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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会话分析以自然发生的真实言谈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成员执行社会行为所用的会话常规。在言谈会话

中，交际参与者会从动态的话语序列中根据行为判断并获取自身的身份，而这一身份是在动态的话语链

中被双方建构而成的，双方在建构过程中的主导权是存在差异的。本文将利用会话分析方法，尝试运用

Arundale提出的联合共构交际模式，以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中的会话为语料，探究不同语境下交际

参与者在社会身份建构中的主导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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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takes naturally occurring real conversat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tudy-
ing the conversational norms used by social members to perform social behaviors. In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s, communicative participants will judge and acquire their own identities based on be-
haviors from the dynamic discourse sequences, and this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by both parties in 
the dynamic discourse chain, with differences in dominant power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method of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and attempt to apply the jointly constructed 
communicative model proposed by Arundale to explore the dominant power of communicative par-
ticipants in soci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different contexts, with the use of conversations in BL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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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us Center as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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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身份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有很大的影响，它影响着我们对话的态度、用词，包括对话内容等方面。

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实际上是有多元身份的，其交际互动的过程也是动态建

构身份的过程，在实际的言语交际中，不同的场合我们会试图建构自己的不同身份，但该身份能否得到

承认，或者说身份建构是否成功，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情况。本文将利用会话分析方法，以北京

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即 BCC 语料库中的对话为语料，探究不同语境下交际参与者在社会身份建构中的主

导权问题。 

2. 理论背景 

在探讨身份建构的主导权问题之前，需要明确身份这一概念。“身份”指在文化语境中人们对于个

人经历和社会地位的阐释和建构。“社会身份”指某人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而这一身份对于该

成员来说在情感上和价值观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 

人在社会群体中是有多重身份的，但在交际过程中，不是所有的身份特征在当下的交际过程中都会

呈现，也就是说是当前的会话触发了相应的身份。对于人的身份确立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本质主义观，

认为身份是人固有的、事先确定的、始终不变的。这种观点忽略了人处在动态的社会关系中，不同的社

会关系会有不同的社会身份。一种是建构主义观，认为身份是社会构体，是通过言语互动的动态过程建

构的[2]。这种观点充分考虑了言谈交际过程中参与者的不同社会身份，更凸显了对交际动态性的关注。

受民俗方法学思想的影响，会话分析认为身份是交际双方在言谈互动中通过话轮设计建构、协商和发展

变化的，身份建构往往辅助社会行为的完成。只有当交际者通过话轮设计把某种身份调动出来，并对会

话的发展产生影响时，身份才被纳入研究的视野。 
运用会话分析的方法对身份进行研究，目的是解释人们如何通过选择不同的会话常规来建构特定的

身份，包括日常会话中具体社会身份的建构，会话分析的方法可以解释身份的动态性，展示交际者在交

际中如何建构、改变、维持、协商身份。“根据交际过程中身份的呈现情况，身份可以分为话语身份、

情境身份与可迁移身份。话语身份是完整的言谈应对组织结构的构成部分，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交际参

与者在动态展开的言谈互动中会根据自己和对方执行的行为获得自己当前的话语身份；情境身份是具体

的交际实践触发的身份，这种身份在交际事件中相对稳定；性别、种族、年龄等特征展示的身份被称作

可迁移身份，因为这些身份是交际者的物理或文化特征，当可迁移身份和当前交际任务有关，并对当前

会话序列产生影响时，它同时就成了情境身份”[3]。在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话语的组织方式对于

身份的建构有很大的影响，说明了身份是在交际过程中由交际参与者共同组织建构起来的，即联合共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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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模式。 
Arundale 提出的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将互动看作是话语序列的互动成果，主要回答在日常会话中参

与者如何实现意义和行为”[4]，该交际模式强调会话的序列性是由交际参与者话语的相邻布局形成的，

即身份是交际参与者在协同互动中联合共构的结果。谁在这个共构过程中更有主导权，是本文主要探讨

的问题。 

3. 身份建构的主导权问题 

在交际过程中，人们的身份一般通过指示性符号来建构，一种是简单的语言结构，包括人称代词、

言语行为、互动结构以及语码选择；一种是复杂的语言结构，包括“立场、语体或风格、叙事”[5]。只

要人们处在交际过程中，就有彼此身份的建构过程，但为了更好地判断交际参与者在身份建构中的主导

权以及对语料做出判断，本文选用了对身份进行显性建构的语料，以机构名称为条件进行了语料筛选[6] 
(以机构名称为条件是仅选用社会工作或学习单位为身份背景，来考察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身份认可度)。 

本文选用了 BCC 语料库中的对话语料、豆瓣对话语料库，以机构名称为索引，其中 BCC 语料库中

可下载的语料有 10,000 条，经人工处理发现，并非所有含机构名称的对话都涉及该社会身份的建构，因

而需要人工进行语义筛查，获取涉及交际过程中学习与工作身份建构的语料共 81 条。通过对语料的分析

发现，发话人率先使用的句类对整个会话过程中双方身份建构的最先确认权和主导权有很大的影响。 
1、陈述句下的身份建构 
在搜集的语料中共有 42 个陈述句，这些陈述句多是涉及自身所处环境以及状态的描述，如： 

(1) A：“西南交大” 

B：“什么专业？” 

A：“车辆工程” 

B：“湖南大学的汽车好像也不错？” 

A：“我是机车车辆方向的”(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2) A：“女生外卖员，还从没见过，太厉害了” 

B：“我就是一个美团专送的骑手，在河南郑州高新区进行配送。整个站点有三位女生。只有我年龄最小，才

23。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二十四，我现在是夜班，两点整个平台才会关，我们也在回家的路上。” 

A：“还有夜班？女生夜晚送外卖可能不安全，可以调到白班吗” 

B：“这个没办法调，我们都是分组的，有早餐班，有夜宵班，干了半年了”(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

2016 年) 

(3) A：“我就要去上学了” 

B：“哪个学校？” 

A：“上云南大学研究生了” 

B：“云南这个地方除了版纳干的都要糊了” 

A：“是啊原来我还怕潮去复试呆了半个月回来就愁怎么补水了” 

B：“多去泡澡吧” 

A：“是啊！原来我还怕潮，去复试呆了半个月，回来就愁怎么补水了”(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

2016 年) 

在上述三个例子中，(1)、(3)句发话人在陈述时就已经隐性建构了自己的社会身份，分别是建构了自

己“西南交通大学的学生”、“某大学的学生”身份，此时回应者对于发话人的社会身份存在两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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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质疑，二是确认。显然回应者在第一次回应中没有选择立刻确认，而是追问，而追问的方式暗含着

对对方身份的初步认可，试图获得更多信息以进一步明确发话人身份。 
在发话人进一步给出信息之后，可以发现发话人的社会身份已经被成功建构，并对后续的会话产生

了影响。也就是说如果发话人的第一句是用陈述句陈述身份时，他就掌握了对自身身份的最先确认权，

但回应者的反应对于其能否在之后成功建构身份有很大的影响。 
但(2)句略有不同，发话人初步不是对自己社会身份的建构，而是建构了回应者的身份。这种情况下，

发话人仍旧拥有对双方身份的最先确认权，但回应者可以反驳或认同。在这个例子中，回应者选择了认

同，但为了能让发话人更认同自己的身份，她的回应显然更长。正如易秀清等提出的“话轮分布中存在

发话和回应两类行为，而说话者的发话数量无疑是权衡其话语控制权的重要指标。同时，会话参与者也

没有随意控制话轮长度的权利，因此话轮长度也是衡量参与者话语主动权的重要参数”[7]。正因此，回

应者选择用较多的发话量传递更多的身份信息，让自己的身份得以成功建构。 
上述例子都是多轮对话，在新媒体中还存在一些单轮对话。如： 

(4) A：“哇，你是研究生啊。” 

B：“没用啊，新疆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5) A：“长沙理工大学呀，快来、快来找我” 

B：“同长理”(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6) A：“明年我也要去东南大学啦” 

B：“那我在东南大学等你。”(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单轮对话与多轮对话有些许不同，回应者的主导性增强，回应者甚至会主动提供自己的身份索引，

以供发起者“被动”判断回应者身份，同时对回应者身份做出认可。如(4)中会话发出者先对回应者的“研

究生”身份做出了肯定，这为之后的回应设立了条件，即回应是对这一身份的再确认或与这一身份相关

的话题。在这样的对话中，回应者对自己的身份建构拥有最先确认权，回应中没有否认这一身份，同

时让这一身份更加明确——“新疆师范大学的研究生”，但在语义上降低了 A 对这一“研究生”身份

的期待。 
通过对比发现，当发话人选用陈述句时，如果率先建构自己的身份，那么其在整个会话过程中就掌

握了对自己身份建构的最先确认权和主导权；如果率先建构的是回应者的身份，那么其主导权就会降低，

回应者的主导性增强。 
2、疑问句下的身份建构 
在搜集的语料中共有 39 个疑问句，这些疑问句多是对自己未知环境的询问以及对对方身份的询问，如： 

(7) A：“什么校园那么美？” 

B：“南京农业大学。” 

A：“回南京母校啦”(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8) A：“你在那个大学读书？” 

B：“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A：“你觉得学校好吗？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噢。” 

B：“还好，本科生，不过要读语言”(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9) A：“你毕业了吧？在哪里工作了？” 

B：“我读博了” 

A：“厉害了。还在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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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直都在哈工大” 

A：“我的天，我怎么记得你那会儿要考的是吉大呢？还说离家近点。” 

B：“那你记错了，我一开始说离家近是考东北大学来，后来考哈工大了”(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

2016 年) 

在上述例子中，发话人第一句都采用的是疑问句。发话人率先对应答者的身份产生疑问，使得提问

者在整个会话过程中推动着回应者身份的不断建构，对其身份的真实度也有更大的“权利”进行判断。

如(8)句中提问者在会话过程中拥有对应答者身份的最先确认权，最先确认应答者是“某大学的学生”，

应答者在应答中表明了自己的社会身份，使得会话身份正式建立。“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噢”这一问题的

提出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表明自己对于其身份的确认，二是进一步明确应答者的身份。当发话人的第

一句为疑问句时，无论是单轮还是多轮，发话人在整个会话过程中，对于应答者的身份都有最先确认权

和身份建构主导权。 
在(9)句中略有不同，B 在会话过程中对于 A 为自己建构的身份并不认可，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为“哈

工大的学生”，正验证了说话人在言谈中为会话对象建构身份并不意味着会话对象必须接受此身份，会

话对象可能会拒绝这个身份或者对其进行调整这一观点，体现了交际过程中身份的建构是由交际参与者

协商互动而来。 
3、特殊语境下的身份建构 
在会话语料中，还存在一种特殊的语境即号召，发话人往往先明确自己的社会身份，并以这种身份

来号召相同社会身份的人，但在这种情况下，回应者的社会身份是由自己选择回应或不回应来建构的，

即如果“旁观者”做出了积极回应，那么回应者的社会身份此刻在会话中被成功建构，如果选择不回应

或者消极回应，那么这一社会身份将不会被成功建构，如： 

(10) A：“东北师范大学！！校友们的双手在哪里！！” 

B：“17 届新生哈哈哈” 

A：“师大欢迎你”(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11) A：“燕山大学的路过” 

B：“我喜欢的男生也是燕山大学的” 

A：“那祝福你好了”(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在上述两个例子中，号召者在整个会话过程中对于自己的社会身份建构拥有最先确认权和主导权，

同时其社会身份被质疑的可能性是很低的，而回应者的社会身份取决于“旁观者”是否选择回应。 
在网络会话中，交际双方的会话参与度相对低于口语交际，并且网络会话多是断言和陈述，疑问相

对较少。发话人在会话中更多的是想展示自己的身份名片，也期待对话发起者能对他们的身份名片做出

回应，倘若有意料之外的参与者出现，其对话语身份的构建是有积极作用的，承认了前一话语发出者的

身份，同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这样的回答更有利于未参与到其中的“旁观者”认可交际参与者的社会

身份，如： 

(12) B：“加油！我在长沙等你。” 

C：“贝贝在长沙哪一所学校” 

B：“湖南师范大学哟”(来源于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2016 年) 

这段对话发生在 A 对于梦想大学的讨论对话中，其中 C 的突然出现，促进了 B 社会身份的建构，对

于 B 社会身份的成功建构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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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聚焦于身份动态建构过程中的主导权问题，尝试运用联合共构交际模式来考察不同语境下身份

建构的不同情况。通过对现有语料的分析发现，会话中身份动态建构过程中发话人和回应者的参与程度

和主导权存在一定的差异。 
当发话人选用陈述句时，发话人拥有对自身社会身份和回应者社会身份的最先确认权，但回应者对

于双方社会身份能否成功建构起着更强的主导作用，回应者甚至会主动提供自己的身份索引，以供发起

者“被动”判断回应者身份，同时对回应者身份做出认可(多数为认可，极少数否认对方身份，即身份建

构失败)。当发话人选用问答句时，提问者对双方身份建构拥有最先确认权和主导权，提问者通过提问和

追问的方式推动着身份不断建构。 
在特殊语境(号召)中，双方的社会身份建构完全由自己主导，发话人发出号召，同时建构了自己的社

会身份，并且极低概率会被他人否认。“旁观者”一旦选择回应，就是选择建构与发话人相同的社会身份。 
总之，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对于探究不同语境下身份建构的主导权问题有很好的解释力，可以从交际

参与者的角度入手探究双方身份建构的成功与否。关注身份建构的主导权问题，对于在不同语境和交际

需求下选用何种交际方式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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