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cháng 卿还是刘 zháng 卿 

 

方欣欣 

 

一个孩子取名叫“朝阳”,读过几年古书的爷爷说:“是ｚｈāｏ阳还是ｃｈáｏ阳,叫人怎

么区分呢?”的确,人名中的多音字常让人感到困惑,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的“长”就是如此。

现在人们通常都把刘长卿读作Ｌｉú  ｃｈáｎｇｑīｎｇ,据笔者所见,有关工具书中凡注明

音读者,也都是这样注的,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等。但笔者认为,这个“长”字

实际上应读作ｚｈǎｎｇ。 

刘长卿字文房,从现有历史资料中我们无法直接了解其命名本意。但古人有名有字,且名

与字在意义上一般有相协相应的关系。这为我们推断其名的意义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文房”即典掌文翰之处。《南史·江革传》:“任　与(江)革书云:比闻雍府妙选英才,

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北史·柳庆传》:“时此雍州献白鹿,群臣欲贺,苏绰谓(柳)庆曰:‘君职

典文房,宣制此表。’”古诗文中常把“文房”与“武库”对举,如“彤弓随武库,金印逐文房”

(唐·杜牧),“文房启而风雅斯在,武库开而祸乱乃平”(唐·符载)等。刘长卿名长卿而以文房

为字,说明“长卿”与“文章”在意义上有一定关联。 

这自然使人联想到汉代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为西汉文章大家,一直为后人所景仰,旧时

人家堂中对联有云:“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两司马,即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而

司马相如的字恰恰就是“长卿”。后世凡以“长卿”入诗文的一般均指司马相如而言,《佩文

韵府》“长卿”及相关条目下引六朝以降含“长卿”一语的诗作共十四首,经查,均指司马相如,

可见司马相如在文人中影响之大。可以断言,刘长卿的名字正是源于以长卿为字的司马相如。 

而司马长卿之“长”则确确实实是念作ｚｈǎｎｇ的。证据很多,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第一,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

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蔺相如为战国时赵国的上卿,在赵国卿大夫中地位最

高,即众卿之长,故司马相如字长卿,这既表明蔺相如的身份,也体现了司马相如效法蔺相如建

功立业的愿望。从司马相如的名字来历看,这个长字只能读作ｚｈǎｎｇ。 

第二,杜甫诗集中“长卿”共出现六次,都是指司马相如而言。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对



长卿之长均有注音,其中注为“丁丈切”3 次,“子两切”3 次,两种反切读音相同,均为上声ｚ

ｈǎｎｇ。再如王维五律《送严秀才还蜀》尾联“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苏轼七律《次韵

刘贡父叔侄扈驾》首联“玉堂孤坐不胜清,长羡邹枚接长卿”,从格律要求看长字均应读为仄

声。 

据陈德芸编《古今人物别名索引》载,从汉代至民国,以“长卿”为字的名人共有 26 位。

其中相当多的人我们可以推断应读ｚｈǎｎｇｑīｎｇ,但可以推断必读ｃｈáｎｇｑīｎｇ的

却一个也没有。如这 26 人中,以“元”为名的就有 5 位:杨伯元(金)、董士元(元)、边景元(元)、

黄体元(明)、稽元夫(明)。“元”本指人的头,引申指居于首位。“元,长(ｚｈǎｎｇ)也”,可知

其字长卿也必须读ｚｈǎｎｇ。再如南朝陈长平人殷不害字长卿,其弟殷不佞字季卿,殷不害是

以战国时韩昭侯的相申不害为名的,其字长卿之长当然该读ｚｈǎｎｇ。更加其弟字季卿,他字

长卿又兼有行第居长之义。甚而至于有些名字并不取义于六卿之长,但仍可以证明其读音为

ｚｈǎｎｇ。如宋贾昌朝,其子贾青字春卿,其从子贾炎字长卿。这是取季节以为名字。据《礼

记·月令》,东方属木,其色青,主春,其神青帝,故名青字春卿;南方属火,其色赤,主夏,其神炎帝,

夏季长(ｚｈǎｎｇ)养万物,故名炎字长卿,这个长为长养之义,也应该读ｚｈǎｎｇ。 

综上所述,刘长卿的名字应该读为Ｌｉúｚｈǎｎｇｑīｎｇ,而不应读为Ｌｉú  ｃｈáｎ

ｇｑīｎｇ。 

人们的名字固然出现于书面记录中,但主要还是用于口语交际。而当名字中出现了汉语

的多音字时,人们常常习惯于选择最常用的读音,当然这个读音应当和他名字的意义有关。例

如名中有“盛”字时,人们往往是取“ｓｈèｎｇ”音而不取“ｃｈéｎｇ”音(例如“姚盛昌”

“李鸿盛”);名中有“少”字时,人们往往取“ｓｈàｏ”音而不取“ｓｈǎｏ”音(例如“吴

少晨”“尹少强”);人们不会去读“长春”(Ｚｈǎｎｇｃｈūｎ)、“朝晖(Ｃｈáｏｈｕī)”。这

是从意义角度做的选择。当意义比较模糊或仅从字面难以探究其理据时,多音字中最常用的

读音便成了人们下意识的首选。既然“赵长春”读“ｃｈáｎｇｃｈūｎ”、“何长川”读“ｃ

ｈáｎｇｃｈｕāｎ”、“郭长征”读“ｃｈáｎｇｚｈēｎｇ”,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刘长

卿”读成了“ｃｈáｎｇｑīｎｇ”。既然古人姓名的最初读音我们现在已无法得知,所以便人

云亦云众口一词了。应该说这种方法在多数情况下是适用的,但不可一概而论。国脚容志行

被人叫了那么多年的“ｚｈìｘíｎｇ”,后来才被人们从意义角度准确地纠正为“ｚｈìｈá

ｎｇ”,即为一例。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知名度较高的名字读音出现后,人们或者仰慕他,或者出于

别的什么动机,人们以字为名或以名为字时,通常情况下都一以贯之,使用“原始读音”。就像



容志行(ｚｈìｈáｎｇ)之后,人们取名“志行”时,当不再按“ｚｈìｘíｎｇ”读;孙中山(ｚｈ

ōｎｇｓｈāｎ)之后,人们取名“中山”时就不会读“ｚｈòｎｇｓｈāｎ”;刘少奇(ｓｈàｏｑ

í)之后,人们取名“少奇”时,也不会去读“ｓｈǎｏｑí”。名人的名或字,作为一个短语,其读

音对后人有了一种规范作用。汉代的相如字“长卿(Ｚｈǎｎｇｑīｎｇ)”,古代稍了解此掌故

的人在起名时,我们可以推想,他们是一直在读“Ｚｈǎｎｇ”的。无论他们取名取字时的最初

用意是什么,但最终产生了这个词形,其读音都约定俗成地一脉相承了。他们的字都读为“Ｚ

ｈǎｎｇｑīｎｇ”,这是可以推断的。 

(本文的写作得到吉常宏先生的鼓励与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