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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人民群众
的高度关注。姓名也是最重要的户
口登记项目，对公民身份的确认至关
重要。对全国人口的姓氏和姓名用
字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对于规范姓名
登记、了解姓氏文化变迁具有重要意
义。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心依托
目前全世界最大、覆盖全国近14亿人
口的人口信息系统，采用大数据技
术，对2018年公安机关登记的全国姓
氏和新生儿姓名用字情况进行了统
计分析，于 1月 30日发布了《2018年
中国姓名报告》。

新版“百家姓”出炉，快
来看看你的姓排第几位

●“百家姓”占人口总量85%
据统计，目前全国在用姓氏共计

6150个。传统意义上的“百家姓”，占
全国户籍人口总量的近85%。

●头五把“交椅”王李张刘陈
据统计，全国共有 23 个姓氏户

籍人口数量超过一千万。王姓、李姓
户籍人口数量均超过 1亿。王、李、
张、刘、陈 5个姓氏户籍人口数量占
据头五把“交椅”。“王”姓户籍人口数
量仅比“李”姓多 61万人，“王”姓和

“李”姓第一大姓之争仍将延续。排
名第101位的“赖”姓与排名第100位
的“汤”姓仅差4.3万人，未来跻身“百
家姓”大有希望。

●超过110万人同时使用父姓
和母姓

最近 30 年，在姓名中同时使用
父姓和母姓的人数快速增长。1990
年底，这一数据为11.8万。2018年底，

这一数据为110万。同时使用父姓和
母姓时，姓氏组合主要集中为常见的

“张、王、李、杨、刘、陈、周”姓等，人数
排名前 20 的主要有“张杨”“李杨”

“刘杨”“王杨”“张李”等。

给宝宝取名，看看别人
都用哪些字

●新生儿名字使用最多的50个字
姓名用字，往往承载着父母对子

女的美好期望，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2018年，公安机关登记的新生儿
名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 50个字为

“梓”“宇”“子”“涵”“泽”“雨”“佳”
“浩”“欣”“轩”等。

●新生儿使用最多的20个名字
2018年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儿

姓名，使用频率最高的 20个名字由
高到低依次为：“梓涵”“一诺”“浩宇”

“欣怡”“浩然”“诗涵”“宇轩”“依诺”
“子涵”“欣妍”“雨桐”“宇航”“梓萱”
“宇泽”“可馨”“佳怡”“子萱”“梓豪”
“子墨”“子轩”。

●2018年新生男孩使用最多的
10个名字

2018年进行户籍登记的男性新
生儿姓名，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名字
由高到低依次为：“浩宇”“浩然”“宇
轩”“宇航”“宇泽”“梓豪”“子轩”“浩
轩”“宇辰”“子豪”。

●2018年新生女孩使用最多的
10个名字

2018年进行户籍登记的女性新
生儿姓名，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名字
由高到低依次为：“梓涵”“一诺”“欣
怡”“诗涵”“依诺”“欣妍”“雨桐”“梓
萱”“可馨”“佳怡”。 （京晚）

公安部发布《2018年中国姓名报告》，“张杨”等父母双姓氏组合渐流行

“梓涵”“浩宇”等名字成爆款

“梓轩和子轩打架，撞伤了梓萱
和子萱。语彤、雨萱、羽琪、宇涵拿
来药品帮大家处理伤口，最后，梓
轩、子轩、梓萱、子萱在大家的帮助
和劝导下握手言和。”网上的这个段
子，隔段时间就会出来刷下存在感，
每次看到，还是让人忍俊不禁。

事实证明，段子都来自于生
活。近日，公安部户政管理研究中
心首度发布 2018 年全国姓名报
告。报告显示，新生儿姓名使用频
率最高的20个名字由高到低依次
为：梓涵、一诺、浩宇、欣怡、浩然、诗
涵、宇轩、依诺、子涵、欣妍、雨桐、宇
航、梓萱、宇泽、可馨、佳怡、子萱、梓
豪、子墨、子轩。

我认识的最早给孩子起名“子
萱”的是一个70后的同事。她的青
春期正是琼瑶小说风靡的时代，深
恨自己的名字不浪漫不洒脱，于是
终于在孩子的身上圆了琼瑶梦。那
会儿叫“子萱”的不多，她也着实得
意了一阵。谁知道，当年精心起的

名字现在成了群嘲的对象。
不过，没必要嘲笑家长们没文

化，这些名字反映的恰恰是文化特
征。有人考证过，即使古代也有名
字的常用字，比如南朝人偏爱“之”，
隋唐后偏爱“彦”。姓氏是承袭而
来，代表血统、家族，是一个人追溯
起源的根，通常不会更改。而一个
人的名字则是父母或长辈起的，往
小了说，反映的是取名者的心理期
待，往大了说，反映的是父母一辈身
处的时代文化。

我和姐姐的名字都是依出生地
而起。姐姐出生于南京，所以单名

“宁”，我出生于呼和浩特（意为青色
之城），于是单名“青”。我们之所以
出生于不同城市，是因为父母当年
都是军人，一个在南方，一个随军支
边，婚后分居长达八年。这样的成
长变迁与婚姻状态，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并非罕见。所以，我们的名
字背后亦是时代的底色。

70 后中，取单名的很多，叫

“勇”“强”“刚”“军”“红”“小”
“丹”“燕”的很多。于是，工作中
就容易出现这样的尴尬：编辑张
勇编了 N 条主角也叫“张勇”的新
闻稿，前一个“张勇”偷盗，后一个

“张勇”抢劫……
一些70后、80后对自己无个性

的名字不满，便在给孩子取名时精
挑细选，生恐名字不够雅致动听，不
够清新脱俗。这种渴求最后形成了
一种集体意识，在90后、00后的名
字中体现了出来。

70后、80后的这两代人，青春
期能够接触到的文化远没有现在那
么多元，春晚还可以让万人空巷，人
手一本的还是琼瑶金庸古龙，追剧
还是TVB。可以说，今天的“子轩”
及各种变体，正是这些文化烙印的
结果。而从“子”到“梓”，从“尧”到

“垚”，从“玉”到“钰”，从“伟”到
“炜”，则有可能是起名开始讲风水
谈五行的缘故，这固然是一种迷信，
但说穿了，也是家长对孩子一生平

安顺遂的期待。
为了避免重名也为了彰显文

化，有人专门翻字典找生僻字。取
名叫“璿”的，很容易被读成“rui”，
实际上读“xuan”，取名“衎”的，读

“kan”，要不查字典，我是不认得
的。取这样的名字，重名的可能性
是低了，可被人叫错的可能性则大
涨，叫错叫多了，还会被同学起外
号。时至今日，不是还有竖着写的

“楚昊”被误读为“林蛋大”的笑话
吗？再不就取四个字的名字。有
人姓刘，给儿子起名“刘小灵童”，
一个姓李的学生叫“李锁铛然”。
网上还流传着有人给孩子起名“黄
埔军校”“王者荣耀”的，够任性，就
是不知道孩子长大会怎么想。有
些家长想给孩子取个惊天地泣鬼
神的名字，好在被户籍登记的民警
及时喊停。

名字是很奇妙的东西，它属于
自己，却不取决于自己，它伴随我们
一生，但透射的却往往是父母的青

春记忆、成长背景，我们拥有姓名
权，但即使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成年
后也很少更改。

不过，名字可能真的没那么重
要。比如，刘邦他哥叫刘伯，伯就是
老大，刘伯就是刘老大。李白这个
名字，搁今天也很普通。孟浩然，名
为浩，字浩然，不也上了今天的重名
榜吗？孔子这位大圣人给儿子起名
的时候，就是以物为名，正巧有人送
了鲤鱼，就名鲤，字伯鱼了。成就自
己的，不是父母厚望，不是生辰八
字，不是高名大姓，而是自己的所学
所思、所为。

我有时候会想，那些被父母起
名“梓轩”等各种重名度极高的小
孩，当他们长大后，会不会也不喜欢
自己的名字？好在，现在的人们早
不执着于身份证上的名字，因为我
们都给自己起网名。和朋友聚会，
大家彼此称呼对方的多是千奇百怪
的网名。相比于本名，网名才更是
自我的表达吧。 （澎湃）

从“勇、强、刚、红、燕”到“梓轩、子轩、梓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