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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看过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的人们肯定记得，在第三十三回中，太上老君看炉童子的那两件宝
贝紫金葫芦和羊脂玉净瓶真是神奇极了，人拿着它站在“高山绝顶，将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一声
‘孙行者’，他答应了，就已装在里面，随即贴上‘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的贴儿，他就一时三
刻化为脓了。
”这就是名字的魔力，“孙悟空”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其实就是这猴头自身。
类似的故事在《封神演义》中也出现过：殷商大将张桂芳向周军挑战，不管是谁出战迎敌，只要张桂
芳喊一声“某某不下马更待何时”，这周军将领便会鬼使神差地滚下马来，并且百叫百应，屡试不爽
，急得姜子牙只好高挂免战牌。
后来还是哪吒不怕他叫名字，因为哪吒是莲花化身，根本就没有三魂七魄，所以叫不下风火轮来。
这仅仅是神话作者的杜撰吗?不，在中国古代的现实生活中，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的确是与他自身血
肉相连的最最重要的事。
鲁迅先生在他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说，他曾听长妈妈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儿时的乐园百草
园中据说有一条美女蛇，常常在墙上探出半个头来，叫人的名字，谁要是答应一声，就会被这美女蛇
吸了脑髓。
不要以为这是大人吓唬小孩的话，其实当时大人们自己都坚信不疑。
　　在江南的乡村中，夏天的夜晚是最温馨美丽的，纳凉的大人们听着阵阵蛙鸣，正在“稻花香里说
丰年”；孩子们三五成群，追逐嬉戏，“轻罗小扇扑流萤”。
这时，如果有一个陌生的声音叫某个孩子的名字，他们非但不会回答，还会惊得一哄而散，因为他们
的幼小心灵中都满载着爷爷奶奶一遍又一遍的嘱咐：夜晚陌生的声音叫你，千万别答应；一旦答应，
魂灵就会被摄去，人也会七窍流血而死。
原因很简单：相传古代的每座石拱桥都有一位魂灵在支撑着，否则就会塌陷。
所以，每一座新桥合拢之时，石匠就会四乡出动，去叫人名，谁答应了，就等于同意去撑桥。
结果灵魂被重石压着，当然会七窍流血而死。
这种传说在过去江南的农村中流传很广，甚至传人城市之中。
1928年4月6日《申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市近日忽然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工
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
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块，上书歌诀四句，藉避危险。
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
(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及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圹。
(三)你造中山坟，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
”这里的“总理坟”指当时正在修建的中山陵。
这件离奇的事发生在当时的首都南京，正说明民间那种迷信观念是如此的普及、如此的深入人心。
这是多么可怕的禁忌啊!原来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名字就是人的灵魂的象征，对于名字的保护就是对
灵魂的保护，也就是对人身的保护。
　　请不要嘲笑这种幼稚的迷信，在古人的眼中，名字的确是人生最最重要的部分。
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在一切祝福和诅咒中，名字是关键。
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人或灵魂是神秘地连在一起的，一定要小心保护。
”据史书的记载，汉代就有戾太子巫蛊事件，用桐木雕成人的形状，写上汉武帝的名字，就象征着汉
武帝本人，对桐木人施行巫术和诅咒，就能让汉武帝死去。
晋代的大画家顾恺之则更有意思，有一次他看上邻居家一位漂亮的女孩子，朝思暮想而不得到手，就
画了一张此女的肖像，写上名字，再在心口插根针，这位邻女就天天心口痛。
直到清代，在《红楼梦》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赵姨娘用这种巫术整得贾宝玉死去活来。
在这种巫术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名字，在诅咒物上写上谁的名字，诅咒的魔力就会施展到谁的身上
。
这仅仅是我们汉民族的观念么?不!在古埃及神话中，凡女伊西斯就是利用天神“拉”的唾液和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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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毒蛇，迫使天神交出自己的名字，战胜了天神。
据说北美印第安人“把自己的名字看做不仅是一种标记，而且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正如自己的眼睛
和牙齿一样，并且相信对自己名字的恶意对待就会像损害自己肌体一样造成同样的损害。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许多部落中都有这种信念，由此还产生了许多隐瞒和更改名字的奇怪规定。
”总而言之，古人认为，名字是人的灵魂的标志，它和人本体联系在一起的，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人
的一生。
过去的人们相信，名字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好坏，美好的名字可以给人们带来幸福，不好的名字可
以给人们带来厄运，而对名字的诅咒必将给人带来灾难。
当然，从巫术的角度来说，这种交感巫术过去曾经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维。
　　　　(一)先秦时期的人名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社会风尚，生
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无不受它的影响，人名是一个社会文化的镜象，所以，这种影响常常反映到人们
的名字中来，形成反映每个时代特点的命名色彩。
周代以前，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主要的精力是与大自然进行抗争，民风质朴，人们命名的习惯是非
常朴素的，那时的命名注重社会功能和交际需要，没有多少文采和雕饰，带有原始的朴素的色彩。
根据一些传说的人名来看，人们多是根据身体特点和部族图腾来命名的，猴部族的首领起名叫“契”(
古代文字“契”像一只猴类动物)；虫类部族的首领就起名叫“禹”(“禹”的古文像一种虫)；身材高
大就起名叫“尧”(尧是高大的意思)；姿容优美就起名叫“舜”(舜是美丽的意思)；会种谷子就起名
叫“稷”；被人遗弃就起名叫“弃”等等。
　　到了商代，人们迷信鬼神，对天有着无限的敬畏，祭祀成为国家头等大事。
反映在人名中，就是那种神秘性，上自帝王，下到平民，多以天干地支来命名，郑樵曾经做过这方面
的统计，像祖己、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都是这样，而从太乙(成汤)一直到帝辛(商纣)，其中的29
代帝王都以天干命名。
　　周代社会由商代的质朴转向繁华，崇尚文采，文化也呈现多样性的特征。
反映在命名上，出现了“五则”，《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桓公夫人生下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
庄公，鲁桓公去请教申繻如何起名，申蠕就讲了一套起名的原则：“信、义、象、假、类”。
“信”就是根据孩子出生时的实际情况命名，如郑庄公名“寤生”，就是因为他出生时半天哭不出声
来，很容易闷毙，他妈妈受了惊吓，就将他起名“寤生”，并且，他妈妈就从此不喜欢他，造成他与
弟弟手足相残；“义”就是根据人的天赋资质，选择表示美德的字眼命名；如姬发，取勇猛的意思，
屈平，取安静平和的意思；“象”就是根据孩子生理上的某些特点命名，如老子名李耳，字聃，据说
就是因为他没有耳轮；孔子名丘，是因为他出生时头顶中间低，四周高，像山丘形状；晋成公贵为一
国之君，却起名叫“黑臀”，就是因为他出生时，母亲梦见神人以墨涂抹孩子的屁股，屁股上有一块
黑色胎记，所以起名“黑屁股”；诸如此类，卫国还有黑背，楚国有黑肩，孔子有学生名曾皙，也是
因为身上有黑痣；“假”就是借外物来比喻命名，像公孙虿、董狐，就是以物名假借；“类”就是选
择与父亲或长辈有关的字眼命名，鲁桓公的太子和父亲同一天出生，就取名“同”。
申繻在提出五原则的同时，还提出起名的禁忌：给孩子起名，不能用国家名、官职名、山川名、疾病
名、畜生名、祭器名。
除此之外，一切字眼都可以用。
可以说，周代人名是从质朴转入文饰的转型期，一方面对人们起名进行规范，以名表德的现象开始出
现，人们开始追求以美好的字眼来命名；另一方面又还保持原始的质朴风格，注重个性特征。
　　　　电视剧《渴望》里有一个角色叫王沪生，是一个感情不专一、行为自私并且整天无所事事的
典型，播出后遭到人们的唾骂。
上海人反应尤为强烈，说是把这样一个人起名叫“王沪生”，这是对上海人的侮辱。
似乎一提“王沪生”，全社会都认同这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人。
可见以出生地命名的方法早已被全社会约定俗成了。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为本的国家，从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就固定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经常自称
是炎黄子孙，这炎帝黄帝都是以农业立国的。
所以，贯穿在中国文化中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就是土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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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把“赐土”看成是最重要的赏赐，人们世世代代固守着自己的土地，把离乡背井看成是最痛苦
的人生。
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少年时代是最难忘的时代，无忧无虑，天真烂漫。
所以是埋藏在心灵深处的最美好的回忆。
俗话说，老年人是在忆旧中生活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一切人生最不确定的东西都成为定势，无欲
无求的时候，就容易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反思，而只有童年的光景最美好，所以就有了“树高千丈，落
叶归根”的寻根意识。
这种寻根意识在中国古代的人们心中是非常强烈的，甚至贯穿一个人的一生之中，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代代相传，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情结。
这种寻根的情结表现在命名上，就是喜欢用出生地来给孩子命名，希望他长大后，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都能记住这块生他养他的热土，记住自己的根。
以出生的地点来命名是最古老的命名方法之一。
早在原始社会中，部族之间都有自己固定的领地，图腾就是这个部族的姓，领地的名字可能就是他们
共同的氏。
例如，神农生于烈山，于是就被称为烈山氏，皇帝居住在轩辕之丘，就被称为轩辕氏。
舜出生在姚墟，就以姚为姓。
姜子牙的后代居在营丘，就以丘为氏。
　　到了后来，像西汉时期的东郭咸阳，因为出生在咸阳，就以此为名。
东汉著名的学者赵岐，字邠卿，一看就知道他是陕西省岐山人。
可是，他原来的名字却是叫赵嘉，字台卿。
因为他的祖父在御史台为官时他就出生在官署，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后来，他逃避战乱，流离在外，为了“不忘本土也”，就自己改名岐，字那卿。
晋代的石崇因为生在山东的青州，所以小名叫齐奴。
北宋政治家司马光的父亲出生在今天的越南谅山，当时叫池州，所以起名司马池；司马光生在父亲的
光州太守任上，所以起名司马光；他哥哥生在父亲的宜城太守任上，所以起名司马宜，这种现象历朝
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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