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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受损者的行动策略
———地域歧视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

杜建强

( 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在对网友个人发言和跟帖等虚拟资料、现实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归类、编码的基础上，可

归纳出河南人受地域歧视困扰时所采取的六种维护自尊的补救性行动策略。( 1) “叛徒”: 掩饰自

己的群体身份; ( 2) “爱国主义者”: 时刻注意维护群体形象，并把公开自己的群体身份、反击外界歧

视看成维护群体声誉的一种英雄举动; ( 3) “自我表扬者”: 用群体的优点来掩盖外界污蔑的“缺

点”; ( 4) “自我反省者”: 直面歧视，自我反省，以求改进; ( 5) “内讧者”: 将群体受歧视的原因推到

群体内部更加弱势的一些亚群体身上; ( 6) “国际主义者”: 通过强调歧视者与被歧视者所共同具有

的东西来拉近二者的距离，以弱化社会歧视。显然，“自我反省者”和“国际主义者”策略更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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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人是一种群居动物，依据进化论的观点，依附与

归属感是人类得以进化成功的基本潜质之一。［1］人

最原始的归属对象是母亲，最原初的归属群体是家

庭。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成员会通过各种途径逐

步归属于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自觉地将自己

看成是该群体中的一个成员，认同该群体的群体意

识和规范，从而使自己具有多重社会身份。根据社

会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

弗尔的观点，人们根据自己或他人在某些社会群体

中的成员资格来建构自己或他人的社会身份，这样

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自己与他人进行社会性的区

分，通过抬高自己所属群体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

来满足个体自尊之需求。［2］但是，这种通过群体成

员身份来满足个体自尊的方式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奏

效的，尤其对于那些遭受社会歧视和偏见困扰的群

体成员来说更是如此。加拿大社会学家欧文·戈夫

曼认为，对于那些来自不受欢迎的社会群体的人来

说，他们所拥有的群体身份不仅不能给他们带来自

尊，反而使他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遭受污名化对待，

即戈夫曼所描述的: “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面

前时，马上就有迹象表明他具有一种属性，这种属性

使他可能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成为一种不大值

得羡慕的人———总而言之，一种坏透了的、或一种非

常危险的人，或一种非常懦弱的人。”［3］因此，对于

那些遭受社会歧视的群体中的成员来说，他们所拥

有的社会群体身份是一个“受损的身份”( spoiled
identity) ［4］，这些群体成员正是由于所拥有的社会

群体身份才使其在他人眼中失去社会信誉，从而遭

到社会的隔离与排斥。社会歧视有多种形式，如性

别歧视、种族歧视、地域歧视、民族歧视、宗教歧视、
文化歧视等，地域歧视是社会歧视的重要表现之一，

它实质上是指由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

待”。目前学界从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
法学等多个角度探讨了歧视产生的原因、表现、危害

及解决途径等诸多问题。但很少有人从受歧视者的

角度去观察、分析他们的日常行动。本研究从被歧

视者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感受入手，探析其适应环境

的各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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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在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社会情景中，1 亿河南

人由于拥有了一个受损的社会群体身份，因而在社

会生活中遭受诸多不公正待遇，个人的自我实现和

自我尊严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那么，在这种不友

好的社会环境中，这些群体身份遭到贬损的河南人

是如何应对的? 他们是通过何种策略来获得自尊和

自我实现等基本心理满足的?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

笔者以当前遭受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河南人作为研

究的对象，用于分析的经验资料主要取自天涯社区

中天涯城市栏目下的中原灿烂讨论区，这个讨论板

块里面的网友大多是分散在各地的河南人，其中有

大量的关于他们对地域歧视问题的个人发言和群体

跟帖。在这些发言和跟帖中，有很多是网友们自己

在地域歧视的社会环境中的经历和如何行动的看

法。本研究搜集到的发言帖子一共有 1 613 个，从

显示的发帖时间来看主要集中在 2009 年 3 月至

2010 年 11 月。
虚拟社区中的人际交往由于交往各方身体的不

在场，与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交往相比，人们受到的约

束要少得多，一些在现实世界中感到有压力或顾虑

而不愿启齿的话在虚拟社区中可以酣畅淋漓地吐

出。因此，与现实世界中通过面对面的访谈获取被

研究对象经验资料的方法相比，通过网络搜集研究

资料具有信息量大、成本低廉、对被研究对象干扰小

等优势。正因为如此，这种搜集资料的方法已被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重视和采用。但是，虚拟与现实

毕竟是有差别的，虚拟不能完全代替现实，因此笔者

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深度访谈和召开座谈会的方式搜

集了不少现实世界中的个人资料，以获两者相得益

彰之效。

三、各种类型的行动策略

在对虚拟经验资料和现实访谈资料进行分析、
归类、编码的基础上，笔者总结出河南人在群体身份

受损的情景下进行自尊补救性行动的六种策略。
1．“叛徒”
在面临群体身份被外界贬损的社会情景时，有

一部分河南人为了维护个体的尊严采取了掩饰自己

群体身份的策略。从网友的帖子中可以看出，这类

河南人掩饰自己河南人身份的策略主要有两种: 一

是在与陌生人交往时谎称自己不是河南人，说自己

是临近省份的人。如一个帖子说: 有好多做旅游的

河南老乡为了多做业务成年累月冒充山东人，也亲

眼见过当他们说过自己是河南人后客人拂袖而去。
要成功掩饰自己的河南人群体身份，要做的第二点

就是不说河南方言，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努力使

自己的普通话说得非常标准，尽量不带一点河南方

言的痕迹。
根据社会交换论的观点，所有的人类行为都是

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之上的，人们的行为总是趋

向于利益的最大化，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一种

交换酬赏或惩罚的过程，当然这里的酬赏不仅指物

质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精神方面的东西，比如中国

人所说的“面子”等。当一个具有尊贵身份的人与

一个平民握手，这个平民往往受宠若惊、感激涕零，

因为他得了一个很大的“面子”，由此可以看出社会

群体身份在社会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反过来，一个

不受欢迎的社会群体身份对于社会成员情感、利益

等各方面的消极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从这一

角度理解“叛徒”这种行动策略，我们认为这也是身

份受损者一个理性的行为方式。实际上，这种行为

策略在务实、理性的商界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河南商

家很少在其产品包装和宣传广告的醒目位置突出其

产品的产地。
2．“爱国主义者”
与“叛徒”相对的是“爱国主义者”，这类人鄙视

那种掩饰自己群体身份的行为，认为“那些在外地

不敢称自己是河南人的河南人是可耻的”。与“叛

徒”刻意掩饰自己受损的群体身份相反，“爱国主义

者”则将公开自己的群体身份看成是维护自己群体

声誉、抵抗外界歧视的一种英雄举动，似乎唯有如此

才能表明自己爱河南、忠于河南。“爱国主义者”把

自己想象成为维护河南人群体声誉的忠诚卫士，通

过这种想象中的角色及其扮演，突出自己在这个社

会中的存在价值，从而获得另一种类型的自我实现

和自我尊严。与“叛徒”的沉默和软弱不同，“爱国

主义者”在面对歧视时表现出一副据理力争的强者

架势，他们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维护集体声誉的

使命感。外界的污蔑不但没有使这些人对自己的群

体产生偏见，反而成为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以改变

群体落后面貌的强大精神动力。
“爱国主义者”维护河南人形象不仅在思想和

言语上有所表现，在行动上也有很鲜明的表现。面

对歧视，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予以直接回击。在他们

眼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被赋予了维护自己所属群

体之形象的光荣使命。因此，他们的日常行动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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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河南人形象的“符号性”行动，在这些河南人的

头脑中有一个想象的“他者”，这个“他者”就是河南

人行动、处事的观众。这个“他者”像幽灵一样，时

时刻刻在提醒“爱国主义者”要注意维护自己群体

的形象。在这种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声誉的过程

中，这类河南人的自我实现得到了满足，因为他们往

往觉得自己的行为很重要、很伟大，如一个网友拿自

己与吉鸿昌类比。
3．“自我表扬者”
与“爱国主义者”将抵制歧视的矛头指向群体

之外不同，“自我表扬者”则将目光转向群体内部，

搜肠刮肚寻找群体在某些方面的闪光点，试图用优

点来压倒那些被外界污蔑的“缺陷”，从而恢复自己

所属群体的形象和尊严。因此，“自我表扬者”往往

表现出明显的内群体偏好，如一个网友的帖子所言:

你们想想咱们的好处啊，我举两个例子:

1． 河南是中国粮食出口大省，没有河南很多人

连吃的也没有呢!

2． 河南的建筑是中国出名的，林州在北京建了

多少座桥，深圳建了多少房，都是很厉害的啊! 周口

在北京的事迹都上焦点访谈了。
由于河南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省

份，因此对于那些“自我表扬者”来说，从历史中寻

找河南的辉煌和优点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类河南人

通过有选择性的记忆和失忆两个策略来建构自己满

意的群体身份认同。如一个网友列举了河南人的群

体优点:

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精神出自哪里? 艰苦创

业、自力更生的红旗渠出自倔强的 30 万的林州人

民，锲而不舍的愚公移山精神出自济源的王屋和太

行之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焦裕禄精神出自兰

考县，骂我们河南人的哥们，你们那里有什么值得你

们骄傲的东西呢?

社会身份理论认为，当群体间关系比较稳定的

时候，处于弱势群体的成员往往采用社会创造的策

略来获得自尊，即通过改变群体间比较的维度来改

变群体间不平等的地位关系。［5］实际上，“自我表扬

者”就是这种社会创造策略的实践者。地域歧视作

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要在短期内彻底消除它是不现实的。因此，这

些“自我表扬者”就退而求其次，通过改变群体间比

较的维度，用群体的优点把那些客观存在的或者是

被污蔑的“缺点”掩盖起来，以此达到自己内心的

平衡。

4．“自我反省者”
在面对外界的歧视性言论时，“自我表扬者”和

“爱国主义者”往往是不去理睬，表现出一棍子打死

的态度，认为这肯定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是歧视和污

蔑。而“自我反省者”认为社会上的歧视性言论并

不一定都是子虚乌有，即使没有一点事实根据，也应

该以此为契机进行集体性的自我反省，改掉自身缺

点，用自己的表现去消除社会的歧视。如一个网友

所言:

我是河南人，河南人有自己的优点，可是也有自

己的缺点，致命的缺点造成我们的弱势局面，改变这

种局面不是靠我们鼓吹我们的优点，而是检讨我们

的过失。
“自我反省者”中不乏勇敢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者，他们直面现实，剖析群体自我，列出了很多他们

认为的群体缺点，并号召群体内成员共同进行深刻

的集体自省与反思。如:

河南人包括我在内，都不是坏人，可是我们都有

许多特有的毛病，并非外省人没有，而是河南人最突

出: 1． 不讲卫生。2． 喜欢互相嘲笑。3． 重男轻女。
……同意我观点的都来说出河南人的缺点，改变那

些我们身上与周围不协调的毛病，让那些恶言恶语

无从下口。
与“自我表扬者”相比，“自我反省者”则显示出

一个改革家的务实、自信与勇敢。“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对于群体来说也是如此，每个群体都有自身

的优点，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点。“自

我表扬者”对自己群体的缺点只字不提，反而利用

某些优点来掩盖其缺点，这实际上反映出其内心深

处还是有一种自卑心理的存在。而“自我反省者”
能够大胆地细数自己群体的缺点，认真反省和检讨，

说明这类河南人的内心深处是真正的不卑不亢。
5．“内讧者”
还有一种情况，群体身份的受损并没有促进群

体内部的整合，而是出现了“内讧者”，这类人将群

体身份受损的原因归于群体内部的某些亚群体，尤

其是群体内部一些地位更低的亚群体。面对地域歧

视，有的河南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团结意识，但也有一

些河南人把自己群体受歧视的原因归于群体内部的

某一部分人，如农民工或豫东人等。比较突出的是

一些信阳籍的网友在竭力弱化自己的河南人身份，

通过各种比较策略的运用来证明“信阳人≠河南

人”这个观点。
不可否认，河南人这个庞大群体中的每一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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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都是地域歧视的受害者，即地域歧视跨越了阶层

的界限，不管你是社会上层的河南人还是社会底层

的河南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污名化和歧视性对待。
但是，在共同遭受外界威胁时，一些体面的社会上层

成员如城市中的白领阶层或者政府官员，往往把受

歧视的原因归于社会底层成员。如一个网友所言:

河南人受歧视的原因就是河南人从事简单劳动

的人比较多，比如那些大量的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
在这种较低社会层面劳作，自身素质不可能很高，所

以得不到社会尊重，这是客观事实。
“内讧者”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朱学勤先生所说

的，历史上由于豫东自然条件恶劣，一旦发生灾荒，

豫东灾民顺陇海线向西流动，先经过豫西，后到达西

安，由此造成河南人内部又存在更细一层的地域歧

视，即豫西人看不起豫东人。［6］这些“内讧者”在自

己的群体身份受损时，为了获得自尊，便将群体受歧

视的原因推到群体内部更加弱势的一些亚群体身

上，通过各种比较策略使自己与这些亚群体划清界

限，从而使自己在群体内部的这些亚群体面前显得

尊贵和高雅。
6．“国际主义者”
与“内讧者”从群体身份抽身退缩到更微观的

群体身份认同上不同，“国际主义者”则通过各种叙

事和言说策略试图超越以地域为基础的群体身份认

同，在国家、民族这个更宏观的分类维度上将河南人

与外省人包含在一个群体之内，通过强调中国人在

更大的国际舞台上的受歧视地位，突出整个群体所

面临的外界环境的威胁来促使内部团结，减少内部

歧视。如一个被访者所言:

河南在中国的地位就像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说

河南人是垃圾人种就如在国际上有人说中国人是垃

圾人种，道理是一样的。
歧视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成员“好”与“坏”的

社会区分，通过对群体中某些社会成员声誉的贬损

和嘲讽，从而使自己与被歧视者划清界限。所以，要

缓解社会歧视，一个比较有效的策略便是通过强调

歧视者与被歧视者所共同具有的东西来拉近二者之

间的社会距离，从而弱化社会歧视。因此，“国际主

义者”要想成功地达到目的，就必须寻找中国人这

个群体所共有的某些文化特质，以此来模糊受歧视

群体与整个社会的界限。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通过考察原始人的分类实

践认为，人类将周围事物分门别类的能力并不是一

种天赋的心智品质，而是起源于社会，人们把自己对

社会的理解运用到对周围事物的分类实践中。［7］因

此，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个体对社会的不同理解都

会导致人们对周围成员进行不同的分类。“国际主

义者”站在世界的高度来理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其视野是开阔的，其心胸是宽广的，根据历史经验，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时候大多数成员看到了国家之外

的威胁，“国际主义者”往往会增多。

四、讨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自己所属群体的声誉

遭到外界贬损时，作为社会身份受损者的河南人在

行为上并不一致。6 种行动策略之间存在着明显的

矛盾和对立，如“自我表扬者”与“自我反省者”的对

立，“叛徒”与“爱国主义者”的对立，“内讧者”与

“爱国主义者”的对立。显然，这些不同的行动策略

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后果。相对而言，“自我反

省者”勇于改进，“国际主义者”通过强调歧视者与

被歧视者所共同具有的东西来拉近二者的社会距

离，从而弱化社会歧视的做法较为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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