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dern Linguistics 现代语言学, 2025, 13(7), 107-115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7687  

文章引用: 何晓笛. 顺应论视角下媒人话语的语用身份建构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5, 13(7): 107-115.  
DOI: 10.12677/ml.2025.137687 

 
 

顺应论视角下媒人话语的语用身份建构 
研究 
——以河南王婆为例 

何晓笛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5年5月27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27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8日 

 
 

 
摘  要 

语用身份是人们在特定交际场景下选择的特定身份，交际者在特定的情况下施为目标、调节或巩固人

际关系等。基于语言顺应论，以河南王婆的媒人话语为语料来源，结合定性分析方法，从可变性和商

讨性两个维度考察语用身份建构的运作机制，并分析其如何动态顺应具体交际情境。研究发现，王婆

在说媒过程中灵活选择不同的语用身份，如“亲属身份”“中间人身份”或“专家身份”。通过语言

策略的调整顺应交际双方的需求，从而有效推进说媒目标。身份的可变性使其能够适应不同语境，而

商讨性则体现为话语互动中的动态调整，以平衡权力关系和人际距离。语用身份的选择与建构具有显

著的动态顺应性，能够直接影响交际的成败。媒人通过身份的策略性转换，既实现了交际意图，又维

系了人际关系。本研究为语用身份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为话语分析和人际交际研究提供了新的

观察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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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agmatic identity refers to the specific identity that individuals choose in particular communica-
tive contexts, where speakers aim to achieve goals, regulate, or consolidate interpersonal relation-
ships, among other purposes. Based on the 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pragmatic ident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variability and 
negotiability, using the matchmaking discourse of Henan’s “Aunt Wang” as the corpus and employ-
ing qual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study analyzes how pragmatic identity dynamically adapts to 
specific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Aunt Wang flexibly selects different 
pragmatic identities (e.g., “kinship identity” “mediator identity” or “expert identity”) during the 
matchmaking process, adjusting her linguistic strategies to meet the needs of both parties and ef-
fectively advance her matchmaking goals. The variability of identity allows her to adapt to different 
contexts, while negotiability manifests as dynamic adjustments in discourse interaction to balance 
power relations and interpersonal distance. The se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ragmatic identity 
exhibit significant dynamic adaptability, directly influencing the success or failure of communica-
tion. Through strategic shifts in identity, the matchmaker not only achieves communicative inten-
tions but also maintain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pragmatic identity theory and offers new perspectives for discourse analysi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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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人类文明进化进程中，婚姻无疑成为制度文化下的重要一环。《礼记·昏义》中有这样的描述“昏

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1]。由此可以看出，古人认为婚姻不

仅涉及夫妻双方，更与家族、家业、宗族等息息相关。而媒人的存在，就决定着一段婚姻的社会合法性。

婚必有媒，无媒婚姻则会遭到亲友和舆论的唾弃[2]。正如《诗经》有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因

此，媒人作为婚姻中间人，便被赋予了正当婚娶的含义。 
从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社会之后，媒人介绍逐渐成为择偶方式的重要形式。然而，自由恋爱提倡以

来，许多年轻人认为说媒反映了传统的婚姻观念，过度强调家族背景、财富地位等因素，容易限制个人

自由选择。随着 2024 年河南王婆的爆火出圈，隐藏在中国文化中的媒人文化再一次以不同寻常的形式走

到了大众面前，广大网友再一次关注到了说媒这个行业。而王婆因为独特的风格以及现场相亲的方式，

受到众多年轻人的追捧，在牵线搭桥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因此，其媒人话语也就得到了广泛关注。借助

这一热潮，本文以媒人在话语交际中的身份建构为研究点，去探究媒人身份的变化以及其身份的可商讨

性，并对媒人语用身份建构作动态顺应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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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用身份建构与语言顺应论 

2.1. 语用身份建构 

身份研究由来已久。从身份本质主义出发，传统社会语言学家持身份静态观，认为身份是个体进入

社会互动前的固有属性或自我标签[3]。从身份建构主义看来，交际参与者的身份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

交际过程中不断协商、在线动态建构的[4]。身份建构主义对本质主义提出了挑战。本质主义认为，人们

具有静态的、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本质特征，这决定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地位，人不能随意选择或者改变身

份。因此，身份是先在的、不被改变的、非社会因素导致的。然而，身份建构主义认为，行动和变化是主

要的，而不能静止不变。这一理论对于身份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身份与话语息息相关。说话人在交际过程中意图构建身份，生成符合身份的交际话语；而生成的话

语又与身份相辅相成，促进身份塑造，使得交际顺利进行。语用学则去关注交际者如何在动态语境中使

用语言及其他手段去建构身份。国内学者陈新仁[5]提出的身份动态观点认为“语言交际者有意或无意选

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说话人在其话语中提及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他者身份”，这就是语用身份。

同时，特定交际情境下的交际行为中的语用身份选择具有默认性，即交际者应选取与当前交际情境相匹

配的语用身份进行交际[6]。 
本研究将身份视作交际者在交际过程中所调用的语用资源，且为达成交际目的，需要在顺应语境的

情境下来建构不同身份。基于王婆说媒的视频文字转写，借助语言顺应论考察交际者的语用身份以及在

言语交际中的建构，进而论证其身份建构的动态顺应性。 

2.2. 语言顺应论 

交际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交际的重要工具。语言顺应论认为使用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的

过程[7]。人们之所以可以在交际中做出恰当的选择，则是因为语言具备某些属性，即可变性、商讨性和

顺应性。可变性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并且语言选择的范围是变化的，具有动态性特征。为了

达成交际目标，说话人可能就语言创造多种表达，以便于做出选择。商讨性是指语言选择非机械或固定，

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做出选择。因此，语言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语言使用者可以在众多可能

的选项中进行商讨性选择，来顺应交际意图与环境。顺应性是语言使用的核心，使得人类从种种可能的

选项中做出商讨性选择，满足交际需要。所以，顺应性体现在变异性和商讨性之中。 
语言的可变性、商讨性和顺应性相互联系，三者密不可分。在语言选择的过程中，可变性和商讨性

是基础，这两者为语言选择提供不同的可能性；顺应性则是根本和核心，在前者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策

略，在可能的范围中做出最恰当的选择，以使得交际顺利完成[8]。 

3. 语料与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抖音账号“王婆现场说媒”发布的众多视频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互动场景，进行视频语料

转写。通过采用定性分析方式，对“王婆说媒”这一特定语境中的语言现象进行细致考察。在理论框架

方面，本研究主要借鉴 Verschueren [7]提出的语言顺应论，重点从语用身份建构的可变性和商讨性两个维

度，深入探讨媒人在交际过程中的动态顺应机制。 
本研究以期解决两个关键问题：其一，在当代新媒体语境下的说媒交际中，媒人通过语言选择建构

了哪些特定类型的语用身份？这些身份建构又分别执行了哪些具体的语用功能？其二，在动态的交际过

程中，媒人的语用身份建构是如何通过语言选择的商讨性运作来实现的？这些商讨过程又体现出怎样的

交际策略和顺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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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深化新媒体语境下对身份建构理论的理解，也能为传统说媒文化提

供语言学视角的解读。 

4. 媒人语用身份建构的动态顺应性分析 

以下将结合话语预料分析王婆媒人的语用身份建构的动态顺应性，首先是身份建构的可变性，其次

探究语用身份建构商讨性运作的过程。 

4.1. 媒人语用身份建构的可变性及其语用功能 

4.1.1. 亲属身份 
亲属身份的建构不仅代表着身份的认同，更是社会关系维系中的信任基础。通过亲属关系，“我族”

与“他族”得以区别开来[9]。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被视为家族大事，亲属之间的联系和支持在婚姻

介绍和安排中起着关键作用，如媒人的选择和推荐。通过亲戚来寻找合适的候选人，并借助亲属的介绍

来提高匹配的成功率。因此，亲属身份在说媒中承载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情感纽带，是婚姻介绍和促成

的重要支撑。 

(1) 语境信息：王婆询问男方个人信息。 

男方：咱一个地方，我社旗滴。 

王婆：你是社旗的呀，社旗啊，佘店酒厂。你咋知道我是社旗嘞？ 

男方：我查过你老家哪嘞。 

王婆：我滴娘，刨俺家祖坟来。……嗯，我在社旗真的长了 6 年啊，从小在那，因为我父母亲可忙吗，就把我

送到社旗老家。我搁那长大嘞。你还有啥要求，来吧，老乡。来吧，赶快介绍。 

男方：今天呢，那个挺感谢干娘的，让我上来了。我呢也比较社牛，急了就上来了，然后死皮赖脸的说，干娘我

俩一个地方的…… 

如例(1)，“干娘”表示对女性长辈或者亲戚的尊敬和亲近，并且王婆“干娘”这一身份拉近了与男

方的距离。王婆真诚、亲和且专业，以其平易近人的形象赢得了年轻人的信任和喜爱，被称为“干娘”。

“干娘”这一身份的建构帮助王婆，能以长辈的身份进行婚姻人选的推荐，并给予年长者关于婚姻的指

导和建议。 

4.1.2. 专家身份 
媒人这个群体从中说和，为适婚男女提供匹配信息，提高了婚恋成功的可能性。自古以来，就有“媒

妁之言”的说法，而媒人的职能也表现在其“说辞”上，“言语”与“说服能力”是媒人传播职能的重要

体现[2]。这也被看作是媒人职业的看家本领，其说媒言论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是外貌、家世，品行、道

德甚至利益也要考虑其中。 

(2) 语境信息：王婆询问女方职业。 

王婆：你什么职业？ 

女方：小声附到王婆耳边 

王婆：哦，那有啥不能说的呢，就是数票子的地方。你们知道了吧？哎，对了。啊，她的工作蛮好的。为什么说

她优秀了？这工作稳定，收入稳定，你看看形象又好，你说真的，条件又好，来吧啊。 

例(2)中，王婆充分展示了媒人的“言语”能力，体现了专业性和技巧性。通过对女方职业的询问，

王婆得知对方是在银行工作，但是顾及对方并不愿意直接公布，而是通过其它称呼“数票子的地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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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指。这既考虑了女方想法，又巧妙地传递了真实信息。此外，在得知女方是在银行工作后，通过有好

工作延伸到女方优秀，并列举“工作稳定”“收入稳定”等优点为女方介绍，又额外陈述“形象好”等加

分项，总结出女方“条件好”。媒人话语与其建构的身份都是服务于交际目的的实现，这也体现了媒人

职业群体的专业性。 

4.1.3. 中间人身份 
媒人是婚姻的中介，具有很强的媒介属性，其“牵线搭桥”是促成撮合男女双方结合的重要方式。

媒人对男女的婚姻虽然没有支配权，却发挥着重要的信息沟通职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性间的

信息匮乏或信息差异[2]。 

(3) 语境信息：王婆撮合两名来自北京的游客。 

王婆：呃，你们俩都是北京的啊，咱们只供交朋友，后续你们都是成年人啊，反正我只能给你提供一个平台。这

哥哥比你大四岁，北京具体什么工作？ 

男方和女方：低头交流…… 

王婆：都是成功人士，你们可以认识认识吧，这就是缘分，在我们中原大地啊，你们在这里认识一个北京的朋

友，而且互相啊，有那么点感觉啊。真的啊，他背着包第一次来，回去以后你们慢慢聊行不行？ 

…… 

女方：因为我来的比较匆忙，回去的票还没买着，如果有顺路的回北京的捎我一下…… 

王婆问男方：哎，你是开车来的呀？ 

男方：没有，我买完票了，不好意思。 

王婆：你就这吧，你把票让给她得了。 

男方：也成。 

王婆看向女方：行不啊？要不然你俩一块结伴回去，不行补个票。完事，座位让她坐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啊？ 

在例(3)中，王婆在男女方的引介、匹配和撮合中起到中间人作用。在汉族的婚姻礼仪中，须遵循六

礼，而其中需要媒人“问名”来进行信息匹配，即媒人将男女双方的姓名信息进行匹配[2]。例(3)中，王

婆在引介时，对男女双方进行了信息搜集，如两人籍贯、年龄、职业等问题。进而王婆再匹配时，根据所

获得的信息，如男女双方都在北京工作，年龄相差不大，工作体面，并强调两人分别都是独自出门旅游

在他乡相遇，非常有缘分，从而牵线搭桥。最后，王婆在撮合时，借女方未买到回北京车票的理由，询问

男方是否开车，在得知男方买到车票后，提出让双方一同搭伴回北京，为双方创造独处、了解对方的机

会。因此，媒人在此过程中不仅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还可以促使双方进行互动。相较于其他媒介，媒

人这一中间人具有灵活性。 

4.2. 媒人语用身份的商讨性运作 

说话人在某一阶段建构什么身份、使用什么话语都是在特定语境中从不同身份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

其商讨性也反映到语言表达上。所以，考察语用身份建构的动态顺应性需要分析语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

语境制约因素[10]。基于王婆建构的三种语用身份，再从社交和心理因素探究其语用身份的商讨性运作。 

4.2.1. 社交因素制约下的动态顺应 
人作为社会成员，生活在各种社会群体下，必然要与他人建立关系。由于社会关系的客观存在，客

体为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规范、社会舆论和社会目的，必然要做出满足需求的社会行为[11]。何自然[12]
指出其中需要语言做出顺应的社会因素更是难以穷尽；而 Spencer-Oatey [13]认为需要格外关注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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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规范，前者涉及交际中权势关系和亲疏关系的顺应，后者涉及文化背景下人际和谐的顺应。 
1. 对权势关系的顺应 
社交过程中不对等的身份地位，会影响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交谈策略和内容。如果说话人构建使自己

保持优势、占据大多资源的身份，这叫做构建强势身份。但强势身份的存在必定会构建另一方的弱势身

份，因此，权势身份的建构包括建构强势身份和建构弱势身份[14]。在上下级、长辈和后辈之间，往往存

在不对等的权势关系。 

(4) 语境信息：女方看中台下未上场的男生，王婆询问台上未被看中的男方。 

王婆对女方说：你现实点吧，乖。好不好，啊。我估计说百分之二十的希望都没有，那你没办法呀乖。人家情愿

给你上来，给你认识。你非得好高骛远往那山上看。那你想一想啊，对不对。我跟你说乖，找一个喜欢你的比找一个

比喜欢他的更好，你知道吧，勉强勉强不来的，好不好。好吧，你还小呀。 

女方：嗯。 

在例(4)中，王婆顺应高权势的身份特征，建构专家形象，并成功劝说女方、获得认同。在此语境中，

女方对上台男生不满意，看中了台下的男生。王婆从经验角度出发劝诫女方，不要好高骛远，其中“你

现实点吧”“你知道吧”等强势语的表达，加强了劝说力度，同时也顺应了王婆的高权势身份和女方的

低权势身份，最后女方进行表态“嗯”。 
2. 对亲属关系的顺应 
人在交际过程中，为了实现与交际对象间的情感和心理趋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会使用移情策

略。这就意味着“我”与“对象”间的对立消失[15]。这同样适用于媒人交际，当媒人与男女方处于陌生

状态时，即便媒人能说会道，也需要和对方逐渐熟悉的过程。因此，在交际中，媒人通过与男女双方有

目的的交际，逐渐了解对方情况，顺应亲属关系的变化，建构亲属身份参与会话。 

(5) 语境信息：王婆介绍男女方认识 

王婆：现在啥职业？ 

男方：在滑县开了一家汽车贴膜店。 

王婆：汽车贴膜滴，你开个花店，他开个膜店，呵呵呵呵……你俩都可以啊，你觉得呢？…… 

王婆：来吧，乖，加个微信，聊聊天说说话。你俩是同岁，都是 28 了。记住，如果成了，跟你说，对俺河南的

开封妮儿好点，听见没有，你要以后对俺开封妮儿不好，咱来收拾他中不中？ 

在例(5)中，王婆在撮合男女双方的过程中进行了身份的转变，从介绍者到最后具有亲昵关系的长辈。

这种转变是交际过程人的情感随着人的状态、交际对象或社会场景的改变而产生变化的过程[16]。开始，

王婆通过指示语“你俩”来暗示男女方工作职业匹配，且“你俩”将其视为一方，拉近其距离。而后王婆

通过“俺河南的开封妞儿”代指女方，以地域及亲昵的方言表达双方亲密的关系，并设身处地为对方着

想，“咱来收拾他”使得王婆与女方成为一方，两者交际关系由疏到近，实现语用移情。这一系列人称语

的变化是对亲疏关系的顺应。 
3. 对文化规范的顺应 
中国向来尊崇礼乐文化，这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礼记·乐记》中说：“礼者，天地之序

也。”由此可见，礼是天地间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其一特性就是“和”，如《论语》中所言“礼之用，

和为贵”。“礼”与“和”刚柔并济，不可或缺[17]，贯穿中国历史发展始终，是维持人类社会和谐的重

要原则。因此，在话语交际中维护人际和谐体现了对文化规范的顺应[13]。陈新仁指出“交际者同一话步

内产出的话语在语力上能尽量做到交际需要与语用力量之间的平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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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语境信息：王婆询问女方年龄 

王婆：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年龄？ 

女方：87 年的。 

王婆：87 年的。哦，87 年的。不过咱们都说了吗，反正你们去算，我也算不出来啊，30 有余了啊。 

在例(6)中，王婆通过进行缓和性调节，以顺应中国的人际和谐的文化规范，进行交际关系的管理。

在王婆询问女方年龄后，女方以出生年份代替，而王婆以“我也算不出来”为由对女方进行了面子维护，

同时“30 有余了”委婉表述女方年龄，缓和年龄尴尬，传递其平等友好的一面。即使王婆不使用这种表

达，信息也会被传达，但是缓和性调节话语却恰到好处、讲究分寸感，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 

4.2.2. 心理因素制约下的动态顺应 
人类通过语言表达思想、情感和意图。这无疑与人类社会心理密切相关，而交际主体之间的心理顺

应则是重要影响因素。媒人语用身份建构对心理世界的顺应主要体现在对情感和面子的顺应上。 
1. 对情感的顺应 
(一) 对积极情感的顺应 
在交际过程中，除了需要缓和人际冲突外，也需要采取一定策略增强人际关系，如输出令人愉悦、

满意、鼓舞的话语。这体现该行为的利他性和可接受性[19]。媒人在交际时，通常会顺应对方其积极愉悦

的情感世界，建构权威专家身份。 

例(7)语境信息：男女双方都比较满意 

王婆：咦，这妞咋样，中不中，选着了吧。 

男方：嗯。 

王婆：是哩，是哩。……交流交流吧(拉着女方的手)。啊，年龄不小了啊。不管你们在，就是说工作努力的路上，

互相的提携一下，好不好，一个人的力量总没有两个人的力量大，对不对啊？祝福你俩，好不好，乖，行不，这个可

以吧。 

女方：嗯。 

在例(7)中，在媒人话语的表述中，王婆充分考虑男女方积极情感，建构专家身份，推动双方交际发

展。男方在王婆“中不中”的询问下，给予肯定回应，表示对女方的满意。王婆顺应对方积极肯定的情

绪，通过“互相的提携一下”“一个人的力量总没有两个人的力量大”“祝福你俩”等话语表现出对男方

话语的顺承，假定双方已被撮合的基础下，给予建议和祝福。此话语具有可接受性，得到女方肯定地“嗯”

的回应。 
(二) 对消极情感的顺应 
情感作为调节和控制认知的重要内在因素，对言语交际有着重要影响。Verschueren [7]认为实现交际

主体之间的心理顺应是语言选择的重要语境因素。在交际中，交际者会通过受话人的情感状况去建构不

同的身份，当受话人具有心灰意冷、消沉、沮丧等负面消极情绪时，说话人会意图选择两全的交际策略，

使得交际顺利进行。 

例(8)语境信息：王婆得知女方家中四姐妹，均未出嫁。 

王婆：你 26，那姐姐得 28 了吧。 

女方：对对。 

王婆：哦，你知道你们为什么没出嫁？姐姐你俩都没出嫁吧，因为你们太优秀了，知道吧啊，真的，太优秀了，

现在好多女孩子就在自己打拼啊，自己挣钱。她不想，呃，不想败在男人的后面，所以说她努力的挣钱，所以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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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就耽误了啊。 

在例(8)中，王婆采取两全的交际策略，既使得女方消极情绪得以顺应，又让交际顺利结束。在女方

陈述家中姐妹四人均未出嫁后，王婆通过反问句“你知道你们为什么没出嫁”引起受话人注意，并给出

令人信服的理由“太优秀了”“不想败在男人的后面……把自己的事情就耽误了啊”，这是在人际关系

制约下反问句功能的一种积极效应[19]，目的是顺应消极情绪，顺承话语并给出两全答复。 
2. 对面子的顺应 
在语用学研究中，面子问题备受关注。“面子”是指每一个社会成员想要为自己争取的一种在公众

中的自我形象[20]。Brown 和 Levinson [21]将其分为“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前者是指交际者期许

得到别人的肯定和赞扬；后者则是指在不受他人干扰的情况下，拥有言行自主权。 
(一) 对积极面子的顺应 
为了维护或增进社交关系，说话人总会利用一定的语言手段，对受话人的话语表示合作与肯定，这

就是对积极面子的顺应。不过，这也只是一种沟通手段，最根本的目的更好地实现沟通目的，满足人们

的面子需求。 

例(9)语境信息：王婆询问女方是否要继续和男方交流 

王婆：yes 还是 no？ 

女方：也还行，还行。 

王婆：还行，对他稍微有一丝丝的好感，是吧？好，你先留下(对男方说)。 

在例(9)中，王婆顺应女方的积极面子需求，对女方的话语表示认同和顺承。在询问中王婆询问女方

是否要继续和男方交流，在得到女方积极正面的回应之后，通过“对他稍微有一丝丝的好感，是吧”以

及对男方“好，你先留下”等话语，顺应女方要求，为双方创造了解的机会，满足对方面子需求。 
(二) 对消极面子的顺应 
说话人会避免对受话人自由的侵犯，不干涉对方，使其自主权利做决定，这就是对消极面子的顺应。

在交际中，顺应消极面子一般是以回避为基础的心理距离的顺应[20]。通过回避策略，保全对方的面子，

使得社交关系得以维系。 

例(10)语境信息：男方年龄小，不符合女生要求 

男方：我是来自重庆的。 

王婆：哦，哎呀，重庆的瓜娃子，嗯嗯，多大了？ 

男方：呃，24，00 年的。 

王婆对女方说：24，比你小啊。 

男方：小两岁。 

王婆：你都没听见人家说吗，人家要一个有安全感的，你 24，谁保护谁啊？ 

男方：一样保护。 

王婆：一样能保护，就好的是你俩是一个城市，都是重庆的啊，都是重庆。 

在例(10)中，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有时会采取补救策略来调节话语，以消除消极面子带来的面子威

胁行为。在本语境中，女方择偶标准中要求男方年纪大一点，要有安全感，但是男方上台后王婆发现只

有 24 岁，不满足女方要求。但却以“好的是你俩是一个城市”转移安全感的话题，以男方上台的地缘优

势进行战略回避，顺应男方消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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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交际者具有多元的社会身份，是交际者可以大加利用的语用资源。但是，其身份并非仅仅反映在语

言层面，而是在会话过程中某一阶段对这种在线身份的动态建构，具有顺应性。王婆在特定的交际场景

下选择特定的身份，可从其亲属身份、中间人身份、专家身份进行研究；同时，可从社交和心理因素分

析语用身份建构过程中的语境制约，去探究王婆语用身份的商讨性。这些都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王婆的话

语交际过程，从而对自身择偶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不过，还有更多的话语语境有待拓展，本文解析

深度有限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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