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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至清，官媒始终握有实权。

字时说：“变媒为禖，神之也。”

换言之，将媒字改成禖，是为了神

化她。高禖神不仅受民间供奉，也

被皇家祭拜。据史书记载，从周朝

到唐朝，历代皇帝和后妃都祭祀过

高禖神。

至于“媒妁”成为男女婚配的

必要条件，则是兴起于父系氏族社

会，约有五千年历史。《诗经·豳

风·伐柯》曰：“伐柯如何？匪斧

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诗

经》是西周至春秋的作品，这首诗

的出现，说明在当时的某些地区、

阶层中，已经开始遵从比较严格的

礼制规范了。战国时期，《孟子·滕

文公下》中记载：“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

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

人皆贱之。”

可见“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在当时已经成为男女

婚配的必备条件。

古代媒人分为官媒和私

媒。用现代的眼光看，官媒

就相当于机关公务员。

周代创立了一整套婚姻

礼法——“六礼”，很重视

媒人的作用。周天子嫁女需

要选同姓诸侯做媒，诸侯之

间嫁娶则需要找大臣做媒。

当时，国家专门设置了管理

牵线说媒，这行当已有五千年历史

离开靠指尖滑动就能隔着屏幕交

友的现代社会，在遥远的古代，

没有手机、没有网络，少男少女们

是如何寻觅良缘，牵手共度一生的？

这不，前不久爆火的开封王婆，

让我们得以一窥古代媒人的风采。幽

默诙谐的王婆，身着古代服饰，为单

身青年“保媒拉纤”，凭一己之力带

火整个景区，更是在社交媒体上受到

年轻人的热议和追捧。

那么“说媒”的起源是什么？

古代媒人是个怎样的职业，又经过

了怎样的演变？

从神明到公务员

“媒妁”起源于何

时？史料并无明确记载。

据《绎史》卷三引《风

俗通》记载：“女娲祷

祠神，祈而为女媒，因

置婚姻。”因此，女娲

被认为是中国媒人的鼻

祖。

据说女娲与伏羲由

兄妹而为夫妇。鉴于人

只知其母，不知其父，

于是女娲令已婚的男女

定居在一起，同时，自

任媒神，掌管男女姻事。

后来人们又供奉“高禖神”，

让她专门管理婚姻和生育。东汉末

年儒家学者、经学家郑玄在解释“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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