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目：古「禁」考論：禮俗與法律之間 

 

關鍵字：禁、宜忌、禮俗、法律、國家、社會 

 

作為一類社會、政治規範，古代中國的「禁」見於《周禮》等傳世經典文

獻與出土晚周秦漢簡帛文書，可以分為禁忌、禮俗和律令幾個重要面相，而與

社會、政治活動發生程度不等的關係。比如說，古代中國的禁忌和風俗，比較

接近隨風土不同自然形成而流行於民間社會的習慣，而且往往和古人的天道觀

念或方術操作具有密切關係；而禮儀和律令，則比較近似由統治者或統治階層

根據民間慣習，以人為方式訂定，而具有強制性的行為規範，並且和古代社會

政治的結構、不同人群間的權力關係有所連繫。 

 

不過，上述的概念分殊多少是相對的，有關「禁」的研究恐怕也很難單獨

歸類在既有的生活禮俗史或法律、政治史的任一研究範疇中。比如說，政治權

威制訂、頒佈的禁令固然可能藉由社會化的過程令民間潛移默化而相習成風，

流行於民間基於時位吉凶、天人感應等思維慣習所形成的日用禁忌也往往形諸

官方的詔制成為國家治政的綱領。也因此，本文的目的在於一方面結合禮俗、

政治與法律史的觀點對古「禁」及相關的概念，如諱、忌等，進行整體的研究，

另一方面則就「禁」在上述個別範疇中的可能定位提出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