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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是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的普遍现象。美洲的印第安人、

高加索地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巴拉圭的阿北波尼人、澳大利

亚的土人、非洲的祖鲁人等一些未开化的民族，古代的印度

、埃及等一些有较高文明程度的民族都有各自的名字避讳。 

在原始氏族的观念中，人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

一种具有某种超人力量的符号。他们认为，当一个人获知某

一个人的名字时，他同时也将得到他一部分力量，这也许就

是避讳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避讳是在原始人对大自然、

对人类自身不理解，并加以神秘化的情况下产生的。 在我国

，名字避讳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并且连续不断，代代相续。

据学者们考证，汉语名字的避讳起源于周代。《左传》记载

鲁桓公给太子命名时，向大臣们儒征询意见，申儒讲述了起

名不要用国名、山川名、官职名、疾病名、畜牲名、器币名

的道理，因为这些事物与百姓的关系密切，用这些事物取名

字，会给生活带来不便。可见古代中国很可能在周代以前的

漫长的蒙昧历史时期便已存在姓名避讳了。 "名魂相关"的迷

信思想自那时起遗留下来，即便是中国封建时代的高度文明

也没有使人们认识到名字只不过是人的一种代号，它与它所

代表的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应该对它有什么迷信思

想。然而，在整个封建时代中，名字的避讳现象层出不穷，

愈"避"愈多加稳固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一部分，甚至被利用为

政治上打击异已的一种手段。 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出



现过以下几种名字避讳。 2、 个人讳 个人讳，顾名思义，就

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官僚自恃权

势，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讳，这叫自讳其名。这些封建官员，

他们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级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

封建帝王及上级讳名讳耻。另一方面，对其下属、对百姓，

他们又改换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气凌人，让人为他避讳。 这

种人，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恐怕是那个"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

姓点灯"的田登了。由于"登"和"灯"同音，元宵节放灯时，他

出布告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而不说"放灯三日"，遗笑而

今。 南宋的钱良臣也有讳其名，他的小儿子颇聪慧，凡经史

中有"良臣"二字的，读时均改为"爸爸"。一天读《孟子》，"

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遂将其改读为"今之所谓

爸爸，古之所谓民贼也。"原想尊敬，反成辱骂了。 还有一位

老兄姓赵名宗汉，他把"汉"字据为已有，规定下属及其家人

遇到其他地方的"汉"字，都要改为"兵士"。一天，他老婆去拜

罗汉，他儿子正在跟老师学习《汉书》，仆人向他禀报时说

："夫人请和尚来家供奉十八罗兵士，公子请老师，在教《兵

士书》"。 这种自讳其名，其实只是自抬身份罢了。 另一种

个人讳是上级长官或有权有势者并没有要求，但一些下级官

吏和身分低微的人敬畏他们的权势或为拍马屁，而避其名讳

。 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他的门客给他讲老子的《

道德经》，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

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门客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

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令人啼笑皆非。 这种个人

讳，在封建社会中并没有得到礼法的承认，而且这些官吏的

权势也有限，并不像皇帝那样至高无上。所以国讳是老虎屁



股摸不得，而这种个人讳的屁股还是可以摸一摸的，尤其是

碰上一些不畏权势，敢于犯上的人。 宋朝宣和年间，有一个

人名叫徐申干，任常州知府，自讳其名。州属某邑的一位县

令一日来禀报，说某事已经三次申报州府，未见施行。因为

话里出现了一个"申"字，于是除知府暴跳如雷，大声喝斥说

："作为县令，你难道不知道上级知州的名字吗？是不是想故

意侮辱我？"谁知这位县令是一位不畏权势的人，他马上大声

回答说："如果这事申报州夜而不予答复，我再日报监司，如

果仍不见批复，我再申报户部，申报尚书台，申报中书省，

申来申去，直到身死，我才罢休"。他不管犯不犯讳，雄赳赳

地说了一连串的"申"字，这才扬长而去。这位知州虽然气得

不得了，但也无法定他的罪。 但在封建时代那种等级森严的

社会，"为尊者讳"的紧箍咒紧紧钳住了人们的思想，像这位

县令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的，有些人就因为犯了这些有权有

势的人的名讳，而受到了处罚。 宋代的杨万里任监司，一次

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

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马上插话说："万里昨日到"。这使当

地太守感到很狼狈，便下令将这位歌妓送往监狱。当时像这

位歌妓一样命运的人一定数不胜数的。 3、家讳 家讳，是家

族内部遵守的避父祖名的作法。凡父祖名某某，都必须在言

行、作文章时避开以此为名的事物。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

伸，同好讳一样是封建等级、论理观念的体现。 在中国人的

心目中，家族的血亲祖先是最重要、最该供奉的。因为这个

社会的伦理是以"已身"为基点，并由此构筑社会关系的。中

国人对神、宗教不那么热烈、虔诚，只是用时方信，不用时

就扔到一边，但对祖先则怀有十分现实又深厚的感情，有无



限的敬仰和本能的内心折服和归附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

总喜欢打听对方父母的身份、职业、地位等，如果父母身份

高、地位高，别人会感到羡慕，自己也会很自豪。如果父母

的社会地位低，名望不好，便会被人瞧不起，自己也常常会

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人人都希望"光完耀祖"，不要"给祖宗

脸上抹灰"，时时想着"衣锦还乡"，不要让人骂"忘了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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