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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学界对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并未完全弄清楚，从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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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ssumed Name of Ning Di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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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a long time, due to various reasons, the given name, taken name, styled name and assumed name of 
Ning Diaoyuan have not been completely understood, which affects the comprehensive, in-depth and accurate study 
of Ning DiaoYuan. The newly discovered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show that Ning Diaoyuan’s given name was 
Ning Zhiti, but his formal name used in school was Ning Diaoyuan. He called himself “Qiushi”. His aliases were Lin 
Shiyi and Pizhi. His taken name was Guangjia. His styled name were Xianxia, Dayi, Chouren or Taiyi, Xian Fu, etc. His 
assumed name were Quhun, Pizhi, Xianxia, Minyi, Dayi, Da, Xianfu, Xian, Ren, Shan, Xianxia, Taiyi,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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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宣传家、作

家和诗人，宁调元不仅有名有姓、有字有号，而

且还有众多的笔名。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

以来，学界对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并未

完全弄清楚，从而影响到对宁调元进行全面、深入、

精准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结合新

近搜集到的相关史料，对学界从所纷纭的宁调元

的名、宁调元的字、宁调元的号及宁调元的笔名

作一考论，以就教于方家，以期对推进宁调元研

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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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宁调元的名

名，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

号。《说文解字》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 
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1]202 其意思

是说，人们在共同的生活和交往中，白天相见，

可通过形体、容貌、手势、动作等来识别彼此，

但到了晚上，相互看不清楚，人们要相互联系，

就只能通过用口呼其名来使对方知晓了。由此可

知，一个人的名是自己使用或长辈称呼时所用的，

从古至今，孩子出生后，长辈都要为之取名。

宁调元出生之后，其父给他取的是什么名字

呢？据《楚攸甯氏六修族谱》记载，是“之梯”。

楚攸宁氏的祖先在明代以后为本族人免重名越序

之弊，每代定一嘉字，随时择用。至乾隆辛卯（1771
年），楚攸宁氏族谱经初修于“乾思魁祖　元武

映宗”的行字之后，加上“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

八字。民国癸酉，五修族谱之际，再添二十四行字，

形成楚攸宁氏班行（世派）诗，以供后世命名时

循序取用其中一字编入名中，以明确辈份。此班

行（世派）诗全文如下：

乾思魁祖 元武映宗　卫之祥发　远振家声

泽承先正　光裕后昆　敦信崇礼　康乐和亲　美

继前哲　德观厥成 [2]260

宁调元父亲属“乾”字派下第九世，按上述班

行（世派）诗顺序属“卫”字派，故名卫均。而宁

调元属“乾”字派下第十世，在楚攸宁氏班行诗序

中为“之”字派，故以派序取名为“之梯”。[3] 所以，

宁调元的派名或谱名叫宁之梯。

既然宁调元的派名或谱名叫宁之梯，那么宁调

元又算他的什么名呢？笔者认为是其学名。旧时

大户人家小孩入学时为方便学习，还要为小孩取

个正式的名字，以供老师称呼，即为学名。虽然《楚

攸甯氏六修族谱》中关于宁调元的条目中对此未

作说明，但笔者从其堂弟（宁调元叔父宁卫坚之子）

宁之煦的条目中发现了线索，因为宁之煦的条目

中记载：“之煦，字先荣，学名调文，号仙云。”[2]464

由此不难推知，宁调元是宁之梯的学名。

除了派名、学名，宁调元还有化名。所谓化名

就是为了隐藏真名而另起的别名，知道的范围只

限于极少数可靠之人。1907 年 1 月，宁调元被捕

入狱之后，时常通过监外的友人刘谦与外地同志

进行通信联系。出于保密的需要，这些信件常署

名为辟支或士逸。[4]208 同时为了不使外人知道这些

信是通过刘谦转给宁调元的，1908 年 3 月 7 日，

宁调元特地在致高旭信中说：今后给他回信，“乞

由长沙中路师范学堂刘谦转交林士逸”[4]207。由此

可知，林士逸和辟支均为宁调元的化名。

二 宁调元的字

古代男女除名之外皆有字。《礼记·檀弓上》曰：

“幼名，冠字”。孔颖达疏 :“始生三月而加名……

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

故冠而加字。”[5]296 这就是说，古代男儿出生后三

个月由父辈取名（亦有出生后即取名），20 岁行

冠礼时取字 （后来并不一定遵循，曹冲、孙亮都

是未冠死去但皆有字）。之所以名之外还要字，

是因为名是用于自称，而字是用于人称，也就是

自称用名 , 表示谦称；称人用字，以示尊称。例如，

屈原名平，字原；韩愈名愈，字退之；诸葛亮，

字孔明；等等。古人的名与字在意义上也都存在

一定的关联。有的词义相近，有的词义相辅，有

的词义则相反。如诸葛亮，字孔明，“亮”与“明”

词义相近；屈原名平，字原，“平”与“原”词

义相辅；而韩愈名愈，字退之，“愈”是胜过的

意思，与“退”的意思正好相反。

宁调元出生于清末，当然也有字。那么，宁调

元的字为何字呢？学界对此众说纷纭。柳亚子、刘

谦在他们所撰纪念宁调元的文章中均说：“宁调元，

字仙霞。”[6]496，498 所以，后来众多宁调元的研究

者如杨天石、曾景忠、刘湘雅、郭汉民、熊罗生、

唐建明等人，都持此说。不过，也有人不认同这

一观点，冯自由就说：“宁调元，字太一。”[7]215

傅尃综合以上两种说法，提出：“宁调元，字仙霞，

又字太一。”[8]352 笔者还发现，宁调元于 1911 年

6 月 19 日在南社入会书上的姓名一栏中所填写的

信息为“宁调元，字仙霞，一曰大一”[9]306 。

但经笔者查考，《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记载

宁调元的字却既非 “仙霞”，亦非“大一”或“太

一”，而是“光甲”。[3]

在上述几种说法中，笔者认为，《楚攸甯氏六

修族谱》上所记载的宁调元的字为“光甲”是值

得信赖的。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宁调元的名与字符合古人取字选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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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据分析，宁调元的字“光甲”与其名也有

一定联系。甲，在天干中排第一位，通常表示居

第一位；而元则有首、始、开端、第一等意思，

所以“甲”与“元”词义相近，均有第一的意思。

这说明，宁调元的名和字在意义上存在词义相近

的联系，符合古人取字选字的规则。

第二，宁调元的父亲和儿子均曾先后两次参与

修谱。经查，楚攸宁氏族谱初修于清乾隆三十六

年（1771 年）冬，重修于清道光六年（1826 年）

春，三修于清咸丰八年（1858 年）秋，四修于清

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秋，五修于民国二十二

年（1933 年）秋，六修于 2005 年冬。族谱详细记

载了楚攸宁氏的源流和分流、楚攸宁氏的风俗文化、

楚攸宁氏的簪缨英名、楚攸宁氏的世系世录以及历

次修谱的情况。该谱 1898 年四修之时，宁调元已

15 岁，宁调元之父宁卫均尚在世（1902 年逝世）

并为四位纂修之一。在修族谱这件大事当中，宁

卫均应该不会把自己为儿子取的字给编错。[2]743 到

1933 年秋五修之时，宁调元逝世已 20 年，宁调元

之子宁祥大积极参与，不仅为其祖父卫均公夫妇、

曾祖父宗绶公夫妇分别捐大洋二十元配享，且与

宁调元的堂弟之煦（仙云）均为纂编（纂编共四

位），他应该也不会把乃父和乃兄的字弄错。[2]743

楚攸宁氏每次修谱都组织严密，除了四位纂修，

还有四位誉对，因此也不必怀疑族谱在编写、校

对和印刷上出现错误。此外，到1933年秋五修之时，

柳亚子《宁烈士太一传》、刘谦《宁调先生革命

纪略》、傅尃《亡友宁太一事略》均已先后发表，

刘谦还曾为之作序，序中称宁调元为“宁太一”；

2005 年六修之时，宁调元逝世已 92 年，谱中的《簪

缨英名》全文收录了上述三篇纪念宁调元的文章。

然而，楚攸甯氏族谱中有关宁调元字的记载，却

一直未按上述三篇文章中的说法或宁调元在南社

入会书上所填信息将其更改为“仙霞”“大一”

或“太一”。这就充分说明，楚攸宁氏族谱中关

于宁调元“光甲”之字的记载是初始的、延续的，

因而也是真实可信的。

三 宁调元的号

除了名和字，中国古代一些中上层人物，尤其

是文人雅士还有“号”。号，是人们根据自己的

志趣、爱好所起，又叫“自号”，它是名和字之

外另起的一种称谓， 因而也叫“别号”。号，一

般常用于自称，对人称其号则是一种敬称。所以，

号亦常被作为称呼之用。名和字由于是长辈所取，

一般不可轻易更改，而号则不同，可因个人喜好

和人事变迁随意更改或增加。

宁调元作为文学家和诗人，当然少不了号。对

于宁调元的号，学界的观点似乎比较一致，即“号

太一”。张明观则又在其后加上“亦写作大一”[10]61。

但经笔者查考，《楚攸甯氏六修族谱》上记载

宁调元的号却为“仙霞，大一”。可见，宁调元

在南社入会书上所填之“仙霞，大一”不是其字，

而是其号。如前所述，宁调元的堂弟宁调文（之煦），

号仙云。两兄弟一号仙霞，一号仙云，两者之间

也是有内在联系的。  
此外，笔者还发现，宁调元曾自称“秋士”，

自号“愁人”。在其《戊申七月初十笔记》一文中，

宁调元说：“太一以孟秋生，秉四方之金气，性

最傲，志最刚，颜有秋色，心有秋气，言有秋声。

一诗一词，必有秋意。故字书愁字从秋，从心。……

是以宁子自称秋士，亦号愁人”[4]383。

虽然宁调元号仙霞，大一，但其好友，如柳亚

子、傅尃、刘谦、高旭等人则一般不称宁调元“仙

霞，大一”之号，却常常称之为“太一” “太乙”

或者“仙甫”。他们不仅在其纪念宁调元的文章

中不用“大一”而用“太一”，而且对其整理出

版的宁调元遗集亦统统命名为《太一遗书》《太

一诗钞》《太一诗存》《太一丛话》《太一笺启》《太

一文存》或《太乙丛话》《太乙笺启》《太乙文存》。

高旭与宁调元诗词唱和时也不称宁调元的“仙霞”

之号，而常称之为“仙甫”，如其所作《南歌子·仙
甫集所作〈愿歌〉及〈至日怀人〉之什，为〈南

幽百绝〉，索题》[11]311 及《貂裘换酒·仙甫感某君

营救事，寄示一阕，依韵和之》[11]308-309 等诗词。

还需要指出的是，柳亚子在整理出版《太一笺

启》时，竟将宁调元原信中凡署名为“大一”者，

一律改作“太一”。这一秘密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

柳亚子夫人郑佩宜将柳亚子所保存的宁调元致其

15 封信的原件捐赠给苏州市文管会之后，才被张

明观发现。[10]72 所以，如前所述，张明观认为宁调

元的号“亦写作大一”。此外，笔者查考宁调元

文集后也发现，宁调元在任《帝国日报》总编时，

主持的一个有影响的栏目明明为“大一丛话”，



116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１期（总第 126 期）

结果也被柳亚子等人改为“太一丛话”。

既然宁调元的号为“仙霞，大一”，为何柳亚子、

傅尃、高旭、刘谦等人又常常称之为“太一”“太

乙”或者“仙甫”呢？这是因为，号既是被作为

他人称呼之用，因此一些好友在使用时往往根据

自己的喜好作一些小小修改。例如，黄兴，号觐五，

而其友人则喜欢称（写）之为廑五、谨吾、厪午、

近午、庆午、竞武或堇坞等。[12]1 这些略经修改而

成的“号”类似于今日广泛流行的昵称，朋友间

用之，以示亲密和亲切。它们与原号往往也存在

一定的关联，有的是音相近，有的是字相近，有

的则是义相近。柳亚子、傅尃等人所称宁调元为

“太一”“太乙”“仙甫”与其“仙霞”“大一”

之本号其实也是有关联的。如《易经》中太极又

称大一或太一，大即太，都有至高无上的意思。

而在中国古代“太一”也指北极星，又常常被写

作“太乙”，且“太一”与“太乙”的读音也近似，

故“大一”“太一”与“太乙”又为相通。“甫”

则是古人在男子名字下加的美称，类似于今天的

“君”，所以高旭对宁调元不称“仙霞”而称“仙

甫”，也是对宁的一种敬称。

值得一提的是，柳亚子等人对宁调元的昵称

“太一”，经他们广泛应用之后广为人知，而宁

调元“大一”的本号却鲜为人知；所以，后来宁

调元不仅认可了“太一”“太乙”“仙甫”这些

友人对他的称号，还曾以之为笔名发表文章。

四 宁调元的笔名

笔名是指作者发表作品时隐去真名所署的别

名或假名。由于笔名与号一样，也是以自己的兴

趣和爱好所起，所以号也常用作笔名。辛亥革命前，

宁调元所写的诗歌和文章大多是针砭时弊、抨击

黑暗、鼓吹排满的，具有强烈反对清政府倾向，

因此为避免遭到清政府的迫害，他发表文章时常

常不使用本名，而是使用各种笔名。

杨天石、曾景忠在《宁调元集》的“编辑说明”

中指出：“宁调元生前使用的笔名确切可考者有

太一、大一、大、仙霞、仙侠、仙甫、仙、屈魂、

辟支、民遗等 10 个。”[4]1

既然是笔名，就应以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依据。

据笔者查考，上述杨天石、曾景忠所言宁调元生

前使用的10个笔名中，屈魂和仙霞见之于《洞庭波》

《汉帜》，辟支见之于《洞庭波》《汉帜》《复报》，

民遗见之于《汉帜》，大一见之于《竞业旬报》《民声》

《帝国日报》《大公报（天津）》《民声日报》《民谊》，

大、仙见之于《帝国日报》，仙侠、太一见之于《民

声日报》，太一、仙甫见之于《南社》。

宁调元的上述笔名，来自于其号及其演变而

成的有仙霞、大一、太一、仙甫、仙侠、大、仙，

另起的是民遗、屈魂、辟支。1908 年，宁调元在

致高旭的信中说：“以后惠诗词书名，惟辟、屈

二名均不宜用。”[4]214 因此，1908 年之后，民遗、

屈魂、辟支三个笔名不再使用。而在宁调元使用

过的笔名中，“大一”无疑是其使用时间最长、

涉及报刊最多的笔名。

尽管杨天石、曾景忠所总结的宁调元使用过的

10 个笔名是迄今最为全面的宁调元笔名，但笔者

认为，仍有遗漏。据笔者查考，宁调元生前还曾

使用了以下三个笔名：一是人，二是山，三是太乙。

笔者发现，《帝国日报》1910 年 10 月 5 日的

“紧要新闻”刊有关于资政院会议的报道其中，《初

二日之资政院》《资政院议员听者》《核减海军

军费问题》等三篇文章署名为“山”，《割肉医

疮之度支部》署名为“人”。

10月6日的“紧要新闻”刊有《海军经费之交议》

一文署名为“山”，《广西资议局议员全体辞职

之大风潮》署名为“人”。

10 月 29 日的“紧要新闻”刊有长篇报道《资

政院议事之幼稚》署名为“山”，《胡思敬丧心病狂》

署名为“山”，《新疆正监理暂不派人》署名为“人”。

笔者认为，上述笔名“人”和“山”均应为宁

调元的笔名，理由有二：

第一，宁调元应是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北京

主编《帝国日报》期间，宁调元除了以大一、大、

仙等笔名先后在《我之言》《燕尘琐录》《世界珍闻》

《滑稽新闻》《大一丛话》《短评》《时评》《议

场谭屑》《文苑》等栏目发表诗文外，还时常以

记者身份亲自外出采访，尤其是资政院开会期间，

宁调元每天必赴会旁听。1910 年 7 月，他在给高

旭的信中说：“弟担任总编辑之役，除编纂紧要

新闻及中央、地方新闻外，尚有时评、丛话、文

苑之责。上海名报编新闻原有成稿，而此间紧要

事件，全仗自己打听。其撰成系临时事。盖访员

全不可靠，可靠者必不做访员，亦社会积习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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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4]221 同年 10 月 11 日，他在给柳亚子的信

中说：“弟在此间，无事不要过手。资政院开院，

每日又必往旁听。自午前七时至午后六时，皆在

劳动之中。”[4]226 由此可证，《帝国日报》“紧要

新闻”上刊登的这些关于资政院会议的现场报道，

大多出自每日到会旁听的宁调元之手。

第二，“人”和“山”系由宁调元所用之笔名“仙”

字拆分而来。中国人取名，历来有所谓拆字取名法，

即把一个合体字拆成几个能表意的合体字或独体

字而为另一名。例如，老舍原名舒庆春，入北京

师范学校学习时，为自己取字“舍予”，这是把

自己的姓“舒”字拆为两半而成的。著名演员古月，

原名胡诗学，后来将姓“胡”字拆成“古月”二

字作为自己的名字。拆字取名法，宁调元也曾为之，

如傅尃字钝根，宁调元则将其“钝”字拆成“金”“屯”

二字，称之为“金屯” [4]194。在主编《帝国日报》

期间，宁调元常将自号“仙霞”简化成“仙”，

作为为笔名发表文章。例如，《帝国日报》1910
年 9 月 23 日“滑稽新闻”栏目中的《牛皮之专销》

一文就署名为“仙”。综上可证，“人”和“山”

由“仙”字拆分而来，均为宁调元的笔名。

至于宁调元“太乙”的笔名，则是笔者发现了

一些以“太乙”为笔名发表的诗文。经考辨，这

些诗文均出自宁调元之手。例如，1907 年 11 月 5
日《广益丛报》上有《感事》（一呼一吸一障碍）

一诗，悼念在黄石港投水而死的醴陵籍留日学生

唐镇礎，署名太乙。[13] 笔者还发现，此诗后来被

柳亚子编入《太一诗存》，但被改名为《唐守楩

蹈江死，诗以哭之》，并被删去了原诗前的长序

部分，只保留了诗的部分，从而使长序部分不为

读者所知。[4]123 由上可证，“太乙”确系宁调元笔

名之一。

综上所述，对于宁调元的名、字、号及笔名，

我们可以作如下小结：宁调元的谱名为宁之梯，

学名为宁调元，自称秋士，化名有林士逸、辟支；

字光甲；号仙霞、大一，自号愁人，别号太一、太乙、

仙甫等；宁调元生前使用过的笔名有屈魂、辟支、

仙霞、民遗、大一、大、仙甫、仙、人、山、仙侠、

太一、太乙等 1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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