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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姓名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华夏传播的重要切入点。经研究发现，中国姓名在大众传

播过程中，富有诗性特征。首先是编码往往与诗歌互化，其次是传播渠道往往借助诗歌，再次是传播者与受传者往往

爱用诗歌，最后是反馈往往离不开诗歌。诗性传播可谓是华夏大众传播之道。

【关键词】姓名；华夏传播；大众传播；诗歌

诗性传播：中国姓名的大众传播之道
*

姓名是个人的符号，是人类传播活动必不可少的

元素。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时代，姓名都各有

自己的特色。姓名在时代演变过程中，与社会不断互

动形成了姓名文化，成为历史的一种活化石，成为文

化的一种载体和镜像。通过姓名这扇“窗口”，可以

了解一个民族历史、宗教、民俗等诸多文化信息。

中国姓名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颇具民族特

色，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华夏传播的研究

对象正是“华夏文化”与“信息传播”，抛开中国文

化便无从谈起。因此，挖掘姓名文化，分析其传播方

式，可以进一步探究华夏传播之道，很有必要。①

姓名除了用于人际传播之外，就个人而言，一般

都想获得大众的广为传播，以便扬名在外，光耀门楣，

名垂千古。正如《三字经》所言“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裕于后”②。大众传播是面对大众而进行的

一种传播活动，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是指使用

机器媒介进行的传播；广义上是指不一定要使用机器

媒介，只要是面向大量的不确定性的受众，即可视为

大众传播。③

作为一个符号，姓名要实现广泛传播，为人所知，

编码形式和传播渠道乃是关键之处。在识字率长期

低下的传统农业社会，口语传播与文字传播成为大

众传播的两大载体。好的诗歌简洁凝练，意象优美，

讲究节奏押韵，朗朗上口，是口语传播中富有辐射

力的传播载体符号，受众喜闻乐见。同时，诗歌还

是文字传播主要的文学体裁。先秦《诗经》《楚辞》、

两汉乐府诗、魏晋五言诗、唐诗、宋词、元曲等，

历朝历代诗人佳作汗牛充栋，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

姓名的大众传播，与诗歌关系甚为密切，从某种

意义上说，可谓是诗性传播。何为诗性传播？笔者尝

试下一定义，即传、受者以富有诗歌特征的符号编、

解码，借助诗歌载体进行信息交流的传播活动。姓名

往往受惠于诗歌，得其助力实现大众传播。这里的“诗

歌”属于广义层面，既包括古体诗、近体诗，也包括

辞赋、对联、歌谣、成语、谚语等。

查阅海内外有关文献，分别研究华夏传播与姓

名文化的不少，但结合起来的甚少。专著方面，尚未

发现。稍有关联的有《姓名与中国文化》（赵瑞民，

2016）、《中国人取名的学问》（宋健华、王惟清，

2013）、《中国人名研究》（萧遥天，2007）、《汉

语人名学论纲》（纪秀生，2007）等，但观点往往零

散，散见于某些段落之中。论文方面，甚为少见，相

关的有《中国姓名文化中的华夏传播观念探析》等。

笔者之所以从姓名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华夏传播，一是

出于学术兴趣，二是因为存在学术空白，存在开拓性

空间，希望以此抛砖引玉。

本文试从中国姓名文化视角，探讨姓名大众传播

的活动与现象，并以历代名人为例证，从中剖析其特

点与规律。

一、姓名编码与诗歌
所谓编码，简而言之，就是指传播过程中，将信

息转换成符号的过程。④本文所说的编码是指姓名文

化内的一种编码，即从取名意图出发，选择文字，生

成姓名的过程。

( 一 ) 采用典故，借助诗歌起名

中国自古就有取名寻出处的传统，从经典诗词中

选取字词，作为名字、别号、封号、谥号等，是中国

人常见的取名方法。不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

普通百姓，取名往往都借助诗歌。秦朝秦始皇长子扶

苏，其名来自“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诗经·郑

风》）。北宋词人周邦彦，其名来自“彼其之子，邦

之彦兮”（《诗经·郑风》）。清代作家曹雪芹，“雪

芹”二字出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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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近现代京

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其名来自“苟余情其信芳”（《楚

辞·离骚》）。民国四大才女之一林徽因，其名来自“大

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诗经·大雅》），只不过

后来把“徽音”改为“徽因”。近代诗人戴望舒，其

名来自“前望舒使先驱兮”（《离骚》）。清代书画家、

诗人郑板桥，“板桥”一名出自“春江一曲柳千条，

二十年前旧板桥”（《杨柳枝》）。近现代艺术大师

刘海粟原名槃官，因极为欣赏苏轼的《前赤壁赋》“寄

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句，遂改名为“海粟”。

诗歌中有些字词，经常被多次使用，频率很高。

唐代懿德太子李重润，谥号来自“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诗经·大雅》）。宋太宗赵光义皇后符氏，

谥号也是懿德。《诗经·小雅》有“岂弟君子，莫不

令仪”。其中，“令仪”意为优雅的风度。取这个名

字的知名人士有宋代包拯的父亲包令仪、民国孔祥熙

的长女孔令仪等。来自《楚辞·九辩》“鸟兽犹知怀

德兮”中的“怀德”，有五代末北宋初大将高怀德、

北宋将领许怀德、清中期时的越南华裔政治家、文学

家郑怀德等。来自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

山”中的“安如山”，甚至直接被用来当作全名，如

南宋诗人安如山、明代官至四川按察司佥事的官员安

如山等。来自明朝程登吉《幼学琼林》中的“圣人出，

黄河清”，有清乾隆海南儋州进士黄河清。

好的诗歌通常广为传诵，为人所知。传播者（编

码者）容易从中汲取元素进行编码，给已有符号增加

姓名意义，进而实施大众传播。受传者当听到某人名

字取自某诗词时，会对编码符号产生熟悉感，进而与

已有的认知基模（Cognitive Schema）对接，印象就较

为深刻。

( 二 ) 姓名一体塑造诗意

尽管名字通常一至两个字，比较难形成节奏，建

构意象，但不少人还是发挥了符号的想象力，使姓与

名成为一体，意义连贯，诗性大增。例如，唐朝伶人

云朝霞，宋朝白鹭洲书院创始人江万里，元曲四大家

之一马致远，明代抗清将领江天一，清代医学家、作

家石成金等。原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于得水，

原名是于作海，战争时期因受群众保护，“鱼离不开

水”⑤，遂改为现名。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马识途，

原名马千木，加入共产党之后改名为“识途”，意为

“从今天起，我有了前进的方向，识途了”⑥。还有

取名为凌万顷、万象春、叶知秋、江中流、燕南飞、

梅傲雪、颜如玉等历史人物，在一时一地具有较高的

知名度。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顾炎武在《日知

录》中说，“以姓取名古人取名连姓为义者绝少，近

代人命名，如陈王道、张四维、吕调阳、马负图之类，

榜目一出，则此等姓名几居其半，不知始自何年。”⑦

明清至今，越来越多人借姓取名，创造特色，营造诗

意，让人耳目一新，印象也较为深刻。

相比名字，自号、笔名、艺名等字数长短不一，

更为自由，如结合得好，可能更具诗意。自号方面，

有东晋诗人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唐代诗人杜甫号

“少陵野老”，南宋史学家郑樵号“西溪遗民”，元

代散曲家冯子振号“怪怪道人”，明代画家徐渭号“水

田月老人”，近代学者辜鸿铭号“东西南北人”等。

笔名方面，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的作者，使用笔

名为兰陵笑笑生；清代作家刘鄂，笔名洪都百炼生；

现代的曹禺，原名万家宝。艺名方面，京剧艺术家梅

兰芳是其艺名，原名为梅鹤鸣，同类的有山东大鼓弦

师“神手谢老化”（原名谢其荣）、豫剧表演艺术家

牛得草（原名牛俊国）、京韵大鼓演员小彩舞（原名

骆玉笙）等。这些自号、笔名、艺名等，通过诗性编

码具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言之有文，行之更远。

二、传播渠道借助诗歌
传播渠道是信息赖以传播的中介，即为媒介。它

既可以是实物，也可以是符号。姓名与诗歌皆为人类

所创造的符号，因此本文考察对象侧重于符号介质。

( 一 ) 创作诗歌，助力成名

姓名传播离不开媒介，诗人所创诗歌便是信息的

搬运者，是其名远扬的核心渠道。三国曹植作《七步诗》，

慷慨悲凉，不仅解危，而且美名广为人传，获得了“曹

七步”的雅号。边塞诗人王昌龄，善写七绝，人称“七

绝圣手”。诗人赵嘏，因诗中有“残星几点燕横塞，

长笛一声人倚楼”句而被称为“赵倚楼”闻名。⑧郑谷

以《鹧鸪诗》闻名，被人称为“郑鹧鸪”。北宋诗人

谢逸因写有关蝴蝶诗共 300 余首而闻名，人称“谢蝴

蝶”。词人张先因其词中有“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且善用“影”字而闻名，人称“张三影”“张三中”。

在长期男尊女卑、“女主内”的传统社会，女性

往往因为诗歌闻名。有着“中国兼世界第一位女诗人”

之美誉的是许穆夫人，除了因丈夫之势为人所知外，

更是因为其作品《竹竿》《泉水》《载驰》等名垂青

史。正如近现代学者、诗人萧遥天所言，女人成名的

三大条件之一是“要有才慧，能诗工词，多愁善感，

投合士大夫的臭味”。⑨创作诗歌是古人“立言”的

一大表现，有诗留存“虽久不废”，造就“三不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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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立功、立言）之一。诗歌是诗人跨越时空的媒介。

( 二 ) 姓名入诗助力成名

先秦不少人物，因被写入诗歌，为人所唱，得以

广为人知。像尧舜因“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千

字文》），春秋莒国的项橐因“昔仲尼，师项橐”（《三

字经》），为世人广为知晓。蒙学教材提到的人物还

有窦燕山、史鱼、黄香、孔融等，因学习者广泛，声

名传播同样穿越时空。西汉大臣冯唐、李广因“冯唐

易老，李广难封”( 出自唐朝王勃的《秋日登洪府滕

王阁饯别序》)，让世人知道了他们“时运不齐，命

途多舛”的命运。东汉末年的焦仲卿、刘兰芝，因《孔

雀东南飞》（最早题为《古诗无名氏为焦仲卿妻作》），

其人其事其名广为后人所知。唐朝诗人孟郊与贾岛，

除了因自己诗作成名，还因“元轻白俗，郊寒岛瘦”

（苏轼《祭柳子玉文》）的描述而更为有名。同是唐

代人物，像汪伦因李白的《赠汪伦》，元二（原名元常）

因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卫八处士因杜甫的《赠

卫八处士》而被世人所知。北宋僧人凌云志勤禅师，

因“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始到家”⑩（黄庭坚《题

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其一》）而留名于后世。

南宋辛弃疾的儿子铁柱，因“看取辛家铁柱，无灾无

难公卿”（《清平乐·为儿铁柱作》）成名。明末农

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因“迎闯王，不纳粮”而以“闯

王”之名闻于世间，11明末清初画家朱耷、牛石慧，

被清末民初学者编入诗歌，“八大山人牛石慧，石城

回首雁离群；问君苦笑因何事，兄弟同仇不拜君”（《观

画百咏》）。朱、牛二人虽不能说是因此诗留名，但

可以说因此诗更有名气。无产阶级革命烈士夏明翰因

在刑场写下了大义凛然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就义诗》，并且编入小

学教材，传诵至今。夏明翰的名字已成为“共产党人

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一面旗帜、一座丰碑”。12

还有些人物因为民间谚语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如“齐桓公用管仲——不记前仇”“成也萧何，败也

萧何”“关公面前耍大刀——献丑”“三个臭皮匠赛

过诸葛亮”“周瑜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司

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王羲之的字帖——别具一

格”“狄仁杰的门生——桃李满天下”“包公断案——

铁面无私”“成吉思汗的兵马——所向无敌”“宣统

坐江山——只有三年”“阎锡山骑驴——不负责任”

等。这些历史人物，其名其事诗歌化，“名经诗传”，

助力大众传播。

( 三 ) 诗性概括，助力成名

中国地广人多，加上文化共享，不乏有相同之处。

于是常有时人或后人对历史人物作出诗性概括。宋代

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因清代大臣张鹏翮为三苏

祠撰写门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八大家”，

更为人所知。明代福州林瀚家族，人才辈出，薪火相

传，人称“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国师三祭酒，

五传十牧州”，至今声名依旧。梁启超教育子女有方，

皆有成就，获得了“梁氏一门三院士，九个孩子皆才

俊”的美誉。梁氏子弟因此更为有名。诗性概括，助

力成名，亦可谓是符号的规模效应。

三、传、受者青睐诗歌
不管何种传播都离不开传者和受者，传、受关系

是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姓名的大众传播之中，传、

受双方与诗歌的关系都甚为密切。

( 一 ) 传播者爱用诗歌。

这里所说的传播者是指姓名文化的大众传播者，

如文学家、说书人等。他们运用姓名创作姓名诗或相

关诗歌，引发传播行为，《世说新语》与《晋书》皆记载，

西晋文学家陆士龙、荀鸣鹤二人初次相遇，以姓名对

对子开场，即“云间陆士龙，日下荀鸣鹤”。13唐代诗

人杜甫曾作《饮中八仙歌》，直接点名描写了贺知章、

李白、李适之等八人的醉态。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曾把

柳永、张九成与其各自的作品结合起来，创作了一副

妙联 : 路花倒影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14明代唐寅

的一友人所出一上联“贾岛醉来非假倒”，唐寅对出

下联“刘伶饮尽不留零”。清朝学者朱彝尊的《静志

居诗话》、叶廷官的《鸥陂渔话》，收集了许多古人

名字入联的事例，如张九思——胡三省，西门豹——

南宫牛等。抗日战争期间，作家老舍曾用现代作家的

名字做过两首五言律诗，其中之一是“素园陈瘦竹，

老舍谢冰心”，对得工整精妙。作者佚名，流传甚广

的姓名妙对，还有“司马谈，司马迁，司马之后有谈

迁；欧阳通，欧阳玄，欧阳其中可通玄”“两舟并行，

橹速（鲁肃）不如帆快（樊哙）；八音齐奏，笛清（狄

青）怎比箫和（萧何）”“曹孟德兵败赤壁，刘欢孙悦；

石达开师寂金陵，陈静李宁”等。许多古典名著的各

回标题往往采用七言或八言诗句，人名嵌入其中，或

者在正文中夹杂诗句，叙述人物故事。四大名著之一

的《红楼梦》，作者对金陵十二钗皆有判词；《水浒传》

各回开篇皆有“诗曰”，并在第 61 回中梁山军师吴

用巧用姓名作藏头诗智赚卢俊义。武侠小说《鹿鼎记》

中则提到“为人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

1975年，眼科大夫唐由之因名含有“由之”二字，

毛泽东主席为其吟诵了鲁迅的《悼杨铨》“岂有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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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

民哭健儿”，并且书写赠予唐由之。15另外，在商用上，

一些茶楼酒馆爱用人名做广告。如广东省潮州市韩江

酒楼，书有一副对联：韩愈送穷，刘伶醉酒；江淹作

赋，王粲登楼。广州市陶陶居茶楼，至今悬挂一副对

联：陶潜喜饮，易牙喜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

禹惜寸，分寸无遗。人名镶嵌其中，令人叫绝，至今

仍广为传诵。

从唐宋开始，同姓族人盛行以族谱辈次取名，所

用谱名上下相连往往成对成诗。例如孔姓辈分字历经

明、清、民国三个阶段的政府修订，形成了一首五言

诗 : 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

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建道敦安定，懋修

肇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16清光绪七年（1881

年）修订的湖南韶山的《毛氏家谱》也充满诗意，即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济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

昌；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

名章”。近现代著名诗人萧三的家谱从始祖起，亦是

一首五言诗，即“自嗣宜百世，福清永昌宁；常守仁

义礼，智信绍贻经；克俭师先训，敦伦启后型”。在

今日的许多农村地区，也有此习俗。他们利用诗歌为

组织形式，以求好听好记好取名。

( 二 ) 受传者爱听诗歌

作为讯息的接受者，受传者并非完全被动，也有

自身的需求，会选择性地接触媒介，选择性地理解其

承载的信息。诗最初是一种乐歌，与音乐、舞蹈三位

一体，能够让人载歌载舞。《毛诗正义》曰：“古者

教以诗乐，诵之歌之，弦之舞之。”17诗歌本身具有

很强的传播张力，尤其是好的诗歌，广大受众（大众

传播语境下的受传者）更是喜闻乐见。宋人谢无逸曾

在黄州杏花村馆驿题了一首《江城子》，因为写得太

好，路过的人纷纷向馆卒索要笔墨传抄，馆卒苦不堪

言，最后竟然在题词上涂泥遮盖，免得再让人看到。

苏轼诗歌颇受人们喜欢，南宋官员、文学家朱弁在《曲

洧旧闻》中称，“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

“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18当然，

名人之名诗更受受众青睐，如黄庭坚“鲁直名重天下，

诗词一出，人争传之”。19从古至今，文人还有赠送

诗词、挽联等传统。所赠诗歌一般定位于悦耳动听，

心心相惜，受赠者、旁观者亦有同等喜好。唐诗不乏

有以“酬”“答”“寄”“赠”为题的诗歌，一唱一

和，互动创作。挽联是集体或个人哀悼逝者，治丧和

祭祀时专用的对联。比较有文艺水平的还会把逝者名

字跟生平、成绩、美德和影响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晚清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戊戌六君

子”。对于谭嗣同的逝世，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写下挽

联“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其中“复生”

是谭嗣同的字。民国藏书家袁思亮为“四大名旦”之

一程砚秋来沪演出，写下藏头联“艳阳天下重，秋声

海上来”。其中嵌入的“艳秋”二字曾是程砚秋的艺

名。据说，当年将此联挂于丹桂舞台两侧，观众见了

无不为其奇工妙绝而击节。

如果说阳春白雪受众有限的话，那么下里巴人的

受众可谓广泛得多。民谣的盛行，正是因为受传者爱

听。1930 年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出版的《山东歌谣》

当中记载有很多各地百姓骂张宗昌的民歌，其中最有

名的便是聊城冠县的一首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

煮的张督办；也有葱，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张

宗昌，先吃肉，后喝汤。”20在中国传统社会，文盲

众多，人们偏爱听取诗歌语言。因为“诗歌的语言，

主要地不是诉之于视觉，而是诉之于听觉的”21。诗

歌符号好听易懂，便有了最广泛的受众基础。

四、反馈离不开诗
受传者对接收的讯息做出某种反应或回应，这便

是反馈。“文学不仅可以让受传者接受，产生共鸣，

还可能导致二次传播或反馈。”22诗歌是古代中国主

要的文学形式之一，传播效果明显。古代不少诗人喜

欢在墙壁、山崖等地题诗，公之于众。尤其是在唐朝，

不管在官方驿站，还是民间客栈，题诗一直甚为活

跃。受众的反馈活动也同样较为活跃。据记载，唐

代秭归县江边有一叫“神女馆”的客栈，到了唐穆

宗长庆年间已经积累了1000多首题诗。23两宋之际，

奸臣当道，忠臣遭殃，外敌入侵，朝廷软弱，有人

作了一首《六臣词》：“臣飞死，臣俊喜，臣俊无言

世忠靡；臣桧夜报四太子，臣构称臣自此始。”词中

分别引用了岳飞、张俊（浚）、秦桧、韩世忠、完颜

晟（四太子）赵构六人的名字。诗词巧妙地将相关人

物的名字嵌入其中，表达了作者对时政的不满。明

末的洪承畴，很受崇祯皇帝赏识，得到重用。他以

“忠”“节”自命，还特意在居室中堂亲自写了一

副对联：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1641 年却向清

廷屈膝投降，时人讽刺他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在对

联的末尾分别加上“矣”“乎”二字，转变为：君恩

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在其花甲寿辰上，洪承畴

的一个门生披麻戴孝，朗诵了一副对联：史鉴流传真

可法，洪恩未报反成仇。这副对联的上联中隐含着抗

清名将史可法的姓名，下联则以“成仇”谐音“承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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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怒斥其投降活动。24

从古至今，有不少精妙姓名对联，上联出了，下

联一时难以应对，引发后人不断尝试，接受大家的品

评。明朝翰林院学士江朝宗（字东之）和李东阳（宾

之）交好，有人出了句上联“宾之访东之，东之宾之”，

巧用人名，复沓双关，无人能够应对。适值进士陈启

东赴吏部办事，吏部右侍郎吴宽就用这句联语问他下

联，陈启东善于应对，脱口而出：“回也待由也，由

也回也。” 回是颜回，由是仲由，即子路，二人都

是孔子的学生，颜回好学而崇仁，子路鲁莽而尚武，

二人不是一路人。陈启东用此联暗讽吴宽为难他。对

仗工稳，妙趣横生，李东阳闻之，为之拍案叫绝。25

民国期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卷（1932 年秋）

中陈寅恪就出了一个姓名对联考题，上联是“孙行者”，

当时许多考生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很多人答的都是

“猪八戒”“唐三藏”甚至还有人对的是“王八蛋”。

此事引发了学界、报界等广泛议论。26所给参考答案

是“祖冲之”。后来周祖谟、刘子钦以“胡适之”对

之。后又有人以“韩退之”“王引之”“李默然”等

对之。1937 年，山西军阀阎锡山曾去无锡游玩，因

此产生了一副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

无锡。”下联不好对，虽一时附庸者甚多，然终未如

意，皆叹为绝对。直到 1945 年（另一说是 1942 年）

著名记者范长江来到安徽天长县时，突然灵机一动对

出了下联：“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27

同样以人名、地名入联，对仗工整，可谓天衣无缝，

成了当时文坛上的一段佳话。于是，姓名在反馈中得

到进一步传播，进一步加深了在传受双方的印象。

五、结语
综上，中国姓名与诗歌互动甚为密切，在大众传

播过程中铸就了诗性特征。首先编码往往借助诗歌起

名，其次，传播渠道借助诗歌。再次，传播者爱用诗歌，

受传者爱听诗歌。最后，反馈离不开诗歌。倘若以小

见大、管中窥豹，整体观照华夏文化，其大众传播也

有此特征。像其中的地名文化、药名文化、礼乐文化等，

传播也充满诗意。当然，这一整体断言需要更多领域

的合力论证，共同完善逻辑结构，方可验证其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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