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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语言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是文

化的映射。关于中国的名称，在古代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称呼。“支那”作为古

代中国称呼的一种，却在近代有了另外的涵义。本文试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分析支

那、China、Sino 等词的历史渊源与现状。  

  【关键词】语言  ; 文化   支那    China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的词汇都或多或少带有历史文化痕迹。历史上关

于中国的名称问题，特别是其它国家对于中国的称呼，一直都是语言学家和历史

学家热衷研究的热点。关于中国的称呼问题在古代一直没有一个固定明确的概

念。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称呼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过多种不同或相近的名字：

比如 Sino、China、Cina（梵语）、支那、契丹等等。关于这些称呼有的看似相

近，有些却又大有差异。这些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度对中华名族的称呼，

无论那个称呼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接受，但只有“支那”这个称呼令国人非

常厌恶。根据语言的双重约束与单项冲突的文化背景原则“在所有文化中，人们

都可能随时随地要么违背会话原则，要么违背社会准则。当两者冲突时会话准则

受到更大的社会压力的强迫，而对社会准则的冒犯却能激起更大的道德上的愤怒

和非难，人们经常会对这种非难摇头或皱眉头。”而国人对于“支那”一词的反

感和厌恶告诉我们这种准则确实在起作用。那么为什么偏偏对于这一称呼反感

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以及相关词汇的历史渊源和现状从语言文化学的角度进行

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关于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传统语言学观沿用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

一种社会现象。20 世纪后半期语言研究的成果大大超越了传统语言观的论断，

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语言的社会本质——语言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社

会行为。换言之，语言不仅体现并反映了社会，而且能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社会

生产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些时候是积极的有些时候却又是消极的。

当代语言观认为，与所有的社会行为一样，使用语言受到社会准则的制约。“支

那”一词的使用忌讳就是由于这种社会文化准则在起作用。美国电视台 CBS 曾经

在电视节目中称呼中国篮球明星姚明“支那人”，引起华人的强烈不满而一致要

求其道歉，最后在该电视台致歉后此事才告以终结。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产生

呢？这需要我们深入了解这些词汇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及发展演变过程。  

  二、中国在历史上的名称问题 

正如西方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国家名称则是其历史的符号，它的所

指与能指都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直接相关。在古代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民国以前中国是家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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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代王朝都是以王朝名称称呼自己。至于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则由于语系不同主要有

两种情况：第一、斯拉夫语系即现在的俄语称呼中国为 KHTa ，意为“契丹”(Khitan)。这是

由于俄国人把中国人与契丹民族混在一起。中国人与契丹人同属于黄色人种。契丹人较早与

罗斯人发生交往，据 《多桑蒙古史》记载，契丹是 1O 世纪之初兴起于中国辽东之北的民族，

公元 1125 年，被女真人所灭。虽然契丹人存在的时间并不太长，但这一段时间恰好是古代

罗斯人建立自己公国的时代，根据俄国著名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等的记载，这一时期正是

古代基辅公国等斯拉夫国家兴起的时代。罗斯人最早接触的是契丹人，也就把中国人看成是

契丹民族。在这种历史接触中，是斯拉夫语言使得中国名称固定为“契丹”的读音。第二、古

代印度人和欧洲人则采取的是另外一种称呼，即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支那”、China、Sino 等。

今天的汉语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
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na”、或“Mahachinasthana”之说也早已获得了公认。印度两大史诗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称呼中国，梵语和印欧语系对于中国的称呼实

际上是来自两个方向，都在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上，学者们根据历史接触来研究，往往不能

确定其来源方向之间的关系。这两个语系在 19 世纪之后被欧洲的比较语言学家发现是属于

同一语系，这就为中国之名的历史索解提供了关键的条件。而希拉词根 Sino 表示中国则是

在中日甲午海战后才流行起来的，当时把那场战争译为 Sino-Japanese War 再比如中美关系

英文译作 Sino-US Relationship、Sino-Euro 为中欧、中国石油叫做 SINOPEC。关于汉语“支
那”的称呼其实早在中国唐代就已经有了，唐代高僧玄奘从西天印度取经回来之后，支那一

词也就随着经文的翻译出现在汉语中，只是用字不一致而已。据钱文钟教授在百家讲坛中的

讲述，古代印度也即梵语对中国的这一称呼早已有之，他还介绍说印度梵语中把桃子叫做“支
那蜜”即从“支那国”传来的像蜜汁一样香甜的水果。然而，古代国人对支那的称呼好像一直

并不怎么热衷，只有在佛教的经文中出现而已。但必须指出古代对于中国的这一称呼并不存

在什么蔑称。  
  三、忌讳的产生  
  说到忌讳的产生就不能不提及日本了。在历史上日本从来视中国为其学习的楷模，这与

日本的民族个性喜欢学习强者、崇拜强者有很大的关系。古代日本无论是从文化艺术，还是

从宗教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在积极的效仿中国。古代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称谓中国的语境和

习惯与中国非常相近，分析其原因，主要是日本人认同古代中国文化，学习中国文化的结果。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东方世界文化中心的地位，对于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社会发

展做出过积极贡献。与中国一水之隔的日本，对中华文明怀有深厚的敬仰之情，仰慕中华文

化。隋唐时代日本曾专门派“遣隋史”、“遣唐史”到中国来学习，日本使臣、僧人也纷纷来中

国学习。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文化交流的范围涉及各个领域。

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讲：“一千几百年来，日本从中国接受了文化上的恩惠与影响：汉字不

必说，其他在思想、文学艺术、历法、官制、医道、乃至衣食住各个部分和生产技术工具方

面，都可以见到中国的影响。所以，过去日本人对中国、中国人的尊敬概念是很强的。”可
见古代日本无论官方和民间对中国称“支那”只是其对中国众多称呼中的一种，并且在当时绝

无歧视、蔑视的涵义，相反是一种尊敬的称呼。关于支那一词贬义的产生则要从近代说起，

清朝末期处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实力上都是西方列强欺凌的对象，而日本

由于“明治维新”学习西方而日渐强大，日本民族对于中国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崇拜了。近代日

本对于中国支那的称呼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在清朝末期华工在美国的遭遇是

很悲惨的，大强度的劳动并没有为他们赢得任何的尊重，相反当时的美国人对华工是相当蔑

视的。动不动就以支那人称呼。在当时的美国还有一句俗语：“支那人的机会”表示完全没有

机会。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西方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名称的蔑视。当时的日本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学习西方的，支那一词在日本早已有之，然而由于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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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西方对于 Chinese 等词的蔑视性涵义。加上 China 和支那又是谐音，从此对中国的称呼

也就有以前的清国、唐等转而变成支那了。加上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福泽谕吉等一批有影

响的政论家、学者对“支那”一词的使用，对日本人使用“支那”一词称谓中国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从此以后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无论是从官方还是民间就基本用支那一词了。而中国无

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不认同这一称呼，据史料记载：一九三○年，中华民国中央政治会

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说，「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

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

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

称呼中国，英文须写 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若日方公文使用『支

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国对于这一称呼并不认

同，然而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支那一词无论是在日本官方还是

在民间都没有改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的严正要求下，日本对于中国支

那的称呼才算真正的结束。从以上历史记载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支那一词本身并没有任

何过错，它还是中国的某个时代由中国传入印度的梵语进而传入到全世界的，支那一词传入

日本则是随着中国佛教一起进入日本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词汇的基本文化内涵却发生

了很大的改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和政府都不认同这一称呼的主要原因。杰姆逊在《后

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也曾提出语言与意识形态的这一关系。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很

密切的，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某种意识形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名称问题是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名称的变化也是受到多种

文化因素的干扰。比如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受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也曾对中原地区以外的民族

用过蔑视或歧视性的称呼，比如‘匈奴’‘蛮’‘夷’等，我们从汉字的造字角度就可以很明白的看

出这些词的含义。例如对日本的称呼在历史上我们民间或官方也曾用过‘倭奴’‘小日本’‘日本

鬼子’等。这些都是受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人们总是倾向于用它们自己的标准来

评判他们所观察达到文化，他们常常把那些与自己所持有的价值观相矛盾的习惯和信仰视为

落后和野蛮的。在美国以前对于黑人的称呼用 Black People、Negro 等词汇，然而现在这一

称呼基本上不在使用而改用 African-American 更为中性的词汇。可见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称

呼并不仅是一个名称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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