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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不久，在一份小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新加坡第二副总理王鼎昌提出一个疑问：“孔子
姓孔，孔子的父亲却为何姓梁，中国曲阜还建有一梁公庙祭拜他？
”1987年12月29日，来自中国国务委员兼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谷牧的一封信，解开了这个谜。
原来，古代中国姓氏非常复杂，最早与图腾有关，夏、商、周三代以后，“以地望明贵贱”，姓氏常
与地名相连，很不稳定。
到了汉朝，汉人姓氏才趋向稳定。
　　至于孔子的父亲，通称梁叔纥，史书也简称纥、叔梁、梁纥。
其实“叔”字是古人兄弟排行的次序，“梁”是地望，“纥”才是其名。
所以如果除去排行、地望而加“孔”姓，即为孔纥。
　　《史记》也曾记载，孔子的先人，始称孔防叔，后简称防叔而省去孔姓。
他的后代伯夏、叔梁纥，皆是省去孔姓的简称。
可见叔梁纥，姓孔名纥，叔梁纥只是传统的习惯称谓。
　　由此可见，孔子的父亲，确是姓孔，而非姓梁。
　　(《报刊文摘》1988.1.12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　　这则消息的标题是《孔子之父姓梁姓孔？
——谷牧答客问》，真够堂而皇之，古今名人罗列在一起，确实醒目，但它的可靠性却要大打折扣。
稍有历史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先秦时男子称氏不称姓，我们可以断然说，叔梁纥既不姓梁，也不姓
孔，而且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孔”这个姓。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源出殷商王族，为子姓，《世本》所载世系十分清楚。
所以，我们对这则报道的可靠性要提出疑问，其内容极可能是出于传闻。
　　但是，这样一则报道又告诉我们，在中国文化影响所及的地区，姓氏及其背景知识是许多人感兴
趣的问题。
也就是说，姓氏与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
只有对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有所了解，才能对姓氏有深切的理解；而以姓氏为起点，深入探讨，对
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则不无助益。
在历史上，姓氏并不仅仅是血统的标志、家族的徽章，它曾经与社会的等级结构紧紧地缠缚在一起，
又突出地表现门第思想、宗法观念，还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并且是民族融合的表征。
在华夏民族的大家庭里，姓氏是联系的纽带；在华夏文化的氛围中，姓氏又是认同的基因。
循着历史发展的轨迹，探讨姓氏的文化底蕴，是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
　　后面的几个部分，是有关名字的内容。
　　每个人都有名字，说来比较简单，各自的含义也都了然于胸，无须张扬。
但对别人的名字呢？
就不大好说，其中的深意很难知晓。
就以我们的大文豪鲁迅为例吧：　　鲁迅原名周樟寿，是他的祖父介孚公给他所取的，他生于前清光
绪辛巳八月初三日。
即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
那时介孚公在北京当“京官”，在接到家信的那一日，适值有什么客人来访，便拿那人的姓来做名字
，大概取个吉利的兆头，因为那些来客反正是什么官员，即使是穷翰林也罢，总是有功名的。
不知道那天的客人是“张”什么，总之鲁迅的小名定为阿张，随后再找同音异义的字取作“书名”，
乃是樟寿二字，号日“豫山”，取义于豫章。
后来鲁迅上书房去，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不喜欢，请祖父改定，介孚公乃将“山
”字去掉，改为“豫才”，有人加上木旁写作“豫材”，其实是不对的。
　　到了戊戌(一八九八)年，鲁迅是十八岁的时候，要往南京去进学堂，这时改名为周树人。
(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　　鲁迅在改名周树人之前，他的名字还有这么多曲折，若不是他的胞
弟(周启明即周作人)告诉我们，恐怕就无人得知了。
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为孙辈取名，都是借当日来访客人的姓氏，这是他自己的一定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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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原名槐寿，自述“阿魁则是我的小名，因为当日接到家信的时候，有一个姓魁的京官去访他，
所以就拿来做了小名，这是他给孙子们起名字的一个定例”(《知堂回想录》)。
　　为什么介孚公会有这样的定例？
取有功名的客人作吉利的兆头，只是比较明显的用意。
这位介孚公曾经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对于儒家经典不消说是烂熟于胸了。
《左传》中关于命名的五种格式，其中有“取于物为假”一类，就是无论什么人物、事物，都可采用
“拿来主义”，假借为名；对“取于物为假”这种格式，历来都是用孔圣人家的故事做解释，说孔子
的儿子降生时，适逢有人送来鲤鱼，孔子就借此为名，给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
介孚公给孙子起名字的办法脱胎于此，至为清楚。
　　通过这样一个例子就不难看出，名字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心理的，一是文化的。
命名者的心理因素如好尚、愿望、期许等，总是特定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说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
问题。
　　但是，像鲁迅名字这样详尽的资料，为数并不多，因此我们很难进行周密的个案研究，然后归纳
出有说服力的结论。
另外，人名所包含内容的庞杂，也就是说它的多样化程度，是一般文化现象中少有的，人们命名的自
由度，古往今来都是相当大，最少限制。
这无疑增加了探索人名文化内涵的难度，不过也有它有利的方面，这众多的人名恰似一份社会问卷的
答案，来源之广，绝无仅有，没有程式的限定，而且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们从这份其大无比的答卷中，会看到一个个比较集中的意向群。
分析这些群落的文化内涵，既可以不依赖单个名字的个体背景资料，又能够发现同时期的一般倾向和
不同时期的共同倾向，这都是明白无误的价值取向，它表现的文化观虽然没有系统性，然而是真实的
历史存在。
　　我们尝试利用人名的资料来充实文化史研究的内容，尽量吸收现有的人名学研究成果，以期较少
失误；也从文化史的广阔视角来考察人名，希望比一般的人名学研究深入一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就让我们从“百家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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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姓名与中国文化》从姓氏的起源角度梳理姓氏文化的传统，对姓氏的民族认同心理、姓名的中
国学都做了详实的介绍，写得生动好读，在赵钱孙李的后面，使中国人取名的一部秘史。
从《百家姓》以来中国的姓氏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切近的组成部分，从取名字的避讳、姓名
与五行的相生相克、怎样的姓名主贵，在一个尘封的传统里面有着中国人的“日常小秘密”,百姓日用
而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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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古文化孕育出的百家姓　　宋朝时出现了一本《百家姓》，历代童蒙习诵，可以说是
家喻户晓，成为人们最起码的文化知识，虽然现在已不是儿童读物，但它的普及程度仍然比得上任何
一本流行小说，其在我国各个阶层人们的知识结构中都占据了一小块地盘。
　　蕴集在《百家姓》中的文化内涵时时影响着人们的言行，而又不易察觉。
反观我国古老文化所孕育出的百家姓，解剖其中的文化内涵，或许会使我们在进行观念的改革时有所
受益。
　　一、姓氏的起源及其与古代社会结构的关系　　姓氏在今天已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我们最常见的
用法是“以姓氏笔画为序”，姓与氏并无区别。
但稍有古代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先秦时期姓与氏是严格区分的。
这样一个善于姓氏知识最基本的问题，与溇时的社会结构有着姝联系，其他问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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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姓名与中国文化》告诉您：何谓认祖归宗；中国主要姓氏的秘史；怎样给孩子起一个恰当的名
字⋯⋯那些隐秘在中国姓氏里的“大学问”。
　　名字反映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心理的，一是文化的。
命名者的心理因素如好尚、愿望、期许等等，总是特定社会价值取向的反映，到底，还是一个文化的
问题。
　　今人迷信星命，为求五行盈虚调和，常取五行金、木、水、火、土加于名字，藉以补救“生辰八
字”的欠缺。
像名森的必其八字缺木，名鑫的必缺金，名焱的必缺火⋯⋯　　晋人潘岳字安仁，用《论语》“仁者
乐山”之意，但以“岳”代“山”，“仁者”改为“安仁”，稍隐其事。
战国时期孔子后裔名孔白，字子上。
“上”与“尚”通，白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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