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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与语境密切相关，并有其心理动因。“我们”可以指“我”，

“我”可以用来指“我们”或“我们的”、“我国”等，“咱”、“咱们”可以单指“我”、“你”等。得体的第一人称代

词虚指，有利于引起接受者的注意，有利于激发接受者的代入感，有利于表达者情绪情感的抒发，有助于

表达和接受的良性互动以及语言符号与言语使用者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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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在将指代词分为人称代词、定指指代词、不定指指代词、其他指别词

四个小类时说，人称代词指的是“‘你，我，他，自己，大家’等，只有称代作用，没有指别作用”［%］（(+:）。

该书还指出，不定指指代词“多用于疑问，也可以用于虚指或泛指”［%］（(+:）。人称代词的这种“只有

称代作用，没有指别作用”的情况，显然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言语事实表明，人称代词有时是可以

活用的，也可以像不定指指代词那样用于虚指或泛指。诚如胡裕树《现代汉语》所言：“值得注意的

是三类代词（即‘疑问代词’、‘指示代词’、‘人称代词’———笔者按）都可以活用，这就是代词的虚指

用法。‘你一言，我一语’、‘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里的‘你’和‘我’不指特定的人，是人称代词的

虚指用法。”［!］（(+!:%）不难发现，《现代汉语》描写的这种人称代词的虚指现象无疑是存在的，但是《现

代汉语》未及进一步考察人称代词之所以有这种虚指作用的动因。笔者在此拟将描写与解释结合

起来考察第一人称代词（主要以现代汉语共通语中较为典型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我们”、“咱”为

例）的虚指作用，进而解释这种言语现象的心理动因。

一、“虚指”：人称代词在语境中的一种活用

“虚指”与语境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虚指”只能是特定语境中的虚指。这里的语境包括上

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就语境而言，语体可以说是某种意义上默认的上下文语境，我们理解第一人

称代词的虚指即可以结合具体语体来讨论。如：

（%）要转变这一观念，我们就要深化对个人的认识，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社会发展。

（《学术月刊》!""! 年第 % 期，第 %" 页）

（!）这里，我们还要提及的是，林纾不仅有中外小说的比较研究，且还有意识地对所译外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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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作了“外外”比较———这在当时文坛似较少见。（《学术月刊》!""! 年第 # 期，第 $!—$% 页）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反对维特根斯坦关于所有游戏并不包含共同特征的论断了；我们

也许会指出所有 &’() 都包含竞争，然而，&’() 可能都含有竞争，*+,)- 却不然。.’() 一词看来是最好

的译法，但还不够好。于是我们不得不做出某些校准，直至我们能够抓住作者的原意。!（［美］泽诺·

万德勒［/)01 2)03-)4］《哲学中的语言学》，陈嘉映译，华夏出版社 !""! 年版，第 %5 页）

以上诸例中的“我们”为不定指，是虚指，均可省略，省略后语义仍然完整。之所以在省略后并不

影响对相应语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里学术科技语体这一特殊的语境起了语义上的填充

作用。其中，例（6）中的“我们”可以用更为宽泛的“人们”来替换；例（!）中的“我们”的实指是“我”；例

（%）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连用了 7 个“我们（8)）”，此时，“我们”的实指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我（9）”。以

上的“我们”均不宜换成“我”或“你们”、“你”、“他们”、“他”等其他形式的人称代词。

第一人称代词起“虚指”作用的时候，“我”可以换成“我们”，或“我们”可以换成“我”，即单数形

式与复数形式可以互换，语辞的意义并不改变。但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人称代词一般不宜省略。

“虚指”是相对于“实指”而言的，就第一人称代词而言，下例即是“实指”：

（7）我以生存为美学的逻辑起点，由生存的超越性推演出审美的超越本质。（杨春时《新实践美

学不能走出实践美学的困境———答易中天先生》，《学术月刊》!""! 年第 6 期，第 7: 页）

“虚指”说到底是第一人称代词所称代的对象与实际语境中所指对象的未必一致，但是这种不

一致并不构成人们理解上的歧义。比如，人们讲代词时经常引用的一些句例：

（;）你一言，我一语 （$）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其中，“你”、“我”是成对出现的，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整个句子成为“我”出现的上下文

语境。撇开此上下文语境，“你”、“我”的虚指即无意义。

但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和第二、第三人称代词虚指的情形又不尽一致。比如：

（:）你妈的 <他妈的 <你他妈的 （#）跳他一个痛快

（5）吃他一个饱

以上的第二、第三人称代词与其后的直接成分之间不宜或不能添加诸如“的”等助词。一般说

来，“你妈的”是明显带有污辱性质的骂人话，而“他妈的”则可能只是表示愤慨和不满，“你他妈的”

则可以说对所骂的人的侮辱程度介于两者之间。“跳他一个痛快”和“吃他一个饱”中的“他”可以省

略，如胡裕树《现代汉语》所言：“这种虚指已经是无所指称，只剩下增加语势的作用了”［!］（+=!5!）。就

第二人称而言，虚指时也往往可以省略，例如：

（6"）你看，那牛正吃得欢呢。 （66）你们瞧，谁来了。

显然，以上两例的第二人称代词“你”、“你们”均与感官动词直接组合，皆为虚指，都可以省略，

“你”及“你们”与其后的直接成分之间构成主谓关系。此时的人称代词具有提请注意的作用。

笔者以为，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终究是一种“活用”，是在特定语境中的活用。关于语境，当下

学界对其看法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冯广艺先生《语境适应论》列举了不下二十种有关语境

的界定［%］（++=! > 5）。综观诸家看法，尽管有关语境的界定目前还不尽一致，但有一点几乎是没有异议

的，那就是大家在界定“语境”时，都不否认交际对象及其心理的存在。语境功能的发挥，必须经历

表达者和接受者的心理过程，且与特定心理结构密切相关。正如《现代汉语通论》中说的：“无论什

么语境都必须通过认知活动转化为我们的知识，才能在话语理解中起作用。所以有的语言学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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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就在你头脑里’，语境一定是内在化的、认知化的。”［!］（"#$%&）从语境到知识，起着关键的不可替

代作用的是“心理”。由此观之，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即是特定心理动因下的第一人称代词的活用。

二、“我们”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这里所说的“心理动因”，包括表达心理和接受心理。所谓表达心理，是指表达者在调整适用语

辞时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结构等；所谓接受心理，指的是话语接受者（听者或读者）接受特定话语时的

心理过程以及与接受特定话语密切相关的心理结构等，比如感觉、知觉、记忆、理解、联想和想像、需

要、动机、兴趣、能力，等等。第一人称代词的复数形式“我们”可以虚指，并且有其心理动因。

《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我们”指“我”时：（&）“带感情色彩，用于口语”；（$）“不能或不宜用个

人口吻说话，例如在报告或科学论文中”。此外，“我们”指“你们”或“你”时，比用“你们”或“你”更密

切［&］（"#!’(）。这表明，“我们”是可以作为指称来使用的。事实上，《现代汉语八百词》在解释“我们”

时共列举了 ) 条，第一条是“称包括自己在内的若干人”，而第二和第三条是“指‘我’”、“指‘你们’或

‘你’”。很显然，第一条在释义时所用的表述是“称⋯⋯”，强调的是其“称代”功能，第二条和第三条

则使用的是“指⋯⋯”，强调的是指别作用。可见，《现代汉语八百词》在有关人称代词的诠释方面有

前后扞格（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在《总论》部分讲“人称代词”时认为其没有指别作用［&］（"#(））之嫌

疑，另一方面，说明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确实有指别作用，并且呈“虚指”态。

诸如例（&）、例（$）、例（)），在单独署名的学术论著中，作者要表述某一观点时常常使用“我们”，

尽管表述者往往实际上就是作者一个人，即单数意义上的“我”。学术科技语体中之所以常常这样

使用第一人称代词，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作者自己的谦虚态度，即自己的持论是集思广益的结果；另

一方面，这种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虚指还是因为接受心理的存在。试将例（&）、例（$）、例（)）比照例

（!），例（!）使用“我”在修辞上是得体的，因为该文是作者与别人的商榷文章，具有强烈的反驳意味，

且因为是带有商榷性质的论述，所以要更为鲜明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并且要凸显自己的观点与对方

观点的不一致，从而便于接受者（含一般读者和论敌等）理解和接受。而理解和接受即是一种心理

过程，这种心理过程促成了表达者对“我”或“我们”的选择。我们就是在这些意义上说第一人称代

词的虚指有其心理动因的。

“我们”除了在学术科技语体（如上文引例所出自之学术论文）中广泛使用外，在公文事务语体

等通用语体中亦大量存在。例如，在广告文案中，含第一人称复数形式的人称代词的适用即与广告

文案接受者（消费者）对该广告用语的接受心理直接关联。即创作广告文案时，其人称代词的使用

情况直接影响接受者（消费者）的阅读感受与阅读兴趣。有论者将人称代词与接受心理之间的关系

作了直观的描述，指出其中第一人称代词的阅读感受距离最小，其叙事类型为体验型［*］（"#$&$）。考

察表明，第一人称复数是广告文案撰写者较为常用的一种人称形式。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第一

人称复数在指称上包含接受者，能给接受者以较强的临境感，使接受者（消费者）感觉更亲切，有利

于接受者在心理上接受相应广告的产品（内容）。然而，这时“我们”的外延却未必真正是广告文案

撰写者和相应广告词的接受者的合集，更为直接和真实的情况恐怕主要是文案撰写者自身。

文艺审美语体中，第一人称代词也存在着这种虚指的情况，这时，第一人称代词往往成为表述

人称的语言形式上的标志。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表述人称与文艺理论以及叙事学中所说的

叙事人称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在语言形式上可以不用诸如“我、你、他”之类的人称代词，但这里

表述人称则应出现相应的人称代词。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表述人称要以具体的人称代词为载体。

或者还可以说叙事人称是一种叙事的角度，有时是接受者归纳或推究出来的，这一情形下它是内隐

的；而表述人称则比较显豁，有着较为明显的语言标志———人称代词。作家老舍有言：“无论我们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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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或戏剧，恐怕最困难的一点就是不容易找到一个决定的形式。譬如我要写一篇小说，可以用第

三身来写，说他怎样怎样，也可以用通信的方式来写，还可以用自传的方式来写。这些便是形

式。”［!］（"#$%）如果这些“形式”再用更为明确的“形式”（具体的人称代词）表示出来，就应该是我们所

说的表述人称。“你现在要想写一篇描写自己心理的小说，你顶好用第一身，说我怎样怎样，若是你

要描写第二人或第三人的心理，那你就该把你自己不放在里面，而用客观方式详细地来分析他

们。”［!］（""#$% & $’）老舍对人称的实际运用即兼顾到了接受心理的存在，显得十分娴熟且恰到好处。譬

如老舍在题为《妇女与文艺》的演讲中，就大量使用了第一人称复数形式：

（’(）“我们要写，写那我们所知道的事⋯⋯我们就能写出很有教育性的东西来⋯⋯我们写我们

的⋯⋯我们要客观地去观察同性的朋友⋯⋯则我们可以写的事情正多得很哩。”［)］（"#*+）

以上所使用的第一人称复数形式，包含“我”和“你们”，应该说，演讲者（表达者）老舍和接受者

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同性别的，尤其在“我们”与“男子”对举时，毕竟该演讲的主题是“妇女与文

艺”，使用“我们”显然拉近了表达与接受双方的距离。该篇的题旨是劝勉女子可以大胆地去写，“妇

女应当作写家与否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妇女可以作写家与否呢？回答又是肯定

的。”［)］（"#*,）在演讲前，老舍曾坦言：“对这题目，恐怕讲不好，因为我既不是妇女，又不甚懂文艺

⋯⋯”［)］（"#*-）但作者通过努力“经营”，演讲仍然取得了成功，效果甚佳。可以说，得体地运用第一人

称代词虚指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据初步统计，《妇女与文艺》中共出现“我们”(+ 次，而“我”仅仅

出现 - 次。“我们”与“我”在同一篇章话语中使用频率相差是如此之大！（前者是后者的 - # , 倍）试

想，如果把其中的“我们”均换为“你们”，是不是有那么一些咄咄逼人、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感觉？

抑或出现表达与接受双方某种程度上的“势不两立”？老舍使用“我们”而不用“你们”，首先是考虑

到了接受者接受心理的存在。在作这个演讲的时候（(% 世纪 $% 年代），普遍情况下妇女的地位相

对于男子而言并不高，这势必影响到她们的角色意识。“我们”显然是拉近了作为男子的“我”（演讲

者）与妇女听者之间的距离，使得表达与接受双方在这个意义上和谐地关联起来了。也就是说，第

一人称具有较强的代入感，便于读者或听者在接受时“对号入座”，从而有利于调整接受情绪与情

感。再比如《从“贵党”到“我们党”》［,］中的“我们”虽然是虚的，然而这种人称代词的使用，却拉近了

表达者和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体现了表达者对所指对象的认同感，这即是之所以使用“我们”虚指的

基本动因。人称代词的动态变换，还可以以编者改编为例。例如：

（’*）我们瞧不起前一种人，说他们是“空想家”，可是往往赞美后一种人，说他们能够“埋头苦

干”，能够苦干固然是好的，但是只顾埋着头⋯⋯（胡绳《想和做》，选自中学语文教材）

该课本在 ’+,, 年 ! 月第 + 次印刷时，“我们”曾被改为“他们”，至次年第 ’% 次印刷时，又恢复为

“我们”。为什么这样改来改去呢？实际上是为了接受者的有效理解、正确认知。当“我们”改为“他

们”时，“他们⋯⋯说他们⋯⋯”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而改用“我们”之后，前后得以区分开来，较

为清晰，便于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本例的“我们”可以改为“他们”，而且可以改来改去，则说明

此时“我们”的所指对象究竟是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其为虚指。而理解和

认知是人的心理活动，作为虚指的“我们”改来改去的动因即基于此。

三、“我”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第一人称代词单数形式“我”的虚指用法也较为常见，早在唐代文献中已有出现。王维《送秘书

晁监还日本国·序》有言：“乃贡九牧之金，始颁五瑞之玉。我开元天地大宝圣问神武应道皇帝。大

道之行，先天布化。”［+］（"#(’+）其中的“我”实乃“我大唐”。现代汉语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较为典

型的虚指的“我”。例如常常见诸报端的一些新闻标题中的“我”即属此列。此时，“我”的虚指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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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心理动因。例如：

（!"）我今年新建国际重要湿地数量最多面积最大（《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我将在大城市间建设高速铁路（《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我研制出直径十八英寸直拉硅单晶（《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欢聚一堂 开怀畅谈 外国专家盛赞我改革开放（《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 *" 版）

以上诸例的“我”均与其后的直接成分构成主谓关系，“我”实指“我们”。其中例（!%）中的“我”

可以省略，并且，“我改革开放”还可以理解成“我国的改革开放”，即“我”和“改革开放”这一对直接

成分还可以形成一个定中结构。此外，还有一些更为典型的第一人称代词“我”直接与相应的名词

性成分组合的例子，如：

（!+）我科学家独立完成第四号染色体精确测序 被国际权威人士誉为国际水稻基因组计划的

“里程碑事件”（《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我航天测控技术已达载人航天要求（《中国青年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我“医药科技政策”出台（《文汇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我数字电视移动接受技术获突破（《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 ,! 版）

（##）我深层气井压裂技术取得突破（《光明日报》，#$$) 年 # 月 !% 日 ,! 版）

（#)）我保险资金运用体制将实行重大改革（《浙江日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我亚运军团“严打”兴奋剂（《文汇报》，#$$# 年 ’ 月 !’ 日第 % 版）

在这里，“我”均直接与其后的名词性成分组合，中间无结构助词“的”，并且添加“的”后，原表达

将无意义。“我”删除以后，并不影响句法结构的完整，但语义的完备将受到影响。“我”与其后的直

接成分构成偏正结构，形成定中关系。就语义内容而言，“我”所在的言语片段均带有较为鲜明的情

感色彩，并且这种情感色彩是积极的，是接受者应该乐意接受的。“我”均可换成“我们的”。这种情

形与《现代汉语八百词》中有关“我”的解释的第二条和第三条相当，但有明显的局限性。《现代汉语

八百词》释“我”的第二条指出：“工厂、社队、机关、学校等对外称自己，名词限于单音节。”［!］（-."++）显

然，言语事实中的“我”并不仅仅局限于“工厂、社队、机关、学校等对外称自己”，它还可以作为“我们

国家”的指称，亦可以指某行业领域，如例（#$）、例（#)）。此外，与“我”直接组合的名词也并不仅仅

局限于单音节，如例（!+）至例（#"）没有一例是单音节与“我”直接组合的。最后，《现代汉语八百词》

解释“我”时，第三条是：“指‘我方’，常用于敌我相持的场合”［!］（-."++），也有其局限性。事实上，如上

面所例举的，“我”在这个意义上并不都是“敌我相持的场合”，它其实是一种虚指。

以上所举各例中的“我”均出现于新闻标题，其实际指称应该是“我们”或“我国的”、“我们的”。

之所以将原本意义上的复数形式变成单数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接受者在接受时代入自己，从

而实现表达与接受双方的“对话”及角色意识的转换。这样既有利于表现表达者的自豪感，也能充

分调动接受者产生同样的情感体验，有利于表达者和接受者的互动和情感上的交流，以及共同分享

表达者的欣慰和喜悦，尤其作为文章的标题，更容易引起接受者的注意，激起接受者的情绪与情感

反应。“当眼光迅速掠过那些五花八门的题目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有些题目，一下子就引起我们的

注意”［!$］（-.!&+）。题目直接与接受者的读听兴趣和意愿关联，它在篇章中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在文学

作品中，有的题目能“一下子就引起我们的注意”，新闻题目亦然。难怪人们将“题”隐喻为“目”，

“目”与注意这种心理活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上面所举新闻标题中的第一人称单数形式“我”，

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较为充分地引起接受者的注意。“注意”是人的一种认知，认知心理学告诉我

们，人的认知通常是从自我体验开始的，而自我体验与“我”之间的关联显然比其复数形式以及第

二、第三人称要紧密得多。以上这些构成了使用虚指意义上的“我”的基本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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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咱”的虚指及其心理动因

据吕叔湘《释您，俺，咱，喒，附论们字》，金元俗语中常见“您”、“俺”、“咱”、“喒”四字，“俺”与

“咱”亦见于宋人作品［!!］（"#!）。吕先生接着指出，“俺”，“则北平语屏而不用，惟于河北，河南，山东之

一部分方言中见之”［!!］（"#!），而且，“咱”与“喒”其实是一个字的两种不同写法［!!］（"#$$）。因此，笔者

在此主要讨论“咱”的相关情况，而对方言色彩更为浓郁的第一人称代词“俺”暂时不予讨论。

一般情形下，“咱”有两种读音：［%&’(］和［%&’］。在用法上，单用或者加“们”，意思一样，都是“你

我”之意。在吕叔湘先生看来，“咱”带“们”的形式比较正式，“算是普通话，光说［%&’(］比较‘土’，在

农村流行，虽然城里也说”［!!］（"#$$）。吕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了两者在社会方言意义上的差别。

通过进一步考察，“咱”或“咱们”有时可表示第一人称单数，此时的“咱”实际所指为“我”，但比

直接使用“我”更为委婉、迂回。例如：

（)*）邓将军你敢早行么？咱供养的不曾亏了半恰。（《董西厢》）

（)+）这别离，一半儿因咱，一半儿你。（《汉语语法论文集》）

（),）咱们出来为的是什么，祥子？还不是为钱？只要多进钱，什么也得受着！（《骆驼祥子》）

（)-）放心，真有那天，咱陪你卖青菜去，我买你的，你赚我的，大家互相照顾。（.%%"：/ / 000# 1&2#
342# 5( / 67’8("9037:$，)::$ ; !: ; !$ / )::< ; !: ; ))）

（)=）读了这本书，窝囊气叫咱发泄个够！（田间《咱的老板谁能摸透》，新华网，)::$ ; :) ; )- /
)::< ; !: ; ))）

（$:）你是咱亲戚，自己家里客气什么。（同上）

以上例（)*）、例（)+）“咱”与“你”对举，没有“你”、“我”的对比强烈，如果改用“我”可能会更生硬一

些。此时，“咱”的虚指在特定语境下，在语气上更容易达到说话者预期的效果。例（),）“咱们”也没有

用“我”来得直接，这样更有利于听读者在心理上的认可、接受。例（)-）“咱”与“你”在线性组合上的距

离比较近，两者并置，既可调节语气，同时也避免重复。例（)=）中的“咱”是指读书者，也是实际指

“我”。例（$:）的“咱”与“你”对举，显然不再包括“你”。例（)=）、例（$:）用“咱”则情绪情感溢于言表。

此外，“咱”、“咱们”还可以表示第二人称，实指“你”。例如：

（$!）我嫂嫂说：娘，咱可不能卷着舌头说话。是你不让大江来的呀！（《小说月报》，!=-: 年第 =
期，第 +) 页）

（$)）狗子，咱们说话别带脏字。（张炼强《人称代词的变换》，载《中国语文》!=-) 年第 $ 期，第

!-* 页）

显然，通常情况下表示“你、我”的“咱”、“咱们”，在特定语境下其所指悄然发生了变化。之所以

如此，恐怕主要还是表达心理或接受心理使然。不难看出，例（)*）至例（$)）的言语主体在使用

“咱”、“咱们”时，均带有较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张炼强认为：“咱们包括你和我，可以说话的时候往

往有口说咱们而意识只指你或我一人的。这个咱们表示休戚相关，因我而及你，因你而及我，是一

种异常亲 切 的 说 法。”［!)］（""#!*- ; !*=）他 还 进 一 步 补 充：“（咱、咱 们）也 可 以 用 在 极 不 亲 切 的 语 句

里”［!)］（"#!-*）。这里，“异常亲切”与“极不亲切”描写的均是心理状态，说明了“咱”的使用有其心理现

实性，充分体现了“咱”的虚指及其在虚指时的心理动因。

考察表明，第一人称代词的“虚指”是在特定语境中才具有心理现实性的，这种较为特殊的言语

现象集中体现了表达与接受的互动关系，以及言语和言语使用者（含表达者和理解者）之间的密切

关联。揭示第一人称代词虚指的心理动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相关言语活用现象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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