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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女部字对男部字、子部字在字数、字义、用法和涉及社会生活领域深广度等

方面的比差关系，表示一般社会成员和婚姻关系的文字从女不从男，反映祭祀活动的文字较多等方面，论证

中国远古文字主要是由母系氏族时代的妇女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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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文字产生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浅说》［(］和

《从〈说文解字〉索解中国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期》［!］两篇

文章中，笔者论证了中国远古文字至迟产生于母系氏族公

社时期从妇居以前的历史阶段。在本文中，作者拟论证中

国早期文字是由远古时代的妇女首先创造出来的。

一、从文字产生的历史条件推测中国远古时

代的文字是由当时的妇女创造的

（一）创造文字的必要条件

文字是记录人类思想、语言的符号。它是社会发展到

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创造文字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实践作基础，也就是说，

必须要有创造文字的社会和时代的必要性；!、必须要有比

较安定的可以静心默想创造文字的环境；$、文字符号必须

有较长时间的留存以利于识别、阅读、记忆和传播。根据

以上三个条件，在远古时代，男子与妇女谁在社会生产生

活的实践中更有创造文字的必要，更具有创造和保留文字

的环境，谁更有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交流传播文字的可

能，谁创造文字的可能性就更大。

（二）远古时代的男子一般不具备大量创造文字的条

件和可能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始氏族社会时代，社会劳动通

常按性别和年龄实行自然分工。当时的男子先后从事的

主要是渔猎劳动、畜牧业劳动和农业劳动。渔猎劳动是野

外劳动，一方面流动性大，劳动者时常处于不停地奔波跋

涉之中；另一方面劳动强度高，常常显得紧张激烈甚至充

满了危险，需要劳动者注意力高度集中，一般不具备创造

文字所必须的安定环境和充裕时间。畜牧业劳动也是一

种流动性很大的劳动方式，同样不具备创造文字的安定环

境和充裕时间。农业劳动是田间劳动，虽然劳动场地比较

固定，但在生产工具很不发达的原始社会，农业劳动同样

是一种既耗时又非常消耗体力的劳动方式，男子在劳动的

间歇难得再有闲情逸致去从事文字的创作活动。当然，我

们不排斥远古男子在从事农业劳动或者其他野外劳动时，

有时在劳动的间歇坐地休息，兴之所至，也有可能用木棒、

石块、刀、矛等在地面、树木、山石上随意刻画表现自己思

想情趣的图案或符号，但是，他们绝少有机会创造出有确

定意义的文字来。即使他们刻画出了若干近似于文字的

某些表示特定意义的图案符号，但由于男子很少具有在安

定平静的环境中相互交流情况和思想、反复宣讲、传播文

字意义的机会，这些文字符号除极少数刻画较深、所用材

料色彩比较耐久或刻画在比较隐蔽不易被破坏的地方之

外，在一般情况下，它们历经风吹日晒雨淋以及动物活动

等自然界的破坏或人类的践踏，也很难长期保存，更不易

传播久远。故在远古时代，文字不大可能先由男子大量地

创造出来。

（三）远古时代的妇女具备创造文字的条件和可能

(、远古时代妇女有创造文字的必要。在母权制社会，

妇女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管理者，对于氏族组织中每个男

女成员每天劳动收获物、制作物的类别、数量有统计数额

籍以有计划地安排日常生活的需要；对氏族中发生的大事

如猎获珍禽异兽、生育、氏族战争、祭祀活动等有记载下来

以便纪念、庆祝、总结经验教训、牢记氏族仇恨、加强氏族

凝聚力的需要；对预测吉凶祸福的拈蓍占卜活动有记录下

来以勘验结果是否灵验的需要；对氏族之间有创造族徽一

类的标志符号以明确区分血缘关系的需要。因此，从组织

氏族生产到维护整个氏族组织有秩序地生活，对远古妇女

来说，都确实存在着某种创造文字的必要性和紧迫感。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中收集到的表示管理职能

的字有官、师、吏、尹、君、嫱、妤、女弋等。除官、师、吏三字看

不出性别，其中婕、妤、女弋义为女官，从女。尹及君的上部，

字形笔画同妻之中间部位；尹义“握事者也”，与妻义“持

事，妻职”相同。君义“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据笔者考

证，尹、妻与君无论是从字形还是从字义上看，都是从母演

绎变化来的。《说文》释母义为牧［$］，也就是哺育、管理子

女的意思。故所谓尹，其实起初就是管理着一群儿女的母

辈们。君是尹中发号施令的尊者，显然是氏族中年辈最高

最受尊崇的外祖母（直到近代人们还将高辈年长妇女称为

老太君）。随着氏族组织内外部事务的增多，享有崇高威

信的氏族首领逐渐地脱离具体的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管理

活动，尹字与君字也就逐渐定型为具有社会管理职能意义

的专有化名词。《说文》中具有管理、教化职能的师，还有
加
女、女每两字，义为“女师”，但却未见具有男师意义的字，也

没有以父或男、子为偏旁部首表示管理职能意义的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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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加
女与女每两字出现的时候，从事管理教化职能的师只有

女师而没有男师。“女娲，古神女而帝者”，“女娲，古之神

圣女，化万物者也。［!］（"#$%&）”晋代的郭璞将化的意义解释

为变化，显是理解错了。其实这里化的意思是“教行”，一

是教给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法，二是教人们驯化野兽使之成

为家畜。也就是说，传说中的女娲作为氏族首领师或帝曾

履行过教化的职责。一般说来，只有社会的管理者才最有

必要也最有可能有目的地大量地创造文字，表示管理意义

的文字从母不从父，标志着文字是由远古时代的妇女创造

出来并逐渐推广的。

’、远古妇女有创造文字的可能。按照自然分工的原

则，远古时代的妇女主要从事采集劳动，有时偶尔也参加

围猎劳动。除此之外，通常总是有部分妇女留在居住地从

事管理性质的工作或加工猎物、烧煮食物、编织器具、制作

陶器、缝缀衣物、哺乳携带孩子等后勤类工作。这样，妇女

常常比男子有更多的时间在比较固定的场所和安定的环

境中从事生产劳动。因这些场院式的劳动远没有追逐猎

物与猛兽搏斗、在水中捕捞鱼虾那么紧张辛苦，也没有田

间农业劳动那样消耗体力，除了烧煮食物要按一定时辰供

给氏族成员吃饭对时间有一些大致的要求，其他工作一般

都没有时间上的严格限制。故此，妇女在工作时间上也比

较宽裕、从容，常常还有较多的空余用于人际交往、嬉戏

等。而且，妇女对所从事的工作，大部分也都可以坐下身

子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精心去做。这种坐姿，便于妇女

手拿木棒、石块、刀匕、骨针等物在地面或器物上随意刻画

创作各种图案符号。在这种场院式劳动中，时常有许多妇

女参差坐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聊天议论氏族内外发生

的事情或人事方面的关系；也可以相互比较、观摹劳动产

品之优劣，评判劳动技能之高低，相互观察、揣摩别人的相

貌、动作、神态、心理等等。一些妇女为了记载、区别标志

劳动产品、显示个性特点或审美情趣以及表达和交流思想

的需要，开始有意识地在器物、地面上刻画或在衣物上缝

制创造出一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图案符号。某些图案符号

先是为某个妇女所创造，又在与其他妇女的交流中被别的

妇女所认可或被她们一次次加工修改。因这些图案符号

绝大多数刻画在居住地的地面、墙（或洞）壁、陶器等人们

常见的地方，甚至于缝在衣服上，它们的意义也易于被人

们广泛地交流、再演、传播。某些图案符号在长期的使用、

交流、传播、演变、繁衍过程中，逐渐在一定地区被大多数

人认同而逐渐定型为文字。《说文》中有女部表姓的字姬、

姚、姜、女吉、姒、女云、女先、妫、妞、女其、嬴等，表名字或号的字

女前、娲、女戎、女原、女燕、女可、须
女、婕、女舆、女衣、女周、女合、妃、女主、女久、

女耳、女瓦等，很可能是当时的妇女为了区别标志劳动产品，

将自己的姓名或号刻写在器物或缝制在衣服上，因而得以

流传下来的。“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

见，故以口自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相互交流情况或思

想的需要，为自己或他人起个名字便于相互招呼，也便于

区分、诉说自己或他人的物件和事情，所以名字的产生是

日常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篆字中只有表示女性名字而没

有表示男性名字的字，并不是因为远古的男子就没有名

字，而是因为男子渔猎劳动的流动性大，劳动强度高，表示

男子名字的文字本来创造就少又未能流传后世；妇女虽然

在采集劳动中也很难创造和保存文字，但她们比男子更多

地从事场院式劳动，正是在这种场院式劳动中，妇女们创

造了表示女性名字的文字并使之流传了下来。《说文》中

有显示妇女不同年辈的字女乇、媪、女冥、女酋等，显示妇女间亲

属关系的字妪、姆、女是、女句、姐、姑、威、妣、姨、姊、妹、女胃、

嫂、女至、娣等，表妇女身份地位的字妇、妻、女奚、婢、奴、始、

女果、此
女、妓等，表妇女怀孕的字娠、妊、娩等，还有 ()) 多个

表示相貌、动作、神态、心理、品性、操行的女部字，当都是

妇女场院式劳动时在相互之间的交往活动中创造出来的。

《说文》中有字口耳，义聂语；口彗，义小声；口殳、嗑，义多言；哇，

义谄声；口台，义嗤笑。多言、戏谑、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嗤笑

他人是妇女及其交往活动中常见的举动，以上这些字比较

形象地显现了某些妇女在众人聚会的场合窃窃私语、多嘴

岔舌、起哄讥笑他人的状貌情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妇

女之间有交换情况或交流思想的必要又不便出声高呼大

叫时，就会自然而然地用手或藉助于小木棒、土块、石片、

骨针等在地面或一些物品上刻画一些符号代替语言传递

信息、表达或交流思想。《说文》中有字又
口，义“助也，徐锴

曰，言不足以左，复手助之。”在很多情况下，远古文字都是

当时的妇女以这样的方式创造的。我们并不排斥男子在

文字的形成过程中也曾起过作用，也曾创造过一些文字，

但比较起来，由于生产生活条件方面的原因，应当说妇女

创造文字比男子更早、更自觉、更经常、数量更大，妇女创

造的文字保存流传下来的更多，运用传播得更广泛。因

此，在创造文字的过程中妇女比男子发挥了更大更为决定

性的作用。

二、从《说文》中女部字对男、子部字在字数、

字义、用法和涉及社会生产生活领域的深广度等

方面的悬殊比差关系，推知中国远古文字首先是

由妇女创造的

《说文》中收集有女部字 ’*% 个，其中异体字 () 个；而

子部只有 (& 字，其中异体字 $ 个；男部只有 $ 字，无异体

字。从字数上看，女部字是男部字的 %+ 倍、男部与子部字

之和的 ((#, 倍。从字义上看，女部字中一字多义或多字

一义的屡见不鲜，如妻、妇、女果、娃、女赖等均有二义，姨、姑等

均有三义，妍有五义。再如女胃与娣、妹，女每与 加
女，妩与媚、

女畜，女与与女殳、姝，姆与妪、女句、姐等或两字一义，或数字一

义。但男、子部字中基本上是一字一义。从词性上看，女

部字有表示妇女的名或字、号、身份、人事关系等名词性的

字 +) 多个，表妇女的自称或姓等代词性的字 () 多个，表

动作、神态、心理、婚姻、生育、人际关系等动词性的字 ’)
多个，表相貌、体态、品性、操行、心理、利害、顺逆等形容词

性的字 ()) 多个；而男部字只有男、甥、舅三个名词性的

字，子部字没有代词、形容词性质的字。而且，女部字涉及

从人类起源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等相当广泛的领域，子部

字只涉及生育、乳子、排行等狭窄的内容，男部字只涉及血

亲与婚姻关系。天生斯人，男女并生共伴，无独有偶，若远

古文字中男、子部字与女部字在字数、字义、用法及其反映

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广度等方面相差不大，即使许慎收集文

字的工作难免有所疏漏，《说文》作为一部总结介绍和解释

古代文字的字书，也不至于发生如此巨大的偏差。文字产

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哪些事物和关系同文字创造者的生

产生活联系密切，反映它们的文字就产生得早。某字产生

早，成字时间长，字义常得到比较多地拓展延伸，字的含义

也多，以其为偏旁部首组成的新字也多。所以，只有当文

字是妇女创造的时候，才会出现女部字在字数、字义、用

法、反映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广度等方面都大大超过男、子

部字的状况。正因为早在母系氏族时代远古妇女就已创

造了大量的文字，在具备了一定意义的女部字已经出现了

的情况下，后世（即使到了父权制社会）已没有必要再创造

与之意义相同的男、子部字，更没有必要违背约定俗成的

规矩（实际上也很难做到）将女部字改为男部字。故文字

从远古一直传到周秦时代，虽在总体上仍不断“孳乳而浸

多”，文字的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文字中的女部字

对男、子部字在字数、字义上的悬殊的比差关系并没有发

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说文》篆籀文字中女部字多，男、

子部字少的状况，正是延续了母系氏族时期远古文字的历

史遗貌，真实地反映了远古文字是母系氏族时代的妇女创

造的这一历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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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辨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不能不将文字

的产生同其产生时的历史状况联系起来。《说文》中的男，

义为“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表明“男”字

的产生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产生于农业生产出现以后

的男部字，在字数上不仅不能与女部字相比，而且不到子

部字的六分之一，且其字义用法及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深

广度等方面也明显地比子部字狭窄，显露了男部字的产生

要晚于子部字的产生。这与母系氏族社会中母子血亲关

系始终明确，而农业生产的出现与男女夫妇关系确定较晚

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在《说文》中，人部字有 !"# 个，与

思维、心理有关的心部 $%! 字，比女、男、子三部字的总和

还多；与人的身体部位和器官有关的字如目部 &!# 字，手

部 !’( 字，月部 &)* 字，足部 ’) 字，耳部 $" 字，齿部 *" 字，

也比男、子部字多得多，但除了手部字外，其它部位的字又

比女部字少甚至于少得多。笔者认为这正反映了远古妇

女创字时，首先是意识到“人是直立行走的”、“有思维和心

理活动的”这一人类同其他动物的显著区别，以后才递次

发展到对男女差别、人的身体结构及血缘之亲的认识。手

与足同为妇女在日常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中最活跃的肢

体语言。由于手在人体活动中的位置更显著，其从事各种

劳动的动作变化更加繁多，能更多地进入妇女的视野；虽

然足在人类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并不亚于手，但由于足

的位置较低，动作变化不多，也不易为人所观察体会，故妇

女对手部运动方式的观察及其象征意义的理解比对足部

要细致、敏锐得多。即以手部字之远远多于足部字，也足

以证明文字发展衍化的过程同人类认识世界之由近及远、

由粗糙渐臻细致、由现象达于本质的思维发展规律是并行

不悖的。虽然说《说文》中收集的文字有不少可能是在父

系氏族甚至于阶级社会以后才产生的，但在文字已然出现

的情况下，当人类性别上的差异反映在文字上，女部字明

显多于子部字、更远远多于男部字的现象恰恰反映了社会

历史发展的真实脉络与逻辑：母系氏族时期妇女作为社会

的管理者首先是较多地注视到作为社会主体的妇女本身，

然后是自己与子女间的关系，最后才是关系还不确定或不

稳定的男子，文字的出现和发展是伴随着妇女认识的不断

向前发展同步进行的。远古文字首先是由妇女创造的。

三、表示一般社会成员、男女双方婚姻等关系

或不具有性别特色的文字从女不从男或子，证明

中国远古文字首先是由妇女创造的

（一）篆字中人、女偏旁通用及代表社会一般成员的字

从女不从男或子

《说文》中女旁的奴、女有两字，其异体字为单人旁；人旁

的侮，“古文从母”；亻疾，“或从女”；又有女旁的姓，义“人所

生也”，人旁的亻予，义“妇官”。但《说文》中却找不到一例人

旁的字从男从子旁或具有男性的意义，也没有一例男、子

旁的异体字从人旁。古文字中这种人、女偏旁杂用、字义

互释的现象，表明在远古时代人与女在文字的意义上是相

通的。人可代女，女即指人，远古人类创字时，是把妇女作

为人的自身本体或代表者来看待的。这种现象只有当妇

女是文字的创造者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说文》中的奴，

义“奴婢⋯⋯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皂隶，女子入于舂藁”。
女

女女，义“私也，从三女”。女女，义“讼也，从二女”。奴有男有

女，私心男女皆有之。而吵架争讼现象，由于男女个性上

的差别，男子比女子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篆字中，以女

为偏旁的文字却在意义内涵上涵盖了包括男女在内的社

会一般成员及其行为。正如在现今的文字中，她，专指女

性；他，一般指男性。她们，也是指女性；而他们，却通常包

含男女社会群体成员。这是以男子为本位的父权制社会

影响在语言习惯中留下的痕迹。同样道理，奴、女女、女
女女字

可代指不分男女的社会人及其行为，只有这些文字是由母

权制时代的妇女创造、造字者把妇女作为人类自身本体或

代表者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涉及男女婚姻及异性交往关系的文字从女不从

男或子

《说文》中表婚姻关系的文字婚、妇指女家，姻、婿指男

家，但均从女。妃义匹，媲义妃，女后义偶，女有义耦，女旬义“钧

适、男女并”，亦从女。嫁义女适人，娶义取妇，媾义重婚，

嫠义无夫，媒义谋合二姓，妁义斟酌二姓，娉义问，妒义妇

妒夫，女冒义夫妒妇，均从女。婚配嫁娶是两相对应的男女

对象双方及其家族的事，做媒人牵线搭桥也是在男女两家

族之间进行；妇妒夫，妒忌行为的主体是妇女，对象是丈

夫；但夫妒妇，妒忌行为的主体是男子，对象是妻子，却都

从女。按照汉字会意造字的原理，文字中义为男娶妇的

“娶”从女，则义为女适人的“嫁”就应从男；反之，女适人的

“嫁”从女，则男娶妇的“娶”就应从男。同理，妻子妒忌丈

夫的“妒”从女，则丈夫妒忌妻子的“女冒”就应从男。现在表

现男女对象婚嫁关系、双方婚姻家族、做媒问聘以及夫妇

双方对因婚姻以外性交往关系而产生的矛盾纠葛用字基

本上都从女，表明创字者是以妇女为本位、站在女性的角

度看待婚姻以及夫妇之间因婚外异性交往引起的矛盾纠

葛的，换言之，这些文字都是远古时代的妇女创造的。

（三）不带性别意义的文字从女不从男或子

《说文》收集了大量表现人的相貌、身形体态美丑的字

如女多、女氏、女发、女美、好、女苗、女画、女官、女赞、婉、女同、嫣、女冉、女弱、女千、

女不、女危、妗、女簋、女翟、姿、规
女、娃、媛、娟、女隹、婧、女井、女乏、女臼

儿、女臼、

女毁、女酋、嫫、女非等，表现人的品行、个性的字如女占、娓、般
女、

娴、女束、女佞、妄、女俞、女幸，敝
女、女善、女令、妍、女隹、弦

女、女曼、女需、女否、

女覃、女参、女赖、姘、奸、女半等，表现心理活动的字如媚、妩、女畜、

娱、女甚、女合、女宾、日
女、娈、嬖、女介、妒、女冒、嫌、女恚、女黑、女夹、女鬼等，

表好的字如女隋、姝、女殳、姣、女兑、女旋等，表交往的字如女矣、如、

委、女录、娆、女非、女襄、女奄、敖女、女坐等，表动作的字如女沓、嬗、娑、

妯等，表装饰或饰物意义的字如婴、妆，表利害顺逆关系的

字如妨、女肖、女若，表量义的字如女朵，表轻义的字如女戊、女扁，表

减义的字如女省，表空义的字如女娄，表疾病的字如女坐、女卓，表

过差的字如女监、女廷等都在女部，显然都是远古时代的妇女

场院式劳动时在相互观察交往的活动中创造出来。因为

逻辑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文字是男子创造的，表现人的相

貌体态、品行个性、心理、好坏、利害顺逆等意义的字一般

来说要么从父从男从子旁，要么不带性别特色，而绝对不

会从女旁。文字来源于人们生产生活的实践。就远古人

类的知识和眼界，总是先注意到自己的事或与己相关的

事，然后才是自己身边其他人的事，最后才是氏族或氏族

以外的事情。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创造得早、创造得多

的文字总是那些与文字创造者之间联系密切的人与事物

的名称或人的活动。我们不否认男子也有可能创造出一

些反映女子生产生活的文字 ，但一般说来，是偶然的，数

量不会很大，尤其不会超过反映男子自身生产生活的文

字。我们不能想像远古的男子会创造出大量反映妇女社

会生活的文字却很少创造反映男子自身活动的文字，更不

能想像以女为偏旁部首后来被用于表现社会一般成员相

貌、动作、品行、个性、心理的大量文字是由男子创造的。

上述这些本来并不具备性别意义的字均从女部，证明了造

字者是以妇女作为自身本体，以妇女的眼光从妇女的立场

去看待周围的人、事的，也就是说，以上这些远古文字是由

当时的妇女创造的。

四、从《说文》中反映采集劳动、场院式劳动、

渔猎劳动等不同劳动方式的文字之间的比差关

系，可知中国远古文字首先是由妇女创造的

在《说文》收集到的文字中，与采集劳动关系密切的字

如手部 !’( 个，草部 (%) 字，木部 (#! 字，虫部 !!! 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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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多。与庭院式劳动关系密切的字，如与编织、缝纫相

关的糸部 !"# 字，竹部 $%& 字，网部 &" 字，衣部 $#! 字，巾

部 ’" 字，革部 ’& 字，韦部 !! 字，与烧煮食物、制陶、加工等

相关的字如火部 !(! 字，米部 )$ 字，金部 !$’ 字，刀部 ’*
字，角部 && 字，缶部 !# 字，鬲部 $* 字，粥部 !& 字。与居住

有关的宀部 "( 字，穴部 )! 字，瓦部 !" 字，广部 )* 字，厂部

#$ 字，门部 %* 字，户部 $$ 字，鼠部 !! 字。与吃喝、语言有

关的口部 !$( 字，言部 !"( 字，酉部 *$ 字，字数也比较多。

而与狩猎关系密切的字，如鹿部 #& 字，豸部 !! 字，虎部 !$
字，兔部 ) 字，燕部 $ 字，龙部 ) 字，黾部 $" 字，龟部 # 字，

熊部 # 字，象部 ! 字，兽部 $ 字，数量明显偏少。在母系氏

族公社时期，采集和场院式的后勤服务性劳动主要是妇女

从事的，渔猎劳动主要是男子从事的。其实无论从事渔猎

劳动还是采集劳动，创造文字的可能性都是不大的。反映

采集或场院式劳动的文字在数量上大大多于反映渔猎劳

动的文字，都是远古时代的妇女在场院式劳动中创造的。

妇女在长期的采集劳动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

观察之，嗅闻之，品尝之，把玩之，辨别之，逐渐掌握它们各

自的颜色、形态、气味、滋味、软硬坚脆、有无毒性等等性

质，分别以一定的名称称呼区别之，后来又在场院式劳动

加工这些草木的过程中逐渐用相应的图案符号予以记载，

相沿传授，遂成文字。而妇女创造出来的有关渔猎的文

字，主要是以男子的劳动为基础的，男子在野外碰到的野

兽虽多，但当时所能猎取的兽物种类并不很多，故妇女所

要加工记载的兽类也不多，与此相关她们创造出来的有关

动物类的文字就不多了。《说文解字》中鸟部有 $#* 字，羽

部有 #* 字，鱼部有 $$% 字，远比野兽类文字多，主要是因

为男子捕猎到的鱼、鸟的种类较多，从事烹饪加工工作的

妇女得以反复观察其形体之长短肥瘦、鳞羽之疏密厚薄、

姿态之矫健蠢笨并得以品尝其滋味之鲜肥甘腻，分别用不

同的图案符号来表示记载，创造出来的关于鱼、鸟部的文

字自然也就多起来了。《说文》中还有一些与野外活动相

关的字如山部 ’’ 字，阜部 $(" 字，水部 )$$ 字，石部 %# 字，

土部 $’! 字，日部 "! 字，风部 $* 字，雨部 %! 字，力部 ))
字，车部 $$( 字，数额都比较多。这是因为它们所表示的

事物或自然现象不仅与男子的渔猎劳动关系密切，与妇女

的采集劳动关系同样也很密切。《说文》中与农耕关系密

切的田部 #) 字，牛部 &) 字，禾部 $$’ 字，米部 )$ 字，麦部

$) 字；与饲养、畜牧业生产关系密切的羊部 #$ 字，马部 $!*
字，犬部 ") 字，豕部 !# 字；与战争相关的斗部 $( 字，殳部

!% 字，弓部 #% 字，矢部 $# 字，攴部 *# 字，戈部 ## 字，字数

都不算少。这是因为农业与饲养业首先是由妇女发明的，

后来随着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虽然男子成为农牧业生产

的主力，但妇女作为辅助劳力也常常参与其中，而且，农作

物的收获加工烧煮及牲畜屠宰后的割剥烧烤等事情也常

常是由妇女来做的。至于战争，妇女在其中虽不起主要战

斗作用，但有可能起组织、后勤保障或辅助性支持作用。

加之战争常涉及整个氏族的生死存亡，对氏族中每一个人

的心灵都会产生强烈的震撼。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

战争的日益频繁，反映农牧业生产和战争的文字也不断繁

衍孳生，到周秦时代这方面的文字较多也就不用奇怪了。

五、反映祭祀活动的文字较多，可以推知远古

文字是由当时的妇女创造的

在母系氏族时期，妇女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管理者，祭

祀活动通常是由妇女主持的。《说文》中从事巫祝之事的

字有巫与觋，巫指女巫，觋指男巫。从构字上看，觋是从巫

发展来的，表明先有女巫，后有男巫，文字是由妇女创造

的。因为如果文字是由男子创造的，则当男巫写成巫，女

巫写成觋或女巫。《说文》中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示部字有 ’*
个，鬼部字有 !# 个，都比女部字少得多，却又比作为社会

群体半边天的男部字多。出现这样的情况，反映了在文字

示、鬼等部字产生的历史时期，人们之间除了母子、母女等

以母系为标志的血亲关系外，不存在固定的夫妇关系，因

而女子同男子间也缺乏稳定、牢固的感情联系，男子在妇

女头脑中所占的位置较少。由于原始社会自然条件恶劣

以及氏族或部族之间的战争，随时都可能有灾祸降临到原

始人类的身上。妇女们关心自己的命运，同时也关心自己

死后的归宿，希望上天给自己消灾降福，于是她们通过一

系列频繁的祈祷仪式祈求鬼神保佑以获得心灵的安宁。

为了勘验每次卜筮祈求活动是否灵验，她们将每一次求神

问卜的结果都用一定的符号刻画记载下来。于是同求神

问卜相关的文字陆续出现并繁衍（也许在人神之间传达信

息的女巫就是创造这类文字的大师）。《说文》中与日常社

会生产生活关系不大的玉部字有 $)* 个，数量也较多。原

因是玉在远古时代是很贵重的物品，也是祭祀、祈祷活动

必不可少的东西。对玉长期反复的使用或加工，使妇女对

玉的选料、质地、纹理、色彩、光泽、大小、形状、声音等都有

了切实的了解，自然与玉相关的文字就多起来了。示、鬼、

玉部字虽多，终未能赶上女部字，表明现实生活毕竟占据

着妇女们的主要生活时空，妇女们绝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最

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只有在比较闲暇或特殊必要时才

从事祈禳活动。《说文》中与祭祀活动相关的示部字多于

男、子部字而少于女部字的现象，同样是中国远古文字为

妇女所创造的一个有力的佐证。从中国文字的产生进而

推测世界各民族的文字首先是由这些民族的妇女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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