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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妇女名字看社会性别文化建构
　———以宋人笔记为中心

杨　果

摘　要：宋代妇女的命名方式继承前朝的基本趋势，又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在以宋人笔

记为中心的史料中，有６８０余例宋代女性名字，涉及到社会各阶层妇女，总体上呈现出显

著的“女性气质”，体现在四个主要方面：对女性生理性别“阴柔”的突显，对女性社会角色

“从属”的定位，对女性内在品德“贤顺”的规定和对女性外在姿容“美艳”的期待。这种“女

性气质”是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是宋代社会按照其主流文化要求而设定 的 女 性 标 准 形

象，反映的是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妇女名字；性别文化；宋代

一、前　言

姓名是具有社会象征意义的符号系统。这一符 号 系 统 除 了 用 以 指 代 人 群 中 的 个 体

外，还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如信仰、习俗、审美观、民族心理等。当代学者对姓名及

其意义的研究比较关注，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在中国古代史领域，有贯通性地考察中国人

名的论著，如李学勤（１９９１）《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张孟伦（１９８８）《汉魏人名考》、萧遥天

（１９８７）《中国人名的研究》、郑宝倩（１９９３）《华夏人名与中国文化》等，对中国古代人名的发

展演变和命名形式、特点等进行了梳理、介绍。有对先秦至汉魏六朝女子名字特点及意义

的分析，如田恒金（１９９８）《从〈春秋〉〈左传〉看先秦时期女性的名字及其文化内涵》、刘增贵

（２００５）《汉代妇女的名字》、王子今（２００４）《走马楼竹简女子名字分析》等。也有学者从社

会性别文化的角度探讨女性名字的变迁，如焦杰（２００６）《从中国古代女性名字的演变看社

会性别文化的建构》。但是，有关唐宋以后女名的研究相当薄弱，迄今尚无专文，而唐宋恰

是中国古代社会变革转型的重要时期，女名的变迁有可能成为对“唐宋变革论”进行逼近

的、细密的研究，使其免于“模糊影响之说”①的一个例证。
从资料上看，宋代私人撰述繁荣，现存的宋人笔记多达四五百种，因体裁自由、记述灵

活，笔记保存了丰富的宋史研究的宝贵资料，类似女性名字这种相对边缘的记载在宋人笔

记中有大量留存。有鉴于此，本文遂以宋人笔记为史料基础，兼及记载女名较集中的南宋

法律判词和官府公文的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以及部分宋人文集等相关资料，对其中的

女性名字进行统计、归纳，进而分析女性名字所蕴涵的性别文化意义。

①台湾中研院研究员陈弱水语，参见其“唐 宋 连 带 研 究”意 见 稿。《“唐 宋 时 期 的 社 会 流 动 与 社 会 秩 序”研 讨 会 简
述》，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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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代女性名字的统计与分类

据笔者初步统计，在《东轩笔录》、《青琐高议》、《能改斋漫录》、《墨庄漫录》、《梦粱录》、《碧鸡漫志》、
《老学庵笔记》、《癸辛杂识》、《齐东野语》、《鹤林玉露》、《夷坚志》等５０多种重要的宋人笔记，以及《名公

书判清明集》和《曾巩集》、《忠肃集》、《苏轼集》等宋人资料中，记载了当时女性名字、称呼共６８０余例①，
其中约１５０例属于“娘”、“婆”、“姑”、“姐”等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特指作用的称谓，如（元）三娘、（李）二婆、
（解）七姑、（翟）八姐。其余明确为女名者，约２０例是有名并有字或号的，如名姬孙枢，字于仪；娼女曹文

姬，号书仙；另外，大多数是有名无字号的。还有约２０例属于虚构的鬼仙精怪类女子名字与称谓，在《夷
坚志》一书里最为集中，如英华、道华、玉真道人、次心（字筝娘）、喜奴、进奴、千一姐。

从命名主体看，６８０余例女性名字、称 谓 中，自 字 自 号 者 不 过 寥 寥 数 例，其 中 为 人 熟 知 的 如 李 清 照

“号易安居士”（脱脱，１９８５：１３１２２），朱淑真“号幽栖居士”（况周颐，２００９：１１０）；另如金溪女子何师韫“号云韫道

人”（洪迈，１９８１：１４７９），尚书黄子由妻胡氏“号惠齐居士”（周密，１９８３：１８３）。此外的绝大部分女名属于他命

名，多数是由其出生家庭命名，或由其出嫁家庭（丈夫）命名，贱籍女子往往由其人身所有者命名。
从所属阶层看，身分可明确者５７０例，包括皇室女眷、宫廷女官如马兰秀、看经刘娘子等２９３例，仕

宦家妻女如晁德仪（字文柔）、吴嗣真（字道卿）等５２例，普通民妇民女如鲍娘、姜添福等１００例，侍妾如

怜怜、惠柔、婢女朝云、采苹等５７例，公私妓女如宫花、陶心等５８例。另有多种民妇，如商妇甘百十，当

垆女侑觞，浣濯妇赵婆，乳母任采莲，乳医赵十五嫂，女巫圣七娘，女侩施三嫂，女使进喜等１０例。

三、女性名字反映的社会性别文化建构

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宋代妇女的名字进行审视，不难发现，“女性气质”的名字是当时妇女命名的主

流。尽管对于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的界定，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但在人类进入父系

社会以来的主流文化中大同小异。比如，一般认为男性的特点是阳刚、独立，女性的气质是阴柔、顺从。
人们通过有意识地区别和建立身分边界，来强调不同性别之间的“共性”尤其是“异质性”。表现在女名

上，则是命名者根据自身与社会文化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和期待，给女子选取具有女性特征的名字，赋予

其特有的性别角色含义。在宋人女名上，它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对女性生理性别的突显，对女性社会

角色的定位，对女性内在品德的规定和对女性外在姿容的期待。
（一）对女性生理性别的突显

女性人名的外在形式和结构都与男性人名有明显区别，强调女性的生理性别。
在字形的选择上，带女字偏旁部首的字词，如娘、娥、姬、媛、妙、媚、娇、妍、奴等是宋代妇女命名的常

用字，有金姑、月姊、真姬、月娥、妙婉、淑媛、巧姝、花媚、娇奴等。选用这些字，能直接表明个体的性别身

份。宋人喜称年轻女子为“娘”，因此命名为“（某）娘”的为数众多，有数字加“娘”者，从一娘、二娘到五十

娘至百二娘，多种数字不等；有形容词或名词加“娘”者，如媚娘、瑞娘、真娘、秀娘；有动词或名词加“娘”
者，如意娘、睡娘、插娘、息娘，其主要用途都只在于表明被命名者的女性身分。

在字音的选择上，宋人喜用叠音，如师师、田田、惜惜、莺莺、珠珠、巧巧、袅袅之类，不仅意在婉转入

耳，更在彰显女性的娇柔和乖巧。宋人女名也隐含了性别身分。语言学研究者（纳 日 碧 力 戈，２００２：１６５）指

出，一般情况下，汉语音韵十三辙中的一七、姑苏等音色细弱，而阴平声调听觉清脆，如玉、媛、娇、花、云、
娴等。这些字也正是宋人女名的多用字。

在字义的选择上，宋代女名更突出地强调了女性的性别角色。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将女性的生理、性
格等规定为“阴柔”的特质，女名的选用也因而多用表示阴柔的字词，如柔、静、娇、婉等，有娇奴、顺淑、静
珠、文婉之类。以花草云月字命名，如秋月、香云、弱兰、樱桃等，也主要是强调阴柔、甜美的特性。

女性的名字与社会文化所认定的女性生理特征相一致，不仅用来指代女性的生理性别，更成为女性

·３１１·

①限于篇幅与刊物规定的新作注格式，相关统计表略去，文中出现的女名实例也不一一注明出处。资料来源请参见文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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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性别符号。
（二）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

首先表现为大量的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这本身就是社会性别分工的反映，因为名字“产生于社会

交际的需要”（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２：１），“定位乎内”的女子自然不必有名。女性从基本符号上就被社会边缘

化了。多数女性仅以“某某女”或“某某妻”等代称行世，这是“由于古代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无独立

地位”；女子出嫁后称姓不称名，不过“是避免同姓婚媾的一个措施。”（纳日碧力戈，２００２：１４３）

其次，为数众多的指代性称谓婆、姥、媪、嫂、姑、姐等，也表明了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位，这
类称谓使用的范围上自帝王嫔妃，下至普通民女，十分普遍，前者如兰姑、和姑、柳姊，后 者 如（李）媪、
（徐）十八婆、（邓）八嫂等。这些是用性别、年龄和家庭角色来指代妇女，结果是使得作为独立个体的女

性形象被湮没无闻。
再次，留存下来的女性名字，往往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联系在一起。例如，贵族女子常以闺阁物

命名，如玉屏、檀香、璎珞、串珠等。职业民妇的名字多带有性别分工的色彩：酒肆当垆女名侑觞；女使名

进喜；乳医与巫婆、洗衣妇同类，通常没有正式名字，只被称作老娘、四娘、十五嫂、婆之类。伴随着宋代

声伎业的繁荣，娼妓的名字琳琅满目，那些用以取悦嫖客并多半出自于嫖客的妓女名号，字义读音堪称

女名中最美妙动听而又充斥情色意味的一类，或名慧、美、柔、盼、惜惜、赛赛、盈盈、韵可人、白牡丹，或字

才姬、仙才，或呼书仙、娇娘。娼妓的名字对妓女自身而言，是她们谋得生存的一个辅助工具；对男性命

名者来说，则是他们各种欲望的载体，他们借由为娼妓命名，把自己对女性容颜、姿态、才情等诸般欲望

尽情地挥洒到妓女的身上。
复次，在宋代女名中，“奴”字的使用频率很高，涉及到各个阶层，在嫔妃、婢妾中尤为集中。如徽宗

的嫔妃有近２０人以“奴”为名，三宝奴、红奴、月奴，金奴、阿奴、星奴、富奴、娇奴、元奴、香奴、小奴等等；
而在５７例婢妾名中，称“奴”的就超过了１０例，如馨奴、柔奴、均奴、庆奴、宜奴等。“奴”属贱称，张舜徽

先生（２００９：３０４０）指出：“古者奴隶易逃，奴字从又，所以拘执之也。此与奚字同意。大徐以持事解从又之

义，非也。古文从人从女，女旁有人，即所以监守之也。”“奴”字代表着地位卑下，受人役使。女子以“奴”
为名，无疑是用来表明其在主人面前的卑微。即使贵为嫔妃也不例外，她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男性君

王的享乐需要。可见，尽管有着贵贱、贫富等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女性比之于男性是身分地位卑下的。
（三）对女性内在品德的规定

综观宋代男女人名，不难看到，宋人命名注重从道德上对两性加以区分。主流文化认为男性的美德

在于刚强、果敢，女性的美德则是贤惠、柔顺。因而，在女名中，“淑”“静”“柔”“惠”“巧”等标识妇德的字

样占有很大比例，如皇帝嫔妃名顺淑、温和、蕙卿、灵好、心香，宗室女子名懿、善、惠仪、淑媛、巧姝，士家

女子名琬、淑、德静、德仪，侍女婢妾名惠柔、惠英、意真、柔奴，妓女歌姬取名婉卿、弱兰、慧、媛等。女子

的字号也常见柔、淑等，如晁德仪，字文柔；曾德耀，字淑明；曾德操，字淑文。以妇德字作为女名，寄托的

是家庭期望女子恪守妇道的心愿，遵循的是社会要求女性灵心慧质、恭承曲顺等妇道规范。宋人正是通

过美化妇女内在品性的方式来强化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依附、顺从的特质。
叠音字的使用也蕴涵着对女德的规定。两宋时期这类女名多数使用在嫔妃、侍妾以及妓女身上，仅

徽宗嫔妃就有袅袅、拂拂、巧巧、珠珠、癸癸；侍妾则如莺莺、怜怜、安安、端端、酥酥儿；妓女则有惜惜、赛

赛、师师等。以叠音字命名前两类女子，体现的是宋人对充当特殊角色的妇女所应具备的娇嗔、狎昵这

类特殊“妇德”的期待；用叠音字称呼妓女，则反映出这类女子作为商品，必须满足购买者的玩赏欲，这是

一种特殊市场交换中的“道德”，骨子里也寄托着一种对“妇德”的原始性期待。这类被赤裸裸物化的“妇
德”，与主流文化所张扬的贤妻、良母、孝女、顺妇之类妇德一道，共同构成宋人对不同类型的妇女所应具

备的不同内在品德的规定。
（四）对女性外在姿容的期待

主流文化要求女子外形庄重、洁净，因而女名或称仪真、观音，或称淑静、道清。但是，在留存下来的

实例中，更多的是形容女性娇艳的名字。有关这一点，在徽宗对其嫔妃的命名上表现得最为突出。６８０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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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例宋代女名中，徽宗嫔妃名近１３０例，其中柳腰、蜂腰、月媚、花媚、香奴、娇奴、袅袅、拂拂之类的香艳

名占了相当大一部分，还有猫儿、弄玉、醉仙桃、小娇奴等带有玩亵意味的名字，以及月里嫦娥、赛莲花、
一翦红之类不乏轻佻色彩的名字。其他各类女名也都少不了对女性姿容的描摹，如宗室女子名艳、细

眉、芳姿、舞蝶，家姬侍妾名酥酥儿、怜怜、莺莺、眄眄，娼妓名美、柔、妙、秀、韵可人、白牡丹等，仕宦家女

子则有名“花不如”者。这些名字都刻意表现女性具有妖美冶艳的特性，这在骨子里还是视女性为观赏

物，用来满足命名者对女性的幻想，正像周煇（１９９４：３９０）所说：“士大 夫 昵 裙 裾 之 乐，顾 侍 巾 栉 辈 得 之 惟

艰，或得一焉，不问色艺如何，虽资至凡下，必极美称，名浮于实，类有可笑者。岂故矜衒，特偿平日妄想，
不足则夸尔。”夸饰溢美女性的容颜，不过是用来满足男性心目中对所谓“美女”的“平日妄想”。

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宋代妇女名字主要是按照社会性别文化有关妇女的规范来命名的，其主要功能

是标示所谓的“女性气质”，甚至是将女性物化，女名因而成为妇女社会性别的符号。

四、结　语

名字这一语言符号的背后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宋代女名从总体上看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气质，所

标示的不仅是女性作为女人而存在的自然属性，也标示着女性作为女人而存在的社会属性。这种“女性

气质”是社会性别文化的产物，是宋代社会按照其主流文化要求而设定的女性标准形象，反映的是掌握

社会话语权的男性精英群体的要求。
宋代妇女命名的形式和结构大体继承前朝的基本趋势，又有自己的特殊发展历程。尽管从总体上

看，宋代女名呈现出显著的女性气质，但仍有一些女性的命名规律与男子有相似之处。譬如：寓意倾向

于中性或男性化，如女名好郎、金男、仲贤、三福、德耀、希孟等，不仅体现了家庭对男性后裔的期盼，更是

将像男子一样成就功名的梦想寄托于女子之上；再如，用字排行与家中男子相同，如关景华，与其兄弟景

棻、景元、景仁等皆共享“景”字，女子与男子一样进入家族排行，共同体现着显亲敬祖、昌大后裔的宗族

观念；另如，名字与个人信仰、特长等相连，如佛迷、神佑、铁笛、咏絮等。这反映出尽管社会性别文化在

宋代已经成为主流，但仍具有一定的协调性、变通性，性别刻板印象并没有渗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以性别气质为主要特色的女名与当时的女性生活方式、社会地位及其变迁相伴相随，呈现出宋代两性关

系胶着、博弈的特征，并奠定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性别秩序逐渐固化的历史基本走向。
宋代女性的命名方式体现了社会性别文化的建构过程。社会性别文化正是通过命名，对男女性别

加以区别对待，从而强化对男女角色模式的认同，实现性别角色的社会化。清理这种“性别气质”建构，
有必要反省社会制度与结构秩序，清除性别气质相互对立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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