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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本泛指蒙古贵族，鄂尔多斯的成

吉思汗后裔惯用其作名字，称“某某台

吉”。汉族百姓觉得“台吉”有尊贵之

意，便也将其用作名字。抗战时期，中

共地下工作者刘启焕在旗境白青尧一带

发展了一个名“刘台吉”的汉族党员，

此外诸如称吕台吉、赵台吉、张台吉等

汉族群众比比皆是。再有美岱召村的阿

拉腾敖其尔、将军尧镇二旺尧村二人台

艺人周巴达尔呼，也均为汉族取蒙古名

者。汉取蒙名的现象在土右旗持续有

四百余年。

二、蒙古族取藏语名字

阿勒坦汗晚年皈依藏传佛教，并

在旗境建起蒙古地区的首座藏传佛教寺

庙灵觉寺（美岱召）。明朝末年，藏传

佛教已经普遍流行于土默特地区，呼和

浩特在明末又被称为“召城”（召庙

众多的城）。到了清代，土默特平原

已是“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

召”的召庙林立的局面。在藏族文化的

影响下，蒙古族开始取藏语名字。按照

蒙古族的习俗，婴儿一周岁内要举行命

名礼，此时普通人家多请学识相对丰富

的喇嘛来行礼，这些喇嘛给婴儿取的多

是藏语名字。如僧格（狮子）、阿迪亚

（福气）、巴拉登（精力旺盛）、拉西

（吉祥）、噶拉桑（好命）、巴桑（金

星）等。土右旗的一些蒙古语村名其实

应是藏语村名，如丹进营（准确音为

丹增营）、老藏营（准确音为罗布藏

营），这些村落的最初居住者均为取藏

语名称的蒙古族。将军尧镇的敖德沁苏

木也是藏语，“敖德沁”在藏语里是

“药王”的意思。还有一些蒙古族的名

字是蒙藏语叠加，如阿拉腾扎布、宝音

扎布，阿拉腾（金）、宝音（福气）是

蒙古语，扎布（保佑）是藏语。

三、蒙古族取满语名字

明朝末年，满洲崛起于祖国东北

地区。1642年满洲入关以前，完成了对

漠南蒙古的征服。至清朝中叶，满洲

已经对蒙古族实行了百余年的统治，

旗境蒙古族的某些风俗习惯也于此时

开始满化。如礼仪方面流行满式请安

（曲腿半跪礼），称谓方面将姐姐称为

“格格”，同时大量的满语名字也出现

在蒙古族中。如满族人惯于取名“某

某格”，受此影响，蒙古族名字中带

“格”者也成为普遍，如赛春格、君庆

格、富林格等。20世纪40年代，将军尧

一带的8个达尔古（乡长）中，有扎拉宏

格、独森格、扎林格、赛文格、独龙格5

个人取此种形式的满语名字。

约从清朝道光年间起，满族人开始

普遍取富于吉祥寓意的汉语名字，如福

临、富昌、永德、恩铭、福康安、吉福

等。这种风气也影响到蒙古族，见于史

书的土默特蒙古族中有安祥（反对袁世

凯称帝的五英雄之一）、恒升（老一团

军官，掩护过许多党的地下工作者）、

连升（旗境北只图村著名武术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