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於漢代印綬，中國學者孫機 1  和日本學者阿

部幸信都曾做過研究，寫了文章，但是孫先生只

就「金紫」談到相關問題的一部分，阿部教授談

的較多較全面，自春秋戰國談到秦漢，曾視「綬

色」乃「可視的表像」，具有彰顯「朝位」高下的

機能 2 ，他注意到顏色問題，可惜沒有從「可視」

的角度作更多更廣泛的討論，也只據傳世文獻，完

全沒用圖像材料。

   不過，這不能怪學者不用，因為很多圖像性的材

料一直到最近幾年才陸續出版。例如山東金鄉「朱

鮪石室」畫像和長清孝堂山石祠的畫像雖然早已

為人所知，但是較完整清晰的資料一直到 2015 年

和 2017 年才出版，今年（2018）不久前齊魯書社

才又出版了附有出土報告和局部細圖的《臨沂吳白

莊漢畫像石墓》，此外朱青生老師主編的《漢畫總

錄》也到 2012 以後才陸續出版，學界才能夠真正

作較細緻的研究。其它過去出版的漢代畫像石或壁

畫圖錄，印製品質通常不夠好，又受開本限制，圖

版大幅縮小，畫像人物身上小的佩飾幾乎沒法看清

楚。現在有了較好較多的圖錄出版，加上我自己這

二三十年奔走各地，親自拍攝畫像原石細節；不

然，不會注意到畫像中原來存在著如此豐富的綬

帶資料。今天我嘗試利用壁畫和畫像石，結合文獻

說明：

   講座的副標題是「漢代的印綬與鞶囊」，我將鞶

囊也納入討論，是因為從可視性的角度看，腰間鞶

囊常彩繡虎頭，正是搶眼又有看頭的官服配件，過

去的研究比較不注意，或一筆帶過，或根本不提。

 一 . 一些鋪墊

   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想先做一些鋪墊。我不知道

我所謂的制度和諸位所認識或熟悉的制度是不是一

樣。我把制度分成「無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

構」兩種類型。具體而言就是制度既可以是「經歷

長久，約定俗成，無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倫

理、信仰、儀式、節慶等等，也可以是「為特定需

要、 目 的（ 如 政 治、 社 會、 經 濟、 軍 事、 法 律

等），依特定權力分配關係、標準和程式（如地

緣、血緣、財富、才德能力、意識形態、公民大會、

議會、鄉舉里選或科舉等）而有意建構出來」的多

重秩序網路。我的意思是，不管我們活在今天，還

是活在歷史上的某個時間、空間裡，我們其實都

生活在多種秩序形成的交叉網路之中，而不是在某

種單一秩序裡。

   為了維持或強化各種秩序和規範以及彼此之間的

穩定存在與延續，秩序和規範需要借助各種有形的

符號而使自身視覺化。政治秩序關乎眾人，在本質

上是一種眾人之間支配與被支配的權力關係，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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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綬帶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如何結構組成？

（2）為什麼有學者強調它是漢代「權貴們最重要 

          的標識」？

（3）圖像對認識名物或印綬制度有什麼幫助？是

          不是也有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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