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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网络语言也不断更新，涌现出许多新兴的网络人称指示语。作为语言交际中的

重要手段之一，人称指示语在网络社交中也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除了进行指称、传递人物信息，网

络人称指示语更承载着抒发感情和情绪、构建身份认同的语用功能。本文将以“鼠鼠我呀”为例，探析

网络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功能，并试图从语用学的角度解读这一现象。 
 
关键词 

网络语言，人称指示语，语用功能 

 
 

Analysis of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Online Person Deixis 
—With a Case of “鼠鼠我呀(Shushu Wo Ya)” as an Example 

Xini S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Received: May 9th, 2023; accepted: May 31st, 2023; published: Jun. 13th, 2023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nline language has been constantly updat-
ing and lots of online person deixis have emerg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person deixi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online social interaction. In addition to 
referring to and conveying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online person deixis carries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expressing feelings and emotions and building identities. In this paper, we will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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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鼠我呀(Shushu Wo Ya)” as a case to explore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online person deixis, and 
try to interpret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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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1 月，互联网开始兴起以“鼠鼠我呀”自称的表达方式，以“鼠鼠我呀”开头的长段自述被

戏称为“鼠鼠文学”。“鼠鼠”一词引用于动画片《小妖怪的夏天》，它被网友用来开玩笑式的自嘲，

因为觉得自己无权无势，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没有什么出众的本事，只能像老鼠一样生活在下水道

这种见不到光的地方[1]。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语言也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话语当中，“鼠鼠我呀”

这样的新兴网络人称指示语也层出不穷。本文以“鼠鼠我呀”为例，旨在探究网络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功

能，以进一步探究网络人称指示语流行的社会文化动因以及当代互联网用户群体的认知世界。 

2. 网络人称指示语研究综述 

指示语是日常交际中十分常见的语言现象，指“在语境中才能确定其所指对象或所指信息的词语或

结构”(何自然，2010) [2]。Bühler (1934)将指示语划分为三个维度：人称指示语、地点指示语和时间指

示语[3]。人称指示语是言语交际中用以表示说话人、听话人或第三者的词语或结构[2] (何自然，2010)，
如“我”、“你”、“他”、“她”、“我们”等代词是典型的人称指示语。基于此，本文将网络人称

指示语定义为“在网络交流中被广泛使用的用于指示说话人、听话人或第三者的词语或结构”。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人称指示语突破狭义人称指示语的代词系统，不断更新，引起了学者们的

关注。刘玮娜(2012)对淘宝体称呼语“亲”进行语用分析，认为其满足“求新”和“从众”心理，符合会

话中的“数量准则”和“礼貌原则”[4]；钟之静(2015)对网络新词汇“Ta”的意义进行了分析，认为“Ta”
是对第三人称代词三分法缺陷的补充和完善，在网络语境下可表示“他”或者“她”，是一种不明性别

的指称[5]；毛延生和何刚(2019)探讨网络语境下汉语人称指示语变异的形态、类型与理据[6]；杨福亮、

权杰、沈苏娜(2020)探究了网络新兴人称指示语的成员、形式和来源，并分析了流行动因[7]。人称指示

语在网络的互动和交流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研究鲜有对网络语言人称指示语语用功

能进行探析，本文将以语用学理论的视角分析网络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功能。 

3. 网络人称指示语“鼠鼠我呀”的语境特征 

“鼠鼠我呀”通常用于一段自述或一句话开头，替代“我”作为单数第一人称指示语使用。本文选

取三段网络人称指示语“鼠鼠我呀”使用语境作为语料进行分析，内容均来源于网络。 

例 1：“鼠鼠我呀，小时候得了一墙的奖状，以为那是我一生的荣耀。可是等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住的

地方，叫下水道。鼠鼠我呀，怎么能比得过宠物店里的小仓鼠呢。鼠爸鼠妈都以自己为骄傲，可鼠鼠的自卑只有自

己知道，别看鼠鼠我呀现在这样，鼠鼠也想过出人头地捡回儿时的荣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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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鼠鼠我啊，是个博士鼠，你可能觉得博士算什么鼠鼠，可鼠鼠病了。鼠鼠向鼠爸鼠妈要钱，可他们说

鼠弟快结婚了，是鼠鼠想要钱捏造的病。最终鼠鼠去了银行贷款救了自己。但鼠鼠啊前天又开始难受又复发了，鼠

鼠认命了。初二的时候，鼠鼠考到了全班前十，那天爸妈做了鼠鼠最爱吃的东西。鼠鼠从那以后就以为，只要好好

学习，他们就会爱我。所以鼠鼠一直坚持到博士，学费都是鼠鼠假期端盘子啦快递挣的，爸妈没出过。鼠鼠我啊，

到生病那天才明白，一直活在被爱的幻想里。鼠鼠去年 2 月已还清贷款了。鼠鼠想以后就能好好生活了。唉可惜了，

鼠鼠只希望鼠鼠可以自己一个人过完年，再去旅游一次。鼠鼠不想化疗了。鼠鼠一生走完了呢。”[9] 

例 3：“鼠鼠我啊，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呢，是亲戚眼里有出息的小孩。可是只有鼠鼠自己知道，自己什么

也不是。鼠鼠我啊，三岁时鼠爸车祸去世了，鼠妈就把鼠鼠交给伯伯啦。于是鼠鼠在大山里度过了一个无拘无束、

很快乐的童年，放牛、打猪草、割水稻、背柴，鼠鼠从穿着小裙子在幼儿园表演节目，到融入农村——哦~真想为缩

小版的鼠鼠鼓鼓掌！是适应性很棒的小女孩。鼠鼠我啊，后来高考啦，因为只会闷头读书，阴差阳错去了一个万金

油专业。再后来啊，鼠鼠放弃考研啦，因为既承受不了失败的结果，也没办法再背上越滚越多的助学贷款。鼠鼠算

了一下，伯伯已经七十岁啦，等鼠鼠读完研、还完贷款，可能要好几年，鼠鼠很害怕没机会孝顺伯伯。鼠鼠我啊，

现在是一个懵懂的打工人啦。不懂人情世故、也没那么高情商，可能因为在最敏感的年纪一无所有，一直既不自信

又没安全感。鼠鼠好羡慕成双成对的小情侣呀，可是好可惜，鼠鼠似乎没有爱人的能力，就不耽误男孩子啦。现在

的鼠鼠，一个人在陌生的浪浪山做普通的工作，每个月给鼠伯伯打钱，还着助学贷款，在努力成为自己的依靠~鼠鼠

知道还有很多小伙伴，迷茫无助。可是我们要做自己的英雄，千次万次地救自己于水深火热。我们终将变成让自己

满意的大人。”[9] 

如三段语料所示，以“鼠鼠我呀”开头的自述通常是年轻人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基础所写成并发表

在网络平台的故事，内容涉及自己的成长经历、亲情、爱情、友情、职场等话题，看似平铺直叙，实则

饱含情感。故事由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但使用的单数第一人称指示语大多为“鼠鼠我呀”“鼠鼠我

啊”“鼠鼠”等，较少单独使用“我”，涉及复数第一人称时则多数使用“我们”。“鼠鼠我呀”多用

于自我陈述而非对话，因此很少涉及第二人称，但也存在使用第二人称与读者进行互动的现象，如例 2
中的“你可能觉得博士算什么鼠鼠”。当故事情节涉及第三人称指示语，如故事主人公的父亲，则称为

“鼠爸”“鼠爸爸”等而非“我爸”，有时也直接使用称谓，如“爸妈”和“伯伯”。 

4. 网络人称指示语“鼠鼠我呀”的语用功能 

4.1. 抒发感情和情绪 

以“鼠鼠我呀”作为单数第一人称的讲述均流露出大量的情绪，尤其是负面情绪，如焦虑、失落、

伤心。“鼠鼠我呀”这一网络人称指示语的使用，几乎成了抒发感情、宣泄情绪的开端。例 1 中的“鼠

鼠”小时候因为得到了许多奖状而感到很自豪，但是随着长大，“鼠鼠”才发现自己生活在下水道，这

种现实的落差让他感到失落、无助和沮丧。和宠物店的小仓鼠作对比，又表现出自卑。“出人头地捡回

儿时的荣耀”表达了“鼠鼠”的渴望和追求，对得到别人的认可和赞赏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例 2 的“鼠鼠”则借“鼠鼠我呀”表达了一种深深的悲伤和无奈。“鼠鼠”虽然通过不懈的努力

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发现自己从来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和认可，一直“活在被爱的幻想里”。“鼠鼠”生

病后，迎来的是家人的怀疑和不信任，只能靠自己贷款救治。尽管还清了贷款，但却无法享受到自己辛

苦付出换来的生活。结尾“鼠鼠一生走完了呢”表达了一种视死如归的无助和绝望。例 3 的“鼠鼠”也

同样流露出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自卑心理。“害怕没机会孝顺伯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焦虑，

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报答家人的养育之恩。“懵懂的打工人”表现出对工作的前景感到迷茫，也表明了自

己在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上的自卑，认为自己“一无所有”。爱情方面，对爱情表露出渴望又承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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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没有爱人的能力，表现出一定的自我怀疑并且退缩。同时，作者也直言自己缺乏自信和安全感。 
无论是涉及人生、家庭、爱情，还是其他成长经历的“鼠鼠文学”题材，年轻人都在借“鼠鼠”之

口倾诉着现实的失意与辛酸，发泄、呐喊着心中的郁结。相比人类，老鼠无权无势，只能生活在下水道。

选用“鼠鼠我呀”替代“我”作为单数第一人称指示语，故事讲述者有意降低了自己的话语权势。把自

己视为鼠而不是人类，更有利于故事讲述者放下身为高高在上的人类身份，放下讲述失意经历的羞耻感，

更好地表达自己面对生活的失意时的真情实感。而网络社区的虚拟特点和网络匿名发言的可能性也为网

络用户打开心扉、释放负面情绪创造条件。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除了负面情绪的宣泄，“鼠鼠文学”也流露出积极乐观的情绪(见例

3)。尽管从小经历至亲离世的痛苦，“鼠鼠”仍然挺过了生活变故，顽强地适应了生活环境的改变，并

认为自己有快乐的童年。放弃考研，工作还贷，表现出一定的勇气和坚韧。最后，“鼠鼠”勉励自己也

勉励他人：“我们要做自己的英雄，千次万次地救自己于水深火热。我们终将变成让自己满意的大人”，

体现出自我肯定的积极乐观态度。值得注意的是，结尾部分勉励其他人时，故事讲述者用了“我们”而

非“鼠鼠们”，似乎又将话语权势上升回人类的身份。相比老鼠，人类正大光明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无需东躲西藏地生存。所以，以人类的视角憧憬未来，更有利于传达希望和积极乐观的正面情感。 

4.2. 构建身份认同 

使用网络人称指示语还可以在网络社区中构建身份认同发挥作用。由于互联网的普及，网络的用户

来自五湖四海，任意组合的用户几乎不可能存在任何社会关系。通过使用网络流行人称指示语，交际双

方会产生“隐形的共同圈子”的概念，进一步表明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两人都自称“鼠

鼠我呀”，交际双方便会有“我们都来自‘鼠圈’”的感觉，尽管这个“鼠圈”可能只是以概念的形式

存在于交际双方的认知里，但是已经足够在网络社区中创造出一种归属感，使得交际双方认同自己及对

方同属同一社会群体，并产生社区意识。 

一方面，当代年轻人通过自称“鼠鼠我呀”构建起遭受生活重压、历经失败和坎坷的失意者形象，

将自己与其他有着相同情感和认知的人联系起来，在有着相同遭遇的社会群体中寻求身份认同，形成一

种内在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这让他们感受到：在这个“鼠圈”里，每一只“鼠鼠”都是现实的失意者，

他们不是一个人。另一方面，通过自称“鼠鼠我呀”成为“鼠圈”里的一只“鼠鼠”后，当代年轻人也

在网络社区中相互鼓励，共同展望未来。这也使得“鼠鼠”在“鼠圈”得到来自陌生人的共情和支持，

以帮助消解现实的不如意。知名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一个名为《鼠鼠很后悔，碰了穷人不配学的专业》

视频的评论区的六千多条评论里，网络用户们除了表达自己的相似遭遇，更纷纷发出了“加油”“会好

起来的”等鼓励的词句，表达出对视频作者的共情和支持[10]。 
网络构建起来的虚拟社区一定程度填补了现实在现代化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感情的疏离，它为人们

寻求一种共同体提供了可能。之所以喜欢使用“鼠鼠我呀”替代“我”进行自称，是因为“当我自称是

鼠鼠的时候，会有一种和其他的鼠鼠是同一阵营的踏实感”[9]。“同一阵营”即为人们寻求的共同体和

“鼠鼠我呀”这第一人称指示语所建构的群体认同，这也反过来推动了互联网用户持续使用“鼠鼠我呀”

这一网络人称指示语以获取身份认同，助推了网络人称指示语的流行。 

5. 结语 

“鼠鼠我呀”这一网络人称指示语的流行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在面对压力时的内心状态和情感需求。

在当代社会中，各行各业都面临着高度的竞争和快速的变革，这种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生活状态对于年轻

人来说尤为明显。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学业和职业上的竞争，还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和压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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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压力往往会导致年轻人自卑、焦虑、失落，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情感释放的出口，也需要一个被认同

的群体。“鼠鼠我呀”这样的网络人称指示语恰好承载了这样的语用功能，被广大年轻人争相使用，促

成了这一网络人称指示语的流行。 
本研究通过对“鼠鼠我呀”这一网络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功能进行探析，揭示了网络人称指示语的多

重语用功能。使用诸如“鼠鼠我呀”这样的网络人称指示语既能抒发感情和情绪，又可以构建身份认同。

“鼠鼠我呀”一类网络人称指示语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下网络语言使用的风貌，破译网络人称指示

语流行的社会文化动因，了解该网络人称指示语使用群体的心理及认知，为网络语言日后的研究提供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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