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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本义为“权力”，据《说文》：“盛力权也。”后引

申为“人及动物的睾丸。”据《韵会》：“外肾为势。宫

刑，男子割势力。”如，《晋书·刑法志》：“淫者割其势。”

又如，“势不知有无。”据此，“去势”当谓“阉割”。“去

势”，可以指代人的“阉割”和动物的“阉割。”

一、古代六畜的阉割文化兼说“去势”的别名

（一）六畜“阉割文化”的来源。

多肉无子。北宋时期，沈括在所著文章《梦溪

笔谈》中提出了六畜去势的原因。《梦溪笔谈·续笔

谈·第一卷》云：“闽中荔枝，核有小如丁香者，多肉

而甘。土人亦能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仍火燔

令焦，复种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

乃小，种之不复牙。正如六畜去势，则多肉而不复

有子耳。”沈括认为闽中地域，荔枝核小，多肉且味

甘，主要是因为“去宗根”之法，恰与六畜“去势”之

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六畜“去势”可使其多肉无

子。但沈括并非是记载“去势”法的第一人。

驯化。《阉割术的发明，是畜牧业历史上的大

事》一文提及：“据传说第一个阉割牲畜的人是少昊

（公元前2590年），还有一种传说是早于皇帝时代（约

公元前2640年）就已有了阉割术的发明。”据闻一多

等对于甲骨文的考证：“豕之本义既为去阴之豕，则卜

辞之 ，就其字形所示，释为豕字，最为确切。去阴之

豕，自无性别可言，放卜辞 二字，绝无从豕作者。”据

此可知，殷商时代就已发明了猪的阉割技术。《易经·
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吉。”按生物学观点即：阉割

了的猪，性格会变得温顺，虽有锋利的牙齿也不足

为害。可见早在上古时期已经有了“阉割术”，并且

据《易经·大畜》可知“阉割”还有“驯化”作用。

贸易垄断。法籍伊朗裔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

著《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提及：“据

某些人认为，波斯商人为了不是他们那有利可图的

贸易源枯竭，唯有向中国出口骟马”。[1]18类似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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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所说波斯商人为了自己利益防止物品外流进

行垄断的行为在我国汉朝也曾经出现过。赵佗·
《报文帝书》：“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

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

即予，予牡，毋与牝。’”吕后当政的时候，汉朝与南

粤王赵佗关系紧张，听信谗言，下令禁止几种物品

流入蛮夷外粤之地。

（二）表示六畜“去势”的专用名词。

中国古代“六畜”，即谓：“马、牛、羊、鸡、犬、彘

（猪）。”然而，历史上的家畜并不只有这六种，因地

而异，一些地区还出现过饲养“象、骆驼、驴”等情

况。家畜形成时间的早迟往往与社会环境的差异

有关。古代对于家畜的“去势”是为了达到更好的

“驯化”效果，以及使肉质来源变得更好，因此“阉割

术”（“去势”之法）是我国古代畜牧业发达的力证。

同时，“阉割术”的广为流传也产生了大量指代“去

势”的动名词，这些词汇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也是“阉割文化”的折射。

1. 单音词。被阉割后的六畜，古代除了“鸡”均

有专门的单音词表示。如：马曰“騬”,牛曰“犗、

犍、 、 ”，羊曰“羠、羯、 ”，猪曰“豶、 、騬”，犬

曰“猗、犄”。其中，“騬”很特殊，本义为阉割后的

马，江淮官话又言阉割后的猪。

（1）“去势”后的马，“騬”。然江淮官话方言，言

“騬”为“去势”后的猪。《说文》：“犗馬也。”段玉裁

注：“牛部曰犗者。其事一、故其訓互通。”又《集

韵》：“石證切，音剩。义同。”《资治通鉴·后唐庄宗

同光三年》：“郭崇韬素疾宦官，尝密谓魏王继岌曰：

“大王他日得天下，騬马亦不可乘，况任宦官！宜尽

去之，专用士人。”此处，郭崇韬谏言魏王“尚且不可

乘坐阉割之马，更何况任用宦官。”《现代汉语方言

词典》：“阉割过的母猪。江淮官话。江苏盐城。

1996年《盐城县志》：‘牝豕犗者谓之騬。’”[2]6735

（2）“去势”后的牛，“犗、犍、 、 ”。《说文》：

“騬牛也。从牛害聲。古拜切。”段玉裁注：《本草纲

目》：“犗。豚卵。”李时珍曰：“豚卵，即牡猪外肾

也。牡猪小者多犗去卵，故曰豚卵，济生方谓之猪

石子者是也。三因治消渴方中有石子荠苨汤，治产

后蓐劳有石子汤，并用猪肾为石子，误矣。”《谷山笔

麈》：“騬马，犗马也，俗谓之扇马。”《现代汉语方言

词典》：“阉割过的牛。冀鲁官话。河北新河。1930

年《新河县志》：‘阉牛曰犗’。”[2]6839

犍、 、 。《說文》：“犍，犗牛也。从牛建聲。

亦郡名。居言切。”

《篇海》：“ ，居乾切。與犍同。”又《篇海類

編》：“ ，同犍。”《集韵》：“犍或作 。”《广雅》：“犗羯

豶猗， 也。”

（3）“去势”后的羊，“羠、羯、 、 ”。《说文》：

“騬羊也。从羊夷聲。徐姉切。”段玉裁注：“夏羊犗

曰羯，吳羊犗曰羠也。”《玉篇·羊部》：“犍羊也。”《广

雅》：“犍羊也。”《史记·货殖列传》：“其民羯羠不

均。”《初学记·兽部》：“羠，乘羊也；羊番，黄腹羊

也。”据此，“騬羊”即“乘羊”。羯，《说文》：“羊羖犗

也。从羊曷聲。居謁切。”段注：“羊羖當作羖羊。”

《廣雅》曰：“羖羊犗曰羯。” 。《集韵》：“北末切，音

拨。”《博雅》：“羯也。” 。《集韵》：“居轄切，音猰。

騬羊也。”《广雅》：“吳羊曰 。”

（4）“去势”后的猪，“豶、 、騬”。《说文》：“羠豕

也。从豕賁聲。符分切。”段玉裁注：“羠豕也。羠、

騬羊也。騬、犗馬也。犗、騬牛也。皆去勢之謂

也。或謂之 。亦謂之犍。”

《玉篇》：“犗也。”《釋文》：“豕去勢曰豶。”林罕

《林氏小说》云：“豕食不洁，故谓之豕。牡曰豭，曰

牙牡去势曰豮。”《程传》：“豕之有牙，百方制之，终

不能使改，惟豶其势，则性自调伏，雖有牙亦不能

为。”据《程传》点出去势是为了驯服家畜。豶”即

“豮”。《汉语方言大词典》：“未发情或阉割过的猪。

㈠西南官话。湖南常德。㈡湘语。湖南长沙、双

峰、衡阳。”[2]7218 。《集韵》：“豶豕也。”騬。根据（1）

“去势”后的马，“騬”。然江淮官话方言，言“騬”为

“去势”后的猪。

（5）“去势”后的犬，“猗、犄”。《说文》：“犗犬

也。从犬，奇聲。”段玉裁注：“猗，犗犬也。犬曰

猗。如馬曰騬牛曰犗、羊曰羠。”犄。《广韵》：“犗

也。”又“犗犬也。”

2. 双音节词及多音节词。

第一类，表示六畜去势的单音词，如：騬、犗、羯

等，后活用作动词，其他字、词组合成新的表示“去

势”含义的词。如，《广雅》：“ 犗羯 豶猗 攻，

也。《齐民要术》：“其子三日便掐尾,六十日后犍。”《释

名》：“去势曰犍，又曰犗。”应钟《甬言稽诂·释禽兽》：

“今禽兽阉割去势皆谓之羯。”民国《定海县志》：“凡畜

类之去势者多曰羯，如羯狗、羯羊等。”均是将前文提

到单音词名词活用作动词，直接表述为“去势”。

（1）“去势”后的马。善马、骟马、扇马、 马、乘

马、騬马、犗马、改马。《汉书·西域传》云：“宛别邑七

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孟康

曰：“言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

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皆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

据刘戈、郭平梁在《“大宛汗血天马”揭秘——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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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畜家禽阉割传统》一文中提出：大宛汗血马，

品质优良又称天马子，传入汉王朝被陈为“善马”；

这些天马后来被发现是经过阉割的，于是“善马”本

为良马、好马，渐渐衍伸为阉割后的马。其后，另造

“骟”代替“善”，音同，仅指“阉割后的马”。《旧五代

史·郭崇韬传》：“优礼士族，不惟疏斥阉寺，骟马不

可复乘。”《醒世姻缘分传·第一回》：“选了一正青色

骟马，使人预先调习。”《通鉴》：“骟马不可复乘，骟

马，作“扇马”，考胡三省注引《薛史》亦作骟马，今仍

其旧。”《谷山笔麈·卷十四》：”騬马，犗马也，俗谓之

扇马。”《新五代史·唐本纪·列传》：“俟主上千秋万

岁后，当尽去宦官，至于扇马，亦不可骑。”据《通

鉴》、《新五代史》可知，骟马亦作扇马，指阉割之后

的马。 马。《汉语方言大词典》：“阉割的公马。兰

银官话，甘肃兰州。”[2]7184善马、骟马、扇马、 马，音

义皆同，互为同源词，可通转。

乘马、騬马。

敦煌悬泉汉简：《传马名籍》：“传马一匹，马者

驳，牡，左剽，齿九岁，高五尺九寸，名曰马者鸿

……”

传马一匹，牡，左剽，决两鼻两耳数，齿十九岁，

高五尺九寸……

私财物马一匹，牡，左剽，齿九岁，白背，高六尺

一寸，小安……

传马一匹，乘，白鼻，左剽，齿八岁，高六尺，架

……

传马一匹，赤骝，牡，左剽，齿八岁，高五尺八

寸，驾，名曰铁柱。

馬一匹，骊，牝，齿十二岁，高……

所假官馸牝马一匹，齿八岁，高五尺九寸。

在汉简帛中存在大量类似的例子，对于马性别

的形容有牝、有牡，还有乘；也就是说明乘既不是

牝，也不是牡。而《说文》：“辖马也。从马乘声。”

《周礼·夏官·校人》：“祭先牧，颁马攻特。”段玉裁

注：“攻特，谓騬之。”据段玉裁所指，騬名词活用为

动词，本为阉割后的马，引申为“阉割”。据《说文》，

騬、乘同音，且“乘”非牝，亦非牡，由此我推测“乘”

即是“騬”，“乘马”和“騬马”都为阉割后的马。

犗馬。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騬、犗馬也。謂

今之騸馬。从牛。害聲。”《谷山笔麈·卷十四》：”騬

马，犗马也，俗谓之扇马。”。

（2）“去势”后的牛。犗牛 、巨犗、犗特、乌犍、驐

牛、驐牿子、宦牛、攻特。《汉语方言大词典》：“阉割

过的牛。中原官话。甘肃渭源、陇西、甘谷、天水、

清水。李恭《陇右方言法微》：‘渭水流域谓牡牛之

者曰犗牛。’”

巨犗。《北史·列传·卷七十七》：“牛果大疫，舆

驾所乘巨犗数百头，亦同日毙于路侧，自余首尾相

继。”《魏书·卷一百五十二·志》：“牛大疫，死者十八

九，官车所驭巨犗数百，同日毙于路侧，首尾相属，

麋鹿亦多死。”

犗特。《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下》：“明帝问周伯

仁：‘真长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玉

篇》：“犗，加败切。犗之言割也，割去其势，故谓之

犗。”《说文》：“扑特，牛父也。”嘉锡案：真长年少有

才，故伯仁比之骟牛，言其驯扰而有千斤之力也。

乌犍。 唐彦谦《越城待旦》诗:“清溪白石村村

有，五尺乌犍托此生。”陆游《独立思故山》诗:“青箬

买来冲雨钓，乌犍租得及时畊。”袁裒、袁桷《东湖联

句》:“远钟催宿鸟，横笛挂乌犍。”惠士奇《牧童词》:

“乌犍斜系柳荫中，藉草卧吹三孔笛。”

驐牛、驐牿子。《汉语方言大词典》：“驐牛。徽

语。安徽绩溪。阉割的公牛。牯牛一驐，就变出了

只驐牛了。”《汉语方言大词典》：“驐牿子。阉割的

公牛。赣语。江西南昌。”[2]7184

宦牛。《臞仙肘后经·蚕丝六畜类》：“騸马、宦

牛、羯羊、阉猪、鐓鸡、善狗、浄猫。”《肘后经》：“骟马

宦牛羯羊阉猪，皆割去其势，以资养用也。”

（3）“去势”后的羊。羯羊。《上古秘史·第二十

七回》：“驩兜笑向狐功道：‘你这个椓刑的方法就是

从人的处置禽兽学来的。马有骟马，牛有宦牛，羊

有羯羊，猪有阉猪，鸡有镦鸡，狗有善狗，猫有净猫，

岂不是都用椓刑吗？’”《续资治通鉴·宋纪·第三十

五回》：“先以从猎拔里堵山，为羯羊所触而死。”《大

清穆宗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

恭宽毅皇帝实录卷》：“并令豫备骟牛六千头。羯羊

十万只。”

（4）“去势”后的猪，豶豕、羠豕、騬猪、驐 、羯

子猪。《东坡易传·卷一》：“‘豶豕’，羠豕也，九二之

谓也。有牙而不鸷者，羠豕也，不鸷则可畜矣。”焦

赣《易林·颐之遯》：“豶豕童牛，童伤不来。”梅尧臣

《依韵奉和永叔社日》：“豶豕新烹白醪熟，奋衣地坐

无拘束。”祁彪佳《救荒全书小序·应变章》：“豶豕牿

牛，盖为此耳。”羠豕。《说文》：“羠豕也,言去势之

豕。”《东坡易传》：“‘豶豕’，羠豕也，九二之谓也。

有牙而不鸷者，羠豕也，不鸷则可畜矣。”騬猪。章

炳麟《新方言·释动物》：“《说文》：‘騬，犗马也。’登

莱移以言猪，谓猪去阴者为騬猪。”驐 。《汉语方言

大词典》：羯子猪。种猪阉割后育肥的猪肉。江淮

官话。湖北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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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去势”后的狗，骟狗、善狗、羯狗娘。《汉语

方言大词典》：“西南官话。云南玉溪。”善狗。《臞仙

肘后经·蚕丝六畜类》：“騸马、宦牛、羯羊、阉猪、鐓

鸡、善狗、浄猫。”羯狗娘。《汉语方言大词典》：“阉割

了的母狗。吴语。浙江宁波。

第二类，表示“阉割”含义动词直接与其他动物

类字、词组合成新的表示“去势”含义的词。

①“去势”后的马。改马。史炤注《资治通鉴》

曰：“犗，音戒；俗呼扇马为改马，即犗马也。”

②“去势”后的牛。攻特、阉構。《周礼·夏官·校

人》：“夏祭先牧，颁马攻特。”郑玄注引郑司农云：

“攻特，谓騬之。”孙诒让正义：“《说文》云：‘騬，犗马

也。’《广雅》云：“‘騬，犗，攻揭也。’谓割去马势，犹

今之扇马。”

阉構。《汉语方言大词典》：“犍牛。阉割过的公

牛。闽语。福建厦门。”

③去势后的猪。阉猪。《发财秘诀·第九回》：

“像蔡以善，我还记得他是在澳门阉猪的。”朱权《臞

仙肘后经·蚕丝六畜类》:“骟马、宦牛、羯羊、阉猪、镦

鸡、善狗、浄猫。”

④“去势”后的鸡，阉鸡牯。《汉语方言大词典》：

阉割过的大公鸡。闽语。福建漳平、漳平永福。

我国阉割文化不仅是古代畜牧文化发达的表现，

同时也是封建君主集权制度的体现。古代帝王，为了

维护皇室血统的纯正性，避免后宫淫乱，巩固自己的

封建集权，将“阉割术”用于管理内侍。因此，“去势”

也衍生出一系列表示人被阉割之后的词语。

二、古代宦官文化兼说“去势”的别名

（一）“宦官文化”的来源。

宦官，通常是指古代被阉割后失去生育能力的

中性人，是封建君主制社会君主集权的产物。“后宫

三千佳丽”，如何才能有效的防止后宫淫乱，自然就

产生了“一刀切断是非根”的阉割方式。动物的阉

割可以达到驯化、肉质鲜美和无子的效果；同样，这

些宦官由于“净身”失去生育能力和性能力，生理的

畸形和心理的畸形会使其越发具有“奴性人格”，也

是君主巩固皇权的一种方式。据材料记载，宦官文

化并非中国的特定产物，在古代埃及、希腊、罗马、

土耳其、朝鲜，乃至整个亚洲都有宦官。宦官在各

类古籍中存在大量的其他称谓，如：太监、阉人、中

宦、内侍、宦者、中涓、内竖、中贵人、阉狗。

（二）表示宦官“去势”的别名。（按感情颜色分为褒、

贬、中三类。）

1. 中性词。太监、阉人。《武宗逸史·封国师淫僧

诱帝献花灯火烧皇宫》：“刘瑾本是个阉人。为太监做

去势的手术非常残酷，要把阴茎与阴囊一起割掉，他

也经历了这个残酷的过程。”中宦。《新唐书·韦伦传》:

“中宦疾之，以谗贬衡州司户参军。”内侍。《汉书·金日

磾传赞》：“世名忠孝，七世内侍。”梁沉约《齐故安陆昭

王碑文》：“盖同王子洛滨之岁，实惟辟强内侍之年。”

宦者。《汉书·齐悼惠王刘肥传》：“ 齐有宦者徐甲 ，

入事汉皇太后。”颜师古注：“宦者，奄人。”中涓。《汉

书·曹参传》载:“高祖为沛公也，参以中涓从”。颜师

古注:“中涓，亲近之臣，若谒者、舍人之类。名称官

名，亦作涓人。”内竖。《周礼》：“谓天官所属有内竖，

用未冠童子（十五—十九岁）任职，人数比寺人加

倍，为王传达给内宫或外廷关于琐碎事务的命令。”

孙诒让谓：“内坚或亦以奄为之，然不尽用奄也”。

2. 褒义词。中贵人。对得皇帝宠幸太监的称

谓。《旧唐书·李林甫传》:“林甫多与中贵人善，乃因中官

干惠妃云:‘愿保护寿王。’惠妃德之。”《曾文清公墓志

铭》：“一日，有中贵人传中旨取库金，而不赍文书。”《管

夫人画竹论》：“余闻书画之在大内也，中贵人掌之。”

3. 贬义词。阉狗。对太监的詈称。《白牡丹》：

“英国公喝道：‘一个阉狗，怎能擅驰进中军！速速

拿下。’”《姑妄言》：“本院既一心瘅恶救民，此时就

是朝廷有特旨到来赦他，本院舍此官，弃此身，以为

众民雪恨，也决不肯奉诏，何况于阉狗乎？”

三、结语

纵观人类文明史和中国史 ，有关“阉割”的记载

早于皇帝时代（公元前2460年），历史悠久，发展至

今不仅是一种限制繁殖的技术，更是一种文化含

义。“去势”，由失去权势衍生到“阉割”有着特定的

文化背景意义，即是农耕畜牧技术发展的产物，同

时也是封建帝国为了维护皇权、君主集权而产生的

一种扭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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