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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姓氏渊源 
 أصل الألقاب العربية والصينية

 م. م/ ريهام رفعت علي حسن
 مدرس مساعد بقسم اللغة الصينية كلية الآداب والعلوم الإنسانية 

 صخالمل
ترمز الألقاب لعلاقة الدم والذيكل الاجتماعي، فالأسماء ىي علامة يتم من خلالذا تمييز الناس   

بعضهم البعض. في العالم الواسع، كل شخص لديو اسمو الخاص، ويرتبط نظام الألقاب العربية 
والتقاليد. كما أنها الصينية ارتباطاً وثيقًا بالتاريخ، والدعتقدات الدينية، والثقافة التقليدية، والعادات 

تعكس بشكل واضح وملموس تطور التاريخ الاجتماعي، أصل وتطور الحضارة القديدة، إن تقدم 
 الثقافة وتطورىا قد وفر معلومات غنية لدراسة تاريخ وثقافة القوتنٌ. 

 الكلمات الأساسية: اللقب، الاسم الأول، اللقب
         姓氏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血缘关系符号，是人借以

相互区别的标志。大千世界，人人有姓，各各有名，汉

阿姓氏体系与民族历史、宗教信仰、传统文化、风俗习

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生动具体地反映出两种社会历

史形态的演变、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民族文化的融合

进步以及社会习俗的改革变迁，为研究两个民族的历

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关键词： 姓；名；昵称 
Origin of Chinese and Arabic names 
        Surname, as a symbol of blood relationship in social 
structure, is a sign used by people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each other. In the world, everyone has his or her own 
name. The Chinese and Arab names system i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history, religious belief, traditional culture, 
customs and habits, and vividly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two 
social history form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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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vilization, the integration and progres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 reform and change of social customs, providing rich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two nations. 
Keywords: surname; first name; nickname 

一、汉语中姓氏的概念界定： 
       在远古时代“姓氏”的概念是不同的。“姓”与“氏”是
分开使用的不像现在的姓氏是一个词。中国的“姓”起源

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而“氏”是姓的衍生，起源于父

系氏族时期。在中国文明的发展史上，姓和氏的出现，

是氏族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姓代表着一个人的出身。

氏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只有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

才拥有高贵的“姓”，只有位高权重的达官显贵才能被人

以“氏”相称。在姓氏起源的初期，姓和氏的传承与血缘

关系紧密相关却又并不完全体现着两代人之间的血缘关

系，也是人类社会维系血亲、区分族别的重要依据。姓

氏作为标志性符号，成为人类语言的一部分，它是有声

有形的语言现象。 
       随着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地提升，高水平交易

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本来面貌。拥有财富的人口

数量越来越多，这些人虽然没有权势，却同样富甲一

方、广受尊重。于是，这些人也开始拥有自己的姓和

氏。统治者眼见着社会等阶级层的划分愈加丰富，拥有

姓氏的人口数量逐渐增加，姓氏逐渐从一种鲜有的贵族

特权转变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文化。 
       从古至今，人们对自己姓与名十分珍重，中国的姓

与名经历了 漫长的演变过程，才发展到了今天人们用的

“姓名”。但在中国古代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姓名的，先

有姓与氏，后有名、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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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中“姓”的概念界定: 
       在原始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过着居无

定所，群居杂婚的生活，此时的人没有“姓”。当历史进

入母系社会初期，人们逐渐禁止氏族内部的性行为，开

始实行氏族外婚制。这需要一个族号作为与其他氏族不

同的标志，于是产生了最原始的“姓”。在甲骨文中“姓”
这个学由“女”与“生”两部分构成的，这里的“女”即
“母”，“女”、“生”就是生母。人的命是“生母”带来的，

而人的“姓”也是要从“生母”，即生母姓什么，子女就是

姓什么。所以，姓名学的研究者认为古代中国之“姓”产
生于运古的母系族社会时期。“姓”字的创造反映了母系

族时期的历史特点。其原始含义为“女性所生”。在金文

中，“姓”字由人、生组合而成。传说，最早使用姓的人

是“伏羲”和其妹妹“女娲”，为“风”姓。“伏羲”是中国敬

仰的人文始祖，相传“伏羲”开始“正姓氏，别婚姻”，结

束了之前乱论的道德观念。 
        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从《说文》、《山海经》、

甲骨文、金文等文献中整理出约59个姓；北宋以后的封

建社会《百家姓》共收入502个姓（其中单姓342个，复

姓60个）；宋代郑樵《通知·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

有1745个；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

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清人张澍《姓氏

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

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

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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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据中国语言文字改

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的估计，

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 
（二） 汉语中“氏”的概念界定 
      “氏”的产生是在姓之后，是按照父系来标志血缘关

系的结果。“氏”在先秦时期，不仅是部族、宗支的符

号，也是社会地位尊卑、贵贱的标志。它属于象形文

字。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此字，而且写法基本一致。中

国古代学者在解释“氏”字时阐述到：“氏”的本意应作

“是”讲，表示存在的意思，表明某一宗族分支生活，聚

居于某一地区，把地域概念融入了血缘群体的组织之

内，表示不同地区的同一姓族组织的分支、衍派，这就

是“氏”的内涵。 
（三）汉语中“名”的概念界定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

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

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

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人们发现使用“名”的
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

现后的必然产物。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

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中国人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

是商代人的名。当时崇尚以天干为名（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总称）如太乙，成汤

（天乙），太丁，盘庚，太甲，仲壬，帝辛……..武
丁。到战国时期，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

名，如屈原。春秋时期，大夫申提出

“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随着儒学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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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周礼》中对命名除了

前面提的主要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不

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

器币）命名规则。随着封建社会，在命名方面除了对

“五条”、“六不”外，还对一些包含霸王意义的字眼如

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但有

些朝代不禁。唐宋时期，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

名成了时尚，如孙名钷、鉴、锋（金），父名松

（木），曾孙明渊、泠、济、浚（水），朱熹（火）。 
（四）汉语中“字”的概念界定 
      “字”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古代中国人不仅有

名，还有字，从历代的取字情况看，字与名有密切关

系，字由名演化而来，是名的解释，这叫“名字相应”，
互为表里，故字又称“表字”。字与名意义相同，如“屈
原——本名平，字为原，平与原同意”；字与名有意义

相辅的，如“举案齐眉——本名梁鸿，字为伯鸾”，鸿与

鸾意义相辅；字与名意义相反，如“郑国公孙黑——字

子皙，皙为肤色白，黑与白意义相反”；字与名意义相

关，如“三国赵云——字龙，古代中国人认为云从龙，

风从虎，云与龙相关”。字与名有些区别，中国人际交

往过程中，名一般用于谦诚，或者上对下，长对少；字

一般用于下对上、少对长的尊称。 
（五）汉语中“号”的概念界定 
        古代中国人在名、字之外还有“号”，名、字是由尊

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是一个颇具艺术色彩的个人符

号。它是雅士成年后自己起的，也称“自号”、“别号”。
号起源很早，唐宋之后开始流行，到明清间才特别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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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原因有二，一是唐宋以来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

雅，二是儒道文化对文人的性格影响较大。取号方式由: 
1. 居住的环境，如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

青莲居士；2. 旨趣抱负，如杜甫，自号少陵野老；3. 有
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等。 
（六）汉语中“姓”和“氏”二者关系及文化内涵 
         汉语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二者都有家号、族

号、宗号之含义。“姓”表示宗族的起源、出发、原有

的、大宗的族号；“氏”是后起分支，是小宗的族号。先

有姓，后有氏。姓是血缘传承的标志，氏是社会地位和

地域区分的符号。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社会发生了动

摇，封建制逐渐形成，庶民、奴隶也有了自己的姓氏，

姓氏得到了一个普及和发展的阶段。姓和氏不再分开始

用，也不加以区分。 
二、汉语姓氏形成时间 
        在最初的原始时代，人处在从动物到人进化阶段，

直到直立行走，从动物中“走”出来，在他们的群体中人

是没有名字的。随着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发展的进一步，

人们之间需要有相互的交流，于是产生了相互识别的称

谓，那时群居状态中没有确定的婚姻关系，也没有真正

的组织，经过发展形成了一种较高组织形态的母系氏族

社会。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姓氏的国家，从母系氏族

社会，大约有一万多年的历史1。旧石器时代的初期，

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类过着群居生活，那时的一个氏

族部落由一位老祖母及其衍生的女性子孙后代组成。氏

族公社的血亲只能按照母系来计算，当时人们“只知其

母，不知其父”2。到了旧石器时代的中期，随着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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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发展，中国人祖先经过野合杂交和群婚交配，逐

渐进入到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阶段。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国的姓萌生于人

类早期的原始部落，来源于母系社会的生产之地和图腾

崇拜。“图腾”一词起源于印第安语言，是表达超越自然

和维系血缘关系的氏族内涵。在原始社会，中国人认为

每个氏族部落都与自然现象有着特殊的关系，由于姓的

起源是以母系为中心，女子是共同使用一个“姓”的氏族

主特者，婚姻以女方为主，子女的姓氏按照母亲血统认

定，因此流传至今的中华古姓大多带有女字旁。例如：

姜、姬、姒、姚、妘等。 
         从上古时代，到先秦，中国的姓和氏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概念范畴，中国人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男性不

断的分封领地，以自己的财产为自豪，即把领地名字称

作自己的族名，一个部落又分为若干分支，每个分支设

立一个特殊的称号，产生了“氏”。随着封建分封制度的

不断深入，氏的数量远远超过姓的数量。到了秦汉时

期，尤其是汉朝，姓氏才合二为一。 
三、阿语中名称的概念界定 
    名字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它表现了

现实生活，是人们相互熟知的一种方式，便于人们辨别

不同的人。同时也是一切事物的具体名称，反映了某个

民族所具有的文化模式。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名字的

命名都具有一些特点，其可能伴随一些人类或动物的特

征，可能带有个人生活环境的特征。如贝都因人与定居

的城镇居民，也可能与环境的发展及其所携带的特性有

关。无论贫穷与富贵，无论是贝都因人还是城镇居民，

这些命名方式或许都能给我们打开不同社会阶级的认知

的大门。同时，它或许也可表达人类悲欢离合的心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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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通过去发现这些词的音调来探寻语音的发展从而帮

助我们学习语言学；或许它也是一种在街头、学校以及

人文艺术领域的交往方式，有助于人们相互交流、快速

了解对方。 
自创世之初，人类之父被命名为阿丹，人类第一位

女性被命名为哈娃，自那时起我们便知晓了万物的名

称，正如真主在他的圣书中将其教给我们的主人阿丹那

样。真主将这些名称，都教授给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

众天神，说：“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後以

万物昭示众天神，说：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诉我

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他们说：赞你超绝，除了你

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你确是全知的，

确是至睿的。”“ 他说：阿丹啊！你把这些事物的名称告

诉他们吧。当他把那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他们的时候，真

主说：难道我没有对你们说过吗？我的确知道天地的幽

玄，我的确知道你们所表白的，和你们所隐讳的”  فقد
اَءَ   علمها الله لسيدنا آدم في كتابو الكريم يقول سبحانو وتعالى في كتابو الكريم:" َسمأ وَعَلَّمَ آدَمَ الأأ

ََ لَا عِلأمَ كُلَّهَا ثَُُّ عَرَضَهُمأ عَلَى الأمَلَائِكَةِ فَ قَالَ أنَأبِئُونِ  ُُلَاءِ إِنأ كُنأتُمأ صَادِقِنٌَ قاَلُوا سُبأحَانَ اَءِ ىَ ََسمأ  بِ
ا أَ  اَئهِِمأ فَ لَمَّ ََسمأ هُمأ بِ كِيمُ ، قاَلَ ياَ آدَمُ أنَأبِئ أ ََ أنَأتَ الأعَلِيمُ الحأَ تَ نَا إنَِّ اَئهِِمأ قاَلَ لنََا إِلاَّ مَا عَلَّمأ ََسمأ ََىُمأ بِ ن أبَ

تُمُونَ "أَلمأَ أقَُلأ لَكُ  لَمُ مَا تُ بأدُونَ وَمَا كُنأتُمأ تَكأ ضِ وَأعَأ َرأ مَاوَاتِ وَالأأ لَمُ غَيأبَ السَّ مأ إِني أعَأ （引自

《古兰经》黄牛章 第31、32、33节），阿丹还不算是一

个完整的人类，直至真主教授其万物的名称，前面的经

文证实了真主已教授阿丹这些人类知晓的名称，例如：

人类、动物、天空、大地、平原、海洋，以及民族及其

他类似事物。拉比尔曾在其小说中提及这些名称是天使

的名字，哈米德·沙弥则认为其是星星的名字，而阿卜

杜·拉哈曼·本·宰耶德却说：真主教授阿丹所有后代的名

字，将其作为阿丹优于天使的优势之一，同时展现了天

使在知识方面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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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概念： 
    名称代表了一个人的特质，父母为其孩子挑选一个名

称是用来区别其同龄人。据说标记骑士:  他让自己成为

勇敢者的标志，以便在战争中为人所知，他标记母马：

他在马身上挂上红色或白色的羊毛，这样它就会被人知

道。所以名字是命名指南，语法学家也赞同这一点。根

据西巴威（Sibawayh）的说法：专有名词是“带冠词“ال”
的确指名词的定义名称，无论是单数形式，例如 Zayd，
还是复合名称，例如 Abdullah，以便将他与本国其他成

员区分开来。为了澄清这个定义，西巴威Sibawayh 增加

了拒绝名称作为形容词，因为它不可以用来修饰，也跟

形容词没有太大的关系，并且其本身的含义并不模

糊。”  وتوضيحًا لذذا التعريف أضاف سيبويو امتناع كون العلم صفة، لأنو ليس بحلية، ولا
ص  0202صرفية، نجاة سعد لزمد الورفلي، الأعلام القرآنية دراسة نحوية  ]"قرابة، ولا مبهم"
01]形容词是对人的修饰，例如：这个女孩很漂亮，但是

知识不是这样的，因为名字和它的命名之间没有语义关

系，所以名字不一定是好字好样的。Al-Mubarrad 提到

了这个含义，他说：“在专有名称中，但它们是起源的

加词，例如 Zayd 和 Amr，他说：“它们是将一个人与他

的所有性别分开的加词”  ،أشار إليو الدبرد عندما قال: "ومن ال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ألقاب تفصل الواحد من جميع جنسو وإنما ىي ألقاب لزدثة، نحو زيد وعمرو، وقال: "ىن نجاة  ] 

01ص  0202سعد لزمد الورفلي، الأعلام القرآنية دراسة نحوية صرفية،  ]。特别讲述

其中一个人就是列举他的特征，以便听话人认识他。 
语法书上名词的概念是知识名词，是特定名词，不

涉及任何其他事物，名字与其命名的之间没有语义关

系。名称一词包括三个要素：名称、命名和标签。 
 :الاسم أول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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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ذكر رفع وبو ورفعة، تنويو لأنو والرفعة، السمو من مشتق العربية اللغة أصل في الاسم    
 على ودلالة تنويو لأنو العلو، وىو ،）سمو）（اسم（أصل إن :ويقال الدسمى،

 دلالية، وصفية دراسة وخصائصها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أعلام الأسماء فجال، لزمود يوسف ].الدعنى
 [ 136 ص 2018

 :عدة بتعريفات العلماء عرفو فقد الإصطلاح في الاسم تعريف أما    
 نفسو[]"بعض من بعضو بو لتفصل العرض أو الجوىر على الدوضوع اللفظ الاسم"

 فجال، لزمود يوسف ]"بو يعرف الشيء على يوضع وسمة رسم الاسم" :العباس أبو وقال
 [ 136 ص دلالية، وصفية دراسة وخصائصها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أعلام الأسماء

 نفسو[ ]"الشيء ذات بو يعرف ما الاسم" :الراغب وقال
 لزمود يوسف ]"شخص غنً أو كان شحصًا مفرد معنى على دل ما ىو" :السراج ابن وقال

 [ 136 ص دلالية، وصفية دراسة وخصائصها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أعلام الأسماء فجال،
 [ نفسو ].اسم ىو حيث من لزمان مقتض غنً الدسمى على دال قول الاسم :الدازن وقال
 لزمود يوسف ]"الاقتران عن لرردة دلالة نفسو في معنى على دل ما ىو" :الزلسشري وقال

 .[ 136 ص دلالية، وصفية دراسة وخصائصها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أعلام الأسماء فجال،
（一）名称 

阿拉伯语中的名称衍生于崇高和提升，因为它是一

种指示和提升，并伴随着对被命名者名字的提升。 
至于名称的定义，学者们给出了几种定义： 
Abu Al-Abbas 说：“名字是一幅图画和一个标记，

放在某物上，以此为人所知。” 
Al-Raghib 说：“名称就是同一事物的名字。” 
Ibn Al-Sarraj 说：“它表示意义，无论是不是人。” 
Al-Mazni 说：“名称是表示命名的说法，就名称而

言并不意味着时间。” 
Al-Zamakhshari 说：“它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意义，是

一种抽象的结合指示。” 
 :التسمية ثاني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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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بنو زيد تسمية من عجبت :نقول حيث الفعل، عمل تعمل وىي سمى، مصدر التسمية      
 العربية في الأعلام الأسماء فجال، لزمود يوسف ]كلبًا ابنو زيد اسم من عجبت :تقول ولا كلبًا،

 .[  138 ص دلالية، وصفية دراسة وخصائصها
（二）标签（称呼） 

称呼是名词来源，它执行动词的作用，我们说：我

很惊讶 Zaid 称呼他的儿子叫狗，而不说：我很惊讶Zaid 
名字他的儿子狗。 

 :الدسمى ثالثاً
 وإذا ،[ 139 ص نفسو ]الدسمى ىو فالشخص ىي، ما بذاتو وإعلامو نفسو عنو الدعبر ىو      

 على يدل اسم مثلا الشمس فلفظ العلمية، من يخرج اللفظ فإن العناصر ىذه من عنصر فقد
 على يدل مطلق اسم فهو يشبهو، آخر مسمى يوجد لا إذ تمييز، ولا تعينٌ إلى ولايحتاج مسمى
 .واحد مسمى

（三）命名 
    他是对他自己的表达者，人就是命名的，如果缺少其

中一个元素，那么这个词就是从标签出来的，例如太阳

这个词，是表示命名的，而不需要特别说明或区分，因

为没有其他名词与其相似，所以它是表示命名的绝对名

词。 
名称部分： 

名称的划分有很多考虑因素，因为它在阿拉伯语中

是根据位置、组成、数量或句法划分的。最著名的名词

划分是： 
1. 名字（详见上文） 
2. 绰号： Lisan al-Arab说：“说某事而想要别的东

西，以及指挥某物以外的东西的绰号是比喻，意思是如

果他说的不是从中推断出的东西。 ” 绰号的使用在阿拉

伯人中已经很普遍，是他们独有的，并且在他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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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相称呼中是专属于他们的。绰号有三方面：一是用

于表示不雅的事物。二是赋予一个人值得尊敬的名字三

是绰号取代了名字，因此它的所有者被人们所熟知。在

语法学家的语言中，绰号是每个复合名字加上附加结

构，前面是父亲或母亲，前面是儿子或女儿，例如：阿

爸萨利赫、阿爸拉瓦比、乌姆莱拉、乌姆马利克。而阿

拉伯人的绰号通常以长子的名字命名，其中一些人的绰

号不是他儿子的名字之一，或者是他尚未出生的人的名

字，或者他女儿的名字，其中有阿布伊玛玛、阿布胡莱

拉、阿布达尔达。一个人可能有两个或更多的绰号，

“奥斯曼·本·阿凡有三个绰号：阿布阿姆尔、阿布阿卜杜

拉和阿布莱拉。” 如果一个人（男或女）没有儿子或女

儿，他的弟弟就会给他起这个绰号，安拉在《古兰经》

里说：“哦，亚伦姐妹，你的父亲不是坏人，你的母亲

也不是妓女。”  كما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في كتابو الكريم ما قالو قوم مريم لدا أتتهم بابنها
 َِ رأََ سَوأءٍ وَمَا كَانَتأ أمُُّ تَ ىَارُونَ مَا كَانَ أبَوُكِ امأ 3بغَِيِّا" عيسى: "ياَ أُخأ 古代和现代的

阿拉伯人都对这个绰号很感兴趣，直到它成为他们引以

为豪的源泉，因为他们希望它得到美化，因为它比名字

更有名。 
在伊斯兰历史上有些相关名字的绰号，然后这些绰号成

为那些被赋予这些名字的人所熟知，如果他们没有孩

子，他们的名字是被赋予他们的原因，例如称名穆罕默

德的人通常被绰号为：阿爸卡西姆，易卜拉欣被绰号为

阿爸艾萨克或阿爸伊斯梅尔，而以撒：阿爸雅各布等。

他们甚至给一些动物起了绰号，所以他们称狮子为 Abi 
Al-Harith 和 Abi Al-Abbas，狐狸为 Abi Al-Husayn 和 Abi 
Khaled，狼为 Abi Jaad，公鸡为 Abi Suleiman，鬣狗或 
Amer，母鸡或 Hafsa，蝗虫或 Auf，蛇 Abi Yahyami，驴 
Abi Sa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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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以绰号分三类：一种是卑鄙而不是羞辱

的，因为羞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卑鄙的人可能会有人

用崇敬的眼光看他并称呼他，卑鄙的人，只能在嘲笑或

暗示中取绰号，第二种类型不应该是羞辱，因为他被免

除了它并使他脱离了它的要求，就像先知一样，没有绰

号是因为他们比那更高，国王和所有的大人物也有这个

意思，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是出于尊重而起

的绰号。 
3. 血统：是父亲的名字，有时是母亲的名字，或祖

父的名字，或曾祖父的名字。阿拉伯人非常注重建立家

谱和解释父亲，以至于他们习惯于记住父亲的名字到20
多个名字，这是他们的骄傲。这并没有阻止他们中的一

些人被归于他的母亲，例如穆罕默德.伊本.哈纳菲耶和

伊本.泰米耶。该男子还被归于他的一位祖先，例如 
Uday bin Al-Raqqa，他的原名：Uday bin Zaid bin Malik 
bin Al-Raqqa，在现代，例如：Abdul Aziz bin Baz，他的

原名: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拉赫

曼.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巴兹。 
古代阿拉伯人普遍采用的习俗是用（儿子）把人的

名字和父亲的名字分开，来区分一个人的名字和父亲的

名字，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除海湾国家外，埃及和叙利

亚等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放弃了这种方法，例如马利克.
本.艾哈迈德：马利克.艾哈迈德，取而代之的是

（The）。马利克.艾哈迈德（Malik Al-Ahmad），这在

沙漠的人们中很普遍，有人说：马利克.乌尔德.艾哈迈

德，这在马格里布人和沙漠人中很普遍。 
4.关系名称 ：指属于部落、村庄、城市等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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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的关系名称以（ياء）血统来结束，而阿拉伯人

的关系名称则以部落例如：库拉希跟古莱什语部落有

关，例如：伊拉克人 相对于伊拉克，例如：阿西里相对

于阿西地区，或者城市例如：哈拉比相对于阿勒颇市。 
    关系名称有前缀，部落或曾祖父放在个人名字的前，

这前缀包括：（Al）、（儿子）或（孙子）例如：Al-
Saud，Al-Muhammad，巴兹的儿子。 
    这关系名称可能是由于宗教归属，如哈纳菲和萨拉

菲，或是职业例如：作家和卡巴尼等。阿拉伯人可能特

有更多宗族，例如：库拉希. 哈拉比. 巴格达迪. 哈纳

菲，据说：库拉希是一个血统，哈拉比是出生的，巴格

达迪的教养是哈纳菲教派。 
5.昵称 ：是一个人名字后面的名字，旁边有自己的

名字。这些昵称通常归因于一个人的身份、事故、职业

或专业，他以自己的头衔而闻名。例如：大眼，哑巴，

作家，铜人，以达到以下目的： 
身份识别：当昵称成为“名号”时，个人只能通过姓氏来

识别。 
荣誉：旨在表达对头衔持有人的荣誉、尊重和尊重，在

昵称旁边可能会忘记原名，个人只能通过姓氏来识别。

真主使者给哈立德·伊本·瓦利德（安啦之剑），塔尔

哈·本·奥拜杜拉（好的塔尔哈），艾布伯克尔（相信

人），奥马尔贝尔（法鲁克），奥斯曼（带两盏灯），

哈姆扎（安拉的狮子），贾法尔（和飞行员）（有两只

翅膀）的昵称。 昵称蔑视：伊斯兰教在《古兰经》中禁

止使用此类昵称，清高伟大的安拉在《古兰经》里说：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

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

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不要互相诽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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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诨名相称；信道后再以诨名相称，这称呼真恶

劣！未悔罪者，是不义的。”  َخ رأ وقال تعالى: " ياَ أيَ ُّ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لَا يَسأ
هُنَّ وَلَا  راً مِن أ هُمأ وَلَا نِسَاءٌ مِنأ نِسَاءٍ عَسَى أنَأ يَكُنَّ خَي أ راً مِن أ مٍ عَسَى أنَأ يَكُونوُا خَي أ مٌ مِنأ قَ وأ  تَ لأمِزُوا قَ وأ

يداَنِ وَمَنأ لمأَ يَ تُبأ فََُ  مُ الأفُسُوقُ بَ عأدَ الإأِ لَأقَابِ بئِأسَ الِاسأ ََ ىُمُ أنَ أفُسَكُمأ وَلَا تَ نَابَ زُوا باِلأأ ولئَِ
4الظَّالِمُونَ"  

      阿拉伯人对对话者的尊重体现在，如果他获得了领

导地位，除了被称赞的昵称之外，他不会被称呼，因此

安拉没有用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称呼，有时安拉

说（先知啊），有时说（使者啊），当他的名字被提及

时，这不是演讲，而是他的状况的消息，正如安拉说的

那样（且信仰降示穆罕默德的天经者）（穆罕默德是只

是一个使者）（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在我们这个

时代，许多阿拉伯国家在行政上采用了个人的名字，然

后是父亲的名字，然后是姓氏，一些国家增加了祖父的

名字，在名字相似的情况下，歧视是通过母亲的名字或

出生日期。 
结论： 
        通过汉阿姓氏的概念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存在

的差异。首先，在文字学方面，汉语的“姓”字，表达

“从女从生”的文化内涵，产生于母系社会，体现同姓之

人皆为一个女祖先的后代之意。诸如“上古八姓” 姬、

姜、姒、嬴、妘、妫、姚、姞均为女字旁姓氏。“氏”产
生于父系社会，情况复杂多变。在上古，“姓”和“氏”是
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阿拉伯语姓氏作为语言

符号没有体现“姓从女从生”的文化内涵，而是体现了姓

氏是被全体成员世代沿袭的家族公名。其次，在历史方

面，汉语姓氏历史悠久，发展曲折，先有姓氏，后有名

字。阿拉伯语姓氏虽然历史也很悠久，但是是在名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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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产生的。汉语姓氏代表一个氏族、宗族或所有成

员共同拥有的符号体系。而阿拉伯语姓氏也是氏族的共

有标志，但是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与众不同，宁愿称全

名，阿拉伯人名字数目繁多，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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مع اليمني. فضل عبد الله الربيعي. مركز فاعلون للبحث في الأنثربولوجيا والعلوم الإنسانية المجت
 0201والإجتماعية 

الإعلام بَسماء الأعلام في سنة خنً الأنام صاى الله عليو وسلم. فاطمة بنت لزمد بن علي 01 
 0201الزويهري. لرلة البحوث والدراسات الشرعية عبد الفتاح لزمود إدريس 

 0202واقع ال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العربية وتغنًاتها. صلاح الدين الدرغني رجب الطبال. جامعة الزيتونة 02 
 0202النهج النبوي في 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صلاح الدين الدرغني رجب الطبال. جامعة الزيتونة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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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2مركبات الأسماء في النحو العربي. لزمد يوسف الحريري. كلية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بالدنوفية  04
 0202أنساب العرب القدماء. جورجي زيدان. مُسسة ىنداوي للتعليم والثقافة 22

 0200بنٌ الاسم واللقب والكنية. لزمد تبركان. دار الفضيلة للنشر والتوزيع 20 
 0200ي. جورجي زيدان. مُسسة ىنداوي للتعليم والثقافة تاريخ التمدن الإسلام20
  0200حقائق عربية أضواء على أنساب العرب. نبيل الكرخي. الطبعة الإلكترونية الأولى  22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الذوية والانتماء. عبد العزيز صالح الدقالح. لرلة لرمع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بالقاىرة مصر 22

0224 
في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تحديد وتصنيف. عبد الرحمن أحمد يجيوي. وقائع الدلتقي الدولي:  الأسماء الدركبة22 

 0222الوحدات اللسانية والتحليل اللسان بكلية الآداب والعلوم الإنسانية بصفاقس. 
الأسماء الدركبة أنواعها وإعرابها : دراسة نحوية. عبدالرحمن بن عبداالله بن عبدالعزيز الحميذي. 21

 0222ابو عبد الرحمن ابن عقيل الظاىري الدرعية .الشيخ 
أثر الإسلام في انتشار الأعلام العربية. سامي عبد الله الجميلي. الجامعة الأسمرية الإسلامية  22

0222 
موقع اللقب بنٌ 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 بحث في الدلالات والدصادر. خويلد لزمد الأمنٌ. لستبر 23

 0222فلسطنٌ الدراسات اللغوية جامعة 
مكانة 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في الدراسات اللسانية العربية " قديداً وحديثاً". سالم علوي. لستبر الدراسات 24

 0222اللغوية جامعة فلسطنٌ 
وجهة نظر حول كتابة 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الأجنبية بحروف عربية. أحمد لزمد جواد لزسن. الدركز 22 

 0222النشر العربى للتعريب والترجمة والتَليف و 
  0220مزية الاسم ومزية اللقب والكنية. جمانة أحمد أبو حليمة. المجلة الثقافية بالجامعة الأردنية 20
أسماء الدصرينٌ الأصول والدلالات والتغنً الاجتماعي. سامية حسن الساعاتي. مكتبة الأسرة 20

 0220مهرجان القراءة للجميع 
الإمام أبي منصور عبد الدلَ بن لزمد بن إسماعيل الثعالبي. الدكتبة فقو اللغة وأسرار العربية. 22

 0222العصرية صيدا ببنًوت 
اُد أبو الذيجاء. جامعة قاريونس 22  0442أثر الإسلام على 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ف

كشف النقاب عن الأسماء والألقاب. تحقيق الدكتور عبد العزيز راجي اصاعدي. الطبعة الأول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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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42 
مشكلة كتابة الأسماء في الدراسات التاريخية ووسائل الإعلام. سامي خماس الصقار. دارة الدلَ 21 

 0440عبد العزيز 
فتح الباب في الكنى والألقاب. لزمد بن إسحاق بن لزمد بن منده. جامعة أم القرى كلية 22

 0432الدعوة وأصول الدين السعودية 
 0432. عمر فروخ. لرلة لرمع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بالقاىرة الأسماء الدعبدة والأسماء المجددة 23
 0412أسماء البننٌ والبنات. عمر فروخ. لرلة لرمع اللغة العربية بالقاىرة  24
اُد الأول 22  0423أسماء الأعلام في اللغات السامية. أنور ليتمان. مطبعة جامعة ف

 0400الثانية مطبعة الذلال مصر  العرب قبل الإسلام. جورجي زيدان. الجزء الأول الطابعة20 
 0400الإعلام بمعان الأعلام. سعيد الكرمي. المجمع العلمي العربي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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