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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紅樓夢》第四回，門子向賈雨村介紹「護官符」的情節中，便提到了金

陵「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盤根錯節以及威風八面，而在嗣後的故事中，也不斷

出現各式各樣以「家族」為核心概念的劇情，比如賈政為薛蟠開脫罪名、逼迫寶

玉上進考取功名，秦可卿託夢王熙鳳勸諫要為家族的未來早作打算等，都是因為

「家族」這一組織所產生的各種行為。故而，本研究便欲以「家族」這一名詞，

及其背後所代表的符號意象進行探討，並期盼能更加瞭解紅樓夢中的家族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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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紅樓夢》故事中，幾乎橫貫全部故事的一個重要概念，便是「金陵四大

家族」了。由賈、史、王、薛四大姓氏的權貴以及其後人組成的這個堪稱巨大的

利益集合；以親屬關係、婚姻結盟為手段，謀取政治、經濟上的各種利益的這一

組織，便被稱為「家族」、「氏族」或「宗族」。 

在第二回〈泠子興演說榮國府〉、第四回〈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二回中，便

已基本交代四大家族間的聯合關係以及在當地所具有的權勢；在後續至少八十回

的情節中，也以各種各樣的故事，彰顯了四大家族所擁有的力量，甚至隱隱有「功

高震主」之嫌。故而即使紅樓夢在文學史上被稱為「未完之作」，卻也已凸顯了

在威權政治之下，家族這一組織所擁有的能量與被箝制之處。 

姜貞吟(2020)曾表示：「宗族作為地方社會中透過社會互動持續形構父系繼嗣

體制，傳遞父系傳承與祖先信仰信念，對地方社會政經與文化等不同領域具有影

響力，形成地方社會實體。1」不論稱為家族或宗族，都是因為父系社會的繼嗣體

制，作為傳承血脈、權勢、財產……等具利益性質的事物而自然產生的組織，在

人類數千年的歷史中占據了極重要的地位。 

因此，本文欲就「家族」這一名詞所具備的符號意象為主要探討方向，探討

其功能與意義，如權力、生產、情感、象徵等四個概念。預計共分為四節，包括

本節前言、二節正文，最後再做一整合性之結語探討。 

 

二、 家族的基礎功能：生產及情感與交換結合 

 

「家族」這一詞符，乃是經由社會制度的變革，一步一步堆砌而成，並逐漸

賦予其許多意義，而形成今日所代表的符號意象，故而在討論意象之前，不得不

先探討其基礎。本章主要探討家族的基礎功能，包括其形成基礎、維持基礎與接

續基礎三部分，並據此針對紅樓夢的四大家族進行一結合性的探討。 

 

（一） 家族的形成基礎：血脈與生產關係。 

 

家族此一組織的形成，源自於性以及生育行為，在人類逐漸從蒙昧進展到野

蠻乃至文明社會的過程中，對血脈關係的定義。摩爾根(1877)曾在著作中表示：

                                                      
1
 姜貞吟：《女歸成神：性別與宗族／親、族群之間的多重交織》，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出版中

心，2020 年初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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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在蒙昧階段產生了以性為基礎的組織，從血婚制、伙婚制，甚至偶婚制都是

在這個階段產生，這是「婚級」，亦即現世所稱「家族」的形成開端2，直至如今，

地球上仍有許多以這三種家族型態衍生出的家族組織，如馬來亞、夏威夷、加諾

萬尼亞、愛斯基摩等現代所稱的「親屬制」。 

 

1. 初始基礎：輩份與婚級制 

 

因為生育行為主要是女性所負擔，所以最初的人類社會，也被稱為母系社會。

蔣勝男(2015)的作品中便曾有一句代表性的台詞：「先民之初，人只知有母不知有

父，便無手足相殘之事，待知有父，便有手足相殘。兄弟同胞從母是天性，從父

只是利益罷了。3」由此可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最一開始並非像近代社會那般，

以父黨為主要傳承。所謂婚級，便是以母系為傳承本位的世系單位。 

人類在蒙昧社會之時，在規定的範圍內通婚（比如血婚制即為兄弟姊妹間的

通婚），而在這一範圍逐漸縮小時，這一型態便開始出現變革，伙婚制的出現便

是變革的成果。由一群兄弟共有若干妻子、或一群姊妹共有若干丈夫，便是伙婚

制的樣貌，按照性別、輩份等親屬關係組織出若干「婚級」，是比血婚制相對高

級的組織型態；通常限制同一婚級的親屬間不得通婚，或某一婚級僅可與另一特

定婚級通婚。 

 

2. 兩次變革：氏族的分裂與胞族、部落制的結合 

 

隨著人口逐漸擴大，便逐漸發展出另一個單位「氏族」。最早的氏族代表同

一母系血統的傳承，受到婚級制的限制，後來雖已經分裂出若干氏族，但仍受限

於其母系親源，而不與具「分化前同氏族」血統的氏族相通婚。但有了第一次分

裂，就會有接下來的更多次分裂，因為人口只會不斷增長，氏族擴大到一定的量

級就不得不分裂，以確保族人生存的權利，所以隨著人口的不斷擴增，一個氏族

便會擴散出數個同源的氏族。 

人口擴大的另一個影響，便是生產技術的提升，隨著人類的生產技術逐漸從

採集、捕獵進展到種植、畜牧，便開始發展為財產保存而衍生的組織。這時，具

有相同利益關係的氏族之間，便開始結合、發展出一個結合性的團體，稱之為「胞

族」或「部落」。由這時開始，世系也開始漸漸轉變為以父系為本位，開始了父

系社會。 

                                                      
2
 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從蒙昧、野蠻到文明》，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初版，頁 34-39。 
3
 蔣勝男：《羋月傳》，浙江：晉江原創網，2015 年。 



 
 
 
 
 
 
 
 
 
 
 
 
 
 
 
 
 
 
 
 
 
 
 
 
 
 
 
 
 
 
 
 
 
 
 
 
 
 
 
 
 

 

金陵四姓企業集團從《紅樓夢》討論「家族」的符號意象 
  

84 
 

 

（二） 家族的維持基礎：人類的基礎需求。 

 

除了血脈關係的連結，家族成員之間維繫關係的其他重要因素，便是生存需

求與情感交流了，在馬洛斯的需求層次理論4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以及愛與歸

屬需求是人類較為基礎的生存所需。 

也因此，從人猿到現代人，數萬年以來，人類都是群居的動物，甚少能見到

獨來獨往的人類，因為人要生存下去，就需要依靠互相幫忙，父母扶養子女、子

女奉養父母，人類成人後出外捕獵、打拼，都是基於這樣的需求。在人類社會尚

處蒙昧階段之時，便已是群體式的社會；在這時，人類尚只知捕獵與採集，甚至

仍未知用火，但外出捕獵的人們因為行動的凶險通常都是集體行動的，並不會單

獨一人就出外，彼此間互相協助，也確保彼此的安全。 

在人類社會漸漸從蒙昧階段邁向野蠻階段，開始掌握種植乃至畜牧的技術後，

組成家族的因素仍是有生理、安全需求的意味在裡頭，並開始出現了愛與歸屬的

需求。掌握了維持溫飽的技能，解決了生理問題，接續就要面對欲望了，俗語謂

「飽暖思淫慾」，當人有了溫飽，就會開始思考別的問題，也因此才會有繁衍、

才會出現文明；然而當文明開始發展，衝突就會發生，人類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

仍然尋求家族的庇護，並試圖拉幫結派，這也再次印證了部落制發展的起源。 

在人類社會進入文明階段之後，部落也逐漸發展成了國家，中國歷史上第一

個國家「夏朝」便是由此一發展進程而形成的國家，也被稱作是「家天下」的開

端，但此階段與現代所稱的國家有所不同，仍是以部落制為主的聯邦式的政體；

後來隨著歷史演進，這種政體也逐漸被中央集權所取代，但同樣的是，最高統治

者會出於同一血脈當中。自此，「家族」的組織系統發展成了現代所見的樣貌。 

 

（三） 家族的接續基礎：成員的交換結合。 

 

從前文可見，人類在脫離如獸類般的生活，發展出社會行為，進入蒙昧階段

的時候，首先發展出的組織，便是以性為基礎的婚姻制度；從排除不同輩份的血

親通婚，到排除同輩近親的婚級制、伙婚制、偶婚制，體現的便是家族的接續基

礎，即組織成員間的交換與結合。在人類近萬年的歷史中，大部分都是父權制的

家族系統，中國歷史則是從先秦之前就已經幾乎移轉完成的社會認同。此種婚姻

                                                      
4
 維基百科條目：需求層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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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父系血統為主，交換的成員多數為女子，但也有男子作為交換成員的，稱

為「入贅5」。 

根據趙林(2010)之研究表明，在已能明確史料的商代社會，為兄弟二合偶族、

行輩式親屬組織，即親屬稱謂僅有「父母、兄弟、子女／生」之三代稱呼，並規

範從母系統的「同生」不予通婚的情況下在族內行姊妹交換及交表婚；在其政治

版圖擴大之後，才因漸常以父系繼嗣模式與異姓氏族通婚而出現了「姑」之稱謂，

用以分別血姻關係。而進入周代後，因已接近完整的移轉進到父系社會，雖仍行

姊妹交換或行雙向交表婚（此時意義也大概已不相同），但禁婚親已由母系的「同

生」變為父系的「同姓」，稱謂也轉變為尊親稱父母、舅、姑，平輩稱弟、娣、

姨，卑親稱子、甥等為分辨血姻關係而出現的稱呼；並因姪娣媵6的制度，使女方

親屬輩分往上提升，故又出現「姪」之稱呼用以稱呼隨女性的兄弟之子女，也使

得婚姻的型態因為只能存留女方的交表關係，而演變為母方交表優先婚（或母方

交表婚）。7 

交換成員的血統大部分不被重視，因而會有為「親上加親」而與同一家族多

次聯姻的可能、甚至會有跨越輩分的聯姻情形。比如《紅樓夢》故事中，賈政娶

金陵王氏為妻、其侄賈璉又娶王氏的內侄女（王熙鳳）為妻；又如賈寶玉的聯姻

對象有姑表妹林黛玉、姨表姊薛寶釵，以及從祖表妹史湘雲等。在當時被視為十

分正常的婚姻行為，但在現代則平等地被視為近親，也是法律規範的「禁婚親」。 

 

（四） 小結：四大家族的基礎。 

 

本節探討「家族」這一組織形成的基礎，從人類的社會行為開始說起，家族

的形成是因為人類的文化開始發展；隨著婚姻制度的逐漸形成，人類開始分出同

我、異我等族類，彼此間交換、結合，又延續產生出下一代。 

四大家族的形成便是在這樣的制度，加上權力、地位等等，在種種條件下逐

漸衍生的時代性產物，透過成員間相互交換，而得以鞏固權勢，得勢之時權威甚

至可以一手遮天、乃至推翻皇權；人也因此分為三六九等，貧者日趨卑賤、富者

越發顯榮。在後續文中，將從此方面深入探討「家族」的符號意象與功能。 

                                                      
5
 入贅之婚姻行為有多種形式，大部分目的是為了協助女方傳承後代、照顧家庭，包括如女子嫁

入夫家之「入舍婿」、部分子女隨母姓或冠以雙姓以傳承血脈（台灣稱為「抽豬母稅」）、變為

如同養子的「婿養子」、居於女方家庭一段時間後即帶女方回歸本家的「年限婿」、「歸宗婿」，

還有一種情況是寡婦為了填補夫家缺乏的勞動力而招婿，稱為「接腳夫」。 
6
 姪娣媵是指女方出嫁時，要有姊妹及姪女作為陪嫁，周代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而二國往媵

之」即為此，除了近親外還有宗親一同陪嫁，此種陪嫁之親屬稱為媵，不是正妻但比妾高級、

所生子女視同嫡出。 
7
 趙林：〈論商代的婚姻制度及其親屬結構之型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第二十期，台北：中

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系，2010 年 4 月，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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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族的進階功能：權力及象徵與符號意象 

 

《紅樓夢》故事中，維繫著家族門閥與成員之間關係的一個重大功能，便是

權力與生計命脈，這也是人類逐漸進入文明社會的一個重大行為──「私財產」

的存有與傳承；故而本章接續前文，探討家族的「進階功能」：包括其社會功能、

象徵功能與符號意象三部分。 

 

（一） 家族的社會功能：政治經濟與權力。 

 

在人類漸漸發展出私有財產制後，社會進入了文明階段，而婚姻制度也發展

出父權制、專偶制兩種型態，也漸漸演變成現在的家族組織系統，在歷史上最顯

著的演變則應當是從夏朝「家天下」開始的帝制時代。 

梁庚堯(2014)在其著作中曾提到：夏商時代是中國國家政體形成的初期，以

部落聯盟型態為基礎，發展出較為集權的中央政府，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即人民）

間的關係更加確定。古史傳說裡大禹死後，其子啟被擁戴即位，開始了「傳子不

傳賢」的局面，意味政治領袖的能力與重量，已強大到可以有效影響、控制其他

部落，使權力能夠集中掌握在「一姓一家」之中。政府置於都城、君主居於宮殿

的現象也在此時開始出現，這也是政治權威提升的具體表現。8 

但在三代前期，政治權力仍是以氏族為單位把持，而非統治者個人所有。直

到三代末期，封建貴族與氏族的力量曾一度衰退、乃至消亡；到秦朝時，政治權

力已把握在君主一人手中，也因為「編戶齊民」政策而使平民逐漸興起，甚至到

漢代因為普遍賜爵，而使得爵位、貴族變得無足輕重。 

進入中古社會9，當家族力量逐漸穩定而強大，及至形成可以顛覆政權的能

量後，便好像恢復上古社會的秩序，由許多的小型社會（士族、門閥，乃至之後

的家族、宗族）中之其一領導其他的組織，共同組成一個新的社會、新的政權，

領導者即為帝王、其他組織分據各個貴族名號，形成新的社會秩序。而這樣的功

能投射到家族當中，則表現為某一人的後代支派（親緣親近的數個家庭）共同組

成一個家族，家族集結成宗族、氏族、民族。在家族，家主掌握了治家的權利，

家族成員則受家主的治轄；在宗族、氏族乃至民族，則有類似族老、宗長……等

等的領袖，各自統率成員，形成了政權下一股隱形卻巨大的力量。 

 

                                                      
8
 梁庚堯：《中國社會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民國 103 年 10 月初版，頁 9。 

9
 根據陳安仁（1889-1964）《中國上古中古文化史》（新北：華夏出版有限公司，2011 年 11 月  

初版）一書定義，中古社會為秦漢始至五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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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族的象徵功能：支配與歸屬權力。 

 

前段提到，家族在中古至現代社會的組成，乃是親緣親近的數個家庭共同為

之，那為何會有這種行為呢？自父權制社會在三代漸漸形成之後，其功能便漸變

成了權力的傳承、財產的支配等等利益面的需求，而血緣的維繫與交換則降格成

為利益下的條件，家族內的成員因為共同利益而歸屬、服從於一組織內，組織的

領導則權衡利益以支配家族內的資源（成員也是資源的一項）。 

以《紅樓夢》的金陵四大家族說起，門子在向賈雨村介紹「護官符」時，便

說道：「這四家皆聯絡有親，一損皆損，一容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今

告打死人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

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10」薛蟠打死了人，便因為家族的勢力而受

到保護，一封書信，便有賈政替他掩飾，賈雨村為著還賈政的薦官之情，便也輕

縱放過；後續更有王熙鳳鐵檻寺弄權、興修大觀園圈占土地等等因家族勢力龐大，

交相勾結、強取豪奪等事。便是因為四大家族間的利益交換，使得其體裁日趨龐

大，乃甚對於政治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獲得皇室為了招兵買馬而賦予的尊榮，

而使得這種組織能夠擁有這樣的權利。 

然而既享有這樣如霸王般的權利，便也受到長上的支配與成員的義務等等，

為利益而背負責任的制轄。在親族組織內，則諸如母子（賈母與賈政、王夫人與

賈寶玉、趙姨娘與賈探春）、婆媳（賈母與邢夫人、邢夫人與王熙鳳）、妯娌（邢、

王二夫人）等等，幾種關係之間的衝突。比如：賈政笞罰寶玉，賈母便大老遠從

後院衝到前廳去阻攔；王熙鳳掌管榮府事務，邢夫人感覺被輕視便會尋釁找碴；

傻大姐在大觀園閒逛撿到春宮圖荷包，被邢夫人知道、收走後，便派人送去給王

夫人處理，以致於衍生出後面一大堆事端。 

又如婚嫁大事，各個等級均有本份的規例，也需要審度宗族之間、親友之間、

門第之間的關係。像寶玉的理想婚嫁對象便有林黛玉、薛寶釵，甚至史湘雲、薛

寶琴…等等，均是「連繫有親」的遠近親屬；王熙鳳掌管榮府事務，在寧府出了

喪事，無人可管之時，便被委託去「暫管一個月」。家族成員之間，透過彼此送

迎往來、維繫親近、互相協助，所以才能日漸緊密、逐漸壯大；而家族這一組織，

則成為彼此聯繫的基礎單位。 

 

（三） 家族的符號意象：多重功能的組織。 

 

                                                      
10
 曹雪芹原著、馬美信校注：《紅樓夢》上冊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

案〉，台北：三民書局，2020 年初版，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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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四次重大變革，家族這一符號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莫大的影響，從蒙昧

時代的婚姻之草定、野蠻時代的氏族部落興起、文明時代的各種家族組織演變，

直至現代穩定的家庭、家族、宗族之三層組織。 

雖然現代人對「同族」的觀念並不很深刻，但有心人一定能尋得自己歸屬的

同族，比如在台灣，戶政事務所便可申請自日治時期至現代之直系血親戶籍資料，

如研究者自身申請到最多七代先祖之資料。在漢字文化圈，諸如台灣、中國、日

本、韓國等地，更有聯繫宗族、氏族等關係的「宗親會11」；台灣在 1970 年代曾

出現設置同鄉會、宗親會、祭祀公業等組織的熱潮，在兩岸開放探親後更達鼎盛。 

這種組織不完全依靠血脈關係連結，而是一種僅憑同一故鄉出身、同一姓氏

出身之故，或甚至有異姓連宗共同成立者；但此種組織設置最為主要之目的，乃

是要團結具有同樣條件（家鄉、姓氏…等）的人們，使其有難時得助、有個依託

之地；由此看來，以此條件設置之親族組織，也可視作是一種「擬制家族」。 

所以，家族在現代社會中所表達的符號意象，便是一個具有多重功能的組織。

對內，它提供具有相同血緣的人們有聯繫的管道、能夠互相支撐扶持，因為彼此

之間具有一定的權利、義務，使得從嬰孩到耄耋、從落地到歸根，都能夠有一個

歸屬之地，是人類感情寄託的一個重要所在。對外，它則讓異族之間有交流的依

歸，讓人類社會產生了規則、發展出文明，所以使得人類這一生物種族日漸壯大，

以致能夠在地球成為霸主。 

故而，無論是賈史王薛或是護官符，都是源於「家族」這一詞符所衍生出的，

在《紅樓夢》文中具有極大份量的符號，透過故事情節再再顯示其重要性；透過

多重組織（皇室授予爵位、宗族傳承家產、成員繁衍後代）而得以代代相續，在

人類生命與藝術的歷史上劃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四） 小結：四大家族的符號意象。 

 

本節討論家族組織從上古至現代，幾經變革後所陸續被賦予的功能與符號

意象。梁庚堯(2014)便表示：先秦上古時期，氏族是以統治者為主的社會組

織；中古時代稱為世家，則是壟斷政治的特權階層；直至宋代，門第世家被徹

底破壞，科舉取士的社會完全形成，被完全平民化的家族制度也隨之形成12。

依此看來，四大家族或其他貴族豪強，與庶民階層的差別，只在於財產多寡與

社會地位的高低，其他有關於組織傳承、權力爭奪等的事件，幾乎都是同等的

                                                      
11
 台灣大百科全書條目：宗親會。 

12
 梁庚堯：《中國社會史》，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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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沒有什麼根本上的差距。而他們的符號意象，主要體現在「團結一致」

之上，這也是大部分華人社會的家族都具有的特質。 

 

四、 結語 

 

《孟子‧離婁章句下》曾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13」

不論是君子聖人或是平民百姓、宵小匪類，均不脫五代人之數，所以在論親戚、

談禮制的時候，大多都只算到五代。但光這五代人所衍生出的血親、姻親等等，

便可以集結成一巨大的集團組織。 

《紅樓夢》中小紅受王熙鳳之命，去找平兒傳話、取東西，回來時交代的一

番話，便可體現這一組織的龐大：「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

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

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

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全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

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14」李紈在一旁驚嘆，

王熙鳳則解釋說這是四、五門子的話；由此可知，從受封國公以來，經歷五世以

後，因家族之龐大，而使得甚至有「相見不相識」的親友關係存在，而能搞得清

楚這些人彼此間的關係，便是古時管家人必備的技能。 

是以，若從上古至現代的各種組織情形看來，不論是何種制度，家族的組成

與傳承始終未超出五世之外的高度：比如封建宗法，從天子至大夫到平民，最多

只傳五世；論婚喪祭禮，則以五服為親。透過這樣的制度組成的組織，越接近核

心的人物，則越能掌握權力、把控家族動向；故而對家族這一詞符的歸屬與運用，

是所有身處於其中的人，幾乎必備的技能。 

也期許能夠藉由這份研究，帶動家族這一組織的復興，使得人與人之間的距

離能更加熱絡、世界能夠更加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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