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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身份证” 真实面貌曝光

居民证———

现代意义的身份证制度始于 75年前

现代意义的身份证制度，只有短短的
75

年时间。从
史料上看，其始于民国二十五年（

1936

年），当年，宁夏
省政府制定了“居民证制度”，这便是中国现代身份证的
雏形。

古代的身份证没有现代这么复杂，还要录入指纹信
息什么的，当然古代也没有现在这种高科技手段。 古代
身份证上登记录入的信息比较简单，如在唐代，一般就
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将“单位”加上，不会有
“出生时间”“性别”这些必须的内容。有的甚至连姓名也
没有，就是一个物证。

虽然简单，但它上面也有现代身份证上所没有的信
息：如果持有者有兼职的，则要在上面写清楚。这种身份
证实质是一种“官员证”，写有姓名的，在卸职后要交出
来，作废中止；未刻姓名的，则传给继任者，轮流使用。

身份凭证———

隋唐身份证等级分明

中国最早的身份证始于何时？学术界比较流行的观
点是隋唐时期，当时朝廷给每位官员颁发一个“鱼符”。

实际上，能够证明一个人身份的东西都可以看成是身份
证，从这种含义上来说，中国古代身份证出现时间应该
远远早于隋唐。 中国古代身份证主要是以下几种：等级
身份证、职业身份证、临时身份证等，其中以等级身份证
最为流行。

古代的身份证式样很丰富：虎符、免符、鱼符、龟符、

龙符、麟府、牙牌、腰牌等，都属于等级身份证，此即《新
唐书·车服志》（卷二十四）上所谓，“以明贵贱，应召命。 ”

这一类身份证中，数鱼符最为典型和流行，使用的时间
亦久。后来武则天当政时，一度废鱼符为龟符。虽然形式
改变了，但作为身份证的功能并不改变。

鱼符这种身份证正式使用时间在唐代，应该是唐高
祖李渊在隋代制度上的一项发明创造。 李渊进入长安
后，废除了隋朝那套旧的“身份证制度”，将隋朝使用的
“竹使符”改成“银兔符”，接着又改为“铜鱼符”，有交鱼
符和巡鱼符两种。

鱼符分左右，使用方法是，左符放在“派出所”（当时
的内廷），作为身份证的“底根”；右符由持有人随身带
着，作为身份的证明来使用。 左右符的数量多少根据使
用者的人数和实际需要来定，不一定对等，其第一功能
起初并非是表明身份，而是

"

权利凭证
"

，可用于调动军
队、任免官员。

鱼袋———古代身份证的“防伪标记”

古代身份证如此简单，很
容易造假作伪， 甚至出现连皇
帝都敢骗的现象。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有的会在身份证上特别注明
伪造和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
果，如明朝就规定：“借者与借
与者同罪”。 没有相应的身份
证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如混
进后宫）、 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如谎称当大官），则要“依律
论罪”。

除了加强对身份证的管
理、 核对外， 笔者在研究中发
现，一般有两种防伪办法。

一是设置身份证的“防伪
标记”。古代身份证的防伪标记，

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如鱼符类
身份证， 仅是为它配一个袋子，

即所谓“鱼袋”。唐高宗李治当皇

帝时是给鱼符配一个相对应等
级的袋子，这种袋子当然是用来
装符的，皇帝召见时，你有符还
得有袋子。 有意思的是到了宋
代，官员的身份证竟然只用当年
的“防伪标记”来识别，即只用
“鱼袋”， 而把身份证的核心凭
证———“鱼符”废弃了。

二是制作不同质地的身份
证。即不同级别的人，制作身份
证所用的材料也不一样。 仍以
唐朝来说， 制作鱼符的材料各
不相同： 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
的身份证，用黄金来做；五品以
上官员身份证所用材料是白
银；六品以下官员的身份证，质
地则是铜料。 鱼袋也据此使用
相应的金、银装饰：三品以上用
金饰， 四品用银饰， 五品用铜
饰。 到唐中宗的景云年间则改

为：凡着紫衣者用金饰，凡着红
衣者用银饰。 因为这些身份证
是地位的象征， 所以有的使用
终身， 即便退休了仍能享受身
份证制度。

金龟符———唐代最牛的身份证

唐代特别重视“身份证制
度”的推广，连高句丽、安南这
些蕃国使者也统统都发给不同
样式的符，蕃国符以雌雄来分，

雄符留在朝廷，雌符（有
12

块
之多）交给蕃国来使带回去。再
有来臣， 则以雌雄符相合来证
明其真实身份。

皇太子也有身份证，但不
是符， 而是一种玉质的身份
证，即所谓“玉契”。 如果皇帝
外出亲征，或是其他事情离开
京师，由皇太子监国，此时皇
太子的身份证又不同了，所使
用的是“龙符”；亲王或是大
臣留守，则发给“麟符”这种
身份证。

符中最有名的是“虎符”，

一般由军将们使用。 但唐朝实
行身份证制度时并不用虎形
符。 原来，这是为了避讳祖宗
李虎之“虎”。后来武则天当政
时， 将李姓唐朝改为大周时，

也没有用虎符，而用龟符。 也
许是龟比鱼更珍贵、更受尊崇
的原因吧。

虽然不久后龟符随武则天
的逝去而消失，但却留下了一
个过去特流行的词汇———金
龟婿。金龟婿是过去民间优质
女婿的意思。 想想啊，女儿找
到了一个身份证是“金龟”的
男子做老公， 最低也得是三品
大员， 那可是光耀门第的大喜

事儿。所以，唐朝诗人李商隐留
下了一首挺有名的诗《为有》：

“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
春宵。 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
香衾事早朝。 ”

乌木腰牌———疑似郑和身份证

牙牌和腰牌是明清时候
使用的身份证。牙牌是一种小
片儿，当然也是等级身份证的
一种。 明朝的牙牌有象牙、兽
骨、金属、木质等多种质地，视
身份和地位、功能的不同而有
别。 在录入身份信息时，比唐
代的身份证要多一点，有时还
会写上“单位”什么，或标示冒
用身份证、 不用身份证的罪过
等警示语。

明清时代的身份证，在现
代考古中不时被发现。 如在
2004

年，在南京明代宝船厂遗
址第六号船坞遗迹的考古发

掘中，便发现了疑似郑和的身
份证。

这是一种腰牌， 功能相当
于特别通行证，由宫廷制作，为
乌木质地，前窄后宽，浑圆形轮
廓。 腰牌正中刻有一方篆体印
纹，目前仅识出右半边“长寿”

二字，推测是吉祥用语。

当时的宝船厂和现在大连
的航母制造基地一样， 警卫森
严，各司、各舫之间也不得随意
走动。 没有这类特别身份证根
本进不去的。 这腰牌应为郑和
这种在内廷行走的重要人物持
有， 所以有学者推测这块腰牌

很可能是郑和或其部下视察船
厂时不慎遗失的。 （据人民网）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身份证，或者说
不是所有人都有身份证的。 在中国古代，普通人是没有身份和地位的，身
份证只是对有身份者有地位者而言， 所以普通老百姓是不会拥有身份证

的。 那年头有身份证，确实是“有身份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