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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姓名是人人都有的社会指称，是人们利用语言符号区别他人的特定标志,也是人类社会最普遍

的语言现象之一。人名的实质是一种标记符号，是个人的特称。虽然它与个人没有任何联系，却具

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是能够代指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特殊符号。

几乎在一切人的心目中，姓名都备受重视。姓名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的姓

名总是受该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以及语言、风俗等多方面影响的，因而姓名能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该民族的理想情操、文化特点和心理机制等等。由于汉字有着一字一音一意的特殊性加上

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底蕴，使得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象中国一样，其姓名文化具有如此深奥的学问

和深广的韵味。而且，中国人对姓名的重视程度极高，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家陈建民曾经

指出“孩子生下来就要取个好名字，这是汉人一贯的社会心理”1)。中国人的姓名决不是赐予一个简

单的任意的符号，而是各种因素的一个综合体现，具体就个人而言：它也许是承载了长辈对晚辈的

祝福和希冀；也许描述的是出生时的环境和事件；也许反映了一个家族和国家变迁……如果说语言

是人类最重要的财富，那么一个好的名字将是一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获得的第一笔最宝贵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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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姓名学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本质属性是语言学属性。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姓名自

古就有，而在今天随着语言学理论和科学手段的发展,这项研究便有了更大的可行性和新的现实意

义。本文以中国人取名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背景为基础，对人名中蕴含文化涵义进行剖析，探究人名

的趋势和走向，以及对近年来取名中出现的一些规范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2. 人名的时代变迁及社会背景

中国人的姓氏和名字历史，是个很有趣的研究内容。随着历史潮流的变迁，我们的姓名其实

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里面细加揣摩，能发现不少具有文化深层意义的内涵。

名字虽然是个人的，但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也是受到其所处的时代的影响。由于人们所处的

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取名的习惯也就不同。我们可以从各个时代

的代表性的名字中看到那个时代的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姓名是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最智慧

的标志，姓名也是人类的专有标志。在中国，名字不仅是一个指代符号，还承载了父辈的愿望，甚

至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甚至有人相信，取什么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人生

和前途。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人们的取名方式主要是按辈分按家谱取名，甚至人们还认为，名字越随

意，孩子越好养。因此，在那个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年代，“狗剩、狗娃、狗蛋”等，讲究“贱而长

寿”，在当今难登大雅之堂的名字，成为当时生存的寄托。但是大多数的人名多蕴含传统意义，表

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表宗族观念：延、续、继、宗、嗣、世、根、祖、承等。

二是表道德品行：礼、义、德、忠、诚、孝、贤、淑、贞等。

三是表财富：发、财、富、贵、金、银等。

四是表美貌（花卉名）：菊、桂、兰、荷、梅、芝、柳等。

这种渗透着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命名方式和内容，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名字开始偏离了中国五千年符号文化的轨道，开始同政治

社会接轨了，政治生活的变化深深地体现在人名中。这个时候取的最多的名字就是“建国、国立、

开国、卫国、爱国、新华”等，中国人的名字同新中国开始有了关联。几年之后抗美援朝战争开始

了，这个时候“秦援朝、黄抗美、王跨江”等名字掀起了名字的新的一轮高潮。五六十年代，中国大

地上流行着一种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豪情壮志，这种精神本来是好的，但是后来发展到了极端，

超越了客观规律，就成了一种浮夸，一种盲目激进的做法，终于导致了“大跃进”，并且给人们提供

了要“超过英国赶过美国”的美好幻想的空间。“钱跃进、周反修、郭超英、武赶美"等引领这一代名

字的潮流。

接着，苏联人造卫星上天，1957年-1958年之间“卫星”这个名字满天飞。但是三年自然灾害，

“陈饿肚、梁饥馑、肖无粮、曹缺食”的人名却没有出现。看来，虽然名字反映时代特色，但是在一

定程度上会避免一些阴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又一次的姓名改革的复苏是从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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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2)。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名字的朝代，“卫东、卫彪、卫国、卫党、红卫、

文革、永革、建忠、永忠、爱武”等名字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涂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使用频率

达到了高潮。这个阶段的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被狂热的政治运动冲昏了头脑。因此，中国光叫“卫东”

的男男女女就超过五十万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名又有了新的特点，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治色

彩的淡化，“红、军、卫、东”等这类字眼已经很少见了，代之以雅致新颖的名字。

七、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倡改革开放，于是“吕改革、陈开放、刘万鑫、蒋下海”又成了一批孩子

的代号。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脱掉背负的沉重的政治外衣，名字开始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的

感情和思想。人们开始寻找更动听悦耳的声音和表达，“勇、伟、娜、丽”等极富男性或女性色彩的

字眼被广泛采用。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东西方的交流日益频繁，“西学东渐“已成趋

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外一些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在名字中也有所反映，当时一些比较带有洋味

的名字受到人们的宠爱，像“丽娜、丽莎、露茜”等。2001年7月13日那天，中国的近千名孩子被起

名叫“奥生、奥运”，因为那是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主席宣布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日子。大家以

起名的方式来表达对北京申奥成功的喜悦和自豪。

二十一世纪，中国第一批独生子女开始为人父母。这批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读着金

庸、琼瑶的小说长大，他们希望给孩子一个并不大众的名字，彰显个性。比如有的孩子随母姓，以

此体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有时出现四五个字的名字，来避免重名的尴尬。传统的取名规矩被打

破，取代的是时尚潮流。中国人名字中的用字，都有着强烈的时代特点。现在，各种各样的名字令

人眼花缭乱：陈@、李COM、常上网、张NET等等体现网络文化的名字也出现，这些名字虽然有

些稀奇古怪，但不可否认他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可以看出，人名与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文

化观念等密切相连，反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和心理。人名的内容就是符号化的社会内容、文化内

容和历史内容。

新中国的姓名变迁是一部有趣的历史发展史，中国人的姓名无不印上了时代的烙印。一个人

的名字能够折射出他出生的年代背景。当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时，大致可以判断出他出生的

年代和成长的社会背景。这在人类姓名史上还不多见。总之，中国人的名字，具有很多值得羡慕的

文化成分，同时也成为社会大背景的标签。

3. 人名的文化内涵

人名是一个人的外在标志，是一个社会人与另一个社会人之间相互识别的符号。远在秦朝，

当婴儿三个月大的时候，长辈们就要专门为他举行命名仪式，所以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二十一世纪，

命名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它不仅能反映出语言的一些特征，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文化特征。王

建华曾经从汉语言文字学的角度，从音、形、义三个方面考察过人名的语言系统。他发现中国人命

名时注重：第一，音律美、节奏感。每位父母都喜欢为自己的孩子选择悦耳动听、琅琅上口的名

2)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和江青两

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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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二，利用汉字的形体变化为人名制造各种情趣或美感。第三，讲究意合，寓有含义，寄托父

母对孩子的殷切希望。3)

以上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人名的，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汉语人名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它涉及的领域很广，……。其所蕴涵的思想理念无比深湛，凝聚了数千年炎黄文化的历史沉

淀，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4)人物命名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给孩子取名时，往往寄托了自己的希望和祝愿。因此，人的名字中

蕴含了很多的含义，以期通过名字来表达某方面的含义。

3.1. 体现传统文化

人的姓名既然要伴随这个人的一生，所以名字的起用一般还是很有讲究的。中国自古以来就

是一个厚德载物的伟大民族，有着丰富凝重的传统文化根底，特别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非常重

视自身的道德素养，这些都活生生地体现在人名上。

一是以历史人物为崇拜对象起用的名字。如“学备、学邦、学秀、学章”等等人名是父母希望子

女以刘备、刘邦、刘秀、刘章等人物为学习对象起用的名字; 再如名叫“道孔、道明”的，是让以三

国诸葛孔明为学习对象的。这类名字的起用包括对领袖的崇拜，如前面提到的“学东、卫东”等等。

二是以教义信条为起名依据起用的名字。如信条“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智勇，道德忠孝义，温

良恭俭让”等等，此类名字一般在教义字的前加“学、有（友）”等字起用，或加于教义字的后面起

用。又如“国荣、家兴”等则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在名字上的折射。

三是以年份、地点、节令为起名依据起用的名字。此类人名诸如“寅生、卵生”等等是指虎年、

兔年出生的人；再像地点的是如“太生、沪生、洪生”等等；再如“春生、夏雨、麦生、秋风、冬雪”

等等人名是以出生的季节或该季节的象征物来取人名的。这些名字平凡但有纪念意义。同时将名字

与自然时空联系起来，是社会生活中个人生活环境成长的反映，也是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互相统一

的表现。

四是把传统的文化物化于一些具体的事物上。通过这些具体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人生准则。

如很多人将“麒麟、龙、凤凰”等神圣的东西看作是吉祥、高贵的象征，以“松、兰、竹、菊、梅、

荷”来代表刚正不阿、正直不屈的优秀品质。所以这些事物就经常出现在名字中。

五是一些落后的封建思想在命名上也有所体现。如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重男轻女、传宗

接代的思想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即男子是繁重体力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如果家中没有儿子，在给

女儿取名的时候就常常会用“招弟、跟弟、爱弟、思弟”等名字（弟也作娣）。借以表达生子的愿

望。这一类名字多见于农村，现在已经很少出现，反映出人们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时光的推移，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素养也在不断提高，在给子女

名字的起用上应该说越来越有点文化了。但在一定程度上名字上已与传统文化出现断层，一反传统

文化的束缚。

3)王建华 汉族人名与汉民族文化 文化的语言视角—-中国文化语言学论集，三联书店，1991年，323页

4)李益德，李学杰 汉语人名用字管窥 周口师范学报2005年第1期，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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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表达美好祝愿

人们普遍认为好的名字会带来好的兆头，因此，人们在给孩子取名时都会把自己的美好祝愿

寄托于他们的名字中，希望借此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

以吉祥、安康之用意起用的名字。如兄弟姐妹间的名字含有“福、禧、寿、禄”字的，含有

“金、银、铜、铁”的，含有“山、海”的等等美型的名字，其中“金、银、铜、铁”字一般与“锁、

蛋、娃”等字联结成名字，主要是父母图子女好管养、结实、健康的意思。这一类名字还有像“卿、

富、贤、昌、祥、康、瑞、青”等都是父母企盼幸福、平安、吉祥、长寿等等用意起用的名字。像

最典型的“大平、永平、强、康、健”等。父母还企盼子女善良、平安、福贵、成才、突出，如叫

“××顺、××安、××杰”等等。

男性与女性在表达自己美好愿望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体现了不同的性别特色。女性大都以

“珍、爱、琴、英、雅、兰、菊、芳、慧、秀、玲、婕、淑、香、丽、圆、婷、倩、娟、佳、惠”等

美好的字为女性专用，表达了父母企盼女儿能美丽、漂亮、端庄、秀丽、文雅、贤慧的愿望。这是

因为在人的天性中一直存在着对于美的强烈追求，女性名字尤其如此。而男性则将“强、刚、杰、

建、健、鹏、志、龙、利、凯”等名字用字列为首选，希望健康俊朗、前途无量。并且表现了男性

强烈的对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

3.3. 充满诗情浪漫

名字是一个人的标志，是一张无声的名片，很多人希望通过名字来体现自己的品质和涵养，

显示自己的高雅与品位。希望达到“人如其名，名如其人”的效果。女性名字的浪漫程度强于男性。

如“诗、雨、璇、梦、紫、嫣、梦、若、汝、菲、琼”等这些字都包含着深深的诗情画意，女性更多

的倾向于使自己的名字听起来更加婉转动听，撩人心弦。

另外，叠名也体现出浪漫的情调，叠名大多叫起来比较顺口，并且能表达亲切、喜爱之情。

如“姗姗、玲玲、佳佳、媛媛”等，而男孩子中使用叠名的却比较少，男孩子的名字一般要听起来比

较气度非凡、大气怡人，要能充分显示他的宽广心胸和社会角色。

3.4 其他 

另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影响到取名。名字是用来称呼的，因此读出来好听是一个非常关键

的因素。有的名字虽然字面上意思不错，但容易被别人取个不雅的绰号，如“胡丽”（狐狸），“王

霸”（王八），“赵瑶”（造谣）等，就应该尽量避免。在方言区，甚至要周全地考虑到普通话和方

言两种语言读起来的时候是否都悦耳。

还有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生辰八字也跟名字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金、木、水、火、土”五

行俱全，才能有一个好的命运。中国古代“五行说”颇为流行，并出现“五行相生相胜”的原理。五行

用来解释人的命运，如果五行缺木，取名是最好加上木字旁的字；缺水就要加上三点水旁的，缺什



262 · 中國學 第51輯 (2015.06)

么加什么，这样才能保证一生平安，这虽然可以说是一种迷信，但是父母都希望孩子健健康康、平

平安安，所以宁可信其有，这种取名方式一直影响到今天。 

4. 人名的趋势走向 

前面我们从横观的角度对人名进行了语义分析，下面将对人名做一个纵观的探究。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在名字上也有一定的体现。以下是人名变化的趋势和走向。

4.1. 男女性别差异淡化

在七十年代以前，人名直接体现性别，男性的名字都通常比较勇猛刚强，而女性的名字都体

现比较娇美温柔的一面。但在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性格差异就变得比较模糊，性别特征开始淡化。一

些中性的名字开始存在。如“逸、然、轩、宇、卓、瑞、博、晟、臻”等，心里学家把它叫做阿妮姆

斯型。5)这是因为在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下，人们逐渐摆脱了男尊女卑的思想，男女平等的观念正

在深入人心，女起男名正是向男权思想的挑战，父母对女孩子们寄予了同样的厚望，他们希望女孩

子也毫不逊色于男孩子。当我们看到“晟航、荣臻、皓文、博迪”等名字的时候，我们根本判断不出

名字主人的性别。而反之，阿妮玛型6)的名字类型却比较少。

4.2. 两字名及三字名增加

九十年代以后的父母都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取两字名，这不是六七十那种程式化的翻版，而

是一种创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是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意识到单名的重名率过高，两字名甚至

三字名既能体现姓名的与众不同，同时也减少了重名发生的几率。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独生子女的比率更高，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两字

名不仅考虑了两字之间的联系，更考虑了父姓、母姓，父名、母名的联系，出现了很多父母联姓的

现象。母亲也希望自己的姓氏能够得到传承，为求得平衡，便出现了复姓，如“张施蕾，徐于静，

李岳敬轩”等，都是第一个字是父姓，第二个字为母姓。但也出现了过分的现象，重庆一个市民给

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欧阳成功奋发图强”，可他前往公安机关登记时，却因八个字的姓名超过了中国

户政电脑系统显示长度遭到拒绝。中国人起名的观念、习惯变化之快，连电脑系统都措手不及。

4.3. 运用同音谐音

5)阿妮姆斯型是一个人格心理学上的术语，指的是女性性格中存在的男性成分和意向。这里借来指代女性名

字中的男性化倾向。

6)阿妮玛型也是一个人格心理学上的术语，指的是男性性格中的女性成分和意向。这里借来指代男性名字中

的女性化倾向。



中国人名的文化内涵及命名趋势 / 胡再影·金昌庆 · 263

为了标新立异，中国人的取名大量使用修辞手段，构造文字游戏，造成独特的视觉和听觉效

果。由于汉语的音、形、义的特点，即汉字简约，具有单音节性，同音字多，每个汉字涵义丰富，

语法简单明了，缺少形态变化，这种语言上的特性使得这种修辞所造成的独特效果成为汉语姓名的

专利。人们大都利用同音谐音取名，如：

歌星黎明与时间名词“黎明”同音双关，歌星费翔与动词“飞翔”谐音双关。

同音：雷霆、樊篱、周济、周密、严格、严肃、严峻、华夏、安宁、安静、柳枝青、薄冰。

谐音：胡蝶（蝴蝶）、梁爽（凉爽）、萧遥（逍遥）、夏雪（下雪）、高健（高见）、郑直

（正直）。

所谓谐音字，就是利用某字词与某字词在语音上相同或相近这一特点，互助假借，表情言

志。当我们读到一个人名字时，首先想到的不仅是这几个字的意义，而且还有它们同音字的意义，

有时后者还是主要的，起决定性的作用。如“庞博”除了广识博学的意思外还有和“磅礴”一词同音，

其气势宏大，有理想、有抱负之人。还有从成语或俗语中取名，如成方圆来自“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 钱思源来自“饮水思源”；一鸣来自“一鸣惊人”等。以上种种，不胜枚举。

这样的取名方式言简意赅，寓意深远，体现了中国人这种重视语言文字和喜欢文字游戏的心

理。这种富有创造性的取名让人有会心一笑、耳目一新的感觉，体现了文字所潜藏的巨大的表现

力。但在运用这种方法取名的时候，也要三思而后行，如:

冯雄 ― 逢凶。办事多有不顺之含意。 

吴礼 ― 无礼。做事粗野，不讲礼节。 

吴信 ― 无信。说话不讲信用之人。 

宋忠 ― 送终。短寿的兆示，视其气量窄狭。 

范婉 ― 饭碗。为生计奔波操劳之人。 

吴德 ― 无德。为个人私利不顾全大局之人。 

韩渊 ― 含冤。施舍招怨，行好惹祸之人。 

苏光 ― 输光。干事成的少，败的多的人。

马玲淑 ― 马铃薯

蔡士常 ― 菜市场

贾宝玉 ― 假宝玉

因而，人名要避免语义搭配时出现不好的联想意义或谐音词。人们在命名时往往选择一些清新雅

致、寓意深刻的字，但有些字含义虽然很好，可是跟姓搭配起来，就容易出现谐音字，而产生某种不

好的联想意义。如“瑜”意思为“美玉”，用来命名很雅致，但这个字不宜直接跟“李、戴、张、章”等姓

搭配，因“瑜”与“鱼”同音，如果与以上姓氏搭配，就容易使人联想到“鲤鱼、带鱼、章鱼”等，在交际

时会出现某些障碍。又如“于刚”会使人想到“鱼缸”，“侯岩”会使人想到“喉炎”，“范婉”会使人想到“饭

碗”等。此外，下列三个姓应引起足够高的重视，因为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叫出毛病来。这三个字是

“吴、宋、贾”。比如这个“吴”姓，命名时需注意，因为“吴”与“无”谐音，搞不好便有反其名而意之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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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叠音名的减少

叠音名是汉民族特征的语言艺术形式之一。带有亲昵的感情色彩，叠音名读起来轻快，叫起

来亲昵，听起来轻盈，小时候这样叫显得比较可爱，可如果到了中老年还这么叫就有点儿不太得

体。此外叠音名和单名一样容易造成重名的现象，因此现在叠音名更多地用于乳名中。但也不排除

这种现象，就是姓和名是同音，象电视台主持人方芳，运动员杨阳，作家韩寒。这种名字比单纯的

叠音名显得大方，加上公众人物使用的话，会让人对他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5. 人名的误区和规范 

“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在最新一次调查中发现，使用生僻字的人越来越多了，特

别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生僻无疑是希望名字有个性的一种表现，可对于那些天天泡网长大的

新兴父母来说，名字还有更新的搞头。 “花”、“媛”、“涛”、“凤”……这样的名字出现的几率将大大

减少，而“赵一A”、“刘.com”、“李@”等名字或许将大行其道，@是新生事物，“爱他”的谐音，估

计每人使用，于是出现了＠这个名字；电脑流行，com也跟着流行，全世界都用，跟“康”谐音，成

为人名，表示“安康”的意思。武汉某媒体甚至还报道了“萨达姆·邓·非典”这样出格的名字。网站起

名、软件起名、BBS征集……网络时代的烙印，将从一出生，就印刻在你的身上。 

追求个性、吸引眼球；讲究简单、随意而起，名字所承载的，可能是比过去更重要的意义—

—网络时代的父母更重视心理专家的说法：名字将会暗示一个人人格的发展，有着积极阳光的名字

的人，更容易变得开朗；也可能什么都不承载——他们不想让孩子像过去一样，用“慧”、“娴”、

“勇”这些传统的概念束缚一生。E时代7)的名字有了前所未有的多种选择，它是宽容的、开放的、

多角度的，也是娱乐的、轻松的、强调自我的。 

进入新时代，人名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第一是人名的符号化。符号学说，符号本身是固定

的，而其所指的意义却是可变的。几年前看到@和.com以及ABCD，你能想到的无非是网络和英文

字母，而今，这些奇怪的符号已经走进了名字，成了新新人类最喜欢的起名符号！第二是四字非复

姓。过去四个字的名字，大多因为复姓，司马、诸葛、欧阳……但瞅瞅现在拥有四字名字的孩子，

可不那么简单，要么体现父母平等，要么有哈日倾向，再则就是为了避开重名。中国古代的复姓就

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现代的我们当然可以创造新的复姓。四字名既有东方味道又不易重名，还能

天衣无缝地嵌进父母的姓名，当然是个好选择。第三是中文姓英文名。如今，这种中西混合的名字

已经越发流行。这种名字不同于英文名，姓氏一般都是中国的，又带点洋味道。 

中国人的姓名结构正逐渐发生变化。有人说名字只是代号，取名应该属于个人自由；可也有

人说这种时尚的追逐已经彻头彻尾地违背了中国的传统，与国际接轨不错，传统文化丢了就大错特

错了，褒贬不一。

名字的历史演变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摒弃了陈规陋俗，越来越讲究名字的艺术化、寓意

7) E时代，指的是（electronic）电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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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于是出现了以上这些现象，父母给孩子取名字的时候会极力避熟求新，名字中的生僻字越来越

多。一般的新华字典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取名时便搬出47073个字的康熙字典。
而作为老师，每次在新年伊始拿起点名册要点名的时候总是得事先浏览一遍，不认识的字赶

紧查字典，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比如有学生的名字叫“马騳骉”，看起来比较新颖奇特，可是大部分

人都不知道怎么念，那就失去了名字最基本的交际功能。 

6. 结论

“人名作为一种语言和社会现象有其自成系统：一个是内部系统，内在构成形式有其规律；一

个是外部系统，同复杂的社会现象有广泛的联系”。8)人名不仅是语言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文化的载体，反映着社会的变化，不同的人名蕴含着不同的文化内涵。社会因素与语言现象之间互

相影响，密切关联。人名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传递着各种信息，社会因素对人名也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人名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本文也只是基于穷尽性调查的研究和定

量的描写，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

人名提倡彰显个性，但也会出现过犹不及的情况，过于偏爱生僻字，造成人名失去了它的便

利的社会交际的功能。这也是我们要注意和防范的地方。人名的产生、发展变化都是适应社会交际

的需要，人名在实践中形成的，其意义也要在实践中体现。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和变化，人类

社会实践的多样性，认知对象的复杂性，文化心理活动的易变性等等，更加丰富了人名所表达的社

会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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