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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汉语通称产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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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文章从四个方面阐述了现代汉语通称产生的途径：（1）称呼语的官化。 （2）亲属称谓的泛化。 （3）
其他领域称谓的借用。 （4）废弃称谓的重新启用。 并且文章指出“汉语缺乏真正的通称”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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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每一次言语交际都是以唤起交际对象注意的称呼
语开始的。 称呼语可以说是在交际过程中传达交际者对交
际对象的态度和情感、表明交际对象身份和地位的一个重
要信号。 所谓“良好的开端�成功的一半”�选择贴切、恰当
的称呼语是交际顺利展开和进行的首要因素。 这是对称呼
语使用的精准性提出的要求。 这种精准性的要求必然是建
立在熟知对方情况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必须在与熟人交
往中才能实现。 然而在现实的言语交际中�相熟的人之间
常常会省略称呼语�反倒是在与陌生人交际时�通常要考虑
使用何种称呼语才恰当�才能唤起交际对象的注意。 这种
言语交际的实际需要就是通过通称来实现的。
通称是指在不知道对方姓名、身份或地位的情况下所

使用的、在较大范围内对陌生人通用的称谓。 通称一般都
可作面称�是一种称呼语。 本文就将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
因素和社会时代因素来剖析汉语通称产生的几个途径。

一 称呼语的官化

称呼语的官化就是把称呼对象都当成有一定官职的人
来称呼�例如：“大人”、“老爷”、“太太”、“夫人”等。 这种称
呼语的官化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曾经发展到极至�连亲属
之间都出现了官称化的现象�象夫妻关系中妻子喊丈夫“老
爷”、“官人”�《红楼梦》中宝玉称自己的父亲为“老爷”就是
这种反映。
称呼语的官化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

固的官本位思想和职官文化的发达。 由《周礼》等古籍可以
看出�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政府组织就已获得了高度发
展�职官的设置细致周全、名目繁复。 职官历来是与个人的
身份地位、经济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它已成为身份、地位的
象征�只要是官�不论大小�一律都以官职相称。 如“杜工
部”、“韩吏部”（以官职所在部门相称）�“柳柳州”、“岑嘉州”

（以官职所在地相称）等。 而对于那些不做官但稍有财势的
人�人们就想办法去迎合他们的崇官、重官心理�于是类似
于“大人”、“老爷”这样的官化通称出现了。 由于官化通称
体现了官民有别的封建等级观念�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在破
除封建牢笼、自由平等的口号下�它们都被扫进了垃圾堆。
尤其是“大人、老爷”等称谓已完全消失�而“太太、夫人”等
称谓近年来有“死灰复燃”的迹象。 其具体使用场合主要有
以下两个：一是在一些较为正式的场合�当男士介绍自己的
妻子或称呼他人的妻子时使用；二是家政服务中�钟点工或
保姆对女雇主的称呼。 此时�“太太、夫人”的官化意蕴已基
本消失�多了一份尊重与儒雅之意。
尽管传统的官化通称发展至今已逐步弱化乃至消失�

但这并不意味着官本位思想已彻底清除。 现代汉语中的官
衔称谓语都能用作面称、凡副职官衔在称呼时都省去“副”
字这两种现象就是传统官本位思想仍然残存的最好证明。

二 亲属称谓的泛化

亲属称谓的泛化就是对没有亲缘关系的交际对象用亲
属称谓来称呼�最常见的有“阿姨、叔叔、爷爷、婆婆”等。 这
种亲属称谓泛化为通称的现象体现了汉民族的又一传统理
念———重血缘、重亲情。
汉民族是一个特别注重血缘亲族关系的民族�从血亲

姻亲、直系旁系的严格区分�到“九族”、“六亲”那样的繁复
细密�都足以证明这一特点。 按理说�既然汉民族十分重视
亲缘关系�那么对那些毫无亲缘关系的“外人”应该划清界
线、冷漠待之了。 其实不然。 汉民族在注重亲缘关系的同
时�其实也具备了宽广宏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情怀
和感情境界。 在中国人看来�用亲属称谓称呼非亲属�可以
起到增强彼此的亲切感、缓和交际双方的紧张感和缩短双
方距离的作用。 当然�亲属称谓的泛化并不是泛滥�如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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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实际的交际环境、交际对象的身份背景等因素�而滥用亲
属称谓�其后果轻则闹出笑话�彼此尴尬；重则会激怒对方�
阻碍交际的顺利进行�反而会得不偿失。

三 其他领域称谓的借用

这类称谓原本只是在其相应的群体范围中使用�后来
被逐渐借用、推广开来�成为较大范围内的通称。 这类通称
最典型的要数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这一阶段出现的“同
志”、“师傅”、“老师”等这几个了。

“同志”本是指有着共同志向的志同道合者。 新中国成
立之初�正处于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阶段�而沉浸于祖国
解放的巨大幸福之中的中国人民此时当然是满怀着为建设
祖国而努力奋斗的强烈的共同愿望�所以“同志”这一称呼
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 因而它便在全国各地大范围
地迅速流行起来�成为汉语史上出现的使用范围最广泛的
一个通称。
到了六十年代末�中国进入了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

期。 此时�全国上下的政治情绪空前高涨�人民内部都出现
了派别之分。 在当时看来�不同派别的人显然不是志同道
合者�所以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不能随便乱用“同志”这
一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称谓�否则就是政治界限不清�后果
相当严重。 这样一来�“同志”这一称谓就逐渐失去了它的
广泛适用性。 在这种情况下�“师傅”、“老师”等称谓兴起
了。 最初�“师傅”是工厂里工人之间的相互称呼�后来成为
对工矿企业及有一定技艺的体力劳动者的通称；“老师”则
是在知识界、文化界被广泛使用。 由于它们只是礼貌性称
呼�又没有政治色彩�正好弥补了因不便称呼“同志”而出现
的社会称谓上的空白点�所以“师傅”、“老师”这类称谓便成
为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通称。

四 废弃称谓的重新启用

废弃称谓是指在某一阶段出现并使用、后来因不适应
新形式的需要而废弃不用的称谓�包括古代遗留下来的称
谓和外来译用的称谓。 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小姐”�后者是

“先生”。
“先生”在解放前使用较广泛�主要用来指有身份、有地

位或有知识的男性。 解放后�“同志”作为社会主义时期出
现的称呼语�几乎适用于一切人�曾经一度取代了“先生”。
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先生”这一称呼又重新
复活。 它由以前的专指有知识、有身份的人发展到更多地
用来称呼普通男性�成为当前最流行的男性通称。 “小姐”
这一称呼亦是如此。 在旧社会它专指达官贵人家的女儿�
是娇生惯养、好逸恶劳的象征�有鲜明的等级色彩�所以新
中国成立后也被打入了冷宫。 然而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服务性行业的发展以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繁频�
“小姐”这一称呼又被激活了。 一般说来�不论年龄大小（小
孩和老人除外）、结婚与否�只要是女性就可以称呼“小姐”。
称呼人觉得这样时髦�能体现对女性的尊重；被称呼人也觉
得它能给人年轻感�迎合女性青春永驻的心态�所以也乐于
接受。 不过近年来�社会上涌出一股出没于娱乐场所的三
陪暗流�对于她们�人们都是以“小姐”相称。 显然�这里的
“小姐”带有明显的贬义。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些女性不
愿接受“小姐”这一称呼了。
通过上文对通称产生途径的论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两点结论。 第一�汉语通称的产生、发展、消失或再次启
用这一演变过程�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变迁、汉民族深厚的
文化底蕴和人的价值观念息息相关的。 可以说�我们能从
通称的发展史大致窥见社会的发展历程。 第二�汉语缺乏
真正的通称。 在西方�人们可以做到不论对方年龄的大小、
职业的贵贱、身份的尊卑�只要是男子�一律都以“先生”相
称�甚至审问犯人也不例外。 而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几
乎是不可能的。 尽管我们已进入了新社会、新时代�但千百
年来的封建等级思想和儒家伦理观念已形成了深厚的文化
积淀�其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清除的�它反映到思想上就
是人们无法以真正平等的观念和态度来对待每一个人。 这
也就是汉语缺乏真正通称的根本原因。 其实�上文论述的
汉语通称产生的众多途经恰恰从另一方面有力地证明了这
一点。 汉语通称的缺乏是言语交际的实际需要与语言的现
状和理论之间矛盾的反映�它值得我们每一位语言学习者
和研究工作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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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source of general terms in Modern Chines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1、official ti-
tles．2、forms of address of relatives．3、other fields．4、forms of address which were discarded．Then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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