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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
宋代陶谷《清异录·馔馐》：“犯羹，纯兔。”兔

为生肖，属犯，古人称兔肉汤为犯羹。
在汉族有生育忌兔肉的习俗，因为兔子豁

嘴，所以孕妇妊娠时禁食兔肉，以免孩子出生时
豁嘴。另外还有赠兔画的育儿风俗。画中有六
个小孩围着一张桌子，桌上站一手持兔子吉祥图
的人，祝受赠的孩子将来生活安宁，步步高升。

古代汉族有“挂兔头”的岁时习俗，流行于
全国许多地区。每年农历正月初一，人们用面
兔头或面蛇，以竹筒盛雪水，与年幡面具同挂门
额上，以示镇邪。

龙
中国的民俗节日中，有不少是与龙有关的。宋

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有关于南宋龙灯的记述：
“元宵之夜……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
万盏，望之蜿蜿如双龙之状。”吴氏所说的是静止观
赏的龙灯。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有“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
夜鱼龙舞”的诗名，说的是由人舞动的龙灯。明清
两代，舞龙灯之风更盛。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龙是吉祥瑞兽，人
们 用 灯 模 拟 龙 的 形 象 ，无 非 是 取 其 吉 祥 除 祟
的含义。

蛇
逢巳年出生的人属蛇，北方大都说属小龙的，也有

说属长虫儿的。人们不说属蛇而说属小龙，大概是因
为对蛇厌恶，而对龙情有独钟，因龙为神物，也有点“攀
龙附凤”的味道。

汉族民间有“蛇脱皮”的说法，认为只要看见蛇脱
皮，是不吉利的征兆。民谚说：“见到蛇脱皮，不死脱层
皮。”尤其是在春季更为大忌。在青海地区，若家中发
现蛇，最忌杀死。福建闽南由于气候温和湿润，适宜各
类蛇繁衍生息。公历三月五日为惊蛰节，贵州一带民
俗忌雷鸣声，否则当年会蛇虫成灾。民谚云：“惊蛰有
雷鸣，虫蛇多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