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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亲属称谓词作为语言的基本词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以淄博方

言亲属称谓词为研究对象，从直系亲属称谓、旁系亲属称谓和姻亲称谓(夫妻称谓)三方面系统梳理淄博

方言亲属称谓词的特点，并探讨其与齐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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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alects serve as crucial carriers of regional culture, with kinship terms constituting fundamental 
linguistic elements that embody rich cultural inform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kinship terminol-
ogy in the Zibo dialect, systematically categorizing its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lin-
eal kinship appellations, collateral kinship designations, and affinal relationship terms (spou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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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The research further examin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se linguistic fea-
tures and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Qi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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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任何一种方言的孕育与演变，都镌刻着地域文化的深刻烙印，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方言与

文化相辅相成，共同编织着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独特印记，不仅是地方风情的

生动体现，更是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桥梁，承载着历史记忆，展现着地方智慧。词汇作为语言系统中

与日常生活最为贴近的要素，对其进行考察，可以明晰地看到方言与社会文化的深度联系和影响制约。

亲属称谓词作为语言的基本词汇，是人际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深受社会文化的影

响，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该文章通过考察淄博方言词汇中的亲属称谓词，探寻山东淄博方言的地域

文化因素。 

2. 淄博方言与齐文化概述 

2.1. 淄博方言概况 

淄博市位于山东省中部，鲁中山区与鲁北平原的交接地带，东西窄而南北长。根据语音特点的差异，

淄博市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方言区：南片、东片和西北片。南片，包括淄川、博山和沂源的西北部；

东片，包括临淄；西北片，包括张店、周村、桓台、高青。本文研究主要以西北片桓台方言为语料来源，

桓台县位于淄博市西北部，其方言属于为冀鲁官话沧惠片的章桓小片(章利片) [1]。 
学者对淄博方言的研究基本聚焦于淄博南部方言，如已出版的著作《博山方言研究》《淄川方言治》

《淄博乡音乡俗》，这些著作奠定了淄博方言的研究基础；论文方面，多是对淄博方言语法、语音、词汇

构成的研究，聚焦到称谓词并探讨齐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试图从淄博方言亲属称谓词出发讨

论其特点及齐文化内涵。 

2.2. 齐文化概况 

齐文化是先秦时期齐国所孕育的独特地域文化，其演进轨迹深刻反映了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

程。其渊源可追溯至西周初年，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略，到管仲“四民分业”的制度重

构，最终在稷下学宫完成思想集成，形成了迥异于宗周礼制的文明范式。西周时期，齐、鲁两国分别立

国，由于地理环境、历史传统、治国理念等方面的差异，齐文化与鲁文化逐渐分野，形成了各自鲜明的

文化特色。齐文华以其鲜明的精神内核与表达方式区别于鲁文化，成为山东乃至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瑰

宝。尽管齐文化在后世的文化辐射力上稍逊于鲁文化，但就其在当时的作用及在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看，

重要性却丝毫不亚于鲁文化[2]。当代学界对齐文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变革、

开放、务实、包容”的齐文化核心精神；另一方面是在治国理政层面所体现的“以人为本、尊贤尚功、以

法治国、崇商重工、维护统一”的理论特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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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淄博方言亲属称谓词的特点 

3.1. 直系亲属称谓 

1) 祖父(母)辈之称。在淄博方言中，祖父辈称为“爷爷”“老爷”、祖母辈称为“奶奶”“老奶”。

每往上推延一代长辈，在前面增添一个“老”字用作区分，因此，曾祖父称为“老爷爷”，曾祖母称为

“老奶奶”，到了高祖父、高祖母这一辈，分别称作“老老爷爷”与“老老奶奶” 。从这里可以看出，

在淄博方言中前缀“老”字的使用非常频繁。“老”字仅用于亲属称谓词时表示辈分的区别，体现尊卑有

别，长幼有序，但是作为其他方言词前缀时表示贬义居多，这也是与普通话的一大区别，例如“老土”

“老害(老头)”等。 
2) 父母亲之称。淄博方言中称父亲为“爷”“爸爸”，将父亲称为“爷”多数是年龄较大的人；将

父亲唤作“爸爸”这一称谓习惯，是受普通话广泛传播影响的结果，现在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绝大多

数人都习惯以“爸爸”或更口语化的“爸”来称呼父亲。关于母亲称谓方面，淄博各区县曾普遍使用“娘”

这一传统叫法。不过，随着普通话的普及，这一习惯逐渐发生改变，“妈”或“妈妈”的称呼开始流行起

来。但是，仍有一些年纪较大的长辈依旧保留着“娘”这一传统称谓。通常情况下，若子女称父亲为“爸

爸”，那么相应的，就会称呼母亲为“妈妈”；反之，若称父亲为“爷”，则母亲往往被称为“娘”。 
3) 晚辈之称。在淄博方言的称谓体系里，儿子称呼“儿”或者“小子”，“小子”一般是背称；女儿

称呼“闺女”。随着辈分的延续，每往下一辈，就在前面添加一个“重”字来体现辈分差异。如此一来，

孙子的儿子就是“重孙子”，孙子的女儿就是“重孙女”；再往下，重孙子的儿子称为“重重孙子”，重

孙子的女儿称为“重重孙女”。对于晚辈之称只用于将晚辈介绍于他人，在与晚辈对话中称其名字为多。 

3.2. 旁系亲属称谓 

1) 父系亲属。在家族亲属称谓体系里，对于同一辈分的长辈，格外讲究长幼有序的排序传统[4]。在

淄博方言中，在称呼祖父的兄弟姐妹时，会依据排行细致区分，分别称作“大爷爷”“二爷爷”“小爷

爷” ，而祖父的姐妹则称为“大老姑”“二老姑”“小老姑”等。称呼父亲的兄弟姐妹时，同样遵循这

一规则。父亲的兄长一般称为“大爷”，弟弟则称“二叔”“小叔”，父亲的姐妹则按照大小依次叫“大

姑”“小姑”等。在部分地区，伯父还有“大爸”“大爹”等别样称呼。在淄博方言中，人们把父亲的同

族兄长或年龄长于父亲的人的配偶称呼“大娘”，若知晓其丈夫的具体排行，称呼就会更为精准，如“大

娘”“二大娘”“三大娘”等。也有一些地方习惯将她们称作“大妈”。另外，在淄博大部分地区，对于

父亲同族弟弟或年龄比父亲小的人的配偶，统一称作“婶子”。要是清楚其丈夫的排行，就称为“大婶

子”“二婶子”“小婶子”等。 
2) 母系亲属。在淄博方言中，母亲的兄弟姐妹与父系亲属不同，不论年龄长于还是小于母亲，皆按

排行称“大舅”“二舅”“小舅”或“大姨”“二姨”“小姨”等；称舅舅的配偶为“妗子”，若知“舅

舅们”的排行，则称呼“大妗子”“小妗子”等。母系亲属与父系亲属称谓的细微差异体现了齐文华中男

尊女卑的思想痕迹。 
淄博方言里旁系亲属称谓所蕴含的诸多讲究，深刻彰显了齐文化中秩序观念的权威性，以及家族观

念在齐文化体系里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5]。在一些大家族中，会出现“大、二、小”等不同排序的“爸

爸”称谓，这一现象是家族繁盛、人丁兴旺的直观体现。这种称谓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进一步强化了

血亲之间的紧密联系，让家族成员之间的情感更加深厚，凝聚力也得以显著增强。 

3.3. 姻亲称谓 

这里主要介绍夫妻称谓。在淄博方言夫妻称谓中，60 岁以上的夫妻之间基本没有名称。一般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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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对话时，没有任何称呼，直接讲所说之事，或者用“唉”“我说”来招呼对方，有的称“您娘”“您

爷”。当对外人称呼对方时，往往从儿女的角度出发，男性称妻子“他娘”“XX (孩子小名)他娘”或“XX
他妈”，女性则一般称丈夫“当家的”“XX 他爷”“XX 他爸”极少有人喊对方名字。当他人说起某对

夫妻一般称女方“XX (丈夫名)家”，称男方“XX (妻子名)她男的”。旧社会这种以丈夫名字和“XX 家”

为主要夫妻称谓的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观念里，妻子被视为“家里”的附属部分，缺

乏自主意识和自立能力，在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处于相对依附的地位。另一方面，妻子日常主要精力都投

入到家庭事务操持中，极少有机会出现在外部公共场合，更没有资格参与外界的人情往来活动。基于这

样的社会现实，妻子在社会称谓体系中未能拥有独立正面的称呼，而是通过这种间接的指代方式来呈现。 
在传统社会中，没有恋爱自由，男女双方缔结婚姻，必须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跳过了

恋爱熟悉的过程。如此一来，婚前男女之间缺乏深入的了解与交流，婚后夫妻关系便处于一种微妙且尴

尬的状态。他们已结为夫妻彼此熟悉，却又因为没有恋爱时那种情感的铺垫而倍感陌生。这种既熟悉又

陌生、既陌生又熟悉的复杂情感，使得夫妻之间很难找到一个恰当、贴切的称谓。直到有了孩子，孩子

就像夫妻双方搭建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物[6]。自此，夫妻之间才有了明确的称

谓。现在，年轻一代(80 后 90 后)，受到普通话的影响，面称渐渐多了起来，以叫对方名字为主，被称时

若对方知道名字则喊名字，不知道名字仍从儿女角度出发。 

4. 淄博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文化内涵 

4.1. 男尊女卑的思想价值观 

在传统齐文化里，男尊女卑的观念较为普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并深深烙印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之

中。称谓语作为社会身份的独特标识，直观地映照出人们内心的思想观念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

男尊女卑这一社会现象在称谓语体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而言，男性称谓常常被赋予了褒扬与尊崇

的丰富内涵，彰显着男性的社会地位与价值。相反，女性称谓却往往流露出否定、地位低微或无足轻重

的意味。 
在封建社会中，男性无论在社会还是家庭中都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社会结构使得男性称谓通常带有

积极的含义。例如，在淄博方言中，丈夫被称为“当家的”，这一称谓从语言上肯定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

导地位。这种称谓不仅体现了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也反映了社会对男性角色的高度认可。相比之下，

女性的地位则相对低下，她们通常被视为男性的附属角色，承担服务性的职责。这种现象在称谓语中表

现得尤为明显。 
首先，女性在婚后往往失去原有的姓名，转而以丈夫的姓氏或身份作为称谓，例如，人们习惯称已

婚女子为“X (夫家姓)家媳妇儿”。其次，在男女并称时，男性总是置于女性之前。例如，“父母、夫妻、

公婆、翁姑”等称谓中，男性称谓始终占据首位，女性称谓则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语言习惯反映了男尊

女卑的文化价值观，这进一步巩固了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最后，男性取名通常非常慎重，

不仅有正式的名字，还可能拥有字号。例如，取名字按家族排辈，一般男子参与排行，名字中的第二个

字为族谱指定字，而女子可参与可不参与。此外，不难发现在淄博方言亲属称谓中，女性称谓有的简单

随意，甚至带有贬义色彩。例如，“老奶奶”、“大娘”等称谓虽然体现了对长辈的尊重，但也反映了女

性社会空间的局限和地位的低下。 

4.2. 强调家族观念的社会结构 

淄博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映照出家族文化的深厚底蕴，尤其是家族的整体性和凝聚力，以及齐文

化中独特的“家国同构”思想。在这些称谓中，我们不难发现“家”与“门”的字眼频繁出现，如“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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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家门姐妹”等，这些称谓不仅仅是对家族成员身份的一种简单标识，更是对家族整体性的强调

和对家族成员间紧密联系的认可，将家族成员紧紧相连，共同维护着家族的团结与和谐。 
此外，淄博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还深刻体现了“家国同构”的齐文化思想。长辈在家族中享有极高

的地位，他们被尊称为“老爷子”、“老太太”，这样的称谓不仅体现了对长辈的尊敬和敬仰，更反映了

家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性。因此，尊重长辈、维护家族整体利益，也就成为了一种自觉的行为准

则。 

4.3. 讲秩序重人伦的文化价值观 

在淄博方言中，亲属称谓词不仅承载着家族关系的标识功能，更深刻反映了山东社会文化中对于秩

序与人伦的高度重视。这些称谓以父系为中心，严格区分长幼辈分，老少界限清晰，展现了山东文化中

根深蒂固的秩序观念。无论是面对长辈还是晚辈，称谓中都明确突出了辈分的差异，体现了家族内部的

严谨结构。淄博方言中的亲属称谓鲜明地划分了宗亲与外亲的界限，各自形成独立的体系。这种划分不

仅体现了山东人对于家族内部秩序的严谨态度，也彰显了人伦关系的复杂性。 
在淄博方言中，男性称呼妻子姐妹的丈夫“一拉干”“连襟”等，这些称谓反映了淄博人对于礼仪的

讲究，尤其是对于同样作为家族成员的女婿，他们虽然作为外姓人进入家庭，但同样享有家族地位，并

在节日拜会中遵循严格的礼数。这种习俗从侧面体现了出嫁女儿对娘家的眷恋，以及姐妹之间的深厚感

情。 
淄博方言中的亲属称谓词形成了四大体系：父系、母系、夫系和妻系，这四大体系各自独立，互不

交叉，秩序井然。这种体系化的称谓方式不仅囊括了一个人血缘和婚姻关系的所有尊亲和至亲，更体现

了齐文化中对于长幼尊卑、等级秩序的严谨追求。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亲属称谓词无疑是其深

厚文化底蕴的生动写照。 

5. 齐文化在亲属称谓词中的传承与发展 

齐文化在亲属称谓词中的延续与演进，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代变迁的和谐交融。在淄博地

区，亲属称谓严格遵循以父系为核心的原则，强调长幼尊卑有序，辈分清晰明了，这生动展现了齐文化

中对于秩序观念的坚守。此外，这些称谓词还蕴含着浓郁的亲情元素，比如将姻亲关系也融入血缘关系

的称谓体系之中，这充分体现了齐文化对亲情的珍视以及家族凝聚力的强调。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普通话的广泛普及、个人宗法观念的淡化以及个人对家族依赖性的

减弱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原本专属于特定亲属关系的称谓语被逐渐应用到非亲属关系的人身上，导致了

一种亲属称谓泛化的现象。例如，人们会称呼年龄稍长的陌生男性为“伯父”，年长的陌生男性为“爷

爷”，年轻的女性为“姐姐”或“妹妹”等。因此，齐文化在亲属称谓词中的传承并非静止不变，而是持

续吸纳新的社会元素，实现着自身的创新与发展。不断涌现的新亲属关系称谓词，不仅丰富了我们的语

言表达，更彰显了齐文化在应对现代社会变迁时所展现出的活力与包容性。 

6. 结语 

亲属称谓词的构成和发展，蕴藏着一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淄博方言亲属称谓

词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表现，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更映射出齐文化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

价值观念。它们不仅是语言现象，更是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和家族观念的生动体现。我们不仅应该继续

深化对齐文化及其语言表现的研究，还要通过对方言亲属称谓词的挖掘与保护促进文化多样性和地域文

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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