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虎啸神州携岁去，兔跃中华迎春到。
2023年1 月22日（正月初一）进入中国
农历癸卯兔年。此癸卯年有哪些特点？兔
子又是如何跻身于十二生肖之列？“兔”有
哪些文化意象呢？

“五福临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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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福临门”是中国民间的一个吉庆用语，过春节的时候，相
互拜年经常使用，春联上更是出现得非常频繁。不过，“五福”到
底指的是哪五种福气，能够说得上来的人就很少了。
“五福”之说出自《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

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当然指高寿；“富”当然指家财丰
足；“康宁”指身体安康，没有疾病；“攸好德”指修习美好的德行；“考
终命”的“考”是老的意思，“考终命”即尽享天年，寿终正寝。
“五福”中有两福（“寿”“考终命”）都跟寿命有关，这也是远古

人类的原始冲动。古人把人的寿命分成上寿、中寿、下寿三种，三
种寿命的年龄说法不一，《庄子·盗跖》篇中说：“人上寿百岁，中寿
八十，下寿六十。”唐代学者孔颖达则说：“上寿百年以上，中寿九十
以上，下寿八十以上。”高寿既是古人的追求，也是最大的福气，所
以按照古代的礼节，活到八十岁以上寿终正寝的，送礼不用白布，
而是用红色的挽联和红色的帐子，称为喜丧，丧事当作喜事办。

东汉学者桓谭在《新论·辨惑》中更改了“五福”的定义：“五福：
寿，富，贵，安乐，子孙众多。”可以视作汉代人心目中的“五福”理想。
与《尚书》相比，增加了“贵”和“子孙众多”这两种福。二者的区别在
于：在秦汉大一统的集权制度出现之前，人们并不以做官为福，“福寿
双全”才是上古时期中国人的追求。

与汉代“五福”之一的“贵”密切相关的就是“禄”。《诗经》时
代，福、禄不加分别，福就是禄，禄就是福。直到《小雅·瞻彼洛矣》
这一篇方始有别。这是一首天子与诸侯相会，出自诸侯之口的赞
美诗，开篇吟咏道：“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禄如茨。”
“茨”指用芦苇、茅草搭盖的屋顶。这几句诗的意思是：“看那洛水
是多么深广啊，君子到了，他的福禄像屋顶那样高。”
东汉学者郑玄注解说：“爵命为福，赏赐为禄。”这一注解反映

的当然是汉代人关于福、禄的定义，即出自天子的爵命和赏赐就
是福、禄，与“贵”紧密相连，已经无复《尚书》时代的古朴了。自此
之后，“禄”专指禄位、俸禄；而“福”则仅指抽象的福气、福分。

总之，“五福临门”浓缩了古
代中国人的终极理想，现代人仍
然兢兢业业地遵循，只不过“子
孙众多”的冲动弱化了下来。

● 为何是千年等一回

有人说，2023年的癸卯年是千年遇一回。之所以如此
说，是因为有三个不寻常之处：双春年、黑兔年和闰二月。下
一次再出现如此年景则是在3283年了，可谓千年等一回。

双春年，即一年中有两个立春日。第一个立春日是在
农历癸卯年的正月十四日，第二个立春日则是在农历癸卯
年的腊月二十五。造成双春年的原因，是历法“阴差阳错”
所致。阳历是按照太阳的运行轨迹计算的，而阴历是按照
月亮的盈亏变化规律制定的。这样阴阳历就出现了偏差，
于是就产生了“双春年”的独特现象。
民间有“双春双喜”之说，就是说双春年是吉利的，人们

往往会选择在这一年娶妻嫁女。谚语说：“双春兼闰月，结
婚好时年。”还有谚语说，“一年打两春，黄土变成金。”因为
立春后阳气上升，象征着勃勃生机，预示着丰收的年景。谚
语说：“两春夹一冬，十个牛栏九个空。”一年内两个立春节
气，风调雨顺，田地里的农活儿多，耕牛都去劳作了，牛栏自
然是空的。谚语又说：“一年两个春，带毛的贵如金。”年初
和年尾两个立春，冬季会比较寒冷，古人御寒多用皮衣，所
以带毛的皮草特别贵。当然有的地方也有谚语说：“两春夹
一冬，无被暖烘烘。”就是说双春年春天时间要长，暖和的天
气比较多，容易出现暖冬。这些现象都是根据不同地区、不
同年景而言，不可一概而论。

再说黑兔年。古代历法以天干、地支相配而成，形成六
十循环的纪元法，故而称之为“干支历”。干支历是由干支纪
年、干支纪月、干支纪日、干支纪时四部分组成，又称为“四
柱”。“癸”是天干之一，“卯”是地支之一。五行中的“癸”属性
为“水”，传统文化中“水”代表黑色，“卯”即兔，所以癸卯年又
称为“黑兔年”。谚语说：“黑兔来送财，黄牛起不来。”古人用
水比作财，黑兔年即水兔年，自然也是财年。财年必是丰收
年，农事繁忙，耕牛自然累得起不来。有谚语说：“明年迎水
兔，春秋不见天。”水兔年会迎来长时间的雨水天气，春秋两
季降雨比较多，阴雨连绵，所以很难见到干燥的土地。

2023年还是闰二月。为了协调回归年与农历年的矛
盾，防止农历年月与回归年即四季脱节，每2到3年置一闰，
以此来保证每年农历的正月到三月为春季，往后的月份也
与节令相一致。谚语说：“双春闰二月，春寒逢秋旱。”双春
年加上闰二月的年份，当年可能有“倒春寒”，出现春天比较
寒冷、秋天比较干旱的情况。民间还有“闰月鞋，闰月穿，闰
月老人活一千”的说法。在一些地区民俗中，逢闰年闰月，
儿女要给父母买双鞋，以报哺育之恩，祈求父母身体健康、
福寿延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孝道的体现。现在有的
商家抓住这一商机，加工制作各式各样、花色品种繁多的
“闰月鞋”，供应市场，赚上一笔。有些地方，每逢闰年闰月，
娘家人要把出嫁的女儿请回家中相聚就餐，叫吃“闰月饭”，

也称“六亲饭”，有团圆平安之意；饭后，还要送女儿雨伞、蕉
扇，意思是娘家永远是女儿的保护伞，祝福女儿早生贵子，
为夫家招财，财丁两旺。

● 兔为何能成为十二生肖之一

兔在十二生肖中，给人的印象是温顺善良，惹人喜爱。
兔子之所以能入选十二生肖，且排名第四，学者认为，这与
古人对兔子的文化认知有关，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兔子是古代最重要的祭品之一。古人极重视祭
祀，作为祭品的牺牲并非随意摆设，而是有一定的含义和说
法。祭品通常以人们饲养的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为
主。马在古代主要用于军事作战，代表一个国家的军事实
力，非常珍贵，所以一般不能轻易宰杀。而兔子数量多，古
人行飨射之礼也常射兔首，所以并非六畜之一的兔子代替
马被列入祭品中。

其二，兔子是星宿的名称。八大行星之一的水星古代
又叫辰星，别名兔星。在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就有
兔星的形象。兔星的出现，不仅说明兔子在传统文化中的
深厚内涵，还是月兔产生的源头之一。

其三，兔子能顺利进入十二生肖，也与其分布的地域
有关。我国的黄河流域和大西北草原是兔子出没的主要
区域，而十二生肖文化则起源于黄河流域。尽管岭南一
带兔子十分罕见，但岭南的十二生肖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兔子依然位列其中。有趣的是越南的十二生肖也是从中
国传入的，不过那里用猫代替了兔子的位置，有学者说是
翻译有误导致。

其四，兔为瑞兽。古人认为：白兔为瑞，黑兔为祥。《新
唐书》有“赤兔为上瑞”的记载。据此可见兔子自古被视为
祥瑞的象征，有“玉兔拜福”之说。兔与“途”谐音，故有前途
（兔）似锦、大展宏图（兔）等吉祥寓意。兔子在月宫中捣制
长生不老药，被视为长寿的象征。兔子在民俗中是夫妻团
聚、家庭幸福的代表，因兔子生育繁殖能力强，被喻为多子
多孙、人丁兴旺。

其五，兔子是聪明的象征。成语“狡兔三窟”就是比喻
兔子的聪明，善于保护自己。“动若脱兔”是说兔子机灵敏
捷。自古以来，民间故事中的兔子常是机智的角色。

●“兔”字在古代文化中的意象
“兔”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像兔子，本义为兔

子。它既是人的生肖之一，也与人类的生命、人们的美好希
望密切相连，古人常用“兔”字形容一些美好的事物，赋予它
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象。

玉兔，月亮的代称，传说嫦娥奔月带走了玉兔。嫦娥的

故事最早出现在商朝卦书《归藏》，不过该书已佚失。现存最
早记载“嫦娥奔月”的文献是成书于汉初的《淮南子》。最早
提到月兔的是屈原的《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
何，而顾菟在腹？”顾菟，即月中的兔名。嫦娥奔月、玉兔捣
药、吴刚伐桂等传说，给月亮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彩，使玉
兔与月亮紧紧联系起来。人们习惯用“兔月”指代农历八月，
连闰八月都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叫“玉兔重生”。
赤兔，骏马的代称。如成语兔起鹘落、乌飞兔走、兔起

凫举等，都是比喻奔跑速度快，因此兔往往与骏马联系起
来。如赤兔，亦作“赤菟”。《后汉书·吕布传》曰：“布常御
良马，号曰赤菟，能驰城飞堑。”《三国演义》第三回描写得
更为生动：“果然那马浑身上下火炭般赤，无半根杂毛，从
头至尾长一丈，从蹄至项高八尺，嘶喊咆哮，有腾空入海
之状。”还有白兔、飞兔，都是骏马的别称。传说秦始皇有
七匹名马，其中之一即白兔。《吕氏春秋·离俗》曰：“飞兔、
要褭，古之骏马也。”
兔符，即虎符，在此以兔代虎。虎符为中国古代帝王授

予臣属兵权和调发军队的信物，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
期。到了唐朝，因避唐高祖之祖李虎的名讳，改虎符为兔
符。唐灭亡以后，宋时又恢复使用虎符。后世演变为铜牌。

兔毫，是文房四宝之首毛笔的代称。兔毫是古时制笔
的最佳原料之一。先秦至汉，笔毫皆为兔毫。兔毫制笔，以
秋季兔肩部的两列毫毛最好，强健有力，亦称紫毫。白居易
《紫毫笔》云：“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之
人采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

兔毫盏，是宋代建窑烧制的一种饮茶用的茶碗。所谓
兔毫，是指在黑色的底釉中透析出均匀细密的丝状条纹，形
如兔子身上的毫毛。宋朝茶学家蔡襄有《试茶》诗对兔毫盏
品茶的色香味作了精彩描述：“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
雪冻作成花，云闲未垂缕。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兔园，园囿名，也称梁园，由西汉梁孝王刘武所建。梁
孝王曾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了大功，为了躲避猜忌，以示自
己无意于皇位之争，他在河南商丘兴建了一处规模宏大的
兔园，作为游赏与延宾之所，以娱声色。当时以刘武、司马
相如为代表的文人在此吟诗作赋，史称“梁园文学”。后世
文人也多慕名前来梁园，李白在此居住长达十年之久，其诗
曰“一朝去京国，十载客梁园”。

兔园册，由兔园引申而来。唐朝蒋王李恽让幕僚效仿
科举策问的题目，编成一部简易的科举考试辅导书。因李
恽是唐太宗的儿子，所以借用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兔园”的
典故，起名为《兔园册府》，简称《兔园册》。五代时流行民
间，成为私塾教授学童的课本。因其内容浮浅，故常受一般
士大夫的轻视。后来衍变为一个汉语词语，泛指浅陋的书
籍。后唐时期，工部侍郎任赞和吏部侍郎刘岳以《兔园册》
讥笑新任丞相冯道学识浅薄，二人均被冯道贬官。
“虎奔千里展雄风，兔进万家报吉祥。”兔，作为祥瑞之

物，在癸卯之年呈祥献瑞，为大家带来好运喜气、幸福安康！

王羲之：半联防盗

东晋文学家、书法家王羲之书法秀丽
雄健，人称“书圣”，某年春节，他写了一副
春联：“春风春雨春色；新年新岁新景。”由
于人们喜爱王羲之的书法，结果这副春联
刚刚贴出去，便被人偷走了。没办法，王羲
之只好又写了一副春联：“莺歌北里；燕语
南郊。”结果当晚又被人偷走了。王羲之思
忖再三，再次写联：“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由于联语不吉利，所以这副春联算是“保
住”了。但是人们实在是搞不清一代书圣
为何写副这样的丧气春联。除夕当天，王
羲之在那副春联下面各添了几字，变成了：
“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昨夜行。”路人
看了，无不钦佩书圣的巧思。

吕蒙正：联外有音

北宋初年宰相吕蒙正宽厚正直，对上遇
礼敢言，对下则宽容有雅度。他对当时社会
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愤愤不平。某年春节，
一位穷苦人请他代写一副春联，吕蒙正写
道：“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额：“南北”。
此联一经贴出，便引来一片哗然：大家始觉
其“怪”，继称其“妙”！原来，这副春联最大
的妙处在于弦外音：上联缺“一”，下联少
“十”，正是“缺衣少食”！横批“南北”，意即
“没有东西”！吕蒙正的爱民之心跃然纸上。

祝枝山：标点卖钱

祝枝山是明代著名的“江南四大才子”
之一。某年除夕，祝枝山为一富户写了两
副春联：“明日逢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
有余财。”“此地安能常住；其人好不伤
悲。”富户一见气得七窍生烟，将祝枝山告
到县衙。县官责怪祝枝山写春联添丧气，
祝枝山大呼冤枉，他拿起笔，在那副春联添
了几个标点，春联立马变成了——“明日逢
春好，不晦气；终年倒运少，有余财”“此地
安，能常住；其人好，不伤悲”。县官一读，

这是多么好的春联呀！结果不仅没有怪罪
祝枝山，反而判富户赔偿祝枝山百两银子。

徐文长：添联泄恨

明代杰出画家徐文长，某年春节路过
知县官宅，见门前贴着一副春联：“瑞雪初
霁，爱民若子；腊梅怒放，执法如山。”顿时
心生怒气。这位知县是有名的贪官，他依
仗朝里有人，在地方上长期为非作歹。徐
文长找来两条红纸，在那副春联下面各添
了四字，那副春联变成了：“瑞雪初霁，爱民
若子，金子女子；腊梅怒放，执法如山，钱山

靠山。”路人读了，无不掩嘴而笑。
袁枚：吹牛撤联

清代翰林院庶吉士袁枚辞官隐居南京
小仓山随园。某年春节，他自撰一联贴在
门上：“此地有丛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上联夸赞随园之美，
下联“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则指古
代典籍。结果此联刚一贴出，便有人向袁
枚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几本
古书早已失传，袁枚如何拿得出？又急又
羞的袁枚赶紧撤掉了那副春联。

蒲松龄：改联暗讽

著名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作
者蒲松龄，某年春节曾应邀为一位财主家写
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结果不通文墨的财主火冒三丈：“穷鬼增什
么寿，要增寿就该我娘增寿，改!”大年初一，
蒲松龄按照财主的“旨意”把那副春联改成
了：“天增岁月娘增寿；春满乾坤爹满门。”

乾隆皇帝：赋联兴商

清代的乾隆皇帝微服私访过程中，时值
除夕。他看到一家鞋铺生意冷清，便给店家
写了副春联贴在门上：“大鞋楦，小鞋楦，楦
楦砸出穷鬼去；麻线绳，棉线绳，绳绳引进财
神来。”皇帝亲手为鞋铺写春联的消息传开
后，这家鞋铺立马声名鹊起，生意火得爆棚。

每到春节，祖国大江南北，几乎都有吃年糕的食俗。年糕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食物，一种用黏性大的糯米或米粉蒸成的糕，是
春节应时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当家美食。

人们在春节时吃年糕，不仅仅是因为它味道好，更重要的是
它的寓意好。年糕有红、黄、白三色，象征金银，有“财源滚滚来”
的寓意；年糕谐音“年高”，有“生活和工作一年比一年高、一年比
一年好”的美好寓意，所以古人才赋诗赞年糕：“年糕寓意稍云
深，白色如银黄色金。年岁盼高时时利，虔诚默祝望财临。”
年糕历史悠久。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七千多年的浙江

宁波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就发现了颗粒饱满、保存完好的水稻种
子，这说明早在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开始种植稻谷。汉
朝对米糕就有“稻饼”“饵”“糍”等多种称呼。汉代扬雄的《方言》
一书中就已有“糕”的称谓，魏晋南北朝时已流行。古人对米糕的
制作也有一个从米粒糕到粉糕的发展过程。公元六世纪的食谱
《食次》就载有年糕“白茧糖”的制作方法——“熟炊秫稻米饭，及
热于杵臼净者，舂之为米咨糍，须令极熟，勿令有米粒……”辽代
时，正月初一，北京就有家家吃年糕的习俗。明清两代，年糕已发
展成市面上一种常年供应的小吃，并有南北风味之别。

关于春节年糕的来历，民间有两则传说。一则是说，远古时
期有一种怪兽叫做“年”，生活在深山老林里，严冬季节，它就下
山进村，吃人吃牲畜，百姓不堪其苦。后来有个聪明的部落称
“高氏族”，每到严冬，预计怪兽快要下山觅食时，事先用粮食做
了大量食物，搓条揿块放在门外。“年”饥不择食，便用人们制作
的粮食条块充腹，吃饱后再回到山上去，也就不再伤害人畜了。
年复一年，这种避兽害的方法就传了下来。由于粮食条块是高
氏所制，目的是喂“年”渡关，于就把“年”与“高”联在一起，称作
为“年糕”（谐音）了。

另一则传说与伍子胥有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称霸，战火
连年。吴国为防敌国进袭，修筑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吴王自以
为高枕无忧，天天摆宴庆贺。国相伍子胥深感忧虑，他告诉随从
道：“满朝文武如今都以为高墙可保吴国太平。城墙固然可以抵
挡敌兵，但里边的人要想出去也会同样受制。如果敌人围而不
打，吴国岂不是作茧自缚？忘乎所以，必至祸乱。倘若我有不
测，吴国受困，粮草不济，你等可去城下掘地三尺取粮。”新国王
夫差继位后，听信谗言，赐伍子胥自刎。越王勾践便举兵伐吴，
将吴国都城团团围住，百姓们按照伍子胥当年所嘱，纷纷掘地三
尺，挖出了些糯米粉得以渡过难关。此后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
用糯米粉做“城砖”(这就是年糕样子的由来)供奉伍子胥。久而
久之，便被称作“年糕”了。

年糕因产地不同，做法有别，因而在神州大地上，衍生出多种
年糕。代表性的有北方的白糕，塞北农家的黄米糕，西南的糯粑
粑，台湾红龟糕等。年糕还有南北风味之别：北方年糕有蒸、炸两
种，均为甜味；南方年糕有蒸、炸、片炒、汤煮四种。江西的弋阳年
糕采用“三蒸两百锤”的独特工艺制成，洁白如霜，透明似玉，柔软
爽滑，韧而不黏，久煮不糊。北京年糕过去是满族拜神用的祭品，
满族名字叫“飞石黑阿峰”。有枣年糕、豆年糕、年糕坨等多种，“味
腻如脂色若琮，香洁定知神受饷，珍同金菊与芙蓉”。福州年糕是
将糯米粉和米粉加糖和成面团，再放在年糕叶上蒸熟，味道香甜可
口。广东年糕一般以糯米粉、粘粉、生油、瓜子仁、竹叶等为原料制
成，色泽金红、软滑甜香，味美可口。海南年糕表面光滑，色黄细
软，味道甜香。苏州年糕有猪油年糕和红白糖年糕两种，前者糯
甜，色泽白亮，蒸透柔韧，水煮不腻，油煎香甜，久藏不霉；后者有玫
瑰、桂花、枣蓉、薄荷四种，色泽鲜艳美观，肥润香糯，食而不腻。

正如清末的一首诗中所云：“人心多好高，谐声制食品，义取
年胜年，籍以祈岁稔。”年糕不只是一种节日美食，还为人们的新
年带来新的希望。

古代名人“年联”趣事
刘凯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对联也叫春联，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它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尤其是它与书

法的美妙结合，更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绚烂多彩的艺术独创。

每逢春节，国人都喜欢在家中贴上对联，那喜庆、红火的场面，

将节日的喜庆氛围营造得愈加浓烈。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名

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写联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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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梧桐双兔图》，（清）冷枚作
②《三兔图》，（宋）龚吉作
③《花鸟兔》，（元）钱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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