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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西汉时期的女官制度 

  1977年，邗江甘泉西汉晚期的大型木椁墓中，出土了一枚“妾莫书”银印，印方形,龟钮，高1.7,边长1.9厘米。该墓的墓主一般认为是女性，

其身份为“妾”，名“莫书”。（图1） 

  1988年，在仪征张集团山1号西汉早期的大型木椁墓中，出土了一枚“舒宴”铜印，印方形,上部为覆斗状，桥钮，高1.7,边长1.9厘米。（图

2） 

  在扬州之外出土的女性印有： 

  咸阳韩家湾出土的“皇后之玺”，有学者认为是吕后之印； 徐州韩山1号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枚白玉双面印，印文一面为“刘”，一面为

“妾”，可能为楚国贵族之刘姓妻妾；长沙咸家湖西汉墓出土三枚印，两枚印文为“曹女巽”，一枚印文为“妾女巽”，曹女巽为长沙王后；河

北满城陵山2号汉墓出的土双面铜印分别为“窦绾”和“窦君须”，窦绾为中山王后；长沙马王堆1号墓，出土“妾辛追”印一枚，墓主为軑侯之

妻；广州南越王墓的东侧室出土了“左夫人印”、“右夫人玺”等七枚印，东侧室陪葬女性可能为南越王右夫人；济南腊山1号西汉墓出土两枚

印，印文分别为“傅”和“妾”；根据墓后室出土的“夫人私府”封泥，证明墓主为诸侯夫人。 

  另外，天津艺术博物馆藏西汉“妾瞢”玉印，上海博物馆藏西汉“妾未治”玉印，故宫博物院藏西汉“妾娋婕妤”玉印等传世女性官印。 

  本文根据出土的女性用印，简要地讨论西汉女性的职官制度、用印制度和“妾莫书”、“舒宴”印。 

  一、西汉女性的职官制度 

  西汉女性职官制度，主要用于后宫。 

  《汉书·外戚传》：“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太后，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

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婕妤、濩娥、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仪之号，凡十四等云。 

  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濩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视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视千石，比中更。充依视千石，比左更。七子视八百石，比右庶长。良人视八百石，比左庶长。长使视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视四百石，

比公乘。五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秩斗食云。” 

  根据《汉书》记载，西汉列为“后宫十四等”的有昭仪、婕妤、濩娥、容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少使、顺常、无涓、

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等；十四等之外的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此以还出现过诸姬、长御、材人、待诏掖庭、中宫史、学事史等；太

子妻称妃，妾有良娣、孺人；皇孙妻称夫人，妾皆称家人子。 

  简要概括之，即帝妻称“皇后”、帝母称“皇太后”、帝祖母称“太皇太后”，太子妻称“妃”、皇孙妻称“夫人”，除此之外列为“后宫

十四等”的昭仪、婕妤、濩娥、容华等及十四等之外者皆可称“妾”。 

  除后宫外，西汉还有女官，称之为“六尚”。尚掌管帝王之物，战国时有尚衣、尚冠等官；秦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书，汉

初仍之。 

  二、西汉女性的用印制度 

  卫宏《汉官旧仪》：“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信玺、皇帝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

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 

  《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皇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节奉玺绶，天子临轩，百官陪位。……女史授婕，婕长跪受；以授昭仪，昭仪

受，长跪以带皇后。”  

  根据以上记载，除皇后外，婕妤、昭仪等亦授印。可见西汉女性印皆应为“官印”。 

  三、西汉出土女性官印的分类 

  然从出土的西汉女性印来看，是既有官印，亦有私印。官印有“皇后”、“婕妤”、“妾”、“夫人”等，私印有“曹女巽”、“窦绾”、



“窦君须”等诸侯王夫人印。 

  根据职官的大小，西汉女性印可分为以下四类： 

 1. 帝后印： 

 咸阳韩家湾出土的“皇后之玺” 

 传世的西汉“婕妤妾娋”印 

  2.王后印： 

  长沙咸家湖出土的“曹女巽”、“妾女巽”印 

  河北满城出的土的“窦绾”、“窦君须”印 

  济南腊山出土的“妾”、“傅”双面印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右夫人印” 

  邗江甘泉出土的“妾莫书”印 

  传世的有“妾瞢”印、“妾未治”印 

  3.列侯后印： 

  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妾辛追”印 

  4.女官印（“六尚”之属） 

  仪征张集出土的“舒宴”印 

  四、“舒宴”与“妾莫书” 

  扬州，楚汉时为东阳郡，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 

  《汉书·地理志》：“广陵国。高帝六年属荆州，十一年更属吴。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名广陵。……江都易王非、广陵厉王

胥皆都此。” 

  《越绝书·吴地记》：“汉高帝封有功，刘贾为荆王，并有吴。……十一年，淮南王反，杀刘贾。后十年，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

陵，并有吴。” 

  《水经注·淮水》：“六十里至广陵城，楚、汉之间为东阳郡。高祖六年为荆国，十一年为吴城，即吴王濞所筑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

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广陵。” 

  据此，荆王刘贾、吴王刘濞、江都王刘非和广陵王刘胥先后都扬州。扬州地区的西汉墓包括了荆国、吴国、江都国和广陵国时期的墓葬。 

  邗江甘泉一带为广陵王陵墓区，妾莫书墓应为广陵王的后宫墓。“妾莫书”墓虽然被盗，仍出土各类随葬器物200余件，其中以双龙首玉

璜、龙凤纹玉佩、鱼龙豕纹玉佩、回首龙纹心形玉佩、舞女玉佩等亦表明墓主身份为“妾”。 

  在出土女性西印中，称“妾”的有“妾女巽”、“妾辛追”、“妾傅”和“妾莫书”，传世的有“妾瞢”和“妾未治”，其中除“妾女巽”

有“曹女巽”可证其为人名外，“辛追”、 “傅”、“莫书”、“瞢”、“未治”等皆应为后宫女官名。 

  西汉帝妻称“后”，太子妻称“妃”，除此之外的“昭仪”、“婕妤”等女官皆为“妾”，因此称“妾”者应为王侯或列侯的后宫女官。

“婕妤妾娋”印为出土女性官印中地位最高者，婕妤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昭仪，《汉书·外戚传》：“婕妤视上卿，比列侯”，此外，《汉书·

外戚传》中记载的“婕妤”有尹婕妤、赵婕妤、钩弋婕妤、安婕妤、许婕妤、华婕妤、张婕妤、卫婕妤、王婕妤等，有的还被立为皇后。因此，

“婕妤妾娋”印显然是帝宫女官官印。 

  西汉列为“后宫十四等”的女官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昭仪、婕妤、濩娥、容华、美人等应为形容貌美；而充依、长使、少使、顺常、无

涓、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等，皆应与其在后宫的司职有关。 

   同样，“妾莫书”印的“莫书”应为官名而非人名。与之可作对应比较的后宫女官官名有充依、顺常、长御、中宫史、学事史、良使、夜

者以及“六尚”中的尚书等。“莫书”即“暮书”，即司广陵王夜读的后宫。 

  仪征张集一带为江都王陵墓区，团山西汉墓应为江都王陵的陪葬墓，其墓主为“舒宴”，当为女官之谓。与之可作对应比较的女官官名有无

涓、娱灵、保林、良使、长御、待诏掖庭等。从字面上分析，“舒宴”应为掌管江都王宫廷宴筵的女官，与“六尚”中的“尚食”同，即“六

尚”之属。随葬器物中表明其身份的仅有谷纹玉璜一对，墓中出土的漆耳杯上刻有“王”、“中厨”和“外厨”，亦可作旁证。 

   因此，扬州出土的“妾莫书”印应为广陵王后宫女官印；而“舒宴”印则应为非后宫的“六尚”之属印。 

  五、西汉时期的女官制度 

  西汉时期实行分封诸侯王，除九江王、长沙王等少数异姓王之外，皆为刘姓宗亲。仪征张集团山西汉墓为江都王刘非陵的陪葬墓，而据《汉

书·董仲舒传》记载：“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可见诸侯王朝廷也同样有诸侯国的职官。 

  西汉诸侯王的后宫是否亦存在女官制度，《史记》、《汉书》等文献均不见记载。由于扬州出土了两方西汉女官印，可以认为在西汉时期，

诸侯国亦同样存在女官制度。“莫书”和“舒宴”俱为女官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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