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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变迁、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普及和女性意识的日渐觉醒，“姐弟型”结构家庭中长姐的生

存状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借助MBTI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人格测试表测量发现，长姐的个

性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内倾型特点。文章基于角色理论视角，通过对12位长姐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

并结合对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的网络民族志观察，从现实环境与拟态环境的双向互动入手，

围绕长姐身份的困惑与归置，从角色认知、角色失调、角色实践等方面，探讨长姐的成长历程及其所构

建的个性特征与自我身份认知，以期在解构中为长姐的完整自我建构寻找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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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and popularization of mass media, and the awaken-
ing of female consciousness, the living state of the eldest sister in the family with the structure of 
“elder sister and younger brother” has also undergone certain changes. Using MBTI, it is foun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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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st sister are introvert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theory, this paper, through the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of the 12 eldest 
sisters, combined with the network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of Douban Group’s “We all have 
brothers and sisters”, analyzes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al society and the pseudo-
environment, and focuses on the dilemma and resettlement of the eldest sisters’ identities. From 
the aspects of role cognition, role maladjustment, role practice, and so on,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growth process of the eldest sister and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self-identity cogni-
tion constructed by the eldest sister in order to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omplet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eldest sister in the d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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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缘起 

随着时代的演进和社会的深刻变迁，中国的生育制度和家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尤其是

生育政策放开以来，我国多孩家庭的比例有所上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2023 年我国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 年我国出生人口 902 万人，出生人口性别比为 111.2；《2022 年我国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 年我国出生人口 956 万人，其中二孩占比为 38.9%，三孩及以上

占比为 15.0%。多孩家庭对于缓解人口老龄化具有积极作用，有助于促进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发展。而多

孩家庭为子女成长提供了更复杂的社会化环境，关注多孩家庭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对于理解家庭动

态、制定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在多孩家庭中，二胎的出生尤其是男孩的出生，使头

胎女孩的家庭角色与自我身份认知发生变化。“姐弟型”结构是多孩家庭的一种组合，指头胎为女孩、

二胎或最后一胎为男孩的家庭。头胎女孩角色的变化与其生存状态的固化相互依存，本文将头胎女孩群

体称作“长姐”。 
“姐”是性别的部分，“长”则对应着它的强化。如果说姐姐是一种女性身份，“长姐”则是女性身

份的集中与放大。长姐的身份认知在不同的年代延续，甚至在一个家庭里贯穿、复制着。长姐的经历不

尽相同，但关于自我身份的困惑与归置在本质上却很相似。从长姐自我的角色建构来看，在现实环境与

拟态环境的相互交织、双向互动下，其个性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内倾型特点。 
本文基于此背景，从微观个案入手，选取 2000 年前后出生的 12 位长姐为研究对象，对象的共同特

点是成长于江苏、求学于江苏、且都有至少一个弟弟。通过对访谈对象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结合

对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的网络民族志观察，探究家庭资源分配的秩序及背后的伦理，揭示当

下“姐弟型”家庭中长姐的生存境况和多重角色，并结合角色理论、三重自我建构理论、涵化理论等进

行综合比较分析，以期为“姐弟型”家庭中长姐的身份困惑及内倾型性格特征提供解释。 

2. 理论基础 

在社会学领域，多子女家庭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家庭的功能，在多子女

家庭中，子女们相互支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推动家庭功能的稳定发挥。符号互动论注重家庭成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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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和意义构建，在多子女家庭中，子女们在日常互动中形成各自的角色和身份认知，建立情感联系。

社会资本理论指出，多子女家庭可以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子女们的社交网络相互交织，为家庭提供

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支持。冲突理论则关注家庭中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多子女家庭往往面临教育资源、物

质财富的分配问题，从而引发子女间或子女与父母间的冲突，且不同性别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差异也易

引发矛盾；同时，家庭资源的分配可能会因为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出现稀释效应。 
而“长姐”作为多子女家庭中的一种社会身份，现有的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极少，所以本文将“长

姐”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自我身份认同与角色建构的表征，探究其个性形成的成因。“自我”与

“身份”、“角色”等概念相联系，意在表征社会场域中的个体与其生存其间的社会本身的关系(王莹，

2008)。威廉·詹姆斯认为“自我”包括经验自我和纯粹自我，分别象征“主我”与“宾我”。库利总结

出“镜中我”理论，指出社会环境深刻塑造着个体的自我认知，透过他者这面“镜子”，个体自我得以构

建。身份的自我归置是个体价值认同、情感归属的基础，身份的建构在于回答“我是谁”、“我们是谁”

的问题(刘艳，2011)，其本质是对自我认知的外显。身份建构基于“自我”与“认同”得以建构(张淑华，

李海莹，刘芳，2012)。 
20 世纪初，米德把“角色”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角色理论分为角色结构与角色互动两个方向。前

者关注个体处于社会特定架构时所拥有的权利及其与其他社会层级间的关联网络，深入探讨了角色认知

的形成、角色行为的实践、角色表现的多样性、社会对角色的期望以及角色间可能产生的冲突等议题。

后者则转向了更为动态和交互的层面，强调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抉择，并共同塑造出

社会现实。亦即，社会现实是由一系列富含意义的社会互动行为不断构建、重塑与强化的结果。研究范

畴包括角色期待、角色学习等。随着现代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角色理论的两种研究范式趋于整合(全国

13 所高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2009)。本研究综合文献资料，提取三个方面分析长姐的角色建构，分

别是角色认知、角色失调和角色实践。 

3. 研究思路与方法 

研究最初，确定了“长姐的自我身份建构与角色认知”为初步研究课题。首先，利用文献研究法，根

据理论基础、文献基础，提出研究问题：“姐弟型”家庭中长姐的身份建构与角色认知。其次，选取课题

的具体研究对象，包括现实和网络两部分。现实参与式观察对象确定为江苏省的“长姐”，网络民族志

观察对象为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为减弱同质化影响，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选定来自江

苏省不同地区的、20~30 岁之间的 12 名“长姐”作为观察与访谈对象(见表 1)。 
研究对象的选定一是立足日常生活经验和长期观察，围绕笔者生长的省份——江苏省，在这样一个

“走在前、做示范”的省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多元化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良好的教育

资源促使长姐在家庭中承担更多的教育引导角色，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传统的家庭观念和现代社会

观念在许多家庭中不断上演着碰撞与融合，研究江苏省多孩家庭中长姐的角色建构具有多重意义上的代

表性；二是经由个人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朋友介绍、网络交友等方式，找寻、延展、确定来自江苏省不同

市域的长姐，进一步提升研究的代表性；三是因为 20~30 岁是个体从青年向成年过渡的关键时期，处在

这一年龄段的长姐生于 19~20 世纪之交，成长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的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长姐们正面临着职业发展、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选择和挑战，关注这一年龄段的长

姐便于深入了解她们在不同人生阶段、现代背景下的角色变化。 
然后，使用质性研究方法：民族志的参与式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引导长姐进行自我身份与角色认

知的回溯。长姐的成长与生活经历涉及个人的隐私，为降低田野的真实性风险，研究于 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0 日走进长姐的现实生活，开展民族志观察，通过数次的回访与“长姐”建立信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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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同步在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展开网络民族志观察。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n interviewees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编号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行业 婚姻状况 多孩组合 成长地域 

F1-DLT 24 硕士 硕士在读 已婚 一姐一弟 南通，农村 

F2-WYN 23 硕士 硕士在读 未婚 一姐一弟 淮安，城市 

F3-YY 23 本科 教培老师 已婚 一姐一弟 连云港，农村 

F4-DMY 24 本科 教培老师 未婚 一姐一弟 无锡，城乡结合部 

F5-GHH 25 硕士 硕士在读 未婚 一姐一弟 南京，城市 

F6-WY 24 本科 电商客服 未婚 一姐一弟 扬州，城市 

F7-KYN 25 本科 初中老师 已婚 两姐一弟 徐州，农村 

F8-SH 23 硕士 硕士在读 未婚 两姐一弟 盐城，城市 

F9-WY 24 本科 银行催收 未婚 两姐一弟 常州，城乡结合部 

F10-ZYY 22 大专 医院护士 未婚 两姐一弟 宿迁，城乡结合部 

F11-LDY 24 中专 全职妈妈 已婚 三姐一弟 淮安，农村 

F12-ZLD 27 中专 纺织厂工 已婚 三姐两弟 徐州，农村 

注：编号中的 F 表示女性，英文大写字母组合表示访谈对象的姓名首字母。 
 

经过前期的细致观察、对比分析和归纳总结，确定研究所需材料。并据此与长姐们进行深度访谈，

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长为 60~120 分钟。深度访谈的首个步骤是借助 MBTI 人格类型量表(顾雪英，胡湜，

2012)对长姐的人格类型进行测试，测试结果在精神能量指向呈现出高度一致性，皆为内向(introversion)，
即内倾型人格。得到初步的质性研究结果之后，进一步访谈对话，了解长姐的成长经历。最终整理形成

民族志观察和访谈文字材料。 
基于收集到的丰富材料，运用角色理论对长姐群体关于自我身份的具体认知进行分析，引入三重自

我建构理论，以揭示这一群体的内在特质和社会角色属性。最后，从现实社会与拟态环境两个层面，结

合对长姐的民族志观察、深度访谈和文献研究，总结长姐角色构建与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并撰写文本。 

4. 结果与发现 

4.1. 长姐的成长环境与家庭资源分配情况 

研究发现，就成长的现实环境而言，城乡差异明显。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长大的长姐的社交圈，家

庭类型为“姐弟型”组合的十分常见，城市则相对少见。在接触到的媒介环境尤其是影视作品中，尽管

“姐弟型”家庭类型的设定并不多见，但能够回忆起来的影片里，如《天涯赤子心》《家有儿女》《小猪

佩奇》等，“长姐”的角色设定多为与弟弟打打闹闹但依然彼此关心，这样的设定能引发作为观众的长

姐的学习和模仿，起到了行为引导的作用。而有关姐弟的新闻报道则将“重男轻女”观念隐性化呈现，

潜移默化地把负面效应植入长姐心底。 
“我记得小时候和家里人围在一起看《天涯赤子心》，主角就是姐弟，姐弟俩的相处是非常和睦的，

但剧里面他们的爷爷奶奶会比较偏心弟弟一点。但我自己是感觉至少在明面上，爸妈对我和弟弟是一视

同仁的。”(F8-SH) 
“那种偏心不是物质上的，而是一种态度上的偏爱。吃喝都不缺你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优先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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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关心弟弟，年龄越大越明显。父母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潜意识里你是迟早要嫁人的，我们供你读书

生活也给你保障已经很好了，甚至他们觉得他们更偏心我，一提到就说给我花的钱更多。家里最大的开

销明明就是给弟弟买房买车。”(F1-DLT) 
父辈的教育理念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区别。即使父母对姐弟在基础物质方面差别不大，教育投资对

等，但情感态度上仍然有所偏颇。比如在家务量的分配、对待姐弟犯错的态度问题上，农村与城乡结合

部的家庭更倾向于将责任与指责落在长姐头上，城市家庭则可以做到一视同仁地处理问题。 
“在家务劳动分配上，爸妈会比较注意平均分配给我和弟弟，不会说只指挥我一个人干的。如果真

的只安排我而不让弟弟做，我会跟父母明确表达出来自己的真实想法。”(F5-GHH) 
“每次都是这样，他们(父母)下班回家发现中午的碗筷还没刷，第一时间就指责我，永远都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可以指责我的机会，不给我一点解释的空间。做饭、做家务，只要我回家，所有活都等我来干，

有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明明我和弟弟只差 1 岁。美名其曰尽早锻炼我的能力，否

则以后嫁人了还要被婆婆说他们没教好女儿……”(F4-DMY) 
“姐弟型”家庭类型本身，对长姐的心理状态、社交意愿、就业倾向、择偶观、生育观等各方面都有

一定的影响。即便成长地域有所差异，父母的资源分配与情感态度也有所不同，城乡的长姐们在日常生

活中却表现出了一致的特征，即缺乏自信、敏感多疑、容易自责，并且不会轻易主动地向他人寻求帮助。

在未来规划方面，她们不敢有过多的想象，没有特别宏伟的追求，害怕成为父母的负担，只希望安稳而

平淡地度过此生。 
“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我对象的家里人对我都特别好。长大独立之后，很多事好像反过来了。

以前是我求着爸爸为我交学费，但他拿去赌都不愿意继续供我读书。为了早点还掉助学贷款，大学里我

一直有在做各种兼职。大三那年，我本来在准备考研的，已经复习很久了，但到了九月份还是放弃了。

因为他又欠了债，一开口就是向我借两万块。没办法的，我做不到完全不管他。”(F3-YY) 
长姐的个性养成，在依存型自我建构过程中，在现实社会的互动与媒介营造的虚拟社会的信息的双

重影响下，个体表征的表达需要往往受到抑制，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内倾型个性特征。 

4.2. 身份困惑：自我呈现的整饰与抗争 

4.2.1. 长姐角色认知下的印象整饰 
角色认知，即个体对自身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领悟，是其对于该角色应然行为的认识与理解(陈卫

平，1994)。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指出，人是社会的动物，必须依赖他人和其他客体才能完成自我定位。所

以自我中包含着他人，每个人的个性话语也是他人话语的混合体。社会角色是先天赋予的，在姐弟关系

中，长幼次序无法改变，生理年龄已成事实。长姐的自我建构，包含着“长姐”这一社会角色所蕴含的期

待，即听话、懂事、勤劳、忍让。这种社会期待作为“他者”在自我呈现与印象整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妈生了我之后又生了两个妹妹才有弟弟，外婆生了六个女孩后才有的舅舅，我妈又是六个女孩

中的老大。我和我妈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被要求忍让、听话、懂事、勤劳，所以在家里面，厨房里一定

是做饭的女人，客厅里一定是玩手机的男人。”(F11-LDY) 
“长姐困境”本质上是一些家庭中女性的性别困境。在现实环境与舆论环境交织形成的群体压力之

下，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气候，即多孩家庭注定难以避免比较和偏心情况的发生，姐弟关系中长姐总

是成为付出和牺牲的一方，而弟弟则作为索取方而存在。当社会期待与长姐期待的独立自我发生矛盾时，

长姐们往往“隐匿”主我，而“服从”客我，导致理想自我的整合难以完成，故而给作为女性、作为长姐

的身份认同带来了困惑。 
“活得好累！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父母灌输的责任意识，就拿一些细微的小事来说，吃东西时候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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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量小的，在我做选择前其实已经被自我牺牲的思想洗脑了，我会主动把好的、量大的让给弟弟。尽

管很多时候我并不情愿，但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获得他们的肯定，还是会做出‘谦让’的选择。”(F2-
WYN) 

4.2.2. 长姐角色失调下的主动抗争 
角色失调指个体在扮演某一社会角色时产生的障碍、矛盾或失败状态。角色失调通常可以细分为四

种类型：角色冲突、角色不清、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在本文的语境中，角色失调主要表现为角色冲突。

长姐在承担家庭责任时，其所处的家庭地位与其对自身作为女儿或姐姐的角色期望之间不相符，即长姐

由于个人意愿或现实条件的限制，未能或不愿完全遵循角色赋予的特定要求，产生了冲突情境。 
“我会委屈。为什么弟弟永远是弟弟，我早早成长为‘父母’？为什么我对家庭付出了这么多，爸

妈最爱的还是弟弟？我想给自己买好点的护肤品，但想到妈妈还在用十几块的，就又收回了下单的手。

我甚至会逃避回家，不敢看到他们真实的生活。”(F3-YY) 
未必只有接受传统和社会赋予她们的角色定位，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他者。(刘雅珺，2020)适应作

为长姐的角色意味着兼顾作为女儿、姐姐、女性等多重角色要求，当角色面临失调的境地，长姐需要应

对更多的社会压力来进行矛盾与抗争。 
“最让人疲惫的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要去承担那个角色，难道是长女的宿命？”(F10-ZYY) 
社会性别并非自然赋予，而是个体在持续扮演或模拟某一性别的过程中，逐渐自我建构出的一个特

定性别的主体。女性不仅在塑造自己的性别认同，其行为和选择也在不断地重构或挑战既有的社会性别

规范。虽然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分工依然根深蒂固，但现代女性，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深受女性主义思

想影响的她们，正积极寻求突破，以期打破固有的界限。长姐有着不服输的抗争精神，短暂搁置“长姐”

的沉重责任，他们通过自身努力成为老师、成为护士，以更多的社会角色分化了在家庭场域中的角色职

责。但从整体视野，一方面长姐想扮演好自己的多重角色，一方面又想摆脱桎梏，看似拥有了平等建构

权利的长姐依然在矛盾中挣扎着，在社会规范的解构与巩固中矛盾着。 

4.3. 身份归置：角色实践的三重维度 

角色实践即角色行为，是个体根据角色认知，在执行角色规范、履行角色义务和行使角色权利过程

中表现出的行为实践。自我认知包含三种表征形式，即“三重自我建构”，也就是通过“个体自我”、

“关系自我”、“集体自我”三个方面来诠释自我(王沛，陈庆伟，唐晓晨等，2017)。 

4.3.1. 个体自我：“被超生”的长姐 
从个体自身独特性的角度诠释自我即“个体自我”。在长姐群体中，部分长姐有作为超生寄养子女

的经历。超生寄养子女是指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而出生的、曾被暂时交由祖辈、亲属等家庭成员抚养

的孩子(汪径，2018)。由于严格的监管和频繁的审查，这些孩子在寄养期间往往不得不多次面对居住环境

的变动与抚养者的更替，从而形成寄养生涯中的心理创伤源。当寄养期结束后，他们又被带回一个相对

陌生的原生家庭环境，面临着再度适应新生活的心理危机，导致长姐很难建立起自我身份认同。 
“我虽然是第一胎，但因为是女孩，弟弟出生后我就被‘藏’了起来。我不能叫父母‘爸爸妈妈’，

我叫他们‘二姨、二姨父’。家里的户口本上也没有我的名字，对，直到现在我的户口仍然挂在外地的集

体户口里。因为从小就辗转好几个亲戚家，可以说是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了，所以当被问到我是谁

家的孩子时，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属于哪里。”(F6-WY) 
“11 岁时，我终于被接回自己家。可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操着不一样的方言口音，‘享受’

着不一样的家庭待遇，总有种融不进、不被期待、不被欢迎的感觉。”(F6-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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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关系自我：“长姐如母”的设定 
从“个体–重要他人”的二元关系表达自我，即“关系自我”。角色建构和“认同”紧密关联，个体

通过解读他者意向与行为形成对自我的感知，驱动自我向着他者认同的方向演进。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

建因而被视为个体心理发展中的“泛化他人”阶段。长姐主动吸纳并内化社群共有的规范体系、价值取

向、行为态度及集体目标，从而塑造出既独立又与社会相融的自我形象，以确保所承担的社会角色能够

获得广泛认可与接纳。角色建构是复杂的、动态的，长姐的角色期待不仅引导着长姐们的行为方向，还

激励着长姐不断优化与提升角色表现。 
“我 18 岁就定亲了。对象是家里人看中的，一个镇上的互相有个照应嘛。本来不想那么早就结婚的，

还没玩够呢。但我爸后来出意外人就这么走了，没办法啊，妥协呗。结婚生了小孩以后，我就一直在老

家这个纺织厂上班，方便带孩子，也方便照顾娘家。每个月的工资我就留点够生活的，剩下的都拿去给

弟弟妹妹们做了生活费。我妈没有收入来源，弟弟妹妹我也不能完全不管。真觉得这些年挺累的，也怪

我爸吧，封建思想，觉得儿子越多越好，现在好了，全成我一个人的负担了。我自己的孩子都快管不过

来了，还要为弟弟妹妹们这样那样的事操心。”(F12-ZLD) 

4.3.3. 集体自我：长姐情感的在线共鸣 
从群体成员的角度表征自我，即“集体自我”，又称社会自我。社会比较理论指出，人作为社会性动

物，存在一种想要明确评估自身价值与能力的内在动机。但由于直接且全面的自我评估往往面临主观偏

见的局限，于是转而从集体中寻求相似个体，以此来构建并界定自我认知的框架。 
“我身边许多朋友都是长女，在聊起成长经历时，我们会很激动地说：‘我也是！’这些委屈和无

奈，没办法拿到家庭里去消化，但朋友的共情可以。”(F8-SH) 
通过对豆瓣小组“我们都有兄弟姐妹”这一线上社群的田野观察，作为长姐角色的成员，在表达心

声与宣泄情感的同时，也在积极探寻着自我身份、角色的确认和归属。许多新加入的组员表示，该小组

提供了归属感。当个体处于迷茫或混沌境遇时，倾向于从社会环境中寻求“共鸣”与“相似”，以此缓解

自我不确定性。而社交媒体所构建的数字化虚拟场域，则巧妙充当了情感交流的纽带与身份认同构建的

桥梁，让长姐在虚拟与现实的交织中找到了情感的共鸣与身份的确认。 
“我和弟弟年龄差大，平时偏内向，小时候没朋友爸妈也不重视，于是形成一种执念，想要被父母

肯定，那我就要有价值，所以去做一个长辈口中的好姐姐，职责是要‘带’好弟弟，包括但不限于平常喂

饭，带着出门，教写作业等。小时候的我很乐于听到姑姑婶婶夸我懂事。现在看来我愚笨无知又可怜，

懂事不过是懂他人的事，却一点没意识到自己想要什么。常常无视自己的需求，去满足他人的期待，我

的讨好型人格就是这么形成的，完全没有自我，并且会很痛苦。现在我会先把自己放在首位。”(F7-KYN) 

4.4. 长姐身份与角色建构的影响因素 

4.4.1. 现实社会：人际交往互动的强关系圈 
在个体社会化进程中，“重要他人”的“在场”与“缺席”是重要影响因素，其中最先产生作用的社

会关系来自血缘与地缘。 
个体成长前期，互动性重要他人中影响程度最深的无疑是父母。能得到父母基本的生活保障，却难

以获得充分的爱与安全感，个中原因值得深思。从父母角度思考，情感天平在有意无意中的偏颇，造成

了长姐极度缺乏自信的个性。在处理子女过失时，父母展现出差异性对待模式。比如，弟弟做错事，被

批评的却是长姐，面对儿子的错误，父母基于“成长阶段尚幼”的考量，往往采取更为包容的态度，而对

女儿的错误则难以展现出同等程度的“谅解与宽容”。 
其次，多数父母认为舍得花钱就是对孩子的爱，这恰好与调研结果相吻合：姐弟享受的基础物质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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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差别。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父母对孩子的心理成长缺乏关注。尤其是母亲的“缺位”，女孩

成长的各个阶段都离不开母亲给予的安全感，但因为有了弟弟，母亲会把大部分精力分配给弟弟。而父

母则用“女儿毕竟比较大”进行自我安慰，在长姐童年时期忽视了必要的关注与疏导，尽管有所弥补，

但始终难以完全填补长姐内心的缺口。 
依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体在较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如安全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时，其对

于更高层次需求(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求)的追求往往会受到影响。弟弟的出现，给

长姐带来了“爱的缺失”的糟糕体验，即安全需求未能得到满足，造成长姐们缺乏爱与安全感、敏感多

疑的性格特征，进而影响到长姐们的社交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 
地缘关系的作用主要来自亲戚与街坊邻居，作用方式多为言语中伤。诸如“你妈妈要生弟弟了，以

后不喜欢你了”此类的话语，在无形中成为种子，对长姐们产生旷日持久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在涉

及“弟弟”的生活情境中，长姐会不自觉地自我感知为相对“弱势”或“非主导”的地位，体现出性别角

色的微妙作用。自信之基深植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在不断的被比较中，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姐弟

间的比较，其中一方的自信心极易受到外界评价的冲击。外部影响的累积则成为个人预设理想自我实现

路径的障碍，导致个体在无形中陷入被动比较的漩涡，进而体验到由外界评价引发的羞耻感与挫败感，

阻碍其内在成长与潜能的充分展现。 

4.4.2. 拟态环境：媒介流动性信息的“涵化” 
拟态媒介通过构建虚拟环境，影响和加深用户的认知结构与情感体验。流动的媒介与流动的现代社

会紧密交织，构筑起一个无界的交流场域。个体的情绪、情感、生活经历均能够超越地理与物理的局限，

在虚拟空间里自由流动与共享，形成独特的情感交流与社会互动模式。 
作为伴随着传播媒介的普及而诞生与成长起来的一代，长姐们的个性养成不仅取决于现实社会中的

人际交往互动，还与大众传媒营造的信息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网络议程设置具有偏向性，媒体的

选择性加工报道所呈现的象征性现实通过长期作用对受众产生涵化影响，使受众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

的客观现实之间产生偏离，即符号现实与观念现实的偏离。 
就姐弟话题而言，相关报道多围绕姐弟的物质纠纷展开。如“杭州现代版樊胜美？姐姐殒命父母向

公司索赔 41 万给弟弟付房首付”等。营销号关于姐弟的推文主题则着重刻画姐姐的悲苦经历，将姐弟之

间的矛盾与鸿沟夸张化、扩大化，放大姐姐的焦虑。而影视作品中虽不乏对姐弟关系友好面的刻画，但

能引起广泛话题讨论的亦是矛盾的角色关系设定。 
由此，长姐是“弱势”的刻板印象被不断加深。信息环境如此，长期浸润其中的长姐们很难独善其

身，隐性的落后观念在有意无意中潜入长姐的意识中，影响其心理发展与自我认知。 

5. 结语与展望 

人和真实环境之间存在着由媒介构建的“拟态环境”，在长姐的自我身份认同困惑及其内倾型个性

形成中，现实环境与信息环境发挥了双向互动的作用。追本溯源，长姐的内倾型个性养成是家庭情感在

流动过程中出现诸多障碍之后引发的问题。姐弟关系本身并非枷锁，如果父母子女间都能有足够的情感

交流，那么姐弟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认知困惑或许都会得到改善。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长姐们，可以凭借努

力提升自我，打破刻板印象的桎梏。当现实环境与媒介环境形成统一的、正向的意见气候，当社会对长

姐不再苛求，彼时，长姐们或许能更自信、更从容地成为更加真实的自我，完成完整的依存型自我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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