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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门文章

·河北非遗“缂丝”民间传承人：
技艺传承令人堪忧

·藏式家具：绚丽华贵中见信仰

·发现“非遗”之美

·云南民大：大学生社团开辟文化
传承新路

·为少数民族曲艺铺一条星光大道

·《神话学文库》介绍

·安顺屯堡文化：困境中何去何
从？（

·柳倩月：《神话学文库》促进多
维“对话”

·“神话学文库”新书发布暨专家
研讨会在京召开（组图）

·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15次学术
会议通知(第一号)

·藏传佛教与酒

·[户晓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

·【陶立璠】《论“梁祝”的起源
与流变》序

·[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

·李松：“数字化文化典籍”是时
代对国家文化建设的要求

·龙仁青：途中遇到仓央嘉措

·处处是田野

·[陶立璠]“老兵新传”六十年

·[杨利慧]《中国神话母题索引》
导言

·[杨利慧]21世纪以来的中外神话
学

·[刘锡诚]20世纪的中国神话研究

·藏羌碉楼，从川西北来到北京香
山

·《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甫·玛
玛依逝世

·中国民协召开座谈会纪念“中国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启动30周年

·人类历史上首次对农耕家园进行
全面盘点和记录

·【陶立璠】为一民先生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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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中所反映出的远古生育文明 

        《说文解字》是我国东汉时期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历时22年
（自公元100年至121年）所著的一部文字学著作，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古文
字字典。而文字是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古文字的角度探讨远
古（这里主要指先秦时期）的生育文明，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要讨论“生育文明”当然要先从“生”与“育”字说起。 

        《说文解字。生部》：“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而甲骨文的
“生”字正像一颗幼苗破土而出的景象。 

“育”与“毓”在远古时是一个字，“毓”是“育”的本字，“育”是“毓”的简化字。《说
文解字。子部》：“育，养子使作善也。。。。。。《虞书》曰：‘教育子’。
毓，育或从每。”这里，许慎把“育”解释为“教育”已经是引伸义了。“育”的本义
就是生育，因为甲骨文中的“毓”字正像一位母亲生下一个婴儿的情景。“云”是
“子”的倒形，像婴儿大头朝下的样子。这一点，许慎是知道的，因为他解释
“云”为“到（倒）子”，但训“云”为“不顺忽出也”则于理不通，因为婴儿头朝下
乃为顺产，反之则为难产了。实际上，他是混淆了“云”与“逆”（古字无走之
旁）的区别。《说文解字。干部》：“逆（无走之旁），不顺也。”甲骨文的
“逆”字正像一个人头朝下的样子。但这是个“大人”而不是“小人”，因为小人
（婴儿）被包在襁褓中是看不到双腿的。 

要生育自然离不开男女双方的共同努力。所以下面看一下“男”字和“女”字。 

《说文解字。男部》：“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其实，
“力”是“耒”的本字，这从甲骨文中的“力”字字形可以清楚地看到，但因为许慎
没有见过甲骨文，所以把“力”解释成“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圉
（御）大灾。”（《说文解字。力部》），也就是力量的“力”，虽情有可原，
但却是错误的。 

《说文解字。女部》：“女，妇人也，象形。”甲骨文“女”字正像一个屈膝而
坐、两手交叉于膝上的样子。 

要生育自然离不开男女的生殖器官。所以要谈一下“祖”与“匕” 
字。 

《说文解字。示部》：“祖，始庙也。”这一点是不错的，但这已是引伸义了，
因为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所以他不知道“祖”的本字是“且”，而把“且”解释为
“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说文解字。且部》）。而郭沫若先
生在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中考证出“且”是“祖”的本字是十分正确
的，因为甲骨文“且”正像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同时，郭沫若先生认为“士”也是
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无疑也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说出“士”与“且（祖）”字的区
别。我以为，“士”是未成年男子的生殖器的象形，因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
它是细细的一竖置于一横之上，没有“且”字粗壮，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鸡
鸡”，所以应该是指未成年男子。这一点可以从“女”字与“母”字的区别得到旁
证。“母”字与“女”字形状基本相同，只是在胸部多了两点，这是女性乳房的象
形，而“女”字却没有这两点，所以应该是指未成年女子。《诗经》中“士女”并
称，指的是未婚男女，可为佐证。而《说文解字。士部》释“士”为“事也。数
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则明显为望文生
义，强作解人。 

郭沫若先生释“匕”为“妣”字的本字也是正确的，但他遵从许慎将“也”解释为“女
阴也”（《说文解字》）则是我不能同意的，因为古文字“也”通“它”（蛇），
而不像“女阴”，古文字中自有象征女阴的字，那就是“土”字。 

《说文解字。土部》：“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
也。”这又是因为许慎没有见过甲骨文的缘故。因为，甲骨文中的“土”字正象
“女阴”（女性生殖器），也就是“社”的本字。 

《说文解字。示部》：“社，地主也。从示土。《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句龙
为社神’。《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 
《尚书》中有“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的记载，在《周礼》中我们也可以

 

民俗大家 more...

民间艺人 more...



看到古人“左祖右社”的布局，这说明“祖”与“社”在古人的心目中是相互关联的
一对概念。而我们又知道“祖”的本字是“且”，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所以作为
“社”的本字“土”就应该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形（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也确实是女
性生殖器的象形）。所不同的是，“祖”是以男性祖先为本，而“社”是以女性祖
先为本。《说文解字》中“婿”或从“土”字旁，也说明“土”与女性有关。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母系氏族社会早于父系氏族社会。这
一点从《说文解字》中也有所反映，那就是“姓”字的来源。 

        《说文解字。女部》：“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
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人都是
女性所生，因此一些最古老的姓都是女字旁，如：神农姜姓，黄帝姬姓，后
稷妃家（女吉）姓，少昊嬴姓，虞舜姚姓，祝融之后（女云）姓，等。 

        《说文解字》中有许多亲属称谓也都是女字旁。如妻、妃、母、
姐、姑、妣、姊、妹、嫂、姨等。而“甥”、“舅”等字虽是男字旁，也是依母系
排列的。 

        与“母”相对，“父”则是手持棍棒的象形。 

        《说文解字。又部》：“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 “又”即
古文字的“手”字象形。《说文解字。又部》：“又，手也，象形。三指者，手
之列多，略不过三也。”十分正确。 

《说文解字。子部》：“孕，怀子也。从子，从几。”误，此字不从“几”而从
“人”，甲骨文“孕”字正像人腹中有子。 

《说文解字。子部》：“娩（女旁换子旁），生子免身也。从子，从免。” 
同部：“孪，一乳两子也。”知古时已有双胞胎。 

《说文解字。乙部》：“乳，人及鸟生子曰乳，兽曰产。”  《说文解字。生
部》：“产，生也。”甲骨文和金文都不见“产”字，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产”
字，可知这是个后起字。 

《礼记。内则》：“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兑于门右。” 
《说文解字。弓部》：“弧，木弓也。” 
《说文解字。巾部》：“帅，佩巾也。。。。。。帅或从兑。” 
这是说孩子刚生下来时候的礼仪。 

生下来以后，就要育。而育又可细分为养育、保育和教育。《礼记。内则》
中说诸侯世子（即长子）出生后，除乳母外，还要在诸妾中找出适合的女性
担任他的慈母、保母和老师，也就是说分别承担养育、保育和教育的责任。
大夫从庶母中找。士则由生母一身兼任。 

《说文解字。子部》：“字，乳也。”字象子在屋中。而“乳”即哺乳。 

《说文解字。人部》：“保，养也。”甲骨文作一人背负小儿状。保姆即其后起
义。 

《说文解字。女部》：“好，美也。从女、子。”甲骨文像一女子与一小儿相向
状。大概古人以此情景喻最美好的感情。 

孩子逐渐长大后，在养育和保育的基础上就要实行教育了。 

《说文解字。教部》：“教，上所施下所效也。”甲骨文“教”像一人手持棍棒教
一小儿学卦爻之状。 

《说文解字。爻部》：“爻，交也，象易六爻头交也。”可知远古对儿童的教育
中是以教他们掌握易卦爻知识为主的。 

但是，在远古的时候也有弃长子而不养的习俗。 

《说文解字。毕部》：“弃，捐也。从双手推毕弃之。从云。云，逆子也。” 
《诗经。大雅。生民》云： 

“厥初生民， 

时维姜原。 

生民如何， 

克湮克祀？ 

以弗无子。 

履帝武敏， 

歆攸介攸止。 

载震载夙， 

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 

先生如达。 

不拆不副， 

无甾无害。 

以赫厥灵， 

上帝不宁。 

不康湮祀， 

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 

牛羊腓字之。 

诞置之平林， 



会伐平林。 

诞置之寒冰， 

鸟覆翼之。 

鸟乃去矣， 

后稷呱矣。 

实覃实吁， 

厥声载路。“ 

我试着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对这段诗做了一下翻译。 

“头一个男人我说不上， 

头一个女子本姓姜。 

姜娘娘名姓叫姜原， 

她的情哥哥是皇天。 

姜娘娘早起去掏苦菜， 

土坑坑弄脏了红绣鞋。 

原来那不是土坑坑， 

是皇天哥哥的脚印印。 

踩上个脚印印可不好， 

姜娘娘把私娃娃害上了。 

盘盘算算满十个月， 

头生个男娃娃不流一滴滴血。 

皇天哥哥不高兴， 

娃娃落地不告一声。 

姜娘娘这下着了慌， 

把娃娃扔在小巷巷。 

扔在小巷巷牛不踩， 

把娃娃又丢在树林外。 

正遇上一伙砍柴人， 

砍柴人把娃娃抱回村。 

姜娘娘不敢把娃娃养， 

把娃娃丢在寒冰上。 

天上飞来只大老雕， 

翅膀铺成个小棉袄。 

照见远远走来群人， 

老雕飞起传出娃娃的声。 

这娃娃哭声实是大， 

十道道山梁能听下。 

姜娘娘叹了一口气， 

丢娃娃的事情再不提。 

给娃娃起名叫个弃， 

后封的官号叫后稷。“ 

为什么要弃长子而不养呢？诗里说的理由是“不康湮祀”，但实际原因恐怕并不
是这样。因为母系氏族时期“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因而在结婚后所生的第一个
孩子未必是妻子与丈夫的孩子。但到了父系氏族时期，为保证财产关系的明
确性，就要首先保证血缘关系的纯粹性，因此古人往往要把长子扔掉。周族
的始祖后稷出生时正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因为传说
中姜原的丈夫是帝喾，也就是《生民》中的“上帝”，因此可证从帝喾时就已进
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山海经。海内经》说“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
始作牛耕”，说明从后稷弃开始已经以父系血缘排列世系。就是在“上帝不宁”
的情况下，姜原才不敢养育长子弃，只是因为弃遭遇了许多“奇迹”，如：牛羊
腓字、会伐平林、鸟覆翼之等，才最终被姜原以“天意”为借口抱回了弃，故此
以“弃”为名字。 

当然，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血缘关系明确了，也就没有必要弃养长子了。 



        

王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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