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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语言学视角下的情绪表达障碍

张晶晶 1 1

（1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偏头痛及心理不适（如情绪低落、焦虑等）对个体的言语行为，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这

一现象背后的原因、表现形式及对社会互动的影响。结合神经科学对偏头痛机制的理解，以及心理学对情

绪表达的研究，本文试图构建一个跨学科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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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偏头痛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其反复发作的头痛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心理

不适如情绪低落、焦虑等也是现代社会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些状况往往导致患者言语抑制，不愿或难
以与他人交流。本文将从语言学角度深入探讨这一现象。
一、偏头痛与心理不适的概述
（一）偏头痛的定义及语言联系

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疾病，焦虑和情绪障碍已被证明是与偏头痛最相关的精神共病.从医
学的角度来看，偏头痛是一种慢性的、反复发作的神经血管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单侧、搏动性的中重度头
痛，伴有恶心、呕吐、畏光等症状。分类包括无先兆偏头痛、先兆偏头痛等。而本文所要探究的偏头痛仅
仅是偏头痛引起的感觉器官的不适方面对语言和言语的影响。

通过对偏头痛进行系统听力学研究，发现偏头痛患者可能存在外周或中枢听觉障碍.从语言思维功能的
生理基础来说，人脑中听觉性语言中枢，在大脑左半球的后部，靠近视觉语言中枢，是 1874年德国神经学
家卡尔·韦尼克发现，也叫韦尼克区，这一区域如果受损的话，仅仅只能听到别人讲话，但是不能够理解别
人讲的，自己的表达能力也会有问题。

综上，偏头痛症状会引起语言能力的障碍问题，偏头疼与语言思维有着重要的影响。
（二）心理不适的定义及语言表现

这里所要讨论的心理不适主要是建立在生理基础上，偏头痛时会引起头部局部难受，严重时会蔓延到
面部，导致生理不适，从而引起心理情绪化，比如：不耐烦、听不进去话、疲倦等等，最终影到语言的表
达。

当然，心理不适的范围会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涵盖情绪低落、焦虑、抑郁等多种情绪状态，这些
情绪状态可能源于生活压力、人际关系挑战等。而语言中的社会性使语言具有了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
社会交际也让此具有心理现象，加之与语言功能的联系塔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在两者的关联中思维和语
言是形影相随的，也会对彼此产生重要作用，所以是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心理不适会对语言产生重要
影响。
二、言语抑制的语言学分析

从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证明了，思维作为人脑的活动，具有大脑神经生理的基础,人脑中分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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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半球，其中语言功能区分有四个，说话中枢和听觉性语言中枢对本次所要讨论的语言反应较为重要，
因为，假如两者受到损伤可能会丧失说话能力，造成表达问题。
（一）言语抑制的定义及表现形式

言语抑制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减少或停止言语输出的行为。从字面意思中不难理解，言语是人们运用
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如果在交际过程中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那可能会导致交际双方中某一方的言语减
少或者停止。

在偏头痛或心理不适情境下，言语抑制可能表现为沉默、话语减少、交流意愿降低等。
比如：A在受到偏头痛的影响时，与 B的会话会较为短少。
B：你想吃什么？
A：都行。
B：吃红烧肉和小青菜可以吗？
A：好的。
B：什么时候去吃？
A：看你。
通过以上的会话可以看出 B是主导言语者，对交际产生的趋向有着引导作用，而 A的言语主要依靠 B

的思维进行，情绪单一。这是较明显的言语抑制现象。
（二）语言学视角下的言语抑制机制

语言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主要是具有社会功能和思维功能，社会功能中最基本的就是能够完成信息
传递这一社会中人和人的基本交流，并且这一传递不仅具有语言本身，还会存在辅助语言的身势这类非语
言形式。同时，社会功能还存在人际互动功能，主要发生在说话者和受话者双方。另外，语言的思维功能
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思维的形式、机制等与语言有着紧密联系。具体来看，

语言作为社会互动的重要工具，其使用受到个体情绪、认知状态等内部因素的影响。比如：A是说话
者，B是受话者

A：我现在不太想讲话，我需要安静一下。
B：好的，那你休息一下吧。
这里，A传递的信息是基于自身感受的判断，认为自己不舒服需要休息，并且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态

度和要求。B接收到了其信息也了解了对方的需求，并且还做出了回应。由此能够看出，A和 B作为说话
和受话双方将语言作为交际互动的工具，通过话语表达出自己的意图，也得到了对应的反馈。

头痛导致的疼痛及心理不适可能干扰个体的语言处理能力，进而影响其言语行为。
仍然以 A和 B进行举例，两者交际的过程的话语表达可以较为直观的感受出偏头痛对言语行为造成的

影响。
A：我现在不太想讲话，我需要安静。
B：那你听我讲吧。
A：但我还需要安静。
B：我很快，说完就走。
A：安静一下。
B：十分钟就好。
A：（会采用面部表情或者手势以及躯体姿态代替语言传递自身的无奈态度）
从 A的话语表达的态度可以看出对于复杂信息的处理是拒绝态度，并且希望能够稍后再处理的意图，

而 B也能够接收到 A的信息，但是 B存在对态度和意图是否认同的自主选择性，当然，对于生理的不适 A
也在话语中表现出来了单一化的情绪趋向和简洁语言表述。
三、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对言语行为的具体影响

偏头痛是一种神经性的生理感受，对感觉器官的影响会比较严重，而语言中思维的功能基础是感觉器
官的感觉和感知，所以双重作用下在感觉器官上的刺激会有明显的反映，言语行为也会受到影响。
（一）偏头痛对言语行为的影响

疼痛可能导致患者注意力分散，难以集中精神进行言语交流。当偏头痛严重时，感觉器官集中在感觉
上，而减低了对知觉的反应。

比如：
A：同学们抬头看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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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能够按照指示进行动作，但是不一定能够进行深度思考）
A：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形象在表达上的作用，比如：黑猫警长、大耳朵图图等。
B：黑猫警长是警察（能够接受到直观熟悉的信息，具体例子的形象样貌有所反映，但是对于所要探讨

的作用可能会存在信息加工难以进行的困难）
偏头痛患者的情绪波动可能影响其言语表达的准确性和流畅性。当偏头痛的疼痛感上升时，对于其他

感觉的感知会降低，从而注意力大量集中在难受的情绪上，从而情绪收到多方面消极影响。
A：同学进行一下对话分析，试着从他们的交流中感受到作者所要表示出来的情感。
B：嗯，黑猫是动物，黑猫警长是动物警察，警察和其他动物讲话。
A：作者的情感是什么呢？
B：作者喜欢猫吧。
A：作者是表达了黑猫警长富有责任感的情感。
B：对。
从两个例子的对话中，能够看出来偏头痛的痛感占据了主要的感觉器官，在一定程度的平衡上感觉和

知觉的分配是不对称的，因此注意力容易被转移，言语的表达也会存在心不在焉、语无伦次等现象。
（二）心理不适对言语行为的影响

心理不适主要是由于生理难受引发的一系列难以实现语言功能的现象。
首先是情绪低落，情绪低落可能导致患者缺乏交流的动力和兴趣。
比如，
A：我们下课以后去打篮球吧！
B：不了。
A：为什么？不是每天下课你都会去打篮球吗？
B：不想。
从 A和 B对打篮球这一事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B有明显的言语减少行为，并且伴随着与平常不同的

情绪选择。
还有就是焦虑状态，这可能使患者过度关注自己的表现，导致言语行为变得紧张和不自然。
比如，当 A第一次当主持人上台前过分紧张，不断暗示自己不能说错话，当拿到麦克风讲话的时候就

会出现错词、错音等现象，这是过分的心理暗示导致的生理反应，越是紧张越是容易出错。
四、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对社会互动的影响

语言在表达说话者的主观情感和态度时，是以接收者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说言语要在互动中进行，
哪怕是人和物的交流，也需要交流，如果因为长时间的偏头疼导致感觉器官分散、注意力难以集中，或者
因为心理原因造成沟通减少或者自闭，那对于社会互动会产生很多影响。
（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一方面，长期的言语抑制可能导致患者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减弱，由于对话双方的会话减少会导致
对方难以第一时间得知情绪、情感等倾向，并且不能够及时处理信息而加深双方误解，最终使二者情感变
淡。

比如，由于 A长期会偏头痛而导致情绪低落，分享欲降低，B无法通过语言交流感知到对方情况而导
致双方误解。

A：就这样吧，我今天累了。
B：累了就休息吧。
A：好。
B：嗯。
长期以往，A和 B由于双方的言语抑制而减少言语行为，A没有告诉 B自身不适，B无法感知 A的生

理症状引起心理反应，双方误解最终情感淡化。
另一方面，言语交流的减少可能影响患者对他人意图的理解，进而加剧社交障碍。
比如：
A：记得吃药。
B：好的，我休息了。
A：记得吃。
B：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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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吃啊。
B：什么？
这种所谓的言语交流减少不止体现在会话的减少，还会在话语表达的长短中有所表现，比如 A在三句

话中表达的三个“吃”随着句子的不断缩短，所蕴含的句子意义也在变化，最终导致听话的人难以解码所要体
会的真正含义，从而出现社交障碍。
（二）对社会功能的影响

一是，言语抑制可能影响患者在工作、学习等社会活动中的表现。当言语减少了，交际的过程也会缩
短，而长期以往可能会造成感觉器官的退化，或者说表达能力的退化，当这些退化特征显现出来以后可能
会对说话者本人的社会活动发生一定影响，比如，无法独立学习、无法群体交流等。

比如，A作为严重偏头痛者，长时间被疼痛的感觉折磨，导致上课无法专心听讲，错过了很多知识点
的学习，课下积累过多而难以补回在与同学或老师交流问题时就可能会出现难以融入的情况，严重的话后
期可能会对学习丧失信心，影响到心理的活动。

二是，缺乏有效的言语交流可能导致患者错过获取支持和帮助的机会。当想说的和说出来的不一致时，
后者的效果小于前者，可能会导致沟通无效，从而说话者无法将自身的意图、情感和态度传递到位，听话
者也不能够将其言语解码和理解成功。

比如，由于长时间让感觉器官占据表达的大部分时，表达的言语器官弱化，在病痛严重时只能够表述
自己“很疼、特别疼”，而不能说清楚怎么疼，疼在哪等症状，会导致治疗无法及时的有针对性的进行，也会
让说话者的难受症状持续更久。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分析偏头痛与心理不适导致的言语抑制现象，揭示了这一现象背后的语言学、心理学和神经
科学机制。针对这一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 提高公众对偏头痛和心理不适的认识，减少误解和歧视。在人不舒服的时候情绪会被多方面因素影
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应该保持者理解至上的原则，彼此相互体谅对方的情绪。

2. 鼓励患者积极寻求医疗和心理支持，以缓解其疼痛和不适。偏头痛或者除此之外的疾病或多或少都
与神经系统有所关联，当有不适症状出现时，应该及时提高关注，寻找正确的方式解决。

3. 在教育和培训中加强语言学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提高个体在言语交流中的自我意识和调节能力。
语言的能力不是单一的，语言的功能是多方面的，提高学习能力和认知角度有助于交流的流畅与和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体会到身体状况对话语表达的影响是多重的，想要一个良好的交流环境和表达
能力，身体的健康很重要，想要话语情感丰富，健康的情绪和表达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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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hasia Due to Migraine and Verbal Suppression Caused by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Disorders

Zhang J ingjing

Yunnan minzu university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unnan, kunmi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igraine and psychological discomfort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on individuals' verbal behavior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causes, manifestations, and impact on social interaction. Combin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migraine mechanism from neuroscience and research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from psychology,
this paper seeks to construct an interdisciplinary explanation framework.

Keywords: neuro-linguistics; speech; verbal su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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