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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老婆”称谓的社会语言学调查①

连晓霞，韩梅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随着社会交际环境的开放和生活观念的转变，称谓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夫妻称谓，新世纪以来，“老
公”“老婆”成为流行于视听媒体上的一对主要称谓语。以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老公”“老婆”在现实生活中的使

用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的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它们随着说话人的角色、社会特征和说话场合等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

分布情况，其在视听媒体上的流行热度，不符合社会各群体的实际交际语感，因此它们不可能代替原有的夫妻称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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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称谓语是称谓语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汉语中夫妻称谓语的嬗变和丰富多彩，深刻反映了我国的

时代变迁与文化开放，对大众语言生活的影响。陈原最早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明确了社会变化对配偶称

谓的影响［１］２０９－２１４。之后，相关研究不断见诸学界，刘俊从社会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夫妻称谓蕴含的社会

礼制、心理、民俗等文化现象［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后，常听到和看到有关“爱人”一词的信息，大意是说
改革开放以后，在与海外友人交流时，国人的“我爱人”这一称谓，引起了对方的好奇和震惊，他们以为

中国大陆人士竟然开放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介绍自己情人之地步。由此“爱人”一词似乎成为人们尤其

是知识分子的避讳之词，陈建民撰文指出“爱人”称谓正在缩小范围，其他称谓不断涌现［３］。受港台影

视剧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老公”、“老婆”在各种视听媒体上大呼小叫，不绝于耳。不管是已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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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未婚的；不管是幽默剧，还是正剧；不管说话人是面称，还是背称，抑或是他称①；不管是广告，还是

娱乐节目，或是严肃的科教节目，仿佛只有这一对称谓语可用，别的词都不得体而过时或失踪了。夫妻

称谓这一显著变化进一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对其研究明显增多，有的从历时角度考察夫妻称谓的历史嬗

变和文化背景，有的从共时角度对某个时期的作品进行针对性研究，还有的专门对“老公”“老婆”的语

源、意义进行考证，徐默凡则较早地指出了其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错位问题［４］。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对这对称呼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使用情况进行问

卷调查，以期通过定量分析，说明各使用群体的社会特征（性别、年龄、职业）如何影响其在不同称谓类

型中的分布情况，从而揭示其在现实交际中使用的真实现状，并指出其发展趋势，以及以后使用中应注

意的问题。

１　调查设计
１．１　研究的问题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是，在不同的称谓类型中，“老公”、“老婆”、“爱人”等在各社会群体使用中的

分布情况，或者说各使用群体的社会特征如何影响它们的使用频率或分布差异，即：（１）在性别上所显
示的差异；（２）在不同年龄阶段所显示的差异；（３）在不同职业中所显示的差异；（４）各社会群体对其使
用在大众场合所持的态度；此外，“爱人”的含义也是本文调查的一个内容。按社会语言学定量研究的

方法，本文研究的问题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来概括的话，那么称谓类型（面称、背称、他称）、调查对

象的社会特征（性别、年龄、职业）是自变量；称谓语“老公／老婆”及其使用场合、使用者态度、“爱人”的
意思等是因变量。

１．２　调查范围和调查对象
河南地处中原，不仅是全国的交通枢纽，也是语言变异社会化、大众化的汇集地，出现在全国东、西、

南、北的语言变异，都会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因此笔者将调查地域确定在河南境内，以求结果的客观性

和可靠性。

调查人数和对象：本文计划调查３００人，其中（１）性别，男女；（２）年龄，分４个层次：１８岁以下、１８～
２５岁、２５～４５岁、４５岁以上，主要面向中学生、大学生和未婚青年、已为人父母的中青年以及中老年五
个群体；（３）职业，分５个领域：工人、教师、商人、军人、学生。因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是一般交际情况
下人们所使用的夫妻称谓语，因此无意将调查对象分为高、中、低３个层次。这些调查对象不限于河南
人，除学生群体外，其他群体中都含有非河南籍人员。另外，本文的问卷调查主要是基于普通话语境

（包括调查对象的话语背景、影视剧中的话语语境），方言语境不作为主要调查范围。

调查共发问卷３００份，收回２６９份。计划分发：男女各１５０份，４个年龄段分别为５０份、１１０份、１００
份和４０份，５个职业分别为５０份、５０份、５０份、５０份和１００份，表１中的人数为实际收回的填表人数。
表２～表６中的各项数据，“／”的左边为人数，右边为百分比。

表１　调查对象总体情况

群体
性别 年龄（年） 职业

男 女 ＜１８ １８－２５ ２５－４５ ＞４５ 工人 教师 商人 军人 学生

人 数 １３２ １３７ ３６ １０７ ９５ ３１ ４６ ５０ ５０ ３５ ８８

总 计 ２６９ ２６９ ２６９

１．３　调查和统计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问卷方式对城市群体进行调查，再辅以实地观察的方式对乡村群体进行口头调查。

问卷调查所搜集的资料，以ＳＰＳＳ统计法，得出所需的数据表，为节省页面空间，笔者对统计表进行了适
当整合，将所占比例小的选项合并为“其他”，又删除了表中对本文意义不大的数据，因此本文以下各表

３４１

① 为了便于表述，本文根据说话人的角色转换，将称谓类型分为“面称”“背称”和“他称”，此处的“面称”“背称”是指夫妻之间，

“他称”是指一个人谈到或介绍别的夫妻时所用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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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整合后的统计表。在乡村的口头调查，主要通过隐秘观察、轻松对话完成。

２　调查结果和分析
２．１　夫妻面称中“老公／老婆”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和分析

这项调查的要求是，从所给的５个选项中，选出“您认为夫妻之间最好的面称”，其他选项包括“孩
子他／她爸／妈”“领导／当家的”“哎，……”表２的数据显示，选“老公”的女性比例３０．７％略高于选“老
婆”的男性比例２９．５％，不过二者加起来也仅占总数的１／３，就其中的年龄和职业两个调查项来看，２５～
４５岁和教师、商人３个群体，选择“老公／老婆”的比例略高于其他群体。但是从横向比来看，不管是性
别还是年龄或是职业，各群体选项最多的是对方的名字，都达到或超过了半数，总体比例达５８．４％，几
乎是“老公／老婆”选项的两倍，有的超过了６５％，这与近几年视听媒体上的夫妻面称情况恰恰相反，尤
其是第二项的前两个年龄段和第三项的学生群体，他们对“老公”“老婆”的认同度，大大出乎我们的预

料。设计调查计划时，我们预测年轻人容易受媒体影响，可能会更多地使用这两个称谓语，因此就为他

们发放了较多的问卷，但是表２的统计结果告诉我们，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称呼，更多地选择对方的名字，
分别达到了６３．９％、５６．１％和５９．１％，并不比其他群体称呼名字的频率低，有的甚至高于其他群体，相
应地他们对“老公”“老婆”使用频率也不比其他群体高，甚至低于别的群体。

在对较多选用“老公／老婆”的２５～４５岁、教师和商人３个群体的原因调查中，回答“好玩儿”“开玩
笑”和“撒撒娇”而已，占其中的８１％以上，而且他们主要是在手机短信中使用。

表２　“老公／老婆”在夫妻面称中的分布情况

群　体 老公／老婆 对方名字 其他 总计

性 别
男 ３９／２９．５ ７５／５６．８ １８／１３．６ １３２／１００．０

女 ４２／３０．７ ８２／５９．９ １３／９．５ １３７／１００．０

总 计 ８１／３０．１ １５７／５８．４ ３１／１１．５ ２６９／１００．０

年龄（岁）

＜１８ ７／１９．４ ２３／６３．９ ６／１６．７ ３６／１００．０

１８－２５ ３４／３１．８ ６０／５６．１ １３／１２．１ １０７／１００．０

２５－４５ ３４／３５．８ ５６／５８．９ ５／５．４ ９５／１００．０

＞４５ ６／１９．４ １８／５８．１ ７／２２．６ ３１／１００．０

总 计 ８１／３０．１ １５７／５８．４ ３１／１１．５ ２６９／１００．０

职 业

工人 １２／２６．１ ３０／６５．２ ４／８．７ ４６／１００．０

教师 １７／３４．０ ２７／５４．２ ６／１２．０ ５０／１００．０

商人 １７／３４．０ ２５／５０ ８／１６．０ ５０／１００．０

军人 １０／２８．６ ２３／６５．７ ２／５．８ ３５／１００．０

学生 ２５／２８．４ ５２／５９．１ １１／１２．４ ８８／１００．０

总 计 ８１／３０．１ １５７／５８．４ ３１／１１．５ ２６９／１００．０

在“为什么不选‘老公’‘老婆’”的口头调查中，回答较多的是“别扭，不习惯”“肉麻，说不出口”和

“有点儿酸”。至于年轻人对其不感冒，个中缘由也许正像陈原先生指出的“年轻人觉得这种称呼过于

‘俗气’，也许有点儿不太‘雅’……不愿意继续使用‘公’‘婆’这种老气横秋的字眼。”［１］２１０

乡村的口头调查结果，与上述问卷调查不尽相同，有将近一半的说话人选择对方的名字，一半以上

的人用近于零称呼的“哎，……”有的则是零称呼，直接“发号司令”。他们不仅都不用“老公”“老婆”称

呼对方，并且对影视剧里人物的这种称呼也很难接受，尤其是对“老公”这一称呼，觉得怪怪的或是在开

玩笑，有的甚至认为这种称呼是“神经病”。究其原因，可能主要与中原一带的现代称谓系统有关，在中

原地区以及北方方言的其他地方，已婚女性对丈夫父亲的背称或他称，一般是“我（老）公公”“她（老）

公公”，由此可知，“老公”应属犯讳之辞，而不可能出现在中原广大乡村地区的家庭面称中；另一方面，

北方方言区，更多的是把“公”与“母”结成对儿（如赵本山、宋丹丹小品中的“他是我老公”“她是我老

母”），而且多用于指称动物，称丈夫的父亲一定是叠音“公公”，丈夫的母亲则有的地方是叠音“婆婆”，

有的地方是单音节“婆”，而且“公公”“婆婆”叠音时的韵母改变后，意义即变为“外公”“外婆”之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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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本文讨论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２．２　夫妻背称中“老公／老婆”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和分析
这项调查的题目是“您认为已婚人士在别人面前称自己的伴侣时，最好的称呼是”，问卷提供了５

个选项，其他选项包括“俺家那位”和“孩儿他爸／妈”。从表３中可以看出，由于“我爱人”的出现，选择
“我老公”的女性比例１９％明显低于选“我老婆”的男性比例２６．５％，二者的总体比例只有２２．７％，选择
“名字”的比例，也明显少于面称，由５８．４％降至２４．２％。从年龄和职业两个调查项看，对“老公／老婆”
的使用，只有工人群体增加了（由面称的１２个增至１７个），其他群体都减少了。

表３　“老公／老婆”在夫妻背称中的分布情况

群　体 我老公／老婆 我爱人 名字 其他 总计

性 别
男 ３５／２６．５ ４７／３５．６ ３４／２５．８ １６／１２．１ １３２／１００．０

女 ２６／１９．０ ６０／４３．８ ３１／２２．６ ２０／１４．５ １３７／１００．０

总 计 ６１／２２．７ １０７／３９．８ ６５／２４．２ ３６／１３．４ ２６９／１００．０

年龄

（岁）

＜１８ ４／１１．１ １８／５０．０ １１／３０．６ ３／８．４ ３６／１００．０

１８－２５ ２１／１９．６ ５３／４９．５ ２２／２０．６ １１／１０．３ １０７／１００．０

２５－４５ ３２／３３．７ ２９／３０．５ ２２／２３．２ １２／１２．６ ９５／１００．０

＞４５ ４／１２．９ ７／２２．６ １０／３２．３ １０／３２．３ ３１／１００．０

总 计 ６１／２２．７ １０７／３９．８ ６５／２４．２ ３６／１３．４ ２６９／１００．０

职 业

工人 １７／３７．０ １０／２１．７ １０／２１．７ ９／１９．５ ４６／１００．０

教师 １０／２０．０ ２１／４２．０ １２／２４．０ ７／１４ ５０／１００．０

商人 １５／３０．０ １３／２６．０ １５／３０．０ ７／１４ ５０／１００．０

军人 ９／２５．７ １５／４２．９ ５／１４．３ ６／１７．１ ３５／１００．０

学生 １０／１１．４ ４８／５４．５ ２３／２６．１ ７／８．０ ８８／１００．０

总 计 ６１／２２．７ １０７／３９．８ ６５／２４．２ ３６／１３．４ ２６９／１００．

从表３的横向比来看，在夫妻背称中，选择“我爱人”的最多，总体比例接近４０％，其次是“名字”，然
后是“我老公／老婆”。各群体中除了２５～４５岁、工人和商人３个群体，选择“我老公／老婆”的比例（分
别为３３．７％、３７％和３０％）多于“我爱人”外，其他群体更多地选择了“我爱人”。同第一项调查结果一
样，年轻群体仍然出乎我们的预料，他们对“我爱人”的选择都超过了别的群体，前两个年龄段和学生群

体分别达到了５０％、４９．５％和５４．５％。在乡村的口头调查结果与上述问卷调查结果相同的，仍然是配
偶的名字使用较多，不同的是没有人使用“我爱人”，男性说话人中少数说“我老婆”，女性说话人则没有

一个说“我老公”，除了名字外，使用较多的还有“（俺孩儿）他爸／妈”。
２．３　“老公／老婆”在他称中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和分析

本项调查的题目是“您向他人谈起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时，经常用的称谓是”，问卷提供了６个选项，
其他选项包括“他／她家属”“他（们）／家那位”“姓＋职位／职业”。表４显示出与表２、表３不同的数据
结果，“老公／老婆”的总体使用比例３６．８％明显高出了前２个表中３０．１％和２２．７％的比例，横向比也
显示出这一比例明显高于均为２４．２％的“他爱人”和名字的使用比例。可以看出，各群体在该问题的选
择中，几乎都将在前２个问题中对“老公／老婆”的“漠视”，转为“青睐”，其中所占比例较高的是职业项
中的商人群体和年龄项中的２５～４５岁群体，分别达５０％和４５．３％（但有的答卷将“她老公”改为“她老
头儿”）。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不满１８岁”和“学生”这两个群体仍然不改初衷，更多地选择了“他爱
人”。在乡村的口头调查则显示，代之以“她老公”“他老婆”的是“她女婿”“他媳妇”，其次是名字，有少

数说话人用“她老头儿”“他老婆”，“老公”仍未出现在女性说话人中。

２．４　“老公／老婆”的适用场合及相关态度的调查结果和分析
对“老公／老婆”适用场合的调查结果，数据对比悬殊，为节省页面，笔者不再附表。在３个选项中，

选“随便的或非正式场合”的达７８．１％，对“任何场合”的选择，所占比例总体为１５．２％，其中仅商人群
体有２２％，其他群体都未到２０％；对“庄重或严肃场合”的选择，所占比例总体为６７％，“４５岁以上”和
军人２个群体超过了１０％，其它各群体都在个位数之内，这一结果与我们预期的结果基本一致。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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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计划，此项调查不必在乡村进行。

表４　“老公／老婆”在他称中的分布情况

群　体 她老公／他老婆 他／她爱人 他们家＋名字 其他 总计

性 别
男 ４８／３６．４ ３４／２５．８ ２７／２０．５ ２３／１７．４ １３２／１００．０

女 ５１／３７．２ ３１／２２．６ ３８／２７．７ １７／１２．４ １３７／１００．０

总 计 ９９／３６．８ ６５／２４．２ ６５／２４．２ ４０／１４．９ ２６９／１００．０

年龄

（岁）

＜１８ １０／２７．８ １２／３３．３ １１／３０．６ ３／８．４ ３６／１００．０

１８－２５ ３７／３４．６ ３３／３０．８ ２３／２１．５ １４／１３．０ １０７／１００．０

２５－４５ ４３／４５．３ １７／１７．９ ２４／２５．３ １１／１１．６ ９５／１００．０

＞４５ ９／２９．０ ３／９．７ ７／２２．６ １２／３８．７ ３１／１００．０

总 计 ９９／３６．８ ６５／２４．２ ６５／２４．２ ４０／１４．９ ２６９／１００．０

职 业

工人 １８／３９．１ ４／８．７ １８／３９．１ ６／１３．０ ４６／１００．０

教师 １８／３６．０ １６／３２．０ ９／１８．０ ７／１４．０ ５０／１００．０

商人 ２５／５０．０ ３／６．０ １０／２０．０ １２／２４．０ ５０／１００．０

军人 １２／３４．３ １２／３４．３ ４／１１．４ ７／２０．０ ３５／１００．０

学生 ２６／２９．５ ３０／３４．１ ２４／２７．３ ８／８．０ ８８／１００．０

总 计 ９９／３６．８ ６５／２４．２ ６５／２４．２ ４０／１４．９ ２６９／１００．０

表５是对“老公／老婆”用在大众场合的态度的调查结果，这一结果与我们的预期不尽相同。调查
之前，根据周围各类人群的反应，我们预测两个选项可能会各占一半，甚至认为选择第一项的会更多，但

调查结果却显示，６９．１％的人选择了第二项“无所谓雅俗”。这说明大多数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经
常用这两个称谓，但对他人在大众场合使用，也能够接受或并不反感，教师群体所做的选择，就充分表明

他们对这一称谓的宽容。同样让我们意外的是，选择“太俗“比例较高的３个群体男性、工人和商人，在
前３个表中选择“老公”或“老婆”的比例并不低，这至少说明他们虽然日常生活中用得较多，但认为它
们不宜在大众场合使用；而“１８岁以下”和“４５岁以上”两个群体，也是选择“太俗”较多的群体，与他们
在前３项调查中的选择一致，也就是说，正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这个称谓语太俗，所以在各种称谓类型中，
都选择了其他称谓语。

表５　各群体对大众场合使用“老公／老婆”的态度情况

群　体 太俗 无所谓雅俗 总计

性 别
男 ４６／３４．８ ８６／６５．２ １３２／１００．０

女 ３７／２７．０ １００／７３．０ １３７／１００．０

总 计 ８３／３０．９ １８６／６９．１ ２６９／１００．０

年龄

（岁）

＜１８ １３／３６．１ ２３／６３．９ ３６／１００．０

１８－２５ ３１／２９．０ ７６／７１．０ １０７／１００．０

２５－４５ ２５／２６．３ ７０／７３．７ ９５／１００．０

＞４５ １４／４５．２ １７／５４．８ ３１／１００．０

总 计 ８３／３０．９ １８６／６９．１ ２６９／１００．０

职 业

工人 ２２／４７．８ ２４／５２．２ ４６／１００．０

教师 ７／１４．０ ４３／８６．０ ５０／１００．０

商人 １７／３４．０ ３３／６６．０ ５０／１００．０

军人 １１／３１．４ ２４／６８．６ ３５／１００．０

学生 ２６／２９．５ ６２／７０．５ ８８／１００．０

总 计 ８３／３０．９ １８６／６９．１ ２６９／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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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爱人”的意义①，也是本文调查的一个内容。《现代汉语词典》６个版次对“爱人”的解释，均为
“丈夫或妻子”和“恋爱中男女的一方”两个义项，本文的调查是针对第一个义项。表６的结果明确告诉
我们，平均９２．９％的答卷都认为其意义是“丈夫”或“妻子”，各群体的选择都超过了９０％。可以看出，
《现汉》没有改变原有的释义———即不增加“情人”这一义项，是慎重的，符合各社会群体对这一称谓的

认知与使用。在选择“情人”的群体中，教师、商人和学生群体所占比例略高，说明了词义理解与社会经

历和知识背景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

表６　“爱人”在当代汉语中的含义的调查

群　体 情人 丈夫／妻子 总计

性 别
男 １０／７．６ １２２／９２．４ １３２／１００．０

女 ９／６．６ １２８／９３．４ １３７／１００．０

总 计 １９／７．１ ２５０／９２．９ ２６９／１００．０

年龄

（岁）

１８岁以下 ３／８．３ ３３／９１．７ ３６／１００．０

１８－２５岁 ７／６．５ １００／９３．５ １０７／１００．０

２５至４５岁 ７／７．４ ８８／９２．６ ９５／１００．０

４５岁以上 ２／６．５ ２９／９３．５ ３１／１００．０

总 计 １９／７．１ ２５０／９２．９ ２６９／１００．０

职 业

工人 ２／４．３ ４４／９５．７ ４６／１００．０

教师 ４／８．０ ４６／９２．０ ５０／１００．０

商人 ４／８．０ ４６／９２．０ ５０／１００．０

军人 １／２．９ ３４／９７．１ ３５／１００．０

学生 ８／９．１ ８０／９０．９ ８８／１００．０

总 计 １９／７．１ ２５０／９２．９ ２６９／１００．０

祝畹瑾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说明了称谓语不仅是一个敏感的、开放的语汇系统，而且还鲜明地反映

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５］１５３－１５５，这一论断在夫妻称谓中表现得优为突出，如果把其他夫妻称谓，如

昵称“亲爱的／宝贝儿”、戏称“相公／娘子”、文称“夫／妻”、雅称“先生／太太（夫人）”以及其他千奇百怪
的搞笑称谓，都作为其系统的一部分，那么其语汇的丰富性，足可以显示交际中有关配偶或恋人称谓的

“百花齐放”。选择何种称谓，反映了人们对当代夫妻关系或家庭观念所持的倾向或态度。约翰·费斯

克等从文化和传播角度，将态度定义为“一种基于经验或共有知识的意见、信念或价值判断。”并指出其

３种主要的构成成分：“认知的或知识的成分（关于对象的既有信息）；情绪的或情感的成分（针对这种
信息的‘内心反应’）；行为的成分（我们采取行动时所知所敢的力度）。”［６］１７西方新修辞学则直接把态

度定义为“对一种情境作出优先反应的倾向”［７］１５４。选择作为行为的一种，也是一种态度或倾向。

表２～表６的选择结果，都已充分表明人们对“老公／老婆”“爱人”以及以名字称谓的实际态度，这个态
度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随心所欲的自我臆断，而是各社会群体基于传统习惯和信息时代需求的

一种倾向性建议或意见，也是他们的知识背景、价值观念、交际行为原则以及现实语言生活的真实写照。

３　结论
通过对上述调查结果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１）有人认为“老公”“老婆”已成为当代汉语中流行的一对称谓词，但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现实的
语言生活，其流行主要是在影视剧中，完全是靠视听媒体推波助澜、大呼小叫出来的一对热词，在日常生

活中，它们使用的频率并不高，尤其是在夫妻面称和背称中，它们都无法替代对方名字和“我爱人”，即

使在他称中，也不占绝对优势。这也许正是一些视听媒体（包括影视剧、广告、娱乐节目、讲坛节目等）

７４１

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辞海》收录了“老婆”一词，而“老公”、“爱人”、“情人”三个词均未收录其中。《现汉》６个版次中，“情人”
作为一个词条，“特指情夫或情妇”之义，是第五版开始增加的义项，前四版中均只有一个义项“相爱中的男女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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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让人感到别扭的原因之一。

（２）在语言的运用和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词义的产生或来源，但同时也不能忽视语言接触过程中
词义发展的本土文化因素。“爱人”一词虽然源于“ｌｏｖｅｒ”，但在汉语中的使用，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几乎完全汉化为“丈夫／妻子”之义，至于交际中引起的误会，只能说明有的翻译者语言常识的缺失，因
为与“ｌｏｖｅｒ”相对应的汉语词是“情人”，而不是“爱人”。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个别人的翻译失误，就对
“爱人”避之唯恐不及，尤其是在背称及正式场合中，它仍然应该是人们的主要称谓。

（３）“老公／老婆”在影视剧中的超常流行，反映了一些媒体人不仅热衷于模仿或跟风港台媒体语
言，而且热捧俗文化，并借助大众媒体以俗“作秀”的传播行为。我们并不歧视和否定通俗文化，当“爱

人”不宜于面称、“亲爱的”过于直露、叫名字又觉得不够味儿、“我们（俺）孩儿他爸”音节又太多的情况

下，让虽然土帽却又不失亲昵的“老公／老婆”在夫妻称谓中“担当大任”，确实是一种实用又带情态的选
择，也许这种选择就是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土里土气的文雅”［８］２２８。在某些场合，我们需要这种“文

雅”，问题是这种文雅并不适于所有的称谓类型，而很多视听媒体却无视其在社会群体中的接受程度，

到处推销，特别是“老公”一词，已到了泛滥的地步，让人觉得制作人似乎不是在推销产品或剧作，而是

在推销“老公”这个词。

诚然，称谓语的使用与交际者的社会心理、文化认知、情趣态度等个体差异等有着密切关系，但作为

大众传媒，其词语选择不仅与制作者的个人喜好有关，更重要的是关乎到公众的语言生活和权力。美国

当代语言学家ＤｗｉｇｈｔＢｏｌｉｎｇｅｒ把语言与公众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语言是一切公众领域中最富有
公众性的，……语言的长处就在于它是属于普通大众的。”［９］８２８－８４１称谓语作为语汇的重要部分，对其选

择，既是个人对语码的选择，也意味着个人在公众领域选择言语的格调或品位。因此，面对“老公／老
婆”时，我们应该重视徐默凡先生（２００１）的提醒，每个人都定位好自己的社会角色，不要让其错位或越
位，这样才能做一个有品位、有格调的言说者，否则通俗的“文雅”将变成庸俗的“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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