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语文 2023年第3期

语言文化

一、语言的标签性质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语音是语言的外在形式，

语义是语言的所指内容，语音和语义结合在一起形成

符号，用来指称特定的认知对象。对同一指称对象而

言，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现，往往会产生不同意象。

例如：

（1）吕旷说，我发现日本人还挺会起名的。欧阳阳

问，怎么呢？吕旷说，猪肉不叫猪肉，叫豚肉，鸡翅不叫

鸡翅，叫手羽先，河泡子不叫河泡子，叫川，名起得洋

气，听着一下就上档次了。（郑执《森中有林》，《芒种》

2020年10期）

（2）老百姓对那些高大上的电子研究所、高新技术

看不懂，他们更关心那些时兴且实用的新玩意，所以网

上、报上是硅谷，在普通群众口中，还是叫电子一条街。

（刘汀《水落石出》，《十月》2022年第5期）

例（1）在所指对象相同的情况下，“猪肉、鸡翅、河

泡子”是一般性名称，“豚肉、手羽先、川”听起来洋气，

上档次；例（2）“硅谷”是高科技名称，“电子一条街”则

是俗称。例（1）（2）不同的语音形式就像是不同的标

签，尽管所标示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

的联想是不同的，这种现象可以称为语言的标签性质。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称经常可以表现出语言的

标签性质，从而形成特定的语言标签效应。例如：

（3）他愿意根据名字，想象出主人的长相，抑或性

情。比如憨厚的“蔡毛根”、愚钝的“刘卫忠”，或者精明

的“张林娣”、世俗的“王丽花”，他就没有想去认识他们

的欲望。……只有林若梅，令他在见到名字时，就陡然

地生出了些许仰慕。他当然不认识林若梅，他仰慕的，

只是那个名字。他觉得，叫林若梅的女人，应该是文

静、优雅的，也许，身上还有着他人无法懂得的美。（薛

舒《相遇》，《人民文学》2018年第2期）

例（3）作品主人公根据人物名称想象人物的性情、

品质，其中林若梅这个名字深深地打动了他，这就是人

物名称的语言标签效应。再比如：

（4）说是“老”娄，其实他也不过四十岁出头吧。我

们老娄老娄地叫，把他都叫老了。当然，老娄老成持

重，也是当得起这个“老”字的。老娄的老，不仅仅代表

着年龄，还代表着资历、影响、身份、江湖地位。老娄是

专业领域内的大牛、领军人物，咖位高，分量重。这都

是圈子内公认的。（付秀莹《纸船》，《湘江文艺》2022年

第1期）

例（4）“老娄”这个名字有一系列语言标签效应，包

括性情、年龄、资历、影响、身份、地位等等。

文学作品人物名称往往有明显的语言标签性质，

可以产生特定的想象，正因为如此，作家在创作作品的

时候都非常注重作品人物的命名，有时还在作品中把

人物名称的标签性质及其效应显明出来，从而突显作

品人物形象，推进作品叙事进程。

二、作品人物的语言标签类别

在文学作品中，同一人物，有的只有一个名称，这

是“单一性命名”；有的有若干个名称，这是“多样性命

名”。无论是单一性命名还是多样性命名，都可以体现

语言的标签性质，因此可以分别叫“单一性标签”和“多

样性标签”。

（一）单一性标签

对一个特定的个体而言，只有一个名称的情况并

不多见，一个人除了学名，往往还有乳名、绰号甚至字、

号等名称。但在文学作品中，作家可以只赋予特定人

物一个特定的名称，这样在情节展开的过程中容易做

到清晰准确，有利于读者理解。有些单一性命名语言

文学作品人物名称的语言标签问题

□ 宗守云 王仪韵

摘 要：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其不同的外在形式会在人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想象，这是语言符号的标签性质。在

文学作品中，人物名称往往能够体现语言的标签性质，从人物名称数量看，有单一性名称和多样性名称，因而语言

标签也相应地分为“单一性标签”和“多样性标签”。文学作品人物名称作为语言标签，具有求实效应、联想效应和

风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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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效应非常突出明显。例如：

（5）有一天老远悄悄告诉我，自己在校园西角大松

树下发现了一位晨读英语的女生，长得 double beauti-

ful。第二天早上跑步时我拐一下路，果然见到松树下

那位挺养眼的女生。我们不知道她的出处，就依着歌

曲暂时把她命名为“小芳”。此后我们每天清晨跑步都

会绕道经过大松树，近距离让眼睛愉快一回。某一个

晚上，老远突然告诉我，自己可能爱上那位小芳了。（钟

求是《除了远方》，《钟山》2020年第6期）

（6）盘子应该还记得隔壁班班花，以前我们去网吧

看《我的野蛮女友》，一致觉得她和全智贤特别像，主要

是瘦高个和长头发，背面看一模一样，正面转过来，班

花的皮肤要黑很多。我说，当然是全智贤更好看。盘

子说，你不懂，黑里俏，全智贤要有她这么黑，还不如她

一半好看呢。但盘子肯定想不起深圳全智贤了，谁，有

这个人吗？（王占黑《韦驮天》，《上海文学》2021年第

6期）

例（5）（6）分别用“小芳”“全智贤”命名，这样的语

言标签，自然让人联想到淳朴漂亮的农村姑娘小芳和

韩国著名演员全智贤。

（二）多样性标签

一个特定的个体往往有多个名称。多样性名称出

现在文学作品中，对塑造刻画人物有很大作用，是修辞

同一手段实现的方式之一。多样性名称也具有语言标

签性质，可以反映人物的性情、特征。

多样性名称有时是说话人赋予他人的，反映说话

人对特定主体的评价和态度。例如：

（7）在我的感觉中，奶奶嘴里的爷爷像是一道影

子，或者别的什么——反正，是一种稀薄的、抓不住也

摸不到的“飘泊之物”，一种似乎不那么真实的存在。

在奶奶的只言片语中，爷爷有太多的名字，譬如“你爷

爷”；譬如，“他”；譬如，“不着家的”“睡窝棚的”；譬如，

“死鬼”“痨病鬼”“胜儿他爹”“瘦兔子”“疯子”。（李浩

《像是影子，像是其他》，《江南》2022年第2期）

例（7）爷爷的多样性标签都是奶奶赋予的，是奶奶

对爷爷多种特征的描述，包含着特定的评价和态度。

多样性名称有时是特定主体自我命名的，这些名

称都有特定的含义或韵味，有明显的语言标签功能。

例如：

（8）女孩把手放下来说，我叫马久久，原名叫马晓

童，公司让我改个名，说马晓童太像九十年代的艺人。

我说就叫马久久吧，九九归一，长长久久，还骑着马。

……其实我原来也不叫马晓童，马晓童是我上表演夜

校的时候改的，我身份证上的名字是马小千。（双雪涛

《刺客爱人》，《收获》2021年第1期）

例（8）同一个人拥有不同的名字，每个名字都有特

定的来源和意味，都反映了特定主体的性情或愿望，语

言标签功能非常明显。

三、作品人物的语言标签效应

文学作品人物名称的语言标签效应包括求实效

应、联想效应以及风格效应。

（（一一））求实效应

文学作品人物的名称往往能够使人想到人物的实

际品性，这就造成了作品人物语言标签的求实效应。

名实关系是语言学、哲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问题，

早在人类轴心时代就有了关于名实关系的深刻论述，

像古希腊的“自然派”和“规约派”，像先秦墨子的“以名

举实”和荀子的“约定俗成”，等等。名实关系最基本的

情形有两种，一是名实一致，一是名实不符。对文学作

品人物名称而言，名实一致和名实不符的情况都是比

较多见的。

先说名实一致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名如其人，

是作家塑造人物的常用手段，作家通过给作品人物命

名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

（9）丁军芳长得很像丁军芳这个名字，周若愚第一

眼看见她，就觉出这应该是一个简单、质朴，抑或有些

大大咧咧的姑娘。（薛舒《相遇》，《人民文学》2018年第

2期）

（10）跟着蓝芬姐采菜的有两三个或四个孩子，都

是我的小伙伴。野草不好找，野菜更难找，所以要跑更

深更远的地方。我们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刚钻进玉米

地，就被护青的二驴盯上了。人起这样的名字，脾气会

好吗？（尹学芸《蓝芬姐》，《北京文学》2022年第1期）

例（9）“丁军芳”和例（10）“二驴”都是名实一致的

情形。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话语和客观世界的适从方向

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word-to-

world），一种是从客观世界到话语（world-to-word）。就

作品人物而言，如果人物名称是绰号，其适从方向都是

从客观世界到话语，例如：

（11）鸭蛋不叫鸭蛋，因为脑袋长出了鸭蛋形，老乔

两口子又卖鸡蛋灌饼，大家就叫他鸭蛋。叫多了，老乔

两口子也跟着叫鸭蛋，本来的名字大家就给忘了。（徐

则臣《兄弟》，《大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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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往往有建构功能，在名实不符的情况下，特定

主体可以根据名称能动地改变自身现状，以达到名实一

致的目的，这是从话语到客观世界的适从方向。例如：

（12）她生完多多，何秀竹体重达到一百四十斤。马

勋倒是没有嫌弃她胖了，但是她自己接受不了这件事。

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她天天感慨，马勋就说，咱们再买

新的呗。她说，我叫啥名？马勋愣一下说，胖又不影响

脑子，自己啥名还能忘了，何秀竹啊。她就说，那你说，

有我这么粗的秀竹吗？就算为了配得上这个名字，我也

得把这身肉减下去。（刘汀《何秀竹的生活战斗》，《十月》

2020年第4期）

再说名实不符的情况。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名实不

符表现出一种张力，往往用于贬义性语境。例如：

（13）她不知道秦瞎子早就把她的底摸得门儿清，秦

瞎子只是叫瞎子而已，人家不瞎，脑子够使、鬼精，那家

伙整天斯斯文文坐在路边大梧桐树下，一副仙风道骨的

模样，就是专为着骗人来的。（肖勤《隐秘的船》，《人民文

学》2022年第7期）

（14）这个买下龟兹女人的男人十分懊恼，说话的语

气里都是懊恼，他感觉很吃亏，他是人财两空，儿子带着

财物被女奴拐跑了。这个龟兹女奴叫光明，名字起得挺

好的啊，可干的都是很黑的事情，一点也不光明，她还把

他家里另外一个侍女也拐跑了。（邱华栋《流沙坠简》，

《绿洲》2023年第1期）

名实一致反映了语言标签的正向性，而名实不符反

映了语言标签的负向性，但两者都是为刻画人物设置

的，具有同等的修辞功能。

（二）联想效应

文学作品人物的名称能够引起同音联想，这是语言

标签的联想效应。例如：

（15）他接过报到单看到写着“同意该生报到，请组

织科给予分配”。领导栏签名是“傅责”。您名叫傅责？

他认为这名字真好，谐音负责。傅责轻轻将钢笔杆插进

钢笔帽说，当年我进华北联合大学读书，自己改名傅责

的。（肖克凡《洁本工厂情史》，《四川文学》2020年第

8期）

（16）宋可行，绰号鸡公，大学时代与方圆睡上下铺。

另一位，刘备，当时同学们都乐了，你敢叫皇帝的名字？

刘备扶扶眼镜：“老爸起的，他胆大我也没办法。”（矫健

《潜伏期》，《青岛文学》2022年第2期）

例（15）人物名字傅责使人联想到同音的常用词“负

责”，例（16）人物名字刘备使人联想到同音且同形的古

人名字“刘备”，这些都是语言标签导致的联想效应。

同音联想有积极同音联想和消极同音联想两种情

形，这在作品人物命名的联想方面都有表现。例如：

（17）我们发现，白志浩的主要问题出在其名字上，

因而应当严肃追究其父母。他老爹为什么要姓白？他

们是怎么给儿子起名的？“志浩”是什么意思？志向浩

荡，或者志向浩大，总之名有大志，但是加上其姓就完蛋

了。白志浩就好比白欢喜，弄半天一场空，白有浩荡大

志，注定无法实现。且“浩”与“耗”同音，稍加创新联想，

白志浩就类同于耗子，有如癌症研究所饲养的实验用小

白鼠。（杨少衡《真相大白》，《鸭绿江》2018年第2期）

（18）黄主任你叫什么名字？黄泉，黄泉这样回答。

冯有义问：“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个黄泉吗？”黄泉认为

冯有义这玩笑开得有些过了，便解释道：“是黄金的黄，

泉水的泉。”冯有义举杯对刘总道：“来，咱俩再喝一杯，

别忘了要戴好玉佩，老兄可是天天见黄泉。”（老藤《爆破

师》，《芙蓉》2019年第3期）

例（17）“志浩”能够引起积极同音联想，“白志浩”

“浩”则引起消极同音联想；例（18）“黄泉”很容易引起消

极同音联想。在修辞学中，语音修辞的原则是容许积极

的同音联想，避免消极的同音联想。但在文学创作中，

作家有意利用人物名称的消极同音联想推动情节的进

展，这也是另一层次的修辞创造。

（三）风格效应

文学作品的人物名称还可以唤起不同的表现风格，

这是语言标签的风格效应。例如：

（19）父亲粗通文墨，我和哥的名字带了那么一点儿

文艺。哥叫马屈，我叫马伸。（胡学文《内吸》，《花城》

2020年第5期）

（20）听听，陶陶，欢欢，我们县城里人，生个孩子不

是叫二柱就是叫二花，再不然连二柱二花这样的名字都

懒得起，直接叫二小子和二闺女。陶陶，欢欢，这得多电

视剧的名字呀，何况孟朝阳还教他们说普通话。（苏二花

《安格尔大宫女》，《都市》2019年第1期）

例（19）“马屈、马伸”有强烈的文艺风格，例（20）“二

柱、二花”风格较俗，“陶陶、欢欢”风格显雅，这都是不同

的语言标签导致的风格效应。

语言有时还能表现出文化风格特征，作品人物名称

作为语言标签，也可以表现出文化风格特征。在汉文化

中，给孩子取贱名，或者男性取女性名字，往往被认为容

易养活，这样的文化风格特征也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成为语言标签。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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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我蹲在父亲手术室门口，想的却不是他了，而

是小芹。小芹怀孕这些日子，每次看见她日渐鼓胀的肚

子，我都会想起那些母羊。隔着肚皮，我跟她肚子里的

孩子说：小羔子，你快出来吧。小芹说，你咋管孩子叫羔

子，正经起个名。我就说，大名你起，你是初中毕业生，

我都没毕业。小名就叫羔子，又皮实又亲切。（刘汀《一

岁一枯荣》，《芙蓉》2022年第4期）

（22）还不是怪家里，我五个姐姐，我老幺，给我取个

名叫樊小花，好养活。分配专业的老师估计一看这名字

就默认性别女了。全班二十七个女同学，就我一个男

的。（郭爽《挪威槭》，《收获》2021年第2期）

例（21）作品主人公给孩子取名“羔子”，例（22）作品

主人公是男性，父亲为他取女性名字“樊小花”，都是为

了容易养活，有鲜明的文化风格特征，这是语言标签导

致的风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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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修饰，连词成句。根据意象特征，为意象添

加恰当的修饰语，并连词成句，最后用优美的言辞将其

描述出来。如描绘“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现的

画面(王湾《次北固山下》），可根据“潮、江、岸、风、帆”等

意象的特征，添加修饰语构成“春潮、江水、两岸、春风、

船帆”等，然后连词成句：潮水上涨，与堤岸齐平，江面

更显宽阔，正是顺风行船，一叶白帆好似挂在江天

之上。

3.发挥想象，调动感官。描述某句诗中的画面，要

在正确理解诗意的基础上调动各种感官，从听觉、视

觉、触觉、嗅觉等多方面感知画面的特点，描摹出大部

分的、主要的景物，而不必每句、每个物都写到。如描

绘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第一二句（“杨花

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所展现的画面。考生

可据此展开合理想象，从视觉（杨花落尽、明月）、听觉

（子规啼）等方面感知画面，再添加修辞语：雪白的杨花

漂泊无依、纷纷飘落，杜鹃鸟哀婉地喊着“不如归去”；

这时候，我听说老朋友您被贬为龙标尉，中途要经过武

溪、巫溪、酉溪、沅溪、辰溪，那地方真偏远啊。

4.巧用修辞，语言生动。在描绘诗句所展现的画面

时，可以灵活地使用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使语

言表达更形象、生动，从而增添语言的描写性。但要注

意，不能偏离诗歌的意境、主题和诗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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