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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网络称谓语“家人（们）”及泛化成因

宋雅倩　王　静

新疆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通过词义演变的方式形成了许多网络称谓语，网络称谓语“家人（们）”便是其中的一员，

它产生于线上并迅速蔓延至现实社会中。本文拟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切入，探析网络称谓语“家人（们）”的流行原因、语义演变、

语义特征及亲属称谓泛化成因，加强对网络称谓语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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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网络语言逐渐成为人们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网络称谓语作为网络语言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产生和发展与网络环境的特性密切相关。网络称

谓语“家人（们）”是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广泛使用的词汇，

成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网络语言现象。在社交平台上，用户

之间的交流更加注重情感和认同，而“家人（们）”这一称谓

语正是基于情感和认同的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对网络称谓语

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网络语言的特性和发展规律，

也有助于探究当代社会文化的变迁和人们心理的变化。

1.“家人（们）”的来源

“家人（们）”这个称谓的来源和发展与互联网文化

的发展密切相关。“家人（们）”源于互联网软件快手中的

短视频，主播“冬泳怪鸽”的演讲，他将网友称为“家人”，

很快就在快手中火了，还引发了其他主播的争相效仿。张乾

在《现代汉语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研究》一文中提出：网络主

播为了拉近与直播间观众的距离，增强与观众的互动，将其

直播间的粉丝亲切地称之为“家人们”。“家人（们）”属

于网络用语，常用于相同粉丝群体之间的互称，或在同一平

台不同网友之间的昵称。经过网络的层层传播，“家人（们）”

逐渐广泛使用于有着共同爱好、追求、经历的人群中。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使用“家人（们）”来称呼彼此，

可以表达彼此之间的亲近和信任，增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

动。同时，“家人（们）”这个称谓也逐渐流行起来，被应

用于各种场合，例如直播、短视频、社交游戏等，成为了一

种普遍的网络文化现象。

2.“家人（们）”称谓的语义演变及特征

随着“家人（们）”称谓的普及，其语义也逐渐发生

了变化。在传统的语言使用中，“家人”通常指的是家庭成员。

然而，在网络语境下，“家人（们）”这一称谓逐渐流行起来，

指称范围扩展到了一个更广泛的群体并被广泛使用。这一变

化的过程，是语义的泛化现象，也可以看作是网络语言的一

种创新和演变。

2.1 家人（们）词语本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家人（们）”释义为“亲人，

特指与自己有血亲关系的人”。其核心语义为具有血亲关系，

属于亲属称谓。“家人（们）”一词表现出中国文化中对家

庭观念的重视，家庭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人们情感交流、价值认同和归属感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

“家人（们）”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集体主义精神，强调

家庭、团体之间的团结和凝聚力。（1）一个与落水者素不

相识的游人，丢下家人，迅速发动了自己的农用三轮车，载

着张某迅速驶向市医院急救中心。（报刊 \1994 年报刊精选

\04）（2）看到张宝林的巨大变化，家人们都感慨万分地说，

是党和国家救了张宝林，救了我们全家。（报刊 \ 人民日报

\2000 年人民日报）

通过上述语料我们观察到，“家人（们）”这一词语指

的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例 1 通过将“素不相识的游人”与“家

人”作对比，凸显营救者大公无私的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家

人”相较而言关系更为亲密。从语义的角度来看，亲属称谓“家

人（们）”具有血亲、同一群体、称谓等语义特征。

2.2 网络称谓语“家人（们）”的内涵和外延

1.“家人（们）”的语义分析

网络称谓语“家人（们）”语义内涵较为丰富，它通

常用于网络语境中，作为一种亲切、热情的称呼。首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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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了一种亲情和归属感。通过使用这一称谓语，网络主播

拉近了与直播间观众的距离，同时增强与观众的互动，表达

出对观众或粉丝的亲切关怀和认同，将对方视为自己家庭的

一部分，这种亲情化的表达方式有助于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

纽带。如例（3）通过使用“家人们”，这句话传达出对观

众的感激和关心，营造出一种温馨的情感氛围。（3）“家

人们，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直播间语料）其次，

“家人（们）”这一称谓语还蕴含了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意味。

在网络语境中，许多用户为了追求与粉丝的平等互动，不再

使用传统的敬语形式，而是选择更为亲近的称谓。“家人

（们）”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它消除了距离感，将交流双

方置于一个平等的地位。如例（4）这种表述强调了平等和

尊重，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或地位差异，显示出一种开放和

平的沟通态度，期望得到直接和真诚的反馈。（4）“家人们，

我需要你们的意见！”（直播间语料）通过以上例句的具体

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家人们”这一称谓语确实蕴含了一种

平等和尊重的意味，它强调了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团结，而

不是基于性别、地位或其他差异的区分。这种平等和尊重的

意味在现代社会中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建立更加和谐、

公正的社会关系。在网络的推动下，网络称谓“家人（们）”

不仅仅只应用于直播带货行业，其适用范围延伸到了日常生

活的交流中，例如：（5）请大数据把这条推给考中级会计

的家人。（小红书语料）（6）家人们，想跨考汉语言文学，

有什么建议吗？（微博语料）

上述例句中，网络称谓“家人（们）”的适用环境延

伸到了日常生活中，说话人在微博、小红书、微信等社交

软件中用其指称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且说话人与指

称对象可能是认识的人，也可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说

话人的目的在于拉近与他人的距离，为双方开展对话创造

良好的氛围。

2.“家人（们）”的外延

网络称谓语“家人（们）”语义的外延可以从网络应

用与传播、社会文化背景、与其他网络称谓语的对比三个方

面进行分析：

一是网络应用与传播。“家人（们）”作为一种网络

称谓语，在网络世界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这一称谓

语在社交媒体、直播平台、论坛社区等各类网络应用中频繁

出现，成为网络交流中常见的用语。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

“家人（们）”这一称谓用语在电商直播中尤为常见。主播

通过这一称谓与观众建立信任关系，推动产品销售，这种亲

切的称呼方式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忠诚度。

二是社会文化背景。网络称谓语“家人（们）”的社

会文化背景主要源自网络社交的兴起以及现代人对情感连

接和社交认同的追求。在网络社交中，人们往往通过虚拟的

文字和符号进行交流，缺乏面对面的直接互动。因此，为了

营造一种亲密、和谐的交流氛围，网络称谓语应运而生。这

一称谓用语也经常被用于跨文化传播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

国际交流中，“家人（们）”都能够迅速拉近不同文化背景

的人们之间的距离，促进相互理解和沟通。在网络世界中，

这一称谓语的使用能够打破文化隔阂，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们感受到彼此之间的共同点和相似性。

三是与其他网络称谓语的对比。“家人（们）”与其

他网络称谓语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和个性化。这一称谓语适

用于多种语境和场景，不仅在网络交流中常见，也逐渐渗透

到日常用语中。它既能够表达亲近和支持的情感，又能够体

现对广大受众的普遍关怀。“家人（们）”与其他网络称谓

语的差异在于其情感色彩和语境的结合。与“亲”、“友”

等其他网络称谓语相比，“家人（们）”更强调一种情感上

的亲近感和认同感，适用于更广泛的语境和场景。它能够迅

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促进情感共鸣和支持。

综上所述，“家人（们）”这一网络称谓语的语义在

广泛传播与应用中成为信息传递的载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

体现了对家庭观念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视；与其他网络称

谓语的对比中展现出普遍性、个性化以及情感与语境的结合

等特点。这一称谓语在网络世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

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信息的传播和社会的发展。

2.3 语义特征

1. 泛化现象明显

称谓语有泛化的表现，潘攀（1998:34）表示：“用亲

属称谓语称呼非亲属成员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十分普遍的现

象，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亲属称谓语的泛化。”简而言之，

就是将具有亲属关系的亲属称谓应用于非亲属关系的特殊

现象。随着“家人（们）”称谓的流行，其语义泛化现象越

来越明显。这一称谓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家庭范围，适

用于各种社交语境。传统的称谓语已无法满足日益复杂的社

交需求，导致称谓语的缺失。为填补这一空白，人们开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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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的称谓语进行替代。尽管这种替代策略有效地弥补了汉

语称谓系统的不足，但同时也催生了称谓语的泛化现象，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称谓语的规范使用。

2. 情感色彩强烈

亲属称谓在泛化过程中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

附着了情感色彩，凸显了说话人对他人的特殊情感。“家人

（们）”这一称谓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传达出亲切、温暖

和认同感。说话人在网络社交平台上使用“家人（们）”指

代血亲关系以外的任何人，其目的是为了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增强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亲属称谓泛化后，在语义

上附加了情感色彩，有助于说话人表达自己的情感。

3. 增强群体归属感

“家人（们）”称谓的使用，往往强调了群体成员之间

的共同特征或经历。这种称谓方式有助于增强群体归属感，

使人们感到自己属于一个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的集体。在网

络直播间使用“家人（们）”这一称谓，可以促进主播与观

众之间的互动，使观众更加积极地参与直播活动，分享自己

的想法和感受。同时有利于主播和观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情感

上的认同和联系，使得观众感受到自己被主播所认可和接纳。

3. 亲属称谓泛化的原因

3.1 打破称谓困境

语言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网络的发展和各种新事物

的涌现，为文化观念和人际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新旧文

化观念的冲突和人际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一些场合中缺乏适

当的称谓语，这种现象被称为“称谓困境”。而新的称谓语

的出现和流行，正是对这种困境的一种积极应对。以淘宝体

中的称谓语“亲”为例，其快速流行和普及就是一个很好的

例证。这种称谓语既能够表达出说话者的态度，又不会让对

方感到不适，同时还能拉近与对方的关系。它巧妙地结合了

第一人称的客观性和第二人称的亲切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家人（们）”这一称谓语迅速发展并成为人们在日常

交流中的常见选择。“家人（们）”既能称呼关系亲密的对象，

又能在日常交流沟通中拉近与他人的距离，有效地打破了称

谓困境。

3.2 社会心理因素

“家人（们）”这一网络称谓语的形成和发展也受到

一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尤为重

要，亲情和家庭成为人们内心深处最为珍视的情感归宿。“家

人（们）”这一称谓语正是对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的一种呼

应，它强调了亲情和归属感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人们内

心深处渴望温暖和归属感，而“家人（们）”这一称呼恰好

能满足这种心理需求。在网络社交中，人们希望能够建立亲

密的关系，在不了解交际对象的教育背景、职业、社会地位、

心理认知等实际情况时，这种称谓会自觉地忽略被称呼人的

实际年龄、社会角色以及与双方权势关系等。有助于化解陌

生人之间的不信任感，拉近双方距离，进而突破心理隔阂，

增进双方情感，营造出愉悦和谐的交流氛围，促进交际活动

顺利进行。

3.3 追求网络热潮

在社交媒体和网络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倾向

于追求流行趋势和热潮，以展示自己的时尚感和与时俱进的

态度。网络热潮的形成往往源于社交媒体上的病毒式传播和

群体效应。一旦某个称谓语被广大网友接受并开始流行，更

多的人会纷纷效仿，将其融入到自己的语言习惯中。语言具

有时代性，能够体现社会思潮变化和人际变化，追求网络热

潮是网络称谓语泛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社交媒体时代，网

络热潮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使得一些称谓

语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并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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