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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视角下的博客话语研究

江润洁, 栾述文, 徐万治
(中国石油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摇 要] 互联网出现后,女性主义者希望能够利用这个平台塑造真正平等的男女文化。
她们被称为“网络女性主义者冶。 而网络女性主义者分为自由的、前卫的(硬的)网络女性主义

者与传统的(软的)网络女性主义者。 前者为网络女性主义中的乐观主义者,而后者为悲观主

义者。 乐观的女性主义者期待在虚拟空间中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而后者却认为互联网并非

“新冶科技,它仅是一种有文化性别特色的科技,无法支持妇女的解放。 因此,悲观者认为在性

别研究中,互联网绝非网络乌托邦。 博客是一个理论上人们可以自由发言的虚拟空间,而博主

是否真正可以摆脱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的束缚而发言这个问题仍待解决。 基于对博客现象

与语言性别研究的兴趣,作者对中国博客语言进行性别特征分析,旨在说明乐观女性主义者所

认为的网络乌托邦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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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语言与性别研究可上溯到 17、18 世纪的欧洲,
那时传教士与学者便发现了男女语言形式的差异,
后来社会语言学家一直对性别差异的语言使用进行

研究。 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 Lakoff 的著作《语
言与女人的位置》发表后,对语言使用中性别差异

的系统性研究才正式开始。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中叶

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研究这个问题,比如对英语

语言中性别歧视的研究,对男女语言中发音与语法

差异的研究等。 上述语言学家都在致力于现实中面

对面交流中的性别语言行为研究,而互联网这种新

型语境的出现却为语言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 互联网出现后,女性主义者希望能够利用这个

平台塑造真正平等的男女文化。 她们被称为“网络

女性主义者冶。 而网络女性主义者又被分为自由

的、前卫的(硬的)网络女性主义与传统的(软的)网
络女性主义。 前者为乐观主义者,后者为悲观主义

者。 悲观主义者认为互联网并非“新冶科技,它仅是

一种有文化性别特色的科技,传统的性别偏见与有

性别特点的规则仍存在。 因此,悲观者认为在性别

研究中,互联网绝非网络乌托邦。
近年来网络博客的兴起引起了学者的兴趣。

Herring, Kouper, Scheidt 与 Wright, Huffaker 与

Calvert,Herring 与 Paolillo 开始对博客语言进行性

别研究。 但如何解释差异仍是问题。 博客是一个理

论上人们可以自由发言的虚拟空间,而博主是否真

正可以摆脱现实中面对面交流那样的束缚而发言这

个问题仍待解决。 目前,这个领域的研究多是西方

学者在做,而中国的博客语言多从社会学、经济学、
交流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鲜有从语言学视角进

行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博客现象与语言性别研究的

兴趣,尝试对中国博客语言进行性别特征分析,旨在

呈现乐观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网络乌托邦并不

存在。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中文博客(不论它们是否著

名网站的博客)调查性别语言关系,最终目标是展

现男女网络博客语言的运用与现实语言运用无差

异,从而可见没有乐观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可免去



男女性别差异的网络乌托邦。 以往研究已表明了博

客中性别决定语言使用,那么本文的研究问题即,是
否性别在中文博客中是语言变化的预测指标,中文

网络博客语言使用与现实环境语言运用的关系是什

么。 笔者为研究提出两个假设:(1)男性博客作者

书写不同于女性博客作者;(2)男性与女性博客语

言使用差异类似于现实环境中男女语言的差异。
(一)数据搜集方法

2011 年 7 月末,中国互联网上很多博客都在讨

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 据媒体报道,此次事故导致

4 节车厢脱轨,至少死 32 人、伤 191 人(保守估计)。
笔者通过百度或谷歌搜寻事件相关文章,大部分文

章来自人人网这个新兴网站,另外一些来自新浪或

其他网站的 BBS,博主是中国普通民众。 因此,本研

究拟通过分析人人网、新浪网等网上因温州动车事

故所写的博客文章,调查博客中的性别—语言关系。
(二)数据样本

为了构建此研究的语料库,笔者首先搜集了第

一作者的博客文章。 但并非所有博客都适合,只有

满足本研究目的的博客文章才被选择。 数据包括

50 篇来自人人网、新浪网的与温州动车事故相关的

博客,撰写时间在 2011 年 7 月 23 日至 2011 年 8 月

21 日。
首先,博客作者性别必须被确定。 只有那些明

确博主性别的博客文章才可在研究中使用。 其次,
为了研究性别—语言关系,笔者仅关注作者本人的

评论语言,由作者转述的评论文章不包括在内。 最

后的样本包含了主要来自两个网站的 50 篇博客文

章。 其中 28 篇是男士所写,22 篇是女士所写。 见

表 1。
表 1摇 博客数据样本

作者性别 博客数量 文章字数

男 28 416 000
女 22 262 000

(三)数据分析方法

通过两步来进行数据分析。 首先是定量单词频

率分析,这可反映男女博客语言使用的相似与差异。
其次,在原文中对相关词汇进行分析,这样的定性话

语分析进一步提供了男女博客语言使用的信息。
1. 词频的定量分析

为研究性别与男女博客词汇之间的关系,笔者

在两个计算机软件程序 ICTCLAS and NoteTab Pro
的帮助下计算词频。 这样,可以得到男女博客语料

中特定单词的出现频率。
2. 特定词汇的定性分析

文本分析者注意到由于词汇组合而导致的多义

性,高词频不应是定义特定词汇特征的唯一标准,所
以须审视词汇是如何被组合的,以及它们如何应用

于特定语境中等。 为了研究男女博客中个体词汇的

具体使用,笔者回到文本仔细审视男女博客多用词

汇使用的语境。
二、数据分析与发现

综上,笔者已对所选话题进行了简要描述。 下

面是对话题的具体阐述。 这是一次悲剧的动车事

故。 事故动车是 D 字头的动车 D3115 与 D301。
2011 年 7 月 23 日 20 时 34 分,在温州双屿下岙路

段,从杭州开往福州 D3115 动车组与北京—福州的

D301 发生追尾,造成 D301 次列车第 1 至 4 位脱轨,
D3115 次列车第 15、16 位脱轨;造成至少百人伤亡。
官方最初提供的事故原因是由于雷击造成的设备故

障。 (从最新调查看,实为组织管理不善)事故发生

后,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许多博主对官方最初

提供的事故原因表示疑虑,或谴责政府行为或对遇

难者家属与伤员表示同情。 因为博主们讨论的是同

一话题,可以发现在男女博客中,除了像 “的冶、
“了冶、“着冶这样频繁被使用的词,像“事故冶、“动
车冶、“铁道部冶、“温州冶、“生冶和“死冶这样的词也被

重复使用。 下面笔者将呈现高频词汇与它们在原文

中的应用,以进一步论证观点。
(一)词频分析结果

NoteTab Pro 产出成百上千的词汇,所以不可能

全部分析。 笔者选择了至少出现频率为 0郾 10% 的

词汇进行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词频低于 0郾 10% 的

词汇就无法表示出性别差异。 省略分析有两个原

因:首先,词汇数量巨大无法全部囊括;其次,如果词

频过低,就无法广泛应用。
表 2 与表 3 表示的是男女博客中词频至少为

0郾 10%的常用词汇。
上述词汇是性别差异化了的吗? 男女博客中的

重叠词汇表明并非如此,然而细究便发现男女博客

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是性别化的。 男性博客中像“社
会冶、“人民冶、“赔偿冶等话语就与社会和社会问题紧

密相关,而在女性博客中像“血冶、“亲冶、“愤冶这样

的词多用来表达同情与情感。 因此,男性博客对探

讨社会问题感兴趣,而女性博客则多从情感与关爱

视角探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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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将展示男女博客的共享词汇与男女特定词 汇,以进一步理解男女博客的交流风格。
表 2摇 男性博客中的常用词汇

词性 男性常用词汇

名词
人(1郾 17% ),事故(0郾 42% ),动车(0郾 33% ),家(0郾 32% ),铁道部(0郾 28% ),民(0郾 28% ),铁路(0郾 25% ), 问题(0郾 19% ),责任
(0郾 14% ),高铁(0郾 14% ),赔偿(0郾 14% ),官(0郾 13 % ),人民(0郾 12% ), 国家(0郾 10% ),社会(0郾 10% )

代词 我(0郾 69% ),他(0郾 28% ) 我们(0郾 28% ),你(0郾 20% ),温州(0郾 17% ) 什么(0郾 17% ),他们(0郾 16% ) 这个(0郾 13% )
形容词 高(0郾 32% ),难(0郾 20% ),快(0郾 13% ),安(0郾 12% )

动词
是(1郾 56% ), 有(0郾 83% ),到(0郾 45% ),会(0郾 43% ), 要(0郾 38% ),生(0郾 35% ),来(0郾 32% ),说((0郾 29% ),信(0郾 23% ),想
(0郾 22% ),让(0郾 19% ),去 (0郾 19% ),没有 (0郾 18% ),死 (0郾 16% ),赔 (0郾 16% ),等 (0郾 12% ),给 (0郾 12% ),查 (0郾 11% ),做
(0郾 10% ),保(0郾 10%

数词 一(1郾 37% ),一个(0郾 28% )
类别词 个(0郾 58% ), 位(0郾 10% )
副词 不(1郾 25% ),就(0郾 48% ),也(0郾 31% ),,都(0郾 30% ),还(0郾 27% ),很(0郾 14% )
介词 在(0郾 84% ), 上(0郾 49% ),对(0郾 38% ),被(0郾 21% ),把(0郾 13% ),* 受(0郾 11% )
连词 和(0郾 32% ),而(0郾 29% ),但(0郾 21% )

助动词 的(3郾 62% ),了(0郾 86% ),过((0郾 22% ),着(0郾 15% )
表 3摇 女性博客中的常用词汇

词性 女性常用词汇

名词
人(1郾 48% ),事故(0郾 47% ),动车(0郾 34% ),家(0郾 56% ),政府(0郾 25% ),民(0郾 20% ),家属(0郾 14% ),生命(0郾 14% ), 铁道部
(0郾 11% ),问题(0郾 10% ),国家 ( 0郾 10% ),官 ( 0郾 10% ),血 ( 0郾 10% ),责任 ( 0郾 10% ),孩子 ( 0郾 10% ), 铁路 ( 0郾 10% ),温州
(0郾 14% )

代词
我(1郾 78% ),这(1郾 11% ),我们 ( 0郾 63% ),他 ( 0郾 39% ),自己 ( 0郾 25% ),温 ( 0郾 23% ),这个 ( 0郾 22% ),他们 ( 0郾 21% ),什么
(0郾 20% ),你(0郾 20% ),这样(0郾 14% )

形容词 亲(0郾 15% ),愤(0郾 10% ),痛(0郾 10 % ),急(0郾 10% ),善(0郾 10% )

动词
是(2郾 15% ), 有(1郾 11% ),到(0郾 53% ),要(0郾 51% ),生(0郾 44% )来(0郾 42% ),会(0郾 40% ),想 (0郾 37% ), 去(0郾 32% ),没有
(0郾 28% ),让(0郾 23% ),死(0郾 21% ),做(0郾 15% ),给(0郾 13% ),等(0郾 11% ),活(0郾 10% ),查(0郾 10% )

数词 一(1郾 33% ),一个(0郾 28% )
类别词 个(0郾 77),位(0郾 14% ),几(0郾 13)
副词 不(1郾 40% ),就(0郾 51% ),都(0郾 50% ),也(0郾 44% ),还(0郾 32% ),很(0郾 29% )
介词 在(0郾 93% ), 上(0郾 52% ),对(0郾 39% ),被(0郾 18% ),受(0郾 15% )
连词 但(0郾 26% ),和(0郾 25% ),而(0郾 24% )

助动词 的(4郾 08% ),了(1郾 03% ),着(0郾 22% ),过(0郾 22% )

摇 摇 (二)共享词汇

在常用词汇中,有些词像助动词“的冶是因其语

法功能而成为常用词,像 “了冶、“过冶、“着冶是形成

特定时态的,表示某些动作的持续或完成;像介词

“在冶、“对冶、“上冶、“向冶、“给冶主要表示方向或位置

等功能。 然而,在共享词汇中还有其他表明男女词

汇使用差异的特定词汇。 笔者在所选词汇中设定了

主观限制,即包括名词、代词、形容词、动词和副词,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词类在性别差异分析中不重

要。 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大量研究表明,语言形式与

理想立场并无必要关联,语言分析的所有层面理论

上都是相关的。 当前研究仅仅提供了有限然而重要

的男女博客话语使用范例。
笔者从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与动词的角度对

比男女博客语言使用。 男女博客中共用的名词有

“人冶、“事故冶、“动车冶、“家冶、“民冶、“铁道部冶、“问
题冶、“责任冶、“官冶与“国家冶;男女博客共用的代词有

“我冶、“他冶、“我们冶、“你冶、“温州冶、“什么冶、“他们冶、
“这个冶;男女博客共用的形容词有“高冶、“安冶;共用

的副词有“不冶、“就冶、“也冶、“都冶、“还冶与“很冶;共用

的动词有“是冶、“有冶、“到冶、“会冶、“要冶、“生冶、“来冶、
“说冶、“想冶、“让冶、“去冶、“没有冶、“死冶、“等冶、“给冶
与“做冶。 男女共用名词、代词、形容词、副词与动词的

词频可参照表 2 与表 3。
1. 对比发现

首先,通过对比男女博客共用的名词词频,笔者

发现女性更多地讨论“人冶与“家冶,而男性多用词为

“铁道部冶、“社会冶与“问题冶, “责任冶与“官冶。 在

男性博客语料中,发现了像 “社会信息冶、“社会财

富冶、“社会管理冶、“社会公平冶、“社会责任冶、“社会

道德冶这样的词汇。 这表明男性更关注与社会相关

的话题。 形成对照的是,在女性博客中,除了像 “社
会黑暗冶与“和谐社会冶这样的词汇,没有其他与社

会相关的话题。 令女性感兴趣的是与人类关系有关

的话题与词汇。 比如,她们更倾向于用“人冶这个

词。 因此可说男女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男人从社

会的角度而女人则从人类关系的视角看问题。
Tannen 指出:男人把与社会相关的信息看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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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而女人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作她们生活

的中心。[1]因此,男人从社会视角探讨问题而女人

从人际关系视角处理问题。 在当前的研究中,男性

博主与女性博主表现出了与现实交流风格相似的

倾向。
其次,通过对比男女博客共用的副词词频,表明

女性更喜欢用强调词汇。 英汉高级词典把强调词汇

看做“一个单词,尤其是一个形容词或一个副词,比
如,‘如此爷或‘非常爷,强调另一个词汇的意思冶。 在

词频上有明显对照的两个词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像
“很冶与“都冶。 在新华字典里,单词“很冶意味着 “有
很高的水平冶,通常用来修饰形容词以强调语气,像
“很多冶、“很简单冶、“很气愤冶等。 单词“都冶有三个

常用的意思:完全地、非常地、已经。 这三个意思都

强调某人的语气。 在当前研究中,女性博主比男性

博主更多地使用强调词。 Lakoff 指出:女性使用更多

的强调词汇(尤其像“如此冶与“非常冶)来强调她们

想要获得共识或缓和关系。[2] 同样,在博客中,女性

会用更多的强调词来加强她们的观点。 结果与女性

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风格一致。
最后,对比男女博客共用的代词词频,表明女性

偏好使用代词,像第一人称代词 “我冶、“我们冶,第
三人称代词“他冶、“他们冶, 代词“什么冶;男性更倾

向于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冶。 这类在汉语中指对

方时,属于非礼貌词汇。 但在此例中,女性也使用

“你冶的现象值得注意。
根据 Heylighen 与 Dewaele 的研究, 性别被证明

是语境中最重要的变化指标之一;“女性使用明显更

语境化的交流风格冶 [3]。 在他们的观察中,I 指示语

用来测试语境程度。 他们发现女性比男性使用更多

代词。 除此之外,Argomon 与 Koppel 研究了代词的

使用并定义了女性与男性偏好特征。[4]321男性偏好特

征为:定冠词(这个与一个);指示数词(一,二,第一,
第二等); 所有格代名词(它的);其他量词。 女性偏

好特征为所有的人称代词:第一人称单数(“我冶、“我
的冶、“我的东西冶);第三人称单数(“她冶与“他冶的形

式)与复数(“他们冶、“他们的冶)。 Argomon、 Koppel
与 Shimoni 把男性偏好特色描述为“信息的冶(特指物

体与概念),把女性偏好特色描述为“相互作用的冶
(指人)。[4]346大体上,目前的研究与之前在代词使用

上的 性 别 差 异 研 究 结 论 一 致。 更 重 要 的 是,
Heylighen 与 Dewaele 通过对现实中口语的分析得出

结论。 Argomon、 Koppel 与 Shimoni 的性别分析来源

于对正式书面语的研究,这再一次表明了博主们文章

中对代词的使用十分类似于现实中的交流。

以上研究可从两方面概括,即观点与风格上的

差异。 男性总是使用与社会相关的词汇,比如“社
会信息冶、“社会财富冶、“社会管理冶、“社会公平冶、
“社会责任冶、“社会道德冶;而女性喜欢使用“人冶与
“家庭冶这样的词汇来强调关系。 从交流风格方面

说,女性使用更多的强调词加强话语语气,更多的人

称代词谈论涉及的人。 男女博客语言的差异与现实

环境中的差异相似。 然而,能证明如此性别语言特

色的资料并不明显,所以对原文本的仔细研究十分

必要。
2. 男性 /女性特定词汇

除了共有词汇,还有词频至少在 0郾 10% 的男女

特定词汇。 男性特定词汇有:“责任冶、“官冶、“赔

偿冶、“高铁冶、“社会冶、“说冶、“信冶、“赔冶、“保冶;女
性特定词汇有: “血冶、“孩子冶、“生命冶、“家属冶、
“亲冶、“愤冶、“痛冶、“急冶、“善冶。

在男性特定词汇中,与社会相关词汇再次出现,
像 “社会冶、“官冶、“责任冶、“高铁冶、“赔冶。 词汇的

语义表明男性从社会问题、官员、铁道官员责任、解
决办法与赔偿方面探讨问题。 男性从宏观角度考虑

问题并考虑中国的社会背景。 以下是男性博客的

讨论。
“近日,7·23动车事故应该是舆论的热点、媒体

的焦点甚至成了全社会的沸点……我觉着无非两

点,一个是社会不够公平,另一个是普遍道德沦丧

……也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改进政府服务水平、增
加透明度的强大动力。冶淤

“之所以称之为7·23惨案,是因为造成这一惨

剧的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这次 40 名无辜乘客的惨

死将向人民揭示这些个国有垄断企业中所存在的严

重问题……因此技术缺陷、玩忽职守、贪污腐败等问

题在这些个国有垄断企业中层出不穷,他们这些人

就是国家的蛀虫。冶于

上例可见,男性博主都从宏观角度探讨问题并

通过理性分析社会提出解决办法。
相反,女性博客的特定词汇有 “孩子冶、 “生

命冶、“家属冶、“血冶、“ 愤冶与“痛冶。 这些词汇表达

理解与情感,强调人类关系等。 这表明女性话语偏

好分享个人感受与经验以示支持,表达同情与情感,
看重家庭与孩子,这再一次不同于强调社会问题的

男性话语。
“看看这样惨烈的一幕幕画面,真的让人揪心,我

看到其中有一位失踪的准妈妈,和我一样,已经怀孕

七个月了,……这样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心的为这位

妈妈及所有受伤和失踪的人员祈祷,祈祷他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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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冶 盂

“不知道当这些家庭面临灭顶之灾时,不知道

当一些老人听到儿子甚至儿子全家遇的噩耗晕厥

时,不知道当幼小的孩子在得知父母双双惨遭不幸、
永远离开自己昏迷时,不知当满怀期待的少妇在听

到丈夫已经不在人间不省人事时,那些铁道部高官

要员又是作何感想? 是否内心深处会萌发些许不

安、愧疚、自责、自省? 即使会,难道非得用鲜血去唤

醒吗?冶榆

综上,男性 /女性特定词汇进一步证明了男性话

语更多以社会为中心,而女性话语以关系为导向。
三、结语

总体来说,男性与女性话语在观点与风格上存

在差异。 男性倾向于从社会视角看待问题,提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而女性不太关注事件的社会背景,通
常以自身经历来表示对他人的理解与同情。 女性更

多地使用强调词加强语气,使用更多的人称代词暗

示人际关系,几乎不说粗话。 这些差异在现实的交

流中也可发现。 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技术,博客给

人们的印象是无性别、无年龄、无种族的,但细究起

来便会发现博客语言类似于现实语言交流,是现实

交流的一种延伸。 博客仅在理论上是一个自由的区

域,博主仍受到特定文化中所形成的语言习惯的制

约。 因此,并不存在乐观网络女性主义者所提的网

络乌托邦。
注释:
淤 参见 http: / / blog. renren. com / blog / 165981737 / 743985984#

comments。
于 参见 http: / / user. qzone. qq. com/ 442827488 / blog / 1313569782?

ptlang=2052。
盂 参见 http: / / bbs. cntv. cn / thread鄄14807877鄄1鄄1. html。
榆 参见 http: / / blog. zzedu. net. cn / user1 / linger1979 / archives /

2011 / 35415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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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Discours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Study

JIANG Runjie, LUAN Shuwen,XU Wanzhi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Internet is a household word in modern society, among which blogs are the most attractive new things. After the appearance
of Internet, feminists have been hoping to shape a real equal cultur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on such a tolerant platform. They can be
called " cyberfeminism" . Cyber feminism can be categorized as liberal, avant鄄garde (hard) cyberfeminism and conventional (soft) cy鄄
berfeminism, of which the former can be defined as the optimists of cyberfeminism and the latter, pessimists. For the former, the
optimistic expectation mainly derives from the change of conventional gender concepts in virtual space. Therefore, they maintain that
Internet as a new technology can empower women all possibilities to escape from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latter
maintains that the Internet are never " new" technology, as a kind of culturally gendered technology, which can not facilitate the eman鄄
cipation of women. The conventional gendered stereotypes and gendered rules are still existing. Therefore, the Internet is far from being
a net utopianism in gender study. Being interested in the blogs and linguistic gender studies, the author carried out a research into
gender鄄language relationship in the Chinese weblog context. The study reveals that although weblog is a theoretically free area, bloggers
are still restricted by their language habits formed in the specific culture in which they grow up. Therefore, it can be said that there is
no net utopianism from optimistic feminists.
Key words: cyberfeminism; Utopia; weblog; gender and language; discours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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