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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龍在文：龍的文學爪印 

第三集：皇權的象徵 

 

 
： 你在看甚麼？ 

 

 
： 我正在看的這本書，收錄了以前皇帝的玉璽，你看看這個印章上的璽鈕是龍，雕刻得入

微如生！ 

 

 
： 當然！歷代帝王當中，很多人都認為自己是「真龍」。某些朝代還壟斷了「龍」這個標

誌！ 

 

 
： 

我知道！龍與皇帝畫上等號，或者可以由秦始皇嬴政説起。根據《史記》記載，一位奉

璧人拿着一塊壁玉交給秦國使者，還說：「今年祖龍死」，《史記集解》曰： 

 

「祖，始也。龍，人君像，謂始皇也。」 

 

雖然奉璧人把秦始皇稱為「祖龍」，不過秦始皇本人並不認為自己跟龍有甚麼關係。 

 
： 

主動將自己與我聯繫在一起的皇帝是漢高祖劉邦。劉邦出身低微，欠缺對手項羽那種世

代為楚室家將的顯赫家世。為了提高自身的聲望和説明自己君權神授的正統性，劉邦把

自己的身世與龍結合在一起，説自己是「龍之子」。 

 

《史記》記述劉邦母親有一次在大澤旁邊睡着了。當時閃電雷鳴、天地昏暗，劉邦父親

前去尋找妻子，看見有一條龍在她身上。不久後，劉邦母親就懷孕，生下劉邦。《史記》

還寫到劉邦「隆準而龍顏」，喝醉的時候會有龍在他上方盤旋。劉邦利用龍的靈獸形象

和古人對龍的敬崇來籠絡人心，將龍推到帝王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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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此，很多想做皇帝的人，都效法高祖，編造出各式各樣的「帝王龍」傳說。例如漢光

武帝劉秀夢到自己騎着赤龍上天，南朝宋武帝劉裕躺臥寺廟時出現了「五色龍章」等。 

 

 
： 

皇帝們號稱「受命於天」，代天帝管理人間。這種「帝王性」與我們之前所提及龍能夠

溝通天地的神聖形象相吻合。於是，皇帝就成為了「真龍天子」，而龍就是這樣成為了

皇帝的象徵。 

 

 
： 

龍與皇帝密不可分，由唐代起，諸多與皇帝有關的事物都會與龍掛鉤。皇帝的容貌被稱

為「龍顏」；服裝被稱為「龍袍」；子孫被稱為「龍種」等。到了元明清三代，為了加強

自己的威嚴和統治，皇室壟斷了「五爪」龍紋，民間只能使用「三爪」、「四爪」的「蟒」

形象。 

 

龍，是皇帝權力的表現。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代表皇帝的龍都是「黃龍」。為甚麼黃龍會

是帝王的標誌？ 

 

 
： 

《千字文》第一句是「天地玄黃」。「黃」是土地的顏色。根據《說文解字》，「黃」字中

間有一個「田」字，代表土地。如果配合方位，黃色代表中央。根據《淮南子》記載：

「中央土也，其帝黃帝……其獸黃龍。」中土之帝，即是黃帝，守衛中土的神獸就是黃

龍。漢人認為代表「中」的黃色，可配合君主的服飾(中之色，君之服)。事實上，由隋

文帝開始，中國皇帝都會穿上黃袍。我們熟識的趙匡胤稱帝，也要「黃袍加身」這程序。 

 

 
： 

雖然龍在漢代後，被視為帝王和皇權的象徵。不過多年以來，皇權並非完全獨霸「龍」

的專用權。龍與民間仍有緊密的聯繫。皇室有皇室的龍；民間有民間的龍，各有千秋，

同時在中國並行了數千年。 

 

在古代，民間會用龍來形容人，是不是很想知道？我們下次再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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