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史佳林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shijl@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16 2021 年 2月 14日 星期日

国学论谭 /

牛年至，漫话“牛文化”
◆ 郑土有

■ 1952年睢宁出土牛耕画像石

■ 1999年发行的邮票 《汉画像

石》之一取材于 1962年出土于绥
德县的“牛耕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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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间本来就有鼠年

多灾的说法，比如 1996年发
生云南丽江 7.0级地震，2008 年

发生四川汶川特大地震，2020年
（农历庚子年）的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又“印证”了这种说法。虽然这

些多少是“巧合”，但对人们的心理
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人们期盼着疫
情早日结束，也就期盼着“牛气冲

天”的牛年（辛丑年）能扭转乾坤，
让人们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牛是勤
劳的象征，牛年也是丰收年、吉祥

年，有“牛马年好种田，鸡不飞狗
不叫”、“寡年遇到牛，瓮里米生

虫”（寡年指农历年内没有立春节

气，后句寓意粮食丰收、吃不完，
2021年正好是寡年）的俗语。

屈居老二有点“冤”

动物纪年法出现很早。中国
有关动物纪年的早期文献已经失

传，但从动物纪年法发展而来的
天干地支纪时法延续到了今天，

十二地支分别由十二种动物作为
符号，至迟在东汉王充的《论衡》

中已经固定下来。

勤勤恳恳为人类生存做出了
巨大贡献的牛，被排在了第二位，

多少有点“冤”。考古发现中国在
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

期，就出现了饲养的家牛，如河姆
渡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以及

松辽平原西部的大安、双辽等地
的遗址中都有大量的牛骨发现，

南方地区以水牛为主，北方地区
以黄牛、牦牛为主。早期人们饲养

牛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食用和御
寒。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还用牛

骨制作大型生产工具。时至商代，
牛已开始固定饲养，有了牛圈。除

了食用外，还用于占卜、祭祀，全
牛一直是中国祭品中的上品，列

为三牲之一，大型的祭祀活动都
少不了它。到了西周时，养牛业有

了较大的发展，牛在生产和生活
中的运用也日渐广泛，牛车和马

车是当时最主要的运输工具，如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马有圉，

牛有牧，以待百事。”而且用于军
事战争，如《史记》卷八二《田单列

传》中记载的“火牛阵”。考古资料

显示自春秋末期开始，牛耕逐渐
普遍。如 1952年 8月，在江苏省

徐州双沟地区发现的汉画石有一
幅牛耕图，二牛抬杠，一人扶犁，

铧呈“V”型。1959年秋，在山西平
陆枣园发现的东汉墓壁画中，有

一幅牛耕图和一幅牛播图。牛耕

的出现，是牛对人类社会的最大

贡献。牛在中国老百姓心目的崇
高地位，都起因于它长期以来在

田间默默无语的耕耘。
但为什么在十二地支中牛会

被老鼠抢了第一呢？历代学者有
多种说法，民间也流传着不少相

关的故事。如湖南零陵地区有这

样一则传说：相传上古时期，玉皇
大帝决定举行动物渡河比赛，把

最先到达终点的十二种动物给人
们作年月的名字。诚实的水牛让

猫和老鼠坐在自己的背上。老鼠
趁猫不注意，用力一推，猫“扑通”

就掉在河里。水牛只顾快游，没有
注意老鼠钻进自己的耳朵里，眼

看就要得第一名了，老鼠突然从
牛耳朵里跳了出去，蹿到了前面，

所以老鼠得了第一名，水牛只得
到第二名。（讲述：骆志民；搜集整

理：骆新民。 载《中国民间故事集
成·湖南卷·零陵地区分卷》）

当然，老鼠之所以能排在十
二地支之首，也有其道理，在早期

的神话传说中有“鼠咬天地传世、
把人类带出混沌”、“为人类偷来

谷种”等说法，也有研究认为鼠、
鸡的基因与人类最为接近，老鼠

繁殖力强被视为多子的象征和崇
拜对象等。

期盼丰收鞭春牛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
国家对农业生产一直极为重视。

在封建社会，在立春或立春前一
日官方都要举行迎春活动，期盼

农业生产丰收。迎春活动有迎春、
演春和打春等环节。

在迎春中，泥塑或纸扎的春

牛是不可或缺的。春牛一是象征
春耕的开始，二是祭供的对象。春

牛原先都是泥塑的，又称土牛。如
南宋陆游有诗云：“老夫一卧三山

下，两见城门送土牛。”在江南农
村，也有用砻糠拌雪分别堆成泥

牛和雪牛的，前者色黄，象征五谷
丰登；后者色白，象征棉花丰收。

演春的内容是抬着春牛及芒
神举行迎春的民俗游艺活动，其

中主要是民间艺术的表演。如《铁
岭县志》卷二十记载：“立春为国

家盛典。前一日，守土官率僚属，盛

陈卤簿仪仗，杂以秧歌、龙灯、高
脚、旱船等剧，并具芒神、春牛往东

关高台拈香行礼，俗曰演春。”
打春是迎春活动的高潮，又

称“鞭春牛”“鞭春”等。打春之风，
始于六朝，盛于唐宋，明清时期风

行全国。《清嘉录》卷一“打春”条

记载：“立春日，太守集府堂，鞭牛
碎之，谓之打春。农民竞以麻麦米

豆抛打春牛……云宜田事。”春牛
被打碎后，有抢春牛之举：抢到牛

头被认为是最吉祥的，这一年必
定是粮食丰收、全家平安；抢到春

牛土，江南地区的农民把它撒在
自家的田中，认为可使农田丰产；

山东临沂、阳谷等地则用它来砌
灶和炕墙，也有用来抹蚕室，认为

可以避邪和避虫蚁等。
立春日鞭打春牛，主要是提

醒人们做好农耕的准备，将春牛
之土分撒于农田，是希望含有神

性的春牛能带来一年的好收成。

虔诚感恩敬牛节

人们感恩牛为人类所做出的
贡献，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敬牛民

俗活动。很多地方把四月初八定
为牛的生日，在这一天，牛享受特

殊的待遇，不外出干活，同时还能
吃好的、喝好的。如浙江省西南部

的畲族，在四月初八要煮蕃薯丝

粥和米酒给牛吃；侗族这天在牛
栏边祭祀牛神，做黑糯米饭或花

糯米饭给牛吃，并用甜酒冲蛋喂
牛，用防疫药水给牛洗澡、梳毛、

去虫。把牛的生日定在四月初八，
是基于农耕的考虑。因为一进入

春耕生产以后，牛就要投入紧张
的农活，从春耕春种到夏耕夏种、

秋收秋种，一直要到冬耕冬种结
束，几乎很少有空闲的时间。因

此，在春耕之前让牛过一个愉快
的生日，给它吃一些平时很少吃

到的“补品”，使其有充沛的精力

进入春耕，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除了给牛过生日，各地还有

一些以敬牛为主要内容的庆贺和
祭祀活动。如江苏海州地区，每逢

丰收年正月，各个村庄都要集资
举办“牛郎会”（又称平安会、烧大

纸），为全村的人、牛免灾。旧时很

多地区建有牛王庙，如浙江奉化
地区的牛王庙，一年四季享受祭

祀，每年的立春期间香火更旺。浙
江省衢江区全旺镇双盈头村的牛

王庙在谷雨日举行盛大的庙会，
这天一早，庙内银烛高照，香烟燎

绕，庙内外新搭的牌楼张灯结彩，
喜迎从四面八方云集而来的牛子

牛孙，除放牛娃外，各村都有一名
头首为领队，向牛大王敬献祭品，

道士一边念咒词一边东撒一把、
西撒一把地撒五谷，站在牌楼下

的放牛娃接到越多运气越好，没
有接到的也要从地上拣几粒，不

能空手而回。牛王庙前宽广的滩
涂上长着茂盛的青草，牛群尽情

地啃着、嚼着，欢叫声此起彼伏。

斗牛习俗挑选良种

牛是农家的宝，为了挑选优
良品质就逐渐形成了斗牛的习

俗。汉族以浙江金华地区的斗牛
最为著名，时间在农历三月初三

至九月十三，多者一月达九次，少
者一月也有数次，常在集市日举

行。选一块约四五亩的方正水田

作为斗牛场，四周筑土坎，坎上起
竹棚，内置竹椅板凳作观众看台。

在场子的东西两侧各开一个口
子，用青竹翠柏扎成两个拱形门，

谓之“场门”。场内灌上三寸左右
的水，使泥土柔软，又不过于稀

烂。参加斗牛的牛需作精心挑选
和饲养，平日专人护理饲养，其食

料优于一般耕牛数倍。开斗前几
天，牛主用白糖、鸡蛋、人参给牛

滋补。斗牛开始前，牛主牵牛到庙
殿祭神，供三牲福礼，虔诚叩拜。

斗牛开始后，如果两牛刚斗三四
个回合，便胜负已分，“拆牛胞”将

两牛分开，由牛主人牵牛出场。如
两牛争执不下，胜负难分，则任由

两牛决出胜负为止。得胜的牛，常
常披红戴花，被人簇拥着绕村游

行一番。得胜的牛主不但能领奖
金，亲朋好友还会摆宴接风。斗牛

场往往也是耕牛的交易场。买主
通过斗牛，对善斗的牛仔细观察，

满意者即付定钱（上等的斗牛有
价值千金的），然后择日迎归。迎

牛之日，卖主设宴待客，并将牛梳

妆打扮，额束金牌，头插金花，背
架小旗，戴银项圈、金耳环等。

类似于金华的斗牛，在我国的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侗族、苗族、彝

族、纳西族中间也相当流行，所不

同的大多是水牛与水牛斗。

斗牛的目的，一是挑选良
种，利于牛的繁衍；二是鼓励人们

对牛的精心饲养和对耕牛的重视。

智慧机趣的牛艺术

历代文人创作了大量与牛相
关的文学艺术作品，如唐代韩滉

的《五牛图》、鲁迅的名作“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等。
牛与农民朝夕相处，牛也是

农民茶后饭余经常谈论的话题，
久而久之就出现了许多有关牛的

神话、故事以及谚语、歇后语、俗
语、成语等，构成了以牛为题材的

民间文学作品群体。

有关牛的神话故事，最著名
的当属牛郎与织女的婚恋故事。

故事的最初形态出现在《诗经·大
东》中，到了汉代以后这个故事就

已较广泛地流传了。现在流行民
间的牛郎织女故事主要有两类：

第一类是说织女是天帝的第
七个（或说是第九个）孙女，在天

河东边织云锦天衣，牛郎在天河
西面看牛，天帝爱怜他们，让他们

结婚。谁知两人婚后贪图逸乐，荒
废劳动。天帝发怒，使人分开，中

间隔一条天河，命乌鸦去告诉他
们只准七天见一次面。乌鸦忙乱

之中传错了话，说成是每年七月
初七见面一次。该故事保留了较

多原始的内容，与古籍记载相符。
第二类是说织女是王母娘娘

的外孙女（或说是第七个女儿），
牛郎是人间的一个看牛郎，是老

牛教了他娶妻之法。后王母把织
女捉回天上，又是牛告诉他，把它

杀了，披上它的皮就可追到天上
去。这里故事发展过程中起关键

作用的是那头老牛，没有它的指

点，他不可能与织女成亲，也不可
能追到天上。尤其是老牛的皮具

有上天的本事，说明它本是天上
的神物，是由天上下凡至人间的。

在人民的日常语言中，也处
处少不了牛。如谚语：牛是农家

宝，种田少不了；养牛莫嫌烦，想
想耕田难；民以食为天，牛以草为

先；种田靠勤劳，养牛靠冬膘；耕
牛勿怕耕千次，只怕一次耕半死

等。歇后语：牛郎约织女──后会
有期；牛耕田，狗看门──各守本

分；牛嘴里的草———扯不出来；牛
吃稻草鸭吃谷———各人福气不

同；牛鼻绳落入人手———不能自
主；牛角上挂稻草———轻巧等。俗

语、成语如：老牛舐犊、牛马风尘、
执牛耳、牛头不对马嘴、九牛一

毛、茧丝牛毛、汗牛充栋、泥牛入
海、多如牛毛、对牛弹琴、牛角挂

书、钻牛角尖等。

几千年来，在中华农耕文明

的沃土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牛文
化。虽然现在已进入信息化时代，

但牛文化所体现的踏实勤劳、任
劳任怨精神已融化在中华民族的

血液中。中国之所以能在抗击新
冠肺炎病毒中走在世界前列，与

这种精神密切相关。相信伟大的
中华民族在 2021年会取得更

大的辉煌，牛年大吉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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