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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古至今，家庭冲突普遍存在于各个家庭中。本文主要探讨在家庭冲突中矛盾双方是如何构建受害者身

份及此身份对冲突的功能作用。本文基于5个小时冲突话语的视频，其中矛盾双方建构自身受害者身份

达178次，运用多模态会话分析法描写受害者身份构建在冲突性话语中的语用功能，不仅关注直接言语

行为对冲突加剧或缓和的作用，还关注诸如手势、眼神、语气等非言语行为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

矛盾双方在冲突性话语中会通过建构自身受害者身份来指责对方的同时，贬低对方的行为和品质。本研

究发现对冲突性话语的研究具有一定启示，对构建和谐家庭关系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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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ancient times, family conflicts have existed in every family. This research mainly discusses 
how to construct victim identity in family conflict and the function of this identity to confli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5 hours of video clips of conflict discourse, in which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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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 their own victim identities for 178 times. Multimodal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is used to de-
scribe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victim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conflict discourse, focusing not 
only on the role of direct speech acts in exacerbating or alleviating conflicts, but also on the influ-
ence of non-verbal behaviors such as gestures, eyes and ton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conflict dis-
course, both parties will construct their own victim identity to blame the other party, while belit-
tling the other party’s behavior and qua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have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 discourse and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famil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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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家庭冲突逐渐成为全社会关心及探讨的一个重要话题。就在今年春节期间，“过年吵架”

这四个词登上热搜。过年，本该是阖家欢乐、其乐融融的日子，但也是一场大型的“情感碰撞”——冲

突和矛盾大爆发时刻。小到锅碗瓢盆，大到工作、婚姻、价值观都可能会引发家庭冲突。总体来看，家

庭冲突主要包括四方面：夫妻矛盾，婆媳矛盾，亲子矛盾，以及兄弟姊妹之间的矛盾。造成家庭矛盾和

冲突的源头是多方面的，如财产分配、教育问题、夫妻感情、生活琐事，甚至会使整个家庭四分五裂。

引发矛盾的方式主要是冲突话语，这会给家庭和谐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之深入研究有助于为建立和

维护和谐的家庭人际关系作出贡献。 
人类的互动是多模态的[1]，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亦是如此。在一场家庭冲突中，矛盾双方或多方

除了使用冲突话语，肢体动作、眼神、手势等都可能会加剧或减轻冲突程度。通过对家庭冲突进行多模

态话语分析，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矛盾，调和家庭成员关系，从而帮助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我们

发现在一场家庭冲突中，矛盾双方倾向于构建受害者身份，从而达到责备对方的目的。 

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身份构建有较多研究成果：冉永平(2010)从冲突性话语的语用学研究角度，讨论了冲突

性话语的定义、主要特征及其探索范围的同时，并提出冲突性话语中说话人的身份构建或角色体现[2]。
袁周敏(2014)从身份构建的功能性出发，认为身份是交际者为满足交际需要可供调配的重要语用资源，通

过寻求积极的身份认同以达到某种身份建构的目的从而摆脱困境[3]。陈新仁(2018: 9-11)指出语用身份研

究的五种路径中有将身份视为一种施为资源或行事资源，考察交际者如何通过选择和建构特定的身份达

到具体的交际目的。吴亚欣(2021)运用会话分析研究了构建情境身份的基本步骤及其对会话路径的影响

[4]。当然，关于家庭冲突的研究也不少，但是多模态研究是这一领域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只关注语言文

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符号能够被孤立的完全理解[5]。对于家庭冲突的多模态会话分析

我们将从言语和行为两个符号系统进行研究。 
以往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家庭矛盾的话语表现与语用特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就目前的研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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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话题的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值得进一步探究：1) 之前关于分析家庭矛盾的研究缺乏系统的方法，

只关注冲突话语的语用功能，没有针对特定家庭矛盾进行多层次研究分析，鲜有基于受害者身份构建的

家庭冲突话语会话分析。2) 传统研究仅依靠录音来分析家庭冲突，缺乏录像、视频更加直接的证据来了

解真正导致家庭冲突的原因，结果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一个手势、眼神，甚至一段沉默都可能会加

剧冲突。 
然而，家庭冲突的多模态会话分析研究填补了传统研究的空白。首先，基于受害者身份构建，我们

对家庭冲突的产生、激化甚至高潮进行全方位剖析，让缓和矛盾的方法具有多端性。而且多模态研究将

视频和音频相结合，全方位多层次地将家庭冲突和矛盾可视化，以更好找准根源，从而化解矛盾。多模

态会话分析的意义在于它可以将语言和其他相关的意义资源整合起来，不仅可以看到语言体系发挥的作

用，还可以借助图像、动作、颜色等其他符号将话语意义的解读更加全面准确[6]。本研究拟以家庭冲突

相关视频为语料，采用会话分析法来探讨以下两个问题： 
1) 矛盾一方或双方如何在冲突话语互动中进行受害者身份构建？ 
2) 矛盾双方构建这一身份有什么功能或影响？ 

3. 研究方法 

原始语料来自《金牌调解》《超级育儿师》《再见爱人》(电视调解类节目以及真人秀)，以视频为载

体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我们搜集的语料进行多模态会话分析。视频时长超五个小时，约 120 个

例子。本文以家庭冲突发生时当事人的话语和行为动作为研究语料，探讨在家庭冲突中，矛盾双方主动

构建受害者身份这一方式在冲突中起的功能作用，在所有收集的语料中，说话人或听话人通过言语行为

构建受害者身份的次数约为 178。 
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首先，收集语料。我们主要搜集《金牌调解》近五

年来的节目(时效性较强)，并对关于家庭冲突的经典部分进行录屏。然后，转录。将收集的语料进行转写，

不仅要将交际言语内容转写出来，还要注意讲话人的副语言如手势、眼神等，便于后续进行话语分析。

最后，多模态话语分析。对每一对家庭冲突进行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综合分析，将两者关联起来。 

4. 分析 

我们经过研究分析发现，矛盾双方在发生冲突时，常常通过“卖惨”的方式，将自己归属于受害者

这一身份，通过构建自身受害者身份来责备指责对方的同时，贬低对方身份地位，获取社会的同情和支

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身份不仅是对自我的社会定位，也是对他人的社会定位。当说话人成功构建

自身受害者身份时，也完成了对听话人施害者身份的定位。 
在我们挑选的一段对话中，丈夫通过针对妻子的出轨，建构了自己是这场婚姻中的“受害者”身份，

从而谴责对方的不当行为。首先，我们先观察丈夫是如何阐述妻子夜不归宿这一引发冲突的事件，然后

分析夫妻双方各自是如何建构自身“受害者”身份的，并分析构建这一身份对会话路径的影响。 

4.1. 描述事件——初步准备 

例(1) (丈夫讲述妻子夜不归宿这件事) 

01 夫：快过年的时候，她(妻子)跟她同学， 

02     去约会去了，一晚上都没有回来， 

03     我给她打电话，关机， 

04     我和我哥，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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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找了一晚上，都没闭眼睛 

06 主：你当时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吗 

07 夫：不用说，这还用说吗 

08 主：她什么时候回来的 

09 夫：早上，8 点多，9 点吧， 

10     回来以后她说她去上网去了， 

11     我说哪个网吧，(还)不承认， 

12     当着她爹的面不承认， 

13     然后她爹走之后，才承认了， 

14     和她同学去疯了 

例(1)中，作为故事讲述者，丈夫在 07 行通过一个反问句调用了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即妻子夜

不归宿就是出轨。在 03-05 行，丈夫讲述自己找了妻子一晚上，自己的负责、贴心与妻子的不忠、冷漠

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丈夫主张在这场婚姻中自己是受害者，从而责备对方在婚姻中的不忠。在 09 行丈

夫对妻子回家的时间进行自我修正，“早上→八点多→九点吧”，一方面是时间越往后推，更加突出妻

子的不忠，另一方面也有不确定的意思。 
 

 
Figure 1. Husband gnashed his teeth 
图 1. 丈夫咬牙切齿  

 

 
Figure 2. Husband pursed his lips 
图 2. 丈夫抿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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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丈夫在前边讲述自己对妻子的关心，但是在 12 行丈夫用了“她爹”这一词，此

时他已经将自己和妻子划清界限，极具讽刺意味。同时，让第三者(妻子的父亲)牵入此事件来进一步贬低

了妻子的人品——不仅对婚姻不忠，而且不诚实，致使妻子下一步的无论说什么话，都使其话语让人怀

疑。在 14 行，看出丈夫特意加强“疯”这一字(见图 1)，咬牙切齿的同时将头转向妻子，包含指责意；

在说完后抿嘴唇表示无奈(见图 2)。丈夫用一“疯”字来形容其妻子，“疯”一词属于有意冒犯性话语，

说话人会借助责备、詈骂等语言手段来有意冒犯，表达其消极情绪或激将对方等语用意义[7]。 
在丈夫陈述阶段——掌握论述话语权——他先通过第 3~5 行极力塑造好丈夫形象，再在 9~14 行叙述

并评价妻子的“越轨”行为，即夜不归宿和为人不忠诚，至此，妻子成为婚姻中背叛的一方，丈夫成为

这一婚姻中受伤害的一方，为构建自身的受害者身份做准备。 

4.2. 情境身份的建构——构建自身受害者身份 

一方在建构受害者身份时，不是直接说“我是受害者”，因为仅凭“我是受害者”这类话是不具有

说服力和真实性，这并不像给衣服直接贴上标签那样简单，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说话人借助一些

具体事件、言语行为、道德标准来建构受害者身份。 

4.2.1. 冲突爆发 

例(2) (妻子针对丈夫的指责进行反驳，二人冲突爆发) 

15 妻：他就是老这样猜疑，老猜疑我 

16 夫：那你晚上为什么不回来 

17 妻：因为那时候感情不好了 

18 夫：感情不好就和别人在一起， 

19     你同学(有)多好啊 

20 妻：我去玩玩，那又怎么样 

21 夫：玩一晚上不回来呀 

22 妻：晚上不回来正常 

23 夫：家没有你的地方吗 

24 妻：切，那是家吗 

25 夫：那怎么不是家 

26 妻：那是租的房子 

27 夫：起码是个住的地方 

例(2)中，“猜疑”一词指的是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对他人或某事的怀疑，由例(1)可知，丈夫已经

将妻子赋以“不忠”身份，妻子面对“不利”局势，在 15 行连用两个“猜疑”来否认丈夫对自己的“指

控”，此词前边还用副词“老这样”来修饰，此时妻子完全否认丈夫对自己不忠身份的归属，同时还赋

予丈夫一种话语外身份——“疑心病”的丈夫，而自己总是遭受丈夫的猜疑，暗示自己是受害者，责备

丈夫对自己无缘无故的猜忌。 
从 16、18、19、21、23 和 23 行可以看出，丈夫多用反问句，并不是为了得到妻子的回答，而是为

了指责对方。在一对冲突中，交际者往往很少用贬损性词汇直接实施谴责行为，而是通过实施反问这种

言内行为，隐含表达谴责的言后意义[8]。从图中可以看出(见图 3~5)，丈夫在与妻子的一问一答中，一直

面向妻子，借助反问句而不是直接对对方进行道德贬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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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usband turned to his wife 
图 3. 丈夫转身面向妻子 

 

 
Figure 4. Husband still turned to his wife 
图 4. 丈夫仍然转身面向妻子 

 

 
Figure 5. Husband turned and looked at his wife 
图 5. 丈夫转身并看向妻子 

4.2.2. 冲突缓和(当冲突发展到高潮时，冲突一方可能会试图缓解当前局面或给对方台阶下) 

例(3) (在妻子说出丈夫在她心里一点位置也没有的时候，丈夫试图缓和夫妻冲突) 

28 主：小李你其实是不能接受她这些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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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夫：对，是个男人都不会接受 

30 主：那她一直在跟你说离婚， 

31     但是，你好像也没有选择离婚 

32 夫：对，原谅 

33 主：从那个男同学那件事之后能好好过下去吗？ 

34 夫：只要是不再背叛我 

例 3 中，丈夫在 29 行和 41 行使用“是个男人”，他将妻子前边所说的自己喜欢猜疑的行为归结到

所有男人共有的特性上，强调妻子出轨这一行为是违背伦理道德、不能接受的。但在 32~33 行，在妻子

出轨的情况下，丈夫仍然选择原谅她，并承诺只要妻子不再背叛他，就继续把日子好好过下去。至此，

丈夫似乎降低自己的底线，塑造一种“大度”“好丈夫”的形象，给妻子妥协的机会并希望与妻子达成

和解。 

4.2.3. 冲突再起(在一方进行缓和冲突时，另一方可能会接受调解，冲突结束，也可能会不接受和解，再

次掀起冲突) 

例(4) (妻子没有接受丈夫的和解，冲突持续) 

35 妻：(打断) (他)整天就神经兮兮的，现在傻乎乎的， 

36     什么都是喜欢猜疑，他就说，     

37     我跟人家租了房子住在一起， 

38     他就是猜疑，整天都是猜疑猜疑， 

39     猜疑这个，猜疑那个，我聊个天，你也怀疑我， 

40     也就跟我打 

41 夫：别聊那么暧昧，是个男人看到他都会生气， 

42     宝贝，老公，叫谁老公呢？ 

43 妻：我真的没有叫过人家就是他说的那种的 

44 夫：你那电话一天 24 小时，有 20 个小时都在打电话 

45 妻：切，我有那么厉害吗？ 

46 夫：我们都把手机都上交 

 

 
Figure 6. Husband pointed to wife and then pointed to the rostrum 
图 6. 丈夫手指妻子后再指向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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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中，面对丈夫的和解，妻子并没有接受，而是发起又一轮进攻。在丈夫还未说完“背叛我”的

时候，妻子急于打断丈夫，否认自己“背叛过”丈夫。紧接着妻子连续使用“神经兮兮”“傻乎乎”来

解释丈夫无凭无据的猜忌。36~40 行，妻子连用六个“猜疑”再次否认丈夫对自己的指控，而是丈夫让

自己每天活在猜疑中，妻子并不是为了转移话题，而是直接对丈夫进行负面道德评价，以此来构建自己

受害者身份，并且责备对方的行为和人品。 
丈夫在 46 行提出上交手机，指向妻子后指向主席台(见图 6)，以此来证明自己之前所说的妻子的行

为是真实有证据的，而不是虚构的。至此，丈夫已经构建完成受害者身份。 

5. 结语 

基于此次研究，我们探讨了在家庭冲突性话语中，矛盾一方或双方是如何构建受害者身份的，以及

构建这一身份的动因——达到责备对方的目的，通过言语直接讲述受害程度、诉苦，借助手势、眼神等

非言语形式来构建受害者身份。在构建完成自身受害者身份的同时，冠以施害者身份予对方，即在减轻

自己责任的同时将所有的过错和责任转嫁到对方身上。借助多模态会话分析，我们可以很好的看清家庭

冲突是如何引起或加剧的，所以在发生冲突时，一方可以转移话题避免冲突的进一步激化。除此之外，

冲突中的一方可以保持沉默，附和对方的观点，不要极力反驳。在这些方法的帮助下，一定程度上可以

缓和冲突，维护和谐家庭生活。 
本研究对家庭语境下受害者身份建构的过程和动因的探讨为中国家庭和谐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和思路。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原始语料来自真人秀，话语分析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研究结果有一

定的局限性，但对构建冲突性话语的研究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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