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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称谓系统因其复杂性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试图揭示语言形式同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亲属称

谓语作为一种民间语言形式，与社会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世代传承中，一些亲属称谓语在形式意义

方面保持稳定，而部分亲属称谓语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便是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本文试从民

俗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农村亲属称谓语中社会文化因素引发的称谓制变异现象，展示社会变迁带来的

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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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nship terminology system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by sociolinguists due to its complexity, 
and they try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form and social meaning. As a form of 
folk language, kinship terminology has great relev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ulture, that 
is, some addressing terms remain stable in its form and meaning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hile some of them have changed greatly, which is caused by social-cultural factors.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variation of rural kinship addressing system under the impact of social-cultural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lklore and linguistics, so to reveal the profound changes brought 
by soci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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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语言既是一种科学系统又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交际的纽带。作为某一特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它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民间语言是语言的变体之一，指广大民众用来

表达思想并承载着民间文化的口头用语，如称谓语(包括亲属称谓语和拟亲属称谓语)、俗语、谚语、歇后

语等。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历了传承与变异，这些民间语言形式逐渐演变成为如今民众所熟悉的口

头语言。这其中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变迁，在农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本文试从民俗学和语言学的角度

入手，通过对农村亲属称谓语的考察，分析其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展示出社会变迁带来的深刻变化。 

2. 亲属称谓语研究现状 

我国古代为宗法制社会，因而向来有脉络庞大的亲属称谓系统。对亲属称谓语予以记载与研究的典

籍专著，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尔雅》一书。汉代、唐宋时期也都有记录称谓语的材料，清代

谈称谓问题的著作更多，如梁章钜《称谓录》和郑珍《亲属记》。到了近代，更是涌现出一批现代科学

意义上的论著，代表作如赵元任《汉语称谓》和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等。近年来，亲属称谓语

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也更加多元化[1]，从历史学、跨文化交际、语言学等多角度

展开的亲属称谓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如跨文化视角下的中西方亲属称谓语对比研究、历史典籍中

亲属称谓语的使用特点及文化内涵研究、社会语言学视角下亲属称谓语使用规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

还有从民俗学理论视角探讨亲属关系等等，对探讨语言对文化的映现作用以及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具有重

要意义。 

3. 亲属称谓语及其背后社会文化的演变 

亲属称谓是民间亲属制度的一部分，根据称谓所指称的亲属关系的不同，亲属称谓分为血亲称谓和

姻亲称谓。亲属称谓语则是指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亲属关系的名称，是表现人们血缘或婚姻关系的一套特

殊语言符号，可分为血亲称谓语和姻亲称谓语。 
面称与背称是亲属称谓语的重要特征[2]。面称是指说话人直接面对当事人时使用的直接用语。背称

指听话人不是被称呼人时使用的间接用语。由于称谓语多为称呼人与被称呼人都在场时使用，因此本篇

论文主要讨论面称的使用。 

3.1. 血亲称谓语 

血亲称谓语是指对有血缘关系亲属成员的称呼语，分为父系亲属称谓语和母系亲属称谓语。父系亲

属称谓语又分为宗亲称谓语与外亲称谓语两部分。宗亲包括同一祖先的男性血亲及其配偶，尚未出嫁或

离异而返的本族女子，外亲则指与女性相关的亲属，广义的外亲包括母亲方面的亲属、本族女系亲属的

子女以及妻子的本族亲属[3]。在传统的宗法制社会中，强调“父统子、兄统弟、嫡统庶、大宗统小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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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系宗族成为最重要的亲缘组织，因此父系宗亲称谓语是最为庞大的一支。按传统的九族宗亲论，以自

己为中心，上推四代到高祖，下推四代到玄孙，从旁系看，从自己推至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祖兄弟

姐妹、族兄弟姐妹，上下为九、左右为九形成的宗亲。由于长期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族制度之下，多数宗

亲称谓语的内涵及意义保持不变。如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伯、甥、侄等，这反映出了血亲称

谓语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特征。但这类称呼语多为背称，下面以儿女对父母的面称为例，看亲属称谓语的

变化所展现出来的社会文化演变。 
在农村，父母称谓的传统叫法是“爹”和“娘”。现代社会中，农村仍有人这样称呼自己的父母，

但这些人多数是村子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他们自幼生长在宗法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严格遵守祖宗世

代传承下来的称呼语，思想守旧，因此往往保留着传统的习俗。建国以后出生的中年人，他们对父亲称

呼为“爸爸”，而对母亲仍叫“娘”。这是因为夫权社会中，外出交往的多为男性，他们与外界的接触

先于女性，因此更容易带回新潮的称呼。而在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人，几乎全部称呼父亲为“爸

爸”，母亲为“妈妈”。改革开放以来，新事物层出不穷，年轻一代们沐浴在新时代的春风里，在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外部环境的改变也影响到他们对传统称谓语的认同程度，因此他们开

始自然地使用城市里普遍的现代称呼，抛弃农村世世代代承袭下来的传统称谓语，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

社会文化的变迁导致的。 

3.2. 姻亲称谓语 

姻亲称谓语是对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亲属成员的称呼语，分为夫妻称谓语、夫系称谓语和妻系称

谓语。传统社会中，由于宗亲亲属体系的“一家独大”，姻亲亲属关系并不受人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第一，姻亲称谓语使用的范围很小。首先夫妻称谓语的使用仅局限在具有夫妻关系的丈夫与妻子

之间。在夫系亲属中，受传统文化中“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思想的影响，已婚女子并不常外出，

很少与丈夫的亲戚进行人情往来的走动，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妻子对夫系亲属称谓语的使用也较少[4]。妻

系亲属是外亲的实质使得丈夫一方作为称谓人并不重视与妻方家族成员的关系，因此也较少使用妻系称

谓语。第二，姻亲称谓语的变化很大。在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姻亲称谓语的稳定性并不如血亲称谓语大，

因此更容易在外部环境、内部因素等作用下接受新的称谓形式。本篇将从夫妻称谓语、夫系称谓语、妻

系称谓语等三个方面探究社会快速革新下对姻亲称谓语的影响。 

3.2.1. 夫妻称谓语 
夫妻称谓语是指夫妻双方互相称呼时使用的称呼语。在农村，就对夫妻称谓语的历时研究而言，可

以将其分为老派夫妻称谓语和新派夫妻称谓语。前者主要发生在现代农村年纪较长、受传统社会的夫妻

关系影响较深的老年夫妻之间。后者则主要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年夫妻及青年夫妻之

间使用的称谓语。 
值得注意的是，老派夫妻之间几乎不使用面称，他们在面对面交流时往往直接表达内容，或通过“哎”、

“哎我说”来起到提醒对方听的作用，因此老派夫妻的当面称呼处于缺环状态。与面称缺环相对照，老

派夫妻的背称却花样繁多。背称的称呼语可以是从儿称，如“xx 他爹”、“xx 他娘”，也可以从家庭中

所起作用、所处地位的角度称呼，如丈夫称呼妻子为“俺那做饭的”、“俺家那口子”等，而妻子则称

呼丈夫为“当家的”。而新派夫妻称谓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用夫妻双方都直接用姓名来称呼彼此。 
新派夫妻和老派夫妻相互称谓变化的背后是社会不断发展的结果。在封建思想观念中，人们强调夫

为妻纲，夫妇有别。传统的婚姻制度决定了夫妻关系是处于夫权社会的规约之中的，因此老派夫妻称谓

语多体现出男尊女卑的文化特征。在传统文化中，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传宗接代。费孝通将夫、妻、子看

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亲子关系对夫妻关系具有稳固的作用。因此直到孩子出世，夫妻成为了“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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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爹”、“xx 他娘”，夫妻关系才变得稳固，这种从儿称的现象也体现出了宗法制社会中后代子嗣的重

要性。而建国后出生的新派夫妻虽然会受到上一代人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在生产生活方式改变、

文化程度得到提高的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他们能自觉摒弃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夫妻相处模式，因此

如“xx 他爹”、“xx 他娘”等称谓语已较少出现在新派夫妻称谓语中。新的夫妻称谓语如姓名称谓的出

现标志着男女平等的思想代替了夫妻之间的尊卑界限[5]。妻子的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自己家中，她们可

以下地干活，甚至外出务工，对家庭的贡献不亚于丈夫，这使得妻子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已高于丈夫，

因此夫妻间使用姓名称谓有了文化心理基础。 

3.2.2. 夫系称谓语 
夫系称谓语是指在以丈夫为中心的亲属关系中，以妻子为称谓主体，丈夫的亲属为称谓客体的称呼

语。夫系称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夫称。在封建社会中，女子嫁入夫家后便成为这家的媳妇，要严格

遵守宗族制度、孝敬公婆、尊敬叔伯，见面时要按照敬重的礼仪和情感态度称呼丈夫的亲属，因此从夫

称多体现在面称上。另一种是从儿称。由于传统文化中对于传宗接代的重视，妻子与夫家的亲属联系主

要是以子女为中介的，因此从儿称在夫系称谓语中的位置更重要。 
在夫系称谓语体系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媳妇对公婆的称呼语。在“交互从表婚”的旧时婚俗中，媳

妇对公婆最初的称呼是“舅姑”。到宋代将表亲婚定为禁律以后，这种称呼才慢慢消退，逐渐演变成现

在的“公婆”称谓。在传统礼俗规约下，媳妇将对自己亲生父母的“爸爸”、“妈妈”的称呼用于公婆

身上。这种规约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价值系统的规约。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国同构是

宗法制的显著特征。家庭和国家均以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宗族与家长制的威严

约束着媳妇的行为及道德，要求她们礼节与顺从。二是经济利益系统的规约。在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

社会，家庭财产，包括房产、地产等都由父亲掌握，且古代并没有分家一说，因此一直到父亲去世才把

财产分给儿子。经济利益上的不平等导致媳妇的生存无法脱离公婆的约束，这决定了媳妇对公婆的尊崇

与孝敬。然而，在现代社会，媳妇已不再是受制于公婆的“丑媳妇”角色。随着宗法制消亡和父权家长

制衰退，媳妇敢于挑战传统的三从四德，不再坚持以卑微恭顺的态度侍奉公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在，

多数媳妇拥有自己的经济收入，掌握自己家庭的财政权力，不需要依靠公婆。因此，在当下较为和睦的

家庭中，虽然媳妇对公婆的面称仍为“爸爸”“妈妈”，但已失去了旧时要求的尊敬谦卑的情感和态度，

仅仅是出于遵守礼仪的规范来称呼他们。而在一些婆媳关系僵硬的家庭里，媳妇已不再使用这套表明亲

属联系的称呼语，有的媳妇甚至使用与称呼语意义相反的谩骂言语来指称公婆。 

3.2.3. 妻系称谓语 
妻系称谓语是指丈夫对妻子亲属的称呼语。妻系称谓语也有两种类型：从妻称和从儿称。从妻称体

现于面称，要求丈夫在与妻子亲属见面时从妻子的角度出发称呼他们。然而在从夫居的婚俗模式中，丈

夫与妻子亲属的面对面交流极少发生，因此从妻称使用的频率也较低。从儿称在背称时使用，并不体现

丈夫与妻方亲属的直接联系，而是通过儿女为中介建立起亲属关系，这也体现出传统社会的亲属之间更

多依靠血缘为纽带，通过后代把姻亲关系联系起来。 
与之不同的是，封建社会中丈夫对妻子父母的称谓语既不属于从妻称，也不属于从儿称，如“丈人”、

“丈母”、“泰山”等。甚至在河北的部分农村地区，女婿称呼妻子父母为“大爷”、“大娘”。这意

味着传统社会中女婿与岳父岳母之间是一种疏远的关系，是父权文化和男尊女卑思想在称谓习俗上的体

现。但在现代社会，丈夫在称呼岳父岳母时更多地使用从妻称，如“爸爸”、“妈妈”。现在，丈夫对

岳父岳母的态度越来越恭敬孝顺，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越了妻子对公婆的礼仪规范，这也展示出了“媳

妇权威”的崛起对男尊女卑思想的抵制作用，表明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已上升到同男性平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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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亲属称谓语体系的变化过程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在传统社会中，宗法制要求尊卑有别、长幼有

序、男尊女卑、母凭子贵等，因此民众，特别是女性严格遵守称谓习俗，以礼俗要求的尊敬态度称呼亲

族成员。而男性则在父权文化以及男尊女卑观念的潜在观念的影响下，以恭敬态度称呼自己的宗亲成员，

而对于妻子和妻方亲属的称呼语则显示出疏远的关系。这时亲属称谓语体系反映出了一定的阶级性，用

以维护宗法社会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到了现代社会，封建宗法制度的消亡和父权家长制文化的衰退使

得亲属称谓语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农村，男女平等的思想逐渐取代了男尊女卑、上下有等的传统思想

以及“媳妇权威”崛起使得女性不再受制于传统文化的约束，因此她们在使用称谓语时已无需顾忌繁文

缛节的限制，只需在具体情境中使用习俗规定的称呼语。同时，改革开放在为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

同时，也促进了亲属称谓语的变化。一些外来的“时髦”称呼语从城市流入农村，使得村民的原有的语

言资源添加了新的概念，当整个社区的民众都接受了这些称呼语时，这些称呼语便被纳入到文化规约中，

成为新的称呼语为人们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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