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中国語における姓名称呼は常用性が有る上、鮮明な特徴を具え、純姓名称呼、付加式姓名称呼と組み合わ

せ式姓名称呼に三分類できる。異なる称呼方式は情感指数に一定の対応性が存在し、異なる称呼の構成や組
み合わせは情感の変化に影響を与える。

关键词：汉语姓名称谓；称谓形式；情感指度；对应性

1. 引言
称谓词语的使用是进行交际的第一步，称谓形式的选用是否得当，直接影响交际活动进行的通畅性与有效

性。因此，确立称谓形式的选择标准，进而寻找出最为得当的称谓形式来进行交际，是言语交际中的关键所在。
而某一称谓形式之是否得当，除了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关系、年龄、性别之外，说话人通过不同称谓形式
传达出来的情感态度，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汉语的称谓系统精细庞杂，一方面它为人们之间顺利地传递信息和表达感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另一方面
它又给使用者和学习者带来了种种的困难。姓名是人的诸多称谓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称谓，是一个人在社会生
活中用以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识别符号。然而，如何称名道姓方为适切得体，却并非一件易事。在以往的研
究中，对汉语姓名的称谓形式与情感态度之间的关系甚少涉及，诸如复杂的姓名称谓形式与情感指度之间有无
某种程度上的对应关系？选用某一称谓形式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等等这些问题，将是本文尝试探讨的核心
问题。

 
2. 汉语姓名称谓的分类

所有语言均有姓名称谓，而汉语的姓名称谓却有着自己的独特个性。无论是称谓的结构形式，还是称谓的
表达功能，汉语姓名称谓都呈现出极其鲜明的特点。先看其结构形式的分类：大致可分为纯姓名称谓、附加式
姓名称谓和组合式姓名称谓三大类。在这三大类之下还可以分出若干小类：
2.1 纯姓名称谓

此类称谓只单纯由姓名构成，“姓 + 名”或“姓”、“名”的前后均没有其他附加成分或其他类型的称呼与
之相组合。

⑴姓 + 名 林夕 新凤霞 司马             
⑵单称姓 林 新 司马
⑶单称名 a. 夕 凤霞 / 霞 相如
 b. 夕夕 霞霞

2.2 附加式姓名称谓
此类称谓是在 “姓”、“名” 的前后加上某些成分（多为词缀）与之共同构成一个称呼。可细分为以下几类：
⑴老 + 姓 老陈 老马 老张
⑵姓 + 老 黄老 石老 赵老
⑶名 + 老 德熙老 叔湘老 庆株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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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老 + 姓 + 头儿 老孙头儿 老刘头儿 老李头儿
⑸小 + 姓 小王 小孙 小刘
⑹小 + 名 小冬 小丽 小颖
⑺大 + 姓 大李 大林 大张
⑻大 + 名 大冬 大丽 大颖
⑼ “姓” + 姓 + 的 姓陈的 姓张的 姓李的

2.3 组合式姓名称谓
此类称谓是在 “姓 + 名”、“姓”、“名” 的后面加上其他类型的称谓组合而成，有以下几种情形：
⑴姓名 + 通称 胡耀邦同志 先生      
⑵姓名 + 职业 袁国鹏老师 林巧稚大夫
⑶姓名 + 职称 陆俭明教授 徐小芳护士长
⑷姓名 + 职务 周恩来总理 胡锦涛书记     
⑸姓 + 通称 王先生 吴小姐
⑹姓 + 职业 张大夫 林老师
⑺姓 + 职称 赵教授 王会计
⑻姓 + 职务 孙主任 黄处长       
⑼名 + 通称 志平同志 秀云小姐
⑽名 + 职业 小明老师 丽芸大夫
⑾名 + 职称 庆株教授 秀云护士长
⑿名 + 职务 恩来总理 锦涛书记
⒀名 + 亲属称谓 小冬哥 春花姐
⒁姓 + 亲属称谓 李奶奶 赵大哥

3. 姓名的称谓形式与情感指度的对应
从上可见，姓名称谓的称呼形式是丰富多样的，而每一称呼形式都有其不同的表达功能。姓名称谓除了具

有指称受话者这一基本功能以外，还具有角色认同指示、人际关系指示、情感态度指示、交际动机指示等多种
功能，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情感态度的指示功能。下面着重讨论这一功能与称呼形式之间的关系。

不同的汉语姓名称谓形式都有其特定的情感态度指示功能，换言之，不同的姓名称谓形式与情感态度指示
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因此，交际者必须根据自己的交际目的去选择与某一情感态度相对应的称谓形式。
惟其如此，才可以顺利地实现预期的交际目的。根据考察，笔者发现称谓形式、情感态度与使用制约因素之间
的关系，大致呈现以下情况：

 
姓名称呼

类型 称谓形式 例子 使用条件 情感态度

纯姓名
称呼

姓 + 名 张治平 平对平，上对下 中性

单称姓 张 上对下，平对平 中性

单称名 治平 / 平 上对下，平对平 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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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称呼
类型 称谓形式 例子 使用条件 情感态度

附加式
姓名称呼

老 + 姓 老张 下对上，平对平 尊敬

姓 + 老 张老 下对上 特别尊敬

名 + 老 治平老 下对上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小 + 姓 小张 平对平，上对下 亲近

小 + 名 小平 平对平，上对下 亲近

大 + 姓 大平 平对平，上对下 亲近

大 + 名 大平 平对平，上对下 亲近

老 + 姓 + 头儿 老张头儿 平对平 弱亲近，非正式，含戏谑意味

“姓” + 姓 + 头儿 姓张的 平对平，上对下，下对上 轻慢，敌意，甚至轻蔑

组合式
姓名称呼

姓名 + 通称 张治平同志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正式

姓名 + 职业 张治平老师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正式

姓名 + 职称 张治平教授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正式

姓名 + 职务 张治平校长 下对上 尊敬，正式

姓 + 通称 张先生 平对平，下对上，上对下 尊敬

姓 + 职业 张老师 平对平，下对上，上对下 尊敬

姓 + 职称 张教授 平对平，下对上，上对下 尊敬

姓 + 职务 张校长 下对上 尊敬

名 + 通称 治平同志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职业 治平老师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职称 治平教授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职务 治平校长 上对下，平对平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亲属称谓 治平大哥 下对上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姓 + 亲属称谓 张大哥 下对上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观察上表，还可以发现：不同的称谓形式与不同的情感指度之间固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应性，同时也存
在着不同的称谓形式均与同一情感指度相因应的情况。譬如：

名 + 通称 治平同志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职业 治平老师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职称 治平教授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名 + 职务 治平校长 尊敬 + 亲近（亲敬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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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 + 通称”“名 + 职业”“名 + 职称”“名 + 职务”中的“名”，是一个表亲近的成分，而后一成分的“通称”“职
业” “职称” “职务” 均含有表敬的色彩，即这些称谓形式均由 “表亲近 + 表尊敬” 两种不同情感成分构成，并
经由中和效应而合成具有某种 “亲敬参半” 同质性的称谓。当然，这种 “同质性” 其实还存在着强弱程度的差
异，譬如 “名 + 职称” “名 + 职务” 就比 “名 + 通称” “名 + 职业” 更偏向表敬。在 “官本位” 文化的长期浸润下，
含有 “职称” “职务” 的称谓形式，被视为向 “表敬” 偏移，其实不难理解。

4. 影响姓名称谓情感指度升降的因素分析
4.1 姓名称谓构成成分的分类

姓名称谓的构成成与情感指度的升降密切相关。若对姓名称谓加以分拆组装，便可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去窥
探其每一构件对情感指度的直接影响。汉语姓名称谓可以大致分解出以下几种组合成分：⑴姓；⑵名；⑶姓名；
⑷老；⑸小；⑹大；⑺职业（部分）；⑻职称（部分）；⑼职务（部分）；⑽亲属称谓（“长辈” 部分）；⑾通称。

在这 11 种基本组合成分中，⑷⑸⑹只能与其它成分组合，不能够单用；其它组合成分既可以单用，也可
以跟其它成分组合。但是，不管是单用的还是不能单用的组合成分，其自身都包含有一定的感情态度色彩。若
从其所包含的感情态度色彩分类，这 11 种组合成分可分为以下三类：

表尊敬色彩的构件：⑷老；⑺职业；⑻职称；⑼职务；⑽亲属称谓；⑾通称
表亲近色彩的构件：⑵名；⑸小；⑹大
表中性色彩的构件：⑴姓；⑶姓名

4.2 姓名称谓构成成分的组合
我们先将这 11 种成分进行组合搭配，并罗列如下：

　⑴姓＋⑵名：陈贵明
　⑴姓＋⑷老：陈老
　⑴姓＋⑺职业：陈老师 
　⑴姓＋⑻职称：陈教授  
　⑴姓＋⑼职务：陈主任
　⑴姓＋⑽亲属称谓：陈大哥
　⑴姓＋⑾通称：陈师傅

　⑵名 + ⑷老：贵明老  
　⑵名 + ⑺职业：贵明老师
　⑵名 + ⑻职称：贵明教授
　⑵名 + ⑼职务：贵明主任
　⑵名 + ⑽亲属称谓：贵明大哥
　⑵名 + ⑾通称：贵明师傅

　⑶姓名 + ⑺职业：陈贵明老师
　⑶姓名 + ⑻职称：陈贵明教授
　⑶姓名 + ⑼职务：陈贵明主任
　⑶姓名 + ⑽亲属称谓：陈贵明大哥
　⑶姓名 + ⑾通称：陈贵明师傅

　⑷老 + ⑴姓：老陈
　⑸小 + ⑴姓：小陈
　⑹大 + ⑴姓：大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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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组合的情感指度变化  
若将包含不同情感态度色彩的成分分别进行搭配，将会出现以下的组合形式，并引发整个称谓组合情感的

升降等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如下：
A：同一感情态度成分组合：表亲近成分 + 表亲近成分 = 亲近，如：小 / 大 + 名。
B：不同感情态度成分组合：中性成分 + 尊敬成分 = 尊敬，如：姓 / 姓名 + 职业 / 职称 / 职务；
亲近成分 + 尊敬成分 = 亲敬参半，如：名 + 职业 / 职称 / 职务；尊敬成分 + 中性成分 = 尊敬，如：老 + 姓。

4.4 称谓形式与情感指度的对应规律
综上分析，我们还可以从中归纳出称谓形式与情感指度之间的一些对应规律：
⑴ 同一性规律：由两个包含相同感情态度色彩的成分构成姓名称谓，其整体标示的感情态度与其组合成分

包含的感情态度色彩具有同一性。如：小（亲近成分）+ 玲玲（亲近成分）= 小玲玲（亲近）。
⑵ 偏向性规律：由中性成分与其他包含亲近、尊敬等感情态度色彩成分构成的姓名称谓，其整体标示的感

情态度偏向含有感情态度色彩一项。如：王（中性成分）+ 经理（尊敬成分）= 王经理（尊敬）。
⑶ 中和性规律：两种包含不同情感态度色彩的成分一经组合便产生出某种类似中和效应的结果，即整个组

合所标示的情感态度既不完全等同于 A，也不完全等同于 B，而是一个 “混合物”。如：耀邦（亲近成分）
+ 书记（尊敬成分）= 耀邦书记（亲敬参半）。

5. 余论
能否准确标示出交际双方的人际关系及与这种关系相对应的情感态度，是判别一个姓名称谓选用是否适切

得体的重要标准。超常使用可以看作是一种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同样具有自身的特殊交际功能，而且这种所
谓的 “超常”，有时候也会随着其使用范围的扩大和应用频率的增高而变为一种 “常态”，并被整个语言社会接
受。譬如汉语的 “单称姓” 现象，曾被看作是使用不规范的例子，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已基本获得了合法存
在的资格。

汉语的姓名称呼法，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连姓带名全称，表示疏远，有时甚至是无礼；单称姓，表示
不疏远也不很亲近；单称名，表示亲昵，若是双名，单称其中一个字，则表示亲昵至极。一个 “姓＋名” 的称
呼，如果以姓为起点，往右递减成分，则亲昵度渐次递增；如果以名为起点，向左递减成分，则亲昵度渐次递
减。 例如：温家宝→家宝→宝，亲昵度渐次递增；温家宝←家宝←宝，则亲昵度渐次递减。

此外，作为社会这个复杂网络中的人，总是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并和其他人形成各种各样的角色关系。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潜在称谓也总是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真实交际中，面对人的这种 “多角色”、“多关
系” 和 “多称谓” 的情况，如何才能作出最为适切得体的称呼选择呢？除了应该考虑人际关系、交际场合、性
别阶层等因素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其传达出来的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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