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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方言亲属称谓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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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亲属称谓是有亲戚关系的人们之间的称呼方式。主要从“父系”“母系”“夫系”“妻系”

四个方面入手，呈现周至方言亲属称谓的概貌，并探讨周至方言亲属称谓词在语音、词义以及文化

意蕴等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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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inship terms are used by relatives to address each other. This paper intends to show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kinship terms of Zhouzhi dialect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patrilineal”,“matrilin-

eal”,“husband”and“wife”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inship terms of Zhouzhi dialect in

pronunciation, lexical meaning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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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至县古称盩厔县，据《元和郡县图志》“山曲曰

盩，水曲曰厔”，知其因山环水复而得名，1964年经

国务院批准更改为周至。该县位于陕西省关中西部

的秦岭、渭水之间，为陕西最古老的县份之一。[1]1周

至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2]单字调有 4个，阴平

31，阳平35，上声51，去声55。[3]本文以周至县城

所在地二曲镇的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从父系、母

系、夫系、妻系四个方面对该县方言亲属称谓进行系

统调查研究，以探究其特点和蕴含的文化内涵。

1 周至方言亲属称谓词
周至方言亲属称谓词按照父系亲属称谓、母系

亲属称谓、夫系亲属称谓、妻系亲属称谓和其他五类

列出，每条词按照“词条—方言词—注音”的顺序进

行描写；同义词按出现频率排在一起；称呼有背称、

面称区分的，在词条后注出，不作这类说明的，一般

为背称、面称均可；老派词语下加＿表示；新派词语

下加 表示。

1.1 父系亲属称谓

父系亲属称谓是亲属称谓中最复杂的一部分，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把父系亲属称谓分为四部分，分

别为：长辈直系血亲称谓、晚辈直系血亲称谓、兄弟

姐妹及其子女称谓、父亲之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称谓。

1.1.1 长辈直系血亲称谓

曾祖父——老爷 lauiE
曾祖母——老婆 laupHo
祖父——爷 iE
祖母——婆pHo
父亲——爹 tiE 大 ta 爸pa
母亲——妈ma
说明：“爹”这个称呼只有老派这样称呼，现在大



部分人用“大”这个叫法。“爸”这个称谓目前属少数，

使用这个称谓的家庭局限在城镇少数受过教育或比

较容易接受新事物的家庭范围中。新派中称父亲为

“大”还是“爸”受周围人的影响很大，一般家庭哥哥

姐姐称呼什么，下面弟弟妹妹就跟着称呼什么。

1.1.2 晚辈直系血亲称谓

儿子——儿 娃子uatsɿ
儿之妻——儿媳妇儿ɕifur
女儿——女子nytsɿ
女婿——女婿nyɕi
孙子——孙子 sue~tsɿ
孙之妻——孙子媳妇儿 sue~tsɿɕifur
孙女——孙女儿 sue~nyər
孙女婿——孙子女婿 sue~tsɿnyɕi
外孙——外孙uæisue~
外孙之妻——外孙媳妇儿uæsue~ɕifur
外孙女——外孙女儿uæsue~nyər
外孙女婿——外孙女婿uæsue~nyɕi
重孙子——重孙pfhusue~
重孙女——重孙女儿pfhusue~nyər

重孙女子pfhusue~nytsɿ
说明：“孙子”和“孙女”合称“里孙”；“外孙”和

“外孙女”合称“外孙”；“里孙”和“外孙”合称“孙

子”。

1.1.3 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称谓

兄——哥kF
兄之妻——姐 tþiE
弟——兄弟þyNti
弟之妻——兄弟媳妇儿þyNtiþifur
姐——姐 tþiE
姐夫——哥kF 姐夫 tþiEfu
妹——妹子mEits�
妹夫——妹夫mEifu
兄弟之子——侄儿 t§�Ô
兄弟之女——侄女 t§�ny
姐妹之子——外甥uQs«N
姐妹之女——外甥女子uQs«Nnyts�
说明：第一，“弟兄”有两个意思：一指亲弟兄，兄

弟的意思；二指朋友、同事。“兄弟”，指弟弟。第二，

姐夫和嫂子的称呼。一般情况称“姐夫”是“名+哥”，

称“嫂子”是“名+姐”，目的是为了拉近亲属关系，显

得更亲近。“姐夫”这种称谓以前有，现在很少。而

“嫂子”这一称谓一般用于称呼比自己年长的朋友或

者同事的妻子，几乎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1.1.4 父亲之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称谓

父之兄——伯
父之兄妻——大妈
父之弟——爸爸
父之弟妻——娘 娘娘
父之姐——姑妈
父之妹——姑
父之姐妹夫——姑父
父之兄弟之子女——亲伯叔弟兄


父之姐妹之子女——姑舅姊儿妹


说明：对父亲兄弟及其配偶称呼，一般按排行

来。如称父之弟妻为“娘”，那么按排行称呼就是

“大娘、二娘……碎娘”，如果只有一个就叫“娘娘”。

1.2 母系亲属称谓

母之祖父——老舅爷
母之祖母——老舅婆
母之父——舅爷
母之母——舅婆
母之舅——舅爷
母之舅母——妗婆e~
母之姨——姨婆
母之姨父——姨夫爷
母之姑——瓜婆
母之姑父——姑夫爷
母之伯——爷
母之伯母——婆
母之叔——爷
母之叔母——婆
母之兄弟——舅
母之兄妻——妗妈
母之弟妻——妗妗
母之姐——姨妈
母之妹——姨
母之姐妹丈夫——姨父
母之兄弟之子女——姑舅姊儿妹


母之姐妹之子女——姨姨姊儿妹 iitsÔmei
说明：对母亲长辈的称呼和对父亲长辈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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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因此，为避免重复，在父系亲属称谓部分

没有列出对父亲长辈的称呼，此处一并说明。

1.3 夫系亲属称谓

夫之父——阿公
夫之母——婆娘
夫——女婿 外头人
夫之兄——大伯子
夫之弟——小叔子
夫之姐——大姑子
夫之妹——小姑子
夫之兄弟妻——先后a~
说明：以上称谓都是背称，面称一般随夫称。第

一，丈夫的称呼。老派刚结婚时一般面称“哎”，背称

“外头人”，大户人家可能称“掌柜的”；有孩子之后，

夫妻间互称第一个孩子的名字，以示尊敬。一般不

互称对方的名字，尤其妻子不能称呼丈夫名字，那是

不能含糊的。[4]163新派一般不讲究，都互称名字。第

二，大伯子是对丈夫兄长的称呼，用于背称；面称称

“哥”，长兄为父，不能含糊。

1.4 妻系亲属称谓

妻之父——丈母爸（背称）

叔（面称） 爸（面称）

妻之母——丈母姨（背称）

姨（面称）妈（面称）

妻——媳妇儿 屋里人
老婆

妻之兄——丈母哥
妻之弟——妻弟
妻之兄妻——嫂子
妻之弟妻——弟媳 弟妹
妻之姐——大姨子
妻之妹——小姨子
妻之姐妹丈夫——两挑子

挑担a~ 连襟a~
说明：以上都是背称，面称如无特殊说明一般随

妻称。第一，妻子的称呼。老派刚结婚时一般面称

妻子为“哎”，背称“屋里人”或“媳妇儿”；有孩子之

后，夫妻间互称第一个孩子的名字，以示尊敬。[4]163

新派一般称名字或者“媳妇儿”，更时髦点的称妻子

为“老婆”。第二，岳父、岳母的称呼。老派称岳父、

岳母为“叔”“姨”，属拟亲称呼，以此表示尊敬，并拉

近彼此的关系。新派基本随妻称。第三，对妻之侄

子、妻之侄女、妻之外甥都没有专门的称呼，一般称

为“她侄儿”“她侄女”“她外甥”等，固在上文词条中

未列出。

1.5 其他亲属称谓

继父——后大
继母——后妈
干爹——干大
干妈——干妈
奶爸——奶爸
奶妈——奶妈
亲家母——亲家
亲家公——亲家
说明：除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之外，还有几种特殊

的父母亲称谓。第一，“干大”和“干妈”。一般人丁

不旺的人家为了让人丁兴旺、子女健康成长，会在子

女小的时候寻找一个属相八字相合且家里人丁兴旺

的人家认为干亲，称对方为“干大”“干妈”。这种现

象在周至很普遍，大部分男性都认有干亲。“干大”

“干妈”这种称呼会一直延续下去，从此双方互相往

来，成为一门亲戚。第二，“后大”和“后妈”。这是由

于母亲改嫁或者父亲再娶而产生的一种称谓。随母

或者随父的孩子一般在和对方不熟悉的情况下，称

对方为“叔”“姨”；而当关系亲近后，有可能面称叫法

同亲生父母相同，但背称仍为“后大”“后妈”，以示和

亲生父母有区别。第三，“奶爸”和“奶妈”。在孩子

小的时候，由于母亲工作忙或者没奶水等原因，特意

给孩子找了奶水充足的妇女，孩子一般随奶妈在奶

妈家生活，起码到断奶。因为吃了人家的奶，所以

叫人家为“奶妈”。相应地，称奶妈的丈夫为“奶

爸”，奶妈的子女为“奶姐”“奶哥”“奶弟”“奶妹”，这

种称谓一旦确立就不再改变，一般都一直来往下

去。但也有时间长了、孩子长大了就不再来往的情

况。第四，“亲家”这个词有两种意思：一指儿女亲

家；二指干亲家。

2 周至方言亲属称谓的主要特点
李如龙曾说过：“亲属称谓是语言中不可缺少的、

十分常用的基本词汇，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

要纽带。研究亲属称谓的共时系统和历时演变，不但

是词汇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了解社会关系和文化传

统的重要依据。”[5]1周至方言的亲属称谓跟普通话亲

属称谓对应整齐，具有普通话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

此外，周至方言在语音、词汇以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方面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2.1 称谓的音义特点

2.1.1 语音方面

同一个亲属称谓词，读音不同，表义也就不同。

如“老婆”，当“婆”字读本音时，指“曾祖母”；而当

“婆”字读轻声时，指“妻子”。再如“妈”和“妈妈”，称

呼“妈”时，指母亲；称呼“妈妈”时，是对比自己母亲

年长的女子的尊称。

2.1.2 词义方面

周至方言亲属称谓词中一词多义和一义多词

两种现象同时存在。如“亲家”，既可指儿女亲家，

又可指干亲家；“女子”既可指女儿，也可指女孩，这

都属于一词多义现象。又如“妻子”可以有多种称

呼——媳妇儿、老婆、屋里人；“丈夫”也可以有多种

叫法——女婿、外头人、掌柜的等等，这种情况属于

一义多词。

2.2 称谓重长幼有序

在周至方言中，称谓系统按照辈分原则井然有

序地排列着，对不同的辈分采用不同的称呼。如祖

辈、父辈、儿女辈、孙子辈等。即便是同一辈分，按年

龄的大小长幼也有不同的称呼。如称母亲的姐姐为

“姨妈”，母亲的妹妹为“姨”；父亲的姐姐为“姑妈”，

父亲的妹妹为“姑”；母亲的嫂子为“妗妈”，母亲的弟

媳为“妗妗”等。

另外，凡是同一姓氏的人，即便不是直接的血亲

关系，周至人也要严格按照辈分和年龄来确定对对

方及其家人的称呼。除非一门子出了五代不好再追

查辈分了，则按年龄称为“叔”或“哥”等。

2.3 称谓重男轻女现象严重

虽然我国一直提倡男女平等，但是在周至，重男

轻女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从县城随处可见的诸如

“严禁弃溺女婴”等宣传条幅就可见一斑。亲属称谓

词也饱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如：

外头人/屋里人：这组词是夫妻双方对彼此的背

称。从这组称呼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男主外、女主

内的不同的社会分工。同时，当地人指出，在夫妻双

方面称时，“屋里人”是绝对不能称呼“外头人”名字

的，一方面以示尊敬，另一方面也能看出男子在家庭

中的地位和权威不容侵犯。

牛牛娃、放牛娃/丫头：这组词是对刚出生不久

的婴儿的称呼。生了男孩称“牛牛娃”或“放牛娃”，

生了女孩则称“丫头”。从这不同的称呼上，我们就

能看出人们在生了男孩和生了女孩后不同的心理状

态和喜爱程度。周至地属关中平原，支柱产业是传

统农业。很久以前，耕牛在人们劳动生活中占有重

要地位，放牛的活大多是男孩子干的，同时也暗含着

“男主外”的社会责任。父母称生了儿子为生了个

“牛牛娃”或“放牛娃”多少流露出一些自豪，而称生

了女儿为生了个“丫头”多少流露出一些不满，也能

体现出在其心中男孩和女孩的地位及重要程度是大

为不同的。

另外，周至方言亲属称谓中对妻子的侄子、侄女

以及外甥等都没有专门的称呼，一般都称为她侄儿、

她侄女和她外甥。这种没有专称的称呼方式，也或

多或少体现出传统的男尊女卑思想。

2.4 称谓冠名以别亲疏

周至方言中，为了区分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人

们一般通过在称谓前加名字和不加名字来表示。

如：对于自己的嫡亲哥哥和姐姐就直接称呼“哥”

“姐”；而对于表哥、表姐、堂哥、堂姐或者干哥、干姐

则在“哥”“姐”前加名字，如凡哥、红姐。

此外，称呼自己的嫂子和姐夫时，也是“名+姐”

和“名+哥”，如“麦茸姐”“君新哥”。一方面，不按

传统的叫法称对方为“嫂子”或“姐夫”，以拉近彼此

的关系，显得亲近；另一方面，冠名以区别于嫡亲

哥、姐。

2.5 称谓从“他”称呼现象普遍

从“他”称呼是汉语亲属称谓中一种特殊的语言

现象，是指说话人跟着某一亲属去称呼另外的亲属，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亲属称谓前加上“他”字，这种

现象在周至方言亲属称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

父亲称呼孩子的二舅、三舅为“他二舅”“他三舅”，称

呼孩子的姨为“他姨”；母亲称呼孩子的叔叔为“他

爸”，称呼孩子的奶奶为“他婆”。但从“他”称呼也是

有严格讲究和说法的。从“他”称呼用于背称时适用

于任何人、任何辈分，如可以说“他婆”“他姑”“他姐”

“他兄弟”，但面称时，只适用于比自己年龄小或者辈

分小的人，表示亲切。从“他”称呼不能用于比自己

年长的人或者长辈，用于比自己年长的人或者长辈

时，则显得不尊敬、不礼貌。

2.6 称谓泛化表亲密

亲属称谓泛化是指人们用亲属称谓语去称呼非

亲属成员的现象。这种现象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十分

普遍。周至人也不例外。在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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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且热衷于用亲属称谓称呼对方，表示彼此关系密

切，亲如一家。如称呼与自己祖父辈年龄相仿的人

为“爷爷”或“婆婆”；称呼与自己父辈年龄相仿的人

为“伯伯”、“妈妈”或“娘娘”等；称呼比自己年长的人

为“哥”或“老姐姐”；称呼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为“大兄

弟”或“大妹子”等。在拟亲称呼中使用什么样的拟

亲称谓也要看彼此的年龄及辈分关系。为了方便称

呼，周至人在跟陌生人交往时喜欢询问对方以及其

父母的年龄，如果同姓还要想方设法打听其辈分，然

后按年龄、辈分确定对方及其家人的称谓。可见，周

至方言亲属称谓泛化表亲密的意识已经渗透到交际

之中，并且在不断延伸和发展。

方言是表现民俗文化特征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民俗文化的很多特征是通过语言和方言才得以表现

的。[6]方言亲属称谓词是认识方言和地方民俗文化

的一扇重要窗口，分析周至方言亲属称谓的特点，对

于认识周至方言文化，揭示其蕴含的文化内涵有着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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