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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世界各地都有鬼故事，如西洋的吸血鬼、日本雪女、台灣魔神仔……各種傳

說故事在地方產生，演變出具有各地特色的鬼神文化及節慶習俗。就台灣社會而

言，隨著時間歷史的發展，現今人們的神鬼觀念已與佛教、道家、儒家思想相互

融合，深植於日常生活中。在台灣社會生活中，時常會舉辦祭祀儀式，規範許多

禁忌以趨吉避凶。 

  台灣社會的崇鬼神文化相當興盛，不論在生活周遭的宗教儀式，或是體現於

電影文學作品中，都是極具特色的文化資產。隨著時代的演變及科技的發展，或

有些傳統儀式及祭典被視為迷信之負面看法，但仍具有其特色及傳承之意義。 

  從人類信仰體系的發展順序可得知，最初人類對天地自然的原始狀態產生畏

懼，而有了自然崇拜，再來是對於自然內所產生的像物，如龍、熊、象，產生圖

騰崇拜，最後人類將由心而生的畏懼心理人格化，轉至靈魂、鬼神之人鬼崇拜。

畏懼心理的產生，是由於對於自然萬物的不確定性、神秘性，而人類是在文字語

言發展之初，是如何描繪、記錄這些自然現象呢？故想藉由此次小論文寫作，由

現今這些的民間信仰及文化觀念，往回追溯文字發展之初，以字例的字形演變及

發展語意，探討初始人類對於神鬼的觀念。 

  正文中，舉鬼神二字，是為探討最初文字形成之時，人類對於神鬼的描述與

之所帶來的神鬼觀念，舉示靈二字是為探討古人對於鬼神與人類之間關係的想法

與觀念，企圖了解在鬼神的概念建立之後，古人是如何看待人神鬼三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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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字形與語義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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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字形流變 

  「鬼」一字最早出現於甲骨文之中，《說文》：「鬼，人所歸為鬼。从人，象

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1可知鬼字由來已久，以下將由甲骨文開始探討「鬼」

字的字型演變與分析。 

    甲骨文「鬼」，由「人」和「田」構成。田是 字古文的異形。 ，音

ㄈㄨˊ，義為「大頭」，屬象形。從人構形，因鬼由人所轉化。 

  王筠《說文釋例》：「鬼字當是全體象形，其物為人所不見之物，聖人知鬼神

之情狀，故造為此形。」2由此可知，因為鬼是看不到的，所以在甲骨文造字時

便是以人想像中鬼的形象來造字。 

  打自遠古的先秦時代，中國人便慣於將「死亡」作為「歸」，乃取其回歸之

意，而鬼與歸也有諧音關係。而我們現如今所知的「天神、地袛、人鬼（歸）」，

便是由此而生。直到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歸」才遂變為「鬼」字。許慎《說

文》：「鬼，人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3即紀錄了由鬼

字最初的雛型，來自於古人認為：人死後，將幻化成形貌可懼的鬼魂……所以，

「鬼」字的下半部呈人形，上半部則是怪異畸形的頭部。 

 金文 ，承襲自甲文之形，以 為田，可證甲文之形 、 應從 （囟）

而非從田。金文從「囟」從「人」，或從「卩」，疑表示人死而魂氣自囟門上出之

意，離開身體之魂氣便是鬼魂。或加「攴」以顯其可畏，又有加「口」旁為飾。

小盂鼎「鬼」字省「卩」，加「戈」旁。 

  又用作殷周西北部族名，梁伯戈：「鬼方 」。黃河西岸清澗李家崖古城址

西城牆第三層（李家崖文化層）內出土的一件三足甕殘口沿的沿面上有  字

符號，說明李家崖文化先民也自稱為「鬼」。李家崖文化所屬時代以及地域分佈

                                                 
1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2
 清．王筠：《說文釋例》，（台北：世界書局，1984 年 10 月），卷二，頁 9。 

3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9B%9F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4%BA%BA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8D%A9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6%94%B4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8F%A3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9%AC%BC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5%8D%A9
https://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mf/search.php?word=%E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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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與商代晚期鬼方的地望正相吻合，李家崖文化當屬鬼方遺存。又用作「畏」，

這裡補充說明為何鬼和畏有此關聯，「畏」是拿著棍棒的鬼頭人，在古人心目中

鬼是會害人的，因此，在所有包含「鬼」的常用字中，除了「魂、魄」是表示人

的精氣靈魂外，其餘像是魑、魅、魍、魎......等，都是會吃人或害人的怪物。齊

侯鎛：「余彌心鬼(畏)誋(忌)」。4又用為人名。此外，「鬼薪」是刑罰名，為宗廟採

供柴薪而取此名，罰作各種勞役。 

  戰國文字之 ，從厶之形不明。從戰國文字開始，ㄙ之形為何加入不得而

知，連帶著之後的小蒃、隸書、楷書皆有ㄙ之形，卻不得其義。但在廖文豪先生

的《漢字樹 1: 從圖像解開「人」的奧妙》中表示ㄙ之形代表發出氣息與聲音的

意思。5文 承自金文之形，字形相似，沒有太大改變。篆文另有一字形加上「示」

為邊旁，《說文》      字，取「示」之假借義，以為神祇，則其構形應是從示、

鬼聲，屬形聲。6到了隸書，變體作 ，與小篆 相似，可以明顯看出一脈

相承。楷書沿隸書而作鬼，字形沒有太大改變。 

    鬼，甲骨文是由「田」（古代表示面具）加「大」（古代表示巫）组合而成，

像是一個戴着面具的人，表示祭祀儀式中頭上戴着恐怖面具的巫師。《說文解字》

里表示：鬼，人到最後歸宿就成了鬼。（鬼，人所歸爲鬼。）7字形採用「人」作

邊旁，像鬼的頭。鬼的陰寒之氣會傷害人們，所以字形也用「厶」作邊旁。所有

與鬼相關的字，都采用「鬼」作邊旁。 

    在各朝各代中的鬼字有各種紀錄留下來，如：«列子•天瑞篇»說「精神離形，

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8可見列子認為鬼是人死後，靈

魂要歸回真正的家，但卻未明確說明「真正的家」是哪裡。西漢劉向也認為人死

之後要回歸真正的家，於是口中發出「歸......」的聲音，所以鬼的發音與歸相似，

劉向在«說宛»中如此記載：「鬼之為言歸也。」9東漢許慎則認為鬼會散發陰氣用

來害人，因此他在«說文解字»中描述：「鬼，人所歸為鬼，從人，象鬼頭，鬼陰

氣賊害，從ㄙ。」10大意是說，人死後變成鬼，有人的身體，鬼的頭，還會發出

陰森氣息來害人。 

    因為沒有人能準確描述鬼的面貌，所以「鬼」字的造字緣由也有不同說法，

除了上囪下人形的解釋外還有一個解釋是鬼字是參考「鬼臉面具舞」所作，在«

禮儀»、«周禮»都有記載古代跳儺（ㄋㄨㄛˊ）舞的紀錄，儺舞，俗稱「跳鬼臉」，

                                                 
4
 春秋中期．青銅器銘文，齊侯鎛，銘文字數：器身鑄銘文 175 字。 

5
 廖文豪：《漢字樹：從圖像解開「人」的奧妙》，（遠流出版社，2012 年 1 版），頁 63。 

6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7
 同註 6。 

8
 饒宗頤、梁萬如：《列子》，（中華出版社，2014 年）。 

9
 張銘一：《國學知識全讀本》，（武漢出版社，2010 年）。 

10
 同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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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驅魔趕除瘟疫的舞蹈，每馮大年初一，驅魔者（古稱方相氏）戴著用熊皮

製作的「鬼臉面具」，面具上鑲嵌著四隻黃金大眼。驅魔者身穿黑色上衣、紅色

裙子，手持干戈，率領 120 名屬下進入每一個房間搜索瘟神惡鬼。行進時，手中

揮舞武器，口中不停吶喊，藉以驅除所有鬼魔及瘟疫。《禮儀》原文為：「先臘一

日，大儺，謂之逐疫。......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以逐惡鬼於禁中。」11儺舞中的驅魔者相傳為黃帝的妻子嫫母，嫫母生來面貌醜

惡，但心地善良，嫉惡如仇，又有智慧，能將宮中大小事打理的有條不紊，因此，

以嫫母的形象來詮釋驅魔者。儺舞的習俗一直流傳至今，只是後來因為受到道教

的影響，驅魔者大都改成鍾馗。據傳，唐明皇於病中夢見小鬼偷去玉笛，正驚慌

時，突然跳出一個滿面虯髯的大鬼，挖下小鬼的眼珠，然後一口吞掉，此鬼自稱

鍾馗。唐明皇驚醒後，病不藥而癒，逐向畫師吳道子描述夢中所見，並命其繪出

鍾馗像昭告天下。 

  鬼字在甲骨文時期便已創造，由此可知，在甲骨文時期的人們便有了「鬼」

的觀念，但是對於「神」的觀念還未形成，至多知道「天」而已，所以也只會避

凶，而不知何謂趨吉，在災難來臨時占卜，得到一個「天」降下災禍的答案記錄

下來後便沒有下文了，到了金文時期鬼字旁加上了示，小篆字體也可見到加了示

字的鬼，表示人們開始對於神有了一個較明確的認知，最後到了隸書及楷書時期

才又取消了示字。 

 

 

                                                 
11
《儀禮》，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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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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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字形流變 

  在探討「神」的字體演變之前，必須先提到《說文解字．申部》的說明：「申，

神也。」12以此可發現，「申」應為「神」之初文，直至西周中期，金文時期才

出現從示部的「神」。以下將就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篆文以及隸書四種字

體，分別討論「神」在字體上的演變以及分別代表的意義： 

    此為「申」於甲文之貌。葉玉森據甲文之形為說：「象電耀屈折。……許

君曰：『申，電也。』與訓『申，神也』異。余謂象電形為朔誼，神乃引申誼。」
13依其說，則「申」是以閃電光耀之形為樣的象形文字，而「神」則是延伸「申」

之意，進一步發展而成的漢字。 

    《說文解字》對於「申」有以下闡述：「七月，陰气成，體自申束。」14也就

是在形容閃電，前部分也有提到甲文「申」便是象閃電之形。古人對於天象的變

化，比如閃電等，難以理解。故在以圖像文字記載「閃電」一事之外，亦加入了

對於自然現象擬人化的想像，以為是「人」之所為，故延伸「申」之意代指「命

閃電者」，即所謂的雷師、雷神。 

    發展至金文時期，除了「申」在外型上稍有變化，但仍是象閃電之形的 （西

周晚期大克鼎），也出現了旁從「示」的 （西周中期 鐘）。 

    在金文時期多了從「示」的「神」。根據《說文解字》所曰：「觀乎天文以察

時變，示，神事也。」神事，與神有關的事，除了指祭祀一事，亦指一切牽涉到

神靈的事物。從示部除了與「申」從此有所區別外，亦在字義上強調與神靈有關，

從原本單指雷神擴展到其他自然之神皆可稱作「神」。 

    在金文時期，「申」似乎還可做「神」之意使用，然而到了戰國時期，卻不

再見以「申」之形表「神」之意的相關考古證據，雖猶存甲骨文閃電曲折之形象，

但亦在字形上多了偏旁「示」字，比如楚系簡帛文字 。自此，與「申」字有

所明確的區別，不再通用。 

                                                 
1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753。 
13
 清．葉玉森撰：《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臺北：藝文，民 55 年）。 

1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2016 年），頁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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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至小篆時期，根據《說文解字．示部》的記載，則統一成 ，並註記：

「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从示、申聲。」15從原本的單指雷神，假借為眾多

自然之神的統稱，即今對於「神」的定義，亦是《說文解字》所述「引出萬物者

也」。 

從「示」表示與祭祀相關，屬於表達事物類別的「形符」；從「申」表示音

讀，屬於表語根的「聲符」，但若就其文字演變來看，應同時具有表意的形符功

能，故屬於形、聲兼俱。而自此也確立其在六書的歸類上，屬於具有形符（示）

與聲符（申）的形聲。 

隸書時期，在字體構造上，承襲小篆從示、申兩個部分，但在「申」的字形

上有所變化、精簡，演變成較現今所書寫的「神」字相近，將弧筆改為直筆，呈

現正方貌，比如：《徐美人墓誌》上的 以及在西漢時期《孫子》上所見的 。

而在字義上仍保留原意，除了在字形上有所變化，並無異。 

綜合以上論述，「神」字的出現是因為古人對於打雷這種天象變化無法理解

其產生的原因，而以為有一位雷神在操控它，故將原指閃電之意的「申」，引申

借指那位雷神。發展至後期，出現了從示旁的「神」，強調「神事」，而與「申」

有了區別。古人也發現越來越多的天象變化，而出現了許多自然之神的想像，故

將「神」字假借指「引出萬物者也」，即神靈的統稱，而不再單指雷神一位神明。 

其實從「神」的字體演變，可以發現「神」的誕生，是對於當時無法理解的

特殊自然現象、氣候變化，而有了擬人化的想像，認為是背後有個比人類更高的

存在，控著這一切的現象。所以中國的神鬼觀發展中，「擬人化」的想像是其特

色之一，也是推動信仰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 

 

                                                 
1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

業有限公司，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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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示 

歸屬 甲骨文 金文 
戰國 

文字 
篆文 隸書 楷書 

字形 

         
示 

▲「示」字形流變 

「示」一字最早出現於甲骨文之中，而後在金文、戰國文字、小篆及隸書也

各有不少字例記載，以下將由甲骨文開始探討「示」字的字形流變與語義發展的

詳細分析。 

「示」字在甲骨文中一共有多例流傳，筆者以為這些例子可依當中主要外型

共同處多，並且含義相似者分為三類，以方便統整。第一類為 、 形，筆畫橫

之代表上天，一豎代表地上的人類向上天祈禱，也同時具有豎立木杆祭天的意

思；第二類為  形，被解釋為是象神主牌之形；第三類為 、 形，中間之形

和第一類所代表之意義相同，旁邊的數點則代表了祭祀時的祈禱灌酒之樣，也是

最接近現代「示」字的字形。 

關於「示」字甲骨文之語義，在上方的演變過程中已略有提及，於此再重新

統整、說明一遍。「示」字之甲骨文有許多不同範例流傳至今，此處將前處依照

外型特色分類成三大類字形加以分析：一類是 T 形，上方橫的筆劃為上天，也就

是神明的代表，豎之筆畫則代表了地上的人類對上天所傳達的祈願，所凸顯的是

祈禱的動作；以上短下長的形式則再次強調了人類是對上天是「下對上」的關係，

可見古人對天之敬畏。也有一說認為因卜辭裡「示」從三垂，但有些僅一垂，依

此認為垂示星象並非「示」之本義，而是「設杆以祭天」之意16。二類狀似一牌

位被直立在石頭上，表木表、石柱或神主牌之形；在卜辭占卜中，則視為天神、

地祇、祖先和先王的通稱17。三類在 T 字旁加了數個點，中間字義不變，而所添

加的數點象徵了在祭祀時祈禱者祭酒、倒酒之動作18，是最接近現代「示」字之

形。 

  值得一提的是，一類在甲骨文中，和「主」最初本為同字，而三類中央之形

也可沿用此義；由此可知，此兩類也和二類相同，具有象神主牌位之形的意思，

至於包含祖先牌位之形的含義則通用於所有「示」字之甲骨文。 

金文的「示」字多延續了甲骨文第一類的寫法，出自於商代晚期的示卣  、

丁示觚   和亞干示觚  等出土器具上，字體比起甲骨文渾厚、粗大了許多。  

而金文和甲骨文之涵義與所象之形大多相同，便不再贅述。不過在《周禮．春官》

有提到：「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19在此處的「示」音同神祇的「祇」，

                                                 
16 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4 月，1 版），頁 3-4。 

17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8 年 11 月，1 版），頁 10-13。 

18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1 月，4 版）。 

19 漢‧鄭玄撰、唐‧賈公彥疏：《周禮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10 月，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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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地神的一種，和多數書籍的語義相比是一種特例。 

「示」字的楚系文字  出於天策，已經可以發現如同小篆的外型，至於在

《說文》當中的正體則是  。戰國楚系文字和小篆外型與前述之三類大多近

似，有一說象運算用的竹片，被歸類在六書中的象形。而在許慎的《說文解字》

中，「示」字的內容為「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

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 ，古文示」20，在這裡將上方的

「二」當成古文解釋成了「上」，代表天；下方似川字的形則分別為日、月、星，

作為上天所垂示的星象。由此解釋，在《說文》中「示」一字便成了合體指事，

而此說也成為流傳最廣泛並得到贊同的說法。 

綜上所述，透過從甲骨文開始一直到《說文解字》為止的流變，能夠發現「示」

字的變化並沒有很大的差異，本體皆以甲骨文中的第一類為主幹，主要變化只在

於是否強調祭祀時的倒酒禮儀，以及設杆由地對天的祈禱等處有些許的微小差

異。在語義發展中，也一直都是向天祈求指引和星象，以跟神鬼請示吉凶為主要

的含義，再藉此衍伸出神明之名以及象祖先牌位或神主牌之形等義。 

總和字形演變及語義發展之論，可以發現「示」字的涵義大多包括向天神請

示、祈禱等義，由此可證，自從商代社會開始，便已經普遍擁有信神鬼占卜的習

俗；而「示」字字形流變的穩定，是在戰國後逐漸安定為強調請求神明指示的第

三類字。 

此外，在金文語義發展處提及的《周禮》內容，「示」字之音同「祇」，在此

處得以更加強調「示」和神鬼祭祀之間的關聯性，也能得知「示」由原先單純的

請求上天垂示星象，轉為一名神祇，進而推測在古人心目中，神鬼的存在是建立

在祈禱之上，才能將人與神之間產生連結，最終達到信仰鬼神的觀念。 

 

                                                 
20 漢‧許慎撰、宋‧徐鉉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國書店，1996 年 2 月，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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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靈 

歸屬 甲骨文 金文 戰國文字 篆文 隸書 楷書 

字形 
未見 

         

▲「靈」字形流變(本文所引字形出自小學堂、中華語文知識庫) 

 

「靈」字在甲骨文中沒有相關記載，而「靈」字的演變以金文做為開端，最

早為春秋早期秦公鎛銘文記載之「 」，為從示靈聲。現今所用的「靈」字為從

巫霝聲，最早出現在說文或體，寫作「 」，上半部為「霝」，上作「雨」形，

下並列三個「口」，下半部為「巫」，「工」之中左右各有一個「人」形，《說文》

以此作為異體字，為說文或體21。 

  「靈」字的語義演變由《說文》做為出發，《說文》：「霝，雨零也。从雨，

 象 形。《詩》曰：『霝雨其濛。』」22可以知道「霝」表示下雨，在民智未開的

時代，自然現象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降雨的自然現象便衍生出鬼神觀念的

發展。而從義符來看，以下根據義符之改變得知金文至隸書發展時期之異同。 

  金文「靈」字的記載有三例，一為秦公鎛銘文記載之「 」，二為庚壺銘文

記載之「 」，三為叔尸鐘銘文記載之「 」。 

  秦公鎛是春秋早期秦國祭祖的禮器，是了解秦國先祖的重要史料，其中銘文

記載「 」為靈字金文上半部為「霝」，上作「雨」形，下並列三個「口」，下

半部為「心」，從心霝聲，許慎《說文解字》：「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

形。博士說以為火藏。」23 中說明「心」字的本義為心臟，金文之 

「 」字從「心」有思想、意念之義。 

  庚壺銘文是春秋時期記載齊國史實的重要史料，其中記載「 」為靈字金

文上半部為「霝」，上作「雨」形，下並列三個「口」，下半部為「示」，從示靈

聲，許慎《說文解字》：「示，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從二；三垂，日、

                                                 
2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頁 19。 
22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78。 
23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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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星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示，神事也。」24表示「示」有上天藉由天文星

象，向人民預示吉凶禍福之意。「從示」表示金文之「 」字與祭祀神靈、祈賜

祭福的儀式相關。 

  叔尸鐘又名「叔夷鍾」是春秋晚期齊靈公時的銅器，可做為當時使用鐵器的

證據，其中銘文記載「 」為靈字金文上半部為「霝」，上作「雨」形，下並

列三個「口」，中間為「龜」形，下半部為「火」，從龜從火、霝聲，許慎《說文

解字》：「龜，舊也，外骨內肉者也。从它，龜頭與它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

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25 、「火，燬也。南方之行，炎而

上，象形。」26，「龜」指龜甲，「火」指灼燒之意，「從龜從火」表示以火灼燒龜

甲占卜之意，表示金文之「 」字有以龜甲占卜之意。 

  金文「從心」只能表示人民內心盼望降雨的希望，此時人們還未出現鬼神的

觀念，只能夠被動接受自然災禍，而「從示」則表示人民為了滿足內心希望降雨，

而有了祭祀神靈、祈賜寄福的舉動，這個時期的人們已經具備了鬼神的觀念，於

是開始有了祭祀祈福之舉；「從龜從火」則表示人們繼知道了鬼神，於是便想透

過以龜甲占卜的方式來推測為之的禍福，雖然只能被動地接受禍福，但人民已經

建立和鬼神溝通的意識。 

  這個時期的人們正在逐漸建立他們的鬼神觀，人們的鬼神觀從無到有，並且

進一步發展出祭祀儀式，進而透過占卜的方式來了解鬼神之意，建立一套和鬼神

溝通的方式。 

  戰國文字有兩例，上半部皆為「霝」，上作「雨」形，下並列三個「口」，一

為「 」，下半部為「王」形，從玉霝聲，許慎《說文解字》：「 ，巫也，以

玉事神。丛玉，霝聲。 ，靈或从巫。」27中表示「靈」字表以玉作為敬神之物，

這個時期的人們不再只以占卜的方式來推測鬼神之意，而是以「玉」作為與鬼神

溝通的媒介，「以玉敬神」意表示人們對於神是帶有敬意的，是崇拜的；二為「 」

下半部在從玉霝聲之「 」字上添加「龍」形，從玉從龍，霝聲，為秦公大墓

                                                 
24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 
25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685。 
26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484。 
27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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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磬所見，許慎《說文解字》：「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28 本指中國傳說中的一種具有靈性的動物，而後則

引申其他義涵，如「龍」為君王之象徵，可引申為帝王之義。秦公大墓石磬為秦

國帝王之墓，因而在從玉之靈字上在添龍形，已表示帝王之義，而這也透露人們

敬得不再只有鬼神，也包含帝王，透露出戰國時期君王制度的建立以及賦予君王

具備崇高性的特質。 

  篆文「靈」字義符的發展與戰國文字「 」相同，篆文寫作「 」上半部

為「霝」，上作「雨」形，下並列三個「口」，下半部為「王」形，從玉霝聲，《說

文》以此字形為正例，皆表以玉作為敬神之物。「靈」字在篆文與戰國文字皆以

「玉」作為義符，除了表示字形發展在此時期逐漸穩定，亦表示人們的鬼神觀在

經歷金文、戰國文字時期後逐漸穩固。 

  隸書有兩例，其一承襲篆文「 」上半部為「霝」，上作「雨」形，下並

列三個「口」，下半部為「王」形，從玉霝聲，《說文》以此字形為正例，承接戰

國文字之例而來，皆表以玉作為敬神之物，從戰國文字至篆文致力市街為改變，

表示人們的神鬼觀已經穩固。其二承襲說文或體「 」字，上半部為「霝」，上

作「雨」形，下並列三個「口」，下半部為「巫」，「工」之中左右各有一個「人」

形，許慎《說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兩褎舞形，

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29中說明「巫」為代人祈禱，與鬼神溝通之媒介，

而隸書之「 」從巫，則表示「巫」為人民與鬼神溝通的媒介之人，即「與神

鬼溝通的媒介之人」。而人們透過巫來以玉事神，代人祈禱，祈求鬼神降福，解

決疑問，表示人們在神鬼觀穩固後，不再只是認為已玉敬神只是一種儀式，而是

透過「巫」來表示與鬼神溝通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必須要有專業度存在，「巫」

由工左右兩側有兩小人組成，表示天與地溝通的媒介是透過人，而與鬼神溝通之

人是具有特殊性質的「巫」。 

  「靈」字從金文至篆文的字型的發展，字型的上半部都是由「霝」所構成，

沒有發生變化；發生變化的都是字型的下半部，即義符，表「靈」字的語義。 

  金文以「心」、「示」、「龜和火」為義符，從「心」表思想意念之義，從「示」

則表與祭祀神靈、祈賜祭福的儀式相關，「從龜從火」則表以龜甲占卜之意，但

上述之語義至篆文及戰國文字則有了新的發展，並未沿用。人們的鬼神觀從未發

芽歷經出現，至得知以占卜之法推知鬼神之意，雖然只能被動地接受福禍進而占

卜，但實屬對鬼神觀念確立的一大進步。 

                                                 
28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588。 
29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李添富總校訂：《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16 年），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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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文字以「玉」、「玉和龍」為義符，從「玉」表示以玉作為敬神之物，「從

玉從龍」則是承從玉之「 」之義，以「龍」表示帝王之義。人們繼占卜後，

發展出對神鬼之敬，而知道以物做為敬神之媒介，而這個時期的人們亦發展出對

君王之敬，而透過在「 」加上龍形，表示對君王之敬。 

  篆文之義符則與戰國文字相同，以從玉之「 」為說文正例，而義符歷經

金文的不斷演進，到了戰國文字與篆文時期可以發現，金文之義符雖未沿用，但

卻皆以「玉」作為義符，表示文字的發展已經趨於穩固，也表示人們對鬼神的觀

念逐漸穩固。 

    隸書則沿用說文正例和說文或體之例，分別以「玉」和「巫」為義符，而現

今所用之「靈」字「從巫」自從在說文或體出現後，便沿用至今，表示以巫作為

人民與鬼神溝通的媒介之人，即「與神鬼溝通的媒介之人」，以玉事神，代人祈

禱，祈求鬼神降福，解決疑問，等等祭祀相關的敬神事宜皆為巫所管。隸書時期

可以得知人們的鬼神觀念已經確立，而人們從對鬼神的未知 ，至不斷的摸索，

發展出與鬼神溝通的一套模式，並且將與鬼神溝通視為神聖的、特殊的。 

 

 

 

 

參、結語 

  從上述的字例語意發展演變中，可得知在傳統的鬼神觀演進中，先有了「鬼」

與「神」的概念存在，再延伸出能與神鬼溝通的觀念，如「示」、「靈」所表現。 

  從「鬼」與「神」二字中，能發現人類對於鬼神觀的先後順序，是先鬼後神。

人死後所歸為鬼，而鬼相對於自然萬物的具象而言是無形之狀，故在造字時是以

人類之想像以形塑文字。也因為鬼由人死後化成的，所以古人認為比起神，人更

容易跟鬼溝通。如祖先在早期的神鬼觀中，也被歸類為鬼。 

  「神」之申是源於閃電光耀之形所產生的象形文字，古人對於天象之狀難以

理解，故用圖像文字表達閃電，再加上對於自然現象擬人化的想像，故延伸「申」

之意指「命閃電者」。而後從「示」字部，表牽涉到神靈的事物，從原本單指命

閃電者，發展出假借為眾多自然神之統稱。是由於當時人類對於自然現象無法理

解，認為這些現象是由更高層控制，而有了擬人化的想像。 

  「示」和神鬼之間的關聯性，由原先由字形結構中可得，上短下長的結構強

調人類與天的關係是下對上的，可見古人對天之禁畏。由原先單純的請求上天垂

示星象，後轉為神祇，進而推測在古人心目中，神鬼的存在是建立在祈禱之上，

認為人神之間是可溝通，後發展出人與鬼神之間連結，最終達到信仰鬼神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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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靈」字形結構上有「雨」，雨自天上而來，而自然中許多現象也都被視

為從天而降。現今所用之「靈」字從「巫」，「巫」本義為奉玉以祀神之義，正呼

應篆文從玉的靈，古人祭祀神明皆獻玉為祭品。而後「巫」字便成了專指祭祀之

人，所以在中國傳統的祭祀文化中，祭祀被視為專業領域，只有專業人士能進行，

後演變成一種官職。從上可得知人類的鬼神觀已確立，而人們從對鬼神的未知、

不確定性，經由不斷的摸索，發展出與鬼神溝通的一套模式，並且將與鬼神溝通

視為神聖、特殊的。臺灣民俗活動中，有「牽亡」和「觀落陰」等儀式，這兩者

都是透過靈媒，讓亡魂與陽間的人相聚。 

    另外，透過「靈」字的演變，可發現其從原本的從龜火，演變成從玉，至今

的從巫，正如前述探討靈的演變所言，「從龜從火」即象徵火燒龜甲占卜之意，

而「從玉」則象徵祀神之物，至今的「從巫」則象徵專事神事之官。由此可發現，

古人最一開始只是被動地接受「神事」的發生，頂多透過占卜及早預知事件。至

後來，藉由獻玉的表現，產生了主動向神鬼祈求的文化現象，比如祈雨、祈福等

等，而至最後，形成一個完整的祭祀文化體系、規則，並誕生了專事之人。 

  以上是由文字演變發展的角度，觀照人類文化的鬼神觀，可得知最初鬼神觀

念，多是由於人類對於自然現象的不確定性，而對大自然之物狀產生了自然的敬

畏心理，後用人類所能及的語言能力及認知結構，想像出對於合理的解釋，賦予

自然萬物人的性格，意即擬人化。 

  傳統鬼神觀的發展至今，已演變出種種型態，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先前的

巫術、祭祀文化已漸漸失傳。而古代的祀奉文化，以及現今所延伸的種種民俗儀

式，絕不是現今所謂「盲目信仰」、「邪教」，而是人們逐漸建構出的文化思維，

這些建立在人類所具有的細膩情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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