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卑，谦称自己身份低微。 

52.窃，有私下、私自之意，使用它常有冒失、唐突的含义在内。 

53.敢，表示冒昧地请求别人。如敢问，用于问对方问题；敢请，用

于请求对方做某事；敢烦，用于麻烦对方做某事。 

54.拙，用于对别人趁自己的东西。如拙笔，谦称自己的文字或书画；

拙著、拙作，谦称自己的文章；拙见，谦称自己的见解；拙荆、

贱内、内人：称自己的妻子。 

55.小，谦称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物，如小弟：男性在朋友或

熟人之间的谦称自己；小儿：谦称自己的儿子；小女：谦称自己

的女儿；小人：地位低的人自称；小子：子弟晚辈对父兄尊长的

自称； 

56.家，古人称自己一方的亲属朋友常用谦词。是对别人称自己的辈

份高或年纪大的亲属时用的谦词，如家父、家尊、家严、家君：

称父亲；家母、家慈：称母亲；家兄：称兄长；家姐：称姐姐；

家叔：称叔叔，等等。 

57.舍，用以谦称自己的家或自己的卑幼亲属，前者如寒舍、敝舍，

后者如舍弟：称弟弟；舍妹：称妹妹；舍侄：称侄子；舍亲：称

亲戚。 

58.老，老人自谦时用老朽、老夫、老汉、老拙等，用于谦称自己或

与自己有关的事物。如老粗：谦称自己没有文化；老脸：年老人

指自己的面子；老身：老年妇女谦称自己；老和尚自称老衲；老

官员自称老臣。 

59.对于对方或对方亲属的敬称有令、尊、贤、仁等。 

60.令，意思是美好的，用于称呼对方的亲属，如令尊(对方父亲)、

令堂(对方母亲)、令阃(对方妻子)、令兄(对方的哥哥)、令郎(对

方的儿子)、令爱、令媛(对方的女儿)、令侄（尊称对方的侄子）、

令亲（尊称对方的亲戚）。 

61.尊，用来称与对方有关的人或物，如尊上(称对方父母)、尊公、

尊君、尊府(皆称对方父亲)、尊堂(对方母亲)、尊亲(对方亲戚)、

尊驾(称对方)、尊命(对方的嘱咐)、尊意(对方的意思)。 



 

 

62.贤，用于称平辈或晚辈，如贤家(称对方)、贤郎(称对方的儿子)、

贤弟(称对方的弟弟)。 

63.仁，表示爱重，应用范围较广，如称同辈友人中长于自己的人为

仁兄，称地位高的人为仁公等。 

64.称年老的人为丈、丈人，唐朝以后，丈、丈人专指妻父，又称泰

山，妻母称丈母或泰水。 

65.称谓前面加“先”，表示已死，用于敬称地位高的人或年长的人，

如称已死的皇帝为先帝，称已经死去的父亲为先考或先父，称已

经死去的母亲为先慈或先妣，称已死去的有才德的人为先贤。 

66.称谓前加“太”或“大”表示再长一辈，如称帝王的母亲为太后，

称祖父为大(太)父，称祖母为大(太)母。唐代以后，对已死的皇

帝多称庙号，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明

太祖等。 

67.对尊师长和用于朋辈之间的敬称有君、子、公、足下、夫子、先

生、大人执事（称对方手下以代对方）等。 

68.对品格高尚、智慧超群的人用“圣”来表敬称，如称孔子为圣人，

称孟子为亚圣。后来，“圣”多用于帝王，如圣上、圣驾等。 

69.“拜”用于自己的行为动作涉及对方。如拜读：指阅读对方的文

章；拜辞：指告辞对方；拜访：指访问对方；拜服：指佩服对方；

拜贺：指祝贺对方；拜识：指结识对方；拜托：指托对方办事情；

拜望：指探望对方。 

70.“奉”用于自己的动作涉及对方时。如奉达（多用于书信）：告

诉，表达；奉复（多用于书信）：回复；奉告：告诉；奉还：归

还；奉陪：陪伴；奉劝：劝告；奉送、奉赠：赠送；逢迎：迎接；

奉托：拜托。 

71.“惠”用于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动作。如惠存（多用于送人相片、

书籍等纪念品时所题的上款）：请保存；惠临：指对方到自己这

里来；惠顾（多用于商店对顾客）：来临；惠允：指对方允许自

己（做某事）；惠赠：指对方赠誉（财物）。 



 

 

72.“恭”表示恭敬地对待对方。如恭贺：恭敬地祝贺；恭候：恭敬

地等候；恭请：恭敬地邀请；恭迎：恭敬地迎接；恭喜：祝贺对

方的喜事。 

73.“垂”用于别人（多是长辈或上级）对自己的行动。如垂爱、垂

怜（都用于书信）：称对方对自己的爱护；垂青：称别人对自己

的重视；垂问、垂询：称别人对自己的询问；垂念：称别人对自

己的思念。 

74.“贵”称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如贵干：问人要做什么；贵庚：问

人年龄；贵姓：问人姓；贵恙：称对方的病；贵子：称对方的儿

子（含祝福之意）；贵国：称对方国家；贵校：称对方学校。 

75.“高”称别人的事物。如高见：高明的见解；高就：指人离开原

来的职位就任较高的职位；高龄：称老人（多指六十岁以上）的

年龄；高寿：用于问老人的年龄；高足：称呼别人的学生；高论：

称别人的议论。 

76.“大”尊称对方或称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如大伯：除了指伯父外，

也可尊称年长的男人；大哥：可尊称与自己年龄相仿的男人；大

姐：可尊称女性朋友或熟人；大妈、大娘：尊称年长的妇女；大

爷：尊称年长的男子；大人（多用于书信）：称长辈；大驾：称

对方；大名：称对方的名字；大庆：称老年人的寿辰；大作：称

对方的著作；大札：称对方的书信。 

77.“敬”用于自己的行动涉及别人。如敬告：告诉；敬贺：祝贺；

敬候：等候；敬礼（用于书信结尾）：表示恭敬；敬请：请；敬

佩：敬重佩服；敬谢不敏：表示推辞做某件事。 

78.“请”用于希望对方做某事。如请问：用于请求对方回答问题；

请坐：请求对方坐下；请进：请对方进来。 

79.“屈”如屈驾（多用于邀请人）：委屈大驾；屈就（多用于请人

担任职务）：委屈就任；屈居：委屈地处于（较低的地位）；屈

尊：降低身份俯就。 

80.“光”表示光荣，用于对方来临。如光顾（多用于商家欢迎顾客）：

称客人来到；光临：称宾客到来。 



 

 

81. “华”称对方的有关事物。如华诞：称对方生日；华堂：称对方

的房屋； 

华翰：称对方的书信；华宗：称人同姓。 

82.“老”用来尊称别人，有时特指老年人。如老伯、老大爷、老太

爷：可尊称老年男子；老前辈：尊称同行里年纪较大、资格较老、

经验较丰富的人；老兄：尊称男性朋友。 

83.“雅”用于称对方的情意或举动。如雅教：称对方的指教；雅意：

称对方的情意或意见；雅正（把自己的诗文书画等送给人时）：

指正批评。 

84.“玉”用于对方身体或行动。如玉体：称对方身体；玉音（多用

于书信）：尊称对方的书信、言辞；玉照：称对方的照片；玉成：

成全。 

85.“芳”用于对方或与对方有关的事物。如芳邻：称对方的邻居；

芳龄（多用于年轻女子）：称对方的年龄；芳名（多用于年轻女

子）：称对方的名字。 

86.其他敬辞：鼎力、包涵、斧正、留步、笑纳、府上、指正、赐教、

久仰、璧 

还等。 

87.请人原谅说“包涵”，求人帮忙说“劳驾”，向人提问说“请教”。 

88.得人惠顾说“借光”，归还物品说“奉还”，未及迎接说“失迎”。 

89.需要考虑说“斟酌”，请人勿送说“留步”，对方到场说“光临”。 

90.接受好意说“领情”。与人相见说“您好”；问人姓氏说“贵姓”。 

91.问人住址说“府上”；请改文章说“斧正”；接受好意说“领情”。 

92.求人指点说“赐教”；得人帮助说“谢谢”；祝人健康说“保重”。 

93.向人祝贺说“恭喜”；老人年龄说“高寿”；身体不适说“欠安”。 

94.自己住家说“寒舍”；女士年龄称“芳龄”；称人女儿为“千金”。 

95.送礼给人说“笑纳”；送人照片说“惠存”；欢迎购买说“惠顾”。 

96.希望照顾说“关照”；请人赴约说“赏光”；对方来信说“惠书”。 

97.需要考虑说“斟酌”；无法满足说“抱歉”；请人协助说“费心”。 

98.言行不妥“对不起”；慰问他人说“辛苦”；迎接客人说“欢迎”。 



 

 

99.宾客来到说“光临”；等候别人说“恭候”；麻烦别人说“打扰”。 

100. 客人入座说“请坐”；陪伴朋友说“奉陪”；临分别时说“再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