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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聚焦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历时演变，以网络新词“TA”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其语言学特征与

社会文化动因。从语言学、社会学等多维度深入探讨“TA”作为性别中立代词的功能优势及其在当代语

言系统中的矛盾冲突。分析“TA”的语义模糊性及其对自然语言处理带来的挑战，揭示数字时代语言变

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TA”在社会应用中的潜在影响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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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third-person pronouns in modern Chinese, taking 
the internet neologism “T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its linguis-
tic features and social-cultural motivations. It explores the functional advantages of “TA” as a gen-
der-neutral pronoun and its systemic conflicts within the contemporary language system from mul-
tiple dimensions, including linguistics and sociolog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semantic ambiguity of 
“TA” and the challenges it poses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reveal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social ideology in the digital age, and further discusses the potential impac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TA” in soci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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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人称代词的演变历程及 TA 的形成 

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1]。学术界普遍认为单数第三人称代词源于

上古汉语指示代词“之”“其”“彼”“厥”，直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伊”“渠”“他”等第三人称新

形式。元明清时期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形式基本定型，“他”已广泛用于日常书面语和官话，而“伊”和

“渠”则保留于口语和方言之中。在近代以前，第三人称代词仅有通性“他”字存在，五四运动后刘半农

创制“她”字指称女性，继而后人又创造出指称非人的“它”字，最终形成现代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三分

体系。 
而近年来，网络上出现了不少用“TA”代替“他”“她”或“它”的现象。这种用法通常是为了避

免性别区分或在性别不明确的情况下使用。由于汉字中“他”“她”“它”分别代表不同的性别和非生

物，而“TA”则可以模糊性别，简化表达，同时也避免了性别偏见。在一些网络交流中，这种用法变得

越来越普遍。探究“TA”的使用起源和成因，我们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1. 互联网文化 
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倾向于用更简洁的方式进行交流。使用“TA”不仅减少了区分

性别的麻烦，还提高了打字和阅读的效率。因此“TA”在微博、小红书、豆瓣等新兴网络平台上的使用

率很高。此外，网络上许多交流是匿名的，使用“TA”可以模糊性别信息，保护个人隐私。就拿微博语

料库来举例[2]，国家语言资源检测与研究中心(2023)发布的《中国网络语言发展报告》显示，微博平台用

户“TA”的使用占比从 2018 年的 5.7%上升至 2022 年的 18.3%，并且在 Z 时代(1995~2009 年)出生的用

户中，使用“TA”网络新词的比例高达 27.9%，可见“TA”一词在年轻群体中的使用频率之高，并有逐

步增长的趋势。 
2. 性别平等和中立 
随着性别平等意识的提升，人们越来越关注性别中立的表达方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性别区分和性别

偏见。使用“TA”有助于创建一个更加包容和平等的交流环境。 

(1) 缺水有哪些信号？每天该喝多少？喝水那些事，转给你想提醒“多喝水”的 TA！(人民日报) 

(2) 今早 ta 又没来跑步，看来以后 ta 都不会来了，终究是要成为陌路人了。(新浪微博) 

3. 语言的演变和创新 
互联网时代，语言处于持续动态演变之中，各种新颖的表达方式不断刷新着人们的语言认知。中文

拼音输入法的发展为“TA”的流行提供了有力支持。当人们想要提及一个不确定性别的人物时，“TA”

就成为了理想的选择。比如有微博博主发文：“今天在商场遇到一位顾客 TA，服务态度特别好，让我有

了很棒的购物体验。”在拼音输入法环境下，用户输入“TA”便能迅速完成表达，相较于分别输入“他”

“她”“它”来确认性别，这种方式无疑更加高效。这种便捷的输入体验促使“TA”在网络日常交流中

被大量使用，成为网络语言中的常见表达。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771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曹馨雨 
 

 

DOI: 10.12677/ml.2025.137713 307 现代语言学 
 

4. 文化影响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当下，英文中“they”作为性别中立代词的广泛使用，为中文网络社区提供

了新的语言思路。在英文社交媒体平台上，诸如“If someone needs help, they should ask for it. (如果有人需

要帮助，他们应该主动提出)”这类句子十分常见，“they”在这里不区分性别，简洁地指代任意第三人

称个体，这种表达方式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被中文使用者所接触。受此影响，中文网络社区借鉴了这一

性别中立的概念，创造出“TA”这一用法。例如在知乎平台上有用户提问：“在讨论一个不确定性别的

职场案例时，TA 应该如何提升自己的沟通能力？”这里的“TA”就巧妙地借鉴了英文“they”性别中立

的特点，避免了因性别指代不明而可能产生的语言歧义，使表达更加简洁和包容。 

2. TA 对第三人称代词三分的意义 

“TA”作为目前新兴的第三人称代词形式，兼具简化和性别中立的双重特征，体现了数字媒介环境

下语言演变的动态过程。这一语言现象的产生源于两个重要动因：一方面网络交际对语言经济性原则的

强化促使代词形式趋向简化；另一方面性别意识觉醒推动语言系统对传统二元性别区分的突破。从社会

语言学的角度看，“TA”的流行不仅弥补了“他/她”在非二元性别指称和快速输入场景中的功能缺失，

更体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轨迹。其使用范围从最初的网络社区逐渐扩展到日常书面交流，

显示出语言系统对社会需求的适应性调整。 
汉语的第三人称代词具有三分的特征，即分别用不同的代词来指代男性、女性和非生物。这种区分

使得汉语在表达第三人称时更加具体，但也增加了使用上的复杂性，特别是在性别不明确或不愿透露性

别的情况下。例如“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快接接看他是谁。”这里的人称代词“他/她”的使用易产生混

乱，用“他/她”好像都行，无法说清楚哪一个更合理。 
那该如何解决这一弊病呢？[3]刘丹青先生指出可以直接去除掉“她”，只保留单一通性的“他”。

从语言规划的宏观视角审视，其出发点在于追求语言形式的简洁性与统一性，试图打破传统第三人称代

词性别区分的固有格局，构建一种无性别区隔的纯粹代词体系，以涵盖所有第三人称指代情形。这种设

想在理想化的语言规划框架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创新性，旨在营造一个更为平等、无差异的语言环

境，减少因代词性别区分可能引发的潜在偏见，是对语言与社会关系中平等理念的追求。然而，从语言

发展的实际规律与语言使用的现实需求出发，笔者认为直接去除“她”的做法并不可取。自“五四运动”

时期刘半农先生创造“她”这一代词以来，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她”已深度融入大众的语言生活，成为

现代汉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广泛接受并熟知。语言的发展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她”的存在

与使用已形成稳固的语言习惯，直接废除不仅违背了这一基本规则，更可能对人们的日常交流与书面表

达造成极大的不便与混乱，破坏语言的稳定性与连贯性。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核心工具，其本质功能在

于准确、清晰地传递信息。在书面语表达中，若仅保留通性的“他”，当缺乏明确的上下文语境时，将难

以区分男性、女性和非人事物。在“她”与“它”出现之前，汉语以单一的“他”指代第三人称，这种形

式在实际使用中明显无法满足多样化的表达需求。鲁迅先生在翻译与创作实践中曾尝试使用“伊”指代

女性，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他”在日常话语及书面表达中难以完全替代英文中的“she”，无法精准传达

性别信息。刘半农先生创制的“她”，有效解决了这一表达困境，使汉语在第三人称指代上更加精细、准

确，从而被广泛接受并沿用至今。 
当今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语言的发展呈现出快速迭代与多元创新的态势，“TA”这一网络新词应

运而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研究兴趣[4]。“TA”作为“他”和“她”的融合形式，试图在性别中立的

表达领域进行探索，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观念的日益重视，以及语言使用者对简洁、高效表达的

迫切需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对“TA”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学术层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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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TA”有助于我们深入剖析网络时代语言的演变规律与特点。网络语言作为语言发展的前沿领域，

其创新性与灵活性为语言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全新的视角。“TA”的出现不仅体现了语言对社会发

展变化的敏锐反应，更反映了社会文化观念对语言形式的深刻影响。通过研究“TA”，我们可以进一步

揭示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语言如何反映和塑造社会价值观，为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提供

新的实证依据。从实践层面上来看，对“TA”的研究可为语言规范与语言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随着“TA”

在网络和日常交流中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如何合理引导其使用，避免因过度使用而导致的语言混乱，

成为语言规范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3. “TA”存在的不足与争议 

如前所述，“她”自创制以来已有近百年历史，其诞生旨在满足特定的语言需求，第三人称代词三

分法已在广大民众中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尽管“TA”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三分法的某些不足，但

若直接以“TA”取代传统第三人称代词，会被视为对语言历史演变和文化背景的无视，同时也会引发诸

多问题。 
(一) 语义模糊问题 
1. 性别指代不明 
当使用“TA”时，从文字层面无法直接区分指代对象的性别。在诸多需要明确性别的语境中，尤其

是涉及人物关系、性别特征或性别平等议题时，这种语义模糊性会造成理解上的困难。例如： 

(3) TA 是这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在疑难病症的诊断方面经验丰富。 

在医疗领域，不同性别的医生可能会面临不同的职业挑战和社会期待。比如，女性医生在晋升过程

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隐性的性别歧视，而男性医生在某些妇科疾病的诊疗中可能会受到患者的一些顾虑。

读者仅依据“TA”无法知晓主任医师的性别，就难以深入探讨性别因素对该医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4) TA 是一位知名的作家，其作品风格独特，深受读者喜爱。 

在文学创作领域，性别往往会影响作家的创作视角和主题选择。例如，女性作家可能更倾向于关注

女性情感、家庭关系等话题，而男性作家可能更关注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等领域。读者无法从“TA”中

得知作家的性别，就难以全面理解其作品背后的性别文化内涵。 
2. 人与物指代混淆 
“TA”还存在无法区分指代的是人还是物的情况。在描述情节或讲述故事时，这种模糊性可能导致

理解上的混乱。例如： 

(5) TA 在客厅的角落里，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此句中，“TA”可能指人，比如一个神秘的访客；也可能指某个物品，如一件古老的文物。若读者

无法确定“TA”的具体指代，就难以构建清晰的场景画面，影响对故事的理解。 

(6) TA 静静地躺在书桌上，仿佛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这里的“TA”既可能是一本珍贵的书籍，也可能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摆件。读者难以确定“TA”

的指代，就无法深入体会作者想要传达的情感和意境。 
3. 文学创作与日常交流中的困境 
在文学创作中，作者常常需要通过代词来清晰地指代不同的角色，以推动故事发展。若全部使用“TA”，

会让读者难以跟随故事的发展脉络，影响阅读体验。例如：“小明对小红说，‘TA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7713


曹馨雨 
 

 

DOI: 10.12677/ml.2025.137713 309 现代语言学 
 

们一起度过了很多难忘的时光。’”这里的“TA”可能让读者无法明确小明指的是哪位朋友，破坏了故

事的连贯性和逻辑性。读者可能会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猜测“TA”的身份，从而分散了对故事核心内容的

注意力。 
在日常交流中，使用“TA”可能会使对话者难以准确理解彼此的意思。例如：“今天我在公园碰到

一个老人，TA 给我讲了很多有趣的事情。”这里的“TA”既可能是指一位男性老人，也可能是指一位女

性老人。这种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信息传递的偏差，影响交流效果。如果后续需要进一步讨论老人的情况，

比如老人的外貌特征、穿着打扮等，由于性别不明确，交流可能会陷入混乱。 
(二) 计算机语言技术处理的复杂性 
对于自然语言处理(NLP)和机器翻译而言，处理“TA”的歧义需要复杂的算法和大量的上下文信息来

正确理解和翻译，这无疑增加了技术处理的难度。例如，在从汉语翻译到性别区分明确的语言(如英语)时，

需要准确识别“TA”指代的性别和性质。若缺乏足够的上下文信息，翻译系统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翻译，

导致信息失真。 
在信息检索领域，如果用户使用包含“TA”的查询语句，搜索引擎可能难以准确理解用户的意图，

从而返回不相关的结果。例如，用户搜索“TA 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量子物理领域有重要贡献”，搜

索引擎可能无法确定用户是想查找男性科学家还是女性科学家，可能会返回包含不同性别科学家的结果，

影响检索效果。在智能客服系统中，当用户使用“TA”来描述问题时，客服系统可能无法准确理解用户

所指的对象，从而无法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用户说“我买了一个产品，TA 出现了质量问题”，

客服系统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确认“TA”指的是哪个产品，降低了服务效率。 
(三) 性别与社会问题 
1. 忽略了性别明确的重要性 
虽然“TA”作为性别中立的代词可以避免性别歧视，但也有可能忽略了在某些情境中明确性别的重

要性。尤其是在讨论性别议题的时候，明确性别有助于深入分析性别差异、性别不平等现象以及性别角

色等问题。例如，在研究女性在职场中的晋升障碍时，若使用“TA”来指代职场人士，就无法突出女性

这一特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不利于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解决。 
在性别教育领域，明确性别有助于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性别差异和性别平等。如果教材中使用“TA”

来泛指学生，可能会使学生难以理解不同性别在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方面的特点，影响性别教育的效

果。 
2. 社会接受度和推广争议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TA”的接受度和推广仍存在一定争议。一些人认为“TA”的使用破坏了

传统语言的规范和美感，难以接受这种新的表达方式。例如，一些老年人在阅读包含“TA”的文章时，

可能会感到困惑和不适应，认为这种表达方式不符合他们长期形成的语言习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TA”

是语言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包容性。这种观点的分歧反映了社会对语言变革的不同

态度和价值观。在一些正式的商务场合或学术交流中，使用“TA”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人们更倾向于

使用传统的、明确性别的代词来确保表达的准确性和专业性。 
(四) 学术界定争议 
除了上述普世的问题之外，学术界对于“TA”到底算不算字母词也存在争议。我们常见的字母词有

像 WTO、NBA、KFC 等英文缩略词以及 HSK、RMB 等由汉语拼音首字母组成的缩略词，上述两类字

母词都被广泛接受和使用。但是“TA”本质上是一种以拼音为表现形式的汉字，并不是缩略形式，目前

汉语中也并未发现与“TA”类似的词语。 
[5]刘涌泉(1994)在《谈谈字母词》中将含外文字母或全外文字母构成的词，例如“B 超”“卡拉 OK”

https://doi.org/10.12677/ml.2025.137713


曹馨雨 
 

 

DOI: 10.12677/ml.2025.137713 310 现代语言学 
 

等定义为新型外来语，后于[6] 2002 年又进一步提出了“汉语字母词”概念，指由拉丁字母、希腊字母单

独构成的词或与符号、数字及汉字混合组成的词语。依据该定义，“TA”可归入字母词范畴，但其内涵、

外延定义及界定标准仍存在一定模糊性。一些学者认为“TA”不应被视为字母词，因为它不符合传统字

母词的定义和特征。例如，字母词通常具有明确的缩略形式或外来语来源，而“TA”并不具备这些特点。

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TA”具有字母词的一些特点，应该纳入字母词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TA”以拼

音字母的形式出现，在语言使用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创新性，与传统的汉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这种

学术争议需要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以明确“TA”的词性归属。 
(五) 不同观点的比较与评价 
1. 支持“TA”的观点 
支持“TA”的观点认为，“TA”的使用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包容性，体现了社会对性别多样性的

尊重。在当今社会，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日益多元化，“TA”为那些不希望被传统性别代词所限定的人

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选择。例如，一些性别敏感者可能更倾向于使用“TA”来避免被错误地归类为男性

或女性。此外，“TA”的使用还可以简化语言表达，避免在不确定性别时频繁使用“他/她”的繁琐表述。

在一些网络交流和快速写作的场景中，“TA”可以提高表达效率。例如，在社交媒体的评论区，用户为

了快速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使用“TA”来指代某个不确定性别的人。 
然而，这种观点可能过于强调“TA”的积极意义，而忽略了其带来的语义模糊和技术处理等问题。

在追求性别平等的同时，不能忽视语言的准确性和清晰性，否则可能会影响信息的有效传递。例如，在

一些重要的法律文件或学术报告中，使用“TA”可能会导致语义歧义，影响文件的权威性和学术研究的

严谨性。 
2. 反对“TA”的观点 
反对“TA”的观点主要基于对传统语言规范和文化传承的考虑。他们认为“TA”的使用破坏了汉语

第三人称代词三分法的稳定性和清晰性，不利于语言的健康发展。汉语第三人称代词三分法经过长期的

历史演变和文化沉淀，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表达习惯和语法规则，“TA”的出现可能会打破这种平衡。此

外，他们还担心“TA”的推广会导致语言使用的混乱，影响人们的交流和理解。在一些方言地区或特定

文化群体中，人们可能对“TA”的接受度较低，使用“TA”可能会造成沟通障碍。例如，在一些农村地

区，老年人可能不理解“TA”的含义，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他”“她”“它”。 
但这种观点可能过于保守，没有充分认识到语言发展的动态性和适应性。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不断演变的，新的表达方式的出现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看待“TA”等新兴语

言现象，同时也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问题，并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例如，可以通过加强语言教育和规

范引导，使人们正确理解和使用“TA”，避免语言使用的混乱。使用“TA”取代传统第三人称代词在简

化和性别中立方面有其优势，但也带来了对文化认同、历史背景、社会性别平等和实际应用中的挑战和

争议。平衡语言简化与文化尊重以及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之间的关系，需要更广泛的讨论和更加慎重的

考量。 

4. 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观念的更新，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演变展现了语言的生命力和适应能力。“TA”

作为一种新型的表达方式，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包容性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着语言规

范、文化传承、语义模糊、技术处理等多方面的挑战。从积极方面来看，“TA”反映了社会对性别多样

性的关注和尊重，为语言使用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选择。在跨文化交流和性别研究等领域，“TA”的

使用有助于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的束缚，促进思想的交流和碰撞。例如，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使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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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避免因性别代词的使用不当而引起的文化误解。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TA”存在的问题。

语义模糊可能导致信息传递的偏差，影响交流效果；计算机语言技术处理的复杂性给相关领域的发展带

来了挑战；社会接受度和推广争议反映了人们对语言变革的不同态度；学术界定争议则需要我们进一步

深入研究，明确“TA”的词性归属。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平衡现代化需求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要鼓励语言的创新和

发展，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另一方面，要尊重语言的历史演变和文化背景，维护语言的规范性和

稳定性。不断探索适合当代社会的语言表达方式，既要考虑语言的简洁性和包容性，又要确保信息的准

确性和清晰性，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交流和沟通需求。这需要语言学家、社会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等多

方面的共同努力，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为“TA”等新兴语言现象找到合理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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