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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考古发现证明，自父系氏族

社会时期，人们就开始驯化马。许多古籍中有“相土作马乘
马”的记载，作乘马就是用四匹马驾车，作为运载的工具。

华夏自古有祭马的民间习俗。春祭马祖，夏祭先牧，
秋祭马社，冬祭马步。

蒙古族有马奶节和赛马节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八月
末举行，为期一天。佤族过春节时要喂马吃糯米饭，并观察
马在厩中的姿态以占吉凶，以为头朝东方为幸运年，朝向西
方是不吉利的兆头。在东北地区，有汉、满族踏马杌的婚
俗，新娘下车后，足踏马杌，脚不沾地，以避邪祟之扰。贵州
苗族有“背马刀提亲”的婚俗。青年男女相爱，经男女双方
家中议婚三次之后，就要背马刀前往正式提亲。

羊
羊为六畜之一，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活在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的原始居民，就已开始选择水草丰
茂的沿河沿湖地带牧羊狩猎。汉代许慎释字义说：

“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明末清初
屈大均套许慎的模式，在《广东新语》中说：“东南少羊
而多鱼，边海之民有不知羊味者，西北多羊而少鱼，其
民亦然。二者少而得兼，故字以‘鱼’、‘羊’为‘鲜’。”

“羊”、“祥”通假。西汉大儒董仲舒有云：“羊，祥
也，故吉礼用之。”《汉书·南越志》记：“尉佗之时，有
五色羊，以为瑞。”《广州记》则记：“战国时，高固为楚
相，五羊衔谷穗于楚庭，故广州厅室、梁上画五羊像，
又作五谷囊。”

猴
《搜神记》载：“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令善射

者射之，矢数发，猿搏矢而笑。乃命由基，由基抚弓，
猿即抱木而号。”在这里猿被人格化，正如进化论告
诉人们，人类是由类人猿转变而来的。

汉族普遍认为猴为吉祥物。由于猴与侯谐音，
在许多图画中，猴的形象表示封侯的意思。如一只
猴子爬在枫树上挂印，取“封侯挂印”之意；一只猴子
骑在马背上，取“马上封侯”之意；两只猴子坐在一棵
松树上，或一只猴子骑在另一只猴的背上，取“辈辈
封侯”之意。

民间忌猴年，认为猴年收成不好，是灾年。俗语
说：“饥猴年，饿狗年，要吃饱饭是猪年。”

14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