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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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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地铁站名往往能彰显一座城市的历史民俗风貌和社会文化特色，南京地铁站名的

语言文化研究对于理解南京地铁站名及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主要以南京地铁８条

路线的１４５个站名为研究对象，对这些站名进行社会语言学分析，并认为：南京市地铁站的命

名以道路标识、居住地、景点、商圈、交通枢纽站和知名高校为主要参照，其中三、四、五字音节

居多，有着指位性强、简洁明了和易识易记的特点。南京地铁站名承载了南京的历史、经济、宗
教和社会文化，体现了南京城发展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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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于 地 铁 站 名 的 语 言 研 究，目 前 多 集 中 在

站 名 的 英 译 角 度，以 北 京、上 海、广 州、南 京、苏

州等城市 的 地 铁 站 名 为 切 入 点，已 出 版 单 篇 论

文有《北 京 地 铁 站 名 英 译 探 析》（石 乐，２０１４）、
《北京和广州 地 铁 站 名 英 译 的 比 较 与 分 析》（吴

雪红，２０１５）、《上 海 市 公 交、地 铁 站 名 英 译 与 其

它》（王 秀 华，２００６）、《浅 析 南 京 地 铁 站 名 的 英

译》（熊玲 玲、吴 月，２０１５）、《苏 州 地 铁 公 示 语 英

译现状探析》（吴 祝 霞，２０１６）、《天 津 地 铁 站 名 英

译错误及解决办法 初 探》（杨 峥，２０１３）、《从 索 绪

尔的符号系统看 广 州 地 铁 英 文 报 站 表 达》（廖 思

梅，２０１５）等。地铁站 名 的 英 译 关 乎 交 通 语 言 的

规范性与适用性，研 究 成 果 颇 为 丰 富，对 于 规 范

地铁站名具有借鉴意义。
此外，利用社会语言学方法研究地铁 站 名 成

为近几年的新行角度，但相关文章屈指可数，中国

知网可 见 仅《以 社 会 语 言 学 视 角 研 究 地 铁 站 名

称———以昆明市为例》（杨洋，２０１４）和《武 汉 地 铁

站名的命名方式与文化意义探究》（杨诗雨、郭敏，

２０１５）两篇。社会语言学是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 在 美

国首先兴起的一门边缘科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

之间关系的一个语言学分支。社会语言学旨在运

用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

社会科学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从

某种程度上来讲，地铁站名是地名的一种。近年

来，地名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对于

地铁站名的语言学研究并无太多涉猎。大概因为

国内有地铁运营的城市不多，而且站点较少，远不

如地名和公交站名所占有的语料丰富。地铁站名

往往能彰显一个城市的历史民俗概貌和社会文化

特色，对地铁站名进行语言文化研究，对于我们了

解一座城市的历史及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南京地铁及其站名研究现状

南京地铁是服务于南京市及南京都市圈内各

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其前身可以追溯到１９０７年

建造的 京 市 铁 路 地 铁。南 京 地 铁 第 一 条 线 路 于

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５日 正 式 通 车，是 中 国 大 陆 第 六 个

建成并运营地铁的城市，现已成为南京城交通的

骨干线和主力军。截至２０１５年４月，南京市已有

６条线路投入运营，设站点１２１座，排除中转重合

站外，共 计 站 名１１３个。此 外，４号 线（一 期，下

同）和宁和城际Ｓ３号线（一期，下同）即将运营，南
京交通运输局已官方发布站点命名的批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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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也纳入本文的考虑范围，两条线路有新站名３２
个，则已确定的南京地铁站名共计１４５个。

南京市地铁 站 的 命 名 经 历 了 从 不 够 完 善 到

相对完善 的 过 程，有 关 南 京 地 铁 站 名 的 语 言 研

究，目 前 知 网 可 见 仅《浅 析 南 京 地 铁 站 名 的 英

译》一篇，从社会 语 言 学 角 度 研 究 南 京 地 铁 站 名

的文章尚未可见。本 文 主 要 以 南 京 地 铁８条 路

线的１４５个 站 名 作 为 研 究 对 象，对 南 京 地 铁 站

命名进行 社 会 语 言 学 分 析，以 窥 探 这 些 地 铁 站

名的 语 言 特 点、命 名 方 式 及 其 承 载 的 历 史、宗

教、文化和 社 会 心 理。（注：本 文 考 察 的 地 铁 站

名或地名主要来 自“南 京 地 铁”官 网、“南 京 市 地

名公共 服 务 网”、“南 京 轨 道 交 通 系 统 工 程 有 限

公司”、百度搜索引擎等。）

　　二、南京地铁站名的语言特征

南京地铁站名简洁短少，读来响亮悦耳，这主

要得益于站名用字在音节数量、音素组合和声律

平仄上的优势。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音节特点

南京 地 铁 站 名 采 用“专 名＋通 名”的 命 名 方

式，通名即“站”，专名形式不一，表现出南京地铁

特有的冠名方式。为简洁起见，本节以专名为统

计对象，探求南京地铁站名在专名上的表现。
经统计，南 京 地 铁 站 名 专 名 在 音 节 上 以 二、

三、四字为主，其中三字音节居多，占４７．６％。见

表１。

表１　南京地铁站名的专名概况

音节数 数量 比例（％） 举例

２　 ２６　 １７．９ 鼓楼、元通、林场、小市、小行、龙池、贾西、灵山

３　 ６９　 ４７．６ 玄武门、油坊桥、夫子庙、新街口、江心洲、翠屏山

４　 ２８　 １９．３ 雨润大街、仙林中心、秣周东路、奥体中心、禄口机场、泰山新村

５　 ７　 ４．８ 新模范马路、集庆门大街、浦口万汇城、高新开发区、凤凰山公园

６　 ９　 ６．２ 中国药科大学、中山陵·下马坊、南大仙林校区、南京工业大学

７及以上 ６　 ４．１ 东大九龙湖校区、南艺·二师·草场门、河海大学·佛城西路

　　由表１可以看出，南京地铁站名专名以三字

音节居多，占统计总数的近一半，四字、二字音节

次 之，以 上 三 种 音 节 专 名 的 数 量 占 统 计 总 数 的

８４．８％。可见，南京地铁的命名以简洁短少为主，
以便识记。需要注意的是，为与其他站名的命名

方式形成统一，“南京站”、“南京南站”等站点在命

名上省略通名“站”字，因类似于“南京站站”的读

法不仅拗口，也略显冗杂。
此外，南 京 地 铁 站 名 的 专 名 用 字 音 节 多“ａ”

“ｏ”“ｕ”等元音和辅音“ｎｇ”及其音素组合形式，如

“大（ａ）厂（ａｎｇ）”、“龙（ｏｎｇ）江（ａｎｇ）”、“大（ａ）行

（ｎｇ）宫（ｏｎｇ）”、“珠（ｕ）江（ａｎｇ）路（ｕ）”、“双

（ｕａｎｇ）龙（ｏｎｇ）大（ａ）道（ａｏ）”和“五（ｕ）塘（ａｎｇ）
广（ｕａｎｇ）场（ａｎｇ）”等，这些站名音节的元音开口

度大而响亮，辅音韵尾高响有力，由它们组成的音

节，读来朗朗上口、响亮悦耳，是地铁报站的一大

优势。

　　（二）平仄特点

汉语的平 仄 特 点 在 语 言 表 达 上 具 有 重 要 作

用。平仄的相重与相间历来为诗歌创作的语言优

势，对南京地铁站名的选字也有参考价值。就读

音的平仄来讲，严格意义上说，南京地铁站只有８
个站名是全仄，占全部统计数量的５．５％，其余站

名用字均是平仄相间。
据表１，南 京 地 铁 站 名 专 名 双 音 节 有２６个，

其中双平１３个，平 仄 相 间９个，双 仄４个，包 括

“小市”、“大厂”、“孟北”和“桦墅”几个站点。结合

通名“站”来看，４个站名为全仄，其余均为平仄相

间。地铁站点专名多音节指３字及以上，其中全

平１６个，如“安德门”、“油坊桥”、“三山街”、“仙林

湖”和“高新开发区”等，全仄有“胜太路”、“软件大

道”、“上海路”和“卸 甲 甸”４个，其 余 均 为 平 仄 相

间。将通名“路”纳入考虑范围，则多音节地铁站

名中有４个站名为全仄，其余均为平仄相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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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南京地铁站名共８个站名为全仄，其余

１３７个站名均为平仄相间，占 比９４．５％。平 声 上

扬，语调平和舒缓，音感强烈响亮；仄声下抑，语调

曲折多变，音感干脆利落。利用音节平仄上的协

调搭配，靠着声律的高低平降，可以形成语音形式

的跌宕 起 伏 和 抑 扬 顿 挫 之 美。平 仄 的 相 重 和 相

间、统一与变化，使得地铁站名读来朗朗上口，轻

松悦耳，不仅富有韵律感和协调性，又便于识记。

　　 三、南京地铁站的命名方式

南京地铁站点多以重要地标为名，具 有 很 强

的指位性，它的命名有与北上广等城市类似的特

点，又有其地域特色。总的来说，南京地铁站命名

主要以道路、景点、高校、商圈和交通枢纽站等为

主，指示性坐标的地位尤其突出。大致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一）以街、道、路、桥为名

南京地铁站以该方式命名的站点共５０个，占

３４．５％。每一条地铁上都有此类站点。１号线有

“迈皋桥”、“珠 江 路”、“软 件 大 道”和“天 印 大 道”
等，２号线有“油坊桥”、“云锦路”、“学则路”和“雨

润大街”等，３号线有“星火路”、“常府街”和“诚信

大道”等，Ｓ３号线有“铁 心 桥”、“永 初 路”和“平 良

大街”等。

　　（二）以村、片区等居住地为名

南京地铁以该方式命名的站点集中在未运营

地铁４号线、Ｓ３号线和新兴地铁Ｓ８号线上，包括

“大厂”、“葛塘”、“龙 池”、“八 百 桥”、“东 流”、“孟

北”和“景明佳园”等３３个站名，占比２２．８％。这

说明南京地铁站的命名不仅考虑到重要道路这一

要素，也突出了市民居住地的地标指示作用。

　　（三）以 山 湖 公 园、历 史 遗 迹 等 景 点

为名

　　南 京 地 铁 以 该 方 式 命 名 的 站 点 共３６个，占

２４．８％，在每一条线路上都有体现，以１、２、３号线

居多，如“三 山 街”、“莫 愁 湖”、“鸡 鸣 寺”、“夫 子

庙”、“百 家 湖”、“小 龙 湾”、“九 华 山”、“武 定 门”、
“凤凰山公园”和“中山陵·下马坊”等。

　　（四）以商圈、开发区等为名

南京地 铁 以 该 方 式 命 名 的 站 点 占７．６％，包

括“新街口”、“浦口万汇城”、“化工园”和“方州广

场”等１１个，这种命名虽没有明显的地理坐标指

位，但因商业城一类的发展商圈已为广大市民和

游人熟知，带有更为明显的区别性指示特征。

　　（五）以交通枢纽站为名

从目前的官方公告来看，南京地铁以 交 通 枢

纽站为名的线路共计４处，包括“南京站”、“林场

站”、“南京南站”和“禄口机场站”。火车、高速铁

路和飞机已经成为城际、省际或国际交通运输的

重要载体，因地铁站点靠近车站或机场，故以交通

枢纽站为名。

　　（六）以知名高校为名

南京教育资源丰富，高校林立，以知名高校命

名地铁站成为南京地铁站命名的又一特点。南京

地铁以该方式命名的站点共１１个，占７．６％。如

“南京交院站”、“南京工业大学站”和“东大九龙湖

校区站”等。高校与其他命名类型组合的命名方

式也不罕见，如“中医药大学·羊山公园站”、“南

京林业大学·新庄 站”和“南 艺·二 师·草 场 门

站”等。
结合南京地铁站的命名方式可以发 现，该 市

地铁站点的冠 名 旨 在 突 出 站 名 的 指 位 性，这 在３
号线、Ｓ１号线等路线的更名上有很好的体现。宁

高城际Ｓ１号线“翔宇路南站”起初命名为“禄口新

城南”，后因指位性不够强，更名为“翔宇路南站”，
相应地，“禄口新城北”更名为“翔宇路北站”。总

之，南京地铁站的命名以指示性地标为主，或辅之

以高校，或冠之以大而健康的企业形象。

　　四、南京地铁站名的文化特征

地铁站的命名，不仅在于对市民和外 来 人 口

凸显指位性，它同时承载了南京的历史、经济、宗

教和社会文化，体现了南京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

的交融。

　　 （一）历史文化

南京历史悠 久，有 着２　６００年 的 建 城 史 和 近

５００年的建都 史，有“六 朝 古 都”和“十 朝 都 会”之

称，是１９８２年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历史文化

名城”之一。南京历史底蕴深厚，历经朝代更替，
仅城市名称就有过金陵、江乘、建康、江宁、上元等

４０多次更改，建置演变频繁度可见一斑。南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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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史，由南京地铁站名即可窥

探多个朝代的历史文化。

１．六朝文化

继孙吴之后，东晋、宋、齐、梁、陈 先 后 定 都 南

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在南京地铁站名的

选用上 多 有 考 虑。比 如 莫 愁 湖，六 朝 时 称 横 塘。
莫愁湖在宋元时即有盛名，明朝定都南京后更盛

极一时。莫愁本为河南洛阳贫家女子，因卖身葬

父受卢 员 外 帮 助 并 与 之 结 好。梁 武 帝 也 中 意 莫

愁，他为了得到莫愁女，便将卢员外发配边疆，后

传召莫愁入宫，莫愁坚决不从，于是投湖自尽。后

人为了纪念莫愁，便把她住过的地方和石城湖改

称“莫 愁 湖”。此 外，六 朝 古 迹“鸡 鸣 寺”、“玄 武

湖”、“永初路”和“吴侯街”等，也是南京地铁站名

的重要内容，这些站名象征了南京城所见证的六

朝文化。

２．明清文化

明太祖朱元璋建朝时以南京为都，地 铁 站 命

名选用明代文化遗迹为参考，表现出浓厚的历史

文化色彩。如“明孝陵站”，明孝陵系明代开国皇

帝朱元璋和 皇 后 马 氏 的 合 葬 陵 墓，因 皇 后 谥“孝

慈”，故名“孝陵”。此 外，又 有“孝 陵 卫 站”。孝 陵

卫始建于明太祖朱元璋驾崩之洪武３１年，设经历

司，系 军 事 警 卫 机 构，专 门 保 护“孝 陵”的 部 队。
“卫”是明代军队编制的名称，卫所驻地，均为要害

之地。目前卫所已无迹可寻，但时间一长，“孝陵

卫”就 成 了 这 一 地 区 的 称 呼。此 外，地 铁 站 名 如

“大行宫”、“天隆寺”、“常府街”和“中华门”等，均

代表了南京明清时期的历史文化渊源。

３．民国文化

中华民国成立时定都南京，留下了深 厚 的 文

化印记。南京地铁站的命名有所体现，如“中山陵

站”，中山陵是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

陵寝。孙中山先生于１９２５年病逝北京，次年南京

开始建造陵 墓，１９２９年 竣 工，并 在 当 年 接 孙 中 山

遗体归葬南 京，后“中 山 陵”成 为 南 京 代 表 景 点。
同时，为了扩大中山陵的影响力，南京交通运输局

曾对中山陵景区附近的三个地铁站名做了改动，
以景点作为前缀，再加地铁站名，“苜蓿园”、“下马

坊”和“钟 灵 街”站 名 分 别 更 名 为“明 孝 陵·苜 蓿

园”、“中山陵·下马坊”和“灵谷寺·钟灵街”。历

史遗 迹 是 文 化 象 征，也 是 不 可 替 代 的 旅 游 资 源。
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对于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和

影响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４．老地名的文化内涵

为了增加居民对传统文化的重视，采 用 老 地

名的命名方式也成为新兴地铁站命名的主流。这

在３号、４号线的站名批复中有很好的体现。３号

线“小市站”初为“和燕路站”，后改。南京现有的

许多地名中保留了古代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市

民社会生活的信息，在这些地名中，与“市”、“坊”、
“廊”等 类 通 名 相 结 合 的 地 名 尤 其 具 有 代 表 性。
“市”是交易地点的指称，“小市”系明代初年老地

名，该地铁站附近有小市街、小市新村和小市街道

办事处驻地，故名。

Ｓ８号线有“卸甲甸站”，初因临近四周社区而

命名为“四周站”，后经商讨更改。据说历史上项

梁、项 羽 领 兵 渡 江 西 进 击 秦 时，曾 在 此 卸 盔 甲 修

整，后人便以卸甲甸为该地地名。地铁站靠近此

地，故传承和弘扬老地名而取名“卸甲甸站”。即

将运营的４号线站点“蒋王庙”、“王家湾”等也取

代了环评时使用的“花园路”、“紫金山北”等站名，
这是历史文化在时代文化中的又一传承方式。老

地名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南京民政局地名办

本着指位性强和文化含量高的原则对南京地铁站

进行命名，要求既要服务市民出行，又要唤起市民

对南京历史文化的记忆。

　　 （二）宗教民俗文化

南京是中国最早传播佛教文化的地 区 之 一，
自古便是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也是近代中国佛

教文化的 传 播 和 研 究 中 心。道 教、天 主 教、基 督

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在这座城市均得到了传播

发展。地铁站名如“灵谷寺站”，反映了“灵谷寺”
的存在历史。“灵谷寺”原名“开善寺”，初为南朝

梁武帝萧衍为尊崇宝志禅师兴建的“开善精舍”，
后明太祖朱元璋为在独龙阜建明孝陵，将寺和塔

移到灵谷寺现址，并改名“灵谷寺”。又如“鸡鸣寺

站”，鸡鸣 寺 系 梁 武 帝 萧 衍 在 台 城 北 面 修 建 的 寺

院，取梵语“以协同泰”为名，叫“同泰寺”，相传就

在鸡鸣 寺 现 址，为 当 时 南 方 的 佛 教 中 心。此 外，
“天隆寺”、“花神庙”等均是人们信仰的寄托地，体
现了南京繁荣的宗教民俗文化。

　　（三）教育体育文化

南京自 古 以 来 就 是 一 座 崇 文 重 教 的 城 市，
历史上 有“天 下 文 枢”、“东 南 第 一 学”的 美 誉。
地铁站 名 有“夫 子 庙 站”，是 对 夫 子 庙 存 在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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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夫子庙位 于 南 京 市 区 秦 淮 河 畔 贡 院 西

街。宋 仁 宗 景 元 年，建 文 宣 王 庙，俗 称“夫 子

庙”，为建 康 府 学，明 清 时 期 夫 子 庙 地 区 则 成 为

文人墨客的聚集地。
现在的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科教 资 源 优

势突出，高校云集，体育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南京

是全国四大科研教育中心城市之一，是全国重要

的高教、科研基地，拥有一批国内一流的高校和科

研机构。南京地铁以“奥体中心”、“奥体东”和一

些高校如“南大仙林校区”、“中国药科大学”的名

字冠名，均有其来由和意义。

　　（四）交通经济

南京地处中国沿海开放地带与长江流域开发

地带的交汇部，是长三角经济核心区的中心城市，
是华东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地铁站以交通枢纽

站为名，体现了南京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和交通

枢纽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南京站作为连接华

北、华中和华东铁路交通的重要枢纽，南京南站作

为亚洲最大的高铁站，禄口国际机场作为江苏省

的门户机场，在南京市、江苏省乃至全国的交通格

局中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南京地铁站的命名也体现了该 市 经 济

的飞速发展。“中华第一商圈”新街口是中国著名

的商业中心和商贸密集度最高的地区，拥有近百

年历史，现已成为南京经济发展的中心地带。“新
街口”地名出现在清朝同治年间，它最初是指糖坊

桥至明瓦廊之间的一条狭长的街道，今人所谓“新
街口”一词，则用来指新街口广场，或指以新街口

广场为中心的地区。同样地，“明发广场”、“五塘

广场”、“化工园”、“软件大道”和“高新开发区”等，
无论是在地铁线路还是在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中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水文地理

南京地处辽阔的长江下游平原，“黄金水道”
穿城而过。南 京 城 东 临 大 海，西 屏 荆 楚，南 接 皖

浙，北扼江淮，有龙盘虎踞的山川形胜，造就了南

京三面环山、一水阻隔的特殊地理位置，因而该城

山环水绕，自然风貌久负盛名。
南京城内水系众多，长江、秦 淮 河、玄 武 湖 等

江湖贯穿境内，江河城林、山石湖泊成为特色。一

些代表性的地理位置或地貌景观，地铁站的命名

多有采用，如“仙林湖”、“九龙湖”、“江心洲”、“石

碛河”、“小龙湾”、“灵山”和“翠屏山”等等，足见南

京水资源之丰富和山石风貌之独特。
统观南 京 地 铁 站 的 命 名，不 仅 对 于 历 代 文

化积淀的 见 证 物 有 所 甄 选，而 且 对 老 地 名 和 历

史遗迹 有 所 宣 传。由 此 可 见，南 京 地 铁 站 名 蕴

含了丰富的 文 化 内 涵。朱 偰 先 生 的《金 陵 古 迹

图考·序》，就 在 比 较 了 长 安、洛 阳、金 陵、燕 京

四大古都后，称“此 四 都 之 中，文 学 之 昌 盛，人 物

之俊彦，山 川 之 灵 秀，气 象 之 宏 伟，以 及 与 民 族

患难相共，休戚相 关 之 密 切，尤 以 金 陵 为 最”，南

京地铁站的命名 与 文 化 意 义 成 为 朱 先 生 言 论 的

又一佐证。

　　五、结语

通过对南京市地铁站名的社会语言 学 分 析，
可以发现，南京地铁站名有着指位性强、简洁短少

和易识易记的特点，站名音节以三、四、五字为主，
这符合人们的识记和使用习惯。南京地铁站名承

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经济、宗教、民俗和人文地

理，蕴含了丰厚的文化积淀。
对于地铁站名的规范，南京地铁已渐趋完善。

但仍需要指出的是，南京地铁是大陆地区唯一一

条盈利的地铁，在地铁站的命名上应慎重考虑，避
免过度商业化。在地铁站的报站上也应做到主次

合宜，突出站点的主导地位，避免商业要素的过度

参与，使乘客产生误解或混淆。此外，如“苏宁总

部·徐庄站”类似的站点，商业宣传和具体指位兼

而有之，此类站点在专名命名中应保持使用健康

的企业形象，在冠名上做到大而得当。再者，随着

国家级新区江北新区的设立，南京的发展势头强

劲，在 城 市 规 划 与 建 设 中，新 的 街 道 地 名 不 断 出

现，一些老地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这对于历史

文化的传播不尽有利。考虑到这一点，地铁站的

命名仍应以指位性强的地标为主要参考，不仅要

广泛征求意见，也要避免历史的错位，力求做到历

史性与现代化的均衡，在时代文化与历史文化的

传播中推进城市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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