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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连名制度，即英语民族学文献中所谓的trkeisonymy，①是一种在我国有着广泛分布的命名制度，究其最集中的核心分布区，应首推我

国的南方民族地区。对于我国西南地区藏缅语族和孟高棉语族诸民族以及台湾岛上一些土著族群的亲子连名制，前人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少

民族学和民族语言学的大师们都涉足过这一课题。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和马学良等前辈开创了对藏缅语族父子连名制进行科学研究的先河；②而

著名民族学家凌纯声、芮逸夫、杨希枚等先生则对台湾土著民族及东南亚一些土著民族的亲子连名制度作了系统的调查或分析。③他们对这些族

群的亲子连名制的研究，在我国民族学界和民族语言学界，至今仍鲜有能出其右者。不过，苗瑶语族的民族或民族支系里所流行的亲子连名制，

却由于种种原因，未曾引起过这些学术前辈们的注意。其实，苗瑶民族的亲子连名制也是一宗十分宝贵的民族学遗产，无论是对于全面了解苗瑶

族系的文化特征还是对于从总体上来把握亲子连名制的文化内涵，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尤其是对苗族而言，亲子连名制在其民族文化网络中有

着特殊的社会地位，与苗族的家族结构、婚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语言法则、民族认同感等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深入研究苗族的亲子

连名制对于我们探讨苗族的社会文化，无疑是十分有效的切入点之一。鉴于前人对于苗族的亲子连名制尚未有过系统的深入研究，本文拟对苗族

亲子连名制作一番尝试性的探讨。因为目前对有关国外苗族个人命名制度的材料掌握甚少，本文的探讨范围只限于分布在我国大陆的苗族。 

由于我国苗族内部的支系构成和分布状况比较复杂，因而亲子连名制在苗族中的分布也呈现出多种结构类型共时并存的格局。就目前所掌握

的资料来看，我国苗族的亲子连名制似可归纳为五种基本结构类型： 

1、祖、父、子三代并列式逆推反连 

这一结构类型如果用代码来表示即为：CBA－DCB－EDC。在这里，每一个完整的连名都由三个音节构成，这三个音节分别是祖、父、子三

代各自的本名。其中，第一个音节为当事人即子辈的本名，中间音节为当事人父亲的本名，最末一个音节为当事人祖父的本名。这一类型的连名

制主要流行于贵州省黔东南台江县、雷山县、剑河县一带的苗族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苗族社会中，祖、父、子三代相连的连名方式在使用

上并不是绝对唯一的，它实际上可以与父子两代相连的连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是需要强调每个人名所有者的祖父时才连祖父的本名，否则，父

子两代相连就可以了。 

2、并列式祖、父、子三代顺推正连 

该类型可用代码表示为ABC－BCD－CDE，即当事人的本名在连名之最末，祖父名在最前边，父名在中间。例如“奏麻俄”这个连名式人名

中，“奏”为祖名，“麻”为父名，“俄”为当事人自己的本名。这一类型的连名制主要见于贵州台江县的孝弟等苗寨中，具体的分布范围有多

大尚未及调查。 

3、并列式父子两代逆推反连。 

这一类型可用代码表示为BA－CB－DC。它呈现出严整的两音节格，其中前一音节为当事人自己的本名，后一音节为当事人父亲的本名。每

个连名按苗语语法意为“某之子某”。这是苗族中行用最为普遍的一种连名方式，无论是在操黔东方言的黔东南苗族还是操川黔滇方言的贵州中

部和西部苗族中都有广泛的分布。 

4、嵌音式父子两代逆推反连。 

这种连名方式从音节数上表现为三音节，从形式上看似与祖、父、子三代并列式逆推反连的亲子连名制相近，但实际上却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为这三个音节中的中间一音节只是嵌在父名和子名之间的特定的发语词。如果用代码表示，则为B□A－C□B－D□C。每个连名中的音节为当事

人之本名，□是为表示对父辈尊敬时粘附在所连父名上的语音成分，最后边的音节为当事人父亲之本名。这样的连名构成方式在苗族中的行用范

围极为有限，目前只在贵州西南部操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的紫云县四大寨苗族中发现了使用上的实例。该类型的连名格式可以说只是第3种类

型的连名格式嵌附特殊冠词后出现的音节变异而已，因为尽管音节上已有所不同，但在父名和子名之间的连缀顺序上仍采用的是地地道道的逆推

反连法。 

5、并列式父子两代顺推正连。 



这种连名的构成方式可用代码表示为：AB－BC－CD。这样的格式在苗族中的分布面也极为有限，目前仅见于“古董苗”（“古董苗”自称

“蒙正”或“蒙港洞”，是聚居在贵州紫云、安顺、镇宁三县毗邻地带的一个苗族支系）中。鉴于这一苗族支系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彝族土司的统

治，与彝族的文化交往关系较为密切，而其连名在形式上又与当地苗语语言法则不相吻合，我们有理由认为，“古董苗”中所行用的AB－BC－

CD一类连名格式很可能是受彝族连名制影响的产物，是彝苗之间文化传播所导致的一种文化变异现象，而不大可能是苗族中原生的固有格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苗族亲子连名制最基本的格式当是BA－CB－DC和CBA－DCB－EDC这两种类型。 

任何文化现象的存在，都是以其担当一定的社会功能为条件的。亲子连名制之所以会长期地为苗族人民所传承，就是因为它在苗族的社会文

化运作中具有若干特定的功能。研究苗族亲子连名制度，若不探讨其功能。就如同人们探测一种矿藏而不问其价值和意义一样。经过初步的研

究，我们认为，苗族亲子连名制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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