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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谓语：即对收信人的称呼。在书信文化中，秉承着“

”的原则，对他人要使用敬语，对己则

往往使用谦称。

称 ——父亲大人，母亲大人

称 ——先生，夫子，函丈

称 ——阁下，仁兄，某某兄，硕兄

称 ——吾兄，吾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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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称语：是称谓之后表达敬意的词语。如：

用于父母： 、膝前、 、道鉴

用于长辈：几前、 、尊鉴、赐鉴、尊右、道鉴

用于师长：函丈、坛席、讲座、尊鉴、 、撰席

用于平辈： 、 、 、大鉴、惠鉴

用于同学：砚右、文几、

用于晚辈： 、如面、如握、青览

用于女性： 、妆鉴、 、淑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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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称语之后不直接进入正文，而是用简练的文句

，称谓思慕语。

1.

孟春犹寒，分心两处，相忆缠怀。思念往还，恨无交密。

仲春渐暄，离心抱恨，慰意无由，结友缠怀，恒生恋想。

2.

不睹芝仪，瞬又半载。自违芳仪，荏苒数月。

久违大教，想起居佳胜，定符私祈。

久疏问候，伏念 宝眷平安，阖府康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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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在望，心切依驰。

相思之切，与日俱增。

望风怀想，时切依依。

仰望山斗，向往尤深。

仰望山斗，向往尤深。

风雨晦明，时殷企念。

寒灯夜雨，殊切依驰。

瘦影当窗，怀人倍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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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见面后，分别时，要互道珍重。

表现在书信中，就是 。

用于父母：恭请 福安； ；敬叩 褆安

用于长辈：恭请 崇安；敬请 福祉；

用于师长： ；敬请 教祺；敬颂 诲安

用于平辈：顺祝 时绥； ；敬祝 春祺

用于同学： ；顺颂 台安；恭候 刻安

用于女性：敬颂 绣安； ；恭请 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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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叩禀、敬叩、拜上

对 ：谨启、鞠启、手书

对 ：字、示、白、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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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行顶格，要高出下面的叙述性文字。

2.正文中凡是提到和父母相关的言论举止等相关的语句时，

要采取空格或另起一行书写的形式，以示对父母的尊敬，

分别称为挪抬或平抬。

3.平抬：另起一行，与上一行的开头齐平着再书写。平抬

也称“平”。

4.挪抬：空两格或一格书写。挪抬也称“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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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大人膝下，谨禀者:男离家后，一路顺利，平安抵达学校，

可纾

廑念。惟思

双亲年齿渐高，男在千里之外，有缺孺子之职。伏望

训令弟妹，俾知料理家务，或有以补乃兄之过。王阿姨家已

去看望过，家中老幼平安，嘱笔问好。专此谨禀，恭请

福安。 男某某谨禀某月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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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大人膝下，谨禀者:男离家后，一路顺利，平安抵达学校，

可纾 廑念。惟思 双亲年齿渐高，男在千里之外，有缺

孺子之职。伏望 训令弟妹，俾知料理家务，或有以补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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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职创院国学教育



父母亲大人膝下，谨禀者:男离家后，一路顺利，平安抵达学校，

可纾 廑念。惟思 双亲年齿渐高，男在千里之外，有缺

孺子之职。伏望 训令弟妹，俾知料理家务，或有以补乃

兄之过。王阿姨家已去看望过，家中老幼平安，嘱笔问好。

专此谨禀，恭请

福安。 男某某谨禀某月某日

日职创院国学教育



日职创院国学教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日前寄上海婴照片一张，想已收到。小包

一个，今天收到了。酱鸭、酱肉，昨起白花，蒸过之后，味道

仍不坏；只有鸡腰是全不能吃了。其余的东西，都好的。下午

已分了一份给老三去。但其中的一种粉，无人认识，亦不知吃

法，下次信中，乞示知。上海一向很暖，昨天发风，才冷了起

来，但房中亦尚有五十余度。寓内大小俱安，请勿念为要。海

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张纸上，今附呈。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 男树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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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称谓+敬语

俯启； 赐启；安启；福启；

台启； 道启；钧启；亲启

2.某某先生将命类

某某先生 茶童收

某某先生 书童收

1.最右行尽量往上写收信人地址；

2.中间写收信人称谓及敬语（启封语）

3.最左行尽量往下写寄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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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古代“家书”写作练习，大家对古

代礼仪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了吗？

2.古代家书的写作规范，告诉我们什么？

3.你从中发现什么样的优秀文化传统？

4.这种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要不要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