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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稱謂詞泛論

張龍虎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

我們在日常的交際場合以及書面語的表達中，彼此間的稱謂往往是少不了的。世

界上許多民族語言雖然都有謙稱、尊稱和愛稱，但漢語在這方面的表達方法似乎尤為

安富而獨特。 漢語的稱謂早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不僅種類繁多，別具一格，而且

造語豐富多采，極富變化。特別在古代，所用的稱謂詞常常能反映出人典人之間的不

同身分、各種社會關係，而且相互間由於上下、親疏關係的不同，還體現了稱呼者敬

卑、在教騙的態度。

漢語稱謂詞用得最多的當然是在自桶和對稱方面，其數量相當驚人，而感情色

彩叉極為豐富，可以說其他民族的語言文字是無法同它媲美的。這是因為中華民族歷

來十分注重文明禮貌，有著謙和待人的美德，而在稱謂上對己強調謙詞，對人突出敬

祠，文是這個丈明古國幾千年來的良好傳統。

自稱詞中有一頓通用的自稱祠，即第一人稱代祠，包括一部分反身代祠，用得最

為廣泛。所謂通用自稱詞，是說它們不管在甚麼場合璟境下，各種不同地位身分的人

都可使用。如現代漢語中的我、咱、白、己、自己、自家、自身、自我、親、親自、

親身、本、本人、個人等等;古漢語中的吾、余、予、台 (yí) 、印 (áng) 、身、躬

等。但更多的自稱詞是屬專稱方面的，即只能用於某一方面的人，不能混用，與「通

用詞」對學。如帝王常用的「朕」及「朕身肘，帝王幼年即位而用的沖人、沖子、沖昧，

以及對先王自稱用的「予小于」等;諸侯王常用的孤、孤家、寡、寡人以及「不穀

(gù) J 等。女性稱己用的妾、妾身、賤妾、下妾、奴、奴家、奴奴;其中年青掃λ 自

稱小婦、小婦人、小女、小女于;老年婦人自稱老婦、老摳、老妾、老牌、老身、老

媳婦;寡婦白帽未亡人(簡稱「未亡J) ;古時國君夫人白稱寡小君，太后或皇后白稱哀

家等等。 i酋、 j草人自稱貧!甘、貧道、小僧、小道、老僧、老j草、貧楠、小納、老楠

等;佛家與道家的門生白稱弟于、徒兒等。對尊長方面用的白稱詞就更多了，如男于

對父母自稱男、見于、孩兒、小于，對其祖父母自稱孫、孫兒，對其舅父母桶里男、外

明，對其舅祖輩稱外明孫、彌孫，對其伯叔或父輩朋友自稱臣、小臣，對其姑父母稱

內臣，對其績父母稱咦明，對妻父母稱屑、小婿;對老師自稱學生、生，對師輩或其

他上可自稱晚、晚生，俊輩學子對輩行在前的自稱晚學、侍生，科學考試及第者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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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官自稱門生、門下;對 t司方面，古人對君主的稱臣、下臣、措臣、甘口、

散臣，地位卑小的官吏自稱末官、小官、小靶， f*ìi軍官對上白稱職、

卑末， {.丘於1二將成次將的將領自稱末將;沒有組位的人對上自稱小氏、小人、小的，

i護人對主

t逸的忠

自稱小人、小子、社、自主、奴才、小仗、老技、男女、

多全有一定的自謙成分，發現了日輯者的謙恭態墅。

舊時還有台上是安泛聽於腎煌的自稱謙誨，如嫌諒自己，智、味、淺薄持常岳

。

下!哥、、最下、部、鄙人(撒入)、鄙夫、干。齡、撤、卑人等;表示自己士也(立學機時告稱

僕、竊、走、下走、牛馬走;讀讓人或文人講指自己是新學使進乏輩峙， 1聽告稱小

生;誰言自己織有才能成才能平庸峙，稱日為不才、不低、不肯;

人講構且已小有T ;官吏稱小宮、下官;文古時司主席，尊長在 t廳，於是由己稱「在

于J ;此外，擇手數稱自己監臣、山人、鞭子、哀站 (tái) 等的。朋友之間，包括年長

者在內，告我言表稱詩常用弟、小撓、最棒、學、克、兄弟等，建有;不才j的意思。老年

人表示自己袋裝龍無窮持自稱老耗，瓷示支手鑫艾笨措時稱老諧，說話己年老艾辱薄符

稱都在，

古

、老農等多種稱詞。

自稱方面的稱詞， 。諸如直系親長居樂期中， f愛輩人為

，得託哀思，尚有一些專制自桶，如古時父覽館主要織都自稱衷于，唐宋以

後艾主題j愛自稱孤子，母喪{是稱衷于，父母壁壘c:f表稱孤衷于;父母阿後，居親喪時也有

自稱;不泰、不會、不肯子等的。那麼，總語的辦稱詞情混交如何呢?可以說，比起岳

多姿，其表達方式齡不可言言，令人站案IU}穗，但最難只能擇要fì-詔 0

，今天甫的對稱代品是你、你們，吾吾吉萬諾話?慧泉普遍的真IJ是爾、

賄、智、 ì7J:.、乃幾f區詞。 IÎJJ": J的敏稱代2哥大家都知道是「f缸，背在話題語則指{子J f'乍每

對稱敬詞。但更多的對稱敬詞是晶晶其他種種方式東表諱的。有朋對方職務東稱f~

的，如對封建智主尊稱君、人酒、

;對宰相散稱君侯、率相、

、天子、君王、大三五、袋上、豆豆爺以及官家、

、中堂等;對將帥敬輛車帥、主將等;對山黨

、大玉、太摸等。是鰻用職務稱呼對方的方式一眩指明至今，如根據對方

的不向職務敬鶴每主任、經理、能長、巖長、校長、關正是、早已禮、會計師、工種掰

。 現有用頭揖壁的語語來稱其乎與方的，對方的地位鱷輯發鬧得的離頭說鼓起多，如

主的有聖、聖人、臂上、明主、明哲、天顏等，識階輯聽起萬童畫、萬議主任來簿

，用千竄來敬稱太子、主去等;對地方長宮敬稱明尹、明搓、曉侯、胡雨、明

、大人、老爺、艾母等;對轉常立輩常敬稱會駕、大駕、台駕、賢、賢家't.ß

、玉纜、尊輯、慈頓、賊嶺等頌揚性詞語來散稱對方。還有避開人的性氏

號或莓，職務身分，用純稱詞語來敬稱對方的，如對君主黨章稱驚、酷下、足下(多用於

) ，對皇太子、

總位的人及輯友稱彈下(

及至是太后、皇后敬輯黨委下，雪去將做稱壇下，

較外交場合) ，對長宮輯們宇，對有身兮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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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左右(í:最多用於會佮卜對前輩輩學提敬稱臣豆豆、教授，對蝶人織能ÚJ等等。

尊祟的名詞來敏稱對方，那f費用歷史上聽朋惡的→些嘴臉各種或ffl一些看來似乎是宮

名稱來稱呼對芳，以至超吊桶謂者尊敏推嶺的感情。其贊按稱者多已不再是有甚麼

l'r銜的人，自馬斯吊桶詞也沒有黨來約意義，如輯人公、諧、貓子等，軒有一曲定社會

地位的青年男子稱相公、官人在那，對地主豪童車離員外，對實顯子弟稱舍人、

對聽眾茂議者稱看霄，對于萬人稱待詔，對船家稱梢公，艷艷工稱駕授，對華lJfX梅諧

的朝友稱客官、客長、昔日益益。

在中盟傳統的稱謂里· f愛護黨與前輩尊主是授對年老之人的稱呼，素tl歌詞相稱。如

學生成弟子對傳撥給島己文化、;去懿的人尊稱帥、老師、鶴授、研{毒、先生。唐代

時，道士對主考官艾敬稱鹿帥、座車。對老年人所用的尊稱詞離多，像今天對有才德

聲擎的老人，常在í 在J 商tr括以姓氏輯敬桶，如王老、李老、張老，這種:稱請與稱

、才是莘皂然不呵，無論在戀情色彩彈是年齡上均有…恕的差異。在古代，對男{主義

、給人常敬稱世丈、丈丈、丈:人、丈者、纜、公、翁、至2公、太公、阿奈、翁翁、

義長、拉上、老馨、大馨、阿爹等;對艾輩人捧常用老倍、的伯、大f岳、大爺一頓誠

相敬稱。持樣，長對幼的稱呼，也講究一宣言的體髓，前且多用愛驗和美稱，其中「寧主j

得比較多超出，如對?愛幫子弟稱賢弟、賢霞、賢楠、賢黎、賢友，擇有稱豆豆君、

、令部、小峙等一類諒的。

鸝時交往，平讓人之間的稱講彼此都很尊壤。男i生朋友相互往來特別審歡稱兄道

弟，無論口語還是醬醋語都罵得十分廣泛。對時報朋友中的年長者多敬稱、黨稱兄、

尊兄、實兒、仁兄、賢先、老兄、最兒、兄長、吾兒、大克等，對有恩於己的稱唐、

，對與己問師立在求學在先的稱師兒，對有世交的:可蠶豆美否晚輩稱世兒，此外還有年

兒、年台、兒台、腎、哥哥、大哥、阿哥、在哥等。與兒相對，對同輩中的年輕音堅

稱、英稱弟、仁弟、學堂弟、師弟、阿弟、老撓、小弟、 W 目主登峰。

對諧、攝入用的教辭詞也相當今，如對佛家稱薔騷、上人、授、方丈、

老宿、堂頭、參頸、尊者、法師、大自醋、 ÚJ主、都寺、如客、香火乃至和街等;

家尊稱員人、上仙、大 f山、的飾、仙客、黨章懿、高腫、老仙長、老神仙、齋去、

中的對稱教問非常豐富，聽上面提到的敬種外，還有失妻揖輯娟的散稱

，如妻稱失為君、君子可夫君、大，楠、夫子、管人、相公、豆豆、玉部、那輯、琪

的有哀、其人、男兒、丈夫、大哥等，上了最數的婦人對丈夫堅稱:在盟員、老頭子，

兒、向老等;央對妻稱夫人、腎妻、婊子，宋元時期紀問還常用大

輯、大組以及鸚鸚按法夫對娶的教愛之稱，老夫對老妻呢稱阿媽、婆婆，詞語里稱老

婆、老婆子、老太溫以 fîj前為妻等。帝王稱皇括為粹黨，稱愛能港英人、妃子等。專

用食女盟的對稱街j也指當今，如對一般縛全可稱新娘、姑娘， 的極大融、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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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對少女稱小姐、妞兒，對有身分地位的稱太太、夫人，對老年婦人稱奶奶、婆

婆、阿婆、大螞，對牌女稱養娘、丫頭，對有一定職業的婦人稱漁娘、奶娘、老闆根

等等。此外，奴僕對主人稱老闆、掌櫃、主于、主人、老東家、少東家等;對蚊僕稱

管家、掌家;對官府里的街役、公差稱上下、牌頭、端公;對太監敬稱太輔、公公等

等。

在稱謂祠中，除了第一人桶的自稱詞、第二人稱的對稱祠外，自然還有第三人桶

的他稱詞。一般交際場合中，聽說雙方所涉及到的對第三者的各種稱呼都可理解為他

稱代詞，或者是起著代替他稱代詞作用的。這頓例于在古今漢語中俯拾即是，無需列

舉。不過，專用於第三人稱稱謂詞語的，要比第一人稿與第二人稱的少得多，而像常

用的諸如人、人家、別人、他人等稱謂詞所表達出來的感情色彩也遠不及自稱詞和對

稱詞豐富。這是由於他稱代詞歷史起源晚，不及第一、二兩類稱代詞眾多的緣故;同

時，在交際過程中它又不如直接接觸的兩方那樣關係直接，使用的頻率少，這也許又

是一個原因吧。但是，儘管如此，真語的他稱代詞比起其他民族語言來說，仍然十分

豐富，如他、她、它、伊、彼、夫、之、諸、焉、輛、其、厥、渠等均是古今摸語常

用的他稱代詞，使用起來各具特色。

i嘆語稱謂詞在表達方式上不僅有專稱、謙稱、敬桶和愛稱，還有美稿、傲稱、俗

稱和合桶。此外，對自己親屬和他人親屬的稱謂用詞，以及同一祠的多種不同稱謂、

特殊稱謂詞和複數的表達形式，還有極富特色的方言稱謂等方面，都有很豐富的內

容，使用時也有一定的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漢語中，代詞一般是代替名詞、

動詞、形容詞、數量詞和副詞的詞，但在許多古籍里，我們卻發現一些名詞(如

「身」、「臣J) 、動祠(如「走」、「竊J) 、形容詞(如「愚」、「老J) 等反倒用作代詞，這表

明了古今漢語代詞用法的不同特點。而像「于小子」、「牛馬走」、「未亡人」等一類詞，

今天看來似乎是一個捏語，但在古代典籍裹，它們卻分別當作一個人稱代詞來使用，

這也是現代漢語所沒有的現象，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此外，漢語的稱謂諦，

在音節上不僅有單音節的(如「我」、「兩J) ，還有雙音節的(如「鄙人J 、「仁兄J) ，甚至

還有三音節(如「牛馬走」、「老人家J) 、四音節的(陶淵明在〈五柳先生傳〉中自稱「五柳

先生」、韓愈在〈進學解〉中自稱「園子先生J) 。這種現象，不僅表達了漢語稱謂詞豐富

而細膩的感情色彩，而且也展現了古老鷹語所特有的風貌和姿采，值得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