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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以独角兽廌的起源、沿革、作用、贡献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为基本脉络,以与廌相关的甲骨文为线索,

对中国远古时代的法律文化作出全新的大写意式的诠释和描述。廌是东夷蚩尤部落的图腾, 又称

夷兽 。东夷部落是文身、五兵、五刑 (灋 )、战鼓的创造者。廌成为战胜之神的象征。廌与礼、

刑、律、法的产生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廌的族谱就是一部中国远古法律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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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e artic le is based on the or ig in and developm ent o f zhi ( un ico rn), try ing to g ive a nove l and

panoram ic exp lanation o f anc ient Chinese leg al cu ltu re. Zh i w as a to tem of chiyou tr ibe in anc ient

Ch ina, wh ich was a lso called y ishou ( meaning beast from an a lien land). The Ch iyou tribe had

created w enshen , wubing , wux ing and w ar drum  . Zhi late r becam e the symbo l of

tr ium ph div inity, w hich w as c lo se ly re lated w ith the births o f li , lv , x ing and fa . The

h istory of zhi is a h istory of anc ient Ch inese lega l cu 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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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对典型古汉字的研究别具一番意义。这是因为,中国的汉文字是象

形 (表意 )文字。 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  ;
表意文字自然要比表音文字更能显示优越性  [ 1]。它们像一尊尊活着的化石,凝结了真实而丰富的

历史文化信息,蕴含着一帧帧古代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我们不应忘记,在文字诞生之前,口耳相传

的历史对后人的影响也许异乎寻常得强烈。况且,对部落长老来说, 记住过去的事情是他们的份内

工作。 [ 2 ]当文明的旭日升起之际,当某一特定的文字诞生的那一刻,它已经远不是造字者个人主观创

造的艺术品了。因为它已具备了非如此刻划、如此构造、如此表现的内在必然性。换言之,某一文字

所期标识的某一社会现象、事物或行为,已经历过多少代先民的口耳相传,形成共识和具象,姑称之为

约定俗成的 群体印象 。一旦有机会将它付诸刀尖笔端,便非如此表示不可了。符合这一共同规律

9



的文字便长久地保存下来。反之,便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样,深究某些典型汉字的字形字义,前可

探其源头,后可迹其流轨。况且,其字义之中正沉淀了先民的思想意识、风俗习惯。这些内容无不与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层价值观紧密相联、水乳交融。

在这里,我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描述中国法律文化起源的课题。即以独角兽廌的起源、沿革、

作用、贡献以及社会历史背景为基本脉络,以与廌相关的甲骨文为线索,以传说史料为佐证,对中国远

古时代的法律文化作出全新的大写意式的诠释和描述。廌是东夷蚩尤部落的图腾,又称 夷兽  。东
夷部落是文身、五兵、五刑 (灋 )、战鼓的创造者。廌成为战胜之神和刑神的象征。廌与礼、刑、律、法的

产生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廌的族谱就是一部中国远古法律文化史。

古代的 法  写作 灋  。在该字中, 廌  是个核心角色。廌的读音是蚩尤、颛顼、祝融、咎繇、
皋陶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与 廌  字相关的字还有薦、[廌土 ]、#心廌 ∃ (即 慶  字 )、[廌匕 ]、#廌矢 ∃、#爻廌 ∃、
#廌井 ∃、灋等 [ 3]。廌一经产生,便与远古时代的法律实践活动结下不解之缘。因此,考察 廌  的原型及
其历史沿革,不仅对于探讨古人就 法  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解和概括,而且对于客观再现远古时代的法

律实践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廌的名称、形象、身份和所处的时代

廌又称为解、獬、#角虎 ∃、解廌,解豸,獬廌,獬豸、觟 #角虎 ∃。与廌相匹配的名字或读音是蚩尤、颛顼、
祝融、咎繇、皋陶等。他们都是以独角兽廌为图腾并且世代执掌司法的部族。

廌的形象,历来说法不一。总的来看,有以下几种:

其一,似牛说。 %说文解字 &: 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 (段玉裁注: %玉篇 &、%广韵 &、%太平
御览 &所引皆无山字  ) %神异经 &: 东北荒中有兽,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

论则咋不正,名曰解豸。 徐中舒 %甲骨文字典 &: %说文 &谓廌似牛近是,  牛与廌所以别者,以廌有

多毛之尾,此殆上古野牛之特征。 [ 4 ]

其二,似羊说。 %后汉书 ∋舆服志下&: 解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 %金楼子 ∋
兴王 &: 常年之人得神兽若羊,名曰解豸。 %论衡 ∋ 是应 &: 觟 #角虎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

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

事之。 
其三,似鹿说。 %汉书 ∋司马相如传 &注引张揖曰: 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罚得中则生于朝

廷,主触不直。 
其四,似麟说。 %隋书 ∋礼仪志 &引蔡邕曰: 解豸,如麟,一角。 %说文解字 &: 麒,仁兽也,麋身,

牛尾,一角,从鹿其声  。
其五,独角鸟身。商代晚期出土的两件玉器值得注意:一件是头上戴着花苞形独角的玉鸟,另一

件是头上戴有尖状圭形独角的玉鸟 [ 5]。东夷民族多以鸟类为其图腾,自然界罕有独角鸟。独角鸟可

能是某种图腾符号,概系独角兽图腾之民族与鸟图腾之民族相结合的产物。

廌的形象,似牛、似羊、似鹿者,形似也。而如麒麟者,神似也。麒与麟同类。 %史记 ∋司马相如
传 &注引张辑说: 雄曰麒,雌曰麟。 %说文解字 &: 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  。 仁兽  
之说源于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 麟者仁兽也,有王则至,无王者则不至  。何休注: 状如麋,

一角而戴肉。 古代 仁  与 夷  二字多通用 [ 6]。故 仁兽  当为 夷兽,非中原之兽也。 [ 7 ]此处之 夷  
即指古义之夷。王献唐 %炎黄氏族文化考 &指出: 小篆夷字从大从弓,为今夷字所出。大为人,人即

夷,夷人善弓矢,字从人从弓,正为指事  ; 从矢从弓,矢弓为夷人所造故也  [ 8]。古夷人居住在今山

东一带,正是蚩尤皋陶的故乡。 %说文解字 &羊部: 东方貉从豸,  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 从
豸  , 豸  即 廌  ; 从大从弓,  大  即 矢  , 夷人  发明了弓矢, 弓  、矢  二字的重叠便是 夷  
字。麒麟似鹿,廌亦为鹿属。两者均长着独角,触不直而主公正。麒麟则如 %说苑 ∋辩物 &所谓 含仁

怀义,音中律吕,行步中规,折旋中矩,择土而践,位平然后处  。如此,则廌即麒麟也。 %春秋经 ∋ 哀公
十四年 &: 西狩获麟 ; %论衡 ∋指瑞 &说:汉武帝 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  ; %淮南子 ∋览冥训 &
说: 昔者黄帝治天下  ,由于 法令明而不暗  ,故 麒麟游于郊  。法制清明则麒麟显灵。隐约道出法
律与麒麟的深层联系。麒麟者,其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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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见廌是一个形如牛、羊、鹿、麟一样的动物,其特点是独角,其功用是别曲直、正刑罚、

赏善罚恶。其实,它既不是神奇的动物,也不是一个传奇式的古代人物,而是自黄帝时起世代主管军

事和司法事务的东夷部族的图腾,即一角之兽廌,其读音或名称为蚩尤、咎繇、皋陶。又称作 夷兽  。
以廌为图腾的蚩尤部落是东夷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夷集团 起源于河北燕山山脉一带,这里

自古以来是燕、雁和各种鸟类集栖与候鸟迁移停留的好地方,故夷人以捕鸟为食,以鸟羽为衣,处处依

赖鸟类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由以长弓善射飞鸟而称作夷人。 东夷集团的始祖是太皋氏和少皋氏。 
其中的 太皋氏虽属西羌族团,但由于他们由甘青高原最早迁到燕山、泰山一带,与当地土著人结合,

其一部分演变为东夷集团。 东夷族自甘青高原最早迁到燕山山脉与土著人融合后,由于渗入新生

血液,更使东夷族团朝气蓬勃,支系繁多,于是,东夷族宣告形成。 [ 9 ]

廌虽是蚩尤部落的图腾,但由于蚩尤是东夷集团的领袖和中坚力量,故廌也被全体夷人所祭拜。

甲骨文有 薦  字。该字字形是:廌在中央,四方为草。 %说文解字 &: 薦,兽之所食草,从廌从草。古

者神人以廌遗黄帝,黄帝曰:何食何处? 曰:食薦。夏处水泽,冬处松柏。 廌不茹毛饮血而食草,正是

东夷部落由游牧转为种植的写照。氏族内部的婚姻禁忌是通过文身来完成的,廌主管文身,又是青少

年的监管者,文身工具是 井  ,即 黥刑  的前身,这正是甲骨文 #廌井 ∃字的本义。尔后,由于廌执掌军

法而与社神联系密切,社神即土地之神,亦即 %尚书 ∋甘誓 & 弗用命戮于社  的 社  。因此,我们在甲

骨文中发现了 [廌土 ]字。执掌军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论功行赏,于是,甲骨文出现了 #心廌 ∃字,即庆赏的

慶  字。执掌军法离不开审判,审判又离不开证据,即弓、矢、匕。故而甲骨文才有了 #廌匕 ∃和 #廌矢 ∃字。
而金文中便出现了 灋  字。该字就含有 廌  、去  (弓、矢 )、水  。但是,廌在鬼神世界的最高身份

是战胜之神。廌和蚩尤的形象最早见于山东海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上面的神人兽面图,亦即

后来流行于三代的饕餮纹。

以廌为图腾的蚩尤部落和东夷集团,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之后,最终臣服于黄帝集团。黄帝建

立了规模空前的部落联盟并设立职官,仍以蚩尤主兵。古时兵刑不分,主兵与司法兼于一职。主兵、

主刑者便为某部族所世袭,这便是蚩尤。其后代有颛顼、祝融,至尧舜禹时即咎繇、皋陶。其主要职责

是司法裁判。据传蚩尤作五兵,又作五刑曰法。古法字写作灋,其重心便是廌。商代的法官被称为

御廌  。西周金文出现了 灋  字,其主角就是廌。廌的艺术形象是饕餮,常铸于三代礼器之上。廌

是正义、公平、威严的象征。廌自产生之日起,便与法律、司法审判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汉时,当

繁体的 灋  简化为 法  时,被隐去的 廌  的形象,仍在各种建筑物上宣示着自己的存在。而这只古

老的东夷之 夷兽  ,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 一角圣兽 。
二、廌与蚩尤、五兵、五刑

蚩尤是黄帝、炎帝时代东夷部落的领袖,他是兵、刑和法的创造者。关于蚩尤的形象, %述异记
(上 ) &说: 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 9人,人不能向。 蚩尤的形象,盖即山东海岱

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琮上面的神人兽面纹,亦即蚩尤部落的图腾 独角兽廌。

炎帝、黄帝、蚩尤时代正是中华民族进入部落联盟的时代,也是我国传说时代的开端。当时,居中

原一带的华夏集团由两个部落组成。一是炎帝部落,一是黄帝部落。%国语 ∋晋语 &说: 昔少典氏娶于

有娇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与华夏集团
并存的有生活在中国东部地区的东夷集团,即九黎集团,其首长即是蚩尤,它的 嫡系  是苗民部族。

炎帝、黄帝二部不断向东南发展,炎帝部走在前头。这样,终于与东夷集团遭遇。经过长期战争,

蚩尤部取得胜利,炎帝部力所难支。 %逸周书 ∋尝麦 &: 蚩尤及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

大慑,乃说于黄帝  。炎帝部丢了领土,无处藏身,只得乞求黄帝部的庇护。蚩尤部之所以能打胜仗,

主要是兵器优良。 %吕氏春秋 ∋荡兵 &说: 蚩尤作兵  。 %世本 &说: 蚩尤作五兵  。 %尸子 &说: 造冶

者蚩尤  。兵就是兵器,据说是用火山爆发形成的金属锻造而成的。 %管子 ∋地数 &载: 葛卢之山发

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 于是,手执利器、身着铠甲的蚩尤部落的勇

士,便俨然成了战无不胜的神人。 %史记 ∋五帝本纪 &引 %龙鱼河图 &说: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

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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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  。黄帝面对所向披靡的铁甲军,竟束手无策了。

蚩尤部落之所以强盛,除了发明先进武器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率先实行两性及婚姻之禁忌,

并完成了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于是,凭借着强健的体魄和经济上的优势,蚩尤部不仅用武力

相兼诸侯  ,而且还将战败的部族纳入自己的领域,逐渐加以 同化  。这就使蚩尤部所辖领域内的
居民成分空前复杂起来了。财富使各氏族具有各自的特殊利益,部落内部出现的互相欺诈、抢夺财

物、违犯传统礼仪的行为也需要制裁和整肃。一句话,旧的传统习惯显然已不宜于时用了,必须创立

新的行为规范以维护现行秩序。这个新的行为规范就是 法  ,而创造 法  的正是蚩尤。当古 灋  字
产生的时候,关于蚩尤造法的故事已经传播了多少个世纪,为古人家喻户晓。

%尚书 ∋吕刑 &载: 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大意是说:蚩尤开始整肃社会秩序,制定新的行为规则,施及所辖领域内

的各类部族,将各种坏的行为总括为寇贼 (抢劫杀人 )、鸱义 (违反礼仪 )、奸宄 (邪恶作乱 )、夺攘 (抢夺

财物 )、矫虔 (狡诈骗取 )五种类型,以此来制约大家。蚩尤的嫡系苗民积极地加以实施,但未能奏效,

蚩尤便命令他们用刑罚加以惩制,这种惩罚手段同上述五种类型的坏行为相对应,于是产生了五种无

情的刑罚:劓、刵、椓、黥,加上杀刑,即为 五虐之刑曰法  。
法  的产生,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背叛古老的传统是不能不受到报复的。当时,人们 罔中

于信,以覆诅盟  。大家都不讲信用,不相信盟誓了。加之苗民在推行 法  时采取了过分的举动: 丽

刑并制  ,即 法  外加刑,故尔引起动乱,无辜的受难者纷纷向上帝控诉蚩尤、苗民的罪恶((改革遇
到了普遍的抵制。

战败的炎帝部一支逃往黄帝乞求援助,于是酿成了黄帝部与蚩尤部的空前大战。%山海经 ∋ 大荒
北经 &: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

帝乃天下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黄帝利用蚩尤部的内部混乱,终于打败了他们。但是,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黄帝部无法完全控制蚩尤部。于是采取分别对待的办法。 %路史 ∋国名纪 ∋己 &: (黄 )帝

戮蚩尤,迁其民善者于邹,屠恶者于有北。 将苗民部赶到南方,选择少昊氏作蚩尤旧部的首领,以结盟

而告终。 %逸周书 ∋尝麦 &: 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

思序,纪于大帝,用命之曰绝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

于今不乱  。新的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出现了。于是,黄帝在泰山召开部落联盟大会。 %韩非子 ∋ 十
过 &: 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 蚩
尤旧部连同他的同盟军 风伯  、雨师  一并臣服于黄帝。尽管蚩尤部中不乏顽抗到底的氏族,但已

难于掀起大浪了。

蚩尤死了,他的 灋  却活着。 %龙鱼河图 &载: 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

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 因为 法  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得

到社会的承认。 法  一经产生,便打破氏族部落的狭小界限,成为当时社会的共同财产。就连战胜者

黄帝也不能无视这一事实。

%商君书 ∋画策 &说:黄帝 内行刀锯,外用甲兵  ,靠着蚩尤创造的兵器和刑罚统一了天下。同
时,黄帝又从蚩尤部落选拔出新的领导者,继续主兵。故 %管子 ∋五行 &说 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
%管子 ∋四时 &说: 黄帝得蚩尤而明乎天道,遂置以为六相之首。 %龙鱼河图 &说: (黄帝 ) 制服蚩尤,

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  。蚩尤所创造的兵、刑、法和他的图腾一起作为一种公共财产,被重新组合

的华夏民族吸收、融合并延续下来了。于是,黄帝与蚩尤的统一便被披上了神奇的色彩,正如 %说文解
字 &所说: 古者神人以廌遗黄帝。 人间的变革和进步,得到了神的承认。

三、廌与玉琮、战神、礼

蚩尤是五兵的发明者,又善于征战。故被后人当作战神加以祭祀。廌是蚩尤部落的图腾,因此,

廌便成为祭祀的对象。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西周即以蚩尤为战神而加以祭祀。 %周礼 ∋春宫 ∋肆
师 &: 肆师之职常立国祀之礼。((凡四时之大甸猎,祭表貉,则为位  。郑注: 貉,师祭也,为十百

之百,于所立表处为师祭,祭造军法者,祷气势之增倍也,其神盖蚩尤,或曰黄帝  。黄帝、蚩尤都是善
于征战的英雄。黄帝是战胜的英雄,蚩尤是战败的英雄。惟蚩尤生得勇武,死得悲壮,故更得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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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睐。秦以 尚武  名世,自然敬奉战神蚩尤。 %史记 ∋封禅书 &:秦朝祭祀东方八神, 三曰兵主,祠蚩

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  。与蚩尤在重法贵武的秦朝受到尊奉,实在是十分自然的事。

%史记 ∋高祖本纪 &载,刘邦率沛县弟子三千人起义,当时举行仪式,杀牲涂鼓, 祭蚩尤于沛庭  。 %史
记 ∋封禅书 &说,刘邦统一天下后, 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 可见,廌 (即蚩尤 )是被当作战争之神

而加以祭祀的。

然而,起码在夏商二代,蚩尤就被视为战神加以祭祀。其证据有二:一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出土

的骨琮、玉琮上面的神人面纹和兽面纹,可能就是蚩尤和廌的形象;二是甲骨文的礼 (豊、豐 )字,礼的

原始含义是对玉琮即战胜之神的崇拜和祭祀活动。

甲骨文的 礼  字写作 豊  、豐  。 %说文解字 &: 豊,行礼之器也。从豆象形,读与礼同  ; 豐,

豆之丰满者也,从豆象形。 豆,食肉器也。从口象形  。王国维 %观堂集林 ∋释礼 &: (礼 ) 象二玉在

器之形。古者行礼以玉  ; 古 #丰丰 ∃#癐 ∃同字  , 盛玉以奉神人之器谓之豐,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

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  。可见, 礼  与祭祀活动相关,祭祀又与玉相关。玉是探讨礼

的一把钥匙。裘锡圭先生认为:礼是一种 用玉装饰的贵重大鼓  [ 10 ] ;郑杰祥先生认为:礼 意即古人

在鼓乐声中以玉来祭享天地鬼神之状。 [ 11] 豊  代表一器物盛有玉形,玉是下届苍生和上天神灵上下

沟通之媒介。在甲骨文的 豊  、豐  字,象豆中盛有一对并列的 丰  ,即丰丰。 %易 ∋ 丰 &说: 丰,

享,王假之。 是说王用 丰  来祭享鬼神。 (丰 ) 象玉成串之形,为玉之本字 [ 12]。可见甲骨文的 丰  
就是 玉  字。 丰  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串玉。 %说文解字 &说: 玉,石之美者。 ((象三玉之连,丨

其贯也  。用一根绳索穿上三块玉,就是玉字。这里就出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三块玉穿起来就是玉

字,那么这三块玉中的每一块玉又是什么样子呢? 它又叫做什么呢? 这似乎是一个迷,历来都没有说

清楚。

我认为,那块玉就是 琮  。读从。 %说文解字 &说: 琮,瑞玉,大八寸。似车釭。从玉,宗声。 大
八寸,是后来不断扩张尺寸的结果,开始没那么大。 釭  ,是用来固定车轴的铁圈儿。这个铁圈儿很
可能是内圆而外方的。对于 琮  的作用,历来的学者有许多遐想,比如把它定性为柄饰,旄柄斧柄尾

饰,宗教礼器法器,神与祖先的象征。还有学者把琮和天圆地方、交通天地联系起来,把琮说成 贯通

天地  的象征、手段和法器 [ 13]。这些推测都显得有些勉强。

关于玉琮的用途, %周礼 ∋春官 ∋大宗伯 &说: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

礼地。 但有学者列举 %左传 &所载史实,证明 礼地  并不用琮 [ 14]。夏鼐先生认为: %周礼 &是战国晚
年的一部托古著作。((这些用途,有的可能有根据,有的是依据字义和儒家理想,硬派用途  ; 汉代
经学家在经注中对各种玉器的形状几乎都加以说明,但这些说明有许多是望文生义,有的完全出于臆

测  。夏鼐先生对琮有专门论述: 第四种瑞玉为琮。((今天我们看到的有一种中央圆孔、外周四方的
玉器, %古玉图谱 & (伪托宋龙大渊撰 )称为)古玉釭头 ∗ ,吴大澂考定为 )琮 ∗。又将一种扁矮而刻有纹饰
的称为)组琮 ∗。这种玉器可能是琮。妇好墓中出土这类型的玉器 14件,一般都是比较扁矮的。((从
前在殷墟和别处的商代墓中也发现过玉琮,也都是扁矮型的。至于较早的二里头遗址中曾发现过据

云是琮的玉器  ; %周礼 &的六器中,璧、琮、圭、璋四者似乎是核心((这四者中,璧、琮出现较早,已

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玉璧似源于石镯或环状石斧。琮的渊源和用途,还不清楚。 [ 15]张富祥先生在论

及大汶口文化的骨牙琮时指出:大汶口文化的骨牙琮与良渚时代的玉琮很相似且稍早, 但二者流行

的时间大体一致  。 出土骨牙琮的墓葬以大中型居多,可证这部分墓主的身份地位较高, ((骨牙琮
也就成为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而且, 墓主仍绝大多数为成年男性,女性和少年很少。 可见,骨

牙琮与成年男性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墓葬中的骨牙琮, 摆放位置一般在死者腰部,可见骨牙琮在死

者生前也是可以佩戴的  。他认为,尽管 贯通天地之说是目前最好的假说,而典型的骨牙琮刻有三组

纹饰带,可能正好代表了天地祖三个神灵的世界,  但是, 骨牙琮究竟怎样用法,它的象征意义是什

么,在原始礼仪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都还需要继续研究,暂难以找到公认确实的答案。 [ 13]刘斌

先生在列举关于玉琮起源用途的各种推断之后指出:居主流地位的 天圆地方  说证据不足,因为 天

圆地方  的宇宙观形成于周汉之际。他的结论是: 这些观点无论哪种说法我们都不能从中找出琮所

包含的宗教信仰方面的本质内涵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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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玉琮即俗称的扳指。是古代射箭时用的辅助用具。古人射箭,一般是左手握弓,右手拉

弦,在弓身与弓弦之间搭箭。箭尾与弓弦相接,箭杆就搭在左手大拇指上方。但是,箭射得多了,就免

不了磨伤手指。而且手指也会增加对箭杆的摩擦的阻力。于是古人就发明了扳指。射箭时左手大拇

指戴上玉琮,既保护了手指,又大大增加射箭的精度。扳指一开始可能是竹筒做的,也可能有陶制的,

但都不结实。后来用骨头制成,又美观又结实,上面还可以刻上族徽、花纹。大汶口文化出土的 骨牙

雕筒  盖其雏型。 骨牙雕筒与玉琮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  ,它们上面均刻有 神人兽面纹  。它
们所随葬的墓主, 绝大多数为成年男性,  且其摆放位置 多数在腰部及其周围。 [ 17]因此,可以推测,

它们很可能是被戴在手上的器物。良渚时代的墓葬就多产骨质的琮,有学者称之为骨琮或骨牙琮。

骨琮也可能源于被射杀的猛兽的骨头,是战利品,也是英雄的证据,或许还和被当作图腾的动物有关。

后来出现玉琮。玉琮一开始可能是简单的筒状,管状,一头开口稍大,有点喇叭口的样子,以便于戴上

和摘下,另一头稍小。大头挨近左手大拇指的根部,也就是虎口之处。玉琮不是一开始就是 内圆外

方  的,而是经历了圆形向多边形,再向内圆外方形演变的过程。内圆的特征始终未变,变的是外方。

即从圆管状变成长方形。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便于摆放,避免四处滚落;二是便于在琮的四个平面

上雕刻纹饰。这个纹饰一开始可能就是氏族的图腾或其他符号。今天常见玉琮上面的神人面兽纹和

鸟形纹,当即由此发展而来。那么,古人为什么又要拿扳指来祭祀呢? 扳指是弓的一部分,而且是弓

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于瞄准。如同现代步枪的准星。因此,古人用扳指来祭祀,求神来保证他们射

得准,以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猎获物。也可能是源于对神箭手的赞颂和纪念。因为 典型的骨牙琮刻有

三组纹饰,  因此,可以推测,琮的图案的简洁化,便是三横一竖的 王  字。况且, 丰  字的基本型也
是 王  字。王国维以为 丰王同字  。 王  可能就源于战功卓著的射猎高手、战斗英雄或军事领袖。
游牧部落平时靠射箭捕获猎物,以保证基本的食物来源。东夷部落可能有很长时间以鸟类为食,以弓

矢射捕飞禽是很自然的事情。物质决定意识,东夷民族多以鸟类为图腾,盖原于此。战争时则靠弓箭

杀敌立功,以保证氏族的生存。 %礼记 ∋王制 &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东夷部落可能最早将玉琮
作为战胜之神来进行祭祀的。在后世,玉器之所以被视为宝玉即国家权力的象征,如 %史记 ∋殷本纪 &
载: 殷之太师少师持其玉器奔周,  也许都起源于对玉琮的崇拜。

在远古时代,被后来视为神圣的礼器,最初大多都是武器或工具。比如,玉琮、玉玦和玉韘最初便

是与弓箭配套的武器。 环而不周  ,中有缺口为玦。玦和韘都是弓箭的辅助用具,韘型似扳指,其侧

面有一个突起,像步枪的扳机。其用法大概是这样的:左手持弓,左手拇指戴玉琮,箭杆搭在玉琮上,

箭尾固着于弦上,右手握玦,纳弓弦于玦内,右手握玦以拉满弓弦,同时瞄准,右手拇指戴韘,放箭时用

韘侧面突起部位将玦内的弓弦移动,使弓弦一瞬间从玦的缺口处弹出。用这种设备射箭,比用手指直

接拉弦放箭更稳更准更方便。这种设备如果用于今天的射箭比赛,一定能够提高成绩。这些器具,古

代贵族在重大祭日举行射箭比赛时才使用。当年孔子教学生射箭时也许会拿它们作教具的,可惜后

来被遗忘了。连著名的儒学大师和经典都不知所云了。正因为弓箭与玉琮、玉玦、玉韘均为武器,故

它们被联称为 宝玉弓矢  ,被视为权力的象征 国之利器。 %左传 ∋定公八年 &载: 阳虎说甲如公

宫,取宝玉大弓以出。 %左传 ∋定公九年 &载: 阳虎归宝玉大弓。 可证玉与弓矢密切相联。 %左传 ∋
闵公二年 &载: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公与石祁子玦 ,与甯庄子矢,使守。 可见,玦同矢一样属于

武器。至于玉玦所象征的 决断  、诀别  之义,如同玉环代表 归还  一样,都是后世衍生出来的,非

其原义。

玉琮上的人面和兽面纹饰可能就是 饕餮  纹, 饕餮 纹的原型可能就是蚩尤和独角兽。它们是
战斗英雄和战胜之神的象征。因此,蚩尤之人面纹饰和廌之兽面纹饰同时出现在玉琮上面,两者上下

搭配,交相辉映,则是十分自然的事。而最初的礼正是在对战胜之神的祭祀仪式中和战争之舞旄舞的

节拍中产生的。礼是离不开乐的。那个场面即 %尚书 &所谓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隆重的仪式伴以
庄严的舞乐,形之舞与音之律融为一体。此时,我们似乎看到了 礼乐  的最初形态,听到了 乐律  的
远古之音。

四、廌与井、辛、文身

谈到 刑  字,首先涉及 井  字。 井  是一个很古老的字。二里头遗址出土陶器上面就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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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  [ 18 ]。商代武丁时期甲骨文有一 井  字,距今有 3300多年的历史 [ 19]。王襄先生认为 古井字,又

古刑字  。商承祚先生归 井  为 刑  ,并提示: 毛公鼎作井,与此同。 [ 20]对于金文中的 井  ,学者有
各种理解。有人认为: 井为型之初文,  后 被借为水井之井,久而失去本义。 [ 21]学者多以 井  为水
井之 井  , 井田  之 井  。或以为乃 井  上面的栏杆。西周前期的金文仍作 井  。到了中期 井  
中加 ∋  成为 丼  字。学者们对这个 ∋  有各种解释,比如释为井口,汲水之器,汲水之人,汲水

之绳,或挖井时用的专门工具 木槌球  。到了西周后期, 丼  又返回到没有 ∋  的字形即 井  [ 19]。

关于金文中的 井 字,陈梦家先生认为: 西周金文隶定为井者, 可分为两式:第一式是范型象

形,井字两直画常是不平行而是异向外斜下的,中间并无一点((。第二式是井田象形,井字两直画

常是平行的,中间常有一点。 [ 22 ]日本学者白川静先生认为: 井有二义:用于刑罚时作首枷之形,用于

铸造时作模型的外框之形。((刑罚的刑和范型的型原本均作井、刑,都是作外框之用,为同一语

源。 [ 23 ]将 井  释为 首枷  ,颇具创意。
%说文解字&引 %易经 &: 井,法也  。这当然是后人的注释,但必有所本。 %易经 &有 何校灭耳  ,

履校灭趾  , 劓刖,困于赤绂  , 噬肤灭鼻  , 困于株木,入于幽谷  , 困于金车  , 其刑剭  , 其人
天且劓  ,等等。俨然是一本行刑教科书。其中的刑罚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用刀锯施行的刑罚,如割

耳、鼻、脚;另一个是墨刑,即黥刑,刺额。 其人天且劓  的 天  ,也是刺额。 臀无肤  是刺臀。 噬

肤  ,刺皮肤,范围较广,如胸,乳,额,臀,臂。施行这些 刑罚  (其实当初还不是刑罚 )所用的用具,除

了刀锯之外还有 校  。 %说文解字 &: 校,囚具也  。是用木头制作的,可以活动用来固定被刑人身体

各部位的专用工具。也就是 %易经 &里面说的 困于株木  的 株木  , 困于金车  的 金车  。 金车  
大约是铜木结构的囚车。还有 赤绂  ,红色的绳子,用来捆扎囚具的绳索。红色概因其辟邪,或因为

染上了血色。

那么, 校  是什么样子的呢? 校  的样子就是 爻  、交  、井  。 爻  、交  的甲骨文近似于
井  ,只不过是斜向的 井  ,这几个字是通用的。 井  象征四根木柱构成的,用红色绳索固定的,可

以改变尺寸的 行刑  工具。这种 校  可能是用枫木制成的,如 %山海经 ∋大荒南经 &所谓 蚩尤所弃

其桎梏,是谓枫木。 甲骨文中的 井  除了用于地名、姓氏之外,用于器物的就有两个:一个是水井的

井,其形如木结构的井栏杆;另一个就是刑法的刑。刑字的原型是 井  。最初的 井  不是刑罚,而是

文身的用具。

在人类前行的历史中,文明的脚步,不仅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还与两性及家庭生活的

进化相合拍。后者的文明进化,正是伴随着并仰仗着禁忌来实现的。禁忌的设立与实施,又离不开宗

教仪式。这种仪式,就是最初的礼。而在两性与家庭生活领域,礼的载体就是文身。

最先发明文身的是东夷部落。 %礼记 ∋王制 &说: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 就是证明。其首领是蚩
尤,亦即咎繇、皋陶。其图腾是独角兽廌 。东夷部落曾经是十分强盛的部落,他们发明五兵和弓箭,

夷字就是弓与矢两字的合体。发明了五刑并将五刑称之为法。古代的 法  字写作 灋  ,其中的
廌  就是东夷部落的图腾。而 去  字正由上 矢  下 弓  二字组成。在东夷部落发明的五刑中,就

有 黥  。 黥 开始时并非刑罚,而是文身。或者说, 黥  的本义即是文身。文身的产生与两性及家
庭生活的进化有关。而这种进化大约源于相应的禁忌:对父亲们与女儿们之间,对母亲们与儿子们之

间和兄弟们与姐妹们之间性行为的排斥。

%礼记 ∋礼器 &: 三代之礼一也。 后起的夏民族因于东夷之夷礼,继承了东夷部落的文明成果。

而商民族又因于夏礼,继承了夏民族的文明成果。故王国维说: 夏商二代文化略同  [ 24]。 商族和夏

族在文化上应是同源的。 ((夏商之间既然其礼制是因袭关系, 他们的语言、文字也应是同一

的。 [ 25 ]而且, 商人原出于东夷  , 原始的商族可能是山东地区东夷族之一支,  商部族当源出于上
古东夷太昊集团的帝喾部,  或该部的 帝舜族系。 [ 13 ]三代之礼的连续性集中表现在艺术上面。 %路
史后记 ∋蚩尤传 &注: 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象。 蚩尤之象概即饕餮。而商代礼器花纹以饕餮为尚;

商人以鸟为图腾,而周人礼器花纹竟以鸟鳳为尚。这种尊崇前朝遗迹的做法,无非是在表明自己政权

的正统性和包容性。因此,商人理所当然地继承了东夷的文身习俗,并把他们定型化,成为 殷礼  的
重要组成部分。 商  字的上部即 辛  ,作为商人鸟图腾的 鳳  字的上部也是 辛  字,并非偶然。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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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字并未创造历史,而只是再现了大量经久未绝的口耳相传的古老传说。

殷礼中的文身之礼可以以甲骨文字中略见一斑。文身的工具是 井  、辛  和 笔  。 井  即
校  。 %说文解字&说: 校,囚具也。 大约是由四根木棍构成的可以活动的用来固定人们身体的器
具。 %易经 &有 履校灭趾  , 何校灭耳  ,可证。 辛  是用来刺破皮肤,填以墨汁的小刀,有直刀、曲

刀之别。 笔  是用来填抹墨汁和颜料的。据说,最早的笔是用 廌之毛  做成的 +。虽然在出土文物

中未发现笔,但妇好墓中有一个 调色盘  之类的器皿,也许是个连带的傍证 [ 15 ]。因为文身与 辛  字
密不可分,故与文身有关的字大都有 辛  符。文身之礼主要有以下诸种:

首先是男童的成童之礼。幼男八岁行成童之礼。在商代,男孩八岁要行成童之礼。天干十位中

辛为第八,表示要用辛行文身礼,即刺额。八岁文额为 童  ,是成童之礼。 %释名 ∋释长幼 &: 牛羊之
无角者曰童,山无草木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女子之未及笄者亦称之也。 童  的本义是尚未生出
角来的牛羊。没长草的土堆也叫童。童字上面是 辛  字,文身的工具,下面的 里  字,实际上是一个

人的面部轮廓。文额的图案可能是在前额上的中间偏上的部分,文一只牛角之类,表示长出了角,成

熟一些了。

第二是女童的成笄之礼。幼女十四岁行成笄之礼。 %素问 ∋ 上古天真论 &: 女子 二七而天癸

至。 女童十四岁出现月经,可生子,故行成人礼。先是把头发束起来,像一支独角的样子。同时还要

文乳。日本古汉字学者白川静先生在上个世纪 60年代就指出: 爽字形以两乳为主题,显示女性的纹

身。 [ 26 ]周清泉先生在 %文字考古 &中则列出与文乳 (即 爽  字形 )有关的十七个甲骨文 [ 2 7]。天干十

四即丁, %玉篇 &: 丁,强也,壮也。 %易 ∋姤 &: 女壮,勿用,取女。 男女成年之后就可以 私奔  即谈
对象了。即 %周礼 ∋媒氏 &所谓 以仲春之月合男女,于时也,奔则不禁  之义。女子十四行礼为 妾  ,
妾  字的另一种写法是 #女辛 ∃,左 女  右 辛  。俗谓 聘则为妻,不聘为妾  。女子因为文乳而显得文
静妖冶,故女、井合一为 妍  ,表示文静漂亮之义。 %说文解字 &: 妍,静也。 %广韵 &: 妍,女人贞洁

也。 女、交合一为姣, 姣,好也。 %玉篇 &: 姣,妖媚。 适龄淑女,君子好逑。

第三是男子的成人之礼。男子二十岁行成人之礼。包括冠礼,把头发梳成一个突起的角型。还

有文胸、文额。天干二十为 癸  ,该字上半部即古 樊  字 , 。中间有个井字,代表 校  。下面的 天  
即黥额,即 %易经 & 其人天且劓  的 天  。男人由于文了额文了胸而显得美丽, 彦  字就是辛和彡组
成的。彦,男子之美称也。 %说文解字 &: 彦,美士有文。 %尔雅 ∋释训 &: 美士为彦。 男子二十岁在
文胸时,再在额上文一只角。这个角在原来的小角的基础上扩大了,表示最终成年。东夷人额上有一

只角,源于独角兽的图腾。可能最初是有独角兽这样的动物,以后绝迹了。但东夷人,蚩尤后代,世世

代代在额上文一个角,就把这个传统延续下来了,表示它没有死。也许到了以后的某个时代,东夷人

集体地做了俘虏和奴隶,这样,额上的独角图案便成为奴隶的符号,才慢慢地把文身变成了黥刑。

文身是一个专业活动,执掌文身的职官盖即 御廌 。郭沫若先生认为他是 执法小吏  [ 28]。商代

甲骨文中的 廌  字和金文中的 灋  字一样,都是继承东夷文明的铁证。文身又是一种教育活动。

教  字的甲骨文写作 #廌爻 ∃。爻即井,囚具也。执法小吏兼管教育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原始社会,对

幼童和青年人的教育除了语言和身教,可能更多依靠强制性措施。古代的 学  字、教  字, 孝  字都
带有 井  、爻  字,这就是 校  。春秋时子产 不毁乡校  , 乡校  就是集中进行教育的场所。 执法

小吏  兼着民间教育的职能,这跟前些年我国在中小学校设法制副校长有些相似。教育的方法免不了

粗暴,这就是 鞭作教刑  。把坏孩子脱光了打他个体无完肤 臀无肤  , 噬肤  ,身上出现鞭痕:

− −,这就是爻字。井、交、爻、文都是相通的字 [ 27 ]。 %礼记 ∋王制 &所谓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 孔疏:

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  郑玄注: 交趾,足相向然。 两足相向,如何走路? 我认

为, 交  应当是 文  , 交趾  应为 文趾  ,即文其足部。%史记 ∋周本纪 & 亡如荆蛮,文身断发。 应
劭注: 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 正因为御廌是法制副校长,所以身边离

不开 井  。于是甲骨文才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字 #廌井 ∃,左廌右井。开始是教育坏孩子,后来是教育

违法者,开始是文身,后来是黥刑,还有其他残酷的刑罚。当 #井刀 ∃ 这个字出现时,它只是记录和强

调其暴力无情的一面。而它的前身,那些促使我们的先民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在齐鲁原野上的夕阳余

辉中闪动的美丽动人的文身图案,早已荡然无存,给后世留下的只是令人生畏的刀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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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身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特别是给儿童文身,他们会哭闹的。而且文身是较长时间的工

作,有复杂的程序。因此需要 校  即 井  来固定人的身体。 %易经 &里说的 噬肤  ,就是文身的过
程。 噬  ,咬也。亦即 肴  。文身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毅志薄弱的年轻人免不了要大呼小叫。于是
便有了 倄  字。 %说文解字 &说: 倄,刺也,从人肴声,一曰痛声。 %广韵 &: 倄,痛而叫也。 这个字反
映了用 井  把人固定起来在皮肤上刺青的情景。

说到文身的 文  字,也是由于文身而得来的。 文  字本身即来源于 文身  。 %说文解字 &说:

文,错画也,象交文。 %史记 ∋越世家 &: 剪发文身,错臂左衽。 注: 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

臂。 以刀割肤,令血出,又填之以墨,赤青相交。于是有 #文彡 ∃ 字。 %广韵 ∋ 文韵 &: #文彡 ∃,青与赤
杂。 又 %礼记 &: 青与赤谓之文。 文身,施行于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人群。其目的是规范人们的行为,

变野蛮无序为文明有礼。有礼的外化就是有形,形字就是 井  与 彡  的合一。文身启自额, 天  也,

又扩至胸, 人  也。故有 侀  字。甲骨文中的 文  字就是类似 爻  字中间有各种符号图案,表现的

正是男子二十岁文胸之义。于是,联想到颇有争议的 丼  字,爻中加点和井中加点的字,这几个字都

是相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 丼  字起初便是文身。周清泉 %文字考古 &中列出了十个甲骨文的 文  
字 [ 27 ]。其字形是斜立之 井  ,中有各种图案。如果我们把这个字摆正的话,那就是 丼  字。

古代的文身还施于马匹。 %周礼 ∋夏官 ∋ 校人 &: 春祭马祖,执驹。 郑玄注: 郑司农曰:执驹勿

令近母;  二岁曰驹。 %大戴礼记 ∋夏小正 &:四月 执陟攻驹。 戴德传: 执也者,始执驹也。执驹也

者,离之去母也。 小马二岁当文身。甲骨卜辞中有 马丼  、马不丼  、贞马其丼  、贞七白马一丼
惟丁取。 [胡厚宣: %释丼 &%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 &上册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 515页。]对二岁小

公马进行文身,是为了便于管理,避免母子交配,弱化良种马匹。也许乱伦的禁忌在起作用。

文身的文化含义十分丰富。它包括:其一,男童八岁应离开母亲们,由舅舅们集中教育培训。母

亲们要远离那些有着文胸符号的少年们。其深意是母亲们与儿子们性关系的禁忌,俗称 儿大避母  ;
其二,女童十四岁文乳,父亲们看到有文乳符号或图案的少女则应当约束自己的行为。其深意是父亲

们与女儿们性关系的禁忌;其三,女童十四岁文乳与男子二十岁文胸,是兄弟们与姐妹们之间性行为

的禁忌。他们或她们只能在族外去寻找伙伴。文身的社会职能,是用特定的图案符号确定个人与图

腾 (祖先 )之间,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从而派生出个人对他人、个人对集团的

行为模式。 %尚书大传 &佚文: 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官。 通过对违反文身禁忌者的制裁,慢慢演生

出最早的刑罚。文身的文化含义,就是后来儒家所概括的 仁者人也,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 人之
所以为人  的理论,和 同性不婚  , 男女授受不亲  等风俗习惯。然而, %易经 &彖词的概括则更为精
道: 天,文也,人,文也。文明以止。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文即文身,包括文额、

文胸;明即明示,止即行有所止。在远古社会,在那些被后世儒家渲染的玄妙理论的背后,不过是一些

平常而朴实的生活经历。

以蚩尤为首领的东夷部落,由于发明了文身,施行了禁忌从而强健了人种优势,故形成了由九个

血亲集团、八十一个氏族组成的强盛的父系部落。这就是 %龙鱼河图 &所谓 蚩尤兄弟八十一人,  铜
头铁额  ,横行天下的真实含义。但是也许正因为父系氏族取代了母系氏族制度而触犯了古老传统,

故引起内部纷乱,从而被黄帝部落乘机征服。但蚩尤部落的文明成果包括五刑之法都被后世继承和

延续。

殷商民族继承了东夷民族的文身习惯。这个过程很可能是在 殷因于夏礼  和因袭地域风俗习惯
的形式下悄悄完成的。后来,殷商政权被周人推翻,殷人整族整族地被降为奴隶。这时,殷人额上的

墨痕便又一次成了奴隶的象征。而当着执法小吏给奴隶或罪人文额之际,文身习俗便寿终正寝,而真

正意义的 黥  刑便问世了。
五、廌与旄舞、战鼓、律

古文 豐  字与 無  字同义。 %说文解字 ∋ 林部 &: 無,豐也。 而 無  与 舞  为一字 [ 27]。 卜辞

無当为舞之本字  [ 29]。故 豐  与 舞  同义。马叙伦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 &说: 舞为武之转注字,亦夾

之后起字。盖夾从大,象执旄尾而舞,亦武之后起字。 于省吾 %甲骨文字释林 &说: 后起的舞字为独

体象形字,其上部既象左右执武器,同时也表示着舞的音读  [ 30]。这些信息向我们披露了远古的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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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之间的神秘联系。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曾说到原始人的祭祀与舞蹈的关系:

这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各部落各有其正规的节日和一定的崇拜形

式,即舞蹈和竞技。舞蹈尤其是一切宗教祭奠的主要组成部分。 [ 31 ]在中国远古社会,礼与舞蹈之间

的联系,就是以舞求豐,即用乞求神灵保佑之舞,获神灵降之以豐 丰厚的收获。这些收获物又被

置于 豆  中,复以歌舞答谢神灵。而 礼者履也  的 履  ,也许指的就是舞蹈时的齐整而虔诚的舞步。
古人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祭祀和战争。而能够把祭祀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活动,就是与战争有关

的祭祀活动。这个活动内容丰富,包括对战神 黄帝或蚩尤 的祭拜,颁发信符、武器、号角、战

鼓,宣读战争的誓词,其中有奖赏和惩罚的内容。战争胜利之后还有献俘、颁赏、行罚。这些活动常常

伴随着战士们的舞蹈,叫作旄舞,即执牦牛之尾而舞。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接着
说到原始人战前舞蹈的习惯: 这些战士发起一个战争舞蹈,凡参加舞蹈的人,就等于宣告加入了出征

队,队伍便立刻组织起来,即时出动。 [ 31]这情景有如 %尚书 ∋尧典 &之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即以石
磬之音率百兽之舞。 %牧誓 &载:周武王右手 秉白旄以麾。 即用 白旄  指挥队伍。 在我国古代的习

俗里,本来作为统帅指挥部队军事行动之用的黄钺和白旄,也就成为指挥舞蹈的用具,而战士们手中

的干戈矛等,除作为武器外,也是战争舞蹈中所执的舞具。 [ 32 ]在这里,牦牛之尾与廌之尾的作用完全

一致。

远古社会有执兽尾而舞的习俗。如 %吕氏春秋 ∋古乐 &: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

阕  。盖即周礼六舞中的旄舞。 %说文解字 &: 旄,幢也,从方从毛  。段注: 以牦牛尾注旗竿,故谓此

旗为旄  。%玉篇 &: 旄,旄牛尾,舞者持  。牦牛之尾是系在旗杆上端的饰物,相当于乐团指挥用的指

挥旗,战士们手执盾牌刀枪,随旄而舞。这个旄尾之旗就是 旄旗。 牦牛之尾的原型可能是廌之尾。
那么,廌尾之旗就是 廌旗  。于是,我们发现,礼起源于战争之祭祀,祭祀的对象是战神,即蚩尤。蚩

尤的图腾是独角兽廌,故指挥旗尖头系着廌之尾。而且祭祀的物品是扳指,即玉琮,它是弓矢的辅助

用具,也是武器的一部分。而且琮上的人面和兽面纹饰很可能就是蚩尤和独角兽。但是,仅用旗帜来

指挥军队还是不够的。因为人们夜间看不到旗帜。于是才出现了全天候的战鼓之音。

甲骨文的舞字,写作 夾  。有如一人两手各执一廌尾而舞。这也许是原始部落颁布古老 法令  
的仪式。而远古社会最重大的立法活动就是蚩尤创制法 (五刑 )。更为奇异的是,蚩尤与皋陶都是廌

的代名词。于是,在口耳相传的纷繁的史影中,一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碎片神奇地嵌合在一

起,而且天衣无缝。此刻,我们终于有机会透过数千年的尘雾,去直面我们的先民 用眼睛去看,用

耳朵去听。于是,我们便发现了战胜之神、舞蹈之乐和战鼓之音的三向重迭,这就是最初的 律  。
中国古代的 律  字可能像 刑  字一样久远,并长期成为封建历朝法典之名。但 律  字的法律含

义是如何形成的? 这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律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 律,均布也。从彳聿声  。段玉裁注: 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

归于一,故曰均布也  。 律  的第一个含义是音律、声律、乐律,即音之高低、快慢。 %尚书 ∋ 舜典 &:
声依永,律和声。 孔传: 律谓六律六吕, ((言当依声律以和乐。 律  的第二个含义是古代用来校
正音乐标准的管状仪器。共有十二支,成奇数的六支称为 律  ,成偶数的六支称为 吕  ,统称十二
律。 %礼记 ∋月令 &: 律中大蔟  。蔡邕注: 律,截竹为管谓之律。律者清浊之率法也,声之清浊以律

长短为制  。 %史记 ∋律书 &: 壹秉于六律  。司马贞索隐: 古律用竹,又用玉,汉末以铜为之  。
在甲骨文中, 律  字的基本字形是聿。该字由两部分组成: 丨  (或 竹  字的半边 ) 和 又  。

丨  (竹 ) 代表木棍 (或竹竿 ), 又  代表手。聿字表示以手执木 (竹 )之义。木 (竹 )即木制 (竹制 )的

鼓槌。这样, 律  字的本义是击鼓、击鼓者、击鼓之音。在远古时代,正如 %左传 ∋ 成公十三年 &所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战争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鼓声成为指挥军队或沟通情报的重要手段。 %易
经 ∋师 &: 师出以律  。甲骨文资料中有 师唯律用  .

。 律  即鼓之音调和频率。 %诗经 ∋小雅 ∋ 采
芑 &: 征人伐鼓  。在古代传说中,黄帝曾经用夔的皮制作鼓, 声闻五百里  /。黄帝打败蚩尤后召开
部落联盟大会, 合符釜山  0,统一兵符和量器,并 作为清角。 1此举与舜 同律度量衡  2性质相同。
当文字诞生之际,这些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便自然成为文字创作的既定素材,并具有了非如此表示

不可的必然性。

18



古代的战鼓或许像编钟一样是一组或一套的。最古老的战鼓名字叫 皋陶  ,而最古老的法官和
司寇也叫 皋陶  ,这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 %竹书纪年 &: 咎陶作刑  ; %风俗通义 &: 咎陶谟,虞始造

律  ; %急就篇 &说: 皋陶造狱法律存  ; %后汉书 ∋张敏传 &: 皋陶造法律  ; %路史∋后纪 ∋ 少昊 &: 立
犴狱,造科律, ((是皋陶  。可证,皋陶与律有着密切联系。姑且称其为 皋陶造律  。这些战鼓是
由不同长度、直径的鼓木蒙以兽皮而制成的。西周时已有专门制作鼓的工匠。鼓的规格不同,击打时

发出的声调和传播的距离也不同。 %周礼 ∋冬官 ∋考工记 &载: 鼓大而短,则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

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周礼 ∋春官 ∋大师 &说: 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这里说的 同律  
即事先约定好的鼓点儿 鼓声的高低和频率。能听懂并说出鼓音所表达内容的人,就是 聖  ,即聪
明的军事首长。这种鼓点儿就是指挥军队行动的号令,具有极大权威,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将受到

严惩。这些内容在古代战前的誓词中并不少见。如 %尚书 ∋甘誓 &: 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
战鼓皋陶的权威兼而受到刑官皋陶的拱卫。而皋陶则由于严明赏罚而被后人歌颂: %诗经 ∋鲁颂 ∋泮
水 &: 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献即谳,献聝、献囚,即核实战功以行赏赐之

义。至此,古代的 律  字便由击鼓者演变成战鼓,进而演变成战鼓发出的声音,即军令、军纪。

聿字加上彳便演化为律 [ 33]。彳是行字的半边,表示街道、路口、村落。当 聿  演变成 律  时,也

许古老的社会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革。古老氏族也许由游牧转为定居。原先的军事组织演变成半军

事半行政化的村落。这时的战鼓被固定安放在村中央的某处。而这时的鼓声除了军令之外,更多地

是通知众人开会、纳粮、出丁之类,如同当年人民公社生产队的钟声一样。

战鼓发挥功能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鼓点节拍要一致,其包含的内容须统一而明确。 %礼记 ∋ 投
壶 &即记载鲁鼓的节拍为:〇口〇口〇〇〇口口〇口〇;薛鼓的节拍为〇口〇〇〇口口〇。郑注: 此

鲁薛击鼓之节也。圜者击鼙,方者击鼓。古者举事,鼓各有节,闻其节而知其事矣。 按 %释文 &的解
释,鼙鼓之音为〇,音榻;大鼓之音口,音堂。 %周礼 ∋大司马 & 中军以鼙令鼓。 鼙鼓是用来指挥的小
鼓。上述节拍用今天的方法来表示分别是:榻堂、榻堂、榻榻榻、堂堂榻、堂榻;榻堂、榻榻榻、堂堂榻。

这些鼓点的节拍和含义,击鼓者和听鼓者必须精确地掌握;二是鼓的设置地点要合理。太近了没有必

要,太远了听不到。由中央领袖发出的鼓点儿像波纹一样一波一波地传出去,又一波一波地反馈回

来。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上级下级通过鼓音全天候地准确无误地传递信息。这也许就是
均布  的本义。许慎的解释必有所本,但其古义当时或已失传。

律  通 率  。两个字是同义字。祝总斌老师指出:率的法律含义产生得比律字还要早些 [ 34 ]。率

就是标准、尺度。商鞅变法后,制定了杀敌若干、晋爵何级、授田几许的标准,这就是率。及至汉代,仍

沿用了此义。 %汉书 ∋李广传 &: 诸将多中首虏率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颜师古注: 率,谓军功封赏

之科著在法令者也  。此 首虏率  与 %史记 ∋ 商君列传 &所谓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  亦即商鞅的
军功率  ,也许有着内在联系。青川木牍载: 二年修为田律  。其中 二年  ,系秦武王二年,即公元

前 309年 [ 35]。这是目前所见律字以法律字义出现的首例。立功受赏之率变成授受田土之律,是十分

自然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依稀嗅到了秦人 改法为律  的文化气息。
六、廌与皋陶、弓矢、灋

皋陶是尧舜时的大法官。 %说苑 ∋君道 &: 当尧之时,皋陶为大理  ; %春秋元命苞 &: 尧为天子,

梦马啄子,得皋陶,聘为大理  。 %淮南子 ∋主术 &: 皋陶瘖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  。 %尚书 ∋尧典 &载
帝舜曾任命皋陶为法官,执掌刑政: 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  。 %尚书 ∋ 皋陶
谟 &又详载皋陶与禹的对话。 %大戴礼记 ∋五帝德 &: 皋陶作士  。可见,皋陶成了历经尧、舜、禹三个

时期的超级寿星。其实,皋陶不是一个人,而是廌图腾部落的后裔,因长于断讼,工于刑政而世代因袭

司法职务,这在当时是极自然的事。

皋陶能够世袭刑政之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图腾部落一直较为稳定地居住在中原 (今山东 )一

带。当年黄帝打败蚩尤,命少昊氏统率旧部,蚩尤旧部便仍在山东一带居住下来。故 %帝王世纪 &说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  。 %左传 ∋昭公十七年 &载郯子言少皞 (昊 )氏以鸟名官,命 爽鸠

氏司寇  。 %左传 ∋定公四年 &子鱼追述云:周天子 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虚  。 少之虚  便成了鲁国
的封地。 %左传∋昭公二十年 &载晏子说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  ,亦指今山东一带。 %帝王世纪 &说 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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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生于曲阜  ,亦在山东。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记蔡墨云: 少皋氏有四叔 (弟 ) ,曰重、曰该、曰修、

曰熙, ((该为蓐收((世不失职,遂济穷桑  , 金正曰蓐收  。 %尸子 ∋仁意 &说: 少昊金天氏邑于

穷桑  ,穷桑即在山东。 %国语 ∋晋语 &载,虢公梦见 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  。史官占之,

对曰: 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刑神也。 %史记 ∋周本纪 &%正义 &引 %帝王世纪 &云: 炎帝自陈营都

于鲁曲阜,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颛顼始都穷桑,徙商丘。 
如是,则历代著名法官皆居于齐、鲁之间,岂偶然哉!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氏族的融合,廌的形象也忽明忽暗,逐渐模糊起来。后世描述它的时候,便有

似牛、似羊、似鹿、似麒麟诸说。皋陶的形象也是如此, %荀子 ∋非相 &说: 皋陶之状,色如削瓜  ; %淮南
子 ∋修务 &说: 皋陶马喙  ; %白虎通 ∋圣人 &则说: 皋陶鸟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  。大约是
少昊氏以鸟名官,才使皋陶的脸上生出鸟嘴来。然而,皋陶始终与廌保持着特殊的联系。 %论衡 ∋是应&
说: 觟 #角虎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斯盖

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  。这个觟 #角虎 ∃,就是廌。它曾在最初的神明裁判中
大显身手,故而成为蚩尤部落的图腾和法官的代名词。

以廌为图腾族徽的氏族,虽经百般曲折,辗转流离,然而终于历尽艰辛,绵绵不绝,直到夏商。尽

管关于夏代的史料寥若晨星,但我们仍能看到夏代确是皋陶之法的直接继承者。 %隋书 ∋ 艺文志 &:
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 %周礼 ∋秋官 ∋司刑 & 司刑掌五刑之法  ,郑玄注: 夏刑大辟二百,膑

辟二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  。夏的 五刑  正是从皋陶的 五刑  那里继承的。 %左传 ∋昭公十四
年 &记载晋大夫叔向的话说: %夏书 &曰: )昏、墨、贼、杀 ∗。皋陶之刑也  ; %尚书 ∋ 皋陶漠 &载皋陶的
话: 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甘誓 &载夏启的誓词: 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可见,夏

代不仅继承了皋陶的 五刑  和刑法原则,还继承了皋陶的神权法思想。

在商代的甲骨文里不仅有夏代五刑 (墨、劓、刖、宫、大辟 )的文字,而且还出现了 廌  字。正是关
于神奇的独角圣兽的最早的真实记录。在一块卜骨上还同时出现了 御臣  、御众  、御廌  的字样。
郭沫若先生在 %出土文物二三事 &中指出: 御廌  即商代的 执法小吏  的名称。在 廌  这个用尖刀
划刻在卜骨上面的并不复杂的字上面,凝结了多少个世纪的人们凭口耳相传的实实在在的历史!

古代 法  字写作灋,这已为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墓竹简所证实。说到 法  字的本义,人们常常引

用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 &的说法,即: 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从去  。又
说, 今省作法  。秦汉时的 法  字之所以去掉了 廌  ,也许是因为不喜欢东夷的图腾的缘故。许慎
的解释无疑是总结了汉代知识界关于 法  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但并不完全符合 法  字的本义。那
么,古代 法  字的本义究竟是什么呢?

古 灋  字由三部分组成, 其一,氵,即水。它有两重含义:一是它的实践性含义。远古人群的生

活范围常常以山谷河流为界限,它们约定俗成地被视为此氏族活动的终点和彼氏族活动的起点。当

时,个人不可能离开它的氏族则 离群索居  。 放逐是原始氏族最可怕的惩罚之一  [ 36]。正如恩格斯

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指出的: 凡是落部以外的,便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在没有明确的

和平条约的地方,部落与部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而且这种战争进行得很残酷  [ 31]。因此,放逐是无

异于死刑的严酷惩罚之一。人们把违背公共生活准则的 罪犯  驱逐到 河那边  去,就是死刑宣告。

这样,久而久之,就使河流带有刑罚的威严,并进而被赋予一种文化的意义,因为它成了当时公共生活

准则的化身;二是宗教信仰上的含义。古人认为,违反公共生活准则的行为是对神的亵渎,是 不洁  
的罪行,一定会招致神灵对整个氏族的惩罚。因此,除了把罪犯流放之外,还要清除这种 不洁  的余
毒,勿使其流传。这个清洁剂就是水。 %周礼 ∋ 秋官 ∋ 掌戮 &: 凡杀其亲者焚之。 %礼记 ∋檀弓下 &:
臣弑君,凡在官者杀无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杀其人,坏其室,洿其宫而潴焉。 不仅要把杀亲
弑君弑父的罪犯杀死,还要火焚其尸,毁坏他的住所,用水淹之,以除不洁。 %睡虎地秦墓竹简 ∋法律
答问 &有 疠者有罪  , 定杀水中  的规定。即将患麻风病的犯罪者活活淹死在水中。这样,水便与火

一样充当了观念上的 清洁剂  。古人对死是恐惧而厌恶的,即使死者是君王亦不例外。 %周礼 ∋ 春
官 ∋小宗伯 &: 王崩,大肆,以柜鬯  。即以黑黍香草造的酒浴尸。民间丧礼,则以洗米水加热后浴

尸。水和酒成了特殊的 清洁剂  。古代的大傩礼便是在驱逐疫鬼、祈求平安的原始巫术的基础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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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 %周礼 ∋夏官 ∋方相氏 &: 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  ; %礼记 ∋月令 ∋季春 &: 命国傩,九门

磔攘以毕春风  ; %论语 ∋乡党 &: 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可见,大傩礼其由来者上矣。 %续汉书 ∋
礼仪志 &载东汉大难礼仪式:众人列队,执戈扬盾,作十二兽舞,把想象中的疫鬼投入洛水中。宗懔 %荆
楚岁时记 &亦载民间傩仪: 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  。水同样起了消灭疫鬼、保障平安的
双重作用。古代 法  字中的 水  ,并无公平之义。其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是强制性行为规

范的符号。至于公平、公正之义,是战国法家为了以平民之 法  取代贵族之 礼  而给 法  字新加上
去的 添加剂  。

其二是廌。它是蚩尤部落的图腾。而 蚩尤  、咎繇  、皋陶  不过是读音和文字表达符号。据
%尚书 ∋吕刑 &记载,蚩尤是 法  的缔造者,他 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  , 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黄帝
战胜了蚩尤,很快将他们 同化  ,并吸收了蚩尤创造的 法  。正如 %龙鱼河图&所谓: 蚩尤殁后,天下

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 皆为殄伏  。 蚩尤形

象  与其说是 廌  ,勿宁说就是 法  。于是, %韩非子 ∋十过 &载: 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 ((蚩尤
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  。蚩尤部族臣服了黄帝并在新的部落联盟机构中世世代代主管司法。正
如 %论衡 ∋是应 &所说: 皋陶冶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  , 斯盖天生一角圣兽,助狱为验,故皋陶敬

羊,起坐事之  。可见,廌是黄帝建立部落联盟之后世代主管司法的部族的图腾。在古 法  字中,廌

是社会权威机构的象征。

其三是去。许慎视之为动词,取弃去之义。但他在 %说文解字 &又指出: 去,人相违也  。这一解
释必有所本,可惜语焉未详。 去  字的古文作大弓 ,其实由矢、弓 两部分组成。上者为矢,下者为

弓。还有一个字可以证明弓矢合而为去。%管子 ∋轻重甲 &: 三月解 #勹去 ∃,弓弩无軭移者。 #勹去 ∃是放置
弓矢的器具,有隔潮的功能。弓矢置之三个月后取出来,都没有变形走样。弓矢是原始人重要的生产

工具和武器,人们常常在弓、矢上面刻上记号或族徽。 去  字的本义表示弓与矢相离,两者的记号不

相合。该字与 夷  字的本义正相反。古 夷  字字形正由弓、矢二字重叠而成: 卜辞雉从佳,或从弓

矢之合书,即雉,省作夷。 %说文 &以夷为从大从弓,误矣。 [ 37]
因此, 夷  的古字字形表示矢、弓合一 ,

意即弓与矢符号相同,正好是一套。原始人常常因为猎获物的归属问题发生纠纷,解决的办法是看猎

获物身上的矢与人们手中的弓之间记号是否一致。 %易经 ∋明夷 &: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一只马的左股被射伤,在伤口处发现箭头,据此查到箭的主人并责令医治马伤,这是对的; 明夷于南

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射伤了一只野兽,一直尾随追到南方村落,因为野兽身上有箭头,当地人不

敢拒绝归还;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有一个猎人追到别人家索要一只猎物,从猎物左腹

发现箭头,终于满意而归;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不肯把弓交出来验证,太暧昧了,这猎物不

是你射的,就好像朝天射了一箭,又落到地上,你的箭头还在那里呢。正因为弓矢是最可靠的证据,所以

诉讼双方都要出示证据,即 明夷 。%周礼 ∋秋官 ∋司寇 &载: 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于朝,然后听之  。
%国语 ∋齐语 &: 坐成以束矢  。韦注: 两人诉,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则曲 。%睡虎地秦墓竹简 ∋为吏之
道 &: 听其有矢,从而则之。 至于 入矢  、有矢  的意思,有人认为是发誓,有人认为是证明自己已像

矢一样正直,还有人认为是交 诉讼费  。这些也许都不符合其本义。其实,它们正是从古老习俗 明

夷  即出示证据 弓矢匕演变形成的。

在战后论功行赏之际,弓本身就是捕获俘虏的直接证据。以弓缚首便是 臣  字。 臣  即战俘。
甲骨文 臣  字即由外部、内部两部分组成:内部长形半环像人首,外部半圈像弓。甲骨文弓字有两形:

一为张弦之弓,二为弛弦之弓。古人狩猎或临战时张弦,此后脱弦,与矢一起妥为保藏。 %易经 ∋睽 &: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  。 弧  即弓弦。此是说,有一路人马远道而来,可能是强盗,遂张弓

备战。走近一看,不是强盗,而是娶亲的队伍,遂脱下弓弦。战争之后,胜利者将弓弦脱下,并用弓弦

捆缚战俘之脖项,牵之以返。此时,弓还有另外一层作用,就是证明俘虏是属于自己的战利品,别人不

能争议。其目的是等待论功行赏。 %诗经 ∋鲁颂 ∋泮水 &: 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

囚  。这是 既克淮夷  , 淮夷卒获  之后论功行赏的情景。馘, %毛传 &: 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

左耳曰馘  。献即谳,讯问,谳囚不是审问战俘,而是论功行赏。这是古老军法的重要职能之一。 %睡
虎地秦墓竹简 ∋封诊式 &中载有两战士战后相互争首级而致诉讼的内容,长官只得 诊首  ,凭借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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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来判断。这是战国时代的事情。但是在远古时代,这种矛盾已经被解决了。因为古人的弓矢

上面刻有族徽或记号,挂在俘虏上的弓便是直接的证据。久而久之,以弓弦捆缚他人的脖项,便带有

统治、打败或奴隶身份的特定的含义。因此,以弓缚首是带有侮辱性的动作。 %左传 ∋ 襄公六年 &载:

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长相优,又相谤也。子荡怒,以弓梏华弱于朝  。杜预集解: 张弓以贯其颈,

若械之在手,故曰梏。 杨伯峻注: 用弓套入华弱颈项,而己执其弦  。华弱与乐辔 (即子荡 )从小一起

长大,亲匿无间,常戏闹无礼,致子荡翻了脸,竟在朝堂之上取弓弦捆华弱脖颈以羞耻之。这段文字的

价值并不在于批评贵族们的言行有失检点,而在于再现了一段被人们遗忘或忽略的古老典故。而 以

弓套入颈项,而己执其弦  ,正是古代 臣  字的本义 以弓缚战俘首  。子荡对华弱的羞侮之义便
在于此。当 %左传 &的作者将这段文字记载下来之际,也许知道其原始的含义,可惜后来被人们遗忘

了。 %说文解字&: 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 牵  字用如动词者,如 %尚书 ∋酒诰 &: 肇牵车
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用如名词者,特指祭祀的牛、羊、豕。 %周礼 ∋ 天官 ∋ 宰夫 &: 飧牵  。郑
玄注引郑司农曰: 牵,牲牢可牵而行者  。 %左传 ∋僖公三十三年 &: 脯资饩牵竭矣  。杜预注: 牵谓

牛、羊、豕  。孔颖达疏: 牛、羊、豕可牵行,故云牵谓牛、羊、豕也  。我以为,以牛、羊、豕为牺牲的是

一般的祭祀,而战胜后的祭祀则用战俘。 以弓缚首  , 牵之以祭  ,这就是 德  字的本义 [ 38]。

发明这种证据制度的就是廌即皋陶。 %诗经 ∋鲁颂 ∋泮水 &: 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  。郑玄笺:

善听狱之吏如皋陶者  。 淑  ,善也,又同 叔  。 %说文解字 &: 叔,拾也。 郭沫若 %两周金文辞大系
攷释 &:叔字 以金文字形而言,实乃从又持戈以掘芋也。 问  ,审讯,考察,追究。 淑问  ,意即刨根
问底彻底调查清楚。皋陶之所以善于听讼,与其说是仰仗着神羊,不如说是靠着证据,即弓矢。 献

囚  的手段靠证据即弓、矢、匕,故甲骨文出现了 #廌矢 ∃字和 [廌匕 ]字; 献囚  的目的是行赏施罚,故甲骨

文出现了 #心廌 ∃,即庆赏的庆 (慶 )字。皋陶是以证据即弓、矢、匕来断案的第一位大法官。后来,这种

做法被商人继承,并最终被箕子所确立。故 %易经 &有 %明夷 &一卦,谓 箕子之明夷  。明确地把箕子
和明夷联系起来。 %尚书 ∋ 洪範 &载箕子言治理国家的九项措施,即 洪範九畴  。其七为 明用稽

疑。 稽  , %广雅 ∋释言 &: 稽,考也。 即考核、调查。甲骨文的 疑  字,左部是上匕下矢,右部即匕

字。 %玉篇 &: 匕,矢镞也。 %左传 ∋昭公二十六年 &: 射子,匕入者三寸。 疑  字由一矢二匕所构
成,正表示在证据上出现了疑问。 明用稽疑  就是 明夷  ,就是搞清楚弓与矢或矢与匕上面的符号
的关系。东夷部落的发明并非被商人抢先注册了专利,在那些被刻划成的文字背后,正是人所共知的

口耳相传的古老故事,其中就不乏皋陶神判的传说,如同后来的包公案、狄公案一样。古代 灋  字的
产生与第一代大法官皋陶相联系,决不是偶然的 [ 39]。

七、廌与饕餮、蓐收、爽鸠

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是玉琮上面的神人兽面纹饰,又称 神徽  ,我认为, 神徽  盖即蚩尤形象和廌
图腾的合体,亦即后来的 饕餮  纹饰。正因如此,那些带有 饕餮  纹饰的玉环被定名为 蚩尤环  、
雕玉蚩尤环  [ 40 ]。有学者推测: 商周青铜器的主题纹饰饕餮纹或许正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神徽发展

的结果。 [ 41 ]李学勤先生明确指出: 良渚玉器和商代铜器的饕餮纹,它们之间显然有着较密切的联

系;  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  商代
继承了史前时期的饕餮纹,还不仅是沿用了一种艺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这在中国古代

文化史的研究上无疑是很重要的问题;  饕餮纹在西周初仍然流行。 [ 42]

西周礼器上多铸有 饕餮  纹,这是从商代礼器继承而来的。这个结论不仅被出土文物所证实,也

与古代文献记载相一致。 %吕氏春秋 ∋先识 &: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反及身,以言报

更也  ; %史记 ∋五帝本纪 &: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 %集解 &: 贾逵
曰: 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  ; %正义 &引 %神异经 &云: 西南有人焉,身

多毛,头上戴豕,性很恶,好息,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饕餮  ; %路史
后纪 ∋蚩尤传 &注: 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象,为贪虐者之戒,其状率为兽形,傅以肉翅  。由上可知:

饕餮即是蚩尤之后,蚩尤亦称炎帝、姜姓, %路史后纪 ∋蚩尤传 &: 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  (蚩尤 ) 封

禅号炎帝  。其形状正是 廌  的形象, 头上戴豕。 豕  即矢,箭。头上竖着一支箭,这正是独角兽的

特征。两旁的 肉翅  正是蚩尤 耳鬓如剑戟  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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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铸造礼器的动因大致有三:一为有功于王室,被册封赏赐,铸其文辞于器而留传后世;二为贵

族间争讼由法官裁决,将判词铸之鼎器之上以为见证;三为征讨不廷者,火焚其礼器而铸新器。如 %国
语 ∋周语 &: 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知民而方不顺时,不供

神祗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 。
铸饕餮之形的礼器当属第三种情况。对那些 贪于饮食,冒于货贿  , 积财而不用,善夺人谷物  

的方国、贵族,来个 大刑用甲兵  ,捣其庙堂,夺其礼器,永远开除他们的贵族身份,然后将礼器焚而铸

之。这种新铸的带有饕餮之形的礼器之所以具有威慑力,就在于它上面有 廌  的形象,这是一种有形

的刑器,无文的法典!

蚩尤与蓐收实际上是一事而二名。其理由是:其一,蚩尤 作五兵  , 造冶  ,而蓐收亦金神也。
%左传 ∋昭公二十九年&: 金正曰蓐收  ;其二,蚩尤是刑官,主兵,而 蓐收,天之刑神也  ; %山海经图
赞 &说他 专司无道,立号西阿,恭行天讨  ;其三,两者都属于少皋氏。 蚩尤宇于少昊  ,少皋氏后裔
中的 该为蓐收  。 %国语 ∋晋语二 &韦注: 少皋氏有子曰该,该为蓐收  ;其四,两人使用的兵器是一

样的: 蚩尤秉钺  ,蓐收则 执钺  。故有学者认为: 蚩尤之传说与蓐收之神话实最相类,  蚩尤与蓐
收之相类如此,不敢臆断为一神之分化,惟蚩尤之为刑神可无疑也。 [ 43 ]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爽鸠,即鸷。%说文解字 &: 鸷,击杀鸟也  。又称作鷫爽。 %说文解字 &:鷫爽, 五方神鸟也。东

方发明,南方焦明,西方鷫爽,北方幽昌,中央凤凰  。 %左传 ∋昭公十七年 &:少昊以鸟名官, 爽鸠氏

司寇也。 杜注: 爽鸠,鹰也,鸷,故为司寇,主盗贼。 %左传 ∋昭公二十年 &: 昔爽鸠氏始居此地  。杜
注: 爽鸠氏,少昊氏之司寇也  。 此地  指穷桑,今山东一带。可见,爽鸠即蚩尤、皋陶,亦即廌。只

因它变成了刑神,才出生双翅来。 %淮南子 ∋天文训 &说: 西方金也,其帝少皋,其佐蓐收,执绳而治

秋  。如此,则蓐收亦司寇也。可证,蓐收、爽鸠皆为刑神,亦皆本于廌矣。

八、廌与夔、西王母

甲骨文中的 夔  字, 象人头插羽毛,手拿牛尾巴,独角跳跃的模样。大约是示范性动作。 [ 44]金

文中的夔, 象一个人头上戴着角,手中执着牛尾而舞的样子。古代夔是乐师,因为象人操尾而舞之

形,故转以名乐师也。 [ 45]夔其状如牛,一足,无角 (一说有角 ) ,其声如雷。后被黄帝所获,杀之,以其

皮为鼓。 %山海经 ∋大荒东经 &说: 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

足,出入水则有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

五百里,以威天下。 也许夔曾帮助过蚩尤,故被黄帝处死。 %初学记 &卷九引 %归藏 ∋启筮 &说,黄帝杀

死蚩尤之后, 作掆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  。 %淮南子 ∋ 泰族
训 &说: 夔之初作乐也,皆合六律而调五音,以通八风。 故 %列子 ∋ 黄帝 &说: 尧使夔典乐  。 %孔丛
子 ∋论书 &则说他 为帝舜乐正  。

其实,夔不过是部落联盟中世代主管乐律的部族的图腾。乐律并不是今天的音乐,在远古社会,乐

律实际上起着军法、军令的作用。正如 %易 ∋师&所追述的: 师出以律 。意即军队行动要遵守号令。律
指乐律,即钟鼓发出的高低不同、频率各异的声音,如后世 鸣金收兵,击鼓进军  之类。 %周礼 ∋春官 ∋
大师 &: 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  , 同律  即关于金鼓号角的节奏频率的规定。这些号令具有
极大权威,任何人不得违反,否则便施以刑罚。

据传,最古老的战鼓名叫 皋陶  ,是由不同长度、直径和弧度的鼓木蒙以虎革而制成的。鼓的大
小长短不等,击打时发出声音的频率、传播的距离也不相同。 %周礼 ∋冬官 ∋考工记 &: 鼓大而短,则

其声疾而短闻;鼓小而长,则其声舒而远闻  。郑注: 皋陶,鼓木也  。一云: 鼓名也  。由一组型号
不同的战鼓发出的声音就是指挥军队作战的军号,即 师出以律  的 律  。久而久之,战鼓的名称 皋

陶  也就被借代为军令的代名词。于是,夔发明的六律和战鼓 皋陶  便成了密不可分的同一宗遗产
而留传于后世了。

廌可能还是西王母的原型。廌是图腾,而西王母与蚩尤、咎繇、皋陶、颛顼、祝融等同样是它的发音。

蚩尤与西王母都出现于黄帝时代。%云笈七签&卷一 %轩辕本纪 &说,西王母 慕黄帝之德,乘白鹿来献白

玉环  ; %绎史∋黄帝内传 &说: (黄 )帝既与王母会于王屋  。此后又见于尧舜禹时代。 %新书 ∋ 修政语
上 &: (尧 ) 身涉流沙,西见王母, 地封独山  。 %竹书纪年 &: 帝舜有虞氏, ((九年,西王母来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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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别通 &: 禹使益见西王母  。此后,据 %竹书纪年 &载: (周穆 ) 王西征昆仑,见西王母。其年,

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  。
%山海经 ∋大荒西经 &、%西山经 &载:西王母生活在 昆仑之丘  , 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  , 戴

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

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那么,西王母所居的昆仑山在哪里呢? 这是古往今来聚讼的难题。不少学者认为古昆仑山即今

新疆西藏交界处的昆仑山脉。今学者雷广臻推出新说,认为 古昆仑山即今燕山  , %山海经 &之海确
是渤海,  古昆仑文化即红山文化。 [ 46 ]诚若是,则西王母的故乡亦在东夷。

西王母 蓬发戴胜  。郭璞注: 蓬头乱发,胜,玉胜也。 司天之厉及五残  。郭璞注: 主知厉及五

刑残杀之气也。 西王母的 蓬头乱发  ,与 %述异论 (上 ) &所说:蚩尤 耳鬓如剑戟,头上有角  ,和 %文
选 ∋西京赋 &所谓: 蚩尤秉钺,奋发被般  的形象,十分相似。西王母头上戴的胜,可能是玉制的装饰

物,用它来把头发束成一个角型。这个 玉胜  很可能就是象征蚩尤头上的独角。有学者认为戴胜为
东夷鸟夷的图腾: 西王母头戴戴胜,乃是以戴胜鸟为图腾。这种习俗,后被中原女子于发髻上插玉鳳

为饰所取代。西王母既以鸟为图腾,乃东夷族鸟夷的一支,虽西迁至羌人区,仍不忘旧俗。 [ 47]西王母

掌管天灾和刑罚,而蚩尤也主常兵刑。故西王母与蚩尤也许本同一事。

西王母住在石洞里,故世传有 西王母石室  。 %汉书 ∋ 地理志 &: 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淮南子 ∋地形训 &高注引 %地理志 &: 西王母石室在金城临西北塞外  ; %太平御览 &卷 38引 %十洲
记 &: 赤水西有白玉山,山有西王母堂室  。刘歆 %上山海经表 &中说: %山海经 &所载, 皆圣贤之遗

事,古方之著明者,其事质明有信。 他举例说: 孝宣帝时,击石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

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昭问何以知之,亦以 %山海经 &对。其文曰: )贰负杀
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 ∗。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 %山海经 &者。 [ 48 ]汉宣帝时发现

的石室是不是西王母的石室呢? 如果是的话,就可以证明,西王母的石室其实就是牢狱。如此,则西

王母便是司狱之神了。

九、廌与象刑、筆

历史上有没有 象刑  ? 象刑  究竟是怎么回事? 它与廌有什么联系? 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争

而未决的一宗公案。 象刑  一词源于 %尚书 ∋益稷 &: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又 %尚书 ∋ 吕
刑 &: 象以典刑  。由于对 象  字的不同解释,就造成 象刑  的歧义。这主要有三种说法。其一,

依照刑  说。意即依从法律。象,法式、效法。如 %楚辞 ∋九章 ∋橘颂 &: 行比伯夷,置以为象  ; %尚
书 ∋微子之命 &: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贤  ; %墨子 ∋辞过 &: 左右皆法象之  。刑、典刑是典则、法
律的意思。 象刑  、象以典刑  是依照法律进行审判、定罪、量刑;其二, 象征刑  说。意即象征性的
刑罚。象:服饰、象征。 %诗经 ∋风 ∋君子偕老 &: 象服是宜  。 %易 ∋系辞下 &: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

也  。孔颖达疏: 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也  。 象刑  、象以典刑  就是
用 画衣冠、异章服  的办法代表肉刑和死刑,以羞辱性的服饰来制裁犯罪的人;其三, 颁布刑  说。
意即颁布法典。象:图象、魏阙。即 %周礼 ∋天官 ∋大宰 &、%周礼 ∋ 秋官 ∋ 大司寇 &所谓 治象之法  、
刑象之法  。即把犯罪、刑罚的情状用绘画的形式表示出来,悬示于魏阙,公之于众,让不识字者知所

避就。本人以为,三说之中,以第三者为近是。

象刑  盖即远古时代公布法律的一种形式。肇始于黄帝颁布蚩尤之五刑。 %尚书 ∋吕刑 &载:

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 ((苗民弗用,灵 (令 )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逸周书 ∋尝麦 &:
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命之曰绝

辔之野。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 %龙鱼河图 &载:

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八方。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

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伏。 这个 蚩尤形象  ,与其说是廌,毋宁说是五刑即五种肉刑之形象。后

世继承了这一做法, %史记 ∋武帝纪 &元光元年诏: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

俾 (服从 )  。在远古社会,以绘画五刑之形象来公布法律,此亦远古 象刑  之初义,其绘画的工具就

是筆。而最古老的筆是用廌之尾或廌之毛制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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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筆  字写作 聿  。其形亦为以又执丨。 %说文解字 &: 聿,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不

律。燕谓之弗。从聿一声  。桂馥义证: 所以书也者, %释名 &:筆,述也。述事而书之也。 %急就篇 &:
筆研筹筭膏火烛。颜注:筆所以书也。一名不律,亦谓之聿。徐广 %車服杂注 &:古者贵贱皆执笏,有事

则书之,常簪筆。%说苑 &:王满生说:周公藉草牍书之。 %殷代家传 &:殷泰善书记:上叹曰:非惟秋兔

之毫,乃是鹰鹯之爪。楚谓之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者, %释器 &:不律谓之筆。郭注:蜀人呼筆为

不律也。语之变转。馥案:不律,犹令丁为铃, 终葵为椎, 俾倪为陴,不疑为丕是也。 %说文解字 &:
筆,秦谓之筆,从聿从竹。 桂馥义证: 秦谓之筆者, %赵策 &:臣少为秦刀筆。 %史记 &:蒙恬筑长城,取

中山兔毛造筆。 %古今注 &: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筆,世称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

造筆,即秦筆也。古以枯木为管,廌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 %广志&:汉诸郡献兔
毫。书鸿门题,惟赵国毫中用。蔡邕 %筆赋 &:惟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性精亟以摽悍,体遄迅而

骋步。削文竹以为管,加漆系之绳束,形调博以直端,染元墨以定色。 今见西晋崔豹 %古今注 &谓 鹿

毛为柱。 [ 49 ]唐苏鹗%苏氏演义 &引 %古今注 &亦为 鹿毛为柱。 [ 50]然而桂馥义证独为 廌毛为柱  。盖
鹿  为常见字, 廌  为罕见字。从传写之误而言,将罕见字误写为常见字则易,而将常见字误写为罕

见字则难。古本 %古今注 &早佚。或许桂馥独见另一版本之 %古今注 &? 或许桂馥于某古籍中抄录 %古
今注 &佚文? 无论如何,将廌与筆联系起来绝非偶然。因为廌与皋陶、律本来就就有内在联系。

在远古社会,在岩壁上作画,在陶器上绘图的工具,盖即兽之尾或兽之毛,用它们醮颜料并涂抹

之。这种生产活动或艺术创造可能与狩猎有关。普列汉诺夫曾指出: 原始狩猎者几乎总是具有独特

风格的、聪明的、有时是热情的画家和雕刻家。((原始人只要一天还是猎人,他的摹仿的冲动顺便

就使他成为画家和雕刻家  [ 51]。 %韩非子 ∋ 十过 &: 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  。上漆作画
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可想象的。与此不同,以廌之尾涂抹五刑之象,是一种公布法律和秩序的政治行

为,因其威力巨大,使人们经久不忘。当廌之尾成为笔的初形 聿的时候,用聿在村头街口的建筑

物上涂抹五刑之象时,不正是在向人们展示律字问世的一幅最古老最原始最直观的图画吗?

这种在固定建筑物上涂抹法令、刑罚之象的办法一直流传到后世。如 %周礼 ∋ 天官 ∋大宰 &: 县
治象之法于象魏  。郑玄注: 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

以徇之,使万民观焉。 %地官 ∋大司徒 &: 县教象之法于象魏  , %夏官 ∋大司马 &: 县政象之法于象
魏  ; %秋官 ∋大司寇&: 县刑象之法于象魏  。象魏是诸侯国君宫前一对高的对称的建筑物。定期把
形象之法令公布其上,又定期收而藏之。 %左传∋ 哀公三年 &:鲁宫失火, 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  。可见这些有形象或文字内容的 旧章  ,可以张贴悬挂或书
写在象魏上面,又可以取下来收藏。

以图画形式公布法律是古老民族常用的方法。日本著名法学家穗积陈重指出: 以图画形法规晓

谕人民,是盖文字未兴或已兴而未通行于世之际,对于不识字人民,示法以禁,而警诫之之最有效方法

也  ; 以绘画发布,正与成文法之以文书发布者相同 [ 52]。

在远古社会,除了公布重大法令之外,更为频繁的是战争。而指挥战斗的号令就是鼓声,鼓声便

是军令,不可违犯。击鼓者具有至高无尚之权威。且赏罚之率,又可以用简单的图画来表现。如五刑

之画象。至此,我们似乎看到了鼓槌 聿  与画筆 聿  之间神奇的暗通之处!

战鼓皋陶之音律节拍是通过传写记录来发布的。 %韩非子 ∋十过 &载:卫灵公 夜分,而闻鼓新声

而说之, ((子为我听而写之。 %淮南子 ∋本经 &: 雷震之声,可以钟鼓写也。 战鼓的鼓点儿也是可
以 写  的,以此传布全军上下。写字古作寫。其中的舄字,上部为臼,似捣制和配制颜料的器皿,下部

即廌之尾或廌之毛。该字表示以廌尾或廌毛之笔醮颜料书写之义。听而录之是写,读而录之也是写。

古人就是靠着这种摹写的方法,把最古老的法律,从鼓音之律乃至成文法典,从中央传布至全国。而

皋陶造律  与廌尾寫刑则是同源同路,异曲同工,而皋陶战鼓之音与蚩尤所作 五刑  则更是殊途同
归。以廌尾为筆绘画五刑之形象,此亦远古 象刑  之初义。在口耳相传的纷繁的史影中,一些看似风

马牛不相及的历史碎片终于有机会神奇地嵌合在一起,向现代的人们诉说着往昔的岁月。

因此,当我们仔细端详诸如刖、劓、剕、剢、剭等表示肉刑的甲骨文的字形时,我们也许会突然强烈

地意识到,这些甲骨文与其说是被殷商先民所创造,不如说是被殷商先民所临摹。因为,在这些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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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业已十分成熟的文字出现之前,它们也许已经被殷商先民的先民刻画在草原的山崖上,书写在村

落的墙壁间,不知已经默默无语地存在了多少世纪!

十、廌与神明裁判、法冠

%周易 &筮辞保留了神羊裁判和神虎裁判的古老习俗。 %易 ∋ 大壮 &: 羝羊触藩,羸其角,  藩决
不羸,壮于大舆之车  ,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即用公羊冲决篱笆,看是将篱

笆冲倒,还是被卡住羊角,来判断诉讼的成败。%易 ∋履 &: 履虎尾,不噬人,亨;  履虎尾,噬人,凶;  
履虎尾,愬愬,终吉;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颐 &: 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在无法决定是否
判处罪犯死刑时,让罪犯去踩虎尾,虎如用尾横扫人,则处死,否则不处死。

%诗经 ∋小雅 ∋巷伯 &: 取彼僭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有昊  
概泛指蚩尤部落的领地。蚩尤长于司法审判,曾信奉独角兽神判。因此, 有昊  可能是 古夷人图腾

审判而遗留下来的古老熟语。 [ 13]

春秋时,齐国曾经用羊来裁断疑难案件。 %墨子 ∋明鬼 &载: 昔者齐庄君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

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盟齐之

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 #扌恶 ∃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

而触之, ((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 %春秋 &。 大意是说,齐国

史书 %春秋 &中载有这样一件事:有两家贵族争讼,法官长期不能决断曲直,于是就请一只羊来裁决,其

方法是让争讼双方站在盟所的两旁,分别宣读他们的讼辞,结果,读第一位当事人的讼辞时,用羊角把

那个当事人当场刺死了。

齐、鲁即今山东一带,正好是皋陶的故乡。这种奇妙的审判方法,与其说是古老神明裁判的遗留,

不如说是对先祖皋陶 (即廌 )的乞灵和怀念。

%史记 ∋夏本纪 &: 皋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 %史记 ∋ 楚世家 &: 六,蓼,皋陶之

后  。许即舒,称群舒 (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 )。英、六、蓼、舒当在山东,后受周人的压迫

而南迁,春秋时居住在今安徽六安、舒城一带,与原土著民族友好相处。皋陶的后裔自然以为图腾或

族徽,世世供奉,香火未绝。

然而好景不长,北边避狼,西边进虎,楚国的刀戈日日逼近了。经过一个世纪的围追堵剿,皋陶之

后与土著庭坚族终于失国,归顺楚国。 %左传 ∋文公五年 &载: 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

祀忽诸。德之不建,民之无援,哀哉!  忽:于;诸:此。是说皋陶,庭坚之神位从此无人祭奉了。

其实,楚国与庭紧本属同源,皆奉颛顼高阳为始祖。屈原 %离骚 &的首句为: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

皇考曰伯庸。 %左传∋文公十八年 &说: 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  , 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  ,其
中就有庭坚。庭坚族与皋陶之后长期相处,融和如一。鉴于这些历史因素,战胜的楚国对他们并不十

分忌恨。

楚王灭掉皋陶之后,便把战利品陈列在王宫里,时时把玩。其中有一种嵌着的形象的帽子,很是

奇特精美,便常常戴在头上。久而久之,这帽子便称为 楚王冠  。楚人喜戴此冠。 %左传 ∋ 成公八
年 &: 南冠而絷者  ,即 郑人所献楚囚也。 可证。 %汉书 ∋舆服志下 &: 法冠,一日柱,高五寸,铁柱

卷,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  。 %晋书 ∋舆服
者 &: 獬豸,神羊,能触邪佞  。 %异物志 &云: 北荒之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别曲直,见人斗,触不直

者,闻人争,咋不正者。楚王尝获此兽,因象其形,以制衣冠  。廌的形象于无意之间从皋陶之后的祭
台上转到楚王的头上,真是一次绝妙的 升华  。

秦以 尚法  著称,自然深知为何物。秦王政二十三年 (公元前 224年 ) ,秦灭楚国,尽获楚宫宝

物,那些嵌有形的冠便被送进秦都。秦,嬴姓,伯益之后,奉少昊为白帝。皋陶,偃姓,据段玉裁考证,

嬴、偃本为一字。故皋陶亦为秦之先世。如今于楚宫中发出皋陶之后的遗物,直如获至宝。鉴于是蚩

尤 (亦皋陶 )的图腾或族徽,又是善于决讼的独角兽,故秦王将嵌有形的冠赐给执掌司法事务的御史。

%史记 ∋淮南王安传 &: 于是王 (刘安 )乃令官奴入宫,作皇帝玺 ((汉使节法冠  。 %集解 &: 蔡邕
曰: )法冠,楚王冠也。秦灭楚,以其君冠赐御史 ∗  。嵌有廌形的冠便成为法冠而登上大雅之堂了。

秦亡汉兴,汉承秦旧,汉兵据秦都,如萧何辈有卓识者,尽取秦宫中所藏文籍典册图书,以为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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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为治理泱泱大国,汉不仅沿用了秦的法律、官制,还承袭了舆服之制。故汉代执法官吏仍戴嵌

有形的法冠,或称獬冠,豸冠。 %淮南子 ∋主术训 &: 楚庄王好獬冠,楚效之也  。汉高诱注: 獬豸之

冠,如今御史冠  。不仅如此,皋陶的形象还被画在官署正墙上面,以渲染皋陶端庄正义之气,东汉王

充所撰 %论衡 ∋是应 &: 今府廷画皋陶  , 觟 #角虎 ∃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  。东汉许慎撰 %说文解
字 &说: 灋  ,今省作 法  。当 廌  从古老的 灋  字上面遁去的时候,它已经在执法之吏的法冠上和

官府衙门的影壁上悄悄地存在了几个世纪,为平民百姓习以为常、见惯不惊。它是一帧无彩的画卷,

无言的史诗,向人们诉说着往昔的岁月。

直至唐代,豸冠仍为御史之冠。岑参有诗: 闻欲朝龙阙,应须拂豸冠;  [ 53] %唐会要 ∋御史台 ∋弹
劾 &载: 乾元二年四月六日敕御史台:所欲弹事,不须先进状,仍服豸冠。(( (旧制 )大事则豸冠、朱

衣、熏裳、白纱中单以弹之,小事常服而已。 此其证也。
尔后,廌的形象出现在更多的场合:在已故司法官员的墓壁上,在帝王陵墓的神道旁,它还被当作

吉祥之兽座落在皇宫的飞檐上,俯瞰人间烟火,世态炎凉。

结语

二千多年前的孔子曾经寻找过独角兽,那就是他心目中的麒麟。 %史记 ∋孔子世家 &载 鲁哀公

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图,洛不

出书,吾已矣夫!  二年后,孔子卒。

欧洲人也曾寻找过独角兽。 独角兽是西方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动物。它像马或小羊,额上有一只

美丽的独角。这一形象最早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的绘画中。后来,在西方一直是幸福圆满的象征。 
整个中世纪传统使欧洲人相信存在着一种叫做独角兽的动物。经过多次周游欧洲之后,人们认为独

角兽不大可能生活在欧洲。于是,传统认定,它应该是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异国。马可 ∋波罗游历中国
时,他也在寻找独角兽。 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 [ 54]。

人们寻找的独角兽其实就是廌。它一直活跃在东夷的肥田沃土之上,活在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

之中。廌,这个被称为 夷兽  、仁兽  、圣兽 的神奇而古老的图腾,从它产生的时代开始,便作为正

义与威严的象征,在漫长的法律实践活动中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从而被中华各民族视为共同的法

律文化财产而继承延续下来。它的形象、英名与功勋将永远被深深地刻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卷上

面,供生生不已的后来者景仰、怀念和追思。

致谢: 本文在写作中重点参考了张富祥先生的%东夷文化通考&和周清泉先生的%文字考古&,特此致谢。
注释:

∀ 张富祥指出: 蚩尤与颛顼 二名只不过一音之转 ; 颛顼之名实由蚩尤转来 ; 祝融 或者就是蚩尤、颛顼之名的分化。 参
见%东夷文化通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第 202、252、206页。

+ 清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引%古今注&佚文。
, 清桂馥: %说文解字义证&。
. %屯南&一一九。
/ %山海经∋ 大荒东经&。
0 %史记∋ 五帝本纪&。
1 %韩非子∋ 十过&。
2 %史记∋ 五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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