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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娃娃名  采撷诗词里的雅韵
名字虽小，却包含时代变迁的信

息，铭刻着不同的文化理念，也包含

了父母的审美情趣和感情期望。

市民王明劳说，以往给孩子取

名，大多是跟着时代、事件在走。出生

在秋天叫“秋生”，出生在国庆前后就

叫“国庆”，像“援朝”“拥军”等名字，

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父辈在给孩子起

名时，也不太讲究，只求朗朗上口就

好，像伟、蓉、静、丽等字在名字中常

常出现。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

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引领命

名风潮的不再是对物质满足的诉

求，而是对“独特”“文雅”等精神

方面的探寻。越来越多的人在起

名时喜欢从《诗经》《楚辞》等典籍

中取字取词。

市民刘先生说，他的女儿叫“诗

琪”，当初给女儿取名字可没少动脑

筋，他希望女儿如宝玉般美丽，自己

也会像珍惜宝玉一样对待女儿，所

以取“琪”字。这个字不仅有美玉的

意思，还有“花草繁盛”的寓意，中

间那个“诗”字，则是希望她如诗般

美好。

像刘先生这样的家长不在少数。

市民李女士给儿子取名“云旗”，取自

《离骚》里的诗句：“驾八龙之婉婉兮，

载云旗之委蛇。”市民魏先生给女儿

取名“蹊言”，取自《史记·李将军列

传》里的一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市民张先生为女儿取名“静姝”，取自

《诗经》里的诗句“静女其姝”……

在宝鸡，像这些文字优美、寓

意美好的名字比比皆是。传统文化

爱好者刘浩然说，老祖宗十分重视

名字，为后辈取名字不仅重视音韵

与内涵，也很看重行辈之序。现在家

长起名的趋势就是传统与现代相结

合，不像过去那么呆板，起名更多元

化，更自由随意了。

如今，我市不少家长给孩子取

名时会向经典古诗词“求教”，甚至

有了男孩取名看《楚辞》、女孩取名

看《诗经》的热潮。这些古雅美好的

名字，其实从一方面说明了大众文

化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出人们潜意

识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回归的

诉求。

人有名，山水村落有名，街道巷

子亦有名。儒林巷、龙泉巷等一批朴

素文雅的老街巷名，展现了地方文化

的特色。如今，随着城市建设脚步的

加快，织锦巷、马道巷等街巷名渐渐

远去；同时，涌现出不少新街巷名，部

分新街巷名延续了挖掘地方文化的

优良传统。

在岐山县，可以看到 20 多条

捕捉地方文化雅韵的道路名——甘

棠路、凤栖路、岐伯路、仓颉路、太王

路、文王路、召公路、礼贤路……走

在太王路上，不禁让人想起周太王

带领周部族迁到岐下的情景，饱受

狄人滋扰的周部族跋山涉水，到达

肥沃平坦的周原，想必是惊喜而满

怀希望的。礼贤路则让人想起周公

握发吐哺、礼贤下士的典故，周公贤

能至此，尚能如此爱惜人才，得人才

者得天下，难怪周人能“天下归心”。

甘棠路令人想起《诗经》里那首小诗

《甘棠》：“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

伯所茇……”召公在甘棠树下听讼

办案，辛劳为民，甘棠树开出细密粉

白的小花，就像人们对贤者的仰慕

之情，朴素而真挚。

礼贤路、甘棠路、仓颉路这些名

字好不好，要结合当地的文化来看。

岐山人李雪说：“我觉得这些街巷道

路名起得很棒，让人想起历史上这块

土地上出了不少有德有才的人，有自

豪感；听起来也古雅有味，比米兰大

道之类假洋气的名字好得多。”这 20

多条街道命名过程中，在网上广泛征

集了全国各地岐山人的点子，几经审

核，遵循周文化这条主线，展现出对

本地文化的充分自信。

在宝鸡文理学院校园内也有一

些道路名颇为文雅，如新校区图书馆

北边有一条路叫秦风路。在《诗经·

秦风》里，有的秦地诗歌，展现了秦人

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拼搏精神，宝

鸡地区是秦人发祥地，我们传承秦人

的奋斗精神，永不过时。

如今，全国有数不清的人民路、

建设路等雷同重复的街巷名，那些有

故事可讲、有情怀可依的街道名自然

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当然，街道巷子

名未必一定要从历史文化中找补，只

要是能反映宝鸡故事、当地特色的名

字都是好名字。

近几年，我市新建不少景观、

游园，尤其是渭河两岸打造出 20 多

个生态景观带和休闲区，渭河百里

画廊绚丽展开。巨幅画卷之上，沿岸

生态景观点缀其上：尚贤湖、尚德

湖、在水一方、在水之洲、蒹葭姑娘、

渔夫码头……这些名字或出自《诗

经》，或源自先贤故事，或取自景观

特色，分外优雅好听，有浓郁的宝鸡

情、中国风。

宝鸡地区是《诗经》文化之乡，渭

河两岸一些景观游园就取自《诗经》。

在岐山渭河国家水利风景区有一个

名为“在水一方”生态景观，令人想起

了《诗经·秦风·蒹葭》中“蒹葭苍

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的典雅诗句。生态景观“在水一方”的

水面有 38 万平方米，栽植芦苇 400

余亩，建有亭台、木桥等，白鹭、水鸭

等鸟类也被这美好景致吸引而来。这

季节，站在河堤向南望去，水波

荡漾，芦苇随风飘摇，鸟类自在栖息，

仿佛这里就是《蒹葭》这首诗的归宿

和现实家园。西安游客陈安赞叹说：

“这地儿名字美，景更美。”

渭河眉县段有一个颇受游客喜

爱的生态景观“千亩荷塘”。为何取

名千亩荷塘？源自此处有荷塘水域

22.7 万平方米，栽植了荷花、水生植

物 20多种，建有观荷塔、荷香亭、步道

长廊等。到了夏季，满塘荷花

竞相开放，芬芳四溢，就像走

进了宋朝杨万里的那首诗里：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近两年，市民刘清远每年都会

带孩子去“千亩荷塘”游玩，他说：“第

一次去是因为它好听的名字，此后每

年带女儿去这里看荷花，是因为它确

实很美，名副其实。”

走在渭河两岸，西起宝鸡峡，东

到扶风绛帐，全长 100 公里的渭河百

里画廊中，还有诸多此类名字美、景

更美的生态景观，把宝鸡人的母亲河

渭河装扮得俏丽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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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一些人喜欢以“国际”“欧洲”等字眼为楼盘命名，以“富

贵”“安妮”等字词为孩子取名，以“龑”“沵”等生僻字为店铺命名……今

年，我市开展不规范地名清理整治行动，对“大、洋、怪、重”等不规范地名

进行排查整治。名字是一种称谓，同时也反映着人们的审美倾向。如今，随

着人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日渐喜爱，宝鸡人在为孩子、街巷、景观游园、建

筑物等取名方面，展现出偏爱中国古典文化、钟情地方文化的特点，流露

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信。

两年多前的一个下午，
我和爱人坐在阳台上，聊起为
肚中孩子起名的事儿。取个
什么名呢？窗外是绵延起伏
的秦岭山脉，爱人凝望秦岭片
刻，提议：“你看，那秦岭多好
看，‘远上寒山石径斜’。如果
是男孩，就叫远山，咋样？”我
拍手叫好。彼时，夕阳晚霞相
映，秦岭山下的渭河泛着绯红
水波，就像王勃写的景“秋水
共长天一色”，我说：“这渭河
也很美，如果是女孩，就叫秋
水吧。”这样，两个名字定了下
来。如今，远山已两岁多了。

万物皆有名，虽称谓而
已，但这里面的“门道”也颇
深。有的楼盘为了追求阔气
洋气豪气，曼哈顿、米兰、欧
洲之类字眼被安在房屋名
字上；有的所谓大师挂着起
名专家的旗子，生涩拗口的
莫名字眼被安在孩子名中；
有的店铺为了显示所谓国
际范，起了个谁也看不懂的
英文名……然而，这样摆洋
摆阔摆豪的名字，人们买单
吗？事实上随着国人知识水
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对这
些洋名怪名并无好感。网上

有一个笑话，一位乘客打出
租车时对师傅说：“我去曼哈
顿。”师傅一脚油门向机场开
去，顺带问：“飞机几点起飞？”
这位乘客哭笑不得地说：“我
去市区的曼哈顿小区。”

今年，我市七部门共同
印发《宝鸡市清理整治不规范
地名工作实施方案》，启动不
规范地名清理整治行动，摸排
出一批需要甄别研判和治理
的不规范地名，“改地名”成为
群众谈论的热点话题。

为什么要规范名字？
古人早有名实之辩，认为要

按实定名、循名责实，名字应
当符合实际实情。故弄玄虚、
古怪洋气的名字不仅听着别
扭，还割裂了历史文脉，损害
了地方文化的传承。作为周
秦文化发祥地、诗经文化之
乡，难道我们本地的文化不
可贵、不璀璨么？回望先辈
留给我们的这些名字：戢武
村、有礼村、劝读村、横渠书
院、凤鸣村……每个名字背
后都有一段故事。这带给我
们启示，具有本地文化魅力、
展现中国元素的名字，更有
味道，后人也乐于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