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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万物迎春送残

腊 ， 一 年 结 局 在 今
宵”。中国传统的兔
年春节将至，历经疫
情 考 验 的 人 们 心 怀
希冀。自2023年1月
18日起，中新社“东
西问”专栏特推出“
解码兔年”系列稿，
探究春节文化、“双
立春”等的意涵与影
响。

中新社敦煌1月
20日电 题：千年壁
画“三兔共耳”缘何
闻名中西？

——专访敦煌研
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
林

中新社记者 丁思
临近中国农历兔

年春节，萌态可掬的
兔子造型层出不穷。
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
中的“三兔共耳”图
存世千余年，绘制了
共用三耳、循环追逐
的三只兔子，这或许
是世界上最与众不同
的兔子造型。这一图

案，也出现于巴基斯
坦赤陶浮雕、叙利亚
的多色陶瓷、欧洲教
堂彩绘玻璃，乃至一
些西方现代建筑中。

“三兔共耳”的
创作源起是什么，有
何寓意？为何能在中
西广受认同？敦煌研
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燕
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
社“东西问”独家专
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
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目
前，现存于敦煌莫高
窟壁画中的“三兔共
耳”图案有多少个？
它们的造型、纹样有
何不同？

赵燕林：“三兔
共耳”的装饰图案广
泛分布于古丝绸之路
沿 线 的 亚 欧 大 陆 各
地，目前已知该图案
年代最早的实例存于
敦煌莫高窟壁画中。
从 时 代 分 布 情 况 来
看，壁画中“三兔共
耳”发端于隋初，流

行于初唐和中晚唐时
期 ， 最 终 消 亡 于 五
代。

莫高窟共发现有
20个洞窟绘制有这一
图案。其中，17个绘
制 在 洞 窟 藻 井 图 案
中，4个为天宫栏墙
装饰图案，还有1个
绘制于藻井垂帐纹，
共 出 现 2 2 处 ， 隋 代
洞窟占比最多，共9
幅。

总体来看，隋代
初期此类图案尚显生
涩，而至隋代中晚期
则极尽繁华，第407
窟“三兔共耳”藻井
图案被认为是该纹样
的杰出代表，也是大
众最为熟知的一幅。

“三兔共耳”的
图 案 主 体 构 成 呈 圆
形，三只兔子以等边
三 角 形 均 匀 分 布 其
中，两两共用一耳，
呈顺时针或逆时针方
向旋转奔跑、相互追
逐，首尾相接，动感
十足，造型优美。早
期图案中的兔子，以
白色居多，唐代逐渐
出现了黑色、灰褐等
色。

中新社记者：该
图 案 为 何 是 三 只 兔
子？有何寓意？

赵燕林：“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有着特殊寓意。《道
德 经 》 讲 ， “ 一 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三只兔子有往
复循环、繁衍生息的
涵 义 。 “ 三 ” 又 与

佛教涅槃思想吻合，
三兔像是“前世”“
今生”与“来世”，
有“循环”“轮回”
之意。

同 时 ， 古 人 眼
中，“兔”的内涵也
很 丰 富 。 西 晋 张 华
《博物志》卷四《物
性 》 中 说 ： “ 兔 舐
毫望月而孕，口中吐

子。”明代徐树丕在
《识小录》中云：“
俗曰：兔无雄，望月
而生也。”古人认为
世间所有兔子都为雌
性，只有月亮中的兔
子为雄性，加之兔子
繁殖能力极强，自古
便成为多子多福的象
征。西晋傅玄《拟天
问》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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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赵燕林：千年壁画“
三兔共耳”缘何闻名中西？

莫高窟第302窟“三兔共耳”栏
墙纹，这是目前已知该图案年代

最早的实例。敦煌研究院供图

莫高窟第407窟“三兔共耳”藻
井图案。敦煌研究院供图


