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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员一般都是厅级干部，算大领导了，但在现实中，却很少有人直接称他们为某某巡视员。
“千万别这样喊，人家不乐意听。更多时候，我们都还是会用他之前的职务来称呼，比如王局、

张厅、李主任等。”多名省级机关干部对记者说，“但是正式行文时，要称为巡视员。”
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市长，若干个副市长。向客人介绍时，过去不论正副只说苏市长李市长，

客人不甚明白到底是正的还是副的，于是，为了便于区分，说着方便，就把市长叫大市长，把常务副
市长叫二市长。依此类推，可以叫出大县长、二县长；大书记、二书记之类。 据《南方周末》

某个晚上，一名中年男人叩开了郭振华家的门。“有个姓池的
人找你。”女主人高声招呼郭振华。“是池、池厅长？”郭问。“啊
呀啊呀，池厅长您、您来看我们？”意识到来者的身份后，女主
人恭敬地赔笑道。
这是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的一个桥段，刻画的正是官场中人
对“称呼”的娴熟运用。
2001年，痛恨官场中丑恶风气的阎真写下了这本小说。
“一个科长一个小主任，官位叫出来他就高兴一点。”阎真告
诉记者。
类似阎真这样的体会，某县财政局的小丁也有。不久前她参
加一次接待活动，直到见到《××调研组来县接待手册》，小
丁才知道，她一直称为“王处”的这位省财政厅领导，原来只
是一个主任科员。

对于基层的许多官员来
说，“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是
相互称呼时的惯例。阎真说：

“在县里，一个科级干部就很大
了。一个局长其实是科级，但
是我要叫他局长。股长比科长
还要小，可在县里也已经好大了，
也是一个长嘛，也要叫出来。”

“叫大不叫小”的惯例不
仅仅是基层的专利。一位资
深媒体人对记者介绍：“在一
些部委，如果党组书记和部长
不是同一个人，有时下属们也
会叫党组书记‘部长’。正部
级机构的领导叫主任或者局
长的，他们的下属会习惯于叫
部长。”这不是为了追求虚荣，
而是害怕与低级别的职务混
淆。“部长级别高，而办公厅主
任也是主任。”

除去上述最基本的称呼规
则外，官员之间的称呼还有许
多微妙之处。

“上级对下级常常以‘姓
名+同志’相称，但下级对上级
当面一般却只用‘姓+职务’或

‘职务’。”华东师范大学的胡范
铸教授在他 2000 年发表的论

文中指出。他的研究方向是应
用语言学。

然而，有些时候这条规律
并不适用。例如，一个机关的
正副书记中有好几位姓王时，

“叫某某书记是惯例，”上述媒
体人说，名字+职务的选择很
多时候“就是为了有一个很明
确的区分”。

区分不同称呼的，除了职
务外，还有资历与感情。一般
来讲，官员之间互称官衔是较
为客套和安全的，但一些职务
不高的“老机关”却常享有“豁
免权”，可以将别人眼中的“王
书记”省去姓氏，直呼其名。上
述媒体人说：“在机关里称名
字，本身并不是冒犯，当然你要
估量一下自己的地位，以及你
和那个人到底有多熟。”

在官员中间，流行着种种
特殊情况下的称呼办法。例
如，对于姓付的书记，往往不能
称付书记，而要用名字称“××
书记”；当两个书记同姓时，也
要叫名+书记……熟练掌握着
一套规则，几乎是公务员的入
门程序。

“逢长必叫，叫大不叫小”

除了大庭广众下的繁多称
呼，一些官员在酒酣耳热、窃窃
私语时的叫法也各不相同。

一位媒体人曾在县乡一级
基层政府的饭局上见识过，一
名干部起身敬酒，朗声说道“我
们老大……”当面叫一声“老
大”，除了几分亲昵，更展现出
明确的权力排序。与之相对
的，所谓“老二”不仅不用做面
称，甚至不能公开排出来。

“一个省里面省委书记是
老大，但是你也不能说省长是
二把手，因为在政府口，他也是
老大；你也不能说副书记就是
二把手，因为按照惯例，在党
内，兼省长的书记（才）是。”这
位媒体人说。

然而到了市级干部，这种

江湖气的“老大”、“老二”便有
时被透着商业气息的“老板”所
取代。

一位官员告诉记者：称“老
大”在基层会比较多，更江湖气
一些。一般称“老板”的，至少
是市长、市委书记这个级别
的。如果称一个县委书记为

“老板”，会显得特别可笑，因为
县委书记就是个处级官员，所
以往往会称“老大”；如果称呼
一个乡长“老板”也不行，因为
级别同样不够。

真正难以处理的是如何称
呼那些因为种种原因被降职
的官员。江苏省级机关一位
工作人员，曾经在南京的颐和
路上遇到过当年的无锡市长
毛小平，这位工作人员竟然一

时语塞不知如何称呼。“喊他毛
市长、毛主任都不合适，喊小平
吧，你不觉得‘小平’是特指的
吗？所以后来我只好说‘哎——
哎——你好’。”2012年毛因为严
重违纪被开除党籍，他一度被认为
在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担任副
主任，后又传出降为处长。

江苏省委办公厅的一位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县里也
常常称省城去的领导为“首
长”，不分级别。“之前，只有中
央来视察的领导，不方便提前
透露姓名或者不适合直呼其名
的，我们才在制作席卡和称呼
时称‘首长’。当面这样称呼
时，级别差距至少要有 3 级。
但现在，称‘首长’已经没有这
么严格了。”

在胡范铸教授看来，“称
呼学”的流行和称呼的变化，
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社会风气

“变坏”了，更反映着社会心
理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独步天下的
“同志”，起初是有着共同理想
与信仰的政党成员之间的共
勉。孙中山在 1918 年发表《告
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
志书》，其遗嘱常被总结为“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党
纲正式写道：“凡承认本党党纲
和政策……都可以接收为党员，
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时的“同
志”，还只在社会精英间流行。

1949 年后，“同志”迅速成
为正确甚至唯一正确的政治称
呼。毛泽东早在 1959 年就要
求互称同志。1965 年 12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
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
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
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然而在社会秩序混乱的
“文革”时期，即使同志这个称
呼也显得不合时宜。胡范铸
说：“那时同志都不能随便叫，
叫什么都觉得不对，说错了就
会闯祸。”

今天的人已很难想象“同志”
之称所引起的重视。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公报中曾经明确，“党

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
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

1984 年，“同志”有一次不
同寻常的亮相。当时的《武汉
晚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
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
给予责备。”这是1984年4月武
汉一职工向邓小平写的申冤
信。邓小平在信上圈阅道，“头
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
欢，酌重处理！”

时间进入 21 世纪，“同志”
有了更丰富的含义，使用起来
也显得很突兀。

2003 年，全国各地党委都
曾专门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
继承和发扬党内互称同志优良
传统的通知》，要求“对担任党
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称同
志，不称职务”。

例 如 ，甘 肃 省 的 文 件 就
要求，“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
有人员一律称为同志，党内
刊物、文件和其他书面材料
也要按此办理。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带头继
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做
党内互称同志的表率。各级
党组织要制定完善相应的制
度，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
整改，形成党内互称同志的
有效机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重视并
未 使 互 称 同 志 重 回 流 行 。

2013 年 10 月，《人民日报》转
载了题为《党内称谓容不得江
湖气》的评论，说“不知从何时
起，互称‘同志’的人越来越
少，甚至一些脱胎于江湖绿
林，裹挟着浓厚封建陋习的

‘老板’、‘总管’、‘大哥’等庸
俗化的称呼，在某些部门或单
位已渗透到党内。”

一些地方为了规范称呼，
甚至“制作党内互称同志提示
牌，摆放在党委（支部）会议室、
党员活动室等场所醒目位置”，
以“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和谐的
良好氛围，形成畅所欲言、集思
广益的工作作风”。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
永刚教授说，现在“同志”作为
一种社会主义传统保留下来，
成为正式场合的庄重称呼。但

在现实官场中，在对称呼进行
“推敲”后，官员私下里往往不
会互称同志。在一位官员看
来，现在如果见面还称“同志”，
不仅显得怪异，还意味着拒人
于千里之外，“下面的事都无法
进行了”。

尽管存在着所谓的称呼
规 则 ，但 因 地 域 、风 俗 及 人
情的巨大差别，官场称呼并
无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例
如在湖南，一些称呼就很独
特，官员们背后往往称呼高
级 官 员 为“ 张 嗲 ”、“ 李 嗲 ”

（“ 嗲 ”在 长 沙 话 中 意 为 老
者），同僚之间则会互称“张
哥”、“李哥”。

现在在一些地方，某些介
于正式和非正式之间的称呼如
某局、某厅等，很流行。

“老大”与“老板”

改革开放前“同志”独步天下

千万别直称“某巡视员”■
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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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过来啦！
到底该怎么跟
领导打招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