属于自己的身份都是偏离默认身份的表现方式。 
例 3 语境(倪女士跟着“富商朋友”叶勇做投资，在得知倪女士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叶勇建议她去贷款。) 
D13 倪女士：跟你说我没啥钱的。 
D14 叶勇：那有多少嘛？小倪先去下载一个 XXXX (贷款软件)跟得上，放心我拉着你。 
D15 倪女士：你是不把我弄起来不罢休嘛？ 
D16 叶勇：我是不把你引上正轨，心里不舒服。 
例 3 中虚构高额回报，骗取被害人财物阶段，诈骗犯叶勇的主导身份是虚假投资达人，为了降低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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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的警惕心，叶勇偏离投资达人，通过直接的情感表达，捏造作为友人积极提供生财建议、仗义帮助

倪女士的假象，实则是在打感情牌诱导巨额贷款。这一真实意图从叶勇要求倪女士下载贷款软件话语方

式的直接与迫切(见表 4)，过分强烈的情感表达言语行为已有显露。 
 
Table 4. Discourse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se identity as a righteous friend 
表 4. 虚假仗义友人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 描述 

话语内容 
小倪先去下载一个 XXXX (贷款软件)跟得上，放心我拉着你。(话题：生财渠道) 

D16 (思想：为朋友尽心尽力) 

话语方式 
小倪先去下载一个 XXXX (贷款软件)跟得上，放心我拉着你。(直接) 

D16 (直接) 

言语行为 

小倪先去下载一个 XXXX (贷款软件)跟得上。(指令类：劝说) 
跟得上，放心我拉着你。(承诺类) 

D16 (表情类) 

称呼语 小倪 

词汇选择 那有多少嘛？(语气词) 

 
例 4 语境(叶勇建议倪女士进行网络贷款，作为本金投进去，并不断的暗示鼓励倪女士只有加大投入

才能获得更大收益。)  
D17 倪女士：你是让我干我从来不敢干的事。 
D18 叶勇：人都是慢慢从无到有的过程啊，这样才能突破自己。 
例 4 中叶勇仍然在督促倪女士贷款加大投资，察觉到倪女士的贷款倾向后，除了以专业投资达人身

份提高可信度，叶勇仍然不忘通过哲思性的话语内容虚构偏离人生指路人身份，一反敦促贷款的急切，

积极暗示倪女士此时的警惕是退缩的表现(见表 5)。 
 
Table 5. Discourse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se identity as a life guide 
表 5. 虚假人生指路人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 描述 

话语内容 D18 (思想：成功的人生在于不断突破) 

话语方式 D18 (间接：如叶勇鼓励倪女士加大投入。) 

言语行为 D18 (断言类：阐述) 

3.3. 第三方身份建构与话语选择 

陈新仁将语用身份分为三类，一类是说话人或作者提及的第三方身份。[11]在案例分析中，本研究发

现在交际中建构这种第三方语用身份可以作为诈骗犯实现交际目标的一种策略。在话语中，第三方往往

成为诈骗犯暗示某种观点或令受骗人实施某种行为的论据。 
例 5 语境(通过聊天和叶勇朋友圈图片，倪女士获悉，叶勇是做工程生意的，离异，有一个儿子，此

人经常出入高档饭店宾馆等场所，俨然一副成功人士的派头。) 
D19 叶勇：你不是李新女士吗? 
D20 倪女士：不是，你加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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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 叶勇：不好意思，刚刚去看了下可能是我助理留错号码误加到你唐突佳人了。 
例 5 为结交受害人阶段，如表 6 所示，叶勇以询问信息为第一个话轮挑起会话，一开场就有意识地

虚构第三方的“助理”形象暗示作为社会关系另一方的“上司”身份，在称呼、措辞上极尽礼节，有意

详述误加细节，一个萍水相逢缺谦逊有礼的职场成功人士身份得到初步建构，并在成功结交后利用符合

成功人士的高级职场与物质水平内容的图文作为新论据加固成功人士身份。 
 
Table 6. Discourse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lse identity as a polite successful person 
表 6. 虚假有礼有节的成功人士身份建构的话语实践 

话语实践 描述 

话语内容 
D19 (信息：问候好友身份) 

D21 (信息：添加好友是助理失误) 

话语方式 
D19 (间接：如暗示叶勇添加倪女士是误加。) 

D21 (间接：如暗示叶勇是无意添加；如暗示叶勇是身份不低的职场人士。) 

言语行为 

D19 (断言类：疑问) 
不好意思(表情类) 

刚刚去看了下可能是我助理留错号码误加到你唐突佳人了。(断言类：阐述) 

称呼语 李新女士 

词汇选择 佳人(敬辞) 

副语言特征 朋友圈关于公司、高档餐厅、宾馆等内容的照片 

4. 强弱交际与虚假语用身份理解 

纵观诈骗案例的全过程，诈骗犯着重凸显的身份有两个即真诚友人身份和投资达人身份。 

4.1. 真诚友人身份理解 

在真诚友人身份的建构中，诈骗犯叶勇会有意图的增加彼此的认知语境的互明程度，在需要显化某

一认知假设时能更有效的调动受骗人倪女士的认知环境，提高交际意图的实现成功率。“显化”不是一

个纯粹的心理学术语。Sperber & Wilson 强调有些假设虽然受骗人没有考虑过，但也可以是显而易见的，

即能够思考这些假设，并判断它们是正确的或可能是正确的[5]。 
例 1 语境(倪女士在社交软件上结识了“富商朋友”叶勇经过一段时间的网聊后，发现该网友很健谈，

认为自己和叶勇成了知己之交。) 
D7 叶勇：找个人搭伙过日子容易，找个三观相(像)和合适的人却需要缘分。  
D8 倪女士：嗯，思维逻辑很重要，三观相？？？合适的人，应该有很多人看上你的，只是你感觉

不合适，我应该这么理解吗？ 
D9 叶勇：我觉得两个人应该要在不断了解彼此的路上相互理解信任包容。 
在自述和节目点评中反复提到了叶勇的健谈，前期聊天内容大多是关于生活工作、夫妻感情、价值

观念，根据关联理论的认知语境概念，说话人与听话人的认知语境互明程度是可以改变的，互明程度越

高，听话人最佳关联的实现与说话人对话语最佳关联的预设更加贴合，简单来说陌生网友和熟稔友人与

个人之间的交际有效性在大多数语境下是不同的，很明显在长期的相处和交流下，双方了解，即便不明

说，也能较快达成共识。在例 1 的语境下有两个假设，本研究认为在倪女士在叶勇没有明说的情况下就

已经明白了，但本研究认为倪女士以前不太可能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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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和叶勇聊很多话题都可以。 
叶勇向我提合理的建议我是可以接受的。 
有了前期认知语境互明程度提高，激活关于“叶勇”性格为人处事的认知假设(如例 7 语境下形成的

有礼有节的成功人士身份认知假设)，以上两个假设很容易以逻辑演绎的方式收到受骗人肯定，这在后续

叶勇凭信任成功设置贷款投资陷阱的事实上得以印证。 

4.2. 投资达人身份理解 

在投资达人身份的建构中，诈骗犯叶勇使用了较多的修辞用语。修辞用语通常是模棱两可的。语用

学理论的一个任务就是解释如何使听话人理解歧义表达的意图。关联理论认为隐含意义是一个由强到弱

的连续统，话语的诗学效果依托于一系列弱隐含。诗学效果并不产生认知环境新假设，主要作用是形成

共同印象、增加情感共享。[12]影响这一点的因素包括不同相对可及性的意义和非语言行为，在电信网络

诈骗语境下，上下文和背景知识是较为基本的辅助理解的因素。 
例 4 语境(叶勇建议倪女士进行网络贷款，作为本金投进去，并不断的暗示鼓励倪女士只有加大投入

才能获得更大收益。) 
D17 倪女士：你是让我干我从来不敢干的事。  
D18 叶勇：人都是慢慢从无到有的过程啊，这样才能突破自己。 
在例 4 的语境下，话轮 D18 是蕴含事件结构隐喻④的明示话语，蕴含其中的最佳关联假设，是同人

的省力思维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节目剖析和自述倪女士对于诈骗犯初期信任感的建立大多来源于前期的

聊天经历(上下文)，类似于把人生经历“从无到有的过程”投射到投资损益起伏过程的思考性话语并不少

见，如例 2 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些话语与大社会背景下许多成功人士白手起家的事实、弘扬改

革创新精神、优秀传统美德的中国社会氛围，以及物理环境中叶勇虚构成功人士身份的图文工具和设计

精密的投资软件是有关联的；倪女士在利益诱惑下识破诈骗意图的逻辑能力不足和关于投资的百科知识

的支撑都使叶勇的话语更容易实现最佳关联，比起“现在没有本金，通过贷款来投资积攒财富冒险但正

确。”等直白的话语选择有可能增加倪女士的疑虑，牺牲了有可能的关联弱暗含， 
语境暗含： 
① 叶勇是个思想先进的人。 
② 叶勇是个有魄力的人。 
③ 叶勇是个做大事的成功人士。 
④ 叶勇是个沉着的投资人。 
虽然以上的系列暗含并没有直接的被叶勇传达，无法对比传达意图的强弱程度，听话人也不能准确

的断定哪个是话轮 D18 的语境结论，但是话语本身和暂时的投资利益都是这些假设的论据支撑了思想前

卫的投资达人身份的建构。 

5. 结语 

出于助力反诈的目的，本研究重点描述了一起电信网络交友诈骗案中诈骗犯的虚假语用身份建构，

并从认知角度剖析了受骗人对这些身份的认同过程，发现了诈骗犯通过图文与话语等手段建构如真诚友

人等可信任型同伴身份，基于此又着重凸显投资达人等骗取财物。在身份成功建构的构成中认知语境互

明程度和话语的系列强弱暗含发挥重要作用。强弱交际观也为解释冒充电商物流客服、冒充“公检法”

机关以及新型的涉疫诈骗等其他类型的电信网络诈骗的虚假语用身份建构认知语用视角研究提供了新的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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