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朝鲜卑族人名的汉化

— 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一

何 德 章

《金石萃编 》 卷 7 2录北魏孝文帝 《吊比干碑文 》
,

碑阴具载从臣姓名
、

地望
、

官爵
,

兹

录其中以鲜卑族人为主的胡族出身者的情况于下
,

以资考辩
:

使持节… … 司州牧咸阳王臣河南郡元禧

使持节司空… … 长乐公臣河南郡丘 目陵亮

特进太子太保广陵王 臣河南郡元羽

侍中始平王 臣河南郡元把

兼尚书右仆射… …任城王臣河南郡元澄

散骑常侍祭酒
·

… 高阳伯 臣河南郡元微

散骑常侍北海王臣河南郡元详

散骑常侍领司宗大夫臣河南郡元景

散骑常侍 臣河南郡元葵

右卫将军臣河南郡元翰

龙骤将军 臣河南郡大野怒

司卫监臣河南郡元叫

司卫监臣河南郡万
,

匡于劲

员外散骑常侍… …黄平子 臣河南群丘 目陵纯

羽林中郎将臣河南郡侯莫陈益

员外散骑常侍… …给事中臣河南郡丘 目陵惠

太子率更令襄阳伯臣河南郡元尉

给事中臣河南郡 乙旗恬

给事中臣河南郡 乙拚免

给事中臣河南郡郁久间麟

右军将军 臣河南郡元宜

给事臣河南郡侯文福

给事臣河南郡万恤于种



射声校尉臣河南郡元洛平

显武将军臣河南郡万恤于吐拔
、

直阁武卫中臣河南郡 乙拚阿各仁

直阁武卫中臣高车部人解律虑

直阁武卫中臣河南群侯吕阿倪

直阁武卫中臣河南郡叱罗吐盖

直阁武卫中臣代郡若干侯莫仁

直阁武卫中臣河南郡 乙拚应仁

直阁武卫中臣河南郡吐难长命

散骑侍即东郡公 臣河南郡陆听

散骑侍郎臣河南郡郁久间歌

宰官令河南郡伊委愿

监御令臣河南郡莫耐姿悦

符节令臣代郡贺拔舍

武骑侍郎臣河南郡独孤遥

武骑侍郎臣河南郡 乙拚侯莫干

武骑侍郎巨河南郡万恤于澄

符玺郎中臣河南郡拔拔臻

员外散骑侍郎巨河南郡陆怖道

此碑刻写年代时 日见于碑之正文
,

云
: “

维皇构中迁之元载
,

岁次乎阉茂
,

望舒会于星

纪
,

十有四 日
,

日维甲申
。 ” 《魏书 》 卷 7 下 《高祖纪下 》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条亦称

: “
丁丑

,

车驾幸邺
。

甲申
,

经比干之墓
,

伤其忠而获庚
,

亲为吊文
,

树碑而刊之
。 ” 《金石萃编 》 编

者因上列题名中有 13 人姓作
“

元
”
氏

,

对碑文镌刻时间提出疑问
: “

诸王之名冠以
`

元
’

字
,

《高祖纪 》 太和二十年春王正月丁卯
: `

诏改姓为元氏
’ 。

据此碑则太和十八年已著为
`

元
,

矣
。

抑或撰文在前
,

书碑阴在二十年之后耶
。 ”

按
:

碑阴题名不仅北魏宗室子弟著姓
“

元
”
氏

,

鲜卑勋贵八姓之一的步六孤氏亦著姓
“

陆
”
氏而非原鲜卑部落名号

。

上列诸人中有
“

散骑侍郎东郡公臣河南陆听
”
和

“

员外散骑

侍郎臣河南郡陆怖道
” ,

据 《魏书 》 卷 40 《陆侯传陆听之附传 》
,

陆听之父陆定国在献文帝

朝受封为东郡王
,

听之
“

袭爵
,

例降为公
” ,

则碑中东郡公河南郡陆听即陆听之
。

陆氏人物

如同传所载陆希道
、

陆希静
、

陆希质等均有信道之疑
,

陆听之名中的
“

之
”

字应为道教徒

的符号
,

本可去掉① 。

陆怖道或即是陆希道
。

碑阴拓跋氏著姓
“

元
”
氏

、

步六孤氏著姓
“
陆

”
氏

,

并不能证明此碑刻于太和二十年

诏改鲜卑诸族姓氏为单姓之后
,

因其它鲜卑人姓氏均著原来部落名号
,

如
“

丘目陵
” 、 “

万

扭于
, , 、 “

乙拚
,, 、 “

若干
, , 、 “

叱罗
” 、 “

莫耐 (那 ) 娄
, , 、 “

侯莫陈
, , 、 “

土 (吐 ) 难
, , 、 “

侯奴

( 吕 )
”

等氏
,

如
“

元
, , 、 “

陆
, ,

二氏系据改后之姓
,

它们也分别应作
“

穆
, , 、 “

于
” 、 “

叔孙
” 、

“

苟
” 、 “

罗
” 、 “

莫
” 、 “

陈
” 、 “

山
” 、 “

侯
”
等姓

。

《高祖纪下 》 太和十九年六月条
: “

诏迁洛之

民
,

死葬河南
,

不得还北
。

于是代人南迁者
,

悉为河南洛阳人
。 ”
出土迁洛以后迁居洛阳的

鲜卑人墓志
,

地望绝大多数均作
“

河南洛阳人
” ,

而无如此碑作
“

河南郡
”

之例
,

这也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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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刻于太和十九年六月 改代人地望之前
,

太和十八年四月
“

部分迁留
”

之后
。

作
“

河南

郡
”

者
,

即随驾将定居洛阳者
。

另外
,

碑阴上列人物有的 《魏书 》 有传
,

其行迹官爵可考

明年代者
,

在太和十八年时与碑阴题写相符
,

而太和二十年时的官爵与碑阴则有 出人
。

如

元舞本封始平王
,

太和二十年正月改封彭城王
,

碑阴仍作
“

始平王
” ,

此亦可作为碑实刻于

太和十八年的一个参证
。

太和十八年拓跋氏
、

步六孤氏已分别称
“

元
”
氏和

“

陆
”
氏

,

实情如何
,

当须深究
,

而

本文旨在借碑阴题名探求鲜卑人名字的汉化过程
,

以便对北朝少数族汉化提供一个观察的

视角
。

昔年陈寅格先生为姚薇元先生所著 《北朝胡姓考 》 作序
,

倡言
: “

吾国史乘
,

不止胡姓

须考
,

胡名亦急待研究也
。 ’ ,②考论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族姓氏源流及改从汉姓之情状

,

除姚先

生 《北朝胡姓考 》 一书外
,

近年来又多新作
,

而考论胡人名字者
,

如鄙陋所见
,

仍仅有姚

先生早年所作 《 < 宋书
·

索虏传>
、

< 南齐书
·

魏虏传> 北人姓名考证 》 一文③ ,

是陈先生

所言
,

今仍为
“

急待研究
”

者也
。

拚究北朝时期胡族人名
,

功用大致有三
:

其一考辨史事涉及的人物
,

如上揭姚先生文
;

其二借胡族名字考察其民族语言
,

此种甚难
,

力所不能及
;
其三据胡族取汉字雅名的情况

考察该民族汉化状况
,

此较为容易
,

本文就此着笔
。

从前列题名看
,

42 人中
,

显然为胡名如
·

“

乙旗阿各仁
” 、 “

若干侯莫仁
” 、 “

乙旅侯莫

干
”

者仅七产八人
,

据此
,

可以说迁都洛阳前夕
,

80 % 的鲜卑族上层人物多能说汉语
,

这

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废弃本民族语言并命 30 岁以下的鲜卑族官员立即改说汉语的先决条

件
。

关于北魏迁洛以前鲜卑族人的名字
,

《魏书 》 中材料甚多
。

陈寅格先生以为
: “

魏收著

《魏书 》
,

其于胡人姓名
,

概用太和汉化以后 的姓和名
,

胡人原来只有名
,

而无字和号
,

孝

文帝改胡人姓名
,

其于名
,

是赐给他们一个汉名或雅名
,

而 以他们原来的名为字
,

或为号
,

或为小名
。

其于先世乃至汉人
,

也往往照此办理
。 ” ④ 《魏书》 所记北魏前期鲜卑人名字

,

确

与他们本来的名字有不尽相同的地方
,

如出土永平四年 《元伴墓志 》 志阴记其五世祖为魏

昭成帝子
,

名受久
;
高祖名遵

,

字勃兜
;
曾祖名素连

;
祖名于德

;
父名

J

理
,

字纯陀
。 ⑥ 《魏

书 》 卷 15 《常山王遵传 》 不记遵之字 (勃兜当为鲜卑语名 )
, “

素连
”

单作
“

素 ,’,
“
于德

”

单

作
“

德
” , “

惶
”
亦不记其字

“

纯陀
” 。

又 《元凝妃陆顺华墓志 》 称其祖名受洛跋
,

父名绣
,
@

而 《魏书 》 卷 4。 《陆俊传 》 记陆挤字伯琳
,

其父名
`

蜜
, ,

而非
“

受洛跋
” 。

孝文帝厉行汉

化
,

确也喜欢给一些鲜卑人赐名赐字
。

《魏书》 卷 25 《长孙道生传孙长孙观附 》 : “

子冀归
,

六岁袭爵
,

降爵为公
。

高祖以其幼承家业
,

赐名稚
,

字承业
。 ”

同书卷 27 《穆崇传曾孙穆真

附 》 : “

真子泰
,

本名石洛
,

高祖赐名焉
。 ”

但是
,

《魏书 》 所记孝文帝以前鲜卑族人名
,

并非全为汉字雅名
,

也多有鲜卑本名
,

甚

或父辈为汉字雅名
,

子辈又显为鲜卑名
,

兄弟之间有的为汉字雅名
,

有的则为鲜卑名
。

这

些汉字雅名是他们本人在世时即已行用呢 ? 还是孝文帝时所改而为 《魏书 》 所记录呢 ? 请

以例说明
:

北魏创建者拓跋硅
,

祖父名什翼键
,

拓跋硅子明元帝拓跋嗣
,

太武帝名拓跋煮
,

其子

拓跋晃
。

据 《宋书》 卷 95 《索虏传 》 及 《南齐书 》 卷 57 《魏虏传 》
,

拓跋硅鲜卑名为
“

涉

硅
” ,

拓跋煮鲜卑名为
“

佛狸伐 ,,@
,

拓跋嗣鲜卑名为
“

木末
” 。

从事实上看
,

这几位北魏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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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统治者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正是汉字雅名
。

太平真君四年
,

北魏遣使远诣乌洛侯国祭远

祖石室
,

石刻祭文今已发现
,

文中称
“
天子臣熹

”

而非
“
臣佛狸伐

” 。

《魏书 》 卷 1 12 下

《灵征志 》记太平真君五年张掖郡有
“

石文记国家祖宗讳
” : “

其文记昭成皇帝讳
`

继世四六
,

天法平
,

天下大安
, ,

凡十四字
;
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

`

应王
,

载记千岁
’ ,

凡七字
;
次记

太宗明元皇帝讳
`

长子二百二十年
, ,

凡八字
; … …次记皇太子讳

`

昌封太山
’ ,

凡五字
。 ”

若要使这段文字中所记石文与所指人物的名字 (讳 ) 相加合于后面相应的字数
,

前后 四
“

讳
”

字处分别应为
“

什翼键
” 、 “

硅
” 、 “

嗣哭
、 “

晃
” ,

显然
,

拓跋挂
、

拓跋嗣的鲜卑本名未

在公开场合使用
。

这些事例表明
,

《魏书 》 所记北魏前期鲜卑人汉字雅名
,

有许多确实是当

事人生前所使用的名字
,

并非全系太和汉化特别是语言改革以后追改的结果
。

从 《索虏

传 》 和 《魏虏传》 我们知道
,

孝文帝之弟元舞鲜卑名为渴言侯
, ⑧但太和十八年 《吊比干碑

文 》 所用却是其雅名
。

同十六国北朝其他少数民族一样
,

拓跋鲜卑及其息从者刚进人中原
,

他们的名字便因

接触到汉族语言文字而开始发生改变
。

拓跋硅不仅将其原名
“

涉挂
”

改为
“

硅
”
以从汉人

习惯
,

而且还热衷于为其追随者改名
。

《魏书 》 卷 25 《长孙篙传 》 : “

长孙篙
,

代人也
,

太祖

赐名焉 ` ” 同书卷 28 《庚业延传 》 : “

庚业延
,

代人也
,

后赐名
`

岳
, 。 ”

以
“

篙犷
、 “

岳
”

为人

名
,

显系受汉人命名习惯影响所致
。

同书卷 28 《古弼传 》 : “

古弼
,

代人也
。

少忠谨
,

好读

书
,

又善骑射
。 · ·

一太宗嘉之
,

赐名日
`

笔
, ,

取其直而有用
,

后改名
`

弼
, ,

言其辅佐材

也
。 ”

古弼鲜卑语本名为吐奚爱弼
,

吐奚为姓
,

爱弼为名⑨ ,

拓跋嗣赐定为单名
,

或与其本

名有关
,

但毕竟又按汉字意义给以解释
。

北魏初期鲜卑贵族如拓跋遵在鲜卑语名
“

勃兜
”

之

外又起汉字雅名者
,

当不在少数二这些雅名或取原鲜卑名之义
,

或取其中一个音节译写
,

或

另取一雅字命名
,

也许都会像古弼得名那样
,

有一个解释的程序
。

由于北魏都平城时期既不断接受汉文化影响
,

又保留着浓厚的鲜卑族旧习
,

即 《南齐

书
·

魏虏传 》 所谓
“

胡风国俗
,

杂相揉乱
” ,

这种文化氛围同样表现在人名上
。

太武帝拓跋

熹既赐人以鲜卑名
,

也曾赐人以汉字雅名
。

《魏书 》 卷 31 《于栗碑传 》 : “

子洛拔
,

… …有

姿容
,

善应对
,

恭慎小合
。

世祖甚加爱宠
,

因赐名焉
。 ”

同书卷 42 《薛辩传 》 : “

长子初古拔
,

一日车格拔
,

本名洪柞
,

世祖赐名焉
。 ” “

洛拔
” 、 “

初古拔
”

无疑均为鲜卑语名
,

拓跋煮却

分别将其赐给鲜卑人和汉人
。

又同书卷 41 《源贺传 》 :

源贺原名
“

破羌
” ,

因每战必冲锋陷

阵
,

拓跋熹加以劝诫
,

并说
: “

人之立名
,

宜得其实
,

何可滥也
。 ”
赐名为

“

贺
” 。

此与拓跋

煮将北方柔然族定译名为蠕蠕
, “
以其无知

,

状类于虫
’ ,L一样

,

属于按汉字字意命名
。

《源

贺传 》 又称
,

源贺本十六国南凉主秃发褥檀子
, “

秃发
”

为
“

拓跋
”
的同音异译

。

源贺奔魏
,

拓跋燕说
: “

卿与联源同
,

因事分姓
,

今可为
`

源
,

氏
。 ”

此亦据汉字字义改姓
。

鲜卑名和

汉字雅名交互为用
,

是当时平城地区汉语和鲜卑语两种语言交互影响的结果
。

有深厚文化根基的汉语是终会排挤鲜卑语
,

鲜卑人的名字也会更多地取用汉字雅名
,

这

是和鲜卑族汉化的趋势相一致的
。

《魏书 》卷 1 5 《常山王遵传子素附 》 : “

诏群臣议定皇子名
,

素及司徒陆丽议日
: `

古帝王之制名
,

其体有五
:

有信
、

有义
、

有象
、

有假
、

有类
。 ⑧伏惟陛

下当盛明之运
,

应昌发之期
,

诞生皇子
,

宜以德命
。 ’

高宗从之
。 ”
同书卷 44 《和其奴传 》 记

其事说
: “

太安元年
,

诏群臣议立皇太子名
。

其奴与司徒丽等以为宜以德命名
,

帝从之
。 ”
皇

子命名竟成为朝廷大事
, 护

这在北魏前几朝还不见先例
。

《高宗纪 》 太安元年 ( 4 5 5) 六月
:

“
诏名皇子日

`

弘
, ,

曲赦京城
,

改年
。 ”

拓跋弘在次年被立为皇太子
,

也就是后来的北魏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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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
,

他的名字
“
弘

”

当然是按陆丽
、

和其奴等鲜卑贵族的意见
, “
以德命名

”
的

。

这里
,

我们不竟要为这些鲜卑贵族引古代帝王命名原则为新生皇子命名而感到惊诧
。

北魏前此皇子命名并不太计较
,

拓跋煮有子名小儿
、

猫儿
、

虎头
、

.

龙头@
,

虽系汉名
,

几近乎俗人之名
。

拓跋熹太子拓跋晃有子名天赐
、

万寿
、

长寿
,

亦近乎俗套
;

丈有子名洛

侯
、

太洛
,

当为鲜卑语名
; 至于其一子名新城

,

一子名小新城
,

并封王 爵
,

则随便得有些

滑稽L 。

文成帝拓跋字睿郑重其事地为皇子命名
,

确也遵循了
“
以德

”
的原则

。

据 《南齐书
·

魏虏传 》
,

拓跋穿睿字乌雷
,

这还是以鲜卑名为字
,

而拓跋弘字万民
,

显然是属意于这位皇子

将成为弘扬祖业
、

统治万民的有德之君
。

拓跋亨睿另几个儿子亦几全用汉族方式命名取字
,

如

拓跋简字叔亮
、

拓跋猛字季烈
、

拓跋若字叔儒叭 这反映了鲜卑人在取名上更加汉化的事实
,

同时也是 《吊比干碑文 》 中所列鲜卑族人 80 % 以上已拥有汉字雅名的原因
。

《宋书
·

索虏

传 》
、

《南齐书
·

魏虏传 》 多记鲜卑人鲜卑语名
,

有鄙夷之意
,

不能以为孝文帝以前鲜卑人

甚少汉字雅名之据
。

孝文帝迁洛后行汉化改革以后 、 迁洛鲜卑族人的名字几乎不再有鲜卑语名
,

而且名与

字相配合
,

讲求在名字上体现兄弟行辈
,
与汉人无异

。

试举陆氰子孙名字为例
。

《魏书 》 卷 40 《陆侯传陆瓤附传 》 (又参 《北史 》 卷 2 8 }}) 称陆钮父名定国
、

祖名丽
,

应均系汉字雅名
,

而无字号
,

当别有鲜卑名
。

传称欲字思弼
, “
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

,

鉴谓所亲云
: `

平原王才度不恶
,

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
。 ’

时高祖未改其姓
。 ”

陆瓤出鲜卑步
六孤氏

,

有鲜卑语名贺鹿浑
,

此即所谓
“
姓名殊为重复

” 。L但他毕竟已有雅名雅字
,

其子辈
、

孙辈姓名便因孝文汉化之惠
,

不再重复
。

一希道 (洪度 )

一士惫

一士宗

一士述

一士沈

一士谦

一士佩

(元伟 )

(仲彦 )

(幼文 )

(明远 )

(委修 )

(季伟 )

一希悦

一希谧

一希静

) 中号为字
陆叙

(季默 )

一希质 (幼成 )

(子瑛 )

(子瑜 )

殉瑾

灌
:

(子璧 )

悉达

一

巨
l

一卜ì|一

一

陆钗五子双名均以
“

希
”

字为首
,

其长子希道六子名均又以
“

士
”

字为首
,

其幼子希质四

子
,

其中三人单名中均有
“
玉

”

旁
,

在在显示 了兄弟行辈关系
;
诸人的名和字也吻合贴切

:

不复见鲜卑语名的迹象
。

、

这种情况在北魏皇室人物和其他鲜卑族出身者的传记中同样能见

到
。

总之
,

从拓跋鲜卑据有中原建立北魏开始
,

鲜卑族人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分子便开始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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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雅名
,

当某人同时拥有鲜卑语名和汉字雅名时
,

他在正式场合使用的往往是汉字雅名
。

随汉文化影响的不断深人
,

鲜卑族人也更广泛地取汉字雅名
,

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迁居治

阳的鲜卑族人尤其是其中的贵族彻底抛弃了鲜卑语名
,

按汉族习惯命名取字
。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进行的语言
、

服饰等汉化改革
,

对于仍居平城甚至远居北镇地区的

鲜卑族及依附于北魏的高车等族人
,

当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

北魏末年
,

北镇酋豪及北镇

镇兵成为最活跃的一种政治势力
,

以他们为主体
,

·

在北魏的废墟上建立起东魏北齐及西魏

北周政权
。

有的研究者对北魏后期北镇地区的鲜卑文化氛围印象极深
,

视北魏末年动乱为

鲜卑化和汉化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
,

并用鲜卑化这一概念解释后来东魏北齐
、

西魏北周的

政治发展过程
。

笔者认为
,

北魏迁都洛阳后
,

北镇地区并未形成一个汉文化的真空
, “

北镇地区在北魏

迁洛以后
,

仍有学校
,

其上层人物仍在学习汉文典籍
,

并按儒教化理行事
” ;
东魏北齐

、

西

魏北周时
,

历史的趋势仍是北镇酋豪及其息从者的迅速汉化
,

而不是所谓鲜卑化
。 L这一观

点从北魏后期北镇地区居住者及他们在东魏北齐
、

西魏北周时名字的变化上
,

也可以得到

证实
。

首先
,

北魏末涌人中原的第一代北镇人大都拥有一个鲜卑名
,

宇文泰字黑獭
、

高欢字

贺六浑
,

为典型例证
。

但第一代人中拥有汉人似的雅名雅字者也颇有其例
。

《周书》 卷 1 7 《王德传 》 : “
王德

,

字天恩
,

代郡武川人也
。

… …字庆
,

小名公奴
,

性谨

厚
。

… …初德丧父
,

家贫无以葬
,

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
。

因遭兵乱
,

不复相知
。

及德

在平凉始得之
,

遂名日
`

庆
, 。 ”

王德家居北魏末年的武川镇
,

但其名和字相配合
,

均为汉

字雅名
,

他先给 自己的儿子取名
“

公奴
” ,

后又因喜失而复得将其改名为
“

庆
” ,

均非鲜卑

语名
。

同书卷 19 《宇文贵传 》 : “

宇文贵字永贵
,

其先昌黎大棘人也
。

徙居夏州
。

父莫豆干
。

… … 贵母初孕贵
,

梦有老人抱一儿授之日
: `

赐尔是子
,

傅寿且贵
。 ’

及生
,

形类所梦
,

故

以
`

永贵
’

字之
。 ”

宇文贵父名莫豆干
,

系胡族语名
,

但宇文贵的名和字却是受汉语习惯影

响而取的
。

事实上
,

北镇地区在北魏后期也是一个汉语
、

鲜卑语交汇的地区
,

并非纯鲜卑

语的天下
。

((J 匕齐书 》 卷 21 《高乾传高昂附 》 : “

高祖 (高欢 ) 每申令三军
,

常鲜卑语
,

昂若

在列
,

则为华言
。 ”

高欢本怀朔镇人
,

史称其
“
既累世北边

,

故习其俗
,

遂 同鲜卑
” 。

但他

仍能说汉语
,

其所统镇人无疑大多数也能理解
“

华言
” 。

由于北镇地区汉语与鲜卑语同样流行
,

·

北镇人取用汉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

侯莫陈顺本

居武川镇
,

与宇文泰
“

同里门
,

素相友善
” ,

其三弟
,

一名崇
,

字尚乐
;
一名琼

,

字世乐
;
一

名凯
,

字敬乐
。

兄弟四人均系汉字雅名
,

其字也讲求兄弟行辈
。

又如出于武川镇的赵贵
,

字

天宝 ;
雷绍

,

字道宗
;
贺兰祥

,

小名盛乐
。

名字 中均无鲜卑语影响的迹象
。

贺拔胜字破胡
,

显亦为汉名
,

其兄贺拔允字阿鞠泥
、

贺拔岳字阿斗泥
,

则汉名
、

鲜卑语名兼而有之
。

北镇出身的第一代人在北魏末进人内地居官任职后
,

甚至为了简易
,

改换名字
。

《北齐

书 》 卷 17 《解律金传 》 :

解律金本为怀朔镇高车 (救勒 ) 部落酋长
,

高祖名倍利侯
、

祖父名

蟠地斤
、

父名大那琅
,

其本人名阿六敦
,

均系鲜卑语 (或救勒语 ) 名
。

《北史 》 卷 54 本传

称
: “

金性质直
,

不识文字
。

本名
`

敦
, ,

苦其难署
,

从其便易
,

犹以为难
。

司马子如教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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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

字
,

作屋况之
,

其字乃就
。 ”

从
“

阿六敦
”

改为单音节的
“

敦
” ,

已受汉语习惯影响
,

再改名为
“

金
” ,

则受汉字影响
。

当时北镇酋豪改鲜卑语复名为汉字单名
,

可能还有同解律

金类似的情形
。

其次
,

北魏末进人中原的北镇人的第二代至迟第三代的名字
,

已彻底汉化
,

不再见拥

有鲜卑语名
。

如解律金之子解律光字明月
,

显为汉名汉字
。

解律光四子
,

长子武都
、

次子须达
、

三

子世雄
,

四子恒伽
,

名字有受佛教影响的迹象
,

但非鲜卑语名
。

此种事例
’

《北齐书 》
、

《周

书 》 比比皆是
,

为避免繁琐
,

同时也为了持论有据
,

试举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的统治家族

高氏和宇文氏为证
。

高氏若以高欢为北镇进人中原的第一代
,

第二代即高欢诸子名中都毫无例外有
“

水
”

旁
,

如高澄
、

高洋
、

高湛
、

高演之类
。

高欢十五子中
,

确知有鲜卑名者为北齐文宣帝高洋和武

成 帝高湛
,

高湛鲜卑语名
“

步落稽 ,,@
,

史不著高湛字
,

当亦因此
。

((J 匕史 》 卷 7 《齐废帝

纪 》 有一则高欢孙辈命名取字的故事
: “

初
,

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
,

帝从而尤之日
:

`

殷家弟及
, “
正

”

字一止
,

吾身后儿不得也
。 ’

邵惧
,

请改焉
。

文宣不许日
: `

天也
。

”
,

文

宣帝高洋子高殷
、

字正道
,

其余四子名绍德
、

绍义
、

绍仁
、

绍廉
,

均以
“

绍
”

字为首字
;
高

澄六子中名之首字似均以
“

孝
”

字首字
,

次一字中均有
“

玉
”

旁
;
高湛十三子的字均 以

“

仁
”

字为首字
,

高演七子除长子高百年外
,

字均以
“

彦
”

字为首字
,

这也应与强调兄弟行

辈的原则有关
。

(正德 )

高澄 (子惠 )

一孝瑜

一孝甭

一孝碗

一孝灌

一延宗

一绍信

一纬 (仁刚 )

一绰 (仁通 )

一俨 (仁威 )

一廓 (仁弘 )

一贞 (仁坚 )

高湛 (步落稽 )

—

高洋 (子进 )

一殷 (正道 )

一绍德

一绍义

一绍仁

一绍廉

一仁英

一仁光

一仁琶

一仁俭

一仁雅

一仁直

一仁谦

一仁几

其三
,

西魏北周从宇文泰开始
,

多赐功臣以鲜卑姓
,

论者每以
“

鲜卑化
”

视之
,

但值得注

意的是
,

宇文泰也常赐功臣以名字
,

所赐均为汉字雅名
,

无一鲜卑语名
。

《周书 》 卷 16 《独孤信传 》 : “

独孤信
,

云中人也
,

本名如愿
。

… … 太祖以其信著遐迩
,

故赐名为
`

信
’ 。 ”

同书卷 17 《刘亮传 》 : “

刘亮
,

中山人也
,

本名道德
。

… … 亮以勇敢见知
,

为时名将
,

兼屡陈谋策
,

多合机宜
。

太祖乃谓之日
: `

卿文武兼资
,

即孤之孔名也
。 ’

乃赐

名
`

亮
’ 。 ”

卷 29 《伊娄穆传 》 : “

伊娄穆
,

字奴干
,

代人也
。

父灵
,

善骑射
,

为太祖所知
。

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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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尝谓之 日
:`

昔伊尹保衡于殷
,

致主尧舜
。

卿既姓伊
,

庶卿不替前绪
。 ’

于是赐名
`

尹
’

焉
。 ”

同卷还称宇文泰赐金城直城人王文达名
“

杰
” 、

武川镇人王胡仁名
“

勇气 柜鹿人耿令贵名
“

豪
” , “

以彰其功
” 。

赐名的对象既有汉人
, .

也有鲜卑人
,

而赐予的名均为汉字雅名
,

足见

当时在名字上绝对没有固守鲜卑旧俗
,

而是积极汉化
。

宇文氏若以宇文泰作为从北镇地人中原的第一代
,

那么宇文泰诸子作为第二代
,

都还

拥有一个作为字或小名的鲜卑名
,

如其长子
、

北周明帝宇文毓
“

小名统万突
” ,

其三子阂帝

宇文觉
“

字陀罗 尼
” ,

其第四子武帝宇文敬
“

字称罗突
” 。

到了第三代
,

如下表所示
,

不再

见鲜卑语名
,

至少从文献上我们见不到他们有鲜卑小名或作字用的鲜卑语名的情况
。

而且

第三代的名和字都反映出宇文氏已极强调兄弟行辈
,

如第三代的字基本上以
.

“

乾
”

字开头

(文献中有的人有名无字
,

应属漏记
;
有的直以

“

乾某
”

为名
,

当属以字行 )
。

宇文泰兄弟

辈的后裔亦遵从这一原则
,

如宇文泰长兄宇文颖之孙宇文广字乾归
、

.

宇文亮字乾德
、

宇文

翼字乾宜
、

宇文椿字乾寿
、

宇文众字乾道
;
宇文颖子宇文护有子名乾嘉

、

乾基
、

乾光
、

乾

蔚
、

乾祖
、

乾威
。

另外
,

上表中宇文岂诸子的字中
,

第二字均有
“

人
”

旁
;
宇文宪诸子除

乾洽外
,

下一字均从
“

示
” ,

且名中均有
“

贝
”

旁 ; 宇文纯三子名中均有
“

言
”

旁
;
宇文盛

诸子名中均有
“
心

”

旁
,

此种情形无疑都旨在命名取字中强调兄弟行辈关系
。

阳辩雅乾乾乾贤贞实
ù

片卜
l

卜宇文毓

(统万突 )

(乾瑞 )

一赞 (乾伯 )

一赞 (乾依 )

一蛰 (乾信 )

一允 (乾仕 )

一兑 (乾俊 )

宇文直

(豆罗突 )

宇文琶

(称罗突 )

一贺

一空

一塞

一响

一贾

一秘

一津

一兀
(乾仪 )

一乾理

一乾深

一乾琼

宇文宪

(毗贺突 )

宇文招

(豆卢突 )

宇文俭一乾挥

(侯幼突 )

宇文觉二康 ( 乾安 )

(陀罗尼 )

忱惊恢顺忻卜卜卜|卜卜

一乾禧

一乾洽

员

贯

乾铣

乾栓

乾铿
宇文迪

(尔固突 )

宇文纯

(埋智突 )

宇文盛

(立久突 )

谦让议卜卜卜



注 释
:

① 参见陈寅格先生 《崔浩与寇谦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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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80 年版
。

② 《金明馆丛稿匕编》 第 242 页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 8。 年版
。

③ 载 《清华学报》 第 8 卷第 2 期
。

.

,

④ 《陈寅格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 第 258 页
,

万绳楠整理
,

黄山书社 1 9 8 7 年版
。

⑤ 《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 》 图版 54 之 2
。

⑥ 同上书图版 151
。

⑦ 陈寅洛先生考证见
`

《陈寅烙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 第 25 8 页
。

⑧
.

同注⑦第 259 一 260 页
。

《魏书 》 卷 21 下 《元鳃传》 称元娜字彦和
,

陈寅格先生疑
` ·

彦和
”
即元舰

之鲜卑语名
“

渴言侯
”

之
“

言侯
”

二字音转而成
,

似不确
,

如所周知
,

《文心雕龙》 作者刘姗之字

亦为彦和
,

元姗之字应属据名而取
。

元拐兄弟辈元禧字永寿
、

元干字思直
、

元羽字叔翻
、

元雍字

思穆
、 .

元详字季豫
,

名与字均配合贴切
。

参 《北朝胡姓考 》 第 113 页
,

科学出版社 1 9 5 8 年版
。

《魏书》 卷 103 《蠕蠕传》
。

语出 《左传》 桓公六年九月
“

公问名于申孺
”

条
。

《魏书 》 卷 18 序
。

《魏书》 卷 19 上序
。

《魏书》 卷 20 各人本传
。

同注⑨
,

第 29 一 30 页
。

参拙撰 《汉文字与拓跋鲜卑汉化》
,

载 《学人 》第 3 辑第 287 一 31 。 页
,

江苏文艺出版社 1 9 9 2 年 12

月出版
。

高湛
“

小字
”
即小名为

“

步落稽
” ,

见 《北齐书》 卷 10 《高浚传 》
。

《北史卷七 《北齐文宣帝纪 》 称
:

“

帝讳洋
,

字子进
。

… … 武明太后初孕帝
,

每夜有赤光照室
,

太子后私怪之
。

及产
,

命之日
`

侯尼

于
’ ,

鲜卑言
`

有相子
’

也
。

以生于晋阳
,

一名
`

晋阳乐
’ 。 ”

高洋有二
“

小字
” ,

一为鲜卑语
,

一

为汉语
,

亦可见北镇人中双语言流行的状况
。

⑨L@LL妙L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