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９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９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４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６．０２３

语用学视角下店铺名称的顺应论研究 

———以株洲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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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与传统店铺名称的研究不同，语用学视角认为店铺的命名是商家与顾客的隐形对话，其命名的过程是与语境相互
顺应的结果，是顺应语言现实、顺应文化、顺应心理的过程。求大心理、盼吉心理、趋利心理等顺应体现在音、形、义几个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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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店名对店铺的成败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学术界从其语言结构、修辞、文化背景、社会心理等

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对于店铺名称的社会心理，

王丽梅总结了人们给商店取名时的心理，主要包括

以下六个方面：根据地名、迎合顾客心理、寄托店主

心态、饮食特色、名人名牌各行业的影响以及利用

怀旧的心理。［１］孟昭泉总结了当代中华老字号中影

照出的心理状态，包括吉祥、平安、持久、发财，指出

其中反映出了人们求稳、求和、求发的心理走

向”。［２］众多研究中也偶见从语用学的角度对店铺

名称进行分析，冯秀丽认为商家如果善于利用语言

的语用预设作用来设计店铺的名称，而且能够很

好的使用触发语，就可以帮助受众更快更好地提

取预设，达到好的宣传效果。［３］余佳蔚总结了人们

对于结婚的文化要求及其婚纱照拍摄的心态，但缺

少从语用学角度对其名称进行分析。［４］

这些研究结果为进一步对店铺名称进行研究

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但从语用学角度对店铺

名称的研究尚不全面。而语用学理论是兼具包容

性和解释力的，本文从语用学顺应论出发，进一步

诠释店铺命名的规律和规范，为商业发展与经济建

设提供指导。通过多种走访、实地考察和记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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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工商部门，收集到店铺名称３０００个，并结合株
洲市商业的特点，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服饰经营和

商品销售的１０００个店铺名称。

　　一　语言顺应论的解释力

顺应论创始人Ｊｅｆ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１９９９）认为语用
学是一种总体上的功能性综观，可以解释一切语言

现象。首先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认为语言是一个不断进行
语言选择的过程，有时是出于情感的目的，有时是

基于信息交流的目的，其中的选择或有意或无意，

有的是由于语言外部的原因而有的则是由于语言

内部的原因。其次，语言的选择可能发生在语言结

构的音、形、句法、词和义层次上，而且每一个层次

上的选择都有可能传达使用者的语用意图。另外，

使用者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或者变体，来实现其

语用意图。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认为语言具有变异性（ｖａｒ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协商性（ｎｅｇｏｔ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和顺应性（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三大特性，［５］５８人们才可以对语言进行选择。语
言的变异性，就是指人类所使用的语言给我们提供

了很多种选择，商讨性就是指人类语言的选择是人

类元语用意识的体现，可以根据其语用意图进行各

个层面的选择，顺应性是指人类能够通过选择来实

现交际目的。顺应论是解释力很强的一种理论，人

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顺应，顺应论能够解释语言现

象，不仅仅从语用学角度给予其解释，更从元语用

意识的角度说明了人类使用语言的目的性。

　　二　店铺命名的语用理据

虽然店铺命名的过程不是两个语言使用者之

间的对话，但亦是命名者和顾客之间的隐形对话。

命名者也希望通过这一对话传递某些信息，实现其

预期目的，达到增强印象、促进销量等效果。店名

的选择过程是语言使用者做出语言选择的过程，可

以选择某种语言，例如中文，也可以选择多种语言

的混合，例如掺杂中文和英文的店名，甚至可以选

择多种符号的混合。店铺名称的顺应虽然跟两个

语言使用者之间对话的语言顺应有所不同，在某种

程度上，店铺名称的变化就是与当前语境相互顺应

的结果。店名的选择过程中对语境的顺应主要体

现在以下三方面，即顺应语言现实、顺应文化和顺

应心理。

１．顺应语言现实
我国店铺名称词汇主要来自于丰富的中文，但

同时又具有开放性，海纳百川，吸收了来自中外古

今的大量词汇。我国现代汉语有丰富的词汇资源，

大量现代汉语词汇构成店名的基本语汇。大多数

现代汉语词汇都直接进入店名语汇，例如表示自然

界事物的风、雨、雷、电等，地名、人名、名人掌故，成

语、俗语、专业用语、显示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词。

同时，很多古语词也在店名语言中大受欢迎，例如

草、斋、轩等，这样的古语词，用在店名上能够让店

铺具有古典气息。

现代经济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多种文化，文化

的多样化让外来词、网络新词和符号等不断地进入

我们的视野，商家自然要顺应这种语言现实，利用

现代文化来包装店名，让自己的店名更具有时代气

息。例如这样的一些店铺名，“桃包儿 ｓｈｏｐ”“Ｗｅ
Ｍｅ”“ｋｏｋｏｉｎ工作室”“ｂｅｃｋ公羊皮鞋”。因为英语
已经被广大消费者接受，店铺名称中英语的使用能

让消费者有种高大上的感觉，对某些消费者具有一

定的吸引力。再如日语单词在店铺名称中的使用

也随着日语的流行而增加，这样的店铺名称会让消

费者有一种新鲜感，更容易得到认可。

２．顺应文化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曾经说过：“语言的

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

在。”［６］２２１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与文化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影响着语言，语言则体

现着文化。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记录着人类文

化，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来揭示其中蕴涵的文化。

（一）顺应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人的生活

习惯、言行举止、日常的语言交际中无不渗透了中

国文化。［７］通过对语言资料的研究，我们发现其中

都蕴含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店名作为语言的一

种特殊表现形式，同样如此。商家在给店铺注册商

标时，其命名者受到文化的影响，很多店名源自传

统文化。例如很多百年老店会选择体现我国儒家

思想的字词，比如“同仁堂”这样一家药店，我们从

它的店名中的“仁”字，可以看出店家的用意，那就

是通过“仁”这一儒家思想来提升自己招牌的文化

底蕴，以此来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再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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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文化因素也体现在一些店铺名称中，这样的

店铺名称让顾客感觉到一定的神秘感。例如“释梵

茶叶”这样的一家店铺，这个“梵”字，起源于印度

佛教用梵文书写的佛经。“梵”有万物起源的根本

的意思，“梵”字本义为草木茂盛，在佛教中“梵”又

有意味着清净寂静。顺应宗教文化对文字的影响，

有时能创造大受欢迎的店名。［８］

（二）顺应现代文化

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了不同文化在中国

的共存和融合，人们对外来文化经历了从接触到了

解再到接受的过程，同时现代文化的发展，语言符

号的更新，外来词、网络新词和符号的出现，让现代

商业名称有了更多的选择。如今电视剧和电影铺

天盖地的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现代影视传媒对观众

的影响力也被商家所利用，广泛应用在店铺命名

中，为自己的店铺名增添色彩。例如有一家叫做

“三毛儿”的童装店，“三毛儿”的这个人物形象来

自电影作品《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中名叫

“三毛”的流浪儿童。这样的店铺名称，朗朗上口，

又意味深长，顾客在第一时间了解这家店铺的经营

产品，又让顾客印象深刻。我们的商家对现代文化

的顺应，有标新立异的作用。

３．顺应心理
（一）顺应顾客心理

商家开店的目的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在利益

的驱使下，商家首先会在店铺的名称上下功夫，在

第一时间吸引顾客的眼球，并取悦消费者。聪明的

商家会顺应消费者的心理需求去思考店铺名称。

在众多店铺名称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这样的

例子。

首先是为了消除消费者对商家的不信任心理。

自古以来商人最为讲究的是诚信，商品最讲究的是

质量，但是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商不奸”，这句话

体现的就是人们对商人诚信的一种质疑。随着社

会的进步，商人的诚信与旧时比已经不可同日而

语。但是人们更加注重丰富多样的商品品质质量，

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在每年的３１５
晚会上，那些销售有质量问题商品的商家一一被曝

光的原因。在这样的社会舆论下，很多商家特意将

“诚信”的思想融入店名中，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

消除顾客的质疑，加强品质上的一种保障。例如

“精诚钟表”这样一家钟表店，“诚”的使用就是一

种保证，以此来取得顾客的信任。

其次是通过加入一些褒义词，体现顾客至上的

营销宗旨，取悦顾客，顺应顾客的虚荣心理，让他们

感到快乐，以此赢得好口碑和好人脉。例如婚纱摄

影店的命名，因为商家为了吸引女性的眼球，使用

女性偏爱的名称，把洁白的婚纱和端庄美丽、贤惠

大方的新娘相联系。如“红粉佳人”“薇薇新娘”

“丽影”“公主秀”等，都强调了女性的美丽与幸福。

其三，趋雅避俗的观念也是顺应顾客审美心理

的体现。例如以树木花草、日月星云取店名迎合了

消费者的审美趣味，顺应了身处喧嚣城市的人们对

于亲近大自然的渴望。如有些酒店以温馨、高雅的

词语取名，如“竹馨茶楼”“茗馨楼”“仁雅餐厅”“静

香楼”等，这样的店铺让顾客一走进店门就能够放

松心情，放慢生活的节奏，停下来感受生活感受美

好，这样的店名也能让顾客对店主的文化修养产生

共鸣，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二）顺应商家心理

商家在给自家的店铺取名时，除了考虑顾客的

消费心理，获得更多的利益的同时，也会受到自身

一些心理因素的制约，［９］以此来表示其对店铺的种

种期许，主要包括求大心理、盼吉心理、趋利心理。

（１）求大心理
参照《现代汉语》与《汉语大词典》的释义，

“大”有排行第一的释义，“大”还隐含“扩大、总括、

总管、统领”等语义。因此在为自己的店铺或者品

牌命名时，很多商家会使用表“大”义的名称，借以

表示对店铺长远发展的良好祝愿。首先是借助表

示“大”义的词汇，“广、总、大、特、博、丰、都、远、

威、盛、巨、隆、极、宏、庞”，如“博雅琴行”“宏鑫超

市”；其次是借助表示“大”义的谐音字词，来表示

“大”义，如音“酒、局、疆”音“（长）久、（巨）大、

强大”。店铺名称中用上这样的字眼，以此来表示

其对店铺将来做大做强的期许。

（２）盼吉心理
店铺命名盼吉心理就是祈望运气佳、风水好、

有福祉，生意红火、顺利、成功。这种心理因素来源

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历来都有求吉盼吉的传

统，［１０］例如春节的时候贴春联，拜年的时候说吉祥

话，“吉”就体现在这些字眼当中，以此来为自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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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祈福、寄予吉祥如意的期望。许多商家顺应这

一心理，在命名时选择吉祥的字或与之谐音的字，

在店铺名称中蕴含着对事业发展的期许，希望事业

蓬勃兴旺，同时也寄予商家对消费者的一种祝福的

心理。例如，安、发、宁、保、平、红、吉、美、福、瑞、

成、富、火、佳、进、雅、如、嘉等字都表达了吉祥、美

好之义。又例如“九九红”这样的店名也是一个很

好的店名，“红”表示红火、兴旺，“九”又是“久”的

谐音，再加上“九九女儿红”这首流行歌曲的传唱，

让这样一个店名朗朗上口，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自然生意会蒸蒸日上。再如“百佳春超市”这样

一个超市名，用上了“佳”这样一个表示美好的词

语，再加上“佳”与“家”谐音，能够让消费者将其与

自身联系，表示对商家对消费者的祝福，自然能够

引起消费者的好感。

（３）趋利心理
《现代汉语》中“利”相关的解释是：利润或利

息。企业趋“利”就是赚钱、获益。店主开门做生

意，自然是要求财求富的，顺应这种心态，店名的选

择体现在字词和音各个层次，如“金银资利益元圆”

这些字眼都有盈利的意思，再如“惠”表示实惠的意

思，经常会被用在店铺名称上，例如“百家惠”“天

天惠”。而有些商家则使用与“利”相关的一些字

的谐音字，顺应求利的心理体现在“音”这一层次

上，如“锦”这一字眼，用在店名中，借以表达店主求

财的美好愿望。如“锦城酒楼”、“锦湖宾馆”等。

而很多以“金”为偏旁的字词，也被用在店铺名称

上，如“汇鑫衣社”中的“鑫”，就是取其形来表

“利”，都是店主求利心理的体现。

顺应论创始人 ＪｅｆＶｅｒｓｃｈｕｅｒｅｎ提出的语用纵
观论认为语用学是一种总体上的功能性综观，可以

解释一切语言现象。［１１］店铺名称的选择也是人类

语言运用的一个动态过程，是对语言现实、文化和

心理做出顺应的过程，其中对商家心理的顺应又体

现在语言的音、形、字等不同层面。店铺名称的顺

应论阐释不仅对命名的动态选择过程进行了语用

学解释，更为规范和评价店铺命名提供了新的视角

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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