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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上下多专属自称

在古代，朝廷上下等级分明，宫
室内外区分清楚，这使得各种身份
的人物在自称方面体现出鲜明的专
属性。

那时，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
国君或皇帝，有专属自称词汇。“孤”

“寡人”“朕”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大
众口中所说的“称孤道寡”就源于
此。“孤”和“寡”有孤独、孤单之意，
体现了君王的独一无二性，即不可
替代性，兼具君临天下的含义。当
然，君王称孤道寡也有自谦之意，比
如“寡人”即寡德之人，是君王对自
己的谦称。与“寡人”类似的还有

“不谷”，它的本义是不结果实，用到
人身上就是没有子女，即绝后，一些
古代王侯用此称谓自警和自谦。古
时周天子还以“予一人”自称，有“天
下治乱，在予一人”的意思。秦始皇
一统天下后，“朕”变成了皇帝的专
属自称，其他人均不能使用，有“天
下皆朕，皇权独尊”的含义。

由于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
位，皇后自然而然就有了母仪天下
的威严。皇后为后宫之主，因此在
大臣面前可以自称“本宫”。皇后或
皇太后在丈夫去世之后，还可以自
称“哀家”，意思是“可怜之人，无夫
之哀”。当然，实际上，历史中的皇
后或皇太后很少自称“哀家”，这一
自称多出现在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
中，带有较强的文人想象色彩。除
了皇后可以自称“本宫”，地位较高
的嫔妃因为拥有独立宫殿，也可以
自称“本宫”。皇太子也叫“东宫太
子”，因此他也可以自称“本宫”。

在君为臣纲的皇权体系中，帝
王在太皇、太后面前自称“儿臣”，朝
廷大臣在面对帝王时往往以“臣”自
称，意思是自己是帝王的子民。在
清朝，满臣和汉臣的地位有较大不
同，满臣为了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
的身份，往往自称“奴才”，汉臣则沿
用前朝的“臣”自称。

自称选用彰显人物性格

走出庙堂，走向江湖旷野，在普
通人的交往或表达中也有很多种自
称，如余、予、吾、我、某等。比如，
《三国演义》中刘、关、张三兄弟初相
识分别进行自我介绍时，刘备说“我
本汉室宗亲，姓刘，名备”，关羽说

“吾姓关，名羽……”，张飞则说“某
姓张，名飞，字翼德”。“我”“吾”“某”
意思是一样的，都是自称，但在情感
表达上略有差别，也在一定程度上

将人物性格揭示出来。
在书面表达中，古代文人常用

“姓+子”的文字组合自称。比如，欧
阳修的《秋声赋》中有“欧阳子方夜
读书”的句子，苏轼的《赤壁赋》中有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的句子，“欧
阳子”“苏子”都是自称。文人们在
狂放或心情愉悦时，则可能以“号”
自称，比如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在偏口语化
的书面表达中，自称往往以“名”的
形式出现，比如《三国演义》中周瑜
临终感叹“既生瑜，何生亮”。苏轼
在《渡海帖》中开头便写“轼将渡
海”，结尾处又有“轼顿首”字样。在
一些古装电视剧中，还有人物以

“字”自称，比如“我乃燕人张翼德
也”“我乃常山赵子龙也”，实际上这
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在古代称

“字”的往往是长辈或与自己关系亲
密的人，“字”很少用于自称。值得
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书面自
称和口头自称出现了合流的趋势。

当然，更多的时候自称还是被用
于人际交往中的自报家门，因而具有
明显的口语化特征。比如，在《西游
记》中，孙悟空、猪八戒经常自称“老
孙”“老猪”。在电视剧《三国演义》
中，作为自称的“俺”出现频率较高，
在桃园三结义那一集，关羽说出誓言
时，张飞先后说了三次“俺也一样”，
将张飞爽直的性格体现了出来。事
实上，自称还带有一定的方言特性，
比如“俺”多在山东使用，“咱”多在河
南使用。“洒家”则是宋元时期关西一
带的方言，是男子的自称，类似现代
的“俺”或“咱”。在《水浒传》中，鲁智
深和杨志都曾使用过“洒家”自称，这
一称谓多少带有一种无拘无束、洒
脱、快意恩仇的意味。《红楼梦》中的
黛玉葬花词云：“侬今葬花人笑痴，他
年葬侬知是谁？”这里的自称“侬”有
明显的吴方言特征。

古人爱用谦词自称

古人十分注重礼仪问题，在与
不同的人进行交往时，自称有多种
表达，但使用得最多的是谦词。比
如，帝王自称“寡人”，老人自称“老
朽”，老年女性自称“老身”，和尚自
称“贫僧”，道士自称“贫道”，普通人
物则自称“鄙人”“区区”“小可”“不
才”等，这些都是自谦的体现，反映
了使用者的涵养和风度。

自谦性质的自称在古代书面用
语中呈现多样性，主要包括“仆”“愚”

“鄙”“敝”“拙”等。比如，“仆”表示自
己是对方的仆人，含有乐意为对方效

劳之意；“愚”表示自己不聪明，比较
愚笨；“鄙”表示自己见识浅薄；“敝”
表示自己相关情况不太好；“拙”则表
示自己的见解或作品水平不高。实
际上，这些词语不光是自谦，甚至还
有一定的自贬含义，这与我国古人含
蓄内敛的性格特征有关。

自谦性质的自称在古人的工作
生活中使用频率非常高。比如，在
官场中，文臣在皇帝面前自称“微
臣”“小臣”“老臣”，武将则自称“小
将”“末将”等。在基层工作的官吏、
差役等，面对级别比自己高的官员，
一般自称“下官”“小人”“卑职”等。

古代男性和女性的自称有较大
差别。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往往自
称“小生”“晚生”“不才”“在下”等，这
些称谓体现了长幼尊卑的社会关系。
女性则自称“奴家”“妾身”“奴婢”“民
女”“小女子”等，其中固然有女性自谦
的成分，但更多反映出古时候女性社
会地位相对低下的客观现实。

古人自称的谦词，有些沿用至
今，成为社交场合中的礼仪用语，有
的已不再使用，只能在古籍里寻觅
了。由此可见，自称用语，一直在随
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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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对话是
人类社会的基本
形态。在交往的
过程中，让对方
知道自己是什么
身份、恰当得体
地自报家门，十
分重要。我国是
礼仪之邦，在古
代社会，人们在
自称时颇为讲
究，许多自称既
能表明自己的身
份，又能体现长
幼尊卑的秩序
感，还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
息。可以说，古
人自称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构
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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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西游记》剧照。

连环画《三国演义之桃园结义》封面。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秦始皇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