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到起名字这事，作为晚报驻金

水记者站的我，也有话要说，给大家唠

叨唠叨。

王翠，这个名字，我已经用了很久

了。说句实在话，早些年间，我打心眼

里对老妈给起的名字是有意见的。

老妈，小学教师出身，也算是个文化

人。20出头的年纪时，同一年实现入党、

提干、当校长，她在河北老家村里风光一

时。当然，读书在村里就算是多的了。

可说到起名，愣是丝毫没体现出

这文化人的优势。没事我就叨叨老人

家，“您好歹也当过老师，瞅瞅给我起

的名字，那叫一个俗！”

“我也不知道当时咋想的，那会

儿，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翠’字。”老妈

一脸无奈，但每次解释说的都一样。

这个“翠”字，在我这 80后一代人

里，很少有人用，俗一点的多用“莉”、

“艳”、“玲”，洋气一点的都用“琳”、

“婷”、“楠”。“翠”这个字，在这些名字

里，可真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

我之所以认为俗，最大的原因是，

这个字多用于电视、小说中的人物。

狐仙、丫鬟一类角色算是体面的了，关

键是青楼女子用得也相当普遍。“翠

儿，来客了！”每次听到这种呼唤，都是

可忍孰不可忍。扭头看到老妈，自然

又少不了一顿叨叨。

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我对这

“翠”这个字，居然开始喜爱起来。

一来，“翠”这个字叫起来干脆利

落；再者，人们在喊“翠儿”的时候，都

感觉异常亲切。现在的我，特别喜爱

别人大声喊我“翠儿”。

各位，您要是见着我了，别喊我王

记者之类的称谓，直接喊“翠儿”就行

啦！ 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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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苏中超？”第一次和苏中超打

交道的人往往都会这样发问。仅凭名

字，大家会误认为这个名字的主人是一

位喜欢足球的青壮男人，同时心里还会

不屑地说：“切！这年头谁还看中超！”

等见了苏中超本人后，往往都大

跌眼镜。原来苏中超是一位容貌清

瘦、笑容和蔼的阿姨。

在亨利社区工作的苏中超出生于

1950年 2月，生于郑州、长于郑州，读

过郑师附小、郑大附中等。

她说自己上小学时，当时学生有

“小户口”，相当于学生的身份证。办

理时自己的性别就被填成了男性，类

似的事情时有发生。

随着我国足球职业联赛的出现，中

超成了一个关注度较高的词语。年轻

人会跟苏中超开玩笑说：“阿姨，您这名

字起得真有超前意识啊！”她一点不往心

里去，很自然接受大家善意的调侃。

那么，苏中超的名字怎么起的

呢？她解释说，家人给她起这个名字

的想法很简单，她出生时，新中国刚成

立，中苏关系友好，而家谱到她这一

辈，名字中最后一个字是“超”，这样就

有了“苏中超”这个名字。

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取名字那些事儿

孩子大名“睿”，小名“宸”
都与皇帝沾点边

去年 3 月 23 日，家住信息社区的

李妍、王军委夫妻，生了个 7斤多的大

胖儿子，成了全家的心肝宝贝。关于

起名这事，李妍两口可没少费心思，是

一项耗时费脑的“工程”。

“儿子出生前，我一直不知道是男

孩女孩，取名的时候就考虑着两个名

字。儿子出生前一个月，终于确定下

来，如果是男孩叫王梓睿，是女孩叫王

紫萱。”

李妍回忆说，那时她特别喜欢

“梓”这个字，老公姓王，孩子自然就是

家里的“小王子”，“梓”与“子”谐音。

“我们都希望孩子是栋梁之才，这

需要付出辛苦才可以实现，所以‘梓’

字正好应和。所以，首先就确定了这

个字。”王军委说。

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直到孩子出

生前一个月才确定。刚开始他俩想叫

轩（萱），男孩女孩同音，但没有过多的

含义，“后来看到好的字，就先翻翻字

典，越看越觉得，名字伴随孩子一生，

得寓意深刻”。

终于，孩儿他爸发现了“睿”字，

“我查了字典，睿有深明、通达的意思，

也是英明古时臣下对君王、后妃等所

用敬辞”。既有寓意，又代表着高贵敬

重，两口当即决定就用这个字！

一天晚上，小两口看电视，节目里

出现一个叫“宸宸”的小朋友，他俩赶

紧翻字典，“宸，字义屋宇，深邃的房

屋；也是北极星所在，后借指帝王所

居，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这

下夫妻俩乐坏了，“正好配合孩子大

名”。

这下，大胖小子的名字问题，终于有

了着落，都与皇帝沾点边。

郑州晚报记者 王翠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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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搬家过程有点磕碰，好好擦擦，它还是

明光铮亮的”，家住胜岗小区的王秀莲用手抚摸着自

己陪嫁时的梳妆台，怜惜地说。

1976年王秀莲出嫁时，家里还很穷，拿不出像样

的嫁妆，会木工手艺的父亲和哥哥就给她做了一个

梳妆台。

外观是照着从武汉亲友那儿讨来的图样做的。

当时做柜子的材料是从二里岗木材市场买的，有红

松、桐木、桦木。七拼八凑备齐后，父亲和哥哥开始

动工，前后用了一个多月时间。

可以说一个梳妆台凝聚了父兄的爱。

慢工出细活，做出来的东西自然耐用，并且很好

看。王秀莲说，梳妆台做好后，本家一个哥又给上

漆，先刷一层色，然后打磨，再刷一层色，接着再打

磨，反复多次。

在当时这样一件南方样式的家具还是很珍贵

的，王秀莲和家人脸上也很有光。

30多年的岁月里，王秀莲每天坐在梳妆台前时，

心里就会涌动着一种暖暖的幸福。近年来，生活宽

裕了，孩子嫌梳妆台样式老、占地方，让王秀莲扔掉，

她坚决不答应。

后来，随着拆迁改造，一家人搬进了安置新房，家

里用不着的老物件都扔了，王秀莲仍坚持不让扔掉梳

妆台，她心里委实舍不得。“我孩子的年龄都赶上梳妆

台的年份了，我会一直保存下去，让它看着我和我的家

庭一天天成长。”郑州晚报记者 潘登 文∕图

陪伴自己30多年的梳妆台
当年由父亲和哥哥打造

家有宝贝赶紧来秀秀家有宝贝赶紧来秀秀

自认为俗气的名字，从嫌弃渐渐开始喜爱

您要是见我了，直接喊“翠儿”就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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