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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微博
中一个名为“你听过最

美的名字”的话题成为热
门，引来众多网友的转发和讨

论。“@成都微吧”列出百余个名
字，“之柔、夏青、妙菡”等，令不少人

直呼“好美”；也有不少人开始怀念起爷爷
奶奶那个年代充满中国文化底蕴和诗意的名

字，如“岱川”、“景梵”、“江怜南”等。
起名字往往是中国家庭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

的名字，既承载着长辈的美好期望，也留存着鲜明
的时代烙印。

从名字可以判断年龄

每一个汉字都有着独特的形音义内涵。“名以正体，字
以表德”，中国人的名字既是家族血脉传承的符号，是中华
文化的一部分，也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的记录仪。

过去中国人大多按照家谱或族谱来起名字，经常
会在名字中用一些方法来区别同一个家族的不同辈

分，比如在名字中用一个字表示辈分，而用另一个
字表示取名所标示的含义。也有的在名字中

用相同的偏旁来表示同一辈分。这类名字
突出的是家族纵向血脉传承功能。

新中国成立后，名字的事件
纪 念 功 能 为 广 大 民 众 所 接

受。叫建国、国昌、国
强 、 建 华 的 男 孩

子 ， 大 多
出

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的一位叫
“国昌”的老领导就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据不完

全统计，我国叫张建国、李建国、王建国分别有7万多
人；叫张国强、李国强的也各有4万多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美援朝是一个重大历史事
件，叫援朝、反帝、卫国的人与这一历史事件有着直
接联系。据不完全统计，有上万的人叫张卫国、李卫
国、王卫国，也有近千人叫李援朝、王援朝、张援朝。

叫卫红、卫兵、文革、卫东、继红的人，大多出生于
1966 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
时期，许多人为了表示对“文革”的拥护而把自己原来的
名字改成上述名字。

起单字名的人，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之后。当然，
单字名也带来了重名问题，据学校老师反映，有时一个班里
就有两个叫李扬的学生，只能以大李扬、小李扬加以区分。

改革开放以来，仿照英文名字发音起名开始在城市
流行，出现了查理、文迪、罗斯、安妮等一批带着洋味儿
的名字。

上世纪 90年代，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优美
的3字名重新开始流行。

2000 年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后出生的独生
子女陆续进入婚育年龄，出现了父母双方的姓再加名
字的4字名，如马李文博、孙富亚雄、杨吴依雪等，既
体现男女平等，也彰显了这些年轻父母的个性……

从这些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名字中，我们大致可
以判断出他 （她） 的年龄。这也是中国人名字中的一
个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
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萧放说，在中国文化传统
中，名字是中国人人格理想、审美情趣、信仰观念的
具体化，同时也是中国人利用汉字形音义的韵味传承
中华文化的独特方式。

冷僻字入名有弊端

近年来，现代人追求个性的特征
在 起 名 字 方 面

表现得十分突出，不少人喜欢在名
字中用生僻字、异体字，甚至是废弃字。也有些
人迷信所谓命运的好坏与名字笔画、寓意有关，于是
花钱请人为自己重新取名，而所取的名字往往都是一
些冷僻字、异体字、废弃字，如 、緈、砀、蓪等字
纷纷入名。上海闵行区的一名小学老师，为了在新学
期伊始能正确地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不但准备了

《现代汉语词典》，还去买了 《康熙字典》 和 《生僻字
字典》。

针对这一现象，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语言学教
授郭风岚指出，以冷僻字、异体字、废弃字入名弊端
很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一系列麻烦，造成社会运
营成本增加。首先，因为电脑字库里没有这些冷僻
字、异体字、废弃字，在户口登记、身份证输入、银
行开户时会大费周折；其次，孩子上学后首先要学会
写自己的名字，而冷僻字、异体字、废弃字往往笔画
繁多，孩子掌握起来十分困难，等于人为地给孩子设
置了障碍；第三，别人读不出或读不对自己的名字，
会造成双方的尴尬，久而久之，会影响孩子的交际，
甚至会造成其心理阴影。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锋表示，名字既有文
化内涵，也是一个人的社会符号，并不是越生僻、越
有个性就越好。其实，一些朗朗上口的好名字并不包
含冷僻字，却既有文化底蕴，又有诗意。

外国人喜欢的中国名字

一个美国学生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中国留学，他十
分喜爱中华文化，崇拜毛泽东主席，认为毛姓是中国第一
姓，因此给自己起名“毛天赐”，自我感觉很牛。但朋友们
都叫他“阿毛”，听上去像叫邻家小孩，多了一分亲切，少了
一分神气。这令他多年后提起此事仍然耿耿于怀。

近年来，学中文的外国人日众。像大多数学英文
的国人先要给自己起个英文名字一样，学中文的外国
人也希望自己拥有一个中文名字。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北京中国学中心教师江伟红已经记
不 清 曾 给 多 少

留学生起
过中文名字。她
说，给学生起中文名
字，一般从两方面考虑，一
是学生英文名字的发音，二是学
生本身的气质和特点。比如一个女生
英文名字叫“Rachale”，人又长得白净文
气，我给她起名“瑞雪”。该中心的杨晓辉
老师则介绍了留学生喜欢的中国名字。她说，
许多留学生都知道中国功夫和功夫明星李小龙，
也了解龙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不少人喜
欢在自己的中文名字中带一个“龙”字，叫“张小
龙”、“唐小龙”的很多，有的甚至直接起名“李小
龙”。

有些学中文的外国人喜欢自己起名字，但由于中
外文化差异和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起的中文名字有
的莫名其妙，有的很搞笑，比如电机、熊猫、白兔
……有一个男生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是“虎血”，因
为他觉得英文“TigerBlood”很酷。可是在中国人看
来，这个名字却不太恰当。

中文名字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文化元素。起一
个既个性化又优美动听的中文名字，讲解为什
么起这个名字和这个名字背后联接的中华文
化，可以提高外国人学习的兴趣，拉近他
们和中国文化的距离，一举两得。起
名字的过程，也是他们学习中文
的过程。海内外的对外汉语
教师们，可别小看给洋
学 生 起 中 文 名 字
这件事。

热议热议““最美名字最美名字””勾起怀旧情节勾起怀旧情节

中国人名字里的时代记忆中国人名字里的时代记忆
本报记者 刘 菲

两年前的初秋，勾勾从保加利亚来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始留学生活。当他
路过体育场时，一颗足球滚到了他的脚
下。勾勾抬起头，一群身着黄色球衣的球
员正笑着向他挥手，示意他把球踢过去。
这是勾勾与对外经贸大学校足球队的首
次接触。如今，勾勾已成为其中不可或缺
的一员。

勾勾原名 George Tomov。他身材高
大，肌肉结实，眉清目秀，是个不折不扣的
帅哥。他的中文名“勾勾”取自英文“Go
Go”的谐音，因为他从小精力旺盛，活泼好
动，常一阵工夫就跑得无影无踪，惹得爸

妈干着急。而这一次，他跑到8000公里外
的北京。

勾勾加入校足球队的原因很简单：他
喜欢踢球，更喜欢交朋友。入队后，勾勾
给自己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记住队友的名
字，他觉得这是对人起码的尊重。名字有
两个字、三个字的，太难记，勾勾就只记
姓：老崔、小何、大董、赵哥……见了面，打
个招呼，亲切极了。一来二去，勾勾跟每
个队员都熟络起来。

勾勾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与队友们
的日常交流是“小意思”。可往往字儿一
落到纸面上，他就犯了难。为了帮勾勾学
中文，在训练间隙，热心的队友们常给勾
勾讲成语、俗语故事。现在，勾勾不仅掌
握了“朝三暮四”、“对牛弹琴”等成语典
故，还会用“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呢！

训练之余，队友们也会带勾勾品味
“舌尖上的中国”。一次训练后，几个队友
喊勾勾一起吃火锅，“馋嘴”的勾勾满口答
应。可到了店门口，望着“羊蝎子火锅”的
大招牌，勾勾彻底傻眼了：“蝎子怎么能吃
呢？”听罢队友苦口婆心的解释，勾勾才
明白：原来羊蝎子不是“蝎子”，而
是羊身上一块形状酷似蝎子
的骨头。

“ 勾 勾 ，加
油 ！ 勾

勾，go go！”勾勾矫健的身姿总能吸引一
大批“女粉丝”为他加油呐喊，惹得队友们

“羡慕嫉妒恨”。勾勾表面淡定，心里却乐
开了花，跑得更快了，抢拼也更积极了。
女粉丝可能“转正”女朋友吗？“中国女生
都很可爱，但主要得看感觉。”勾勾挠挠
头，略带羞涩地笑了。

球场见证了勾勾的风采，也承载过
他的伤痛。去年12月，勾勾在训练中不
慎跌倒，当场左臂骨折，被教练和队友
送往医院紧急救治，并于次日回国。
冬天的保加利亚暖风习习，养伤的生
活轻松惬意，可勾勾依旧想念在中
国踢足球的日子。他骄傲地向亲
朋好友展示球队的照片：“这都是
我在中国最铁的哥们儿！”

新学期到了，北京市大学
生足球联赛也即将打响。勾
勾早早回到学校，套上他的
黄色球衣，与队友们开始
了紧锣密鼓的训练。
重归球场，他跃跃欲
试：“这儿才是我
的主场！新赛
季里我要与
球队一起
加油！”

保加利亚足球男孩：

我的主场是中国
李 慧

我 的 家 乡 在 甘
肃 省 武 山 县 高 楼
乡 。 那 里 不 像 上
海 、 北 京 那 么 繁
华，那里只有淳朴
的农家生活。

去 年 暑 假 ， 我
背着背包回到了家乡。老远就看见一片红彤彤
的杨梅林，原来我赶上了杨梅成熟的季节。我
想摘一颗杨梅，尝尝是什么滋味。于是就去问
旁边的一位农民伯伯：“我可以摘杨梅吗？”伯
伯说：“可以呀，不过要小心一点，注意安
全。”我放下背包，走进杨梅林，迫不及待地
选了一棵比较矮的树，扶着梯子爬了上去。这
时我才发现，别人都拿着篮子。摘杨梅的确要
拿篮子，否则摘下的杨梅往哪儿放呀？

于是我爬下梯子，拿了一个篮子又爬上了
树。不一会儿，我就摘了半篮子杨梅。

这时，太阳落山了，我的手和脚都有些酸
酸的感觉，于是爬下梯子。我问那位农民伯
伯：“可不可以让我把这些杨
梅带回家？”伯伯微笑着点点
头。我高兴地提着
半篮杨梅回家了。

在 回 家 的 路
上，我想：这些杨
梅树都是那个农民
伯伯种的吗？这样
的人是不是老师常
说的那些“把快乐
带给别人，自己也

会很快乐的人”？农民伯伯还让我想起了在中
文学校学到的一首诗里的两句“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以后，我要更加爱惜食物，因
为这些食物都是农民伯伯辛苦种出来的。

我的家乡，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可是这里
的人生活得简单
快乐！

（ 寄 自 德
国）

（本文获得
第十四届华人少
年作文比赛三等
奖）

今年是中法建交50周年，各种庆祝活动和文
化交流使法国学生对学习汉语和学习中国文化
的热情更加高涨。

日前，法国尼斯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和汉语系
共同举办了一期中国书法学习班。参加学习的
学生们大多是中文专业的学生，对汉字并不陌
生，但却是第一次接触书法，第一次拿起毛笔。

按照老师的要求，一笔一画从最简单的基础
开始。在许多人看来，草书显得既神秘又有趣，
最能代表中国书法的魅力。他们有的尝试用草
书写充满韵味的成语“艺无止境”、“翰墨凝香”；
有的选择表现中法友谊的词汇“源远流长”、“锦
上添花”。学习结束以后，图书馆将选出最好的
作品，举行一个书法展览，这也更加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图为学生展示学习成果。

（黄晓敏）

在家乡摘杨梅
项友结（13岁）

王丽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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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 孔
子 学 院 ， 大

多 数 人 想 到 的
就是上课和文化

讲座。其实作为一个
文化交流机构，孔子学

院的工作远远不止于此。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提供的文

化交流服务是多种多样的：短平
快式的汉语扫盲、短期中国旅游的

行前准备、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活动的
支持、接待中小学生为了完成作业进行的

采访、开办中文教师研讨会和培训
班、推广汉语水平考试、选拔奖学金
获得者……

当地各界向孔子学院提出的服务
需求往往与孔子学院工作人员以往的
工作或专业并不吻合，这对多数术业

有专攻而非“杂家”的老师来说，是一
个实实在在的挑战。细节是工作成效的

决定性因素。孔院日常处理的都是琐碎的
事情，而正是这种细致才使孔院不断积攒

人气，日益壮大起来，对每一封工作邮件，
是 24 小时回复，还是任其石沉大海？对每
一个咨询电话，是友好热情，还是没有情感
投入？组织活动是根据参与者背景做了多种
设 计 ， 还 是 千 篇 一 律 地 应
付？……王静老师对此颇有感
触，她说“孔院组织活动不能
一厢情愿，需要工作人员知己
知彼，充分、准确地了解对方
需求，开动脑筋，扬长避短，
因地制宜地在活动形式上多做
文章，为受众提供更多的亲身
参与机会，这样搞活动才能收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一个小小的爱好植根于孔
院这片沃土，就有可能得到意外
的收获。杨宁老师专修语言学，
同时也是国内《诗生活》网站的
专栏诗人。在国内时，业余时间
写写诗，逛逛美术馆，过年做个

剪纸，日子过得很惬意。来到孔院之后，杨
宁老师惊喜地发现自己的业余爱好都有用武
之地。她首先开发了校园剪纸活动，将文化
讲座和剪纸手工制作相结合。现在，这已经
成为乔治梅森孔院最受欢迎的常规文化活动
之一。

热情、好奇、学习、成长，是乔治梅森
孔院工作人员的关键词。对老师们来说，在
海外工作是了解不同文化、丰富人生、拓展
职业生涯的宝贵机会，而孔子学院为他们提
供了这个广阔的平台。

（寄自美国）
（本文作者系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院长）

图为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孔子学院教师及工作人员
勾勾近影勾勾近影勾勾近影

抗生、解放、建国、援朝、卫国、跃进、向东、
继红……这些并不是动词，而是作为人名普遍存在于
我们的身边。这些名字诞生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
与一个个历史事件相关联，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依琳、文博、天逸、嘉怡、梦洁、睿聪、珺瑶、
昊天……这些充满美好寓意和鲜明个性的名字越来越
多地出现在“80后”、“90后”、“00后”身上。这是改
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得到解放，人们的个性得以
张扬的表现之一。

中国人的名字，折射历史事件，反映社会发展；
中国人的名字，蕴含中华文化，彰显汉字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