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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是在近年来高校流行起来、较为普遍使用的称谓语。本文以“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丰富内涵和发展路径，从语言、认知、交际和心理四个层面分析其流行原因；以访谈的形式调

查人们对流行语“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的使用和认识，探讨当代高校大学生流行语的语言特征。

流行语；称谓语；友友们

流行语是与时代紧密结合的语言中的特殊部分。在网络时
代，越来越多的新词、新语、新用法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流
行语，为我们的语言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时代意识。流行语
是现代汉语词汇类的分支，陈原（2000）认为在一定的时间或
者空间，只要是在某一群体中流行起来，就是流行语。[1] 信息
载体的革命，使得更多的信息得以传播，它带来的革命性与划
时代性不容置疑，新出现的流行语借助网络，传播速度和结果
更不可估量。

称谓语，简单地说，指人们用来称呼说话对象时所使用的
语言。称谓语主要分为亲属称谓语和社会称谓语两个部分，亲
属称谓语是指用以称呼与说话人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用语，如妈
妈、姥姥等。非亲属称谓语又叫社会称谓语，是指用于称呼没
有亲属关系的人的用语，如师父、校长等。流行语“友友（s/ 们）
及其缩写 uu(s)”便是社会称谓语的一种，我们在微信、微博、
网络直播及日常交流中都能发现其踪影。“友友”即“朋友”，
是网友们表示亲密友好的称呼语。“uu”和“友友”音近，“s”
在英文中又常常写在名词末尾表复数，因此网友也会用“uus、
友友 s”表示“友友们”。本文先探寻“友友（s/ 们）及其缩
写 uu(s)”研究现状，从语言学等角度探究其内涵、发展路径
以及其流行原因。

1、“友友（s/们）及其缩写uu(s)”研究现状

“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一词并非是一夜爆红的
流行语，其先在网络论坛中出现，然后流行于微博、豆瓣中的
饭圈群体，范围逐渐扩大到大学生微信群、QQ 群日常聊天中，
现如今已经走下网络，进入人们的日常交际中。目前“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在大学生群体中被频繁使用，较为流行，
该类词的使用频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其使用人群以年轻群体
为主，还没有普及到各个年龄段，且未为传统纸媒所用，因此
尚未引来广大学者的关注。

2、“友友（s/们）及其缩写uu(s)”的内涵及发展路径

“朋友”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有二：一指除情人或亲
属之外彼此有交情的人；二指恋爱的对象。“友友（s/ 们）及
其缩写 uu(s)”是由“朋友”的第一个释义引申而来。发音上，
叠音词“友友”与“朋友”相比较，少了一份正式感、严肃感
和生硬感，多了一份俏皮感和亲切感。语义上，“友友们”并
非单指对“有交情的朋友群体”的称呼，而是成为带有卖萌性
质的称谓语，意义同“大家”。使用范围上，即使是尚未产生
交情的陌生人，也可以使用“友友”。感情色彩上，以褒义、
中义为主，没有贬义含义。使用主体上，“友友们”一词的使
用者多为女性，因叠音词具有卖萌、撒娇之浅层含义，受到众
多女性朋友的青睐，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男性使用的较少；

而“朋友们、同志们、同学们、大家”等词没有明显的性别特征。
“友友们”的称呼对象不限性别，这一点和“朋友们”相同。

笔者通过百度检索到网络上第一次使用“友友们”是在
2005 年 3 月份天涯论坛的帖子中，这时“友友们”只出现在习
惯使用叠音词的个别网友发的帖子中，用于表示亲密友好，并
未广泛应用。2006 年底，百度搜索中也仅有 9 次记录。网友使
用“友友们”代替“朋友们、同志们、大家”发出询问或者呼
吁时，是为了使个人形象更亲切，语气更童趣化更低龄化，降
低网络上发言的攻击性。此时“友友们”常见于提问帖、征求
意见帖等，比如论坛上有网友这样写：

1. 有没有懂日语的友友们告诉我这件衣服上写了啥？
2. 友友们，帮忙填个问卷吧，写论文真的累了。
3. 这件衣服有点想退，友友们觉得呢？
百度检索结果显示“友友们”这一说法被人们熟知，来自

于短视频平台中针对中老年人群体的人在直播时的说法。但笔
者通过对看直播的中老年群体（100 人）做街头随机采访时，
并没有人听说过“友友们”这一称呼语。笔者身边的大学生群
体更普遍地使用“友友们”。例如在班级群、活动群中，面对
全体成员时常使用“友友们”代替“各位同学、全班同学、全
体成员”，使得上传下达不再生硬呆板，增加亲切感，同时减
少了文字本身的严肃性和距离感。如：

1. 友友们，感谢各位这一学期的付出。
2. 友友们早上好，下午考试时记得带学生证和身份证。
此外，女生在宿舍楼群向陌生同学们发求助信息，也会使

用“友友们”这一称呼语表达自己的友好，拉近与陌生群友之
间的距离，从而提高获得回应和答复的可能性。如：

1. 友友们谁有闲置的手机或者相机？可否借用一下。
2. 友友们，问一下有没有可以借到学士服或者租到学士服

的地方？
“友友们”出现后，由于“uu”和“友友”音近，“s”

在英文中又常常写在名词末尾表复数，伴随着拼音缩写词的流
行，“uus”出现了。因此喜欢用拼音首字母缩写代替汉语的
00 后网友也会用“uus”表示“友友们”，如：

1. uus ！你们想不想玩剧本杀？
2. uus 我们明天拍个合照。

3、“友友（s/们）及其缩写uu(s)”流行原因

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使用流行称谓语
“友友们”？通过采访的形式，我们发现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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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语音层面。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流行语的语音特征会带给听话

人不同的感受。探讨“友友们”流行的原因，自然离不开语音
层的分析。“友友们”是双音节叠音词，叠音指音节的重复，
叠音词自带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其更具亲昵的感情色彩，多用
于儿童、女性等人群。网络对话中，叠音词本身具有的轻松感
会拉近彼此距离，使用率高。朗朗上口、简单易懂方便使用，
都使“友友们”更具生命力。“友友们”表达褒义情感，开口
度大又使褒义倾向更为确切，这符合交际中礼貌原则的要求。
［men］的发音嘴形为嘴角上扬，这一特点也使得人们容易接
受“友友们”，进而推动“友友们”的迅速流行。

3.2  认知是语言的基础，因此研究语言现象不能脱离人
类认知这一重要因素的影响。[3]

从认知角度看，大学生 00 后群体寻求更加高效以及能够
凸显语义的的交际语言，正因如此，汉语拼音缩写词才在当前
网络上流行。汉语拼音缩写词操作快，字母少，熟悉之后易于
辨认，其所表达的含义不仅没有减少，还能够附加潜在义和丰
富的情感，有效节省了语言功能的消耗。这种高效沟通的经济
原则，使得人们在保证同等交际效果的前提下，“有意无意地
对言语活动中力量的消耗合乎经济规律的安排。”[4] 认知中的
转喻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创造新词的关键途径。
00 后群体在交际过程中，利用整体与部分的替代关系，选取整
个语词的部分“友”代替“朋友”，即由该词语缩写出的拼音
字母“uu”来代表整体，又通过加上英语中名词的复数形式“s”
来凸显整个语词的含义与功能，最后演变成“uus”，创造出
了这个新颖的网络词语。

3.3  交际需要的流行动因。
人们对“友友们、uus”的使用的心理认同几乎相同。在

被采访的 52 名不同高校的大学生中，71%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
们使用“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是因为这类词比“亲
爱的、亲、宝贝、家人们”更贴合实际，既表达了友好又保持
了距离。比单纯的“大家、同学们、朋友们”更具有亲和力，
可以更加轻松、随性地表达观点，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
距离，利于人际交流。其次，约 40%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使用
“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一词是为了示萌、更好地表
达情绪和感受、表达意见。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当前的文化潮——
“萌”文化的影响，人们乐于使语言趋于童趣化，童趣化的语

言可以增添交流的纯洁和质朴，卖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活跃
气氛，促进交际顺利进行。

可见交际的需要是当代大学生群体使用流行称谓语“友友
（s/ 们）及其缩写 uu(s)”的主要原因。

3.4  心理层面的流行动因
大学生群体为了彰显其独特性，创造出仅属于本群体的使

用语言并传播给同圈人，众多同龄人发现这种如同暗语的语言
方式后不断传播并加以创新。年轻大学生群体喜欢追求新事物，
迎合新潮流，也习惯于用拼音字母缩写词来满足个人追求新颖
的语言方式的心理。“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这类词
就这样诞生了。

00 后群体因追求便利探寻出这种更加快捷且随意的语体方
式。当高校大学生想表达自己的态度，不至于让听者觉得厌烦，
但又不想亲密过头，同时还要能拉近与听者的距离时，使用“友
友（s/ 们）及其缩写 uu(s)”就满足了这些需求。“朋友们、
同学们”听起来更加严肃和正式，但“友友们”可以更加轻松、
随性地表达观点。在互联网自由、轻松的语境中，“友友（s/ 们）
及其缩写 uu(s)”带有的一定的娱乐属性也使其更加流行。

4、结论与启示

语言的变异现象无处不在，网络流行语的语音变异较为活
跃，变异形式也多种多样。“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
这类词的流行不过短短两年时间。“友友”为名词性的双音节
叠音词，“们”则为相当于类词缀功能的语素，和传统的称呼
语“朋友们、同学们、同志们”虽有类似，但适用对象、使用
场景都不完全相同，因此不能将其等同。在语用功能层面，“友
友（s/ 们）及其缩写 uu(s)”借助于叠音属性或字母缩写属性，
具有拉近双方距离、缓和话语语气的作用。

“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流行
原因，离不开“叠音修辞效果、认知角度、利于交际、渴望
轻松的心理”这四个方面。当然，“友友（s/ 们）及其缩写
uu(s)“这一类词是在近两年开始流行使用的，尚未进入主流媒
体和大众，其是否能广泛传播和应用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友
友（s/ 们）及其缩写 uu(s)”这一类词的形成和发展，反应了
当代高校大学生流行语的语言特征，即善用拼音缩写、萌化和
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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