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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远古时代
“

王
”
起源的推想

仓林忠

(盐城工学院 社会科学系
,

江苏 盐城 22 400 3)

【摘 要】 王 的名称源于母系氏族社会 中祖母的名称王母
,

男子中的强力人物 因其同王母的

性关系成为王父并随着家庭的出现成为祖父
。

王 母王父 因其辈份
、

势力和能力上的原 因成为氏族

组 织中的领袖
,

于是王获得社会领袖的意义
。

王字的写法可能源于古人祭 日用的玉版或玉 串
。

远古

时巫 因在祭祀与原始宗教活动中的作用进而实现对世俗的行政管理成为世俗领袖王
。

随着社会的

发展
,

王作为最高行政领袖的作用和地位突显
,

巫成为王权的附属与工具
。

【关键词】 王 ; 祖母与祖父 ; 祭 日之 玉 ; 执玉之巫 ; 壬 ; 王巫概念的离析 ; 鳄与虎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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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夏
、

商
、

周时代
,

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称

王
。

王何以获得国家最高统治者的意义 ? 王的原初

意义是什么 ?
“

王
”

字为什么写成三横一竖呢 ? 本文

中
,

笔者拟就此作一点探讨
。

一
、

王母王父的意义从社会群落中的祖母

祖父向世俗领袖的转化

1
、 “ 王母

”

起初是指社会群落中祖母辈的女性

在我国古代历史语 言中
,

王有 国君
、

封建社会的最

高爵位
、

首领
、

姓 氏等意义
。

据 《古汉语 常用字字

典 》 : “

王母
,

祖母
。

崔胭 《杖颂 》 : “

王母扶持
,

永保百

禄
。 ” 〔 , 〕̀

阶
)王母还有祖母的意义

。

又据《现代汉语词

典 》 : 王
, `

,<书 >大
:

王父 (祖父 )!王母 (祖母 )
” 〔2〕`即 87)

,

同样
,

王母
、

王父有祖母
、

祖父的意义
。

常识告诉我

们
,

国家组织形式是从远古时代的社会组织氏族
、

部

落发展演化而来的
。

氏族和隐含于其中的家庭在人

类社会中存在的历史相当悠久
,

而国家机构只是人

类社会发展到比较高级的地域组织形式出现以后才

产生的
。

所以
,

当我们发现王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祖父

母辈与行政统治者这样不同意义的时候
,

我们不难

确定
,

王作为较小规模的血亲社会组织 (包括氏族或

家庭 )中高辈血亲祖母祖父的意义在前
,

作为社会组

织首领
、

国家统治者等意义是后来才生发出来的
。

而

在婚姻关系还不很明确的母系氏族社会中
,

一个社

会群落的人聚族而居
,

由于性生活的杂乱
,

男性之间

辈份上的界限往往不甚分明
,

但母辈与祖母辈同子

孙辈之间辈份上的承继关系却十分清晰明确
。

古人

称生育了自己兄弟姊妹一辈的女性为母亲
,

称生育

了母亲一辈的女性为王母或大母以区别不同辈份的

妇女
,

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
。

所以
,

最

初的王母
,

应该说是源于古老母系社会群落中人们

对祖母辈妇女 的称谓
。

王的最早意义
,

是
“

祖
”

的意

思
。

2
、

王父从王母配偶向祖父身份的转化 王母起

初是指祖母
,

王父起初是不是确指某个或某些社会

成员的祖父呢 ? 不是
。

如上所述
,

在母系氏族时代
,

因为婚姻关系杂乱
,

后辈儿女往往很难确切地知道

自己在血亲上来源于哪个男子
。

在动物界中
,

由于物

种进化和优生优育的自然法则
,

许多较高等的动物

例如猴类种群中的雌雄交配权往往是被那些最强悍

的雄性动物所 占据的
。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
,

许多部族在婚配上也存在过由族群中最强悍有力的

男性人物享受初夜权的情况
。

(3j (阶 )
所以尽管在这些

族群中婚配关系非常混乱
,

但由于某个强力人物对

族群的所有妇女都享有初夜权
,

全体较晚辈的社会

成员都会认可 自己来源于他
,

他也会被整个族群的

晚辈男女共尊为 自己的父亲
。

在印度的托达部落等
“

亚洲一些地区有一种奇怪的婚姻方式
,

这就是一妻

多夫制
·

一孩子们把这些丈夫中最 年长者 叫做父

亲
,

其余的都叫叔叔
。 ” 明卿签

1
功在这些部落中

,

弟兄中

的年长者因其在年龄或排行上的优越地位
,

往往比

其他兄弟较早地到达婚育年龄而获得同子女们的母

亲过性生活的权利
,

尽管在这些家庭中有些子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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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兄长亲生公但子女还是更多地认同自己来源于

他
,

他也因此被子女共尊为自己的父亲
。

父亲在此的

意义是相对于其他父辈弟兄即叔父而言的
。

同理
,

最

初的王父
,

我以为是指在社会群落中那个最为强健

的对王母获得初夜权的男性人物
。

那些强健男子正

是由于同王母之间相对稳定的性关系或婚配关系而

成为王父的
。

王父明确地具有祖父的意义
,

当是在家

庭或家族出现以后才发生的现象
。

此时不仅不同辈

份的男女之间已不再发生性关系
,

即不同家庭间的

男女一般也不再发生性关系
,

社会群落中全体男女

社会成员的血统及年辈关系已经比较清晰
,

故而从

王父原先具有的王母配偶意义中
,

逐渐衍生出家庭

中祖父的意义
,

并一直流传了下来
。

历史上的仓领
,

为传说中黄帝时代的著名人物
。

古
“

仓
”

字写法
,

为人

字头
,

下面工字中一竖右侧腰间再加一弧撇
。
l(4 `R固

字形近于人王二字的叠加
,

字面意义似乎为
“

人祖
” 。

仓领是整理统一并创造文字的起始性人物
,

很可能

其内心深处自负地 自诩为
“

文字之祖
” ,

故将自己名

号中的仓字写成人王形状
。

仓领又号苍帝
,

帝在远古

时代有父亲
、

祖父
、

祖先的意义
5̀] `围祠

,

类同于王父
“

祖父
”

的意义
。

所以
,

仓帝二字为复词单义
,

即祖父

或祖先的意思 ;帝
、

王二字都具有相同的
“

祖父
”

意

义
。

3
、

王母王父相继成为社会组织领袖的名称 常

识告诉我们
,

人类社会是先进人到母系氏族社会
,

后

进人到父系氏族社会的
。

母权制社会
,

为维护社会群

体内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

必须有一个社会全体成

员公认的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或领袖人物
。

母辈和

祖母辈的女性往往不止一人
,

但真正能成为氏族群

体最高领袖的往往仅一人
。

谁最有资格成为氏族群

落的领袖呢 ?我以为
,

起初只会是那些生育儿女最多

而且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的妇女
。

因为谁生育了最多

的年轻力壮的儿女
,

谁才拥有更多的强有力的近亲

属
,

也才有更多的强势拥戴者和更大的团体势力
,

谁

才能成为氏族群体中说话最管用的人
。

某些年辈崇

高的老祖母因生育多子女且子女均已长大成人的原

因会自然而然地成为当时社会群落的领袖人物
,

全

社会重要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往往都由她来主持

安排
。

理所当然
,

卜笠
、

祭祀一类的事务起初也是由

这些德高望重的老祖母来主持的
。

渐渐地
,

大母或王

母中的大或王的意义
,

已不只是辈份上的尊崇
,

还获

得了地位上尊崇的新意义
。

随着 自己领袖地位的逐

渐突出
,

王母为了将 自己同一般社会民众区别开来
,

开始逐渐地禁止在氏族中对其他祖母辈的妇女称王

母
,

王母进而成为氏族首领的专有名称
,

于是王在某

些母系社会组织中开始获得了领袖的意义
。

《山海

经
.

西山经 》 : “

又西三百五十里 曰玉山
,

是西王母所

居也
” 〔6 ,̀卿 , ; 其 《海内北经》

: “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

(音 p d n g
,

古代头饰 )
” t6〕`阶

, ;其《大荒西经》 : “

有人
,

戴胜虎齿
,

有豹尾
,

穴处
,

名 曰西王母
。 ” `6j( 附

)这个居

住在洞穴之中
、

手扶几案
、

头戴玉胜
、

口镶虎牙一样

的撩牙
、

缀悬豹尾
、

威仪非凡
、

曾同周穆王打过交道

的西王母
,

可以说就是我国西部古昆仑山区一个母

系社会群落中祖母辈的领袖人物
。

后来
,

随着人类生

产
、

生活领域的扩展
,

氏族之间矛盾
、

冲突和战争 日

益增多
,

军事斗争中作用更大的男性逐渐成为氏族

组织的主宰
。

拥有丰富战争经验或更多身强体健英

勇善战子孙的祖父即王父逐渐占据了氏族组织的领

袖地位
,

王不仅在母系氏族中而且在某些父系社会

组织中也同样获得了领袖的意义
。

二
、

古文字
“
王

”
可能源于古人祭祀和 卜

篮时所使用的玉

在遥远的原始时代
,

人类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

识十分贫乏
,

随着各种灾难的频繁发生
,

人类感到既

很难避免
,

又无可抗拒
,

总觉得有某种超自然力量在

主宰着人类的命运
。

由此在人类社会 中产生了各种

迷信思想和原始宗教形式
。

人们为了避祸趋利
,

往往

通过占 卜或祭祀的方式
,

祈求天地
、

祖先和神灵的启

示
,

预测每一个行动的吉凶祸福
,

决定氏族或部落生

产生活中的大事
。

在长期的 卜盆或祭祀活动中
,

形成

了一系列古老的礼仪程式
。

在青铜器还没有出现的

远古时代
,

古人祭祀
、

卜卦时最重要的礼器是玉
。

玉
,

“

石之美
,

有五德
,

润泽以温
,

仁之方也 ;角思理 自外
,

可以知中
,

义之方也 ;其声舒扬
,

专以远闻
,

智之方

也 ;不挠而折
,

勇之方也 ;锐廉而不技
,

掣之方也
。

象

三玉之连 }
,

其贯也
,

凡玉之属皆从玉 (阳冰日
: 三划

正均如贯玉也
,

鱼欲切 )
。 ” 川%(I )玉有润泽

、

表里如一
、

敲击声音优美
、

宁折不挠
、

锐利而不突出等品质
,

这

些品质同人类所推祟的温润美好的体态
、

温和
、

诚

实
、

坚强的品格
、

进取的精神等若干优良品质相观

照
,

且上好的玉在 自然界中不易多得
,

所以古人将之

看成圣洁
、

财富
、

高贵和尊崇的象征
。

用作佩服的装

饰以显示自己的美貌
、

富有或尊崇地位
,

更用之作为

占 卜和祭祀用的礼器
。

占 卜祭祀时
,

为了表达 自己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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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祖先神灵的崇敬虔诚之心
,

常常手捧玉版或玉

串
,

高举过头顶
,

跪伏在代表天地祖先神灵的神坛
、

神像或牌位前
,

向之默诵祈祷
。

由于玉在祭祀和 卜盆

中的作用
,

久而久之
,

它在古人的心 目中变得越来越

圣洁
、

高贵
、

尊崇
、

庄严
,

成了传达天地祖先神灵意旨

的工具或象征
,

甚至于直接成了代表天地祖先神灵

行使最高权力的象征物 (后世国王和皇帝的玉玺即

这一观念与习俗的传承 )
。

玉字为什么写成三横一竖而不是四横一竖或五

横一竖呢 ?在古代
, “

三
”

是乾的卦象
,

乾
, `

旧 始出
,

光

乾乾也
,

从旦方人声
” ,

{4j (巴18) 指初升的太阳 ; “
l
”

有上

下贯通的意思
。

远古时代各地区各部族都有崇日的

习俗
。

古人因崇 日而经常举行祭 日仪式
。

他们在祭

日时手捧玉版或玉串上敬于日
,

玉串似乎就有了接

引太阳于人间的喻义
。

由此
,

他们很可能将祭 日的玉

器做成王字形
,

以表达其接引太阳的意思
。

另
“

王
”

字

还可分解成上下两横加中间一个
“

十
”

字
。

十
,

在古代

也是太阳的标志符号
。 〔7〕(曰切 )

案此
,

在
“

王
”

字中很可

能十的上面一横指天
,

下面一横指地
,

王的意义为太

阳照耀于天地之间
,

万物之上
。

古人崇拜太阳
,

在创

字时根据玉串的形状加以简约
,

或用玉版嵌拼成王

字形
,

在创字时将
“

玉
”

字写成含有太阳喻义的
“

王
” ,

是完全可能的
。

由于远古社会领袖祭 日时必须要手

捧具有接引太阳功用或直接具有太阳喻义的王字形

玉版
,

故而古人有可能将那些主持祭 日的社会领袖

人物
,

比成照临万物的太阳
,

于是社会领袖也逐渐地

具有了太阳的象征意义
。

如我国远古东部地区的部

族首领太昊
,

又号伏曦氏
,

他的名号中的昊与曦
,

均

从 日
。

久而久之
,

王所具有的太阳的古老喻义逐渐隐

伏
,

而作为社会组织最高领袖的意义却逐渐突显并

稳定地流传了下来
。

三
、

巫因主持 卜盆与祭祀活动进而成为

世俗中的王

1
、

卜篮与祭祀活动的主持人因执玉而被称做了
“
巫

”
在远古时代的社会组织中

,

某些祖母或祖父

由于辈份上的原因而成为氏族的领袖
。

他们不仅主

持着氏族的生产生活安排
,

同时也掌握着 卜盆和祭

祀的权力
。

那些从事 卜盆和主持祭祀
、

祝祷仪式的

人
,

因其在 卜盆或祭祀时手执玉版或玉串而被称做

执玉者
,

甚至直接被称做了玉
。

正如现在某些地区还

有人将鱼读作
“

无
”

那样
,

不知是历代相传发生口误

使语音发生了变化
,

还是古人有意识地将玉同持玉

者相区别
,

将玉读成 y众
,

而将持玉 卜盆
、

主祭的人称

作了油
,

并于后来将读做呐的玉字字形改易成巫
。

巫不仅在读音上与玉为一音之转
,

在文字的形态上
,

巫字是在工字一竖的两边分别加上 匕和刀
,

同玉字

另一古写法在王字第二横下竖左加一撇
,

竖右加一

捺
,

也甚为接近
,

似可透露巫字是从玉字演化而来

的
。

而在《说文解字》中
,

与巫 同义的
“

工
”

古字写法中

间的一竖上有三横撇
,

字形近巫也近于王
。

古文字中

的巨 (矩 )读作j仑
,

与王 ( y众)
、

巫均为一音之转
。 “

巨
,

规矩也
,

从工象手持之
。 ” 闻例 48) 巨在意义上同于工

,

而
“

巨
”

的古文写法
,

为工字腰间横一勺形的弧撇
,

字

形上更近于王
。

从字义上看
,

工有按规矩操作的意

思
,

同古文玉字形最接近的
“
巨

”

义即
“

规矩
” ,

巫执玉

卜笠和祭祀也必须遵照一定的规矩
。

在按规矩操作

这一意义上巫与工
、

巨
、

玉都是非常接近的
。

在漫长

的历史过程中
,

在加工玉的活动中产生工字
,

在玉读

音的基础上
,

产生巨
、

巫等新音新义的新字是完全可

能的
。

2
、

王与巫
“

则天
”

职能的重合 王字的写法
,

为

三横一竖
。

三
,

在《易经》中指乾卦
。 “

乾
,

八卦之一
,

卦形是三
,

代表天
。 ” `21( 即3) }

,

义
“

上下通也
,

引而上

行
,

读若自 ;引而下行
,

读若退
。 ” t4] 闭 3 ,向上天通报民

情并请示天意
,

向民众传达天意以决断地上人间的

一切重大事务
,

这就是王
。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
,

在远

古时代
,

除了王
,

在人神之间传达信息的人
,

还有巫
。

古人出于迷信
,

往往根据 卜盆或祭祀活动所得到的

征兆来 了解天意
。

巫为什么与工同义呢 ?
“

工
,

巧饰

也
。

象人有规矩也
。

与巫同意… …徐揩日
:
为巧必遵

规矩法度
,

然后为工
。

否则 目巧也
。

巫事无形
,

失在

于诡
,

亦当遵规矩
。

故曰与工同意
。 ” 闻 (月4)S 工的本义

是指按一定的规矩法度将某些物件加工修饰成合于

人类使用的器具
。

工字另有古文写法为工字竖右加

三撇
,

似乎为用刀在器物上反复砍削加工之义
。

篆文

巫字的写法
,

在工字一竖的左边为 匕
,

右边为刀
,

匕

与刀均为巫 卜盆时切割着草或在龟 甲
、

兽骨
、

玉片

上刻写记载卦象的工具
。

因为巫从事迷信活动
,

需

代天传达神的意旨
。

为防止巫将个人意志谎称天意

以欺骗民众
,

所 以古人根据若干世代的经验规定占

卦所得到的不同征象分别表示吉 凶
、

祸福
、

是非
、

行

否的标准
,

并据此制定一系列 卜卦祭祀的程式和规

矩
。

巫从事 卜盆活动同工匠制作器皿一样
,

必须按

一定的规矩法度去操作切割刻划
,

记载或传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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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才能得到社会部众 的认可
。

所以巫事即工事
,

巫

与工同义
。

所谓巫咸初作巫
,

也许就是指从巫咸起

才开始建立祭祀与 卜笙的规矩程式的
。

《说文解字》

说巫是能事无形降神的女性
。

而
“

现
,

能斋肃事神明

也
。

在男 曰现
,

在女日巫
。

从巫从见
。

徐错日
: 能见

神也
。 ” 〔4)( 功柳男性的现为巫加上见以示其性别上的

区别
,

从文字产生的轨迹证明了先有女巫而后有男

巫的历史信息
,

巫与
“

巫
”

字早在母系氏族时代就出

现了
。 “

巫
”

字还另有一种古文写法
,

它除了在巫下

有一 中中字
,

在 匕与刀下还各有一个倒等边三角形

7
。

中中
,

这里指巫 占 卜时所用的著草
。 “

曹草
,

多年

生草本植物
,

茎有棱
,

叶子互生
,

羽状深裂
,

裂片有

锯齿
,

花白色
,

结瘦果
,

扁平
。

全草人药
,

有健 胃作

用
,

茎
、

叶含芳香油
,

可做香料
。

我国古代用它占 卜
。

通称轴蜒草或锯齿草
。 ” t23 (1眼 ) “

着
,

篙属
,

生千岁百

茎
,

易以为数
。

天子替九尺
,

诸侯七尺
,

大夫五尺
,

士

三尺
,

从 ` 首声
。 ” 4j[ (咫 )

不同身份地位的人 卜笠用的

曹草长度都不一样
,

可见古代对 卜笙程式确有十分

严格的规定
。

之于 7
,

据《性崇拜 》
: “

男性阴部还被

表现为一种非常神圣的形式
,

金字塔或正三角形
,

即
`

神圣的男性三角 ” , 〔3 ,`刃 12)
,

7 指男性生殖器
,

所

以是男性的象征
。

加上男性意义的两个 甲表示巫
,

又强调了
“

巫
”

字创造时巫的男性身份
。

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不同的情况 呢 ? 这是因为远古社会非常闭

塞
,

即使在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阶段
,

相邻

的地区
,

各氏族组织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往往

有较大的差异
。

在不同的氏族中
,

主持占卜与祭祀

活动的有女巫
,

也有男巫
。 “

巫
”

字由不同社会组织

创造出来
,

宜乎出现了形近而又相异的字形
。

李阳

冰曰王
“
中画近上

,

王者
,

则天之义
。 ” 〔4 〕`图

“

则
,

等划

分也
,

从刀
,

从贝
。 ” `4 , 曰̀ 35) 则天

,

本是指巫用刀 或 匕

在龟甲兽骨玉片上刻写记载天象征兆的意思
,

这里

是指王根据 卜盆与祭祀所得到 的天象征兆来决定

处理人事
。

不难看出
,

在这里王的职能同巫的职能

发生了重合
,

它证明了远古时代的王
,

常常就是指

精通 卜笠迷信活动或原始宗教仪式的巫
。

3
、

王与巫参通天地人职能的重合 《说文解字》

释王
: “

天下所归往也
。

董仲舒曰
:
古之造文者三画而

连其中谓之王
。

天地人也
,

而参通之者
,

王也
。

孔子

日 : 一贯三为王
。

凡王之属皆从王
。
4j[ (图

” “

三
,

天地人

之道也
。

从三数
。 ” 〔43( 均何为天地人之道 ? 所谓天之

道
,

即自然界一年四季气候寒暑交替
、

天气阴晴雨雪

等规律 ;地之道
,

即自然万物及其生灭兴衰
、

相互利

用和制约的规律 ; 人之道
,

即人与人及人类社会组织

之间的相互依存
、

消长和制约的规律
。

老子 《道德经》
曰 : “

一生二
,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 图 R̀划所谓三生万

物
,

指天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都是从天地人这三

者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
。

所谓参通之者
,

就是说

王是能够透彻地了解天地人及其三者关系的人
。

在

远古时代
,

最能参透天地人三者关系的
,

只有巫
。

由

于巫一般都是年长者
,

都具有漫长的生活阅历和丰

富的生产
、

生活和管理经验
,

能够初步了解自然与社

会的发展规律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

所以处事有方
,

每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

得到好的结果
,

能为一般社会

民众所信服
,

从而获得极大的威信
。

所谓天下归往
,

就是指民众都 自觉地服从她 (他 )们的领导
。

从参透

天地人三者关系这方面来看
,

王也是指的巫
。

正是这

些巫
,

既从事 卜盆
、

祭祀等原始迷信宗教活动
,

又代

天处理人事
、

管理民众
,

兼有社会组织领袖王与精神

领袖巫的双重职责
。

所以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或某

些部族中
,

巫同王混而为一
,

巫王一体
,

巫即为王
。

4
、

壬一身兼有女王与女巫双重身分 作出以上

的判断
,

我们可以从对
“

壬
”

的分析中得到证明
。 “

壬
,

位北方也
。

阴极阳生
,

故易曰
:
龙战于野

。

战者接也
,

象人怀妊之形
,

承亥
。

壬以子生之叙也
。

与巫同

意
。 ” (4] (

限
,”

值得注意的是
,

壬
,

与古玉字即
“

王
”

形近

而却与人同声与巫同义
。

这个字的创造本身就表明

它一身而附有人
、

玉
、

巫所具有的三重意义
。

壬有怀

妊的意思
,

只有妇女才有怀妊的功能
,

故壬在性别上

指的是女性
,

指整个氏族群体中祖母一类人物
。

壬在

意义上又与巫同义
,

字形上与玉相近
,

分明表示壬是

在祭祀和 卜笠活动中掌玉的巫
。

壬处于古人意念中

的最北方
,

在天文的意义上当指天空中的北极星
。

“

古人认为北极星处于天的正 中
,

众星都 围绕它运

行
。 ” “

北极星为天地正位
,

比喻帝王居位
,

万民围拱

着他
。 ”

《文心雕龙》侧 ǹ 卿北极星是古人顶礼膜拜的

最尊崇的星
,

常以之比拟地上的人王
。

古代人王接受

臣属的朝拜往往都是座北朝南
,

其本义就源于此
,

故

壬在古代有坐北朝南垂询听政
、

接受臣民朝拜的人

王的意义
。

壬因在 卜盆祭祀中掌玉
,

他们是原始迷信

宗教活动中的女巫 ;壬又在世俗社会中管理民众
,

所

以他们又成了世俗中的女王或女主 (王上一点起指

示作用
,

指明这就是王 ) ;在位担任王的职责
,

就是

任 ; 主居住之地
,

就是住
。

壬一身而兼有女巫与女王

的双重身分
,

证明远古时代巫与王同位
,

巫在远古既

是精神领袖
,

又是世俗领袖
,

巫王一体
,

巫即是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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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远古时代
“

王
”

起源 的推想

5
、

巫从精神领袖走向世俗的王 自从出现迷信

观念
,

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就与占 卜与祭祀有 了不

可分割的联系
。

巫主持 卜盆与祭祀活动
,

在天人之间

上达民众心愿
,

下达上天命令
,

代天行事
,

逐渐成为

社会群落中最有权威的人物
。

由此巫利用其神职职

能进而逐步加强了人事方面的管理和指挥权
。

巫实

行对人事方面的管理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 一是率

领部众祭天
、

祭神或祭祖
,

代表民众向祖先神灵表达

愿望 ; 二是根据 卜盆的结果代表上天决定和安排氏

族组织内部的生产生活 ; 三是根据 卜笠的结果决定

氏族组织对外联姻
、

结盟
、

议和或战争等重大事务 ;

四是记载氏族对内对外发生的重大人事
。

所以巫通

过一系列占 卜和原始宗教活动不仅成为原始时代的

精神领袖
,

而且成为当时世俗生活中的实际领袖
。

“

吏
,

治人事者也
。

从一从史
。

史亦声
。

徐错曰
:

吏之

治人心
,

主于一
,

故从一
。 ” t4j ǹ ’ “

史
: 记事者也

。

从又
,

持中
,

中正也
。 ” t4] ` , )

史负责公正客观地记载人事
,

吏兼有管理社会事务
、

统一社会群落意志与记载人

事的双重职责
。

而在远古时代
,

唯有迷信或原始宗教

活动能够无可置疑地统一整个社会部众的意志
。

文

字是从符号发展而来的
,

巫经常刻划记载并创作各

种卦象符号
,

宜乎创造文字
。

既能利用迷信和原始宗

教实现对人的管理
、

又能从事文字记载工作 的
,

只有

那些在 卜盆活动中创造和使用文字的巫
。

所以最早

的吏或史
,

应该说都是巫
。

史载我国远古时代东部地

区的部族首领伏曦氏创八卦文字
,

伏曦氏既是社会

领袖
,

又能占 卜算卦
,

还创造了八卦文字
,

伏曦氏很

可能就是一个兼有王与巫双重身份的人
。

传仓领是

黄帝时代的史官
,

他创造并统一了中国远古时代的

文字
。

如上所析
,

从字形上看
,

古
“

仓
”

字写法
,

可拆解

为人字与下面工字一竖的右侧腰间加一弧撇
。

而这

工字加一弧撇的字形近似于巨
、

王二字的古字写法 ;

从读音来看
,

王与仓音谐而一音之转
。

仓领在造字时

将 自己 的姓造为近似于人王形态
,

将
“

仓
”

的语音定

为近于王的读音
,

所 以
,

仓领很可能也是一位兼有王

与巫双重身份的人
。

巫管理社会民众
,

必须建立近于

法律制度的一系列规矩
。

所以巫将祭祀方面建立起

来的一套礼仪仪式和规矩制度经过改造移易用于对

人事方面的指挥
。

式
,

从工从弋
,

工即法度
,

弋
,

即这

些法度是以武力为依托
、

在强力保障下才得以实施

的
。

大概当时约定俗成形成了一系列规矩
,

谁要不遵

守
,

就会受到强制性惩罚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中
,

巫利用其在 卜笠与祭祀活动中获得的权力逐步

实现了对世俗行政事务的干预和管理
,

完成了巫神

职权力与王行政管理权力的统一
,

成为世俗中的王
。

四
、

王的行政管理职能同巫的神职职能的

分离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

社会分工不断细化
,

内外

矛盾错综复杂
,

管理工作逐渐繁复
,

对社会组织结构

形式的要求越来越高
,

社会组织内部的行政管理工

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

于是
,

王作为行政管理机构的

首脑
,

对实现社会群体内部的良好管理和对外的优

势交往
,

作用 日渐突显出来
。

王凭借着掌握社会行政

管理职能的优越地位
,

通过设置管理机构
,

委任亲信

官员
,

建立常备武装
,

颁发奖惩规定
、

增加管理层次

等
,

逐步地将管理的触角伸 向社会的每一角落
,

以不

断地加强 自己的权力和权威
。

与此同时
,

王还通过祭

祀天地的活动代天行令掌握着部分神职职能
。

所以

在原始社会的某个时代或某些地区
,

王既是社会组

织的世俗领袖
,

又是社会组织中的精神领袖
。

某些精

通 卜盆与原始宗教仪式的巫虽然依然具有通过某些

卜盆
、

宗教迷信仪式在人神之间传达信息的权力
,

但

总体上
,

他的活动处于王的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

之下
,

成为王实施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
。

王作为世俗

领袖
,

其权力和地位上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

而神职

人员巫则下降到王的行政机构中从属的御用工具的

地位
。

王与巫的概念从根本上发生了离析
,

王成为世

俗领袖的专用名称
,

巫成了神职人员的专有名称
。

五
、 “
王

”
的字形也可能源于老虎头额上的

“
王

”
字形条纹形象

以上对于王的起源
,

只是一种推想
。

至于
“

王
”

字的写法
,

也许并非源于一途
。

远古时代
,

在人类的

生产活动 中
,

常常遭遇凶猛野兽的袭击
。

其 中以虎

和鳄对人的威胁与危害最大
。

虎经常袭击人类和牲

畜
,

人们深感它的凶猛敏捷及难 以抗御
,

从 而对之

产生极大的敬畏崇拜之心
。

虎头大面圆
,

头额前 白

色斑痕中间有一鲜明的
“

王
”

字形黑色条纹
。

古人很

可能因其头额上的
“

王
”

字形条纹
,

顺理成章地创造

出
“

王
”

字并将虎称做大王或 山林之王
。

随着虎的大

王称号的传播及图腾文化的发展
,

人们逐渐将部族

中强有力的人物也比附成了王
。

近古时代将劫径的

强人称做山大王
。

鳄即龙
,
〔” (4P] --35

, ’是水 中最凶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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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
。

因此古人有可能借用虎
“

王
”

的称号
,

将鳄称

做水中之王
。

由于鳄常会袭击人畜
,

危及到人类的

生存环境
,

居住在这里的伏曦氏经常同鳄发生惨烈

的斗争
,

由此对鳄产生某种敬畏崇拜的心理而以鳄

作为本部族的图腾
,

并同样将部族的首领 比附成人

王
。

伏曦 氏的
“

曦
”

字由 日
、

“
、

王
、

禾
、

万
、

戈六部分

组成
。

日
,

指太阳
。

万
,

指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
,

云

蒸霞蔚的样子
。

日
,

万 表明伏曦 氏是崇拜太阳的部

族
。

禾
,

表明伏羲氏部族已学会长水稻 ;万在禾下
,

表示禾苗得到阳光的哺育茁壮成长
。

戈起初当是一

种装有长柄的横刃木石兵器
,

可用之抵御敌族
,

保

卫农作物的收获
,

亦可用之搏战按捺水中或河滩边

的鳄
。
砂与王组成羊字

,

一般认为是表示伏曦氏远

祖来 自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羌族
。

对羲字
,

我另有一

解
,

禾加万
,

在字形上为鳄象形
。

鳄旁书一戈字
,

义

用戈这一武器同龙搏杀并制服龙
。

鳄是水中之王
,

龙首上加王字是突显其在水族中的地位 ;鳄头背上

生有棱棘
,

散于
“

王
”

字头上加倒八字分的两点以象

形
。

在古代社会组织中
,

领袖人物往往特意地用猛

兽图腾形象来装扮 自己
。

伏曦氏既是我国东部地区

之王
,

为了将 自己 同一般部众 区别开来
,

并增强 自

己 的威武
,

很可能戴上鳄的面具或头盔
,

并在头盔

上插两羽野难毛
,

以突出自己类于龙的王者身份或

地位
。

据此
,

羲原初可能具有
“

伏龙之王
”

的意义
,

伏

曦氏
,

实即崇 日的伏龙氏
。

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
,

规模不断扩

大
,

文化 日益混合融汇
,

源于不同地区不同部族不同

具象事物的
“

王
”

字最终得到了字形字义与字音的统

一
,

而关于
“

王
”

字字形起源的信息却逐渐溟灭无闻
,

人们也因之失却了对它的考量
。

其实王字还可以拆

分成
“

一土
” ,

义统一领土
。

古文一从弋
,

用武力统一

疆土的人就是王
。

据此
,

王似乎又是氏族或部族之间

争夺疆土的战争产物
。

然而
,

王之具有区域领袖的意

义
,

是社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时的产物
,

已不是王

的原始意义了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 1〕杨希义
.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 (2]
.

西安
: 西安 出版社

,

2X() 2
.

(2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样室〔z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199 .3

( 3 ) (灸 ) .o v. 魏勒
.

性崇拜 (M 〕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套司

,

198 .8

〔4) 许读
.

说文解字 (2]
.

北京
:

中国书店
,

19 89
.

( 5〕仓林忠
.

远古时代帝义的变迁 〔J]
,

武汉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

2X() 3
.

( 6〕衰坷校注
.

山海经〔M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198 .0

( 7〕何新
.

诸神的起源〔M〕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

199 6
.

( 8〕陈戍 国点校
.

四 书五经 ( M〕
.

长沙
:
岳趁书社

,

199 1
.

〔9] 崔仲平
.

崔为
.

老子译注 〔M 〕
.

长春
:
吉林文史出版社

,

199 .0

〔10 〕南朝
·

梁
.

刘艇
.

文心滩龙 (M 〕
.

上海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

199 .8

工11〕仓林忠
.

龙源考并〔J〕
.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
,

2 00 .2 .4 43
一 51

.

T h e S u PP iOs it o n o f T h e O r i ig n
iat

o n o f T h e A n ic e n t “

枯 n g
”

C A N G L in
一
z h o n g

(
口

弘c

汉 反记cn
。 矛飞r 创仃

,

y毗 he ng 加 itt 以。
of 交 ic nc

。
砚 d eT hc

r切 .lo 盯
,

r ~ he ng
,

五翻净
“

22 4田3 )

A b 蛇ar Ct , hT
e a p p e ll iat on of

“
ik n g

, , o ir ig
n at e d 加m het

w o dr Wan 脚
u

.

M ihg yt me
n
be

e

am
e
W an 咖 be

e a u s e of the i
r

sex
u吐 elr iat ons hi p 杭ht m o t h e r ik ngs

,

朋d iw ht ht e fo mr iat on of fa m iil es
,

ht ey w e
er

c

all ed gr an dfa ht e sr
.

W an gm
u
an d Wan 咖

be
e

ame
le a d e sr of ht e e la n fo r s o m e

er as ons
s
uc h as t h e ir p os i it on i

n the fa m il y h i
e

acrr h y
, th e i r fo or e a n d th e i r ab iil t ie s

.

hT
u s

“
k i n g

, ,

got ht e

me an i
n g Of het l e a ds

r Of a s
, i al

o玛 a in z a ti o n
.

hT
e e

all igr a p hy of
“
ik n g

, ,

m i hg t or s e fr o m s t 6
n g s Of jad

e Pat e h e s

hw i e h we er de d i
e a ted t o t h e s

un
.

I
n

anc i en t t im
e s ,

iw t e he
s b e e a me

s Piir t u al le ad
e sr fo r th e i r fu n e t i o n in th

e P ir m i t i
v e o liig

o u s

act ivi t ies . d 脚 d u a ll y un i ted 衍ht ht e

wo lr两 le ad
e sr as o n e , a e

甲 iir n g a d而
n i s t art i

v e
po w e r

·

W ith t h e d e v e lo Pm e n t of th e

soc ie ty
,

ht e

olr
e
an d s t

aut
s of ik

n g 跳
e

am
e m o

er an d m o
er

e v
i d

e n t as th
e
hi g h

e s t
州i it

e al le a d e r
, a n d w i t e h e s bec am

e

att ac hm en t an d 汕nle me nt of ht e ik ng
.

K e y W o r ds
: k i飞 ; g旧 n dm hot

e r a n d 脚
n (
肠 th

e r ;
j
a
de d e d i e a t e d t o t h e s u n ; w it e h

e s
h ol d i n g th

e

j
a d e ; s t it

n 邵 of j
a d e

p o t e h e s ; R e n g ; th
e s e

脚 g iat
o n o f th e e

on
e e p t Of th e k i n g a n d ht e 衍 t 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