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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 语 中 有 些 亲 属 称 谓 词 ，除了用于通常的亲属称谓外，还有用于说话人在气愤或 

开玩笑的场合，含傲慢、自负意味的自称用法。文章称亲属称谓词含傲慢自负意味的自 

称用法为“傲称”。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的词义和亲属间的称谓义、非亲属间的泛化引申 

用法都不同，属于不同的义位。汉语中具有傲称用法的亲属称谓词数量不多。 目前常见 

的几部语文词典对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的释义和说明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需要提升的 

空间。文章拟结合目前比较通行的几部语文词典的释义，对现代汉语中几个常用亲属称 

谓词傲称用法的词义及语用等进行分析论述，并就词典释义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个人 

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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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弓I 言

汉语中有些亲属称谓词，如“老子”“老娘” “姑奶奶”“爷”“爷爷” “大爷（d6y e ) ”[ 1]等 ， 

除了用于通常的亲属称谓外,说话人在某些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还多用于含有傲慢、自负 

意味的自称，借以表达某种愤怒不满或者幽默诙谐的情感和态度等。学术界对亲属称谓词 

这种用法的全面研究尚不多见。有的学者在研究其他问题时,对个别亲属称谓词含傲慢自 

负意的自称用法有所提及，如崔希亮(2000)指出“老子”的第一人称用法，在中古汉语中就 

已经出现，并称“老子”的这种用法是“傲称”。王立廷（1998a)称“老娘” “姑奶奶”“老子” 

等是称谓语中的“倨称”。“老子”“老娘”“姑奶奶”和“爷”“爷爷” “大爷(ddye) ”等用于自 

称时，多含有傲慢、自负的意味，因此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并参考称谓语中常用的“尊称” 

“敬称”“谦称”“蔑称”等术语，称“老子”“老娘”“姑奶奶”和“爷”“爷爷” “大爷（ddiye) ”等 

亲属称谓词含傲慢、自负意的自称用法为“傲称”。

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的词义,和它们用于亲属称谓及用于非亲属间泛化引申用法的词 

义、感情色彩等都不同，属于不同的义位。汉语中具有傲称用法的亲属称谓词数量并不多, 

比较常见的就是以上我们提到的长辈亲属称谓词“老子”“老娘”“姑奶奶”和“爷”“爷爷” 

“大爷(ddye) ”几个。在语体方面，亲属称谓词的傲称用法普遍呈现出非常典型的口语色 

彩。在语境和感情色彩方面，亲属称谓词的傲称用法，多是说话人在某种气愤或开玩笑的 

场合，宣泄自己某种愤怒不满的情绪或者是戏谑调侃等。在句法形式上，具有傲称用法的 

亲属称谓词，多可以和第一人称代词“我”线性组合，构成“亲属称谓词+ 我”的同位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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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探 宙 2016)形式，起强调作用，“我”有时也可以省略不用。

学术界对亲属称谓词的研究有很多，包括论文、专著及词典等。对亲属称谓词自称用 

法的研究也有一些，如大西智之(1994 )，肖素英(2012 )，陈琴、杨绪明（2015)等。但对亲属 

称谓词傲称用法的全面研究尚不多见。目前常见的几部语文词典，对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 

的释义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需要提升的空间。本文拟结合目前常见语文词典的释义，对目 

前常见常用的几个亲属称谓词的傲称用法及词义、语用等进行分析说明，并就词典对相关 

词目的释义提出个人的修改建议。

二、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及词义

虽然亲属称谓词“老子”“老娘”“姑奶奶”和“爷”“爷爷” “大爷（ddye) ”都有傲称用 

法 ，但情况又有所不同,如“老子”“老娘”既有用于亲属间的傲称用法，又有用于非亲属间 

的傲称用法，如（本文例句除人民网用例外，其余均引自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

老子

(1)  由于儿子一直不听我说，说到中国就用极其负面和不公平的词语，最后我终于使出了杀手 

锏。我吼道：别以为这是澳大利亚，老子就不敢揍你，你到镜子前面去看看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就 

算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你老子我还是中国人！再敢在我面前说中国人坏话,老子就揍你！（杨恒 

均博客）

(2 )  苏淳还戴着老虎头套，夹着根尾巴照镜子呢:“这都什么呀！为一小屁孩，让老子我出尽洋 

相。”苏淳爱怜地发着甜蜜牢骚。（六六《蜗居》）

(3)  龙有龙脉，虾有虾须，金枝和儿子是我的！老子我就是锒铛人狱，你也休想捡这份儿便宜。 

(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4)  该男子恼羞成怒，两拳头乱舞，喋喋狂吼:“老子就是没教养，你们怎么着？谁敢怎么着?” 

(人民网）

例（1)、例 (2)中的“老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的自称，例(3)、例 (4)中的“老子”则 

是非亲属间的用法。

老娘

(5 )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 别 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 

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 

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陈廷一《蒋氏家族全传》）

(6 )  老娘给你提方向提要求，还不是为你好？还不是怕你嫁过去以后受罪？（六六《双面胶》）

(7)  且说郑贵妃读罢奏折,心中又急又气，不由得愤怒地说道:“这个孙如游是什么东西！他胆 

大包天，竟敢挡老娘的驾，连皇上的话也居然不听，这还了得? ”（李文澄《努尔哈赤》）

(8)  在座谈会上，她(江青)多次影射周恩来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大骂电影《创 

业》作者张天民:“你告了老娘的刁状。”（《作家文摘》1994)

例(5)、例 (6)中的“老娘”是具有血缘关系的母亲的自称，例(7)、例 (8)中的“老娘”则 

是非亲属间的用法。

“姑奶奶”“爷”“爷爷” “大爷(c% e ) ”的傲称用法，一般多用于非亲属之间。目前常见 

的几部语文词典，对“老子”“老娘”“姑奶奶”的傲称用法及词义大都立项释义，而对“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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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老娘、姑奶奶

因为“老子、老娘、姑奶奶”的傲称用法，目前常见的几部语文词典大多予以立项释义,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词作为一组来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常见的语文词典中，虽然多对 

“老子、老娘、姑奶奶”的傲称用法立项释义，但普遍存在着词义解释、语体、语境的说明等不 

够准确完善的问题，以下我们分别说明：

1 .老子

老 子 〈口〉①父亲。②骄傲的人自称（一般人只用于气忿或开玩笑的场合）。[《现代汉语词 

典》（以下简称《现汉》，第 版 ，为节省篇幅，词典中词性标注等和本文内容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一概省略，下画线为笔者为了强调所加，下同）]

老 子 〈口〉①父亲。②男性的自称(含傲慢意，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就是不怕，他 

还能吃了我！。(《现汉》第 5 —7 版）

老 子 〈口〉①父亲。②骄傲自负的男子的自称（多用于开玩笑或气愤的场合）。(《现代汉语 

学习词典》，以下简称《学习词典》）

老 子 〈口〉①父亲。②旧时老年男子的自称，现也用为傲慢自负的男性的自称（多用于气愤 

或开玩笑的场合）：他也不想想，~能怕她。(《全球华语大词典》，以下简称《全球华语》）

老 子 ① 指 父亲。②男性用于自称(含傲慢意，常用于气愤、开玩笑的场合）。(《现代汉语规 

范词典》第 3 版，以下简称《现规》）

老 子 ……3 . 父亲的俗称。4 . 自高自大的人自称。 一 般人亦用于气忿或开玩笑的场合。 

(《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

《现汉》第 版 对 “老子”的释义不够准确。首先,容易让人理解为自称“老子”的人 

有“骄傲的人”和不骄傲的“一般人”两种不同类型;另外,“骄傲的人自称”的说法也不十分 

恰当，现实生活中，一个人无论如何“骄傲”，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甚至不敢随便在没有血缘关 

系的人面前以“老子”自居，自称“老子”，对方会认为说话人在侮辱自己。说话人自称“老 

子”时，通常是在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这时说话人的口气或态度往往含有傲慢自负的 

意味。

说话人在特定的场合或针对特定的对象，其言辞所表达出的一定程度的傲慢或对对方 

的蔑视态度，并不代表说话人本身就是傲慢、自负或自髙自大的人。就像非亲属交际中，用 

作“自我谦称”的“兄弟”（张 美 兰 2015)的自称用法，因为和“谦虚的人”没有必然的联系， 

只是特定语境中说话人所表现出的一种自谦的用法,所以目前常见的语文词典虽然都对 

“兄弟”表示谦虚的自称用法立项释义，但都没有用使“谦虚的人自称”的字样来释义™;因 

为“谦虚”是“兄弟”自称用法的语用义，不是词汇义：

兄 弟 〈口〉①弟弟。②称呼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亲切口气）。③ 谦辞，男子跟辈分相同的 

人或对众人说话时的自称：~我刚到这里,请多多关照。(《现汉》第 7 版）

兄 弟 〈口〉①弟弟。②称呼比自己年纪小的男子(表示亲热）。③ 〈谦〉，男子跟和自己辈份 

相同的人或对众人说话时的自称：~初来乍到，情况不熟悉，请大家多多指教。(《学习词典》）

兄 弟 〈口〉①弟弟。②称呼同辈中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③ 男子对同辈或众人谦称自己: 

~初来乍到，请诸位多多关照。（《全球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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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弟 〈口〉①弟弟。②对比自己年纪小的男子的亲切称呼。③ 旧时谦辞。男子跟辈分相同

的人或对众人说话时的自称。(《现规》）

兄 弟 ……10.男子自称。(《汉大》）

同样道理，“老子”的傲称用法也不宜用“骄傲的人自称”来释义。《现汉》第 5 版对“老 

子”的释义进行了修改，将“含傲慢意”作为括注内容加以补充说明，区分了词的概念义和 

语用义，这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现汉》第 6、7版延续第 5 版“老子”的释义，只是说明了在实际生活中“老子”的自称 

用法，多见于男性，但是并不局限于男性。相信很多人都有听到女性自称“老子”的经历。 

詹人凤(1997)也指出“‘老子’是无标记成分，‘老娘’是有标记成分。有时女的也自称‘老 

子 ’，而男的决不自称‘老娘’ ”。这种差别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这也许就是《现汉》最初 

的释义没有强调“老子”性别的原因之所在。

《学习词典》《全球华语》和《汉大》在对“老子”义项②的释义中也都存在着把词的语 

用义当作词的概念义的问题。《汉大》的释义虽然没有强调性别，但也存在和《现汉》第 1一 

4 版同样的问题。《现规》则对“老子”的口语色彩没有做出标注。

建议词典“老子”的释义修改如下(黑体部分为笔者尝试增加或修改的内容，下同）： 

老 子 〈口〉囹 ① 父 亲 。②多用于男性的自称(含傲慢意，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

2 .老娘

和“老子”对应的“老娘”的傲称用法,也是典型的口语用法，也多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 

场合。只是和“老子”相比较，目前的词典对“老娘”的释义，在词语语体色彩标注、语境的 

说明等方面，普遍存在不够完善甚至缺失等问题：

老娘 ① 老 母 亲 。② 〈方〉已婚中年或老年妇女的自称(含自负意）。(《现汉》第 1一7 版）

老 娘 ①老母亲。②已婚中老年泼辣妇女的自称。（《学习词典》)

老娘 ① 老 母 亲 。②已婚妇女的自称（多含自负意）。(《全球华语》）

老娘①年老的母亲。②已婚的中老年妇女的自称（含自负意）。(《现规》）

老 娘 …… 3 . 母亲的俗称。……4 . 中、老年妇女的自称。常含自负的意思，较粗野。

(《汉大》）

我们看《现汉》的释义。首先，“老娘”的傲称用法在现代汉语口语中非常普遍，包括义 

项①都具有明显的口语色彩。《现汉》把“老娘”的傲称用法标注为“〈方〉”，和目前的语言 

实际使用情况不太相符，其次,“老娘”的义项①没有加“〈口〉”的标注，从词汇的系统性来 

看 ，也和词典对“老子”的语体色彩标注有失照应。我们认为“老娘”的两个义项都标注 

“〈口〉”更为妥当。另 外 老 娘 ”的傲称用法也是有一定的语境限制的。《现汉》“老娘”的 

释义对其应用场合的说明也不够全面，应予增补。

《学习词典》中“老娘”的释义除了没有和“老子”对应地标注口语色彩的说明外，也和 

《现汉》一样，缺少相关语境的限制说明。现实生活中再“泼辣”的已婚中老年妇女，一般情 

况下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面前自称“老娘”，“老娘”用于自称时,和“老 

子” 一样是“事出有因”，也多是“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也就是说“泼辣”不是“老 

娘”傲称用法的词汇意义，甚至都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语用义，因为在气愤和开玩笑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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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称老娘的人和“泼辣”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和《汉大》中的“较粗野”也没有必然的 

联系。另外 ,《全球华语》《现规》对“老娘”的释义也存在语体色彩和应用场合说明不全面 

的问题。

建议词典“老娘”的释义修改如下：

老 娘 〈口〉①老母亲。②已婚中年或老年妇女的自称（含自负意，多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 

场合）。

3 .姑奶奶

“姑奶奶”是女性在非亲属交际中，用于自称的另一个常见亲属词，目前一般的语文词 

典对“姑奶奶”的傲称用法也多立项释义：

姑 奶 奶 ①父亲的姑母。② 〈口〉娘家称已经出嫁的女儿。③ 称泼辣、厉害的女子（含戏 

谴意）也用于这类女子的自称。(《现汉》第 6 版）

姑 奶 奶 〈口〉①父亲的姑母。②娘家尊称已经出嫁的女儿。③ 对泼辣、厉害的女子的戏称, 

也用于自称：……（《学习词典》）

姑 奶 奶 ①父亲的姑母。② 〈口〉娘家称已经出嫁的女儿。③ 〈口〉称泼辣、厉害的女子（含 

戏谑意)也用于这类女子的自称。(《全球华语》）

《现汉》第 6 版增补了“姑奶奶”义项③的释义，对全面反映“姑奶奶”常见的用法和词 

义有贡献，只是用于称呼没有亲属关系的他人时,和用于说话人称自己的傲称用法时，“姑 

奶奶”的词义和感情色彩、应用场合等都有所不同。用于称呼他人时，就像《现汉》所说的 

是“称泼辣、厉害的女子”,含戏谵意，多是开玩笑或提醒、劝阻、责怪等，如 ：

( 9 )  我的小姑奶奶啊，别追了，我不跑了，实在是跑不动了。你说你一个花容月貌的姑娘何苦追 

着我一个行走江湖的小道士不放呢？（人民网）

(10 )  国际巨星方雅伦的婚纱设计交给他们公司，那姑奶奶可是催得他头疼，急需薇薇救场。 

(人民网）

还有平常我们常能听到的“姑奶奶，你就少说几句吧,看把你妈气成什么样了?” “这姑 

奶奶脾气大，你可别招惹她”等。

“姑奶奶”用于说话人自己的傲称用法时，和前面分析的“老娘”有相同之处,又有差 

异。相同之处是感情色彩和使用场合基本相同，也是“含自负意，多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 

合”，不同之处是词汇意义不同,“姑奶奶”没有年龄和是否已婚的限制，如 ：

(11) 说完，我啪地一声挂上了电话。我好解气呀，我真想现在跑到她那儿看看她被我气成了什 

么样，说不定那张平时妆化得看不清本来面目的脸，已被我气成了猪肝色，那一定比死人的脸还难 

看！妈的，这下算知道姑奶奶的厉害了吧！（《中国北漂艺人生存实录》）

(12) 在董事会上二少”大发雷霆,怒拍桌子叫火姐“大婶”，……。火姐“火都来了”，回呛: 

“你搞错了！我是你姑奶奶!”（人民网）

我们认为《现汉》对“姑奶奶”的不同用法可以分别立项释义，因为两者一个是他称、一 
个是自称，在词义、感情色彩和应用场合等方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应该属于不同义项。

词典对于词语不同的义位分立义项，分别说明词语不同的感情色彩和应用场合，对于 

读者正确理解和使用词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张志毅(2015)指出：“在语言中，有很多 

词具有感情、态度或风格色彩。这些色彩，实际上是词的附带意义、补充意义或词汇情态。



3 4 辞书研究2019年第1期

它们是核心意义、称谓意义或概念意义的补充，是词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词 

典中不注明这些附带意义，释义就不算完全，还可能引起用词混乱。”

《现规》《汉大》都没有反映“姑奶奶”傲称用法。《学习词典》对“姑奶奶”语体色彩的 

标注有需要改进之处，“姑奶奶”只有傲称用法才是典型的口语词，用作亲属称谓时，书面 

语、口语中都通用，不宜标注为口语。

建议词典“姑奶奶”的释义修改如下：

姑 奶 奶 ①父亲的姑母。② 〈口〉娘家称已经出嫁的女儿。③ 〈口〉称泼辣、厉害的女子（含 

戏谵意，多用于开玩笑的场合）：这~脾气大，你可别招惹她。④ 〈口〉女子的自称（含自负意，多用 

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

4 . 爷 、爷 爷 、大 爷 (ddye)
“爷”“爷爷” “大爷(ddye) ”的傲称用法流行已久，但是，目前常见的语文词典多没有 

立项释义，以下我们分别说明。

1)  爷

单字的“爷”，目前除了《汉大》外 ，《现汉》《学习词典》《全球华语》《新华字典》《现规》 

等都没有对它的傲称用法立项释义：

爷 ……4 . 自矜之称。老舍《骆驼祥子》六:“祥子明知道上工辞工是常有的事，此处不留爷，自 

有留爷处。”（《汉大》）

其实在现代汉语中，男性在气愤、调侃或开玩笑的场合，自称为“爷”，是比较常见的 

现象：

(13) “胡萝卜加大棒”奖惩制度一向是老板们行之有效的驾驭员工的撒手锏，但是越来越多的 

老板发现：当 9 0后员工成为职场主流时，这招不灵了，惩罚重了撂下一句“爷不伺候了，还不行吗” 

就走人。（人民网）

(W) 甭管给多少钱，干不干得凭“爷”的心情。（人民网）

以上这种用法的“爷”和上文“老子”的词义、语体特征、感情色彩等基本相同，所不同 

的是女性有时候也可以自称“老子”，但一般情况下不自称“爷”。一般的语文字、词典应该 

对“爷”这种用法的语义和语用予以解释说明：“男性的自称(含傲慢义，多用于气愤或开玩 

笑的场合）”。

2 )  爷爷、大爷(d6y e)
“爷爷、大爷(ddye) ”都有傲称用法，而且流行已久：

(15)  跟你们说，设骗局钓鱼儿坑人这把戏，是你爷爷我早就玩腻了的，如今我金盆洗手,改邪归 

正了。（《乔家大院》）

( 1 6 )  萧恩竟是个“人物”，被逼到墙角上，当年的豪气就不由得迸发出来，“你知道爷爷我是 

谁? ”“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 ”（《人民日报》1998)
( 1 7 )  你大爷我当然是人！快点放我下来听见没有！（《花千骨》）

“爷爷、大爷(ddye)”的傲称用法，也多是男性自称，含傲慢意，用于气愤、戏谑或开玩 

笑的场合，目前一般的语文词典都没有立项释义，应该补充释义。

虽然“老子”“老娘”“姑奶奶”和“爷”“爷爷” “大爷（ddye) ”都是长辈亲属称谓词，但 

在非亲属间自称“老子”“老娘” “姑奶奶”“爷”“爷爷” “大爷（ddye) ”的说话人，在辈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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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一定是听话人或其他相关者的长辈,只是说话人为了宣泄某种不满的情绪或者表达某 

种比较强烈的消极情感、态度等，而以听话人或其他相关者的长辈身份自居，“直接抬高自 

己的身份，而间接和实质上贬低对方的身份”（王 立 廷 1998b) ,通过口头占对方便宜，甚至 

是侮辱他人，逞口舌之快，以求得某种心理平衡和精神上的安慰。

三、其 他

除了长辈亲属称谓词“老子”“老娘”“姑奶奶”和“爷”“爷爷” “大爷（d6y e ) ”外 ，近年 

来“哥、姐”也产生了用于非亲属间的自称用法：

(18) 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歌词）

(19) 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人民网）

(20) 近日，秦海璐在社交平台晒出自拍照，称:“抱怨姐不发自拍的来了！相信姐的颜，姐已经 

尽力! ”（人民网）

(21) 姐是受过教育的人，怎么能随便骂人呢？但是姐真的看不过去，尤其是在文艺圈里，有很 

多皇帝的新装，大家都看着,都明白，但都不敢说。（人民网）

对于“哥” “姐”近年来产生的这些自称用法，已有学者研究关注，如陈琴、杨绪明 

(2015)等。目前来看，“哥、姐”自称用法的傲慢色彩还不如“老子”“老娘” “姑奶奶”和 

“爷”“爷爷” “大爷(ddiye) ”等明显，更多的是诙谐调侃甚至含有娱乐的味道，词典还需要

继续关注。

四、小 结

从古至今，亲属称谓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但学术界对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的研究相 

对较少，词典释义也不够全面。结合词典释义对亲属称谓傲称用法进行的研究更是很少见 

到。这或许和亲属称谓词傲称用法所表达的消极情感或态度有一定的关系。弓月亭 

(2003)称“老子”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带有“鄙俗色彩”。其实这些长辈亲属词的傲称用法 

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鄙俗色彩”，它们所“反映的讲话人个人感情，包括他对听者和他所谈 

事物的态度”（利 奇 1998)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消极性。但这几个长辈亲属称谓词的傲称用 

法在实际语言生活中常见常用，这些用法构成了现代汉语词汇语义中的一部分。词汇语义 

学研究应该全面、客观反映词汇用法及语义的面貌。词典除了准确解释词义，还应该对词 

语的语体色彩、应用场合、感情色彩等做客观全面的说明，从而引导读者正确地理解和恰当 

地应用。

附 注

[ 1 ]本文中的亲属称谓词“大爷”依据《现汉》为普通话轻声词。但笔者了解到,读本调的“大爷”在 

山东、安徽等的一些地方和普通话中读轻声的“大爷”一样，也用于称呼伯父或尊称年长的年纪大于父亲 

的男子。

另外，我们觉得《现汉》目前对读本调的“大爷”的释义，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

大爷(dd!y6 ) 指不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子：~作 风 1~脾 气 I你别在我面前充~。（《现汉》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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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ddy6 ) ①指有钱有势、好逸恶劳、傲慢任性的男子：~作风 1~脾气。②旧时称兄弟中 

排行居首的人，其他人依次称二爷、三爷等（多用于有钱有势人家）。（《学习词典》）

和《学习词典》相比较，《现汉》第 7 版对“大爷”（d6y6 )的释义不够全面，可以看出，“大爷”（d6y6 ) 
“指不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子”的词义及用法，应该是由“旧时称兄弟中排行居首的人”引申而来，而且 

“大爷”（d£iy6)的“旧时称兄弟中排行居首的人”这一用法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十分常见，词典应该立 

项释义。

[ 2 ] 《现汉》对“兄弟”的释义还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第一，用于非亲属称谓的泛化引申的义 

项②中“亲切口气”的说法，词典中比较少用，参照“哥”的释义，改为“含亲热意”更合适一些。第二，用于 

自称的义项③的用法是“谦称”，释义用“谦辞”不够恰当。《汉大》没有注明“兄弟”的谦称用法。《现规》 

“旧时谦辞”的说法除了“谦辞”应该用“谦称”外 旧 时 ”的限制也不准确兄弟”的谦称用法，在现代社 

会仍然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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