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www.sinoss.net 

 

称呼语泛化视角下的语言“通货膨胀” 

张乐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当今社会，随着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称呼语的使用日益呈现泛化趋势。这

种泛化不仅体现在称呼语数量的增加，更在于其含义和功能的广泛扩展。从称呼语的泛化视角出发，我们

可以观察到一种类似经济领域“通货膨胀”的语言现象，即语言中的称呼语因过度使用和不当扩展而逐渐

失去其原有的精确性和特定性。称呼语的泛化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它反映了人际关系

的复杂化和全球化的推进。然而，这种泛化也带来了语言“通货膨胀”的问题，需要我们加强语境意识，

规范称呼语的使用，以维护语言的精确性和特定性。 

关键词：称呼语的泛化；语言“通货膨胀”；语言规范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流行语频频出现，人们的语言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为了迎合大

众的社交需求，在年轻人的社交圈中，出现了各种各样新颖的表达，在丰富人们社交语言的

同时，许多汉语词汇出现了“贬值”的情况，即词汇失去了本身的意义，变得口语化、大众

化。语言“通货膨胀”现象是互联网发展的必然产物，新事物推动新词语的产生，也使一些

旧词语失去了原有的意义，通过人们的创新、多次使用，逐渐成为人民大众普遍接受的“新”

词语。1 

一、语言“通货膨胀”的定义 

“通货膨胀”本是经济学领域的术语，指的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

实际需求（即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所需要流通的数量），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

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的经济现象。学者李安宅在其著作《论语言的“通货膨胀”》中将“通

货膨胀”这个学术语引入语言学，认为币制是交换财富的手段，语言是传达思想和情感的媒

介，如同币制与其背后财富不匹配而生的通胀，语言和语言背后的思想、情感的不匹配，就

是语言的通胀。2语言“通货膨胀”指的是在语言使用过程中，词汇、表达或术语的过度使

用、滥用或不当扩展，导致语言信息含量降低、意义模糊、沟通效率下降的现象。其核心在

 
[1]陈梓萌.语言“通货膨胀”与“文字讨好症”[J].今古文创,2024,(25):134-136. 

[2]岳永逸.语言的“通胀”与意义——纪念李安宅[J].读书，2020,(05):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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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语言元素（如词汇）的过度膨胀，失去了原有的精确性和有效性。具体而言，语言“通货

膨胀”的特点包括词汇滥用、表达冗余以及术语泛化，主要表现为称呼语的泛化、语气词的

叠加以及动辄多字叠用等。 

（一）词汇滥用 

词汇滥用是语言“通货膨胀”的显著特征之一。它表现为常用词汇被过度使用，以至于

失去了原有的精准含义。这种滥用不仅降低了语言的表达力，还可能导致误解和混淆。具体

表现为过度使用某些流行词汇或网络用语以及在正式场合使用非正式词汇等，如在新闻报道

中滥用“网红”一词，将任何受到关注的人都称为“网红”，导致该词失去了原有的特定含

义。再如社交网络平台中常用的“杠精”、“yyds”等，导致这些词汇在不同语境下被滥用，

降低了语言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影响沟通效果。 

（二）表达冗余 

表达冗余是指使用冗长复杂的表达来替代简单直接的词汇或句子。这种冗余不仅增加了

沟通成本，还可能导致信息传达的模糊和混乱。具体表现为使用过多的修饰语和形容词，使

句子变得冗长和复杂。在社交媒体上，有些人为了吸引关注，故意使用复杂的词汇来表达简

单的想法，如“在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里，我深深地被这个独特的颜色所吸引”。还表现为

在简单明了的情况下使用复杂的句式结构，如将“我喜欢这个杯子”表达为“我对这个杯子

的喜爱之情难以言表”。 

（三）术语泛化 

术语泛化是指将专业领域术语随意引入日常语境，导致理解困难。这种泛化不仅破坏了

语言的规范性，还可能误导公众对专业知识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将专业领域术语用于日常交

流，如将“区块链”等金融术语用于描述非金融领域的事物。在不同语境下滥用同一术语，

导致该术语在不同语境下含义模糊，如在某些广告中，为了彰显产品的科技感，将“人工智

能”等术语用于描述与人工智能无关的产品功能。 

二、称呼语的泛化 

语言“通货膨胀”具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称呼语的泛化、语气词的叠加以及动辄

多字叠用等，本章节以“帅哥”“美女”“姐妹”“宝贝”和“乖”为例，从溯源历史、泛

化现象以及泛化原因等方面讨论称呼语的泛化现象。 

秦学武认为，“称呼语的泛化，是指利用语言的模糊性，扩大称呼语的指称范围和语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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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以达到促进交际的目的。”3称呼语是一种基于社会关系的语言体系，且与社会诸多

因素休戚相关。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的改变，人们之间社会属性、社会关系的

变换，称谓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或细微或显著的变化。 

如“美女”一词，原本指容貌美丽的女性，但现在常被用于对任何女性（无论年龄、外

貌）的称呼，甚至在某些场合下成为了一种客套或礼貌用语。这种泛化使用削弱了“美女”

一词的赞美意味，使其变得空洞和泛泛而谈。 

（一）“帅哥”“美女”的词义泛化 

“帅哥”指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随着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化，“帅哥”一词的定

义变得更加宽泛和包容，现已成为对面容姣好男子的统称，不仅限于年轻男子，有时也用于

形容中年男子甚至老年男子，只要他们外貌出众或具有某种魅力。此外，“帅哥”一词在口

语和网络语言中也被广泛使用，成为了一种流行的社交用语，用于表达对男性外貌的赞美或

调侃，如昨天在地铁站碰到两个帅哥；也可指称具有某一属性或特点，如东北帅哥、欧美帅

哥等。 

“美女”指美貌的年轻女子。现代社会中，对女性外貌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促进了“美

女”一词的流行和词义泛化，现已成为对年轻女子的普遍称呼，无论其外貌是否真正出众。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美女”一词在商业领域中的使用也越来越广

泛，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营销手段。这一词汇的泛化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外貌的普遍关注和赞美，

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对女性地位和价值的认可与提升。 

综上，“帅哥”和“美女”这两个词汇的词义泛化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们不

仅反映了社会对男性和女性外貌的普遍关注和赞美，也体现了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和开放化。

同时，这两个词汇在商业领域中的广泛使用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 

（二）“姐妹”的词义泛化 

“姐妹”一词最早出现在刘向《说苑》：“公曰：‘吾闻之，其闺门之内，姑姐妹无别’”。

这里的姐妹译为“长幼”，用于称呼有血缘关系的同辈亲属。后来“姐妹”一词被广泛使用，

逐渐演变为“姐姐和妹妹”之意，且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的范畴。随着当代应用文学的发展，

“姐妹”再发展出了形容两个女性之间的友谊关系的意思。“姐妹”作为称呼语，能够迅速

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传递出友好、亲密的情感。即使是在传递负面消息或进行指令性交流

时，使用“姐妹”也能缓和语气，减少对方的反感。 

 
[3]秦学武,赵欣.称谓语的泛化及其形态标记［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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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现代汉语词典》可知，“姐妹”有两个义项：（1）姐姐和妹妹。姐妹在这里可

以不包括自己在内，如她没有姐妹，只有一个弟弟；也可以包括本人在内，如她们姐妹俩都

喜欢唱歌。（2）兄弟姐妹；同胞。现代汉语的“姐妹”已不局限于亲属称谓，逐渐泛化成

为社会称呼，现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短视频的到来，又逐渐成为网络称呼语。“姐妹”一词

作为时下最好用的称呼语，既可以用于面称，也可以用于网络称呼。而且称呼“姐妹”可以

忽略年龄、性别等因素，更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三）“宝贝”和“乖”的词义泛化 

“宝贝”一词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如唐代诗人寒山曾在诗中写道：“如许多宝贝，海

中乘坏舸。”在此句中，“宝贝”本义指的是珍贵少见的贝壳。“宝贝”最初指贵重少见的

贝壳，或者珍贵的收藏品和钱币。在古代，由于海贝的稀有性和美丽外观，它常被用作货币

或装饰品，因此“宝贝”一词与珍贵、有价值的事物紧密相连。随着社会的发展，“宝贝”

一词逐渐从具体的贝壳扩展到所有珍奇、贵重或值得珍视的物品。这些物品可能包括珠宝、

艺术品、古董等。在家庭或亲密关系中，“宝贝”一词常被用作对孩子的爱称，或者对配偶、

恋人的昵称，表达深深的喜爱和珍视之情。除了上述用法外，“宝贝”一词还在不断泛化，

可以用于描述任何被珍视、爱护或重要的事物或人。 

在古代汉语中，“乖”字的本义是指背离、反常、奸猾、邪恶等负面含义。例如，“性

格乖张”这一成语就保留了“乖”字的原意，指的是性格古怪偏执，不近人情。此外，“乖”

字还有分离、不合等意思，如《诗经·小雅·蓼莪》中的“兄弟既乖，匪为它故”，就表达

了兄弟之间分离不合的意思。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语言的发展，“乖”字的词义逐渐泛化，形

成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和用法，在现代汉语中，“乖”字最常用的含义之一就是听话、顺从。

这通常用于形容小孩或年轻人不闹事、守规矩、顺从长辈的意愿。例如，“小宝很乖，阿姨

都喜欢他。”这一用法已经成为“乖”字的主要含义之一，并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乖”字词义泛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语言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人们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乖”字的词义也逐渐丰富和多样化。其次，在不同的语

境下，“乖”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在形容小孩时，“乖”通常表示听话、顺从；而

在形容事物或现象时，“乖”则可能表示不合常理、异常等含义。这种语境的变化也促进了

“乖”字词义的泛化。最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观的变化，人们对“乖”字的理解和接

受程度也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古代汉语中，“乖”字通常带有负面含义；而在现代汉语中，

“乖”字则更多地被用作褒义词来形容小孩或年轻人的听话和顺从。这种文化心理的变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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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乖”字词义的泛化。 

“乖”作为称呼语的使用，其词义泛化现象在现代汉语中尤为显著。在家庭中，长辈常

常用“乖”来称呼晚辈，尤其是小孩，表示对他们的喜爱和宠溺。例如：“乖孩子，来奶奶

这里。”在恋人或亲密朋友之间，“乖”也常被用作称呼语，表示对对方的喜爱和宠溺，以

及一种亲密无间的情感交流。例如：“乖，别闹了，我们好好谈谈。”在社交场合中，“乖”

也被广泛用于称呼不熟悉的人，尤其是女性。这种用法通常带有一种礼貌和友好的意味，旨

在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例如：“乖，你看起来真漂亮。”在网络语境中，“乖”作为称呼

语的使用更加广泛和多样化。无论是在社交媒体、聊天软件还是在线游戏中，“乖”都常被

用来称呼网友或游戏伙伴。这种用法通常带有一种轻松、幽默或调侃的意味，旨在营造一种

轻松愉快的交流氛围。例如：“乖，别潜水了，出来聊聊天吧。” 

综上所述，“乖”作为称呼语的使用，其词义泛化现象在现代汉语中非常普遍。从家庭

中的长辈对晚辈的称呼，到恋人或亲密朋友之间的称呼，再到社交场合和网络语境中的广泛

使用，“乖”都传达了友好、亲切、宠溺和关爱等积极情感。这种词义泛化现象不仅丰富了

语言的表达形式，也反映了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变化。 

（四）称呼语泛化的原因 

1.社会称谓的缺环 

在传统汉语称谓系统的基础上诞生出的现代汉语称谓系统虽然成员众多且系统内部划

分精细，但随着人们交际活动逐渐多样化，社会成员要处理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此时就

会出现称谓的选择困难问题。陈建民将其定义为“缺环现象”，即“由于社会的进步与人们

观念的更新，一些社交场合缺少一些确切、得体的称谓”。4如在社交场合中用“哥”“姐”

“帅哥”“美女”等可以拉近与他人关系，增加亲切感，他人听到后也会乐意帮忙；跟年龄

相仿的女生之间可互称“姐妹”，在心理上产生愉悦之感；对于关系密切的朋友之间，称“宝

贝”和“乖”，让听话人感受到说话人的友好态度，从而促进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2.心理需求的满足 

随着新事物、新现象以及新观念的不断出现，人们的接受能力也在不断增强和提升，乐

于去接受新词语和新的表达方式。这种对于新事物的热衷和追求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明

显，他们反对刻板固有的语言机制，更乐于将旧词语放到新的语言环境下，采取一种新颖而

又独特的方式让其焕发出新的生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大多数人希望自己是受大家欢迎并

 
[4]陈建民.现代汉语称谓的缺环和泛化问题[Ｊ].汉语学习,1990(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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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他人融洽友好相处的。因此，一些带有明显褒义色彩的称呼语，如“美女”“帅哥”等，

颇受大家欢迎。这类称呼语在使用时能够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联络感情，因此大家

乐于使用这样的称呼语，从而促使了这些称呼语的泛化。 

3.语言的经济性原则与表达新鲜感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许多词语首先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开来。使用网络的大多是年

轻人，他们大多有着求新求异、追赶时髦的倾向。当一些称呼语开始被人们冠以新的定义时，

年轻人为了追赶时髦，彰显个性，便会迅速接受这些新的称呼语，并使它们逐渐进入现实生

活，被大家所接受。这种趋势加速了称呼语的泛化进程。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是指人们在语言

使用过程中倾向于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复杂的概念或情感。称呼语的泛化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泛化，一些原本具有特定含义的称呼语可以适用于更广泛的

场景和对象，从而减少了语言使用的复杂性。同时，泛化也增加了表达的新鲜感，使得语言

更加生动有趣。 

三、语言“通货膨胀”与称呼语的泛化 

语言“通货膨胀”和称呼语的泛化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方面，称呼语的泛化加

剧了语言的“通货膨胀”现象；另一方面，语言的“通货膨胀”也推动了称呼语的进一步泛

化。 

（一）称呼语的泛化加剧语言“通货膨胀” 

称呼语的泛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语言的“通货膨胀”现象。当原本具有特定含义和指

向性的称呼语变得更为中性和普遍时，这些称呼语在交流中的精确性和表现力就会受到影响。

这种泛化现象会导致语言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变得冗余和模糊，从而削弱了语言的精确性和

清晰度。 

随着称呼语的泛化，原本具有明确含义的称呼语变得难以界定。例如，“宝贝”一词原

本用于称呼自己的孩子或亲密的恋人，但现在却被广泛用于各种场合和对象中，导致其含义

变得模糊。当某个称呼语被频繁使用时，它所蕴含的情感就会逐渐淡化，使得人们在使用时

难以准确传达自己的情感。此外，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和对象中，使用相同的称呼语可能会产

生不同的理解和反应，从而引发误解和冲突。 

这些影响都会加剧语言的“通货膨胀”现象，使得语言中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变得冗余和

模糊，难以准确传达信息和情感。因此，在理解和应对语言“通货膨胀”现象时，我们需要

关注称呼语的泛化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维护语言的精确性和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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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货膨胀”推动称呼语的进一步泛化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称呼语的含义可能会因为过度使用而逐渐模糊或淡化。为了弥补这

种词义磨损，人们可能会采用新的称呼语或叠加使用多个称呼语来增强表达效果，促进了称

呼语的泛化。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简单、易懂的称呼语来节省时间和

精力。同时，为了突出自己的个性和与众不同，一些人也可能会选择使用新颖、独特的称呼

语来引起他人的注意和关注。这种心理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称呼语的泛化。 

“通货膨胀”推动称呼语的进一步泛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语言现象。它受到语言象似性、

词义磨损、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更新以及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虽然称呼语的泛化在

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交流方式，但也带来了表达力度削弱、误解增加和影响社交礼仪等

负面影响。随着称呼语的泛化，其原有的表达力度和独特性可能会逐渐减弱。这使得人们在

交流中可能难以准确传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从而影响沟通效果。由于称呼语的泛化，不同

的称呼语可能在不同的人群和文化背景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和解读，还可能导致在跨文化和跨

地域的交流中出现误解和冲突。因此，在使用称呼语时，我们应该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

既不过度泛化也不过于拘泥传统，以恰当、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 

四、应对策略和建议 

从语言“通货膨胀”的角度来看，称呼语的泛化导致了语言中的称呼语数量激增，但与

此同时，其精确性和特定性却逐渐下降。这种趋势不仅增加了语言理解的难度，还可能引发

社交误解和冲突。因此，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称呼语的使用规范和语境意识，以避免语言“通

货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针对称呼语的泛化和语言通货膨胀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应

对策略和建议： 

（一）规范语言使用 

在正式场合和书面语中，严格遵守语言规范，避免使用非正式词汇和口语化表达。同时，

加强对网络用语和流行词汇的监管和引导。 

1.明确称呼语的使用规范 

首先需要区分面称和引称：面称即社交称呼语，用于当面打招呼，应更加亲切、自然。

引称则侧重于表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体现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及角色，常采用书面形式，

这时应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在正式场合，应使用更加准确的称呼，如对方的姓名、职位等。

在使用“美女”“帅哥”等口语化称谓时，也应避免过度使用导致其失去原有的尊重和赞美

含义。 



                                     http://www.sinoss.net 

 

2.增强语言使用的精准性 

在日常交际过程中，应减少夸张表达，避免使用过度夸张的语言来强调情感或意义，如

“超级好吃”“好吃到爆”等，采用更加客观、中性的词汇来描述事物，以提高表达的准确

性。在网络社交过程中，也应规范使用网络语言。网络语言中的叠词、表情包等虽然能够增

强表达效果，但应适度使用，避免泛滥成灾，同时鼓励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进行网络交流，

减少误解和歧义。 

（二）提升公众语言素养 

在学校教育中，通过课堂教学、课外阅读等方式，引导学生了解并遵守语言规范，加强

对学生语言规范性的培养。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正确的语言表达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倡

导使用文明、礼貌的用语，尊重他人的感受和权利，提高公众对语言的敏感性和准确性。通

过媒体宣传、公益广告等方式，提高公众对语言规范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 

（三）加强语境意识 

网络语言是现实生活中规范语言的补充，当网络语言兴起时，它在交流中替代了很多规

范语言的表达形式，而在进入人际交往中，网络语言会最终再次让位给规范语言，两者在人

际交往的不同阶段的博弈的过程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博弈

5在交流中要注重语境分析，在使用称呼语或理解语言时，要充分考虑语境因素，包括交际

场合、交际对象、交际目的等。通过分析语境，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称呼语的含义和用法，避

免误解和歧义。其次要增强语言敏感性，语言使用者应提高对语言变化的敏感度，关注新词

汇、新表达方式的产生和传播。通过学习和实践，不断更新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能力，以适应

语言的发展变化。最后，要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称呼语和表达方式，增强语境意识，从而

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5]刘天明.论网络语言和网络人际传播[J].长白学刊，2008（02）：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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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with the complic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accelerated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use of address terms is increasingly showing a trend of generalization. 

This generalizatio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ddress terms but also in the 

extensive expansion of their meanings and fun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ization of 

address terms, we can observe a language phenomenon similar to "inflation" in the economic field, that is, 

address terms in language gradually lose their original precision and specificity due to excessive use and 

improper expansi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address terms is a common language phenomenon in modern 

society, reflecting the complicatio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However, this generalization also brings the problem of language "inflation", which requires us to 

enhance our context awareness and standardize the use of address terms to maintain the precision and 

specificity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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