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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本国文化中，一个人的名字常具有丰富的含义，中国人的名字也不例外。本	

文通过分析富含个性及文化传统的中国人的名字，研究上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在各时期	 政治

、文化变迁中，中国大陆人名字的变化，让大家了解中国人的名字不仅能反映中国	 不同时代

的传统习俗，也能看到中国人的名字随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变迁而演变。		

关键词  名字文化变迁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汉字丰富多彩，故人名也显得很变杂和个性化。文	章的

目的是研究上世纪中国大陆人的名字是如何反映中国当时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变迁	 的。文章

先探讨中国人的名字中蕴涵着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习俗，然后分析上世纪后半叶	 中国大陆人名

与社会、经济文化变化的紧密联系。我们通过对中国人名的解读，便能更	 深地了解中国独特

和深厚的文化和历史。	

	

	 中国人取名经常是遵循社会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传承。中国家庭给孩子起名时，往往	寄托

着长辈对晚辈殷切期望与祝愿。以德为名，注重品德为传统。如:海容、学良、贤	 德等等(86	

起名网，2009)	 (邓，2014);以貌为名，爱美之心人皆之。如:艳芳、风霞、	帅等等(86	起名

网，2009);以平安为名，追求一生顺利、祥和也是传统。如:	乐和、	宁、纯顺等等(86	起名

网，2009);以聪明超人为名，体现了望子成龙的传统。如:	 思	 敏、慧、振宇等等(任，2007,	

pp.	 64-65)。论辈份起名，赋于了家族的传承，是比较传	统的起名方式。一个家庭或一个家

族中，同辈人的名字中常常有一个共同的字。如著名	 的一家同辈宋氏三姐妹，宋美龄、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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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宋霭龄(86	起名网，2009)。而现代社会，特	别是城市，多数是独生子女，无辈份可排了

(任，2007,	pp.	64-65)，就很少见到这种名	字。因此，社会观念和传统习俗在中国人名字中

有不同的呈现。	

	

	 中国人的取名，在不同时代的时尚特点都非常强烈，因时因地而变，与社会的政治	环境

、经济形势和文化风貌相关。上世纪后半叶中国大陆人的名字特别能反映出中国当	 时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的变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对于国家充	 满期望，为纪

念政治事件，名字叫建国、国强、新华的颇多(三正，2014);紧跟着的抗	美援朝时期，为记住

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起名叫反帝、援朝、卫国的特多(刘，	2014);接下来的大跃进年代，为

表现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情，给孩子名叫飞跃、	炼钢、跃进的很多(邓，2014);进入六

十、七十年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为表示对“文	 革”的参与和拥护，许多人甚至把名字改

成继红、文革、卫兵等(邓，2014)(刘，2014);	到了八十年代，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名字更多

赋予人的感情和希望，给名叫鹏飞、勇、	佳丽等(邓，2014);到了九十年代，对外更开放的时

期，在城市中流行起带着洋味儿的	名字，仿照英文名字发音起名叫安妮、查理、文迪等(刘，

2014);二十世纪末，父母都是	 读着金庸、琼瑶小说长大，给孩子起他们喜爱的主人公的名字

，名叫依云、若宣、紫君	等	(邓，2014)。由此可见，那段时期的名字更能透露出当时社会背

景、经济文化和精神	风貌。	

	

	 中国人的名字包涵了丰富的文化价值。从上面谈到的纷繁的取名方式，可看见中国人	名

字中蕴涵着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习俗。从上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人名的演变，不难看出中	 国人起

名与社会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变迁息息相关，在名字中都显示出不同时代特定时	 期的社会心

理和文化氛围。因此，中国人的名字不只是代表一个人的符号，它还折射了	 历史事件，反映

了社会发展，包含了文化传统，彰显了汉字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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