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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社会的快速变迁以及压力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深陷抑郁情绪之中，抑郁问题日益凸显，受到人们

对抑郁话题的关注。本研究基于网络社区“百度贴吧”和“Reddit”抑郁群体的话语语料，考察其主题

内容及话语策略，探究抑郁群体的身份认同并比较其差异。汉英抑郁话语涉及八种主题内容，使用指称

策略、述谓策略、强化策略、视角化策略和论辩策略五种话语策略构建五类身份认同：悲观的放弃者、

积极的抗争者、厌世的逃避者、无助的受害者和热心的帮助者。汉英抑郁话语在主题内容上有三点不同，

在话语策略上有两点不同，在身份认同上有两点不同。研究表明，抑郁群体身份不是内在的、固定的特

质，而是通过话语互动过程不断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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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rapid social changes and increasing stres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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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ressive emotions, making depression a growing concern and attracting significant public attention.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iscourse data from depression communities on online spaces “Baidu Tieba” 
and “Reddit”, examining the themes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the discourse, exploring the iden-
tities of depressed people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s and identity con-
stru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communities. Depressive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online communities involves eight themes and uses five discursive strategies—referential strate-
gies, predication strategies, intensification strategies, perspectivation strategies and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to construct five types of identity: pessimistic quitter, active fighter, cynical escapist, help-
less victim, and enthusiastic helper.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ces in thematic content, two differences 
in discursive strategies, and two differences in identity constru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depressive discours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identity of depressed people is not an inherent, fixed 
trait, but is continuously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discourse interac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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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抑郁话题的广泛关注，但大众对抑郁症和抑郁症群体的认知通常存在着刻板

印象和偏见。关注抑郁群体在网络社区的话语，探究其身份认同特点，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该群体

的真实情况，改变大众对抑郁群体的刻板印象和偏见，推动社会更加开放地对待心理健康问题。 

2. 已有研究 

2.1. 抑郁群体话语研究 

抑郁群体话语指在互联网平台上，由抑郁症患者或抑郁情绪较为严重的人群发表的话语，这些话语

往往形成一种特殊的语境，用以表达情感、寻找支持或建立共鸣，反映该群体的共同体验和感受。抑郁

群体话语的相关研究主要从话语形式特征、话语内容特征和话语功能特征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话语形式特征研究方面，主要从文本层面对话语进行分析和解释，涉及词汇选择[1] [2]、文体特征[3] 

[4]和隐喻性表达[5] [6]等研究内容。话语内容特征研究方面，主要探究了话语的主题[7] [8]、情感色彩[9]
及呈现的地域、性别和时间差异[10]等问题。话语功能特征方面，研究发现抑郁群体话语表达可以实现互

动交流[11]、情感维系[12]，促进自我接纳和临床诊断[13] [14]等功能。 

2.2. 抑郁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研究 

已有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等视角下探讨抑郁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主要分析自

我身份认同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自我认同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基于与他人的互动和交往[15]。抑

郁患者通过对自身疾病经历和情绪情感的表露自塑理想形象[16]。赵淼(2023)指出，抑郁群体在网络社区

上通过类化、认同与比较，在群体中建构了社会身份的认同[17]。 
此外，相关研究关注抑郁群体自我身份认同失调的危机，并分析其影响。研究发现，这种认同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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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生因素来自两个层面：一是社会情境下产生的认同困惑，二是媒介报道中产生的认同障碍[18] [19]。 
综上，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关注话语层面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表明，话语和身份的联系密不可分，

话语构建身份，身份塑造话语[20]。关注抑郁群体主体，从话语层面具体分析该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是值

得思考的方向。 

3.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语料来源于百度贴吧“抑郁症吧”和 Reddit“r/depression”，时间跨度为 15 年(2009~2023)。
研究者从两个平台中共随机抽取 720 篇真实语料，建立中文与英文抑郁话语语料库。研究回答以下四个

问题：1) 汉英网络社区抑郁话语涉及哪些主题内容？2) 汉英网络社区抑郁群体使用了哪些话语策略？3) 
汉英网络社区抑郁群体用话语建构了哪些身份认同？4) 汉英网络社区抑郁话语互动及身份认同建构有

何差异？ 

主题内容编码 

本研究将语料文本导入 Nvivo，阅读汉英抑郁话语原始文本并分别进行逐句编码分析。对主题内容进

行三级编码，首先进行开放式编码，对原始语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共形成 122 个初级概念，部分编码结

果如表 1 所示。 
 

Table 1. Open coding results 
表 1. 开放式编码结果 

开放式编码 

C01 自卑 C02 恨己 C03 孤僻 C04 优柔寡断 

C05 内向 C06 社恐 C07 敏感 C08 完美主义者 

C09 叛逆 C10 讨好型人格 C11 多愁善感 C12 性别认知障碍 

C13 童年创伤 C14 亲子关系 C15 人际交往 C16 学业压力 

C17 工作压力 C18 经济压力 C19 社会压力 C20 校园暴力 

C21 言语攻击 C22 家庭不和睦 C23 缺少家庭关爱 C24 家人离世 

C25 孩子长大疏远 C26 家庭遗传 C27 家暴 C28 季节变化 

C29 身体状况 C30 头痛 C31 疲惫 C32 睡眠障碍 

C33 饮食障碍 C34 性欲减退 C35 情绪不稳定 C36 缺少快感 

C37 失去兴趣 C38 失去活力 C39 麻木 C40 抑郁 

C41 焦虑 C42 绝望 C43 愤怒 C44 狂躁 

C45 困惑 C46 无助 C47 无用 C48 思维迟缓 

C49 注意力不集中 C50 记忆力下降 C51 学习障碍 C52 自杀倾向 

C53 孤独 C54 工作出错 C55 休学 C56 退学 

C57 学业学位 C58 抽烟酗酒吸毒 C59 家庭关系影响 C60 亲子关系影响 

C61 社会关系影响 C62 积极乐观 C63 消极悲观 C64 就医经历 

C65 医院信息 C66 测试量表 C67 无医保看病 C68 医生诊断 

C69 怀疑抑郁 C70 药物治疗 C71 物理治疗 C72 心理治疗 

C73 状况改善 C74 复学 C75 抑郁复发 C76 科普宣传片 

C77 求职 C78 经验心得 C79 作诗 C80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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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主轴编码，在初始范畴基础上形成 26 个主范畴。最后进行选择性编码，将已生成的主范畴

精炼为 8 个核心编码群(如表 2 所示)。 
 

Table 2. Selective coding and spindle coding results 
表 2. 选择性编码及主轴编码结果 

主轴编码 选择性编码 
B1 内因 B2 外因 A01 抑郁归因 

B3 躯体症状 B4 心理症状 A02 抑郁身体表现 
B5 工作学习影响 B6 日常生活影响 

A03 抑郁影响 
B7 人际交往影响 B8 身心健康影响 

B9 看病检查 B10 抑郁判断 
A04 抑郁诊疗 B11 抑郁治疗 B12 抑郁康复 

B13 抑郁复发  
B14 抑郁知识科普 B15 抑郁症个人理解 A05 抑郁症常识 

B16 积极心态 B17 消极心态 A06 对抑郁的态度 
B18 日常生活 B19 工作学习 

A07 人生经历 B20 兴趣娱乐 B21 身心状况 
B22 人际交往 B23 病耻感 
B24 生活态度 B25 失败归因 

A08 理性思考 
B26 哲学思考  

 
在主题内容编码的基础上，阅读文本和编码内容，以 Ruth Wodak [21]提出的五种话语策略为基础，

对汉英抑郁话语中使用的话语策略逐一识别、编码，并分别对每种话语策略中具体的话语手段进行编码。

结果显示，汉英抑郁话语中主要使用了指称策略约 233 次，述谓策略 1222 次，强化策略 208 次，视角化

策略 46 次，论辩策略 9 次。 

4. 结果与讨论 

4.1. 汉英抑郁话语的主题内容 

汉英网络社区抑郁群体主题内容有 8 类：抑郁归因、抑郁身体表现、抑郁影响、抑郁诊疗、抑郁症

常识、对抑郁的态度、人生经历和理性思考，其种类频次及占比见图 1。 
 

 
Figure 1. Topic types and frequency of depression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图 1. 汉英抑郁话语主题类型及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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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谈论较多的主题是抑郁身体表现、抑郁诊疗和抑郁归因，其频次约占总量的一半，其次是人生

经历和理性思考。而抑郁影响、抑郁症常识和对抑郁的态度的谈论频次极低。 
在抑郁网络社区互动过程中，更多是围绕抑郁相关的话题，抑郁群体作为主要的活跃用户，往往谈

论抑郁在躯体上和心理上的表现，并讨论抑郁产生的原因和抑郁诊断治疗等问题，力求改善抑郁的现状。

此外，抑郁群体还经常谈论与抑郁不相关的话题，他们将抑郁网络社区作为自由的交流平台，向其他用

户分享生活日常及内心想法。 

4.2. 话语策略与抑郁群体身份认同建构 

从语料分析及编码的结果来看，汉英网络社区抑郁话语使用了指称策略、述谓策略、强化策略、视

角化策略和论辩策略五种话语策略。指称策略指抑郁话语中的对象如何被提及；述谓策略用于叙述人物、

事件或过程的特点，供抑郁者表达观点和立场；强化策略修饰话语的言外力量；视角化策略通过各种语

言手段表达参与或距离。 
汉英抑郁话语策略类型及频次见表 3。在建构抑郁群体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主要使用了述谓策略，使

用频次为 1245 次，占 68.98%。指称策略和强化策略频次分别为 288 次和 217 次。视角化和论辩的使用

频次较少，仅占 3.05%。 
 

Table 3. Types and frequency of discursive strategy of depression discours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表 3. 汉英抑郁话语策略类型及频次 

话语策略 述谓 强化 指称 视角化 论辩 

频次 1245 288 217 46 9 

比例 68.98% 12.02% 15.96% 2.55% 0.50% 

 
对汉英抑郁话语内容主题和话语策略的分析表明，抑郁群体主要运用指称、述谓、强化、弱化四种

话语策略，建构 5 种身份认同：悲观的放弃者、积极的抗争者、厌世的逃避者、无助的受害者和热心的

帮助者。 

4.2.1. 悲观的放弃者 
汉英抑郁话语通过指称(19 次)、述谓(637 次)、强化(117 次)三种话语策略构建“焦虑悲观的放弃者”

身份。抑郁话语使用标签化的指称词进行自我指称，如“失败者、笨蛋”等。抑郁群体主动将自己称为一

无是处的失败者，进行自我贬低和否定。在述谓策略中，使用“焦虑的、想死的、低落的、绝望的”等形

容词，“发抖、割腕、自杀”等动词，“失眠症、厌食症、嗜睡症”等名词，展示出痛苦、绝望、缺乏自

信，甚至产生极端想法和行为。强化策略主要从语法和修辞层面对抑郁群体身份认同建构发挥作用。语

法层面使用了“完全、彻底地、总”等副词，修饰形容词或动词，加强话语力量。修辞层面上使用排比的

手法，通过三个以上结构相似、内容相关、语气一致的短语，加强语势，突出情感表达，如例(1)。 

(1) 20 岁的我一无所有，没有亲情，没有友情，没有爱情，连做人的感觉也没有了。 

4.2.2. 积极的抗争者 
汉英抑郁话语通过指称(70 次)、述谓(355 次)、强化(38 次)和视角化(15 次)四种话语策略构建出“积

极的抗争者”身份。抑郁话语使用隐喻化的指称如“小太阳”来指代自己，构建积极向上、努力抗争的身

份特点。述谓策略由动词和形容词等语言手段实现，“乐观、积极、坚强、自律”等带有正面色彩的形容

词展现出良好心态。动词“practice、exercise、read、write”等表明抑郁群体的积极行动。在强化策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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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extremely”等程度副词和“always、everyday”等频率副词强化抑郁群体竭尽全力行动的特点。

视角化策略主要由间接话语实现，抑郁者间接引用医生的话语，表现出对权威医生的信任并按照医嘱认

真治疗。 

4.2.3. 厌世的逃避者 
汉英抑郁话语通过指称(42 次)、述谓(112 次)和强化(26 次)三种话语策略构建“厌世的逃避者”身份

认同。“他们、别人”等对立化指称词指代不抑郁的其他人，抑郁者将自己和别人划为势不两立的对立

方，表现出不满和憎恨。在述谓策略中，“irritable、abusive、afraid、terrible”等形容词表现抑郁者憎恨、

害怕、抗拒。动词“hide、avoid、厌恶”直接展示出了说话者的仇恨与逃避。在强化策略上，祈使句、反

问的修辞强调了抑郁者心中的强烈不满。 

4.2.4. 无助的受害者 
抑郁话语主要通过述谓策略(95 次)、强化策略(38 次)和视角化策略(9 次)建构出“无助的受害者”身

份。在述谓策略中，形容词如“neglectful、rude、capricious”和“误解、侮辱”等动词突出抑郁者得不到

理解、得不到关心和受到伤害等弱小无助的特点。疑问句实现了强化策略。如例(2)，说话者因为得不到

家人的理解和关心而失落，以问句形式提出心中的困惑，凸显其无助感。在视角化策略中，直接或间接

引用他人对自己的咒骂反映抑郁群体遭受的言语攻击和身心伤害。 

(2) 现在想想，父母怎么不看我不出来担心呢？ 

4.2.5. 热心的帮助者 
抑郁群体“热心的帮助者”身份认同通过指称策略(6 次)、述谓策略(46 次)和强化策略(22 次)构建。

标签化的指称词如“心理医生”指代抑郁者本人，展现出其职业权威性并提出抑郁治疗建议。述谓策略

通过动词表现，如“inspire、accompany、recommend”，展现抑郁者给予他人鼓励并提出建议等特点。在

强化策略中，“hopefully”等副词强调对他人真诚祝愿和美好期待，此外祈使句表明对他人的精神激励和

言语劝说。 

4.3. 汉英抑郁话语身份建构差异 

汉英抑郁话语在抑郁身体表现、抑郁诊疗和抑郁归因三个主题上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围绕抑郁身

体表现，中文抑郁者倾向于将抑郁视为生理不适，强调外在的躯体症状，英文抑郁群体将抑郁视为一种

心理健康问题，直接讨论情绪和认知问题。围绕抑郁诊疗，中文抑郁者较为质疑医生，依赖药物和传统

疗法(如针灸)或非科学的治疗方法(如宗教)，且首先关注治疗效果，英文使用者更信任专业人士，关注药

物、冥想、运动等综合疗法和心理干预，且对治疗费用更加敏感。围绕抑郁归因，中文抑郁者倾向于回

避自我反思，重视环境与社会责任的影响，英语抑郁者更加积极主动对抑郁进行内部归因。 
在话语策略上，汉语抑郁者使用指称策略的频率更高，通过团体化、隐喻化和对立化指称词加强群

体身份的认同和表达情感。英文抑郁者使用述谓策略和强化策略的频率较高，倾向于集中探讨与自身有

关的话题，通过述谓表达自身情感和观点，通过词汇选择、祈使句、排比句等手段强化自身观点，具有

更直接、主观的表达倾向。 
汉英抑郁群体身份认同有两个差异。中文抑郁者构建出“热心的帮助者”身份认同，而英文抑郁者

没有构建出该身份认同。在抑郁网络社区中，中文抑郁者倾向于扮演“帮助者”角色，注重社会互助，而

英语抑郁者则更专注于自身问题，较少主动提供主观建议和判断。此外，英文抑郁群体“悲观的放弃者”

和“无助的受害者”身份认同的比例更高，人们倾向于将自己视为放弃挣扎的个体或被动的受害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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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自己受到他人的伤害和影响，表现出绝望感和孤独困境。 

5. 总结 

本研究基于“抑郁症吧”和“r/depression”720 篇抑郁群体贴文话语内容，考察抑郁群体自述话语涉

及的主题内容和话语策略，探究其建构的抑郁群体身份认同，并比较汉英抑郁群体身份建构的差异。语

料分析结果表明，汉英抑郁话语关注 8 种主题内容，主要通过指称策略、述谓策略、强化策略、视角化

策略和论辩策略，建构出悲观的放弃者、积极的抗争者、厌世的逃避者、无助的受害者和热心的帮助者

五种身份认同，汉英抑郁群体身份认同呈现出两点差异。汉英抑郁群体身份认同建构的差异表明，身份

不是内在的个体特质，而是在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下通过社会互动过程不断建构的，语言作为互动中介影

响身份认同的建构。 
本研究对比汉英网络社区的抑郁话语，突破了单一文化的局限性，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对身份认同的

塑造影响。本研究的发现对心理健康领域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有效缓解不同文化背景下抑

郁群体的身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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