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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中国相亲节目中的老年人话语作为语料，考察老年人使用的话语策略及其构建的老年人形象，

旨在探索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单身老人的真实形象。研究发现中国相亲节目中，老年人通过命名策略、述

谓策略、视角化策略、强化/弱化策略、论证策略五大策略建构老年人四类形象：孤独脆弱的无助者、老

有所为的奉献者、务实知足的生存者和热爱生活的乐居者。这些形象不仅可以反映老年人在相亲节目中

的自我呈现，也揭示了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的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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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tilizing the discourse of the elderly in Chinese dating shows as a corpu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s-
course strategies used by the elderly and the image they construct, aiming to explore the authentic im-
ages of single elder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pulation aging.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in Chinese 
dating shows, elderly participants explore five main discourse strategies—referential, predication, 
perspectivization, intensification/mitigation, and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to construct four types 
of images: lonely and helpless individuals, accomplished elderly, actively engaged individuals, prag-
matic survivors. These images not only reflect the self-presentation of the elderly in the context of da-
ting shows, but also reveal their real states amidst soci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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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老年群体在社会中的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

越大。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变化，老年人群体也受到了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其中，老年

人形象的媒体话语建构与传播研究是一个重要议题，在语言学领域广泛开展。在媒体话语建构中，多数

老年人形象研究多集中在广告[1]-[3]、影视[4] [5]、杂志[6]、新闻报道[7] [8]中的研究。而针对相亲节目

中老年人形象的研究尚有探究空间。本文通过对中国相亲节目中老年人形象的媒体话语建构进行分析，

深入了解老年人相亲的关注重点，展现更真实的老年人形象；为媒体做好老年人相亲节目，更有效地展

示相亲老人的真实形象提供帮助。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问题 

1) 中国相亲节目中老年人在话语互动中使用了哪些话语策略？ 
2) 这些话语策略构建了怎样的老年人形象？ 

2.2. 语料选取 

本文以相亲节目中老年人为主体的相亲节目《缘来不晚》作为目标，搜索了 2021~2024 年老年人的

相亲节目作为语料。其次，以两年为时间间隔，进行随机抽样的形式共收集 6 期节目，即 2021 年和 2024
年每年随机抽取 3 期，得到 6 期相亲节目，建立共 29,017 词的小型语料库，用于后续语料编码与分析。 

2.3. 研究方法 

首先，本文采取话语历史分析法的话语策略作为本文分析框架，将得到的中国相亲节目语料导入到

Nvivo 12 软件中，以 Ruth Wodak 提出的五种话语策略为主要分析类别，即“指称策略”、“述谓策略”、

“论证策略”、“视角化策略”以及“强化弱化策略”，逐句分析文本，识别每个话语是否使用了这些话语

策略来构建老年人的形象，将符合要求的话语根据策略进行首次标注，并在软件中归类到相应的节点下。 
接着，再次分析每种策略下的内容，并根据语义对话语片段进行进一步分类。为了考察这些话语策

略的语言特征，使用 Nvivo 12 软件分析其出现频率，并加以具体例句进行详细说明。这一步骤中对话语

策略的探讨有助于揭示相亲节目中老年人形象是如何被构建的。 

3. 话语策略与老年人形象建构 

本文基于 Ruth Wodak 的话语策略分析框架，对相亲节目中老年人使用的话语策略进行了统计，五种

话语策略使用频数各有不同，分别用来刻画不同的老年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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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话语策略分布情况 

Wodak 和 Meyer (2009: p. 33) [9]提出了五种话语策略：命名策略(Referential)、述谓策略(Predication)、
辩论策略(Argumentation)、视角化策略(Perspectivization)和强化/弱化策略(Intensification and mitigation)。
下表 1 呈现了老年人在相亲节目中五种话语策略的分布情况。 

 
Table 1. Type and frequency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Chinese dating show 
表 1. 中国相亲节目中话语策略使用类型和频数 

话语策略 频数 比例 

指称策略 853 46% 

述谓策略 659 35% 

强化策略 325 17.6% 

弱化策略 21 1% 

视角化策略 8 0.4% 

总数 1845 100% 

 
从表 1 可以看出，老年人在相亲节目里使用的话语策略频率最高的是指称策略和述谓策略，占总出

现次数的绝大部分比例，相比之下，其他策略，如强化/弱化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出现的频率要低很多，

总共占 19%，其中视角化策略的使用频率最低，仅 0.4%。以下对使用频率较高的指称策略和述谓策略作

进一步详细介绍。 

3.1.1. 指称策略 
指称策略指的是如何指称、命名话语中的社会行为者、物体、现象、事件及过程和行为[10]，在本相

亲节目语料中，老年人多使用“我”、“你”、“咱们”、“老头”、“老妹”来指称自己。“咱们”这

类指称意在拉近和相亲对象的距离，让相亲对象感到更加亲切随和，这种方式可以缓和相亲过程中的紧

张气氛，也能展示老年人的乐观性格和生活智慧，从而有利于塑造个人积极形象。“老头”、“老妹”等

口语化称呼，反映了老年人对自身年龄和身份的坦然接受，并且体现了他们对自身老年人身份的认同，

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豁达态度。 

3.1.2. 述谓策略 
Ruth Wodak 指出，述谓策略可以在语言形式上以显性或隐性谓词的方式表现为具有评价功能的、表

示消极或积极属性的述谓结构。述谓策略旨在给社会行为者贴上积极或消极的标签，因此与命名策略

紧密关联。语言实现形式包括消极或积极的评价性语言，包含明确的谓语或者谓语性质的形容词、名

词、代词[11]。 

(1) 你瞅着富态呗。 

(2) 很漂亮，很年轻啊。 

(3) 大眼睛双眼皮的讲究人。 

在语篇中相亲老人多采用“富态”、“漂亮”、“讲究”此类评价性的形容词来构建对方的形象，塑

造对方的吸引力。“讲究人”不仅描述对方的外貌，还进一步赋予了其生活品质的特征，这个评价还强

调了对方对生活有要求，注重仪表、讲究细节，这些品质在老年相亲语境中都可能被视为优良品质，有

利于建构老年人的积极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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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陪我唠唠嗑，陪我吃饭，陪我旅游，给这事儿就忘了。 

例句(4)通过“陪我 + 动词”描绘出对理想伴侣的实际需求。从“唠嗑”到“吃饭”，再到“旅游”，

这些生活化的活动既具体又直观，体现出老年人在情感和日常生活上的渴望。其次，从述谓策略的角度

来看，这句话不仅通过“陪”字反复强调了伴侣的实用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年人对再婚关系的务实

态度，老年人对伴侣的期待更多是生活上的互相扶持和心理上的依靠。 

3.2. 老年人形象 

中文相亲节目中老年人采用了指称、述谓、强化/弱化策略、视角化以及论证策略分别建构了以下四

类形象：孤独脆弱的无助者、老有所为的奉献者、务实知足的生存者、热爱生活的乐居者。 

3.2.1. 孤独脆弱的无助者 
老年人刻画孤独无助脆弱的无助者形象中，主要使用了述谓策略和强化策略。使用频次分别为 70 次

和 26 次。其中，“孤独”、“孤单”等负面形容词来描述自己目前的情感状态，这些述谓词成为他们内

心孤独的象征。此外，老年人还通过对居住的大房子赋予负面属性，将其描绘成“空荡荡的”、“无用

的”并隐喻为“坟墓”。这种“坟墓”的隐喻突出了房子的冷清和被忽视感，反映了说话者对生活的不满

和孤独感。老年人还多次强调“我太孤单了”、“我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强调自己内心的无助，陷入老

年生活一直不可避免的困境。 
在强化与弱化策略方面，“生活方式”和“相亲参与者”这两个主题被显著强化。老年人倾向于放大

他们的情感痛苦和独居生活的负担，以此表明这些挑战是如何深刻影响他们并难以克服的。例如： 

(5) 太奢望了，这多少年了太奢望了。 

(6) 特别羡慕其他的旅友都能成双入对甜甜蜜蜜的。 

在例句(5)和(6)中，副词“太”和“特别”作为强化策略的一种方式，强调了老年人内心的渴望程度。

他们迫切希望找到一个伴侣，这不仅表明他们在身体上处于孤独状态，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对伴侣关

系的强烈期待。 

(7) 特别压抑，没人跟我唠嗑就压抑。 

这句话中，形容词“压抑”直接表达了老年人缺乏社交互动时的孤独和痛苦情感。而“特别”一词的

使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压抑感，这种强调使观众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说话者的情感挣扎，并认识到他们对

寻找伴侣的迫切需求。 

3.2.2. 老有所为的奉献者 
老有所为的奉献者形象主要通过指称策略、述谓策略以及视角化策略建构。他们展示了自己在晚年

依旧能保持经济独立，日复一日的学习和自我提升，并将丰富的经验传递给年轻一代，来强调自己的成

就和能力。 
指称策略中使用“女中豪杰”和“负责任的人”这样的标签来强化建构老年人能力强、有奉献精神

的人。述谓策略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有能力，勤奋刻苦的老有所为形象。例如，“有没有老保都无所谓”和

“我自己够用”等语句强调了他们的经济独立和自力更生。同样，述谓策略进一步阐述了他们的自律性，

例如“一天一杯，多了不喝”反映了他们的节制，懂得规划自己的生活，而“去养老院干过义工”则展示

了他们对社会参与的奉献精神。 

(8) 我就不干了，改行开饭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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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过饭店，再就是批发过水果。 

从这一系列的行动可以看出，老年人拥有自己的主观性，老年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够独立应对

工作上的挑战并及时作出职业规划和调整。且从中积累过许多工作经验，凸显出他们持续不断的努力，

将他们塑造成积极勤奋的形象。 

3.2.3. 务实知足的生存者 
务实知足的生存者主要通过述谓策略、弱化策略建构以及论证策略。使用频次分别为 26 次、11 次、

1 次。 

(10) 什么高的、长的帅的那都不需要。 

(11) 这个年龄不要求这些了，就是实实在在。 

(12) 有吃有住就挺好，我就知足了。 

指称策略方面，老年人所建构出来的是更为注重内在品质而非外在条件的人。例如，“什么个高的

长得帅的那都不需要”反映了这一倾向。类似的表述“到了这把年纪高矮都不是问题”则强调了成熟和

是否合得来更是目前找伴侣更为关注的重点，而非肤浅的标准。此外，例句(12)进一步体现了知足和谦逊

的品质，强化了老年人注重基本需求而非奢侈生活的务实知足形象。 
在论证策略方面，这些品质通过老年人进一步的论证得到支持。例如，“因为你眼瞅着快 70 岁了”

以年龄为核心论据，解释了老年人为何不再追求购房等物质目标。此外，“不知道哪天没了呢”突出了

生命的不确定性，进一步支持了财产所有权不必要且可能成为负担的观点。这些论证体现了一种现实且

目标明确的老龄观，强调陪伴和稳定，而非不切实际的理想。 
弱化策略中，老年人通过弱化表达“我不太讲究吃穿”和“有吃有住就挺好”体现了谦逊和知足，弱

化了个人的物质欲望，彰显了老人只想简单找个陪伴，并非太多物质上的要求。这种弱化反映了老年人

对自身年龄的认知和对现实局限的接受，进一步强化了他们作为务实且知足个体的自我形象刻画。 

3.2.4. 热爱生活的乐居者 
相亲节目中热爱生活的乐居者通过述谓策略和强化策略得以实现，使用频次分别为 109次以及 23次。

相亲老人在节目中展现自我爱好，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保持与他人的积极联系。 

(13) 我就是运动，喜欢运动走走步，也喜欢旅游。 

(14) 我愿意放风筝，再有业余时间呐，愿意勾勾鱼钓钓鱼玩。 

例句(13)以及(14)中，老年人都积极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喜欢运动、旅游等，建构了一个身体健康、

并积极参与周围活动的老年人形象。此外，“愿意勾勾鱼钓钓鱼玩”中动词的重复使用弱化了话语的语

气，使其听起来自然且轻松，从而弱化了过度努力的印象，并将这些活动呈现为愉悦和休闲的行为。从

老年人的心态上来看，老年人表述“只要多活一天咱就是好好的快乐的幸福的一天，是不是”和“快快

乐乐活在当下”这样的，强调应以积极和感恩的态度面对老年生活。在这里，修辞性问句“是不是”作为

一种弱化策略，缓和了语气并促进了共识的达成，而动词“活”和强化词“好好的”则进一步强化了老年

人的能动性和满足感。 

4. 总结 

本文基于中国相亲节目中的老年人话语，通过话语历史分析法中的话语策略，探讨了老年人在相亲

互动中的话语策略及其自我形象的建构。通过对 2021~2024 年六期《缘来不晚》相亲节目语料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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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老年人主要使用指称策略、述谓策略、强化/弱化策略、视角化策略和论证策略来塑造自我形象。

这些策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老年人在相亲节目中的自我呈现，并反映了老年群体在社会变迁背景下的

真实状态。 
首先，从话语策略的使用频率上来看，指称策略和述谓策略最为常见，占据了大部分比例。老年人

通过这些策略对自身及相亲对象进行命名和评价，从而塑造了自我的特征和形象。 
其次，通过话语策略共刻画了四类相亲老年人的形象：1) 孤独脆弱的无助者，该形象主要由述谓策

略和强化策略建构，老年人通过表达孤独感、情感缺失以及对生活的无奈，突出了晚年生活的挑战；2) 
老有所为的奉献者，该形象主要借助指称策略、述谓策略和视角化策略，强调老年人仍具有社会价值、

经济独立性和奉献精神；3) 务实知足的生存者，该形象通过述谓策略、论证策略和弱化策略构建，反映

了老年人对现实的接受与满足；4) 热爱生活的乐居者，该形象主要利用述谓策略和强化策略展现老年人

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包括运动、旅游和社交活动等。 
本研究揭示了老年人在相亲节目中如何通过话语策略建构自身形象，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中的

现实困境与积极追求。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老年人话语策略的理解，也为相亲节目如何更真实地

展现老年人形象提供了启示。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不同节目类型、社会文化背景及性别差异对老年

人形象建构的影响，以期更全面地理解老年人话语与社会身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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