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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社會，等級森嚴。從王公大臣到地方官吏，從貴族

到平民，至最底層的奴隸，每一個階層都包括多種不同職位，每

個職位都有表現其特點的專有名稱。同時，各種職位名稱及其內

涵又隨着時代而改變，這樣，同一職位在不同的朝代，所用名稱

可能不盡相同；而同一名稱所代表的職位在不同朝代也存在差

異。例如，處於最高層的統治者，就先後有“后”、“王”、“帝”、

“天子”、“國君”、“元首”等名稱；而“后”、“王”、“帝”等名稱，

在不同時代又有不同的含義。本章選擇部分表示地位職官的漢

字，從分析其古文字形體所包含的文化內涵入手，梳理各種職官

的內涵及其古今變化，從而勾勒出中國古代社會各階層的分佈及

變化。

最
高
統
治
者

貴
族
、
官
員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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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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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說到“后”字，你的頭腦中一定會閃現出“皇后”、“太后”、

“影后”等那些影視劇裏面身材曼妙、傾國傾城的女人。可是最

初的“后”卻沒有這樣養眼，且經過了兩次“魔法轉身”。

“后”：生小孩的女人

“后”的甲骨文形體有“ ”、“ ”、“ ”等。第一個字形

的左半部分像一個人雙手交叉於胸前，這就是甲骨文的“女”字；

第二個字形的左半部分與第一個字形相比，不僅頭上增加了裝

飾，身上還增加兩點表示乳頭作“ ”，這是甲骨文的“母”字；

第三個字形的左半部分像一個側面的人形，這是甲骨文“人”字；

這些字的右下部分像一個頭朝下的小孩兒，也就是甲骨文“子”

字的倒置之形，第二個字形在倒“子”下還有點兒，表示生小孩

時流出的羊水。整個字形表現的是婦女生小孩的情景。前兩個甲

最
高�

統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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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文字形為“毓”，又作“育”，本義是“生育”；第

三個甲骨文字形為“后”。

是不是所有生小孩的女人都被稱為“后”呢？

不是的。“后”字從一開始就“位高權重”，它指母

系氏族社會中地位最高的女性酋長。“生小孩的女

人”為甚麼被賦予了如此崇高的地位呢？這就要聯

繫人類社會的歷史。遠古時期，人類處於母權社會，羣婚制的特

點使人們只知道自己的母親是誰，而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因

此，族中最高權力擁有者就是女性，而女性的最高功業就是為本

氏族繁殖後代，所以取象於“生育”的“后”字被用來表示族中最

高權力擁有者。

“后”的變性

歷史是發展的，父系氏族社會最終取代了母系氏族社會，

權柄落在了男性手裏，而“后”作為一個尊稱歷時已久，男性統

治者似乎也不肯放棄這一稱謂所帶來的榮耀，因此“后”做了一

次“變性手術”，由指“擁有最高權力的女性”變為指“擁有最高

權力的男性”。直至夏代，人們仍稱最高統治者為“后”，古文

獻中常有“夏后”、“商后”，指的就是夏和商的最高統治者。如

《尚書 A 仲虺之誥》：“（商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

蘇。’”是說由於夏桀非常暴虐，在他的統治下，人民痛苦不堪，

商湯帶兵去討伐暴君，老百姓殷切地期待商湯來解救他們。這

裏“徯予后，后來其蘇”中兩個“后”字都是指商湯。

社

會

等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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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女性回歸

日月流轉，“后”的稱謂受到了挑戰。進入商代，最高統治

者又有了一個稱謂 —“王”，但此時“后”仍在使用，也就是

“后”、“王”並用。進入周以後，最高統治者不再稱“后”，而代

之以“王”、“天子”等。此時“后”又一次變身，回歸轉指女性，

即女性中地位最高的“王后”、“太后”。

可見，“后”最初表示地位最高的女人，後來泛指地位最高

的人（主要是男性），最後又專指帝王的妻子或母親，也就是女性

中地位最高的人。現代社會中，人們通常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女

演員尊稱為“后”，如“影后”、“歌后”、“天后”等等。

王
“王”：一柄斧頭

商代金文中“王”字作“ ”，甲骨文作“ ”、“ ”，西周金

文作“ ”、“ ”。這些字形都取象古代斧頭的側面之形，下邊

比較寬的部分是斧頭的刃，最上邊一橫表示斧背，中間一橫表示

安裝斧柄的地方。

“王”的武功

上古時候，斧子作為殺伐武器，外形厚重，極具震懾力，因

此，軍事征伐中，最高統帥常常手拿斧鉞。根據文獻記載，商湯

在征伐昆吾和夏桀時，手中所拿的是斧鉞；周武王在征伐商紂王

6



“后”的女性回歸

日月流轉，“后”的稱謂受到了挑戰。進入商代，最高統治

者又有了一個稱謂 —“王”，但此時“后”仍在使用，也就是

“后”、“王”並用。進入周以後，最高統治者不再稱“后”，而代

之以“王”、“天子”等。此時“后”又一次變身，回歸轉指女性，

即女性中地位最高的“王后”、“太后”。

可見，“后”最初表示地位最高的女人，後來泛指地位最高

的人（主要是男性），最後又專指帝王的妻子或母親，也就是女性

中地位最高的人。現代社會中，人們通常把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女

演員尊稱為“后”，如“影后”、“歌后”、“天后”等等。

王
“王”：一柄斧頭

商代金文中“王”字作“ ”，甲骨文作“ ”、“ ”，西周金

文作“ ”、“ ”。這些字形都取象古代斧頭的側面之形，下邊

比較寬的部分是斧頭的刃，最上邊一橫表示斧背，中間一橫表示

安裝斧柄的地方。

“王”的武功

上古時候，斧子作為殺伐武器，外形厚重，極具震懾力，因

此，軍事征伐中，最高統帥常常手拿斧鉞。根據文獻記載，商湯

在征伐昆吾和夏桀時，手中所拿的是斧鉞；周武王在征伐商紂王

時，也手拿斧鉞。斧鉞在當時成為最高軍事統帥權

的象徵。因此，君王授予將帥征伐權力時，往往通

過賜予斧鉞表示授予軍事權力，如《淮南子 A

兵略訓》：“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

‘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

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這段話非常具體地說明了君主授予將軍軍事權

力時的儀式 — 把象徵最高軍事權力的斧鉞交給

將軍。

可見，上古時期，“王”在先民心目中是武功卓著的最高軍

事統帥，因此，用斧鉞之形表現“王”。到了商代，一個國家權力

地位最高的人被稱作“王”，從“王”的最早字形看，稱“王”主要

是因為武功卓著。

以文易武

隨着漢字形體的發展演變，“王”的小篆字形已經喪失了象

形功能；同時，“王”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不再是最高軍事統

帥，而是行仁政、得民心，如民父母，因而天下歸往。於是，東

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把“王”字解釋為：“天下所歸

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

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

意思是說，“王”就是天下人都願意歸順、嚮往的人，字形中的

三橫分別代表天、地、人，中間的一豎表示貫通，王就是能夠參

透貫通天、地、人的人。顯然，在儒家眼中，“王”的主要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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