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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同妻这一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无法进行群体间社会

互动的特殊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交流平台和场域，因而虚拟互动对于同妻群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网络同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中虚拟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结构性访谈对同妻群体的虚

拟互动过程进行描述分析，认为同妻群体因情感亲和与寻求社会支持等原因进入虚拟互动场域之中，通过同妻与

客户端、同妻与同妻志愿者、同妻与其他同妻等不同类型的交谈互动，不断质疑“我是谁”，倾诉自己的痛苦感受，不

断反思自身，重建自我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虚拟互动实践促

进了同妻群体对其自身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为从虚拟社会工作的层面合理地疏导同妻问题，提升同妻生活质量提

供了有益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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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
通过互联网络这一新型交往工具实现着社会交流和

互动。
［１］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我们从

经验层面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提供了

一种新的场景。
［２］
“网络行为及其研究，正在引起学

术界对人类生存方式的高位反思”。
［３］
早在 １９９９

年，Ｍａｒｃ和 Ｋｏｌｌｏｃｋ就在《网络社区》一文中，对于虚
拟社会互动与虚拟组织的存在模式进行了描述和分

析；
［４］２０００年，Ｍａｎｎ和 Ｓｔｅｗａｒｔ的《网络沟通与定性

研究》，运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于网络互动进行了

研究；
［５］２００３年，白淑英和何明升考察了 ＢＢＳ互动

的结构和过程；２００５年，刘华芹以天涯社区为田野
对象，对于基于文本的虚拟社会实践进行了详细考

察；
［６］
同时还有一些学者考察了虚拟互动对于个体

或群体认同感的形塑，如 ＳｉｄｅｎｙＣ．Ｈ．Ｃｈｅｕｎｇ在
《Ｂｅｉｎｇ“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ｒｅ”》中对于日本用户社
区的关注；Ｅｒｕｂｅｒｔｏ和 Ｌｏｚａｄａ对于客家文化社区的
考察；黄少华以“中穆社区”为例，对虚拟社会的族

群认同实践进行的探索性分析，
［７］
及崔慧仙对于

“科学网”学者们社会互动和生活事件的考察等。
［８］

这一系列研究丰富了虚拟互动的理论和实践，但这

些研究忽视了部分在现实生活中鲜有机会进行正常

的社会互动、只能通过网络互动获得认同进而影响

生活决策的特殊群体。为此，本文以“同妻”群体的

网络互动为例，通过对于８７位同妻的访谈获得一手
资料，探讨该群体网络互动的动态过程及其社会认

同的建立。

一、同妻群体

同妻，狭义上特指与男同性恋进入合法的婚姻

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
獉獉

，是同性恋者进入同直婚

姻①的直接产物。
［９］
广义上，同妻被理解为男同性恋

的妻子、配偶或女性伴侣。广义的同妻概念中的

“同妻”既包括同性恋的合法婚姻中的异性恋妻子，

也包括以形婚形式②进入婚姻的女同性恋者，
［１０］
在

部分学者的研究中，甚至囊括了男同性恋的异性恋

女友。

在我国，由于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限制，同性

恋群体仍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作为同性恋文化的伴

生群体，同妻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自己处境相同的

群体成员的可能性极低。前期探索性研究试访谈的

８７位③同妻全部表示：在进行网络虚拟互动之前，由

于对于自身同妻身份的质疑或保护，没有在现实生

活中与其他同妻交流和交往的经验。这就说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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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互动成为了同妻群体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互动途

径，其意义和价值可见一斑。

对于同妻群体而言，网络不仅仅是信息交流媒

介，同时也是社会互动媒介，当前同妻群体网络互动

主要发生在三大网络空间：官方网站，如同妻家园；

志愿者微博、同妻联合会；同妻 ＱＱ群。其中又以同
妻 ＱＱ群的互动最为活跃。８７位试访谈的同妻中，
５４％的同妻浏览或参与过官方网站的互动，３４％的
同妻访问过志愿者微博，１００％的同妻加入或曾加入
过同妻 ＱＱ群。其中仅加入 １个 ＱＱ群的同妻占
５７％（５０人），加入２—３个 ＱＱ群的同妻为３０％（２６
人），加入 ３个以上 ＱＱ群的同妻为 １３％（１１人）。
其中互动频率不活跃（未曾发言或一个月内没有发

言）的有 ２人，比较活跃 ３０人，活跃 ３７人，很活跃
１９人。

二、同妻群体进入虚拟互动的动机

“在网络交往所形成的网络社群中，明显地受

到经济旨趣的影响，其中可能包括大量以信息作为

商品的交易，然而网络最终所能带来的社会变化并

不只是建立一个信息市场，而在于形成长久的个体

关系和群体关系。”
［１１］
通过对于同妻群体参与各种

虚拟社区的实证分析，可将同妻参与虚拟互动的动

机归纳为情感亲和与获取社会支持两项。

情感亲和是指个体害怕孤独，希望和别人在一

起建立协作、友好联系的一种内心欲求。
［１２］
一般而

言，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情感性交往，形成多

种亚文化群体，但由于现实生活中性别文化、同性恋

亚文化、性文化等种种限制，同妻非政府组织的缺

乏，同妻亚文化的“沉默”使得同妻很难在现实中获

得这种情感性交往。虚拟社区平台为虚拟社区成员

提供了在网际空间自我叙述的机会。
［１３］
网络的匿名

性、网络互动行为的自主选择性和开放性为在现实

中“失声”的同妻群体提供了一个虚拟性与真实性

并存的情感场域。借助网络，同妻们可以相互倾诉

彼此的情感和经历，共享价值和意义，并由此建立同

妻群体的社会认同：

当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有那么多人和我一样的

时候，我真的哭了。我突然觉得不那么孤独了，我终于

可以找到人说说我心中的疑惑和痛苦了。（１Ａａ０８）

我刚刚进群的时候什么也不懂，被一顿臭骂。如果

是别的群，你也许早就退了，谁会自己找骂？你永远不

会了解那种感触的，当你痛苦地不知如何抉择，不知如

何是好的时候，有个人骂你，都会让你感觉很开心。

（１Ａｂ１２）

如果不是群里的姐妹们，我想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自

己是同妻，我想我依旧每天都是检讨自己哪里做的不

好，为什么 Ｘ就是不爱我，不愿意碰我，当所有的蛛丝

马迹在大家七嘴八舌地下了定论之后，我再去看我的生

活，原来一切就是一个笑话而已。（０Ａｂ１７）

现代社会日常交往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

地构建广泛的社会支持网络，进而获得伙伴关系、信

息以及意义归属等社会化资源。部分同妻加入虚拟

互动的目的是明确地获取社会支持。由于网络本身

的匿名性及开放性，使得同妻群体社会网络的建构

更为安全和便捷，其成本较现实社会生活中社会支

持网络的建构更低。虚拟社区中的网际互动和社群

建立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跨越时空制约的社会支

持网络。

我进入 ＱＱ群的目的就一个，我就想知道我是不是

同妻，我就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办的。别人哪里做的好

了，走了哪些弯路，好的我能不能用到，弯路我能不能避

免。既然大家都要撕破脸皮了，我就必须知己知彼，运

用一切资源打败那个畜生。（１Ａｂ３４）

加了这个群之后的一整个周末，我哪里也没去，就

在家里不停地和 ＱＱ群里的其他人说话，我不断地抛出

我的种种质疑，她们不断地帮我分析，教我各种鉴别他

到底是不是 ＧＡＹ的方法，告诉我如何搜集证据。

（１Ａｂ０３）

正是在亲和动机与成就动机为主的互动动机的

影响之下，同妻选择进入互动网络，进行虚拟互动。

三、同妻群体的虚拟互动类型

网络互动以互动性为基础，关注互动参与者之

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行为本身，互动过程中相互作

用和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同步

性。这种互动性具有三维结构
［１４］
：互动参与者与媒

介，互动参与者与信息，两个或多个互动参与者。在

此基础上，结合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可以将同妻

群体在线互动划分为以下三类互动关系：

１．同妻—客户端互动
同妻—客户端互动是指同妻在网络互动过程中

对于各种网络客户端（如 ＱＱ、微博、ＢＢＳ等）的功能
和内容进行操作并得到回应的过程，这是能够进行

网络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网络互动技术与感知

层面的问题。

在同妻与客户端的互动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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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用性”的问题，即同妻可以通过注册和登陆进

入到客户端，通过了解和学习，尝试使用这个客户端

的各项功能，这就要求客户端能够提供方便而丰富

的各项服务。

最先上网搜索“同性恋妻子”时，出现的是各种网

站和新闻，但是这些网站注册都需要各种验证，特别是

有的网站是需要资格审查的，等他审核完了通知我可以

注册的时候，我都忘了我要注册的是哪个了。（０Ａｂ４４）

没太关注同妻相关的微博什么的，还得用邮箱注

册，但是会偶尔浏览一下网站和新闻。还是 ＱＱ方便，

随时可以上，而且微博上有的新闻，基本在群里都会有

人发一下的。（１Ａｂ１２）

很多同妻都喜欢在 ＱＱ群里交流，觉得更具有隐秘

性，因为微博上，空间上毕竟还有很多同事和同学，不太

适合聊“同妻”的话题。（１Ａｂ５１）

同时，在“可用性”的基础上，同妻与客户端的

互动还要求具有“有用性”，即在互动过程中，同妻

可以获得自己所需的信息，像如何确定自己是不是

同妻，同直婚姻是否有法律保障等。“有用性”是互

动参与者继续参与网络互动的关键性要素，如果不

能提供有用的信息，互动和交流不可能有效地达成。

同妻网站，在我最彷徨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开始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同妻，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和朋

友或亲人说。我在网上看到了这个网站，注册之后，用

了一夜的时间，浏览了所有的帖子，我第一次知道我并

不是一个人，有那么多和我一样经历的人。（１Ａａ４７）

我更喜欢在同妻家园或者粉红空间和大家交流，能

获得很多的法律和心理层面的信息。（０Ａｂ６５）

２．同妻—志愿者互动
同妻—志愿者互动是指同妻在网络互动过程中

与志愿者之间的沟通、交流、获取相关信息和有效帮

助的过程。志愿者在同妻群体的网络互动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全部的同妻网站、同妻微博和

同妻 ＱＱ群的创办者都是志愿者。这些志愿者中有
一部分人有同妻或同女友的经历，其余大多数是基

于对同妻生活境遇的同情或关注，利用即时聊天工

具或留言板、邮件等方式提供志愿服务。在同妻与

志愿者互动的过程中，志愿者的态度、能力、知识甚

至是聊天技巧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互动进行的

可能性和有效性。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同妻群体不

断对志愿者和网络互动本身产生信任感，进而影响

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决策。

我一直很感激 ｊａｎｅ，她是我第一个加的 ＱＱ群的群

主，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她劝导我，告诉了我很多关于同

志的知识，鼓励我和家人说这一切，鼓励我离婚。如果

不是遇见她，我一定不会如此快地从这段婚姻中走出

来。（０Ａｂ１７）

非亲非故，但是她们花费自己的时间为我们答疑解

惑，给与我们真诚的帮助。（１Ａａ７２）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很极端的志愿者，她很仇视 ｇａｙ，

虽然她说她没有同 ｇａｙ交往过，她的很多言论特别的极

端，其实我觉得这样不好。我恨我丈夫，但是我相信不

是所有同性恋都会像我丈夫一样，用一个女人的青春和

幸福为自己的错误买单的。（１Ａｂ５１）

３．同妻—同妻互动
同妻—同妻互动是指同妻在网络互动过程中与

其他同妻之间相互倾诉、交流、帮助的过程。因为有

着相似的生活境遇，同妻与同妻之间更容易理解彼

此的生活经历和情感纠葛，已离婚或再婚的同妻可

以为刚得知自身同妻身份或准备离婚的同妻提供法

律上、心理上及情感上的各种指导。通过分享彼此

的“故事”，自我认同感与群体认同感不断建立。

刚进群的时候，我不敢说话，但是好几个姐妹向我

说了她们自己的情况，鼓励我说我的状况，大家一起讨

论解决的办法。（１Ａｂ７３）

虽然已经成功和 ｇａｙ离婚，并且我也已经再婚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脱离开 ＱＱ群，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她

们帮助了我，我也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和我有同

样困惑的人。（１Ａｂ８３）

我要考虑房子、面子、孩子，亲戚朋友每一个人都告

诉我现实一些，她们根本不理解我的难处和痛苦，只有

在 ＱＱ群里，我才能说出我最真实的感受，也只有她们

才能真正的理解我。（０Ａｂ８７）

从上述的三种网络互动模式中，同妻—客户端

互动是网络互动的技术性基础和前提，是互动主体

与互动客体的互动关系。同妻—志愿者互动、同

妻—同妻互动，是互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各类的互动关系交互作用不断地建构和形塑出想象

的社会互动场域。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生活场域中，

同妻通过与客户端、志愿者及其他同妻的网络互动，

不断形成和发展认同感和信任感，不断地赋予“自

我”、“生活”和“社会现实”以新的含义，不断地将

“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时间和

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
［１５］
，并最终形成了关

于自身与同妻群体的社会认同。

四、作为互动过程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认同是有关某个集体

的共同认同，强调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及群体成

员相信他们之间存在着具有某种（些）相似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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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与其他群体间存在差异。社会认同在内在方面

指群体成员在主观上所具备的群体归属感；在外在

方面表现为社会分类，即社会对于某一社会成员的

群体归类和划分。在这个意义上，同妻群体在虚拟

世界中的社会认同可被理解为，在网络互动当中，同

妻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反思性的理解，在与计算机、志

愿者和其他同妻的互动过程中不断追寻“我是谁”，

不断通过发现“我们”与“其他人”的差异而明确自

身独特性的过程，
［１６］
是一种在与他人对话关系的语

境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社会建构；它既是对于个体

的群体身份的知觉，也是个体所在群体中共享的价

值和情感意义。

作为互动过程的社会认同，是指历时态的还原

社会认同的产生、维系和发展。在同妻群体虚拟互

动过程中，同妻的社会认同通过类化（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和比较（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三种
基本历程组成，

［１７］
具体可被描述为“确定自己是不

是同妻”的内容的交流及对于“害群之马”的排斥和

驱逐。

１．我是谁
不排除有少数同妻是在现实中确定了同妻身份

才加入网络互动中的，但对于网络互动中的大多数

同妻而言，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我是不是同

妻？”“我是同妻，我很痛苦。”“我该怎么办？”“我们

理解你的感受。”在这四方面动态互动过程中同妻

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不断建立。这是一个典型的

关于身份认同的理想模型：身份感知（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身份迷惑（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身份预设（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和身份固定（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１８］

（１）我是不是同妻
这是大多数同妻在进入 ＱＱ群时最主要的疑问，

也是初步互动的最主要内容。一般而言，在同妻群体

中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群体规范，即刚刚进入 ＱＱ群
的新人需要首先介绍自身情况，包括年龄、所在地、是

否有子女、有哪些疑点、是否有证据。针对新人提出

的种种关于自身身份的感知和迷惑（疑问和证据），群

内的同妻或志愿者会展开讨论和解答。④

下述的 ＱＱ群聊天记录，是在同妻 ＱＱ群中，非
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对话。ＨＺＸ作为一个新人提
出了自己的丈夫可能是同性恋的疑问，ＱＤ、ＴＴ、
ＣＹＮＮ、ＥＬＹＥ等人对于她的种种疑问给予了解答。
在这个自我叙述与虚拟社会互动交互发生的过程

中，不断回答 ＨＺＸ的疑问，并为她提供信息支持，建

议她通过查看 ＱＱ聊天记录来确定自己丈夫的性
向。大部分的群体成员进入互动网络之后，都会率

先抛出现实生活中自己的种种疑问，在疑问被解答

的过程中，不断确认自己是否属于同妻群体。若是，

会继续进行其他的互动；若不是，会主动退出网络互

动或被踢出互动网络，互动终止，这是一个自我验证

的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生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同妻个体将自己编入同妻群体中，通过直觉过程的

“类化”机制，促进“心理群体”的行程。

表１　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内容记录

ＨＺＸ我２７，长春，无子女，我丈夫好像是同志？好纠结啊

发现了吗？“好像”就感觉不确定了？ ＱＤ
ＨＺＸ说来听听． ＴＴ

就觉得他和他朋友，很那个．．．．．．
暖昧？ ＱＤ

和你关系怎么样？ ＴＴ
对呀，你们关系怎么样？ ＱＤ

ＨＺＸ
他不是很在意我的感觉，也不太碰我，

一个月多说１次吧。
即使不是同，这样的爱情也不能要的，你会很累的 ＣＹＮＮ

他都不在乎你 ＱＤ
就是 ＣＹＮＮ

ＨＺＸ
我记得那次我居然看见他和他朋友牵着手，

抱在一起，我当时只是愣了一下以为没什么。

晕。都看到俩男抱一起，你觉得没问题吗？ ＣＹＮＮ

ＨＺＸ 我就是不知道么

你见过大街上有俩男抱一起的吗 ＣＹＮＮ
现在知道了吧 ＥＬＹＥ

ＨＺＸ
不是大街上，是在我们住的那，他那个朋友就窝

在他怀里。

私密的地方有什么理由抱一起，还牵着手 ＣＹＮＮ
别问了，反正就是 ｇａｙ了 ＥＬＹＥ

如果你还不相信就去翻他们的聊天记录，

还不简单嘛！
ＣＹＮＮ

ＨＺＸ
聊天记录？聪明！我怎么就没看过呢？今天我

悄悄地看看

不要让他发现 ＣＹＮＮ
ＨＺＸ 好的

　　（２）我是同妻，我很痛苦
无论是在现实中已经确定身份还是通过网络互

动确定自己身份的同妻，她们都会面对强烈的情感

上的冲击，情感交流成为了同妻之间非常重要的交

流内容。在情感交流的过程中，同妻的身份和特征

被不断巩固，群体的价值观念得到不断凸显。

这段 ＱＱ互动中的 ＱＳ是 ＱＱ中典型的同妻，她
虽然在现实层面接受同妻的身份，但在情感层面无

法释放自己的疑惑和苦闷。在情感交流的过程中，

“痛苦、难过、生不如死”等词语频频出现在谈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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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内容记录

ＱＳ 有人在吗，想和大家聊一聊

在 ＱＤ
ＱＳ 今天我才知道有同妻这样一个名词

你是吗 ＱＤ
ＱＳ 做为其中的一员，我很痛苦

你什么情况说说 ＭＺＺＪ
刚发现的吗？ ＱＤ

ＱＳ

十年前我与丈夫结婚，结婚时，我年轻美丽，他其

貌不扬，我是本科生，他是专科生，我在公司是一

个不爱出风头的佼佼者，结婚是（时）他一文

不名。
刚发现的吗？ ＱＤ

怎么发现他是同性恋的？ ＭＺＺＪ

ＱＳ

三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失业了，我给他申请

了一个 ＱＱ号，让他找一下 ＱＱ群，交一些朋友，
希望能找到心灵的寄托，也能找到工作。但是无

意中的一天，我发现了有人找他聊天，要约他出

去做爱，我当时不敢相信，我们结婚时，他是很爱

我的，我觉得很幸福。

有许多人都告诉过我，他的各方面条件都照我差

许多，他这一辈子都会对我好，我不相信他的背

叛。于是我问过他，他直接就否认了。

于是我相信了他。又过了一年，我总觉得我的婚

姻里缺少些什么。

于是鬼使神差的，我又偷看了他的聊天记录，我

发现了，他就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是很恶心的那

种，有时一起找一两个人出去。

乱交？ ＭＺＺＪ

ＱＳ

在我父亲病重，我回家照顾时，他在家里找着各

种各样的人，只是因为我给了他一个 ＱＱ号，他
发现了有这样一个群体。后来我直接找他谈了，

我不想离婚，孩子还小，而且，最重要的是，我那

样爱他。

孩子多大？ ＣＹＮＮ
ＱＳ 今年六岁了，他说他能改。

不可能 ＣＹＮＮ
ＱＳ 他说他也是图刺激。

改不了！你能爱上女生吗 ＣＹＮＮ
不可能改 ＭＺＺＪ

ＱＳ 但是他和我结婚时，他是爱我的，他也爱孩子。

那你不是后悔死给他 ＱＱ号了 ＴＴ
ＱＳ 他是个顾家的人。

我觉得不是扣扣号的原因。 ＭＺＺＪ
我们只是他们的遮羞布 ＣＹＮＮ

ＱＳ 我们结婚时，前几年我们很幸福，我不贪心。

我家那个以前也是爱我啊。可是现在呢？ ＴＴ

ＱＳ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会变呢，我们刚结婚

时，他很爱我的。

假象 ＣＹＮＮ
ＱＳ 他发着烧，忍着难受，也会为我做饭

也可能是真的，只不过是过去了。 ＴＴ
你是他吗？你怎么知道 ＡＭ

我老公说以为结了婚就会改变的谁知是

改变不了的
ＣＹＮＮ

进过 ＧＡＹ群……他们说那事（是）责任 ＡＭ

ＱＳ
他说他不知道结婚这么好，不知道结婚以前的日

子都是怎么过的

他说……他说…… ＡＭ

续表２

他是真的爱我的，我感觉得到的。

我相信，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ＴＴ

ＱＳ
他病得很厉害的时候，我陪他去医院，楼下有个

酒鬼上楼，他很自然地把我护在身后。

我相信那时候他是爱你的，但是他们自己可能

也不知道他们是 ｇａｙ
ＴＴ

都这么好……你都不需要进这个群了。 ＡＭ

你说“我总觉得我的婚姻里缺少些什么”。

ＱＳ，你觉得少什么？
ＭＲＹ

一旦他们迈出那一步就很难收回来了。 ＴＴ

ＱＳ
而且他那么爱孩子，当时我怀孕时，吐得很厉害，

我说不想要这个孩子了，他都同意了。我觉得少

了爱。

这就是典型的 ＧＡＹ妻。被伤害还在找理由替别
人和自己掩盖。我不怕你生气，我也曾经是你这

样，我就是要骂醒你

ＡＭ

其实我们明白你的感受，可是我们不能帮着你骗

自己。
ＴＴ

中。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ＱＳ的诉苦并未完全引起其
余同妻的同情和呼应：ＣＮＹＹ、ＡＭ等通过对 ＱＳ的各
种论断的反驳，如“你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感

受？”“你是女生你会爱上女的吗？”等反问同妻们，

分享彼此的情感经历，在同情、理解或引导、教育中，

通过对于“同妻”与“同性恋者群体”“男性群体”种

种互动的讨论，划定“同妻”身份和特征。

其实我们每个人面对的生活各不相同，谁都不能用

自己的故事去推论别人的生活，但是这种被一个你爱的

人背叛的感觉是相同的，这种付出了一腔热血发现只是

一场骗局的失落和愤怒是相同的，我们可能不能给彼此

什么实 际 的 帮 助，但 我 们 理 解 彼 此 真 实 的 感 受。

（１Ａｂ５６）

２．“我们”与“他们”不同
沃勒斯坦认为“一个群体的成员的身份可以被

理解成为一种社会定义，是成员的自我认定和其他

群体对之认定者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１９］
。埃里克

森认为“群体是经由它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而确

定的，并通过两者边界的不断明确而明显化”
［２０］
。

这就说明社会认同不仅是个人在特定情境下对于自

己从属于一个群体的知觉，同时也是特定情境下个

体将我群、他群相互比较，进而区分开来的过程。

在同妻群体的互动过程中，对于男同性恋的讨

论是分享群体价值观念的主要途径。同妻们经常会

交流关于同性恋者的看法，通过对于该群体共同的

评价交流彼此的情感。

根据非参与性观察，在同妻群体中存在着同妻、

志愿者、研究者以及部分打着同妻名义的男同性恋

者和男异性恋者。这类男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被称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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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内容记录

ＬＴＴ
他们家人认为我耐不住寂寞才离得婚，他们家根

本体会不到我和那种人生活在一起精神上的痛

苦和折磨。

晕，我们家都能理解，都劝我想开点，我们每晚睡

觉都是背对着。
ＸＸ

ＭＺＺＪ 让 ＧＡＹ佬们孤老而死吧
别想那畜生了 ＸＸ

ＬＴＴ 同意

不说话 ＭＺＺＪ
ＬＴＴ 恶心就是恶心

跟活死人似的 ＭＺＺＪ
ＸＸ 都一个德行，在畜生群个个都骚得要命

畜生群里天天就发这些 　ＸＸ

ＴＴ
是的。我进一个同志群，也是。天天发这些。然

后还有什么约哪里去开房之类的。

是不是 Ｇ基本上都是搞完女人有孩子，
往后就借口多多呀

ＱＤ

ＬＳ
他为什么要孩子

我不明白

是啊，一般有孩子之后就不想碰女人了 ＨＹＺＣ
ＬＳ 为什么不给我孩子

他们虽然喜欢男人，也不说明他们就不想要孩

子啊
ＨＹＺＣ

ＥＬＹＥ 给家人交代啊，给自己撑脸啊

很多人的传统观念还是养儿防老 ＨＹＺＣ
ＥＬＹＥ 就这样还不懂？

他们很多页（也）不想老了没人送终 ＨＹＺＣ

ＱＤ
Ｇ也有想孩子的吧，难道要孤独到老呀
他们也需要传宗接代的呀

因为现在很多 ｇａｙ会找这样一个借口，如果是同
性恋的话怎么会有孩子呢？？？？？

因为在普通大众的观念里面，ｇａｙ是不会跟女人
做爱的，所以他拿孩子来做挡箭牌

ＥＬＹＥ

ＹＲ 对的

有几个我们这么专业的呀呵呵外人只会看表面 ＴＺ
ＬＳ 现在别人都知道她有孩子了，为什么不给我呢

同感同感 ＴＺ
ＨＹＺＣ 他如果没孩子了他父母会怎么做？

我以前还认为同性恋不会找女朋友呢

现在对基佬了解得不得了
ＭＺＺＪ

ＥＬＹＥ 他父母会不会再逼着他结婚生子

他们不会再和女人结婚生子了很痛苦所以

他们不想再重复
ＴＺ

ＱＤ Ｇ会不会很用心地去追一个女朋友呀

他反正不想在亲人面前暴露他是 ｇａｙ的身份
当然也会

ＥＬＹＥ

ＴＺ
也会用心呀因为他们目标很明确他们要我们生

孩子男男生不了孩子

为了结婚，所以也会用心去追求一个女生 ＱＤ

ＥＬＹＥ
再说到底是不是用心谁都不知道，只有他自己最

清楚你们现在还不佩服 ｇａｙ的演技？还在问这
样的问题怎么

为“害群之马”，同妻认为他们扮演着“变态”的角

色。同妻群体中的男同性恋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两

种：一是虽不认同男同性恋进入异性恋婚姻，但是认

为男同性恋者有苦衷，骗婚只是少数现象，希望获得

同妻的谅解和原谅；二是认同男同性恋者应该进入

异性恋婚姻，希望在同妻群体的互动中窥探同妻心

理，借鉴“其他同志”失误的地方，在现实生活中更

好地掩饰自己的行为，同妻群体认为这些同性恋者

是“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变态者”。同妻群体中的男

异性恋者，是“心理变态”的代表，他们通过诱使同

妻们讨论性话题，特别是性生活的细节来满足和释

放自己的欲望，并希望借助安慰同妻等借口开展网

络性爱和一夜情。

表４　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内容记录

Ｗ
ＷＭ在这群也够久了，可什么都不懂，

问些古怪的问题

动物界也有同性恋行为的，ＷＭ ＸＹＴ
ＪＷＸＷ 是的，动物界也有的

我觉得是 ＷＭ喜欢看我们说有关于性的话题，
我觉得他的言谈像男的

ＸＹＴ

Ｗ 嗯，同感

不会是同吧 ＪＷＸＷ
Ｗ 说到性他就来劲了

那就踢出去呀 ＪＷＸＷ

ＸＹＴ
是同就不会这么问了，自己心知肚明的事情，是

Ｇ很变态，不是 Ｇ也变态。

ＷＭ，你自己出去吧，在群里大家都
好像不是很欢迎你。

认为你有问题，刚才还和 ＭＴ吵呢
ＪＷＸＷ

Ｗ 踢了？

自己走了？ ＸＹＴ
ＷＺ 这个群里混了很多变态男人

他们还想知道我们的心理是吗 ＪＷＸＷ

志愿

者 Ｓ
踢了 ＷＭ。
有变态男人混进来大家举报，我来踢。

我们已经很痛苦了！ ＪＷＸＷ

ＷＺ
我那天有个和我私聊，要我详细的说怎么样自慰

说自己老公是同，自己不会自慰，要我教

哈哈哈，都疯了 ＪＷＸＷ

ＷＺ 我不理他，他就一直给我发消息

那估计我也遇上了，说要和我一夜情 ＡＡ

ＪＷＸＷ
把名字说出来

踢出去

踢了 ＷＺ
Ｗ 还有 Ｇ的也是男人，要我看他视频，他在自慰

都是疯子 ＷＺ

　　通过对于“他群”的讨论及对于不符合群体界
定成员的踢出，同妻群体不断明确自身的边界。通

过持续的非参与观察和对访谈资料的整理，我们可

以发现在同妻 ＱＱ群中，有这样一些共享的群体价
值观念：欺骗女性走入婚姻的男同性恋者是可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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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成为同性恋，都不可能重新爱

上女性；离婚是摆脱同妻身份的最主要途径；女性是

婚姻和社会中的弱者。

五、作为互动结果的社会认同

任何事件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互动生成的，社会

认同也不例外，既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作为

结果的社会认同，集中体现为网络互动带给为参与

互动的个体提供的价值导向和反思性行为。

１．自我重建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反思性，对个体自

身和生活的反思性行为在群体的互动过程中得到了

形成和展现，它既是个体通过对于群体特征的加工

而整合形成的自我概念的方式，也是个体自我概念

的组成部分。
［２１］
自我概念源自个体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连续性，它不仅体现在时间的延续上，更要求自

我对归属感的感知和体验。

表５　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内容记录

ＭＺＺＪ 很多人看着我们般配，特羡慕

别人看到的假象都是我们的痛苦牺牲换来的 ＬＴＴＺ
ＭＺＺＪ 但幸福不幸福，自己的心知道

干嘛为了别人活着 ＬＴＴＺ
ＭＺＺＪ 对我们要活出自我

　　２．追寻生活的意义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吉登斯认为：个

人的无意义感，即感觉生活没有为个体提供任何有

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是一种根本性的心理问题。鲍

曼认为，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是制造生活意义的工厂。

在虚拟社会互动中，同妻群体的社会认同不断

产生和固定，展现出一种自我类化的趋势。
［２２］
作为

个体“自我身份观念”（ｓｅｌｆｃｏｎｃｅｐｔ）的一部分，同妻
在网络社会实践中通过“类化”、“认同”和“比较”

三种历程完成了认知、情感和评价三维的社会认同，

具体体现为：第一，对于自身身份符合群体资格的认

知；第二，对于同妻群体情感卷入及其意义的追问；

第三，对于同妻群体价值内涵的反思。无论是作为

过程还是结果的社会认同都促使同妻反思自身处

境，重建自我身份，依据社会现实不断变换生活决

策，进而追寻生活的意义。

３．群体认同
同妻之间在网络空间中的互动和交流，不断确

立了同妻群体的边界，建构、扩展、强化了群体的社

会认同和文化特征，扩大了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影

响力，引发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和帮助这一群体。

表６　同妻群体网络互动实践内容记录

ＭＲＹ Ｍ，咋了？
没咋……就走在路上……看到都是幸福的成双成

对的，我心里头憋屈。
Ｍ

ＭＲＹ 你也可以的

心……很难回到从前了 Ｍ
ＭＺＺＪ 放心，Ｍ，都会好起来的

自己要放过自己 ＭＲＹ
ＨＭＢＢ 我有时是在想是我太较真了吗

面对现实，接受现实。试着去理解包容，人毕竟

是人，摆脱不了欲望的缠绕，怪就怪，现在的环境

不好，现在的人们缺少了信仰，没有人能打倒自

己，只有自己，所以自己要爱自己，让自己心里舒

服点。

ＭＴ

ＨＭＢＢ

生命中该来的总会来，该去的总是会去，应该坦

然地接受该来，平淡地相送该去，要学会接受我

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尽管这是生命中一个无奈，

但有些事注定是你要经历的，有些结果注定是要

承担的，拥有时珍惜，失去时感恩。

网上查了，Ｇ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有天生的，有环

境的，他们也很痛苦，现在人们浮躁，没有信仰，

欲望泛滥，Ｇ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在我们身边。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认识自我，做好自我，重塑自

我信仰。

ＭＴ

ＭＺＺＪ 嗯

姐妹们，要坚强，要无所畏惧，就当是生命的一次

考验，我们都可以走下去。只有好好爱自己，才

能得到别人的爱。

ＭＴ

ＱＤ 今晚心情不靓，瑜伽做起来都感觉累

如果痛苦，就去学点什么吧，或去旅游，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我们要关注，自己父母、亲人、世间美好

的事物。

ＭＴ

ＴＴ ＭＴ心态好好啊
给父母最好的关怀就是快点找到自己的幸福，可

惜，感情的事又勉强不了
ＱＤ

ＭＴ
我也和大家一样经历痛苦，可能还会继续，但是

生命有限，与其痛苦，不如收拾心情，选择乐观。

谢谢大家的讨论，启发我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

人生的意义。
ＹＭＹＧ

ＸＥ 不客气，祝你幸福

一定的，我们都会幸福的 ＥＹＥＧ

ＸＥ

我一直认为，人生就是要不断地超越自己，以前

我总是妥协、不好意思、怕人笑话，可是想想，人

生就是那麽几十年，这么委屈自己太亏了

这番话太有道理了 ＹＭＹＧ

ＸＥ
活着就要幸福，要勇敢些，我们经济独立，怕什

么？我们还年轻，一定有个爱我们的人在等我们

是的 ＹＭＹＧ

ＸＥ
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妹妹，坚强些，我们

共勉

姐姐们，再次谢谢你们 ＹＭＹ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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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是一群被社会伤害的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他

们伤害我们的理由，所有的同妻会团结起来，揭露这些

骗婚的人渣的真面目。（１Ａｂ３４）

我是一名前同妻，也是一个志愿者，我们会定期将

同妻的求助信息或互动信息，整理好在微博上发表，我

们希望用这些真实的故事给所有女性一个提醒，给所有

同性恋者一个提醒，给社会公众一个提醒，有这样一群

人，她们在原本应该和美幸福的家庭生活中苦苦挣扎，

她们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０Ａａ２２）

六、结 论

布迪厄认为“实践是涉及个人的决定的，同时

又由超越个人的社会结构决定”。由于现实社会文

化环境的诸多限制，面对同直婚姻给自己带来的生

理、心理、身体、精神等多方面的痛苦，同妻由现实空

间转向虚拟场域。出于情感亲和与寻求社会支持等

现实目的，同妻们进入到网络空间，依托于虚拟场域

实现了“同妻—客户端”、“同妻—志愿者”、“同妻—

同妻”等多种类型的虚拟互动，并在互动实践的过

程中通过“类化”、“认同”和“比较”不断确认自身

的身份，形塑群体边界及其社会认同感，因而在此意

义上，同妻的虚拟互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这种同

质性是其在网络交往活动中不知不觉经过重复与累

加沉积下的行动方式与方法，是同妻虚拟社会实践

的基本逻辑。

同妻通过电子化的文本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

不断重塑自身的社会认同，最终重建自我，追寻生活

的意义。而这种社会认同、自我和生活意义是她们

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或确认的。因此虚拟互动对

于同妻群体而言，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它扩展了同

妻群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填补了现实生活中无法满

足的情感亲和和社会支持愿望，让这些在现实生活

中无法寻求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女性们有机会

找到和自己“相同身份”的“姐妹”，通过彼此的交流

和互动，增强自身社会适应能力。因此，虚拟互动可

被看作是提升同妻群体抗逆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一

种策略性手段。

但在该群体互动过程中也存在对同性恋及其相

关文化的误解和污蔑，甚至存在敌视和仇视同性恋

者的现象。因此，需要采取社会工作的介入，引导该

群体建立和谐有效的互动机制。基于同妻群体互动

的虚拟性特征及其文化敏感性，社会工作的开展应

依托于网络空间，不断加强网络社会工作，增强同妻

群体网络互动的规范性，进而提升其社会适应性和

自身抗逆力。网络社会工作者应开展运用“叙事”

的方式让同妻宣泄出心中的疑惑、躁郁及心理负担；

倾听同妻的讲述并协助她们学习同性恋文化、性文

化、法律常识及艾滋病常识等相关知识，促使其树立

起正确的认知方式；帮助同妻挖掘其现实生活中潜

在能力和优势，增强生活自信心，以积极的心态勇敢

面对不幸的婚姻，重新构建生活意义，提高自我认

同感。

注释：

①　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婚姻。

②　男同性恋者与女同性恋者结婚。

③　首位编码：按照访谈者来源划分：０为现实受访者，１为

网络受访者；第二位编码：按照性取向划分：异性恋者为

Ａ，同性恋者为 Ｂ，双性恋者为 Ｃ，多性向、性向未定或者

自认为性向“不纯”者为 Ｄ；第三位编码：按照婚姻状况

划分：处于婚姻状态为 ａ，离异或者丧偶者为 ｂ，未婚者

为 ｃ；第四位编码：受访对象序号 ０１８７。

④　以下表格中访谈资料均来自网络 Ｑ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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