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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一向重视“正名”的传统，有所谓“名不正则言顺”之说。
一个好“名字”意味着正大、光明的“名义”，正式、恰当的“名分”。
有了好“名字”，方觉得理直气壮，说话时方便，办起事来顺利。
另据研究，一个人的名字伴其一生，其心理暗示作用不容小视。
但如何起一个好名字，起名有哪些讲究，一般人可能就说不上个所以然了，而本书作者在充分研究了
古今中外的众多成功实例的基础上，以清晰流畅的语言、丰富翔实的资料向读者全面梳理了与“命名
”相关的方方面面。
　　本书在充分研究古今外众多成功命名基础上，总结出460余种起名的具体方法，并抽绎出一个关于
命名艺术研究的理论体系和命名艺术演进的历史叙述，既有“实用”价值，兼具理论意义。
　　本书在内容上的特点，除了范围“广”、叙述“细”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新”。
本书是国内最早研究商业命名的著作之一，讲解了园林景观的命名及公司商号、商品商标的命名，此
外本书还涉及了两个现在国内鲜有研究的“新领域”：一个是居所的命名（讨论现在已成燎原之势的
住宅小区和个人住宅的命名），另一个是中国商标国际化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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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纪念型纪念型的命名方法比之写实型稍微增加了一些主观色彩。
命名者在取名时尽管客观上只是想为事物取一个不同于其他事物的名字以便于称呼，但在实际上已经
联想起跟自己的个人经历有关的一些人物或事件。
命名者也许并没有着意要通过命名表达自己的什么信念，但命名的结果却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命名者的
个人色彩。
根据所纪念的对象的不同，纪念型命名艺术可进一步分为以人命名、以地命名、以事命名、以时命名
等。
由于命名时主观意图强烈的程度不同，纪念型命名艺术不可避免地会跟后面要说的述志型命名艺术发
生交叉重叠的情况。
例如人名取名中的以人为名，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就有些不同，西方命名中以圣徒名为名往往较少主观
色彩，以伟人名、文艺作品主人公名为名也只是因为命名者对之有兴趣或好感，通常（不是绝对没有
）并不寄托什么感情或抱负，但是中国姓名中的以人名为名，就往往寄托着命名者对被命名者的抱负
或期望。
这样，西方命名艺术中的以人名为人名常属于纪念型，而中国命名艺术中的以人名为人名就往往须看
作述志型。
第三节 夸饰型夸饰型本质上也是一种写实型，只不过是将对象的性状特点夸张了一点而已。
夸饰型在地名命名上的表现常是极力夸张本地的风景秀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等；在人名的命名上
则集中体现为绰号。
有意思的是，中西方对绰号的态度也有歧异。
在中国，绰号始终是绰号，始终没有资格进入正规的姓名之林；而在西方，绰号却是姓氏的一大来源
，甚至有人不无夸张地说，英美的姓名即起源于绰号。
分析起来，大约是因为西方人对名字看得比较淡，认为无非是一个记号，便于他人称呼而已；而在有
着“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悠久传统的中国，对待名字就十分郑重，即使不要求每个名字都必须有微言
大义，至少认为名字有关人一生的荣辱升降，是马虎不得的，像绰号这种主要是调侃性质的名称自然
就进不了姓名的殿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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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大约半年以前，新世界出版社的郑利强先生给我来电话，说希望重新出版我的《实用命名艺术手册》
，问我有什么意见。
我的第一个反应，除了感谢之外，便是要求赶快将书名改回来。
十多年前，当华东师大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命名艺术的书的时候，书名就已定好是《中外命名艺术
》，我的整个写作是按这个思路进行的，后来徐中玉先生欣然替我作序，也是冲着这个名称来的。
事实上，当时讲命名的书尽管不多.但多少毕竟有一些，而我的这本书的特点就是“中”“外”并重，
甚至责任编辑之所以要约我来写这本书，很重要一个原因也是看中我中外兼长这一点。
但后来书稿送去，已经排好快出版了，却来了一个消息，说是出版社发行部门某位负责人一定要把书
名改为什么什么“手册”，否则就不能出版，连总编对之也无可奈何，等等。
具体过程我已不想再说，总之，各方面都来“做我的工作”，希望我接受这一条件。
因为不想让朋友为难，我勉强让了步。
但此事我至今耿耿于怀，而且觉得受到了嘲弄：一本讲命名艺术的书，本身的命名却名不符实。
因此，当郑利强先生找到我时，我只提出了这一个要求。
我为什么要坚持这一个命名呢？
正如我上面说的，因为“中”“外”并重是本书的最大特色。
不但在命名的书还相当有限的十二年前是如此，在命名的书铺天盖地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初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书后列的参考书只有14本，而今天这个数字已增加到50多，还不算我没有列
进去的（包括一些与“风水”“算命”等放在一起的起名书），但是所有这些书中，像本书那样将中
外命名艺术综合起来进行对比研究的还是几乎没有。
至于“实用”、“手册”，看到一本书列了这么多的“命名法”（按本书“附录一”的统计，有460多
种），产生这一想法是不奇怪的，但是与一般介绍命名方法的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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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外命名艺术(464种实用起名理论及方法)》：一个是居所的命名，讨论现在已成燎原之势的住宅小
区和个人住宅的命名另一个是中国商标国际化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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