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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名是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的丰富蕴涵和社会信息，显示出极为深刻的社会性。姓名通常

由两部分组成，姓氏和名字。姓基本上不会因为社会的发展而改变，而名通常会受到社会发展、地理因

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不对姓氏研究，着重研究名。不同时代的人名反映着社会变化对语言的影响。然而，

对不同年代的人名进行比较研究很少，更不用说对80后和00后人名的比较研究了。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

区2000年后出生同1980年后出生的人的名字为研究对象，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并运用相

关的语言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本文还能为父母在给孩子取名的过程中提供一

些帮助。同时，本研究也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社会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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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m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language. They reflect rich implications and social infor-
mation, showing extremely profound sociality. A name usually consists of two parts, the last name 
and the first name. The last names will not change becau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hile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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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are usually affected by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herefore, this paper 
does not study last names, but focuses on first names. Names in different times reflect the influ-
ence of society on language. However, there are few studies comparing names of different genera-
tions, let alon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names of post-80s and post-00s. This paper takes the names 
of people born after 2000 and 1980 in Pudong New Area of Shanghai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makes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collected corpus, and uses relevant linguistic theories to ana-
lyze and explain, which has great research value. This paper can also provide some help for par-
ents in naming their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this study will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
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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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名字作为一种语言，自古以来就为中国人所重视，承载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愿。虽然名字不

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大多数人认为名字在一生中有很大的意义。名字伴随人一生，一个有内涵的好

名字除了通过直接运用美词，让人听其音而知其意外，往往还要通过一定的联想，才能探索到取名者的

“弦外之音”，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让人回味无穷也使当事人终生受益[1]。人名的变化与社会的

发展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名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名有着不同的命

名风格，这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因此，研究不同时期的名字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了解那个

时代的社会、文化、历史和语言。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 2000 个 80 后(出生于 1980 到 1989)的名字和 2000
个 00 后(出生于 2000 到 2009)的名字为样本，其中每个年代男女人名各 1000 个，自建语料库，对收集到

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对比分析，并运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尝试分析两个时代名字名的构

造方式、高频字以及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 
本研究对人名研究有一定的意义，通过对比不同时代人名的变化，能够看出社会的变化以及当时人

的社会心理。另外，还能为父母在给孩子取名的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同时，本研究也将有助于更好地

理解社会发展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1.2. 理论支撑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专门研究语言中的社会现象的学科，关注语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语言

学认为，语言不仅表达人的思想，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语言与社会环境会相互作用。语言不能脱离社

会，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始终依赖于人类社会，语言与社会文化、社会心理、

社会经济、地理等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对象主要包括语言变异、语言接触、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其

中最主要的是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语言变异由许多因素决定，这些因素不仅包括

语音、词汇、语法、方言等，还包括一些社会因素、历史和文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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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作为一种语言，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随着社会的变化，它也在变化。因

此，通过对两代人的人名进行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社会变化和社会心理。 

2. 文献综述 

谭汝为[2]从语音特征和修辞角度研究姓名。何晓明[3]从人名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探究，探索

汉语人名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揭示命名的文化特征。苏培成[4]研究人名中的异体字，认为语言文字

的规范要借助行政力量。钱兴[5]研究命名技巧和命名艺术，为人们命名提供一些参考。唐雪凝[6]从人名

与社会关系研究人名，主要探讨人名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特点，同时挖掘人名所反映的社会

状态、社会背景和社会心理。综上所述，对人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位学和人名和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等。

然而，对不同年代的人名进行比较研究很少，更不用说对 80 后和后 00 后人名的比较研究了，因此本文

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3. 调查结果 

中国人的名字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姓和名。姓具有传承性，基本上不会因为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改变；

而名是千变万化的，与姓相比，名更受社会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只对名进行研究。 

3.1. 名的构造方式 

名一般包含一个或两个字，有时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字。例如：张三，张是他的姓，三是他的名，

所以它是单字名；刘德华，刘是他的姓，德华是他的名，所以它是双字名；朱迎羽风，朱是她的姓，迎

羽风是她的名，所以它属于三字名。近年来，三字名经常出现。因此，本文将名的构造方式分为：单名、

双名和三名。 
本文分别对 80 后和 00 后人名进行分析，具体见表 1 和表 2。 

 
Table 1. The structure of “post-80” names in Pudong New Area 
表 1. 浦东新区“80”后名的构造情况 

 总数 百分比 

单名 856 42.8 

双名 1144 57.2 

三名 0 0 

 
在抽样选取的人名样本中，对于 80 后，单名有 856 人，占总数的 42.8%；双名的有 1144 人，占总

数的 57.2%，但在收集的数据中没有名字是三字名。 
 

Table 2. The structure of “post-00” names in Pudong New Area 
表 2. 浦东新区“00”后名的构造情况 

 总数 百分比 

单名 256 12.8 

双名 1702 85.1 
三名 42 2.1 

 
对于 2000~2009 年出生的人，我们可以发现，有 256 人使用单名，占总数的 12.8%，有 1702 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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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名，占总数的 85.1%，只有 42 人使用三字名，占总数的 2.1%。虽然三字名数量不多，但也许反映了命

名风格的新趋势。 

3.2. 两代人名中的高频字 

高频字指在姓名中使用最频繁的汉字。高频字不仅能反映出最流行的人名，找出人名的重复率，还

能反映出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情况。因此，对高频字的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本文

将分别统计 80 后和 00 后名字中的高频字，这里，次数出现 20 次以上的汉字将被视为高频字，具体情况

详见表 3 和表 4。 
 

Table 3. High-frequency words in “post-80s” names in Pudong New Area 
表 3. 上海市浦东新区“80 后”人名的高频字 

 高频字 频次 百分比 

1 伟 60 3 

2 旭 57 2.85 

3 丽 45 2.25 

4 磊 43 2.15 

5 文 43 2.15 

6 芳 39 1.95 

7 宇 38 1.9 

8 辉 33 1.65 

9 燕 32 1.6 

10 梅 32 1.6 

11 春 32 1.6 

12 艳 31 1.55 

13 雪 30 1.5 

14 花 29 1.45 

15 涛 28 1.4 

16 洁 28 1.4 

17 飞 27 1.35 

18 萍 26 1.3 

19 莉 26 1.3 

20 志 25 1.25 

21 珍 25 1.25 

22 博 24 1.2 

23 娜 23 1.15 

24 静 23 1.15 

25 琴 20 1 

 
由表 3 可以看出，高频字有 25 个，使用频次为 819 次，占 80 后人名样本的 40.95%。显然，在 80

后名字中，高频字相对比较集中。一方面，它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思想和知识的局限性。另一方

面，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名字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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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High-frequency words in “post-00s” names in Pudong New Area 
表 4. 上海市浦东新区“00 后”人名的高频字 

 高频字 频次 百分比 

1 怡 59 2.95 

2 泽 54 2.7 

3 宇 52 2.6 

4 欣 52 2.6 

5 文 45 2.25 

6 梓 44 2.2 

7 然 38 1.9 

8 雅 36 1.8 

9 子 35 1.75 

10 涵 29 1.45 

11 一 28 1.4 

12 琪 27 1.35 

13 豪 24 1.2 

14 可 22 1.1 

15 博 20 1 

 
由表 4 可以看出，高频字共有 15 个，使用频次为 565 次，在收集的 00 后数据中占 28.25%。与 80

后相比，“00 后”名字中的高频字并不多。 

4. 结果分析 

通过对名的结构和高频字以及社会文化心理进行分析，本文得出了两代人名的变化。 

4.1. 人名呈现双名化趋势 

Table 5. The structure of “post-80” and “post-80” names in Pudong New Area 
表 5. 上海市浦东新区“80”后和“00”后单双名情况 

 
80 后 00 后 

总数 百分比 总数 百分比 

单名 856 42.8 256 12.8 

双名 1144 57.2 1702 85.1 

三名 0 0 42 2.1 

 
从表 5 可以看出，80 后单名的比例为 42.82%，高于 00 后，单名在 20 世纪 80 年代更受欢迎。而 00

后更喜欢用双名，双名的比例从 57.2%上升到 85.1%。此外，00 后的名字中也出现了三字名，但 80 后的

名字中却没有三字名。 
80 年代流行单名主要是以下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思想解放，崇尚简约，简练的单名更受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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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心理欢迎。当时，大多数人认为姓名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方便他人识别和记忆，而单名恰好迎合这

样的想法。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自由化，家谱逐渐减少。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名字中放弃使

用辈分字。与辈分字相比，单字名更时尚。其次，与从众心理有关。许多作家选择单名作为笔名，如巴

金，茅盾等，这些名字人们耳熟能详，当时的人们认为一个字的名字是优雅和精致的象征，所以在 80 年

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单名。 
然而，在 21 世纪，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父母对孩子的期望比以前更多。

他们希望为孩子选择一个好名字，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渴望，并祝愿孩子好运、健康、富强和智

慧。但由于单字名字数有限，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同时，单字名重名率较高。因此，00 后更喜欢选择

双字名而不是单字名，双字名的比例从 57.2%上升到 85.1%。“双名形式比单名有利，提倡双名”[7]。
双名比例的上升与张书岩的观点相吻合。此外，根据收集到的样本数据，发现有很多属于“父姓 + 母姓 
+ 名”的姓名结构，比如黄孙艺，乔曾烽等。这种新的命名方式反映了女性地位的提高，她们可以把自

己的姓氏加到孩子的名字里。这种新命名风格的流行是双字名增加的另一个原因。 

4.2. 用字的差异 

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本文发现 80 后和 00 后名字在汉字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4.2.1. 字的选择面更广 
本文采集到的数据中 80 后的名字有 25 个高频字，00 后有 15 个高频字，但只有 3 个字是相同的，

它们是文，宇，博，除此之外其他高频字都不相同。00 后名字中高频字的减少，证明 00 后选择字的范

围比 80 后更广。 

4.2.2. 虚词的使用增加 
今天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思想，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思

想的解放和个性。尤其是在人名的选择方面。为了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更愿意选择创新和独特的人名，

包括使用虚词，如子，可，若等。而在 80 后高频字并没有出现这些字。子出现了 35 次，在 00 后高频字

排名第九，一出现了 28 次，可出现了 22 次。很明显，虚词在 00 后人名的使用逐渐增多，这些字越来越

受欢迎。 

4.3. 社会心理变化 

人名通常由父母命名，这个名字通常承载着父母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祝愿，父母在取名时总会受到当

时的社会文化和心理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经历了战争和动荡，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反映在人名上，张书岩在

的《姓名·汉字·标准化》中提出，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人名最明显的变化是：带有浓厚的

政治色彩[8]，如胜利，爱国，爱武，建设，援朝等。20 世纪 80 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人民

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与以前相比，生活已经足够富裕，人们在政治上已由单纯的热情变为成熟，他们

并非不再关心政治，而是少了些外在的东西，更加务实，更加注重内在修养、自身素质的提高[8]。父母

在取名时自然受到当时的社会心理影响。比如，当时的人们希望子女美丽大方，如芳，丽，静，娜，艳

等；像自然景物一样美好，如春，雪，梅，花等；像山峰一样伟岸，如伟，峰等；像浪花广阔，勇往直

前，如涛；还有期望子女有志向有知识，如志，博等。 
二十一世纪，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精神生活。与此同时，父母对孩子的心

理期望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过上富裕的生活，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永远健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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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良好的品格修养。例如，有的家长希望孩子以后杰出，让他们自豪，便会选用相关的字，如杰，豪

等；有的家长期待孩子能够永远快乐喜悦，如欣，佳，怡等；有的家庭把孩子看作珍贵的宝藏，如琪，

琼等；有的父母重视学习，看重知识，如文，博等。充满浪漫色彩的名字开始涌现，如若涵，子轩，若

然，可然等，这些名字在 80 年代人名中是没有的，这些名字不仅充满了浪漫的色彩和诗意的味道，还意

味着父母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对子女的期盼也改变了。 

5. 结语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人名作为人们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它的变化与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人名是一种语言组合，对于人名的研究是了解当

时社会和语言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具有很大的语言学研究价值。 
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 2000 个 80 后的名字和 2000 个 00 后的人名为样本，对收集到的语料进行统

计分析，并运用相关的语言学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通过分析这两个时代人名的单双名、高频字以及社

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情况，得出了几点变化：第一，人名呈现双名化趋势。第二，用字的变化。第三，愿

望和期盼的变迁。当然，更多的变化需要去探索和研究，本研究的语料不足够大，以及父母受教育程度

等也会影响下一代的名字，这是本调查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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